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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 太行山低 山石灰岩区水保林定性和定量兼有的 13 个变量
,

17 。块标地调查
,

采用主成分分析 (P C A )方法
,

对该区的水保林进行排序
,

结果表 明
,

( 5 00 m 丘陵区可划分为四

个类 型
:

灌木盖度 > 20 %侧柏
、

山皂英乔灌草型
;
灌木盖度镇 20 %侧柏

、

白草乔草灌型
;
少枯落

物荆条
,

酸枣灌草型
;
无枯落物白草荒坡型

。

5 01 ~ 8 00 m 浅山区可划分为 四个类型
:

灌木 盖度镇

10 %侧柏
、

油松
、

荆 条乔草灌型
;
灌木盖度 > 10 %荆条

、

黄护
、

酸枣灌草型
;
土层厚度 > 1 0c m 白

草
、

黄背草
、

竹叶草草坡型
;
土层厚度镇 1 0c m 干疮荒坡型

。

所划类型
,

经 t 检验
,

差异显著
,

特征

明显
。

采用 iF hs
e r
判别分析

,

回判率较高
,

符 合石灰岩区水保林实际情况
。

据调查分析
,

该 区最

佳水保林模式应是以乔草灌材苔配的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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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省太行山低 山石灰岩山地面积 35
.

3 万 h耐
,

占豫北太行 山总面积 69
.

86 万 h m
Z

的

3 9 %
。

该区是距今 4一 6 亿年间寒武纪和奥陶纪形成的海相沉积岩
。

成土母质主要为石灰岩或

硅质灰岩分化后的残积与坡积物
。

土壤为褐土类褐土亚类
,

褐土性土亚类
;土属有堆垫褐土

、

红

土
、

灰石土
。

土壤质地粘重
,

富含有机质
,

磷素极缺乏 (速效磷含量为 2
.

g m g k/ g )
。

土被不连续
。

土壤大部分为薄层土
,

土层厚度在 30
c m 以下约占总面积 80 %

。

由于不合理的开荒放牧
,

乱砍

滥伐
,

加上降雨集中
,

水土流失 日趋严重
,

裸露岩石面积占总面积 7 %
,

石砾含量大于 20 %
。

生

态环境恶化
,

生态位逐渐降低
,

依据立地环境
,

林业区划该区为水土保持林 区
。

建国 40 多年来
,

人工和飞播造林常带有盲 目性
,

该封 山的不封
,

不宜造林的地方硬造
,

致

使水保效益不明显
,

因此巫需对此区划分水土保持林类型
,

了解不同类型的特点
,

以便因地制

宜分类指导
.

在普遍封山基础上
,

育林
、

育灌
、

育草
,

按不同水保类型
,

采用不同的经营管理措

施
。

经调 查
,

该 区水保林分布及生长较明显地受到环境因子的限制
,

将土壤生产能力
、

宜林性

质
、

植被状况和土壤侵蚀程度作为指标并定量化
,

采用主成分分析 (P c A )方法 11[
,

对该区水保

林进行排序
,

以便在划分各种不同类型的基础上
,

找出影响各类型分布的主导因子
,

提出水土

保持林不同林地类型适宜的乔木
、

草类
、

灌木种类
。

1 自然概况

豫北太行 山位于河南省西北部
,

属太行 ILJ 系东南麓
,

3 4
0

4 5 `

一 3 6
0

4 2 ` N
,

1 1 2
“

0 2
`

一 1 1 4 \ 5 ’ E
。

海拔 1 00 一 80 0 m
,

相对高差 1 00 一 25 0 m
,

山势低缓
,

山顶浑圆
,

岗峦起伏
,

气候温和
,

年平均温度

1 4℃
,

一月份平均气温一 1
.

3 ℃
,

7 月份平均气温 27 ℃ ;
年降水量平均 为 60 6 m m ; ) 10 ℃积温为

4 45 0 ℃ ;无霜期 20 d0
。

低 山石灰岩因海拔高度不同有两条明显植物带
,

故将此 区分为两个亚

区
。

s o o m 以下丘 陵区主要分布的植物种类有侧柏 (P l a t夕 e l ad
u s or i e , : t a l i s )

、

野皂荚 ( G l e d i r s i a

m i c r o
P h夕l l a )

、

酸枣 ( 2 12夕 Ph u s j u j u b a )
、

荆条 (V i t e x e n g u n d o v a r
.

h a z e r o P h夕 l l a )
、

白草 ( p e , , n i s e t u m

fl a e e
i d u m )

、

黄背 草 ( T h曰 n
de

a t
iar dn

r a ) ; 5 0 1~ s o o m 浅 山区主要分 布有侧 柏
、

油松 ( P i n u s

r a 乙u za e

fo
r

m i s
)

、

栓皮栋 ( Q
u

er
e us va r ia bi l is )

、

酸枣
、

荆条
、

毛黄护 ( C o t i n u s c o g g 夕g r
i a )

、

五角枫

( A o e r n : o , , o
)

、

兴安胡枝子 ( L e s
P

e d e

az d a h u r ie a )
、

黄背草
、

白羊草 ( B o t h r i
o c h l o a i

s c h a e , n u m )
、

中华

卷柏 ( S
e l a g i , , l l a 、 i n e ,。 i: )

。

2 调查方法及内容

野外调查采用典型抽样方法
。

共调查 30 0块标地
,

标准地面积 400 m
2

( 20 m 火 20 m )
。

经检查

海拔蕊 50 o m 有效标地 90 块
,

海拔 5 01 一 80 Om 有效标地 80 块
。

调查的因子包括坡向
、

土层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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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坡位
、

土壤侵蚀程度 (分 3级
:

无
:

地面无任何侵蚀痕迹
; 轻

:

有少量鳞 片状面蚀 ; 重
:

有严重

磷片状面蚀或有细沟侵蚀出现 )
、

枯落物厚度
、

郁闭度
、

容重
、

草本盖度 (每块际地内按对角线测

3块 l m x l m 的样方
,

平均后按百分数计 )
、

灌木盖度 (测 3 块 Z m x Zm 样方灌木冠幅
,

平均后

按百分数计 )
、

有机质
、

草本生物量 (地上部 )
、

灌木年生物量 (地上部 )
,

优势木年均高
、

每 h m
,

年蓄积量和枯落物水容量
,

共 15 个变量指标
。

3 水土保持林排序

3
.

1 排序结果

通过对 15 个变量指标

原始数据整理
,

依据专家经

验
,

结合专业知识
,

确定定性

或定量数据编码范围
,

按编

码值变成定量数据后 (如阴

坡为 1
,

阳坡为 2 ; 土层厚度

( 1 0 e m 为 1 ; 1 1一 3 0 e m 为

2 ;
> 3 Oe m 为 3 等 )

,

用 P C A

分别以两个海拔段 90 块和

8 0 块样地进行 水保林类 型

排 序
,

经内业计算
,

剔 除 几

土壤侵蚀程度和 x 3

有机质

含量两个影响不大的变量
,

获得 13 个变量样地特征值

及贡献率 (表 1 )
。

由表 1 知
,

如取前两个主分量则两个海

拔段贡献率分 别为 4 9
.

9 % 和

53
.

2 %
,

代 表 较 多 的 信 息

量图
,

确认第 I 和第 兀主分量

值构成排序图
。

图 1
、

图 2 反映

了石灰岩低 山区水保林真实分

布情况
。

依据图 1各样地聚集

分布情况
,

划分 4 个集团
,

即灌

木盖度 > 20 %侧柏
、

山皂荚乔

灌草 I 型 ;
灌木盖度成 20 %侧

柏 白草乔草灌 l 型 ; 少枯落物

荆条
、

酸枣灌草 l 型 ;无枯落物

白草荒坡 vI 型
。

同样
,

图 2 也划

分 4 个 集团
,

即 灌木 盖度 簇

10 %侧柏
、

油松
、

荆条乔草灌 I

拭脚侧翻祷璐

图 l 镇 5。。m 的 9 。 个样地二维排序

应应二\ 户户

口口些臼
\\\

厂厂
.

!.5
5 5

认认

.木,度

生物;枯落钧尽度增渐

年 , 积盆
、

优 怜水年均离
、

枯 , . 水容 .
、

翻周 度
、

土息 . 度通 ,

图 2 s o l m ~ 8 0 o m 的 8 0 个样地的二维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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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 灌木盖度 >0 1%荆条
、

黄护
、

酸枣灌草 l 型 ; 土层厚度 > 10c m 白草
、

黄背草 竹叶草草坡 1

型 ; 土层厚度毛 0 1c m 干瘩荒坡 w型
。

从图上看
,

少数样地落在其它类别中
,

说 日 相同的类型一

般具有相似的立地条件
,

但相同的立地条件也可存在不同类型
。

从图 1
、

图 2 分 斤
,

I 和 l 类水

土保持效益最好
,

其次是 l 类
,

最差是 VI 类
。

说明具有乔灌草立体复层次比单层 长保效益好
,

体

现了植物多样性对水保的作用
。

从乔灌草配置比例看
,

20 年后的乔木郁闭度 6。 石左右
,

灌木盖

度 5 %左右
,

草本盖度 35 %左右水保效益最佳
。

以灌草类复合层次中
,

以灌木 少 主 比以草本为

主的水保效益要好
。

仅具有草本层的荒坡 氏 类型
,

因立地差
,

植被稀疏
,

使其成 勺最差的一类
。

3
.

2 影响排序的主导因子

由表 2 看 出
,

蕊 50 Om m 海拔

段对第 I 主分量影响最大的因子

负荷量是郁闭度
、

土层厚度
、

灌木

盖度
、

坡位
,

反应林木覆被率和立

地 条件指标值较大
,

所以第一主

成分表示乔灌生长的综合因子
。

对 第 I 主分量 影响最大 的是坡

向
、

草本生物量
、

坡位
、

草本盖度
,

表 l 特征值与贡献率

丰丰分量量 特征俏俏 贡献率率

lllll 4
.

1 0 4 888 3 1
.

5 7 5 333

IIIII 2
.

3 8 8 666 1 8
.

3 7 4 000

%

累积贡献率

3 1
.

5 7 5 3

4 9
.

9 4 9 3

3 2
.

1 1 3 4

5 3
.

1 7 7 1

反应草本生物量和坡 向指标较大
,

因此第二主成分表示草本生长综 合因子
,

从 兰一点看
,

林分

的郁闭度
、

灌草的覆盖度
、

土层厚度确实是划分水保林类型的主导因子
。

而且丈 图中可大致判

断各类型 的特点
。

例如
,

位于排序图上第 I
、

l 类型
,

从第 1轴看
,

林木蓄积量
、

七势木平均高
、

郁闭度大
,

土层深厚 ; 从 2 轴看
,

灌木盖度
、

生物量和枯落物厚度大
,

是最理想的 长保林类型
。

同

样
.

50 1一 8 。。m 海拔段各因子对第 I 主分量影响最大 的是枯落物厚度
、

土层嫣度
、

草本盖度
、

坡位
,

对第 l 主分量影响最大的是坡向
、

灌木盖度
、

土壤容重
、

土层厚度
。

反应二 地条件如土层

厚度
、

坡向
、

坡位是海拔较高地段划分水保林类型的主导因子
。

在低 山石灰岩奴 区限制植物生

长的因子是水分
,

而土壤是承接降水的载体
,

因此土壤的容量
,

可用土层的厚度 岌示
,

它是本区

划分水保林类型简单易测的主要因子
。

表 2 P C A 排序因子负荷量

海海拔 ( m ))) 主分量量 坡 向向 土层厚厚 坡 位位 枯落物厚厚 郁闭度度 容重重

毛毛 5 0 000 III
一

0
.

2 5 4 666
一

0
.

4 生1 333
一

0
.

3 1 8 333
一

0
.

2 5 4 555 0
.

5 6 1 777 0
.

1 8 0 111

IIIIIII 0
.

7 3 5 666 0
.

0 9 7 222 0
.

3 2 6 111 0
.

2 2 7 000 0
.

0 8 1 111 0
.

0 8 4 777

555 0 1 ~ 8 0 000 III 一
0

.

2 0 5 777 0
.

3 2 8 000
一

0
.

2 9 2 999 一 0
.

7 4 2 333
一

0
.

0 0 1 222 0
.

2 1习111

IIIIIII 0
.

6 8 5 999
一

0
.

2 9 5 666 0
.

2 2 3 555 0
.

0 6 9 333
一

0
.

1 0 8 777
一

0
.

3 6 1 888

海海拔 ( m ))) 草本盖度度 灌木盖度度 草本生物量量 灌木 生物量量 优势木年均高高 年蓄积量量 枯落物水容量量

簇簇 5 0 000 0
.

2 2 6 666 0
.

3 8 5 999 0
.

0 4 1 999 0
.

0 3 8 111 0
.

0 C6 444
一

0
.

0 0 8 555 0
.

0 0 1 444

一一一
0

.

2 3 8 333 0
.

1 8 3 333 0
.

3 8 8 222 0
.

1 8 0 777 0
.

0 4 7 111 0
.

0 0 3 888 一 0
.

0 4 3 999

555 0 1一 8 0 000
一

0
.

3 1 7 333 0
.

2 4 4 222
一

0
.

0 4 3 666
一

0
.

0 7 2 444
一

0
.

0 1 9 000
一

0
.

0 0 4 555
一

0
.

0 0 9 222

一一一
0

.

1 4 3 888 0
.

4 2 1 111 0
.

0 6 5 111 0
.

2 0 3 444
一

0
.

0 3 7 555
一

0
.

0 0 3 666
一

0
.

0 0 5 222

3
.

3 水土保持林各类型特征

我们将数量特征 n 个因子平均数和方差列表于 3
,

4
,

将水保林的立地因 a 及样地分别列

表于 5
,

由表 5 看出
,

簇 50 o m 丘陵区的水土保持林类型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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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簇 5 00 m 的各类型数量特征统计表

类类型型 样地数数 土层厚度度 枯落物厚度度 郁闭度度 容 重重 草本盖度 {{{ 灌木盖度度

((((((( e
m ))) ( em ))) ( %))) ( g/

e
m

3

))) ( 环 )

…… ( 沁)))

nnnnnnn XXX 万万 XXX 万万 全全 了了 工工 万万 艾艾 555 XXX 百百

IIIII l 777 1 2
.

5 888 1 1
.

1 666 0
.

9 666 0
.

5 5 5 333
.

2999 1 8
.

0 666 1
.

0 555 0
.

1 555 34
.

4111

…
7 2

.

0 999 3 2
.

5 333 20
.

1 222

IIIII 2 2228 2
.

3666 1 0
.

4 3331
.

3888 1
.

1 6 5 222
.

000 1 6
.

6 1 222
.

1 000 0
.

111 238
.

2777 30
.

5 333 2
.

1 444 3
.

111 2

IIIII 3000 1 4
.

2777 8
.

4555 0
.

7 999 0
.

5 666 000 OOO 1
.

1 111 0
.

1 000 4 2
.

8 333 28
.

8 555 5 8
.

8 333 24
.

0 999

IIIVVV 111 28
.

7 111 5
.

8 000 0
.

0 777 0
.

2444 OOO 000 1
.

1 777 0
.

1 777 7 2
.

6 2221 9
.

1 444 OOO 000

类类型型 样地数数 草本生物量量 灌木生物量量 优势木年均高高 年蓄积量量 枯落物水容量量

((((((( g))) ( g))) ( m ))) ( rn
3

/ hm
Z

))) ( t/ hm
Z

)))

刀刀刀刀 l’’ SSS 士士 万万 工工 万万 XXX 万万 lll 百百

lllll l 777 7 9
.

0 3336 3
.

6 111 3 3 2
.

4777 1 8 8
.

4111 0
.

4 444 0
.

1 666 1
.

2 2220
.

9 444 9
.

1 888 7
.

1 555

IIIII 2 2229 4
.

4888 1 0 8
.

3888 40
.

8 6 8 222
.

111 20
.

3444 0
.

1 777 1
.

555 30
.

8 111 1 5
.

5 888 1 5
.

555 2

IIIII 000 31 0 7
.

1 000 1 1 7
.

7 444 29 0
.

6 999 25 7
.

8 000 OOO OOO OOO 000 4
.

1 999 4
.

2555

WWWWW 2lll 1 5 0
.

9 555 8 1
.

1 333OOO OOO OOO 000 000 000 0
.

1 999 0
.

7 777

表 4 5 01 一 so o m 的各类型数量特征统计表

类类型型 样地数数 土层厚度度 枯落物厚度度 郁闭度度 容 重重 草本盖度度 } 灌木盖度度

((((((( e
rn ))) ( em ))) ( %))) ( g/ e

m
3

))) ( %))) ( %)))

77777之之 lll 555 沈沈 万万 2
““

555 lll SSS 艾艾 万万 了了 JJJ

lllll 2888 30
.

1 444 1 4
.

6 777 1
.

5 666 1
.

1 666 6 5
.

000 1 8
.

5 111 1
.

1 2220
.

1 777 34
.

8 8 222 2
.

8 6 222
.

0 777 10
.

9 222

IIIII 2 2223 3
.

5 999 0 3
.

5 999 1
.

5 999 0
.

8 999 OOO 000 1
.

1 2220
.

1 444 45
.

4111 8 2
.

8 6 7 222
.

5 999 2 2
.

1 888

IIIII 999 25
.

7 888 21
.

8 666 0
.

9 999 0
.

9 666 OOO 000 1
.

0 888 0
.

0 888 8 5
.

000 1 7
.

1 444 2 2
.

7 888 3
`

1
.

9 222

IIIVVV lll 2O 555 4
.

2777 OOO OOO OOO 000 1
.

2444 0
.

27 2226
.

1 444 2 2
.

8 555 OOO OOO

类类型型 样地数数 草本生物量量 灌木 生物量量 优势木年均 高高 年蓄积量量 才占落物水容量量

((((((( g))) ( g))) ( m ))) ( m
“

/ hm
Z

))) ( t/ l、 m Z
)))

护护护 222卫
---

万万 2
““

万万 牙牙 万万 全全 SSS 沈沈 555

IIIII 2888 6 8
.

8 3331 30
.

6 777 8
.

5 777 1 8
.

1 555 0
.

777 30
.

2 2221
.

0 555 0
.

6 999 8
.

5 999 1 1
.

6 555

IIIII 2 2229 2
.

8 111 8 5
.

4888 9 2
.

8 111 8 5
.

4888 OOO OOO OOO OOO 8
.

8 555 9
.

2555

11111 999 21 8
.

5 1 333 34
.

0 999 5 1
.

0 999 8 4
.

2111 OOO OOO OOO 000 4
.

2888 2
.

888 3

WWWWW lll 26 8 2
.

7 3331 9 2
.

9 111 OOO 000 000 OOO OOO OOO 000 000

表 5 石灰岩低山区水保林的立地因子 及样地分布

海海拔拔 类 型型 坡 向向 土层厚度 (c m ))) 坡 位位 土壤侵蚀蚀 容重 ( g/
e

m
,

))) 有机质 ( % )))

}
八八

((( rn )))))))))))))))))))))))))))))))))))))))))))))))))))))))))))))))))))))))))))))))))

卜卜
阴阴阴阴 阳阳 簇 1 0 1 1一 3 0 > 3 000 上 中 下下 无 轻 重重 簇 1

.

1 > 1
.

111 簇 3 3
.

1一 5 > 55555

((((((( l ) ( 2 ))) ( l ) ( 2 ) ( 3 ))) ( l ) ( 2 ) ( 3 ))) ( l ) ( 2 ) ( 3 ))) ( 1 ) ( 2 ))) ( l ) ( 2 ) ( 3 )))))

簇簇 5 0 000 乔灌草 型 lll 6 1 111 4 1 0 333 6 8 333 3 1 2 111 9 888 6 8 333 1 777

乔乔乔草灌型 III 1 2 1 000 2 9 1工工 6 1 2 444 8 1 2 222 1 2 1 000 4 1 0 888 2 222

灌灌灌草型 ,, 7 2 333 1 8 1 1 111 3 1 9 888 7 1 8 555 1 2 1 888 1 1 7 1 222 3 000

荒荒荒坡型 NNN 8 1 333 1 9 222 5 9 777 6 1 2 333 7 1 444 6 7 888 2 lll

555 0 1~~~ 乔草灌型 lll 1 1 1 777 1 7 1 111 1 1 , 888 1 4 1 444 1 7 1 111 6 8 1 444 2 888

888 0 000 灌草型 III 1 4 888 4 1 1 777 8 1 0 444 1 5 777 1 3 999 4 6 1 222 2 222

草草草坡型 lll 8 lll 4 3 222 8 lll 8 lll 7 222 2 5 222 999

荒荒荒坡型 VVVI 5 1 666 1 8 333 1 1 7 333 1 3 7 111 4 777 2 1 2 7 ::: 2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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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类乔灌草型和第 开类乔草灌型
,

它们的立地条件相近
,

土层厚度 2 c0 m 以上
,

土壤肥

力较高
.

质地为壤质粘土
.

p H 值 8一 .8 5 ;主要分布在阴坡
,

坡度 1 50 ~ 35
。 ;土壤容重小

,

土壤侵

蚀轻
,

环境条件最为优越
。

第 I 类型比第 l 类型灌木盖度大
,

优势木相对高
,

但从水保和经济效

益分析
.

由于后者比前者枯落物厚度大
,

年蓄积量大
,

生产力更高
,

水保和经济效益要好
。

因此
,

第 l 类型是模式类型
。

在相同的立地条件下
,

侧柏每 卜m
Z

保 留 1 80 0一 2 25 0株
.

以便发挥最大

效益
。

第 l 类灌草型
.

立地条件一般
,

土层厚 度 10 ~ 2 c0 m
,

土 壤肥 力高
,

质地 为粘壤土
.

p H 值

7
.

9一 8
.

3 ; 主要分布在阳坡
.

坡度 1 60 一 3 50
.

土壤侵蚀较重
。

此类型养分高
.

说明灌草型阳坡分

解养分速度较快
.

还原土壤养分较高
.

而第 I
、

l 类型
.

侧伯树种还原养分少
.

吸收养分量大
。

第 vI 类荒坡型
.

土层薄一般 < 1 0c m
,

质地为粉质粘土
.

有机质含量相对较高
.

大多分布在

阳坡
.

基本无枯落物
.

枯落物水容量最小
,

土壤侵蚀严重
.

生境条件最差
。

海拔 50 1一 S O 0 m 浅 山区水土保持林类型特征
:

第 I 类乔草灌型和第 l 类灌草型
.

土层厚度 3 c0 m 以上
.

有机质含量 丰富
.

土壤容量小
.

土

壤侵蚀轻
.

枯落物水容量大
.

主要分布在阴坡
.

生境条件最好
。

第 皿 类草坡型
.

土层厚度 20 一 3 c0 m
,

有机质含量中等
,

土壤容重较小
.

枯落物水容量较大
,

土壤侵蚀一般
.

主要分布在阳坡 中上部
。

第 vI 类荒坡 吧
.

土层厚度 < 1 c0 m
.

有机质含量较高
.

土壤 容重较大
.

无枯落物
.

土壤侵蚀较

吸
.

主要分布在阳坡中上部
.

生境条件恶劣
。

为了说明各类型的划分是有差别的
.

进行了不同类 型主要数量特征 (土层厚度
、

枯落物厚

度
、

草本盖度
、

灌木盖度 ) 因子的每两个类型差异显著性
t 检验

.

检验结果 (表 6 )
.

除灌木盖度

外
.

丘陵区和浅山 区的第 I 和第 I 类型无显著差异
.

表 明这两 个类型立地环境基本一致
,

水保

特征相似
。

第 1
.

1
.

m类与第 VI 类均有显著或极显著差异
。

第 I 类与第 l 类或第 I 类与第 皿

表 6 不同类型主要数 t 特征 因子 的
!
检验

: 、̀ ! _

…
! 。

,

5 1 4 。
·

6 6 2 6 * 2

:
6

1
。

·

`。 2 `
:

3

:
1 6 、

b:
3

…
1

一
* 8

:
5 4

:
9

:
9 ’ 1 2

一 :
1

:
6 2、 4

:
6

一 _ 一
} 。 6了4 3

·

5 5 7 } 3
·

。 1 0 7
·

9 5 5 { 6
·

, 1 5 3
·

了 5。 了
·

6了1 1 3
·

6 4 ,

5。。 { _ 、 *

{
、 *

一 丑 一

一
_

3
·

忿4 7 { “ 5 5 8 “ 。 1 6 艺
`

吕5 5

一
’ v 一

海海拔拔 类型型 土 层 厚 度度 落 物 厚 度度 草 本 盖 度 灌 木 盖 度度

rrr n
、 、、、、、、、、、、、、、、、、、、、、、、、、、、、、、、、、、、、、、、、、、、、、、、、、、、、、、、、、、、、、、、、、、、、、、、、、、、、、、、、、、、、、、、、、、、、、、、、、

1111111 丽 可 NNN 1 1 U WWW
.

一
~ 一

~

一

-
一

- - - - - -- - -未 - - ~

一一 一 - ~

-
目

- -
~ ~

- ~~~
一一一一一一一

........... 1 万 盯 W { 1 1 U WWW

岌岌 5 0 000 III 荟 关 关关 关 关关 釜 关关 关 关 矢 釜 釜 爷爷

IIIIIII 1
.

9 0 2 2
.

4 7 5 4
.

4 5 555 0
.

6 9 0 1
.

0 0 0 6
.

6 4 222 0
.

4 0 0 1
.

0 2 6 4
.

9 4 888 4
.

6 4 8 5
.

0 0 5 5
.

2 1 666

lllllll
爷 关 爷 补补 补 戈 关关 釜 关关 釜 苦 蚤 釜釜

一一一一
5

.

7 3 0 7
.

4 0 777 2
.

4 4 8 5
.

1 3 777 0
.

5 3 9 4
.

2 9 333 1 0
.

7 5 5 2
.

0 8111

粉粉粉粉粉 戈 号号 釜 关关 关 关关

。。。。
_

气 f弓只只 气 只下只只 滚 0 只气气 1 0
_

Q 7自自

、、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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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在土层厚度
、

枯落物厚度
、

草本盖度三因子之间或有显著极显著差异或无差异
,

但对于灌木

盖度
,

各类型之间均显著性差异
。

灌木盖度可作为分类的主导因子
。

3
.

4 各水保类型的问题

为了验证兼有定量因子和定性因子分类的效果
,

采用数量化模型 l (F ihs e : 判别分析 )建

立判别函数进行回判已知样本的类别 .l[
2〕

。

计算结果见表 7
。

从表 7 可以看出
,

毛 50 0m 海拔段

除第 互类 回判率较低外 (实质上是所判错的样地都归入第 I 类 中去
,

由此可见
,

二者的水保类

型较相似 )
。

5 01 ~ 8 00 m 海拔段
,

除第 班类 回判率较低外 (所判错的样地均归入第 vI 类 )
,

其余

类型回判率均较高
。

因此确定 P C A 根据变量因子对该 区的水保林划分结果是符合实际情况

的
。

表 7 水土保持林类型 iF hs
e r
判别结果

海海拔段段 类 型型 归类类 原分类类 F i s h e r
判别别 回判率率

((( m ))))) 代号号 样地号号 计算分类类 ( % )))

簇簇 5 0 000 灌木盖度 > 20 %侧柏
、

山皂荚乔灌草型型 III 1 ~ 1 777 l ~ 1 7
,

2 7
,

3 3
,

3 6 ~ 3 999 1 0 000

灌灌灌木盖度 < 10 %侧柏
、

白草乔草灌型型 III 1 8 ~ 3 999 1 8 ~ 2 8
,

2 8 ~ 3 2
,

3 4 ~ 3 555 7 2
.

777

少少少枯落物荆条
、

酸枣灌草型型 班班 4 0 ~ 6 000 4 0 ~ 6 000 1 0 000

无无无枯落物 白草荒坡型型 VVVI 6 1 ~ 9 000 6 1 ~ 9 000 1 0 000

JJJJJJJJJJJ 一一一

555 0 1~ 8 0 000 灌木盖度 < 10 写侧柏
、

油松
、

荆条乔草灌型型 III 1一 2 8

一一
l ~ 2 888 10 000

灌灌灌木盖度> 50 % 荆条
、

黄护
、

酸枣灌草型型 III 2 9 ~ 5 0 111 2 9 ~ 3 7
.

3 9 ~ 5 000 9 5
.

555

土土土层厚度 > 20 白草
、

黄背草
、

竹叶草草坡型型 皿皿 一一 5 1 ~ 5 4
,

5 7
,

5 9
,

3 888 6 6
.

777

土土土层厚度 < 1 c0 m 干瘩荒坡型型 川川 5 1一 5 9 111 6 0 ~ 8 0
,

5 5
,

5 6
,

5 888 1 0 000

666666666 0一 8 0
一一一一

4 结 语

1
.

太行 山低山石灰岩区 依海拔
、

植被可以划分两个亚区
:

蕊 50 o m 为丘陵区 ;
50 1一 80 o m

为浅山区
。

2
.

丘陵区水保林类型有 4 类
:

乔灌草型
、

乔草灌型
、

草坡型
、

荒坡型
。

3
.

浅山区水保林类型有 4 类
:

乔草灌型
、

灌草型
、

草坡型
、

荒坡型
。

4
.

乔草灌水保林类型是该 区最佳水保模式
。

常规的乔灌草排序或搭配
,

应改为乔草灌
,

以

便发挥更大水保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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