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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丘陵沟壑区土壤资源利用

及其保护的研究

以耀县树林村林场土攘资源评价为例

吴先余 马俊杰 薛科社

(西北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
·

西安市
·

7 1 0 0 6 9)

提 要

该文通过黄土丘陵沟壑 区耀县树林村林场的土壤调查和分析
,

以土种为单元进行了土壤

分类
.

用等比指数和与积的平均百分数评价了土壤质量
.

结合土壤质量以及与水土保持相关的

土地利用现状
,

提出了协调生态环境及改善和发展经济的土地利用对策
.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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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是黄土高原最主要的生态灾害
,

也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障碍
。

如何既能治理水土流

失
,

又能加速农业经济发展
,

是该区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

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
,

解决该区的生态

与经济问题的冲突
,

又是 目前讨论的焦点
。

一般认为
.

提高植被覆盖度
,

并从生态农业的角度
,

提

高生物产品的内部增值
.

是兼顾改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有效途 径
。

而在植被覆盖度的提高

中
.

植物的生态特性和土壤资源质量特征的协调 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
。

该文以陕西 省耀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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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林村林场为例
,

从生态农业的角度
,

研究小区域土壤资源的特征及其相关的土地利用及其保护

等方面的问题
。

树林村林场
,

位于耀县中部稠桑乡北 k3 m
,

面积约 kZ m
, ,

是陕西省科委重点科研项 目中黄土

高原生态经济综合研究课题的黄土丘陵沟壑区试验基地
。

该林场属暖温带半干旱气候
,

落叶阔叶林褐土 区
,

年均温 10
.

3℃
,

年降水量 56 6
.

sm m
,

其中

以 6 ~ 9 月降水最为集中
,

占全年降水量的 “ %
。

地带性植被是以栋树为主的次生林
。

在土地利

用上
,

由于人为活动的影响
,

形成 了源坡以梯 田旱地为主
,

占试验基地面积 20
.

8%
,

并有一定数

量栽植多年的核桃
、

苹果
、

桃
、

杜仲等园地
,

占试验基地面积 6
.

9%
,

以及沟坡以刺槐林为主
,

占试

验基地面积 70 %以上
。

一
、

土壤类型

(一 )土壤分类

在地带土壤中
,

该林场属关 中褐土地带的一部分
。

褐土类主要分布于保存较好的源面和侵蚀

轻微的缓坡地
。

此外
,

由于局部地形的差异
,

在沟谷强烈侵蚀的条件下
,

使沟坡褐土被剥蚀
,

形成

主要反映黄土母质特征的黄绵土类
。

由于降水偏少以及有机质累积过程较弱
,

区内褐土类 以碳酸

盐的聚积为主要特征
,

而黄绵土类则以有机质含量低为主要特征
,

分别形成碳酸盐褐土亚类及黄

搭土亚类
。

在各亚类之下
,

根据土壤发育程度
、

母质类型和利用状况
,

分别划分出耕种黄土质碳

酸盐褐土
、

林地黄土质碳酸盐褐土
、

林地料姜黄土质碳酸盐褐土
、

以及耕种坡黄塔土
、

耕种料姜

白缮土
、

生草料姜 白缮土等 6 个土种 (表 1 )
。

(二 )土壤性态

1
.

耕种黄土质碳酸盐褐土
:

耕作层厚 1 c5 m

左右
,

夹有炭渣
、

瓦片
,

以下依次出现粘化层
、

钙

积层和黄土母质层
。

表层有机质含量在 1 0 9 / k g

以上
,

钙积层距地表 23
c m 以下

,

厚 3 c0 m 左右
,

土体呈强石灰反应
,

石灰含量 12 %一 14 %
,

有

效土层厚度 > l m
。

2
.

林 地黄土质 碳酸 盐褐 土
:

地 表有 厚 约

cZ m 的残落物层
。

有机质聚积层厚 8一 1 c2 m
,

其

有机质含 量 1 89 / k g 一 2 89 / k g
,

钙积 层距 地表

表 l 耀县树林村林场土壤分类表

土 类 } 亚 类 } 土 种

褐 土
碳酸盐

褐土 ( l )

黄绵土 }黄塔土 ( 2)

1
:

耕种黄土质碳酸盐褐土

1 :

林地黄土质碳酸盐褐土

1
3

林地料姜黄土质碳酸盐褐

土

2 1

耕种坡黄塔土

2
:

耕种料姜白搭土

2
3

生草料姜白搭土

1 c5 m 以下
,

厚 30 ~ 4 c0 m 以上
,

土体呈强石灰反应
,

石灰含量 7%一 14 %
,

有效土层厚度 > l m
。

3
.

林地料姜黄土质碳酸盐褐土
:

地表有厚约 k m 的残落物层
,

有机质聚积层厚 15 ~ 20 o m 左

右
,

其有机质含量 1 2 9 / k g一 25 9 k/ g
,

钙积层距地表 25 c m 以下
,

厚 3 c0 m 以上
,

并夹有多量大小不

等的石灰结核
,

土体呈强石灰反应
.

石灰含量 13 % 一 17 %以上
,

有效土层厚 6 c0 m 左右
。

4
.

耕种坡黄缮土
:

耕作层厚 1 c7 m 左右
.

夹有瓷片或小料姜
.

其有机质含量小于 1 4 9 / k g
。

以

下即过渡为黄土母质层
.

土体无石灰新生体
,

呈强石灰反应
,

石灰含量 6% 一 12%
。

有效土层厚

l m 以上
。

5
.

耕种料姜白缮 土
:

耕作层厚 cs m
.

夹有碎瓦 片及小型 石灰结核
。

以 下即过渡为夹有大量大

小不等石灰结核的
“

红色古土壤
”

母质层
。

耕作层有机质含量约 10 9 k/ g
。

土体呈强石灰反应
.

石灰

含量 10 写~ 1 1%
。

有效土层 1享仅 ZO c n :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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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生草料姜 白塔土
:

地表有厚约 I cm的残落物层
,

有机质聚积层厚约 1c7 m
,

以下即过渡为

夹有大量大小不等石灰结核的
“

红色古土壤
”
母质层

。

表层有机质含量 30 9 k/ g
。

土体呈强石灰反

应
,

石灰含量 7%一 12 %
。

有效土层厚约 3 c0 m 左右
。

上述各土种理化性质见表 2
。

表 2 耀县树林村林场各土种土壤理化性质

层次

( em )

0~ 1 4

1 4~ 2 8

2 8~ 4 8

) 4 8

0 ~ 8

8~ 1 5

1 5~ 4 7

0 ~ 7

7~ 2 7

2 7~ 6 3

0 ~ 1 7

1 7~ 2 7

2 7~ 7 0

0 ~ 8

8~ 1 8

> 1 8

l ~ 1 7

1 7 ~ 3 0

土土 种种 剖面号号 层次次 < 0
.

0 0 1m mmm 交换量量 有机质质 碱解氮氮 速效磷磷 C a
CO ,,

((((((( em ))) 粘粒 (% ))) ( em o l /k g ))) ( g /k g ))) ( m g /k g ))) ( m g / k g ))) ( g /k g )))

耕耕种黄土质质 S ,, 0~ 1 444 1 0
.

666 7
.

6 555 1 0
.

444 7 3
.

333 2 1
.

222 7 6
.

333

碳碳酸盐褐土土土 1 4~ 2 888 1 0
.

666 7
.

5 111 8
.

777 6 1
.

666 6
.

7 555 5 9
.

555

2222222 8~ 4 888 5
.

66666 8
.

555 5 0
.

55555 9 9
.

555

))))))) 4 888 7
.

66666 6
.

777 4 3
.

99999 1 6 9
.

888

林林地黄土质质 S
, 。。 0 ~ 888 1 4

.

666 1 4
.

7 666 2 7
.

222 9 0
.

111 1 1
.

3 888 8
.

9 888

碳碳酸盐褐土土土 8~ 1 555 4
.

666 1 1
.

2 777 1 2
.

444 6 7
.

444 7
.

2 555 1 1 2
.

666

1111111 5~ 4 777 1
.

66666 7
.

222 5 3
.

11111 1 3 8
.

444

林林地料姜姜 S
二二 0 ~ 777 8

.

666 5
.

6 333 1 5
.

444 8 0
.

666 7
.

0 555 1 3 7
.

444

黄黄土质质质 7~ 2 777 1 5
.

甘甘 6
.

1 777 1 1
.

000 6 9
.

111 4
.

3 555 1 3 8
.

111

碳碳酸盐褐土土土 2 7~ 6 333 1
.

66666 7
.

333 4 8
.

88888 1 7 9
.

777

耕耕种坡坡 S
444

0 ~ 1 777 1
.

666 5
.

6 333 1 0
.

222 7 3
.

333 1 9
.

1 888 8 1
.

222

黄黄搭土土土 1 7~ 2 777 9
.

666 6
.

8 444 8
.

222 5 7
.

333 8
.

0 555 8 9
.

444

2222222 7~ 7 000 5
.

66666 7
.

666 5 0
.

55555 6 8
.

666

耕耕种料姜姜 S
333 0 ~ 888 1 2

.

666 8
.

4 555 1 0
.

888 8 2
.

555 1 5
.

5 111 1 0 5
.

444

白白烤土土土 8~ 1 888 3
.

666 7
.

9 888 9
.

111 8 0
.

111 1 3
.

3 333 1 1 0
.

444

))))))) 1 888 9
.

66666 5
.

888 6 9
.

99999 1 1 1
.

999

生生草料姜姜 5
1 222

l ~ 1 777 9
.

666 1 4
.

6 222 2 9
.

888 1 0 5
.

333 1 0
.

0 333 1 2 0
.

666

白白缮土土土 1 7 ~ 3 000 1
.

666 1 3
.

8 222 9
.

111 5 6
.

777 1
.

5 111 7 8
.

333

二
、

土壤质量评价

(一 )评价因子

作为小区域土壤质量评价
,

生产实用性是土地利用的目的
,

也是选择评价因子的原则
。

据此
,

在选择评价因子中
,

以坡度为土壤环境 因子
,

以 < o
.

ol m m 的物理性粘粒含量和有效土层厚度作

为土壤质量评价的基础 因子
;在土壤肥力因子中

,

以表层阳离子交换量作为保肥因子
; 以有机质

含量作为肥 力容量因子
。

速效养分含量虽易受施肥的影响
,

但其含量的高低对生产是很有价值

的
,

因此选用碱解氮与速效磷的含量作为当前肥 力状况因子
。

在各因子取值上
,

除坡度和有效土

层外
,

其它因子均取 3 c0 m 以内的平均值参加评价
。

这样就形成了包括环境因子
、

基础因子
、

保肥

因子与肥力容量和水平因子的评价因子集 (表 3 )
。

表 3 耀县树林村林场土壤质量评价因子

} 评 价 因 子

料 …臀
< 。

.

ol m m 物理

性粘粒 ( % )

交换量

( e m o
l / k g )

有机质

( g / k g )

碱解氮

( rn g / k g )

速效磷

( m g / k g )

有效土层厚度

( e m )

00000 4 2
.

111 7
.

5 888 9
.

666 6 7
.

555 1 3
.

9 666

00000 4 1
,

666 5
.

9 111 12
.

555 7 2
.

666 1 4
.

7 666

OOOOO 4 5
.

666 8
`

2 222 9
.

999 8 1
.

333 1 4
.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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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样样本本 评 价 因 子子

坡坡坡度度 < 0
.

o lm m物理理 交换量量 有机质质 碱解氮氮 速效磷磷 有效土层厚度度

(((((
“

)))性粘粒 ( %( )))em o
l /k g( )))g /k gm( )))g /k g )))(m g /k g( )))e

m )))

SSS444 3334 7
.

5 111
.

7444 9
.

222 6 5
.

333 3 1
.

222 6 10 000

SSS5554 3336
.

5 111
.

8 888 1 1
.

3 7 111
.

333 1 1
.

7 777 10 000

SSS6664 4 333
.

666 5
.

1666 9
.

6 9996
.

5558
.

6 333 0 1000

SSS 7774 333 9
.

666 7
.

82 555 1
.

777 74
.

222 6
.

5444 6 000

SSS9993334 6
.

000 7
.

6 555 1 1
.

7778 0
.

222 6
.

6 999 1000

555 1000 5554 6
.

1115
.

2 000 14
.

9 1110
.

777 1 1
.

666 10 000

555 1 1115554 5
.

9 111
.

2 3 888 1
.

222 74
.

999 9
.

3 0006 000

555222 12 4 0003
.

6664 1
.

2 222 19
.

5558 1
.

000 5
.

3 7 777000

5552 333 15554 3
.

666 7
.

6 888 7 1
.

9 1110
.

6664
.

2 5556 000

555 1444 l4 000 7
.

1119
.

2 3 999 1
.

888 84
.

3336
.

7444 10 000

555 1555 555 14 0
.

111 1 1
.

0444 6 1
.

77784
.

5 777
.

8 888 10 000

555 1666 5554 6
.

666 3 1
.

0222 19
.

888 8 7
.

9 777
.

3222 10 000

5553 777 10004 9
.

666 7
.

83332 1
.

222 6 8
.

555 5
.

0888 10 000

555 1888 555 14 6
.

666 9
.

0666 10
.

77783
.

7774
.

2 222 10 000

555 1999 5554 1
.

1118
.

59 777
.

555 7 7
.

111 12
.

4 555 10 000

5552 0004 9 000
.

9 111
.

2 666 9
.

999 9 1
.

7772 2
.

555 10 000

(二 )评价方法

参照陕西省第二次土壤普查的评价方法
,

各评价因子的评分值是将测定值按照等比级数转

换求得
,

即

Q
`
一 A

`

义 双一
;

或
,: 一 丛旦

1

毛丛些 + 1

1
9刀

其中
:

式— 基准值
; 及— 公 比值

; Q
`

— 测定值
; in

土壤质量的综合指数
,

常规的方法是将各因子评分值加和
— 因子评分值

。

,

或加和值占最高值的百分数
,

即
`

氢
, !`

艺 (
, 21 ) m a x

若~ l

X 1 0 0一一PN或
解
艺

一一PN

由于考虑到加和求得 的指数 只是反映各因子独立作用的贡献
,

没有考虑因子间的相互作用
,

而因

子间的相互作用
,

往往表现为某一因子的极高值或极低值
,

尤其是极低值构成对土壤利用的瓶颈

作用
,

因此
,

这里利用因子求积占最高值百分数的办法来体现因子间的相互作用
,

即

N
t = ( if n i )

“ /

口一 1

月.

11 (一 ` ) . 口 z

这里以加和与求积指数的平均值作为土壤质量的综 合指数
,

既可反映各因子的独立贡献
,

又可体

现因子间的相互作用
,

即

N P 十 N t

2 {
艺

, 2
1

凌
一 l

艺 ( , , i ) m a x

廿一 l

丫 ,。 。 、 〔
亘

,! /〕 2 /
,

昼
、 (

一}
l一2

一一

最后
,

综合衡量加和百分数
、

乘积百分数及其平均值的排序
,

决定上壤质量等级
。

(三 )评价过程及结果

1
.

参数的确定
。

评价因子指数范围
、

公 比与基准值的确定是单因子评价的鉴础
。

这里参照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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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土壤质量评价中参数的确定
,

考虑到各因子对本区 土壤质量的影响
,

定义小于 0
.

ol m m 粘

粒含量和阳离子交换量的最高指数为 6
,

其余因子最高指数为 10
,

各因子的最低指数均确定为

1
。

公比值 iB 和基准值 A i 的确定
,

是将各因子最大与最小测定值与规定的指数值代入等比级数

公式
,

解二元一次方程组求得
。

根据耀县树林村林场各土种的实测值求得的参数列于表 4
。

表 4 耀县树林村林场各因子评价参数

评评价因子子 坡度度 < 0
.

o l m m 物理理 交换量量 有机质质 碱解氮氮 速效磷磷 有效土层层

(((((
“

))) 性粘粒粒 ( em o l瓜 g ))) ( g / k g ))) ( m g /k g ))) ( m g /k g ))) ( e m )))

nnnnn l 000 666 666 1 000 1 000 1 000 l 000

AAAAA 1
.

000 4 0
.

111 4
.

6 999 9
.

000 6 3
.

666 4
.

2 222 1 0
.

000

BBBBB 1
.

9 777 1
.

0 444 1
.

2 555 1 1
.

888 1
.

0 888 1
.

4 000 1
.

2 999

2
.

指数计算
。

这样
,

就可以运用上述参数和各剖面的实测值求得各因子的评价值
,

只有坡尽

大小对土壤质量高低的影响趋势相反
。

这时在坡度评价指数的计算中
,

可用下述方法转换求得

n ~ 9 一
l g Q 一 lg A

I

lg B
-

运用前述指数综合方法
,

即可求得本区各土种剖面的土壤质量 (表 5 )
。

表 5 各土种剖面诸因子指数与综合指数

剖剖面面 坡度度 < 0
.

0 1m mmm 交换量量 有机质质 碱解氮氮 速 效磷磷 有效土层层 N p肠肠 N t%%% N %%%

(((((
“
))) 物理性粘粒粒 ( e m o

l / k g ))) ( g / k g ))) ( m g / k g ))) ( m g /k g ))) ( c r n )))))))))

SSS lll l 000 2
.

111 3
.

2 000 1
.

111 2
.

555 7
.

444 1 000 5 9
.

555 2 0
.

999 4 0
.

222

SSS 222 l 000 1
.

999 2
.

0 000 4
.

555 2
.

777 7
。

777 l 000 6 2
.

666 2 4
.

444 4 3
.

555

SSS 333 1 000 4
.

000 3
.

5 000 2
.

000 7
.

000 7
.

666 222 5 8
.

222 2 3
.

222 4 0
。

777

SSS 444 7
.

111 4
.

888 1
.

9 000 1
.

222 1
.

777 7
.

333 l 000 5 4
.

999 1 6
.

444 3 5
.

777

SSS 555 7
.

111 4
.

333 2
.

0 000 3
。

333 4
.

555 6
.

555 1 000 6 0
.

888 2 8
.

555 4 4
。

777

SSS 666 7
.

111 3
.

555 1
.

4 000 2
.

000 2
.

111 4
.

888 l 000 4 9
.

888 1 4
.

999 3 2
.

444

SSS 777 7
.

111 6
.

000 3
.

4 000 4
.

777 333 3
.

444 666 5 4
.

222 2 5
.

777 3 9
.

999

SSS 999 7
.

111 4
.

222 3
.

0 000 3
.

888 6
.

777 3
.

111 666 5 4
.

999 2 5
.

888 4 1
.

444

555 1 000 5
.

777 4
.

333 1
.

5 000 5
.

888 9
.

777 6
.

555 1 000 7 1
.

777 3 6
.

777 5 4
.

222

555 1 111 5
.

111 3
.

888 4
.

0 000 5
.

111 5
.

000 5
.

222 666 5 4
.

444 2 8
.

999 4 1
.

888

555 1 222 2
.

111 3
.

000 6
.

0 000 9
.

444 6
.

999 2
.

777 333 5 3
.

444 2 0
.

555 3 7
.

000

555 1 333 1
.

555 3
.

000 3
.

2 000 7
.

999 9
.

777 lll 666 5 2
.

111 1 4
.

666 3 3
.

444

555 1 444 3
.

999 4
.

888 4
.

1 000 5
.

666 7
.

999 3
.

555 l 000 6 4
.

222 3 5
.

333 4 9
.

888

555 1 555 2
.

888 111 4
.

9 000 7
.

777 8
.

000 2
.

888 l 000 6 0
.

000 2 1
.

666 4 0
.

888

555 1 666 5
.

777 4
.

555 5
.

6 000 9
.

555 6
.

222 5
.

333 1 000 7 5
.

555 5 3
.

000 6 4
.

333

555 1 777 lll 5
.

777 3
.

3 000 l 000 8
.

666 2
.

000 l 000 5 3
.

222 1 7
.

333 3 5
.

333

555 1 888 2
.

888 4
.

555 4
.

0 000 2
.

999 7
.

888 lll l 000 5 3
.

222 1 7
.

333 3 5
.

333

555 1 999 5
.

777 1
.

666 3
.

7 000 1
.

666 5
.

777 6
.

888 l OOO 5 6
.

666 2 0
.

888 3 8
.

777

555 2 000 l 000 5
.

777 4
.

1 000 2
.

000 l 000 l 000 l OOO 8 3
.

666 5 3
.

666 6 8
.

666

3
.

质量等级划分
。

在表 5 的评价结果中
,

以综 合指数 50 和 3 7
.

5 作为一
、

二
、

三
、

3 个等级土

壤 划分的界线
,

分别按照剖面和图斑 (取图斑 中剖面指数的平均值 )分等级 ( 表 6
.

附图 )
。

从表 6

可以看出
.

同一上种中不同剖面的质量等级有所差异
。

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
.

是由于土种不同利

用情况下管理的精细程度引起的
.

同时也说明同一土种质量指数较高的剖面是其值较低剖面所

在地的土壤进一步改良利用的样板
。



第 5期 吴先余等
:

黄土丘陵沟壑区土壤资源利用及其保护的研究

表 6各质量等所包含的土种及剖面号
咐朴 树林村林场 」 .灸助 授陇丫! 整

\ 编\ \

\ J\

一例
:

一 ,.一圈少\.了、

质质量等级级 土种类型型 剖 面 号号

11111
222

S
, 。
S

, 5
5

2。。

11111
1
1 , 2

一
2 222

5
1 5 2

5
,

S
: S

,

S
,

S 、 15 1 ,
5

1。
S

,。 S
, , S , ,,

22222
sss

S
;

5
0

5
, :

5
1。。

三
、

土地资源利用对策

(一 )指导思想

耀县树林村林场土地类型主体结构由平坦的源梁

面
、

平缓的梯田缓坡地和陡峭的沟坡三部分组成
。

水土

流失问题主要存在于沟坡地
,

造成沟坡土壤质量最差
。

一二创 U
.

::; .

林巨” 二
卜 -
二

匕目

一的 - . 旧

. 一叫 , 了洲 .

附图 耀县树林村林场土壤类型及质量图

但沟坡林草覆盖度较高
,

因此沟坡应充分利用和保护林草植被
,

在充分利用上
,

应加强畜牧业
,

即

养牛和养羊业的发展
; 在林草植被的保护上

,

应合理安排现有刺槐林的采伐及更新
.

源梁面和缓

坡地是发展旱作的良好部位
,

其土地利用应立足于药材之乡的传统种植历史和技术优势
,

在现有

农作物种植的基础上
,

培肥地力
,

促使药材
、

老果园更新改造和人工苗圃的发展
。

这样
,

既可改善

生态环境和提高经济效益
,

又可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饲料
,

达到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

(二 )耕地利用

现有耕地与园地的充分利用是该林场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
。

根据各地块土壤质量等级
,

采取

以下措施
:

1
.

提高土壤肥力
,

以肥调水
。

根据 区内旱耕地土壤肥力较低和速效养分含量均不高的问题
,

通过发展养牛
、

养羊等养殖业开辟有机肥源
,

增加土粪施用量
,

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
、

阳离子交

换量和水分的有效性
。

同时应进一步搞好粮豆轮作
,

适当扩种首蓓
、

草木择
,

提高土壤氮素含量
,

并改变施肥上的重氮轻磷倾向
,

推广配方施肥及合理施用磷肥 (穴施或喷施 )
,

提高磷肥的有效

性
。

2
.

发挥技术优势
,

种植药材
。

耀县是陕西省历史悠久的药材基地
,

树林村林场有条件适度规

模地种植当地或引种外地的名贵药材
,

提高土壤资源的利用率和经济效益
。

3
.

根据市场导向
,

改造园地
。

树林村林场的园地 已具规模
,

但核桃
、

苹果等林木老化
、

品种不

适合市场需求
。

因此
,

一方面应积极更新现有老果树
; 另一方面应加强新品 种果树苗圃的建设

,

尽

快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
,

提高园地的经济效益
。

(三 )林草地利用

该林场通过多年的营林活动
,

已形成 了缓沟坡和源坡的人工刺槐林体系
,

其中 7一 8 年树龄

的刺槐林
,

郁被度达 90 %左右
。

树冠对降水的拦截及根系吸收和叶面蒸腾
,

致使林下土壤水分含

量不断减少
,

而林下灌
、

草植物资源亦未得到充分利用
。

因此
,

林下灌
、

草植物应用于牛
、

羊的放

牧 ; 对刺槐林的残枝落叶
,

应收集用于牛
、

羊的饲料
。

这样
,

既可促进林
、

牧业的协调发展
,

又可为

农业提供较多的有机肥源
,

从而提高植物资源的利用率
。

西安联合 大学地理 系余峰
、

肖胜利
、

武宁 丽参加 了野 外土攘调查工作
,

表示感谢 !

( 下转 第 5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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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

1%和 4 6
.

6% ;华县站以上在所减水量 中
,

人类活动影响 70 年代及 80 年代分别占 77
.

4% 和

78
.

7%
。

渭河流域人类活动对径流的影响作用主要是农业灌溉引水
。

据宝鸡峡
、

渭惠渠和交口抽渭三

大灌区实测资料统计
、

年均毛引水量为 12
.

60 亿 m
, 。

华县站以上 流域计算减水量
,

70 年代为

29
.

67 亿 m 3 ,

80 年代为 15
.

37 亿 m
, ,

70 年代与 80 年代比还原后 的 50 一 60 年代系列年均减少

3 8
.

3 2 亿 m
3

和 1 9
.

5 2 亿 m 3 。

其中上中游地区计算减水量
,

7 0 年代为 3
.

8 5 亿 m
, ,

8 0 年代为 3
.

2 6

亿 m
, ,

70 年代与 80 年代比还原后的 50 一 60 年代系列年均减少 7
.

54 亿 m
,

和 6
.

99 亿 m
, 。

综上分析
,

渭河流域的减水主要反映在下游地 区
,

即农业灌溉引水是减少径流的主要原因
。

四
、

结 语

水利水保措施对泥沙的影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

在水文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过程中
,

资料

的精度和代表性对水文计算结果有很大影响
。

在水文分析计算中
,

由于减水引起的水沙比例变化
,

对于泥沙输移的影响等问题
,

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
。

(上接 第 4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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