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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林水文作用研究中
,
一般都从林冠截留

、

枯落物持水 和林地下渗这三个方面
,
对其机理

进行研究
。

林冠截留是各种林分发挥其森林水文作用 的第一道防线
,
定量指标为林冠截留量

。

林冠截留

量常见的测定方法有 3 种
:

实地测定法
、

简易吸水法和理论推定法
。

其中简易吸水法由于简单易

行
,
特别适合于小乔木

、

灌木和草本的研究
。

其常用 的计算公式如不
:

最大截留率 (% )
邀竺里土福需履篆箭黔道退

X

100 ( 1 )

最大截留量 (m m ) = 1 0
一 咯 x 最大截留率 x 生物量 (k g / ha) ( 2 )

林冠截留量是指降雨期间林冠上空雨量
, 即林外雨量从中减去林内雨量 (即通过雨量和滴下

雨量之和 ) 和基流雨量后剩下的部分
。

亦即林冠截留量为降雨终止时树体表面保留的雨量和降雨

期间从树体表面通过蒸发返回到大气中的雨量之和
。

所以
,
林冠截留量 (I“) 的计算公式有以下

两种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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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终止时树体表面截留的雨量 (用林冠投影面积上的雨量高度

m m 表示 ) 乞

—
林冠投影面积内水湿树体表面的平均蒸发强度 (m m /的

, 夕

—
水湿树体表面

积对于树冠投影 面积的比值
, t

—
降雨历时 (h )

。

( 4 ) 式是一次雨量较大的降雨
,
到降雨停止时的树冠截留量计算公式

。

式中的截留量是用

树体表面保留量和降雨期间暂时保留量而立即蒸发的量求得
,
后者的量与降雨条件和气象条件有

关
, 因此 ( 4 ) 式中的截留量取决于树体条件

、

降雨条件
、

气象条件
。

在一定条件下
,
林冠截留

量与降雨历时呈正相关
。

对 ( 4 ) 式加以变化
,
取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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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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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一定林分内降雨终止时树冠体表面截留雨量 S
口

为一定值
,

雨量 比值
禁

也为一定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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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降雨条件 下蒸 发 量与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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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

另外
,
还要努力加强水保基础建设

,

定期培训基层水保人员
,

提高各级水保工作人员的业务

素质
, 同时

,
随着水保工作不断深入

,
各地

、

市
、

县都应重视规划工作
,

并按照各地的重点
,

抓

重点流域治理规划
,
并积极主动的按投资能力

, 组织实施
。

(四 ) 层层抓重点
,

积极推广本地和外地经验 近期要紧紧抓住 治理坡 耕地的重点
,

从改造

低产 田
、

建设商品粮基地入手
,
发动广大群众开展大面积治理工作

,
实行生物

、

工程
、

农耕措施

相结合的综合治理
。

各地在重点抓防治的同时
,
要紧紧围绕经济

、

生态
、

社会三大效益
, 开展综

合治理工作
,
并要重视 以户承包与联产承包相结合的治理

、

管护
、

利用一条龙的办法
,

把水土保

持工作引向更高层次的组织形式
。

(五) 增加水保投入
,

是加强防治水土流失
,

改善生态环境
,

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建设

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 因为除政策和管理因素外
,
生态环境

、

资源利用开发
、

人 口等方面也是很

重要的因素
‘

、

黑龙江省肩负着国家缓解粮食供需矛盾的任务
,

而全省农耕地生产力水平低下
二,

生

态环境脆弱
,

水土流 占面积 占50 % , 因此 ,
增加农田基本建设投入

,
加快治理速度势在必行

。

尤

其是全省水土流失面积有增无减
,
生态环境 日趋恶化

,
对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危害越来越大

。

如果

现在
.

还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治理
,

至2 0 0 0年
,

水土流失面积将超过全省总面积的l/3
,

那 时
,

灾

难性的生态环境恶化局面将不可避免
。

而月
.

,

黑龙江省贫困地 区一般都是水土流失严重地区
,

在

这些地区开展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

迅速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

发展经济
,
是解决群众温饱

,
治穷致

富的一条现实道路
。

另外
,
在增加投入的办法上

,
对农村来说

,

要充分发挥 国家
、

集体
、

农户三

个积极性
,
除国家

、

集体要增加投入扶持外
,

农户是增加投入主体
,

要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优

势
,
教育农 民以劳代投

,

这是我们应坚持的一个有效途 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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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即一定时间的林冠截留量与林外雨量成正比
, 两者的关系表现为直线关系

。

( 4 )
、

( 6 ) 两式均表明
,

从理论上讲
,

林冠截留量不应 当有最大值
。

但在实际工作中
,

利
·

研人员往往 利用 ( l )
、

( 2 ) 两式计算出
“最大截留量

” ,

并理解为林冠截留量的最大值
, 这

显然是不全面的
。

事实上
,

利用 ( 2 ) 式求出的
“
最大截留量

” 只是降雨终止时树体表面保 留雨

量的最大值
,
亦即 ( 4 ) 式中的S

。 , 而并非 I
。

的全部
。

S
。

通过 “
简易吸水法

” 试验
, 可以确定其

最大值
, 进而可掌握其内在截留降雨能力

,

并可在树林种类间进行比较
。

因此 , “
最大截留量

”
并非最大

“
林冠截留量

” ,
在降雨很小时

,
其值可能偏大

; 当降雨量

增加到一定程度后
,
其值越来越小于实 际值

。

可见
,

不能用吸水法测定出的S
口

值
,
称 为 林 冠最

大截留量
。

该文请中科院西北水保所刘 向东副研究员审阅
,
并作了适当修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