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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该文论述了乌江流域 (四川部分 )地形
、

气候
、

土壤
、

植被等自然因素
,

分析了水土流失现状

和成因
,

并从生态效益出发提出了水保林水源林立地分区的原则
、

依据和系统
。

同时
,

以大地

貌
、

水土流失程度为依据
,

将乌江流域 (四 川部分 )划分为四个不同立地区
。

关键词
:

鸟江流域 水保林 水源林 立地分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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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自然概况

乌江流域 (四川部分 )位于四川省东南角
,

地处去贵高原的东延部分
,

东经 l o 7
O

1 9’ ~ 10 8
0

3。
, ,

北

纬 2 5
0

3 0
,

一 2 9
0

4 5
, 。

南北纵贯涪陵
、

黔江两地区
,

干流长 2 3 5 k m ;幅员面积 一5 Z s o km
, ,

包括彭水
、

黔

江两县全部
,

涪陵
、

武隆、南川
、

酉阳大部和丰都
、

石柱
、

秀山小部 (见表 1 )二乌江从贵州省入境流经
’

8

县一市于涪陵注入长江
。

流域内七暇山
、

武陵山
、

金佛山东西横断
;
形 成中部高 、南北低的地形地势

,

呈东北至西南走向
.

背斜开阔
,

向斜紧密
。

海拔多在 1 如。m 以下
,

最低海拔 104 m
,

最高海拔 2 ,25 l m
,

相 对高差一般为

1 50 ~ 35 0m
.

山峦起伏
,

沟深谷峡
,

高差大
,

下部多为悬崖陡壁
,

中山山顶较为平缓
,

多形成
“
盖顶

” ;

河流西岸大溪河
、

芙蓉江
、

长溪
,

东岸木棕河
、

郁江
、

诸佛江
、

阿蓬江
、

甘龙河
,

呈东西注入乌江
。 .

收稿日期
: 1 9 9 3一 0 6一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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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乌江流域 (四川部分) 各县面积情况

县县 名名 涪 陵 地 区区 黔 江 地 区区 流域面积积

k (((((((((((((((((((((((((((((((((((((((((((((((((((((((((((((((((((((((m Z))) 涪涪涪酸酸 南川川 武隆隆 丰都都 彭水水 黔江江 酉阳阳 秀山山 石柱柱柱

面面积 k m (, ))) 7 9乍
,,

1 93555 2 7 5 222 1 2 888 3 8 9 777 2 4 0 222 2 7 8 000 1 888 5 7 111 1 5 2 8 000

占占流域比例 ( % ))) 5
.

222 12
.

777 1 8
。

OOO 0
.

888 2 5
.

555 1 5
.

777 1 8
。

222 0
.

111 3
.

777 1 0 0
.

000

占占各县比例 (% ))) 27
。

111 7 4
。

444 9 4
.

999 4
.

444 1 0 0
.

000 1 0 0
。

000 5 3
.

444 0
。

777 1 9
.

11111

成土母岩为侏罗纪以前的石灰岩
、

页岩
、

砂岩
,

紫色页岩
,

由于成土母质不同
,

土壤有山地黄壤
、

山地黄棕壤
、

沙壤以及少部分紫色土
,

紫色土主要分布在 1 o 00 m 左右的低山丘陵区
,

在黄壤之间
,

呈带状分布
。

中部和南部的石灰岩地 区
,

形成喀斯特地貌
,

切割强烈
,

呈悬崖陡壁
,

出现不少的溶洞
、

暗河
,

河流经过的地方形成狭谷
,

有的陡坡甚至达 80
。

以上
,

如高谷至江 口段
,

羊角至白马段等
。

通

过砂页岩区多宽谷
,

如上塘至高谷
,

大溪河至涪陵长江汇 口等
。

气候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

年均温 8
.

2~ 19
.

6℃ ,

年 ) 10 ℃的积温 3 0 30 ~ 7 20 0℃
,

年均降雨

量 1 07 4 ~ 1 38 9m m
,

其中 5~ 10 月占全年降雨量的 75 %
,

且大暴雨亦集中于这段时间
。

从降雨情况

看
,

水土流失的潜在危害较大
,

但只要植被覆盖好
,

水土流失造成的严重危害是可以预防和减轻的
。

该流域水热同季
,

有利于植物生长
,

说明降雨最多的时期正是林草植物迅速生长的时期
,

也是植被

对地面覆盖的最大时期
。

植被以中亚热带植物居多
,

暖温带
、

温带植物也有分布
。

乔木植被主要有
:

马尾松
、

杉木
、

柏木
、

柳杉
、

栓皮栋
、

麻栋
、

水青钢
、

杨树
、

桦木等
;经济林树种有油桐

、

乌柏
、

漆树
、

五倍子
、

石榴等
;
灌木有

马桑
、

映山红
、

火棘
、

悬钩子
、

黄荆
、

盐肤木
、

山杨柳
、

冷竹等
;
草本有禾本科

、

菊科
、

旅类等
。

乌江流域 ( 四川部分 ) 人 口密度大
,

1 85 人 k/ m
Z ,

是四川盆地山区人口最稠密地区
,

农业人 口占

96 %
,

文盲率较高
,

以种植业为主
,

生产结构单一
,

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原始的手工工具和体力
,

抗灾

能力差
,

粮食生产不稳定
,

加之人 口逐年增加
,

人均耕地面积逐年减少
。

流域内 8 县一市
,

均为全国
、

全省贫困山区县
,

黔江地区为土家族
、

苗族少数民族群居的山区
。

人口增长造成盲目扩大耕地面积
,

土地利用不合理 日趋严重
,

水土流失加剧
,

土地资源遭到严

重破坏
,

群众生活比较贫困
。

因而
,

调整土地利用结构
,

营造防护林体系是逐步改善生态环境的根本

途径
。

二
、

水土流失现状及成因

严重的水土流失困绕着山区的农业生产和经济的发展
,

无数的事实证明
,

严重的水土流失是山

区贫困落后的主要根源
,

据统计
,

该流域 1 9 58 年水土流失面积为 4 sl 7k m
, ,

1 9 8 0 年达 8 7 3 7 k m
, ,

1 9 8 5 年为 9 2 6 5 km , 。

据调查统计 目前该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已达到 n 6 2k9 m
, ,

占幅员面积的

7 6
.

1%
,

侵蚀模数 4 9 2 4 t / ( km
, · a

)
,

年泥沙流失量 8 7 3 6
.

5 万 t
。

该流域轻度侵蚀面积为 1 8 80k m
, ,

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16
.

2%
,

中度侵蚀面积为 3 6 5 k4 m
, ,

占

31
.

6%
,

以面蚀
、

沟蚀为主侵蚀模数 3 50 o t/ k( m
, · a )

,

分布于 10 ~ 1 50 低山丘陵
,

垦殖率较高的缓坡

地
; 强度侵蚀面积为 5 1 68k m

Z ,

占 44
.

4%
,

侵蚀模数 7 o o o t / k( m
Z ·

a) 以面蚀
、

沟蚀为主
,

少量崩

塌
,

分布于
’

10 ~ 25
。

高丘
、

低山植被稀少的地区
;
极强度侵蚀面积为 gl ok m

, ,

占 7
.

8纬
,

侵蚀模数

12 50 0t / k( m
: · a )

,

以沟蚀
、

崩塌为主
,

分布于坡度 2 50 以上地区
。

乌江流域 (四川部分 )各县
、

市水土

流失分布情况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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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乌江流域 (四川部分 )各县水土流失情况

县县 (市 ))) 不 同 侵 蚀 强 度 所 占 面
一

积 及 百 分 比比

基基基本无侵蚀蚀 轻度侵蚀蚀 中度侵蚀蚀 强度侵蚀蚀 极强度侵蚀蚀

面面面积积 ( %))) 面积积 (沁 ))) 面积积 ( %))) 面积积 ( %))) 面积积 (叱 )))

((((( k m. ))))) ( k mZ))))) ( k m. ))))) ( k mt))))) ( k m. )))))

涪涪陵陵 41 333 51
.

888 1 0 777 1 3
.

44420 6662 5
.

999333 6 5
.

6661 888 2
.

333

南南川川 52333 27
.

000 28777 1 4
.

888 68777 3 5
.

5553 4888 2 2
。

777 000 000

丰丰都都 111 6 47
.

777 1 9991 4
。

888 45553 5
.

222000 000 333 2
.

3
...

石石柱柱 6 5551 1
.

444888 51 0
.

222 111 91 5
.

9993 5777 2 6
.

555000 000

武武隆隆 7 2888 2 6
.

555 43 000 1 5
.

7 666 4 44427
.

000
勺勺

2 2
.

333 23 6668
.

666

彭彭水水 62777 1 6
.

111 3 111 5 9
。

000 7 7 888 20
.

000 1 6 444 4 9
。

000
刃司司

5
.

999

黔黔江江 53 333 22
.

22230 1222 2
.

666 46 9991 9
.

5551 0 9 99937
.

9993 2 2227
.

888

酉酉阳阳 7 0 111 2 5
.

2223 4333 1 2
。

333 3333 62 2
.

888 1 9000 3 1
.

333 1 8888 8
.

444

888888888888888887 00000 23 33333

引起水土流失的 自然因素有降雨量
、

降雨强度
、

地形 (坡度
、

坡长 )
、

土壤抗冲抗蚀性能
,

植被覆

盖度
。

而人为因素
、

陡坡垦殖
、

毁林开荒
,

过度放牧
、

耕作方式不当
,

则是加剧土壤侵蚀
、

加速水土流

失的主要原因
。

森林植被的破坏是加剧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
,

而植被破坏大多数是人为不合理利用土地的结

果
.

据有关资料表明
:

不同类型植被有不同的保持水土
、

涵养水源的功能
,

尤其是森林植被的多层次

结构
,

枯枝落叶占领生态空间广阔
,

森林土壤疏松多孔
,

非毛管孔隙多
。

据测定不同土壤— 植被系

统
,

其树冠最大持水量
,

枯枝落物层
、

土壤的最大贮水量是不同的
,

见表 3
。

表 3 不同土壤— 植被系统的贮水量

系系 统 名 称称 紫色土土 砂岩沙沙 砂岩沙沙 石灰岩岩 页岩黄黄 砂岩沙沙 石灰岩岩 石灰岩页页 紫色土土
农农农 地地 壤农地地 壤柑桔桔 黄壤灌灌 壤阔叶叶 壤针叶叶 黄壤针针 岩黄壤马尾尾 针叶林林
系系系 统统 系 统统 园系统统 丛系统统 林系统统 林系统统 叶林系统统 松林系统统 系 统统

冠冠层持水 ( m m ))) 000 000 0
.

333 0
.

444 0
。

555 1
.

000 0
。

666 0
。

999 0
.

777

枯枯落物贮水量 (m m ))) 000 000 000 6
.

333 9
.

555 7
.

999 12
.

555 7
,

999 5
.

666

土土体贮水量 ( m m ))) 1 0
。

888 1 6
.

000 1 6
.

000 1 2
。

444 10
。

222 2 3
。

888 1 2
.

999 1 1
。

888 1 5
.

111

总总贮水量 ( m m ))) 1 0
.

888 1 6
.

000 1 6
.

333 1 9
.

111 2 0
.

222 3 2
.

777 2 6
。

000 2 0
.

666 2 1
.

444

通过以上对水土流失成因的分析
,

认识到地质
、

地貌与水土流失的关系
,

而地质
、

地貌又 比较稳

定
,

易判断
,

将其作为立地分区的重要依据之一
。

而要使防护林立地分区能反映分区的水土流失程

度
,

在选择立地分区的因子时就要选择一个能反映水土流失的因素
,

而侵蚀模数这一因素最合适
。

它既能测定
,

又能如实反映流失程度
,

这也是一个综合因素的体现
.

因此
,

我们在水保林
、

水源林立

地分 区时选择了侵蚀模数作为主要依据之一
。

上述对不同母岩发育的土壤非毛管孔隙及贮水能力
,

不同植被类型有不同的蓄水保土功能
,

不同植被— 土壤系统有不同的蓄水量的分析研究
,

为林种

布局
、

树种选择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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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立地分区原则
、

依据
、

系统

(一 )分区原则 立地类型分区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1

.

可靠性
。

必须正确反映立地特征
,

以便进

行符合实际的分类和立地品质评价
; 2

.

实用性
。

要便于实际工作者掌握和应用
,

必须考虑该流域防

护林建设
,

当前的实际水平
,

应用一些一目了然的直观因素进行分类
。

-

但在实际分区过程中应考虑以下三个原则
:

( l) 地域分异的原则
:

即要考虑 自然综合体地带性和非地带性的变化规律
; ( 2) 综合— 主导原

则
:

即全面考虑各项自然现象和 自然因素
,

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

全面分析流域内所有成分和

整体的这些特性的相似和差异
。

同时在分析各个自然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基础上
,

找 出 1 至 2

个起主导作用的自然因素
,

特别是确定自然区域间界线时
,

运用主导因素则更方便
; ( 3) 多级序原

则
:

作为防护林地存在由大同到小异的客观等级差异
,

在不同等级单位系统中所显示的相似性与差

异性的程度是相对的
,

分类的单位等级愈高
,

相似中差异程度也愈大
,

否则相反
。

(二 )分区依据
、

系统 立地类型划分是林业生产上一项基础工作
,

但林业经营水平至今仍主要

是依靠自然力
,

根据造林地特性选择适合的造林树种
,

达到经营目的
,

是充分利用 自然力最主要的

体现 , 因此
,

世界各国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学派和立地分类系统
。

目前
,

我国还无统一适用的

立地分类系统模式
,

而作为水保林
、

水源林立地类型划分也是才开始研究
。

但是
,

不管哪个学派和模

式分析
,

其论点
、

方法和产生背景都脱离不了当地的自然地理背景
。

所以
,

我们在划分时从防护效益
出发

,

以本流域的具体自然特征为依据
。

根据流域内气候
、

地形
、

土壤
、

植被
、

侵蚀状况等特点和生产技术水平 ; 采用以大地貌
、

水土流失

程度
、

海拔
、

局部地形
、

土壤作为主要依据
,

采用四
一

级分类系统
。

、 .||卜l.J

m

度层厚质层殖地质土腐质母
!
|夕、
les|

L

型类

{
中 .ILJ ’氏.ILJ 丘阳

、 , ,
’ `

}轻度侵蚀 }

冠裁巍官
立地分区 i中度侵蚀

,
.

卜鱼药 类丑

}强早侵蚀
.

}
L极强度侵蚀 J

{上部 (山脊 ,
)

~
类型

中
”

糕蕊
下部

}~L下部 (沟谷
、

河边 ) J

1 5 0~ 3 0 0 nt

3 0 0~ 1 2 0 0

> 1 2 0 0m

以大地貌
、

水土流失程度作为水保林
、

水源林立地分区的划分依据
,

其原因在于
:

1
.

大地貌
。

大地貌不仅直接决定适宜于农耕或林牧的可能性及经营的难易程度
,

更重要的在于

影响着大气环流和气团的进退
,

从面给地域气候以较大的影 响
,

影响热量
、

水分
、

风等重要气象因

素
,

按地形地貌而重新分配
,

影响到土壤的发育
,

农林业生产结构和栽培技术的运用
。

山地对气团的阻隔和抬升
,

一山之隔气候差异很大
,

差异的程度因山体而异
,

山体愈高大
,

愈完

整
,

其屏障和抬升作用愈大
,

山脉两侧的气候和植被差别愈显著
。

该流域内以中山
、

低 山为主
,

七暇 山
、

武隆山
、

金佛山等东西横断
,

形成整个地势中部高
,

南北

低
,

呈东北至西南走向… 东南季风从太平洋带来的水汽在越过此山脉后
,

山脉两侧的气候也存在差

异
,

见表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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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山北与山南的气候差异

县县 (市 ))) 年日照照 年降雨雨 日最高气温> 30 ℃℃
.

日最低气温 < 。亡亡

时时时数 ( h ))) 量 ( mm )))
’ ,

天数 (天 )
’ ---

天数 (天 )))

山山 涪陵陵 1 28 3
.

666 1 0 7 3
.

555 89
.

999 1
.

1
’’

北北 武隆隆 1 1 7 6
.

777 1 0 8 2
.

222 85
.

666 4
.

000

山山 黔江江 1 2 4 9
.

333 1 2 1 3
.

000 61
.

111 2 0
。

666

南南 酉阳阳 1 1 29
.

777 1 3 89
.

444 5 1
.

999 2 5
.

333

因此
,

我们在进行立地分区的

划分时
,

以大地貌作为 主要依据之

2
.

水土流失程度
。

该流域的水

保林水源林立地类型划分
,

是从防

护效益角度出发
,

进行立地类型划

分
。

作为反映防护效益的一个重要

指标就是侵蚀模数
,

它可以反映该

区水士流失现状
,

防护功能的大小
,

又利于从水土保持
、

水源涵养的生态防护角度出发去改造自然
,

减少 自然灾害的继续发生
。

土壤侵蚀程度是地形地貌
、

土壤
、

气候
、

植被等诸因子共同影响的结果
,

实际上是一个综 合指

标
。

见表 5
。

,
-

表 5
·

坡度洽性湃雨量滩被对土壤侵蚀的影响 四
、

水保林水源林立地分区

径径流流 植被被 枯落物物 岩性性 坡度度 降雨量量 侵蚀模数数

场场号号 (肠)
... ·

( e m ))))) (
o

))) (m m ))) ( t / k m
Z · a )))

44444 4 000 000 砂岩
、、

3 333 1 0 53
.

777 1 0 63 9
.

666

99999 8555 555 石灰岩岩 1 000 1 0 50
.

555 1 5
.

999

经过调查研究
,

并综合分析流域 内气候
、

地质
、

地貌
、

水文
、

土壤
、

植被等自然因素的特

点和地理差异规律
,

以及流域内水土流失程

度及流失状况和成因
,

水土流失与地形
、

岩

性
、

土壤
、

植被等因素的关系
,

流域 内各县的

社会
、

经济条件等各种基础资料
,
。

编制了土壤侵蚀图
、

地势等级图等
·

9 幅图及相应的统计资料
,

结合

野外实地调查
,

以及有关历史资料的分析
,

根据上述水保林水源林立地类型区分的原则
、

以大地貌
、

水土流失程度为主导因素
,

将乌江流域 (四川部分 )划分为四个不同立地区
。

1
.

低 山丘陵轻度 侵蚀 区
。

包 括长江与乌江 汇合一带乌江流 域 内属 涪陵市的地段
,

面积

7 9 k7 m
, ,

占流域总面积的 5
.

2%
。

海拔多在 1 o o o m 以下
,

中间低平多田
,

四周环山为丘陵
,

高差
、

坡

度
、

起伏均不大
,

水土流失轻
,

属轻度侵蚀
。 : ’

1
.

中山中度侵蚀区
。

包括流域内武隆
、

南川两县
,

面积 4 6 8 7k m
, ,

占流域总面积的 30
.

7%
,

海

拔 8 00 m 以上
,

坡面较长而陡
,

起伏较大
,

山顶较平缓
,

山下切割成陡壁悬崖
,

支流形成宽谷
。

主要支

流有大溪河
、

木棕河
、

芙蓉江等
。

属中度侵蚀
。 .

班
.

中山强度侵蚀区
。

包括彭水
、

石柱两县
,

面积 4 4 6 k8 m
, ,

占流域面积的 29
.

2%
,

支流有郁江
、

诸佛江
、

普子河
、

长溪河等
。

沟拔高属 中山
,

坡长而陡
,

起伏更大
,

深河狭谷多
,

属强度侵蚀
。

二

扮
.

低 山强度侵蚀区
。

包括黔江
、

酉阳两县
,

面积 5 1 8 2k 耐
,

占该流域的 33
.

9 %
,

其支流有阿蓬

江
,

流经该 区两县
,

于酉阳的龚滩注入乌江
。

海拔较低
,

坡度陡
,

起伏大
。

属强度侵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