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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植被的有效盖度、临界盖度和潜势盖度

郭忠 升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 陕西 杨陵 712100)

摘　要: 植被能有效地控制水土流失 ,被公认为水土保持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 ,因此水土流失区植被的恢复和

建造成为水土保持工作的重心之一。 植被盖度是衡量植被群落保持水土功能大小的一个重要质量指标 ,潜势盖

度、有效盖度和临界盖度是植物群落发育过程中的 3个重要阶段。该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这 3个盖度的含义和

确定方法 ,并指出微观上的植被建设应设法使的建植被群落达到有效盖度 (下限 )和临界盖度 (上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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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Critical and Potential Coverage of Vegetation Community

for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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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controlling soil and w ater loss effectively , v egetation const ruction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ef fectiv e and fundamental methods. The coverage of communi ty is an indicator of 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vegetation communi ty for controlling soil and w ater loss. Effectiv e coverage, critical coverage and potential

coverage are three stag es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v egetation community. The concept and determining

methods of “ three coverage” are expounded in detai l. It is thought that the coverage of a v egetation community

should reach the effective coverage ( low er limit ) or cri tical coverage ( upper limit ) in the construction of vegetation

in the soil and w ater los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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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度是反映植物群落覆盖茂密程度的一个重要

量化指标 ,植被控制水土流失功能大小与植物群落类

型、群落结构、地被物厚度等关系密切 ,因此在恢复和

建造植被时 ,提高林草植被的质量成为植被建设的一

个重要内容。由于盖度是植物群落覆盖地表程度的一

个综合量化指标 ,易于观测并与土壤流失量关系密

切 ,因此有关植物群落盖度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

关注 ,临界盖度、有效盖度概念相继问世 ,这对于确定

水土保持有效植被标准 ,指导水土流失区林草植被建

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1　潜势盖度、临界盖度和有效盖度

1. 1　三者的区别

盖度是指植物群落中各种植物的相对投影面积 ,

它可用来反映各群落成员种的数量及其在群落中的

地位和作用 ,也可用来反映植物群落冠层覆盖地表的

程度 ,一般用百分制或十分制表示 ,林业上常用郁闭

度表示 [ 1]。

潜势盖度是指在自然条件下 ,位于某一立地条件

的植物群落 ,其覆盖地表的最大程度。 它既可反映植

物群落的最大生产力、地上部分生物现存量 ,也可反

映该群落保持水土的程度。潜势盖度随着立地条件的

变化而变化 ,同时对某一确定地立地条件而言 ,植物

群落类型不同 ,潜势盖度不同。这里所指的植被恢复

潜势是指某一立地条件下盖度最大的某一植物群落

类型盖度。在森林地带 ,除基岩裸露、水面、特殊用地

而外 ,最大潜势盖度可达 100% 。对于黄土高原干旱 ,

半干旱地区的草原、荒漠、沼泽、沙生植被和森林草原

地带而言 ,其潜势盖度一般小于 100% 。据报道: 在陕

西榆林红石峡沙地水分条件下 ,其潜势盖度可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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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2 ]。黄土高原所有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降水条

件都要比沙丘地好得多 ,因而其植被盖度在无人类破

坏时比沙丘地也要高一些 ,可达到 80%以上
[3 ]
。

　　临界盖度是指植被群落的水土保持作用达到最

大或极限时的群落盖度。 植被能有效地控制水土流

失 ,但它无法消灭水土流失现象。当植被盖度达到临

界盖度时 ,此时的土壤流失量 (即自然侵蚀量 )非常轻

微 ,远远小于允许土壤流失量。 当群落盖度大于临界

盖度时 ,植被保持水土功能几乎不随盖度的增加而增

强。临界盖度的确定可根据盖度与土壤流失量或侵蚀

模数的定量关系式或根据盖度与土壤流失量的实测

结果来确定。如根据侯喜禄在安塞的径流小区观测结

果:当盖度大于 75%时 ,林地土壤流失轻微并趋于稳

定 ,因此其临界盖度大于或等于 75% ;根据张华蒿试

验结果 ,盖度增加到 60%以上时 ,土壤侵蚀明显减

少 ;盖度为 90%以上时 ,土壤流失就基本停止 ,其临

界盖度约为 90%。

植被群落有效覆盖度是指林草地土壤流失量达

到允许流失量时的盖度 (张光辉 , 1996)。这是因为水

土保持的核心任务是防止土壤侵蚀。当林草地土壤流

失量等于允许流失量时 ,土壤的流失就不会破坏林草

地土地生产潜力 ,有利于植物群落的长期稳定和植被

保持水土功能的持续稳定发挥。其值的确定涉及到盖

度与土壤流失量的量化关系数学模型及林草地允许

土壤侵蚀量。根据 R. D. Lang的报道在 Gininderra地

区过度放牧的苜蓿草地上 ,土壤流失速率在地表覆盖

度为 50%以下的地方比土壤形成速率大得多 ,而在

地表覆盖度为 75%以上的地方土壤流失速率比土壤

形成速率要小 ,因此有效覆盖度界于 50%～ 70%之

间。根据罗伟祥等在陕西永寿县的研究结果 ,该地区

植被有效覆盖度大于 35. 3%。

1. 2　三者之间的联系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潜势盖度 ,有效覆盖度和临

界盖度三者含义不同 ,它们之间有着质的差别 ,但是

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 ( 1) 三者确定的基础均为植被

盖度 ,用百分数或十分制表示 ,常用调查方法为样方

法。森林的样地面积一般不能小于 100mm
2 ,有时须

达 2 500～ 10 000m2 ,灌木样地不能小于 20 m2 ,有时

须大一些 ,草本样地不能小于 1～ 4m
2
。但是临界盖度

除调查群落盖度外 ,还须调查群落下土壤流失量 ;有

效盖度除调查不同盖度下土壤流失量外 ,还须确定群

落下的允许土壤流失量 ; ( 2)潜势盖度既可能大于临

界盖度和有效盖度 ,如半湿润和湿润地区的森林草原

地带或森林地带 ,该地区植被潜势盖度有可能恢复到

80%及其以外 ;潜势盖度也可能小于有效盖度和临界

盖度 ,如典型草原、荒漠、沙生植被等 ,其潜势盖度一

般较低 (除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微地域 ) ; ( 3)临界盖

度一般大于有效盖度 ,这是因为盖度与侵蚀模数 (或

土壤流失量 )一般为负相关关系 ,林草地自然侵蚀量

小于允许土壤流失量之缘故。

潜势盖度、临界盖度和有效盖度三者含义虽然不

同 ,但它们均可用来指导水土流失区植被恢复和培育

工作。潜势盖度反映了充分利用当地自然潜力进行植

被建设 ,但是依据潜势盖度所恢复和培育的植被是否

达到有效植被盖度的标准 ,这要视当地的自然条件和

植被类型而定。对于潜势盖度小于有效盖度的地区在

进行植被建设时 ,应辅之以工程措施 ,以提高植被建

造标准。 若以有效盖度作为植被群落建造标准 ,其出

发点为维持林草地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土地生产潜力。

达到该标准时 ,不仅所建植物群落能有效地控制水土

流失 ,而且所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相对较少。若依临

界盖度作为植被建造标准 ,可使植被保持水土功能达

到极限 ,此时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均较大。

2　实例分析

潜势盖度的确定一般采用固定样方 ,即通过长期

定位观测来确定不同地区、不同立地条件下的植被群

落的潜势盖度。而临界盖度与有效盖度既可采用随机

样方调查法调查不同盖度与土壤流失量的对应关系 ;

也可采用径流小区研究法。现以侯喜禄在黄土高原丘

陵沟壑区 (安塞 )实测结果为
[4 ]
为例说明临界盖度与

有效度的确定方法 (见图 1)。

图 1　盖度与侵蚀模数关系曲线

令 Y = 1. 8134X
2
- 275. 92X + 10522 = 350

则　X = 63%

即植物群落有效覆盖度为 63%。 另外从方程可

计算出: 当盖度为 80%时 ,植被保持水土效益达最大

值 ,即临界盖度为 80% 。这个结论可以从 1994年的

61第 2期　　　　　　　　　　　　　郭忠升: 水土保持植被的有效盖度、临界盖度和潜势盖度　　　　　　　　



实测结果得到验证 ,该年降雨量为 529 mm ,小于

1989年 (平水年 )的 543. 4mm ,且无大暴雨发生。从

表 1可以看出 ,在不发生大暴雨情况下 , 56. 5%的盖

度亦属有效盖度。
表 1　植被盖度与年径流量、侵蚀量

植被类型 林龄 盖度
径流量 /

( m3· m- 2 )

侵蚀量 /

( t· km- 2 )
评价

刺槐林 20 95 0 0

沙棘林 9 92 0 0

沙棘×油松 9 90. 5 90. 08 160. 81

沙棘×小叶杨 9 95 97. 75 107. 25

临
界
盖
度

沙棘林 2 56. 5 112. 31 218. 38

沙棘×油松 9 90. 5 0 0

沙棘×小叶杨 9 95 0 0

有
效
盖
度

荒坡 28. 0 134. 9 527. 26

油松 2 10. 5 122. 0 1523. 02

无
效
植
被

3　小　结

盖度是衡量植物群落保持水土功能大小的一个

重要指标 ,它可做为植被建设中群落质量的微观控制

标准 ,但并不唯一。这是由于植被冠层下还有死被物

枯枝落叶层 ,其水土保持作用并不亚于活被物 ,而且

盖度实际测定时容易产生偏差 ,从而导致盖度相同 ,

水土保持作用相差较大的现象 ;潜势盖度、有效盖度

和临界盖度均可作为植被建设的微观控制标准 ,但它

们之间含义不同 ,出发点也不同。 作者认为在植被建

设初期 ,应以有效盖度作为群落质量控制标准 ;对潜

势盖度小于有效盖度的地区 ,水土保持工作不仅限于

提高植被盖度 ,还应采用汇集雨水工程 ,即辅之工程

措施 ,提高植被建造标准 ;在人力、物力和财力允许情

况下 ,应设法使所建造和恢复植被达到临界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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