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艹律草的水土保持效益研究

杨开宝 , 李景林 , 张国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资环学院 ,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3 a定位试验研究表明 ,艹律草群落不仅是一种优良的牧草资源 ,也是保土固土能力特别强的水土保

持草本植物 ,是绿化荒山、荒坡、荒沟 ,改善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一种理想草被 ;播种当年地面覆盖度可达

80% ,第 2 a可达 90%以上 ;综合分析计算结果表明 ,与天然草被相比 ,艹律草配置简易水保工程措施的蓄水

效益为 46% ,减沙效益为 7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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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cy of Humulus Scandens 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YAN G Kai-bao, LI Jing -lin, ZHAN G Guo-y un

(the College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of Northwest Sci -tech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 Yangling 712100, Shaanx i Province , China )

Abstract: Loca ted experiment in 3 yea rs indicates tha t Humulus scandens i s not only a kind of g ood forage

g rass resources, but also a soil and w ater co nserva tion herb w hich has st rong capaci ty to fix a nd pro tect soi l.

It is a kind of ideal g rass vegetatio n to af fo rest ba rren m ountain, slo p a nd gully , to im prov e ecolog ical env i-

ro nm ent of the loess plateau. The cov erage could be 80% within the seeding year and mo re than 90% the

nex t year. The result wi th synthetical calcula tio n and analyzing indicates tha t the wa ter co nserving efficiency

o f Humulus scandens co mbined wi th simply soil and w ater co nserva tion physical measures is 46% , and the

sand reducing efficiency is 75.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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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艹律草 ( Humulus scandens )为桑科 1 a生草本植

物 ,葡匐茎多茸毛及小刺 ,其腋芽非常发达 ,每茎节处

可产生不定根 ,枝蔓具有很强的攀缘和缠绕能力。天

然植被多见于水渠边、道路边或新破土表 ,是一种适

应性极强的天然杂草。 其抗旱能力极强 ,稍有水分即

可发芽出苗并迅速生长 ,单株茎蔓最长可达 10 m ,可

全方位生长并迅速覆盖地表。其根系也非常发达 ,单

株根系可达 15 m ,羊畜喜食。 因此 ,艹律草群落不仅是

一种优良的牧草资源 ,也是保土固土能力特别强的水

土保持草本植物 ,是绿化荒山荒坡荒沟 ,改善黄土高

原生态环境的一种理想草被 ,也是乔灌草立体配置中

首选的草本植物 ,特别是荒山荒坡治理前期 ,乔灌植

被尚未形成一定覆盖度时 ,艹律草可迅速覆盖裸露地

表 ,防止土壤侵蚀 ,为乔灌木人工群落的创建和迅速

恢复创造一个良好的土壤植被环境条件。为进一步说

明艹律草固土保水 ,蓄水拦沙作用 ,我们于 1999— 2001

年开展了艹律草的水土保持效益试验研究 ,以便为其大

面积用于荒山荒坡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选用艹律草和紫花苜蓿为材料 ,均以天然荒坡草地

作对照。采用简易径流小区对比试验法进行。所选小

区有 23°, 25°这 2种类型 ,各设 3个重复 ,面积为 100

m
2 (水平投影 ) ,宽 5 m ,长根据地面坡度计算而定。
艹律草采用隔坡带 (水平阶 )整地措施 ,阶面宽 30 cm ,

带距 3 m ,艹律草穴播于阶面外部 ,穴距为 50 cm。 苜蓿

采取等高条播 ,无工程措施 ,行距为 100 cm。 天然草

被为休闲农耕地上自然生长的草本植被。

　　试验时间为 1999— 2001年 ,播种时间为 1999年

4月中旬 ,试验地点分 2处 ,米脂县泉家沟 ( 1999—

2000年 )和淳化县郑家沟 ( 2000— 2001年 ) ,为了确保

出苗 ,播种时采用座水点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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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雨量筒定时观测试验所在区域降雨量 ;每次暴

雨后及时测定小区产生的地表径流量及泥沙量 ,泥沙

量的测定采用置换法 ;每次暴雨后观测小区内地表侵

蚀沟状况及植被拦蓄泥沙状况 ;每年 8月上旬测定每

种处理的植被覆盖度 ,测定方法为随机样法。

2　结果与分析

2. 1　降雨径流及泥沙测定结果与分析

米脂县试验点 1999年 7— 8月产生 2次径流 ,其

中 1次降雨强度比较大 , 62m m /h, 2000年 7— 8月产

生 2次径流 ,共 4次。 经测定 , 4次暴雨总量为 177. 3

m m。从径流总量测定结果来看 ,天然草被小区产流

量最多 ,紫花苜蓿次之 ,艹律草小区最少。淳化县试验点

2000年 8月份产生 2次径流 , 2001年无径流。经测

定 , 2次暴雨的总雨量为 58. 8 mm。 径流量测定结果

表明 ,紫花苜蓿小区径流总量比艹律草高 1倍 ,但比天

然草被小区低 27. 1% 。艹律草小区径流总量仅为天然

草被对照小区的 37% 。这 2地试验结果综合表明 ,陡

坡地艹律草具有较强的拦蓄降雨的能力 ,平均径流量比

对照 (天然草被 )减少 46% ,较紫花苜蓿减少 35% 。泥

沙量监测结果表明 ,米脂县试验点艹律草的泥沙总量与

紫花苜蓿很接近 ,但远低于对照天然草被 ,其泥沙总

量仅为对照的 26% ,淳化试验点观测结果也有同样

的趋势 (表 1, 2)。

表 1　降雨、径流测定结果

地　点
产流

次数

产流总雨

量 /mm
植被措施

小区径流总量 /m3

Ⅰ ( 23°) Ⅱ ( 25°) 平　均

测 定 期

径流状况

米脂县 4 177. 3

艹
律　草　

紫花苜蓿

天然草被

0. 311 0. 289 0. 300

0. 401 0. 443 0. 422

0. 473 0. 501 0. 487

1999年 2次径流 ,

2000年 2次径流。

淳化县 2 58. 8

艹
律　草　

紫花苜蓿

天然草被

0. 056 0. 103 0. 080

0. 117 0. 202 0. 160

0. 197 0. 238 0. 218

2000年 2次径流 ,

2001年无径流。

表 2　径流小区泥沙量测定结果

地　点 植被措施
小区径流总量 /m3

Ⅰ ( 23°) Ⅱ ( 25°) 平均

含沙量 /

( kg· m- 3 )

米脂县

艹律　草　 43. 0 50. 3 46. 7 155. 7

紫花苜蓿 65. 8 95. 4 80. 6 191. 0

天然草被 155. 7 201. 0 178. 4 366. 3

淳化县

艹
律　草　 10. 2 11. 7 11. 0 135. 7

紫花苜蓿 23. 0 28. 1 25. 6 160. 0

天然草被 46. 6 53. 7 50. 2 230. 3

　　综合分析计算结果表明 ,与天然草被相比 ,艹律草

配置简易水保工程措施的蓄水效益为 46% ,减沙效

益为 75. 9% 。米脂县试验点属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一

副区 ,土壤为黄绵土 ,易碎易分解 ,通透性好 ,颗粒细 ,

容易受暴雨冲刷 ,所以径流泥沙含量也比较高 ,艹律草

地平均含沙量为 155. 7 kg /m
3 ,这还与暴雨特征有

关。淳化试验点属渭北黄土高原残塬沟壑区 ,土壤主

要为黄绵土与垆土 ,本试验点土壤为垆土 ,土壤团聚

状况好于黄绵土 ,不易分解破碎 ,颗粒较大 ,土壤含水

量也高 ,所以径流泥沙含量比较低。 艹律草地平均含沙

量为 137. 5kg /m3 ,但 2地试验结果 ,径流含沙量均比

对照天然植被低的多 ,其平均含沙量为 145. 7 kg /

m
3 ,较对照减少 51. 2% 。

2. 2　地表冲刷状况

每次暴雨后对小区内地表的冲刷及淤积状况进

行观察。 根据实地观察发现 ,艹律草枝蔓具有极强的分

枝潜力 ,特别是到了雨季 ,如遇一场透墒雨 ,枝蔓全方

位快速伸长 ,短期 (甚至数天 )内即可迅速覆盖地表 ,

为土壤表面盖上了一层厚厚的地毯式保护层 ,直接阻

挡或削弱了来自雨滴的溅蚀作用 ,有效地保护了地

面。 由于采取了简易工程整地措施 ,等高隔坡带切断

了坡面 ,加之艹律草有效的覆盖层 ,使地面难以形成大

的地表径流 ,因而也不会出现明显的坡面侵蚀沟。相

反 ,在水平种草阶面出现积水痕迹。积水逐渐下渗增

加土壤含水量 ,促进根系的生长发育 ,为艹律草的生长

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土壤水分环境。等高条播苜蓿 ,在

播种当年由于根系较浅 ,地上部分生长缓慢 ,不能迅

速形成植被保护层 ,所以暴雨后 2播种行间的裸露地

表出现明显的雨滴溅蚀痕迹和侵蚀沟。但由于是等高

条播 ,苜蓿植株沿等高线形成一个具有过滤功能的生

物篱 ,能有效地阻挡泥沙的通过 ,使土壤颗粒在这里

沉降淤积 ,因此 ,在苜蓿根部有少量泥沙淤积 ,这样不

仅减少了径流泥沙的流失 ,而且苜蓿根部淤泥为植株

生长带来了充分的营养物质 ,也能使植株的根系更扎

实更稳固 ,为苜蓿的生长发育创造了极好的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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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自然草被小区由于是休闲农耕地 ,地表经过人为

扰动 ,表面疏松 ,植被稀且分布不均匀 ,暴雨后不仅有

明显雨滴激溅的痕迹 ,而且在两杂草中间开始出现侵

蚀沟 ,侵蚀沟走向为绕过植物顺坡而下 ,越往下沟越

深。据米脂试验点观测 ,自然草被坡面出现 5. 7 m长

的侵蚀细沟 ,沟宽 3～ 8 cm ,深 2～ 5 cm ,因而总径流

量和泥沙总量都较艹律草和苜蓿高的多。

2. 3　植被盖度情况

每年 8月上旬测定各个处理的植被盖度情况。测

定方法采用样方法 ,结果如表 3。

盖度测定时间选在 8月上旬是因为此时地上部

分生长最茂盛 ,防护作用最强 ,几种措施可比性好。结

果分析认为 ,紫花苜蓿由于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播种

当年生长量小 ,地上部分的生物量也少 ,因而盖度也

小 ,经过当年秋天刈割后 ,第 2 a春天返青早、生长也

快 ,于 8月上旬盖度才可达 70%以上。 而艹律草是 1 a

生草本植物 ,当年播种当年收获 ,第 2 a主要靠自然

落籽出苗 ,出苗后生长快 ,适应性强 ,因而其播种当年

即可达到良好的地面覆盖 ,一般可达 80%以上第 2 a

由于自然落籽出苗 ,相当于增加了播种密度 ,因此地

面覆盖状况会更好 ,一般盖度可达 90%以上 ,第 3 a

其盖度还会增加。 而天然草被是靠自然出苗生长 ,草

种杂 ,出苗不整齐 ,地面分布无规律 ,在 1～ 2 a内不

会形成良好的地面植被 ,平均盖度一般小于 50% ,如

果当年雨水充沛且分布较均匀 ,则其盖度也可达

60%左右 ,但不会超过人工植被。

表 3　几种处理植被盖度测定结果 %

植　被
米　　脂

1999 2000 平均

淳　　化

1999 2000 平均

艹
律　草　 78. 40 93. 10 85. 75 88. 60 92. 90 90. 75

紫花苜蓿 62. 30 70. 70 66. 50 50. 10 71. 40 60. 75

天然草被 47. 20 49. 00 48. 10 49. 60 56. 30 52. 95

3　结论与建议

研究表明 ,艹律草不仅是一种适应性强、生长迅速

的水土保持先锋草本植物 ,可作为荒坡治理前期植被

尚未恢复或乔灌木未有一定郁闭度时的先行群落。它

的作用机理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 1) 迅速覆盖地面 ,

盖度逐年增加 ; ( 2)保护地面不受冲刷 ; ( 3)蓄水拦

沙 ,保持水土。

综上所述 ,艹律草+ 简易水保工程措施作为荒山荒

坡前期快速治理的一种有效模式 ,可在黄土高原丘陵

沟壑区全面推广 ,其蓄水效益可达 40%以上 ,减沙效

益可达 70%以上。 艹律草是黄土高原地区实行退耕还

林 (草 )、绿化荒山、恢复植被、改善生态环境的一种优

势先行草种。但是 ,在乔灌经济、生态林开始受益后林

间应培育什么样的草被尚需进一步探讨。

(上接第 25页 )

4　结　论

综上所述 ,退耕还林是大势所趋 ,但要达到较好

的水土保持和生态效益 ,必须有经济效益作保证 ,而

依靠国家补贴或从林业种植上获得这种经济效益 ,会

严重影响退耕还林的初衷 ,同时也会使这种措施无法

长期保持下去。要想使三者达到最大值 ,必须要合理

地均衡 ,遵循自然生长规律 ,使林业种植多样化 ,针叶

林与阔叶林并存 ,乔木与草本植被共生 ,以草本植物

的经济产值保证林业长期茂盛。加强水土保持和生态

学的相关研究 ,使退耕还林更加科学、合理。同时适当

延长国家粮钱补助政策的年限。 对还生态林的补助

15～ 20 a,还经济林的补助 10～ 15 a,到期后按照森林

分类经营原则和森林法的规定 ,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

偿制度。把现有退耕还林活动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相

结合 ,与林种、树种结构调整相结合 ,与农民脱贫致富

奔小康相结合 ,积极探索林草、林竹纸、林业与旅游等

结合的退耕还林模式 ,解决国家补助停止后 ,退耕还

林成果巩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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