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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水土流失重点区域

生态恢复试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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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植物研究所
·

桂林市
·

54 1 0 0 6) (广西苍梧县水土保持站 )

摘 要 红壤侵蚀区是广西水土流失的重点 区域
。

在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
,

选择优良水土保持植物材

料进行配置
,

研究侵蚀区 生态恢复重建的途径
。

经过 5 年的试验研究表明
:

乔灌藤草结合的复合农林

模式能有效控制侵蚀
,

迅速改良生境
,

侵蚀区植被 覆盖率由 10 % ~ 30 %提高到 60 片以上
,

地表径流

量和 土壤侵蚀量分 别削减 70 纬和 90 % 以上
,

土壤肥力显 著增 加
,

N
、

P
、

K 等养分含量分别提高

2
.

72 % ~ 90 0 %
,

生态经济效益显著
。

关镇词
:

广西 红镶侵蚀区 生态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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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R e d 5 0 11 e r o s i v e a r e a 15 t h e k e y r e g i o n o f 5 0 11 a n d w a t e r e o n s e r v a t i o n i n G u a n g x i

P r o v i一l e e
.

B a s e d o n r e s e a r e h a n d i n v e s t i g a t io n ,
t h e a p p r o a e h o f e e o l o g ie a l r e e o n s t r u e t i o n 15

s t u d i e d b y s e l e e t i n g f i n e 5 0 11 a n d w a t e r e o n s e r v a t i v e p l a n t s d i s p o s in g m e t h o d i n t h e e r o s i v e

r e g i o n
.

A f t e r 5 y e a r s e x p e r i m e n t
,
t h e r e s u l t s s h o w t h a t t h e e o m p l e x m o de l o f a g r i e u l t u r e a n d

f o r e s t w h i e h e o m b i n e s a r b o r w i t h s h r u b
,

g r a s s a n d
v i l l e e a n n o t o n l y e o n t r o l 5 0 11 e r o s i o n ,

b u t

a l s o r e s t o r e e e o 一 e n v i r o n m e n t
.

T h e v e g e t a t iv e e o v e r a g e i n e r e a s e s f r o m 1 0% 一 5 0 % t o 6 0 %
,

r u n o f f a m o u n t a n d s e d i m e n t y i e ld d e e r e a , e m o r e t h a n 7 0 % a n d 9 0 % r e s p e e t iv e l y
.

T h e 5 0 11

f e r t i l i t y s i g n i f i e a n t l y i n e r e a s e s , a n d t h e e o n t e n t o f N
,

P
,

K i n e r e a s e b y 2
.

7 2 % 一 9 0 0 %
.

T h e

e c o 一 e c o n o m i e b e n e f i t s 15 s ig n i f i e a n t
.

K e y w o r d s : R e d 5 0 11 e r o s i v e r e g i o n ; E e o l o g i e a l r e s t o r a t i o n ; G u a n g x i P r o v i n e e

红壤地区已成为我国仅次于黄土高原的第二大土壤侵蚀区
,

广西全区水土流失面积 3
.

06

万 k m
,
(占总面积 1 2

.

9 % )
,

绝大部分为红壤区
。

作为水土流失治理的重点区域
,

花岗岩崩岗区

收稿 日期
: 19 9 7

一 0 7
一 1 4 , 广西区科委资助项 目 (佳科业字 9 0 0 2 06

、

佳科农字 9 2 03 0 6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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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在桂东南
,

此类地区侵蚀剧烈
、

产沙量大
、

危害严重
; 桂北红壤侵蚀区的水土流失造成

闻名于世的漓江河水浊度大增
、

河道淤塞加剧
、

枯水季节部分河段封航
,

各级政府乃至世界有

关组织将漓江环境整治列入议事 日程
。

为研究和探索花岗岩崩岗区和桂北红壤侵蚀 区植被恢

复
、

生态重建的途径及方法
,

迅速改善生态环境
,

控制水土流失
,

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

广西

植物研究所开展了以植物措施为主的综合治理试验研究
。

1 试验区概况

试验区分别位于桂东南的苍梧县水土保持站和桂林市郊的广西植物研究所试验场
。

苍梧

县水土保持站位于 2 3
0

2 9 ` N
、

1 1 1
0

1 5`
E

,

年均温 2 1
.

2℃
,

年均降水量 1 5 0 0
.

7m m
,

最大月平均雨

量 2 21
.

4 m m (6 月 )
。

试验区为花岗岩风化壳受侵蚀后形成的崩岗
,

平均坡度 2 4
。 、

崩塌处为陡

壁
。

土壤为赤红壤
,

但上部抗蚀性强的红色粘土层 已侵蚀殆尽
,

深厚疏松的砂土碎石层出露为

表层
,

崩塌面积占坡面的 “ %左右
,

属强度流失类型
。

试验区海拔 7 o m 以下
,

坡向 S E
,

面积约

0
.

86 h m
2 ,

原有植被为生长极差
、

零散分布的马尾松和桃金娘
、

铁芒其
、

岗松等
,

覆盖度约 10 %
。

植物所试验区位于 2 5
0

0 1
`
N

、

1 1 0
0

17 `
E

,

年均温 1 9
.

Z oC
,

年均降水量 1 8 6 5
.

7m m 最大月平

均雨量为 3 0 0
.

s m m ( 6 月 )
。

试验区相对高差 2 0 m
,

海拔 1 8 7 m 以下
,

坡向 S E
,

坡度约 1 5
0 ,

土壤

为砂页岩母质发育的红壤
,

砾石含量高
、

土层薄
、

侵蚀严重
。

原植被为马尾松次生疏林
,

砍伐后

留下稀疏灌丛
,

植被总盖度约 30 %
。

2 试验研究内容及方法

2
.

1 植被恢复工程

本试验采取乔灌藤草结合
、

果农草混作的复 合农林模式
,

追求水土保持林的时空有序
、

功

能有序
,

尽快恢复侵蚀区植被
。

2
.

1
.

1 工程措施 水平梯地工程措施控制水土流失
,

可减少流失量 40 % l[]
。

花岗岩崩岗区坍

塌严重
、

冲刷剧烈
,

本试验采取人工整地
,

将崩岗区改造成级差 1
.

0一 1
.

s m
、

崩壁下部级差 4
.

0

~ 5
,

o m
、

梯面宽 1
.

0 ~ 1
.

s m 的水平梯地
;
本所红壤侵蚀试验 区按等高线开挖水平梯地

、

梯面

宽 1
.

5一 2
.

Om
、

级差 1
.

0一 1
.

s m
,

坡面其余部分保持原状
。

2
.

1
.

2 植物措施及配五 花 岗岩崩岗试验区 6 个连续的小崩岗分成 I
、

I
、

l
、

vI 4 个小区
,

乔木层分别种植 山黄皮
、

油梨
、

橄榄
、

澳洲坚果等 4 种经济果木
,

各级梯地按株距 2
.

0一 5
.

o m

品字形穴植 ;
乔木植株之间

、

梯地外侧
、

内侧分别开挖宽 15 ~ 20
o m

、

深约 1 sc m 的水平沟
,

布置

灌草植物带
,

共采用山毛豆
、

木豆
、

胡枝子
、

银合欢
、

猪屎豆
、

柱花草
、

鸡眼草等豆科植物材料
;
崩

壁中下部扦插藤本攀援植物— 葛藤
,

护坡防塌
。

植物所试验 区乔木层选择应用油梨
、

沙 田袖
、

山黄皮
、

柿树等经济果木
,

水平梯地布置山毛

豆
、

木豆
、

胡枝子
、

猪屎豆
、

柱花草等灌草植物带
,

坡顶平台种植板栗
、

荷木
、

银合欢
、

坡柳等适应

性强的植物材料
。

2
.

1
.

3 植物生产力及植被恢复观浏 植物生产力是指植物生产有机物的速率
,

即生物在单位

面积单位时间制造有机物质的速度图
。

水土保持植物生产力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侵蚀 区退化生

态系统恢复重建过程 中物质生产的结构和调控原理
,

从而有效促进系统物质的生产和系统功

能的增强
。

种植后
,

每年生长期末 (秋季 )观测乔木植物生长状况
、

灌草层植物覆盖状况及生长量
,

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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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为 2 % 0一 3 % 0
。

根据水土流失治理的特点
,

对乔木植物进行生长量 (高度
、

地径
、

冠幅 )观测
;

灌草植物生产量测定地上部分
,

XlJ 割 留茬 ( 30 ~ 40 c m )
,

使其能于次年雨季前迅速萌生覆盖地

面
,

选择样木观测其根系分布
、

生长状况及根瘤数目
。

植被恢复第 4 年 ( 1 9 9 5 年 )
,

观测试验区

枯枝落叶分布
、

厚度等
。

2
.

2 径流量及侵蚀量

崩岗试验区 ( I
、

l
、

l
、

vI )从上到下砌排水沟
,

各区下部砌谷坊和沉沙地
,

将地表径流及

泥沙引入沉沙地
,

由沉沙地将水导入 集水池
,

采用二级分流装置收集测定径流量
。

本所试验小区集雨面积为 30 m x g m
,

下部设集水槽
、

分流池
、

蓄水池
,

上部开挖排水沟
、

四

周采用分隔墙
,

以防小区外径流侵入
。

2
.

3 土壤养分和水分

试验研究初期
、

后期分别采集植被恢复前后的土壤进行分析
,

确定生态恢复试验对土壤养

分的影响
,

并测定土壤容重
、

田间持水量等
,

每年旱季观察试验区内外土壤湿润状况
。

采集灌草层主要植物种类植株 (全株 ) 分析其 N
、

P
、

K 含量
;
土壤样品分别采集 4 种灌草

种植带上的土壤 3 ~ 5 个
,

全部以混合样进行分析
。

土壤 p H 值采用 电位法
,

有机质采用重铬酸

钾法
,

全 N 用硫酸消化蒸馏法
,

全 P 用碱熔— 钥锑抗比色法
,

全 K 用火焰光度法
,

速效 N 用

2 0 % N a CI 浸提
、

锌— 硫酸铁还原蒸馏法
,

速效 P 采用 N a H C O
3

浸提钥锑抗 比色法
,

速效 K

用火焰光度法
,

阳离子代换量 ( C E C ) 采用醋酸按—
E D T A 快速法

; 植物 N 用 H
Z
O

Z

— 高氯

酸消化蒸馏法
,

P 采用三酸消化
、

钒铝黄色 比法
,

K 采用三酸消化
、

火焰光度法进行分析
。

3 结果与分析

3
.

1 植被恢复及植物生产力

通过 4 年的生态重建和恢复
,

花岗

岩崩岗试验区植被覆盖率 由 10 %提高

到 60 % ~ 80 %
,

植被结构由层次单一 的

次生植被演变为多层次的乔灌藤草复合

型植被
,

没有花岗岩风化壳裸露
,

其中乔

木层植物覆盖度 20 写一 50 %
,

灌草层 植

物覆盖度 4 0 %一 5 5 % (表 1
,

表 2 )
。

本 所试验区植被覆盖 率 由原 来的

3 0 %左右提高到 60 %一 8 5 %
,

其中乔 木

层覆 盖度 10 % ~ 60 %
,

灌 草 层 覆 盖度

4 0 % ~ 70 % (表 l
,

表 2 )
。

表 l 乔木植物斑盖及生长状况
( 1 9 9 5 年 1 0 月观测 )

.

地点 区号 植物种类
顶 盖度 平均冠幅 c( m ) 平均高 平均地径

( % ) 上下 x 左右 ( e m ) ( e m )

油梨 ;;
1 9 6 又 1 7 1

2 4 3 义 2 3 4
;

4 5

2 4 ,

佳

nUt了亡J匕J汤性,沙n6,目连丹了
,1心 .人,上一.1ù.二

沙田袖 {;

柿树

山黄皮

油梨

橄榄

坚果

2 5

5 0

10 0 X 9 6

9 8 X 9 2

1 15 又 9 0

3 0 0 X 3 0 0

2 75 X 2 7 5

2 4 1 X 2 4 9

4 1 7

4 5 1

2 3 0

7
.

6 7

3
.

3 7

3
.

3 7

1
.

8 4

1
.

7 3

2
.

3

6
.

6

6
.

7

4
.

0

-协四v11W-

林西广植物研所究

巴do44

广西苍梧水保站

,

本所试区油梨于 1 9 92 年 3 月种植
,

沙 田 抽于 1 9 9 3 年 4 月种植
,

柿树于 1 9 95 年 3 月补植 ; 苍 梧崩岗试区乔木均为 19 9 2 年 3 月种植
,

在应用种植的经济果木 中
,

油梨生
`” 9 3 年 3 月补植少量植株

.

长迅速
,

年均高生长 > 6 c0 m
、

粗生长 > k m
、

冠幅增长 50
o m 以上

,

苍梧试 区油梨 1 9 9 4 年开花

结果
,

本所试区油梨 1 9 9 6 年开始挂果
,

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
; 山黄皮在花岗岩崩岗区也表现出

良好的生长特性
,

并 已于 1 9 9 4 年挂果
;
澳洲坚果

、

橄榄在崩岗区均能正常生长
,

坚果 已于 1 9 9 6

年开花结果
;
本所试验区沙 田袖生长 良好

,

山黄皮因受冻害枯死
,

于 1 9 9 5 年改植柿树
,

柿树生

长较好
,

预计沙田袖
、

柿树后期生长速度将加快
,

并进入生产期
。

由表 2 可以看出
,

1 9 9 2一 1 9 9 3 年撒播的豆科灌草
,

按水平梯地设置种植带
,

年均生产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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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3
.

12 一 9
.

6 3t/ (h m
’ · a )( 地上部分 )

,

覆盖度增大
,

植被结构层次多
,

有效地缓解降水动能
、

减

少侵蚀
。

1 9 9 4 年起
,

灌木植物覆盖较大
、

未再撒播草类
。

每年秋季砍伐地上部分还土压青一次
,

以保证雨季的植被覆盖
。

3
.

2 径流及侵蚀 t

由表 3 可 知
,

生态恢复

后
,

崩岗区地表径流量

明显减少
、

径流系数变

小
,

由 治 理 前 一9 9 0 一

1 9 9 1 年的 0
.

1 0一 0
.

6 4
、

治 理 初 理 1 9 9 3 年 的

0
.

02
,
一 0

.

93 下降到 治

理后 的 0
.

0 0一 0
.

5 1
,

即

使在连续降雨
、

雨 量较

大情 况下
,

径流系数仍

比治理前和治理初期要

小得多
,

如 1 9 9 3 年 5 月

3 日降雨 量 2 7
.

7 m m
,

表 2 试验区灌草植物生产 l 及班盖状况

地点 区号
覆盖度

( % )
主 要 种 类

年均生产量
t
(/ hm Z , a )

鲜重 干重

OJ几bùhn“.a月ho力O4ō卜丹J11OnOQùù洲
..

……
n舀11111111CJ1.111

9CJ勺自4,一00一亡J4ōh八6.OJ性.0
,IQóUO0011

....

……
,10曰J性八J八舀吐打了,自亡口亡口I ( e k )

I

I

N

V

切

、 I

顶 ( e k )

I

4 5

7 0

5 5

5 0

5 5

6 0

7 0

5 0

4 5

4 5

5 5

原有野生种类

山毛豆
、

胡枝子
、

猪屎豆
、

木豆

木豆
、

胡枝子
、

山毛豆
、

猪屎豆

木豆
、

胡枝子
、

猪屎豆
、

山毛豆

山毛豆
、

胡枝子
、

猪屎豆

山毛豆
、

胡枝子
、

木 豆
、

猪屎豆

山毛豆
、

木豆
、

胡枝子

原有野生种类
山毛豆

、

木豆
、

胡 枝子
、

猪屎豆
、

住花草

山毛豆
、

木豆
、

胡 枝子
、

住花草
、

猪屎豆

山毛豆
、

木豆
、

胡 枝子
、

往花草
、

猪屎豆

山毛豆
、

木豆
、

胡枝子
、

柱花草

3
.

20 1
.

2 5

6
.

23 2
.

3 7

佳林广西植物研所究广西苍梧水保站

各小区径流系数为 0
.

“ 一 0
.

93
,

而 1 9 9 5 年 8 月 7 日至 8 日连续降雨
,

降雨量 为 l( 9
.

3 + 58
.

1)

m m
,

各小区径流系数 8 月 7 日为 0
.

02 一 0
.

0 5
、

8 月 8 日为 0
.

13 ~ 0
.

51
。

沉沙池产沙量也 由治

理前每次 5 2 3一 1 4 3 5 9 t / k m
, 、

治理初 3 3 7~ 2 3 1 8 t / k m
,

下降到 1 9 9 5 年几近为零
。

表 4 表 明
:

生态恢 复后
,

各小 区径流 削减 51
.

43 纬一 95
.

45 写
,

产 沙量 减 少 92
.

90 %一

”
.

32 %
。

由于地形及环境条件限制
,

各小区径流量本来就不接近
,

如 VI 小区处于坡面槽谷
,

产

流量一般较大
; 另外

,

I
、

vII 小区均采取工程措施形成梯地
,

灌草植被覆盖度提高
,

故而水土保

持效果也较明显
。

试验表明
,

4 年生油梨
、

坚果
、

橄榄等乔

木植物冠层一次最大截 留雨量达 7 ~ 10 m m
、

林下灌草层最大持水量 0
.

7 ~ 1
.

o m m
、

枯枝

落叶层一次降水最大蓄水量 0
.

g m m
,

在生态

恢复 后
,

降雨 10 ~ 15 m m 时 不形 成地 表径

流
,

随着乔木植物 的生长
、

郁闭度增大
,

林分

截留量还会增加
。

黄承标研究表明
:

广西各类

型植被枯 枝落叶层对一次降水最大蓄水深可

达 1
.

5 ~ 4
.

s m m
、

灌草层持水 0
.

s m m [ , 〕
,

各植

被 类 型 对 一 次 降 雨 截 留 率 为 10 % ~

2 0 %
。

.3[
` 〕

。

可以预见
,

侵蚀区生态恢复试验的

水土保持效果将愈加明显
。

表 3 崩岗区生态恢复前后径流及侵蚀 l

区号 年份 日降雨 ( m m /d) 径流 系数
一次产沙量

1 9 9 3

1 9 9 4

1 9 9 5

1 9 9 3

1 9 9 4

1 9 9 5

19 9 3

19 9 4

19 9 5

19 9 0

19 9 1

19 9 3

19 9 4

8
.

2~ 5 3
.

2

7
.

4~ 4 4
.

7

8
.

2~ 5 8
.

1

8
.

2~ 5 3
.

2

7
.

4~ 4 4
.

7

8
.

2 ~ 5 8
.

1

8
.

2 ~ 5 3
.

2

7
.

4 ~ 4 4
.

7

8
.

2 ~ 5 8
.

1

15
.

0 ~ 5 5
。

l

16
.

4 ~ 9 5
.

2

9
.

3 ~ 3 2
.

9

1 2
.

7 ~ 5 6
.

1

0
.

0 2 ~ 0
.

6 8

0
.

0 0 ~ 0
.

2 4

0
.

0 0 ~ 0
.

13

0
.

0 2 ~ 0 6 6

0
.

0 0 ~ 0
.

18

0 0 0 ~ 0
.

2 4

0
.

0 3 ~ 0
.

9 3

0
.

00 ~ 0
.

3 5

0 0 1~ 0
.

5 1

0
.

30 ~ 0 4 8

0
.

10 ~ 0
。

6 4

0
.

0 8~ 0
.

5 2

0
.

0 5~ 0
.

0 2

( t / k m Z )

3 3 7~ 6 0 6

0 ~ 6 8

极少

4 9 7~ 2 3 1 8

0 ~ 16 6

极少

4 3 7~ 2 18 3

0 ~ 1 57 2

极少

1 50 8~ 10 9 3 9

52 3~ 1 43 5 9

.3 3 土壤养分及水分

在山毛豆
、

木豆
、

胡枝子
、

柱花草
、

猪屎 豆种植带上采集的土壤 N
、

P
、

K 全量及有效量
、

有

机质
、

阳离子代换量 ( C E C )均 比对照 ( C K )区土壤大幅度提高
。

崩 岗试验区有机质提高 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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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写
,

全 N
、

P Z
O

S 、

K
Z
O 分别增加 7 % 一 12 3 %

,

速效 N
,

P
,

K 分别比 C K 增加 1 2 % ~ 9 0 0 %
,

C E C

提高 10 %一 30 写
;
桂北砂页岩红壤试验区有机质含量提高 4

.

94 % ~ 34
.

30 % (相当于增加 2
.

巧

一 1 7
.

o 6 t / h m
Z
)

,

N
、

P
、

K 全量分别提高 2
.

7 2 % 一 4 6
.

3 4 % (相当于分别增加 0
.

o 7 t 一 1
.

1 8 t /

h m
,

)
,

有效 N
、

P
、

K 含量提高 1 0
.

7 5 % ~ 5 00 %
,

C E C 提高 7
.

0 6 % 一 4 0
.

7 1% (表 5 )
。

表 4 本所试验区径流系数与含沙量

日 期 ( 写 )

(年 月 日 )

19 9 3 0 4 2 5

19 9 3 0 8 0 8

19 9 5 0 4 1 0

19 9 5 0 6 2 7

削减率 ( % )

雨量
( m m )

径 流 系 数

1 1 W V 协 、 1 气

含 沙 量

1 1 t W VV 切 、 1 诵

5 5
.

9

8 2
.

0

9 8
.

6

7 4
.

7

0
.

1 69 0
.

3 35 0
.

4 96 0
.

3 53 0
.

29 l 0
.

4 09 0
.

2 87 0
.

4 39

0
.

2 6 0
.

4 5 0
.

2 9 0
.

4 4 0
.

5 1 0 3 5 0
.

2 7 0
.

2 9

0
.

0 12 0
.

0 l 0 0
.

0 l 7 0
.

0 l 4 0
.

0O 4 0
.

0 l 0 0
.

0 02 0
.

003

0
.

1 1 0
.

10 0
.

0 6 0
.

0 2 0
.

0 6 0
.

1 7 ( )
。

0 3 0
.

10

5 7
.

69 7 7
.

7 8 79
.

3l 95
.

45 88
.

24 5l
.

43 8 8
.

8 9 65
.

5 2 92
.

90 97
.

O l 96
.

57 96
.

03 9 8
.

6 3 9 7
.

56 9 9
.

30 99
.

32

·

径流削减为 一9 9 5 年 ` 月 2 7 日与 19 9 3年 s 月 8 日比较 ; 含沙量为 19 9 5 年 4 月 1 0 日与 19 9 3 年 4 月 2 5 日比较
。

表 5 试验区生态恢复前后土壤养分含 l

地 种植带

点 类 型

有机质 全 N P ZO S K Z O 速效 N

p H 含量 增 加 含量 增 加 含量 增加 含量 增加 含量 增加

( g / k g ) ( g / k g ) ( g / k g ) ( g / k g ) ( m g / k g )

速效 P

含量 增加

速 效 K C E C

含量 增 加 含量 增 加

( m g / k g ) ( m g / k g ) ( e m o l / k g )

n乙UJJnùrJ,.人,人` .工勺̀内`

500知200200

2议366

的2321蛇.41010拥.0肪0275们主乳既

C K 5
.

7 0 2 0
.

8 9 3

胡枝子 6
.

0 0 2 3
.

5 14

猪屎豆 6
.

0 0 2 1
·

9 2 5

lLJ 毛豆 5
·

8 5 2 3
·

7 4 4

木 豆 5
.

9 0 2 8
.

0 6 0

1
。

0 6 6

1 2
.

5 4 1
.

1 4 5 7
.

4 1

峨
.

94 1
.

0 9 5 2 7 2

1 3
.

6 5 1 1 7 7 10
.

4 1

3 4
.

3 0 1
.

5 6 0 4 6
.

34

0
.

5 9 8

0
.

8 5 5

0
,

62 1

0
.

64 0

0
.

75 2

11 882

1 2
.

3 6 6

1 3
.

0 9 8

1 3
.

0 9 5

1 4
.

1 3 2

10
.

7 5

29
.

4 5

4 1
.

1 9

17
.

6 1

7 6 3 6 1

5 0 , 6 7 02 2 6
.

6 4

5 0 8
.

1 7 53 7
.

D右

1 0 0 9
.

0 4 6 1 1 8
.

4 6

1 5 0 1 0
.

7 85 8 4 0
.

7 1

ōhnR一0
、 .人,J电1.̀五éùéé5761

tt0ot痕痕卜L痕

脚10087此7412354“7510277
792720佣

C K

山毛豆

木 豆

胡枝子

柱花草

:: :

:
.

:

0
.

5 0 2

0
.

5 4 8

0
.

6 3 6

0
.

6 0 2

0
.

7 4 5

0
.

2 1 3

0 3 72

0
.

4 30

0
.

3 77

0 2 28

5
。

1 74

8
.

9 9 7

{ 1
.

5 4 0

7
.

9 46

8 0 76

1 0
.

0 5

1 1
。

1 3

1 3
.

0 1

1 4
。

1 9

1 1
.

8 2

8
.

8 7

2 8
.

3 8

1 7
.

14

1 6
.

5 5

9
.

4 6

痕 t

5 ) 4 0 0

10 0 1 0 > 9 0 0

10 0 5 ) 4 0 0

5 ) 4 0 0

加“加58
.600600590610

西广植物研究所西苍广梧县水保

五匕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_ _

`

增加值为各种植带 上土壤与 C K 相 比增加的相对值 ( % )
.

由于植被覆盖
,

土壤结构改善
,

容重由治理前 1
.

3 4 9 c/ m
,

降低为 1
.

1 9 9 / c m
’ ,

秋季土壤吸

湿水由 0
.

95 %上升至 1
.

08 %
。

旱季
,

未经治理的侵蚀地土壤板结坚硬
,

而试验区内植被覆盖下

的土壤则疏松
、

湿润
,

地温也较低
。

3
.

4 植物根系

乔木和豆科灌草植物生长 良好
,

灌草植物根系十分发达
,

山毛豆
、

木豆
、

胡枝子等灌木根系

水平伸展可达 94 一 16 5 o m
、

垂直分布 26 一 76 c m
,

猪屎豆
、

柱花草等根系水平伸展可达 1 3 0 0 m
、

垂直根深 65 c m
,

这些豆科灌草植物根系密布根瘤
、

每 1c0 m 须根 上根瘤数 目 12 一 80 个
〔 5〕

,

对于

土壤肥力的增加起着 良好的作 用
。

植物根系有穿插
、

缠绕和盘结土体功能
,

使土壤结构改善
,

渗

透性能增强
,

有效地阻滞降水
、

减少侵蚀
。

4 讨 论

4
.

1 水土流失区生态恢复效益评估

桂东南花岗岩崩岗区和桂北砂页岩红壤侵蚀区的生态恢复试验表明
:

通过人为活动的积

极干扰
,

在辅 以一定工程措施前提下
,

采用复合农林模式
,

3一 5 年植被覆盖度 可以大幅度提

高
,

植被得以恢复重建
,

生态系统功能增强
,

地表径流削减达 70 %以上
、

泥沙产量削减 90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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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土壤养分明显增加
、

结构改善
。

试验区种植的山黄皮
、

油梨
、

澳洲坚果已陆续进入生产期
,

柿树
、

橄榄
、

沙田袖也将于今后

几年投产
,

预计治理第 8 年直接经济效益可达 6 0 00 一 8 几00 元 / h( m
, · “ )

,

进入盛产期后将大

幅度增加可达 1 2 0 0 0 元 / ( h m
Z · a )

。

试验区内种植的豆科灌草植物中
,

山毛豆
、

木豆
、

胡枝子的枝干都是良好的薪柴
,

三者枝干

平均产量可达 2
.

5 0一 2
.

7 o t / ( h m
, · a ) (折合干重 0

.

9 5一 1
.

o s t / ( h m
, · a ) ;

胡枝子嫩枝叶
、

柱花

草全株是优良饲料
;
猪屎豆全株及山毛豆

、

木豆
、

胡枝子的枝叶还土压青
,

相当于试验区果树每

株增施农家肥 3 k0 g a/ 以上 ;
木豆种实含较多矿物质

,

蛋白质含量 28 %
,

脂肪
、

维生素 A 和维生

素 C 的含量分别是普通大豆的 10 倍
、

5 倍和 3倍
,

成为极好的补充食 品
,

亦是优质饲料
。

试验

区内枯落物厚 度 1
.

0 一 4
.

oc m
,

重量可达 6 t h/ m
Z ;
灌草植物 使土壤 N

,

P
,

K 总量增加 9 4 k g /

( h m
Z · a )以上

,

提供三料 4
.

9 0一 5
.

6 o t / ( h m
Z · a )

,

其直接效益可达 3 5 0 0 元 / ( h m
Z · a )以上

。

水平梯地与乔灌藤草结合
、

果农草混作的水土流失治理模式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效益
,

所采用的技术措施和植物材料投资少
、

见效快
,

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推广效果
。

4
.

2 生态恢复的途径与模式

传统的水土保持林体系建设过于偏重生态效益而忽略 了经济效益
,

而当前一些地区在侵

蚀区内以全垦整地营造纯林的方式开发种植各类经济林木
,

建立水保林的同时又造成水土二

次流失
,

加剧了生境恶化
,

这些模式都不利于侵蚀 区生态的尽快恢复
。

根据多层结构天然植被 良好的生态作用和国内外试验研究的结果
,

本研究提 出在植物措

施配置上既注重生态作用又注重经济效益的水土保持模式
,

使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应用与植物

资源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
,

建立合理高效的时空布局
,

组建 良好的人工生态系统
。

以经济价

值高的乔木层植物与生态作用 明显兼具一定经济价值的灌草层植物为材料组建水土保持林
,

并根据生态学 的原理
,

实行水保林动态调控管理
,

适应群落演替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

保证侵

蚀区生态重建过程 中产生最大的生态经济效益
。

本研究得到广西壮族 自治 区水保 办
、

苍梧县水电局大 力 支持
,

李树振
、

谢义林
、

罗志鹏
、

蒋

有保
、

林敏等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

在此一并致谢 ! (参考文献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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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专利成果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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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自动万向集沙仪
由 中国科学院

、

水利部水 土保持研 究所 查轩副研究 员研制的一种 自动万 向集沙仪
,

获国家专利
,

专 利号
:

9 5 2 4 5 5 9 2
.

7

该仅器解决 了风沙收集过程中采集器随风向变化 而 自动跟踪 收集的关健 问题
,

它不贡配任何 动力装王

而 自动全方位未集风沙
,

并可 同时进行不同空问高度 的未集 工作
.

该仅器具有体积小
、

重童轻
、

收集完全
、

浏

1 准确
、

操作简单
、

安装使 用方便等特点
,

适应于 土攘风性
、

风沙移动
、

土地 沙化及 荒漠化等研 究中风沙移动童

的歼外定位及流动监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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