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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地区不 同类型植物生产力及生态适应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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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调查陕北地 区不同地域作物 谷子
、

人工草灌 首蓓与柠条 和天然草地 退耕地 的生产力
,

土

壤水分及耕层养分的基础上
,

对 比研究了不同类型植物生产力的差异
,

并分析了引起差异 的原因及限制生

产力提高的因素
。

结果表明
,

作物地 谷子 生产力 占据明显优势
,

但稳定性较差 人工草灌 首箱与柠条 及

天然草地的生产力较谷子低 天然草地群落的生产力
、

稳定性
、

物种丰度指数和土壤养分含量均较优越
。

指

出除水分不足是限制不同植物生产力发挥的主要 因素外
,

土壤养分含量低和缺乏管理也是限制植物生产

力提高的重要 因素
。

同时指出
,

为达到正确评价不同类型植物的生产力和长期适应性
,

为该地 区大范围植

被建设提供依据和参考
,

应设立定位或半定位研究点进行长期测定与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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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黄土高原位于黄土高原 中部
,

地理位置为 错带的一部分
,

在 中国生态系统生产力分区中属于中
‘

一
‘ , , ‘

一 一 , ,

范 围包括 陕西 下等生产力地区〔二,

低生产力一直是困扰该地区农牧

省 榆林 和 延 安 地 区 的 个 县 市
,

总 土 地 面 积 约 业发展的主要因子
。

由于生态交错区的脆弱性及特殊
, ,

占陕西全省土地面积的
。

该地 区 性
,

生态环境的综合整治与产业结构的合理配置就显

植被覆盖度低
,

水土流失强烈
,

土地沙化与荒漠化严 得尤为重要
。

重
,

土地利用 比例失调
,

脆弱的生态环境阻滞 了经济 通过对该 区不 同立地条件下不 同类型植物生产

的快速发展
一

〕。

同时
,

陕北地区为我国北方农牧交 力和土壤水分
、

土壤耕层养分状况调查并进行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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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不 同类型植物在该地区不 同区域条件下 的生态

适应性
,

分析各类型植物在该区域的生产特点及存在

的问题
,

可 以为该区生态环境建设中植物合理布局和

农业结构调整提供依据和参考
。

各调查区的 自然及社会经济状况

陕北地区属干旱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
,

区 内多

年平均年降雨量 一
,

自南 向北递减
,

北部

地 区 年 降雨量在 以 下
,

榆林 以北 更 是低 于
,

降雨量低且年季分配不均
,

降雨主要集 中在

夏季并多以暴雨形式出现
。

其中黄土丘陵沟壑区是该

地 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

区 内黄绵土分布广
,

厚

度大
,

结构松散
,

地面缺少植被保护
,

受雨季集 中且多

暴雨 的影响
,

水蚀强烈
,

形成一 系列梁奔
、

沟壑
、

川道

等地貌类型
。

延安地区位 于黄土丘陵区腹地
,

属于典

型丘陵沟壑区
,

年平均 日照时数为 一
,

年

均降水量在 之间
,

年平均气温 为

一 之间
,

无霜期 为 一 左右
。

土

地总面积约
,

常驻人 口 为 人
,

其

中农 业人 口 为 人
,

人 口 密度约 为 人
“ 。

绥德县地貌属 弗状丘陵沟壑区
,

地理位置介于

延安与榆林二地区之间
,

土地总面积约
,

总

人 口 为 只 人
,

农业人 口 为 火 弓 ,

人 口 密

度 人
“ 。

榆林地 区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
,

地貌

以长城为界
,

北部为风 沙草滩 区
,

占全 区土地总面积

的 南部为黄土丘陵沟壑 区
,

占全 区 土地总面积

的
。

年平均降水量为
,

平均气温
,

无霜期 一
。

总人 口
,

汉

人
,

其 中农业人 口 只 人
,

总土地面积
“ ,

人 口 密度约 人 ’
。

调查项 目与方法

为准确反 映陕北地 区不 同区域条件下各类型植

物 植被 的生产力状况
,

调查 于 年植物生长盛

期的 月 日至 月 日期间进行
,

主要调查 目的

包括 不 同地 区 天然草地植物群落组成
,

结构及

其相异性 同一地 区 内天然草地 退耕地
、

人工

草地
、

人工灌木林和农 田 生物量与土壤水分的关系

各地 区不 同土地利用方式间土壤水分耕层养分

与生物量差异
。

调查从南向北选择在典型的治理流域

内进行
,

各流域顺序分别为延安 燕儿沟流域 一 安

塞高桥 朱塌 流域 一 绥德‘水保局试验站 一 榆

林 古长城南北的黄土 区与风沙区
。

按植被类型选取

天 然草地 退耕地
、

人工草地一首蓓
、

人工灌木林一

柠条和农 田一谷子为调查对象
。

用便携式 和罗

盘仪调查各样地地理位置
、

坡度和坡向
。

在各类型植

物样地 内随机选取 一 个样方 只 或 义

调查植被组成
、

结构
,

记录高度
、

盖度
、

多度和生物

量 鲜重与干重
。

在每调查样方 内用土钻按

每隔 取土一次
,

每隔 取

土 一次测 定 土壤 水分
,

同时按 形取样法 钻 在

各 调查样地 内采集 一 耕层土样
,

常规方法测

定各土壤养分组分含量
。

草灌植物群落物种重要值用

盖度
、

高度
、

数量
、

多度和生物量的平均值计算
。

土壤

可利用水量 以 一 为植物可利用水分的下界
,

根据各类型 区水分特征曲线
,

求得相应的可利用含水

量 的下界
。

土壤 水分特征 曲线延安轻黄绵土为 夕

,

绥德轻 黄绵土为 夕 。一 ‘

门 只 ,

偷

林紧沙土 的为 夕二 ‘
。 ,

其 中 为土壤重量含

水量
, 、 土壤吸力日 表 一

表 延安燕儿沟流域各调查样地基本情况

样地号 地理位置 海拔高度 坡形 坡位 坡度
“

一万 不 两药而玄芬压
,

而而丽一 不 骊厂一 而菇硕不丁畜厂 一 飞了一

一
, , 一

’ , ,

沟谷妒榔

一
’ 尸

下
, , ,

, 沟谷坡 中部

一
, ‘

,
, ‘ ,‘

沟坡中部
‘ ,

它
,

工’ ,

一
沟谷 级梯 田

止匕一坐巡迎二旦理兰竺竺纽一二些
‘

一脚谷 级梯 田

注 土壤类型均为黄绵土 样地 地被物 苔醉
,

枯落物厚度 。 。 ,

主要是胡枝子的枯叶
。

表 高桥朱姗流域各调查样地基本情况

坡 向

“

“

、

土地利用情况

生柠条地

天 然草地
,

退耕

草木择地第
,

已 衰败

第 生柠条地

谷子地

谷子地

样地号 地理位置 海拔 高度 坡形 坡位 坡度
。

土地利用情况
。 ‘

坡向

‘

乍

乍
“ ‘ ,

,
‘ ,

下
, ‘

伙

梁赤坡下部

沟谷坡中部

沟坡 向上 级梯 田

天然草地
,

退耕 一

生首楷地

谷子地

注 土城类型均为黄绵土
,

均没有地被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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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缓德试验站各调查样地墓本情况

样地号 地理位置 海拔高度 坡形 坡位 坡度
。

坡向 土地利用情况

,

,’
, ‘

叹
‘

乍
, ‘ ,

皿 ,

,’
, ‘

的
,

乍
, ,

伙
‘

,’
, ‘

伙

注 土城类型均为黄绵土
,

均没有地被物
。

梁弗坡中上部

梁弗坡中部

梁弗坡上部

梁上水平阶地

级梯 田第 级
“

天然草地

水平沟间距
,

第 首偕地

水平沟间距
,

第 首稽地

第 首楷地

谷子地

表 愉林各调 查样地基本情况

样地号 地理位置 海拔高度 坡形 坡位 坡度
“

坡向 土地利用情况

,

乍
, ‘ ,

‘

乍
, ‘ ‘

, ,
它

, ’ ,

’

乍
, ‘

,’
‘

,’
, ‘

纲
‘ ,

佗
, , ,

梁坡中部

梁坡中部

固定沙丘迎风坡

固定沙丘背风坡

半固定沙丘背风坡

梁弗坡上部

生人工柠条林

天然草地

飞播治沙区

飞播治沙区

飞播治沙区

谷子地

注 风沙区为紧沙土
,

黄土 区为轻黄绵土
,

样地地表苔醉夜盖 样地地表 写苔醉
, 。环结皮

。

调查结果与分析

不同地区各样地群落特征和生物

延安 燕儿沟流域 延安燕儿沟 生柠条林

为柠条 箭叶胡枝子群落 其中柠条
、

元宝枫
、

刺

槐和沙打旺为人工种植
。

灌木下草本类植物组成为

箭叶胡枝子
、

二色胡枝子
、

达乌里胡枝子
、

铁杆篙
、

额

河千里光
、

黄篙
、

老颧草
、

狗尾草
、

委陵菜
、

刺槐
、

茵陈

篙
、

甘草
、

阿尔泰狗娃花
、

黄鹤菜
、

小花鬼针草
、

沙蓬
、

野豌豆
、

臭篙和苦芭
。

各主要种群落重要值分别为 柠

条
、

箭叶胡枝子
、

沙打旺 和元宝枫
。

总生物量鲜重为
,

其中柠条
、

箭 叶胡枝 子
、

沙打 旺 和 元 宝 枫 生 物 量 鲜 重 分 别 为
, ,

和
,

分别

占 写
, ,

和
。

第 生柠条林 为柠条 黄花篙群落
,

物种

组成为柠条
、

黄花篙
、

冰草与狗尾草
,

其中柠条与黄篙

重要 值分别 为 和
。

生 物 量 鲜 重 为
,

柠条和黄篙 的生 物量鲜
,

重 分别 为

和
,

分别 占整个柠条林生物量的
,

和
。

沟谷坡 中下部退耕草地 为达乌里胡枝子十

阴行草群落
,

其中达乌里胡枝子和阴行草的重要值分

别为 和
,

前者在群落中占绝对优势
。

其

物种组成主要为阿尔泰狗娃花
、

草木杯状黄茂
、

长芒

草
、

达乌里胡枝子
、

二裂委陵菜
、

黄花篙
、

箭叶胡枝子
、

框柳
、

黄鹤菜
、

老颧草
、

铁杆篙
、

细叶远志
、

野葱
、

阴行

草
、

茵陈篙
、

中华隐子草等
。

每
,
生物量鲜重为

,

建群种达乌里胡枝子和阴行草生物量鲜

重分别为 和
。

因草木择已衰

败
,

人工草木裤地 为黄花篙群落所代替
,

黄花篙

与草木挥的重要值分别为 和
。

其每

生物量鲜重为
,

高于退耕 的天

然草地
。

黄花篙和草木择 的生物量分别为鲜重

和
, 。

两块谷子调查样地分别为 级

梯 田
,

密度为 株 级 梯 田
,

密度 为

一 株
,

生 物量鲜 重分别 为 和
,

干重分别为 和
。

总体地上部分生产力鲜重以谷子地最大
,

分别为

和
,

依次为草木择 第

柠条 第 柠条 天然草

地
。

干 重 顺 序 为 谷 子 地 和

草木杯 第 柠条
,

天 然 草地
,

第 柠条林
。

,

安 塞 高桥 朱塌 流 域 高桥乡退耕 一

的天然草地样地为白羊草群落
,

其物种组成为阿

尔泰狗娃 花
、

白羊草
、

糙隐子草
、

长芒 草
、

甘草
、

黄花

篙
、

箭 叶胡枝子
、

铁杆篙
、

委陵菜和小花棘豆
,

白羊草

的重要值为
,

接下来是箭 叶胡枝子
。

生物量鲜
、

干重分别为 和
, 。

其中白羊草和箭叶胡枝子鲜重分别为 和
。

梯田谷子 植株密度为 株
, ,

鲜重生 物量 为
, ,

干 重 为
。

第 人工首楷 鲜草产量为
, ,

干草产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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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部分生产力鲜重大小顺序为谷子

首 楷 天 然 草地
,

而干重 匝序为谷子 天然草

地 首蓓
。

绥德水保局试验站 天然草地为丛生隐子草

黄花篙群落
,

其物种组成为丛生隐子草
、

达乌

里胡枝子
、

黄花篙
、

阿尔泰狗娃花
、

二色补血草
、

长芒

草
、

茵 陈篙
、

一 品 豆
。

丛生 隐子 草 的群 落 重要 值 为
,

黄花篙为
。

生物量鲜重为
,

其中丛生隐子草和猪毛篙的生物量鲜重分别为 。

和
。

谷子地 密度为 株
,

鲜重

和 干重生物量分别为 和
。

生长第 的首楷鲜
、

干草产量分别为

和
,

其 中 首 蓓 产 量 占
, 。

水平阶地上 的 生人工首蓓地鲜
、

干草产

量分别为 和
, ,

水平沟

间的 生首蓓的鲜
、

干草产量分别为
,

· 。

各调查地块生物量鲜
、

干重大小顺序

相同
,

均为天然草地 谷子地 沟间第 首蓓 梯

田首糟 坡地水平阶第 首稽
。

榆林黄土 区 与风 沙治理 区 黄土区 生人

工柠条林 的群落组成为柠条
、

猪毛篙
、

长芒草
、

茵

陈篙
、

中华隐子草
、

阿尔泰狗娃花和达乌里胡枝子
。

主

要种柠条和猪毛篙的重要值分别为 和
· 。

群落生物量鲜重为
,

其 中柠条和猪毛

篙 的生物量鲜重分别为 和
。

天然草地为长芒草群落 卫 ,

其物种组成为长芒草
、

达乌里胡枝子
、

狗尾草
、

中华隐子草
、

黄花篙
、

老颧草
、

细 叶远志
、

茵陈篙
、

中华隐子草
。

群落生物量鲜重 为
,

其 中主要种长芒草和猪毛篙 的生物量

鲜重分别为 。和
。

谷子地 矶 密度为

株
,

鲜 重 和 干 重 生 物 量 分 别 为 和
。

可见
,

榆林黄土 区生产力高低顺序为谷子 天然

草地 柠条林
。

风沙治沙地固定沙丘迎风坡 氏 多为蒙古岩黄

茂 黑 沙 篙 群 落
,

鲜 重 和 干重 生 物 量 为 和
,

两者都 占群落生物量的近
。

固

定沙丘背风坡 为黑沙篙群落
,

群落鲜重和干重生

物量分别为 和
,

优势种黑沙篙

的生物量 占到
。

可 以看出
,

由延安到榆林 基本方位是 由南向北

农 田
、

草地的生产力干重急剧降低
。

对每一地区来说
,

生产力高低顺序为农 田 人工灌木林 天然草地

人工草地
。

在生产力稳定性方面
,

天然草地随地区变

化的偏差较小 表
。

表 调查各类型植物地上生物 统计
艺

调查项 目 天然草地 谷子地 柠条地 首蓓地

鲜重 士

干重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注 数量 多度为物种的个体数 “ 。

不 同地区各调查样地土壤水分状况

土壤水分含量 在黄土高原大范围内
,

因气

温
、

降水
、

土壤质地等因子不同
,

土壤水分状况随地区

和植被类型而变化
,

不同地区不 同类型植物下土壤水

分见图
,

调查样地 土层平均土壤含水率见表
。

可 以看出
,

谷子地 。一 平均土壤水分含量

较天然草地
、

柠条地和人工草地
,

约 高 个 百分

点
。

从 。到 左右
,

土壤水分含量变化与差异较

大
,

渐趋平缓
,

说明谷子地 一 土

壤水分可能较大地受到蒸发的影响
,

其它样地之间土

壤水分含量 。 差异不 明显
。

其 中高桥谷子

地
,

平均土壤含水量较其它样地高
,

坡地首蓓和天然草地的土壤耗水形式基本

相同
。

绥德 生首蓓地土壤水分含量较高
,

在水平

阶地上的高
。

愉林土壤剖面水分分布呈 种类型
,

这主要是土

壤类 型不 同所致
,

其 中谷子地
、

天然草地和柠条地是

一种类型
,

土壤为轻黄绵土
,

表层 由于前期少量降雨
,

水分含量较高
,

至 左右最低
,

往下开始增

大
,

但程度不一
,

谷子地水分增加最快
,

平均土壤含水

量较柠条地和天然草地高
。

另一种类 型是人工治沙

地
,

土壤类型为紧沙土
,

其剖面水分分布特征为表层

较低
,

至 升高
,

往下 又始降低
。

总体上榆林谷子地
、

天然草地和柠条地的土壤含

水量 。一 平均较其它沙丘样地高出
。

在整体变化趋势上
,

延安地区 延安与高桥

的土壤水分含量变化曲线随着土层下降向右倾
,

说明

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水分增加
,

而榆林地 区 绥德与

榆林 的倾斜程度较小或 向左倾
,

表明随着土层下降

土壤水分逐渐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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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含水量 土壤含水量

刀 乃 乃

延安 高桥

少
峨

,

⋯

日之侧疑四尸甲

﹄‘卜

一
卜一,

已之侧耻四月

自尸

闷冷

门卜 一
电勺 口 曰

月卜 坡 首信

天然草地

伟‘,‘飞﹄

土壤含水量 土壤含水量

刀 乃 》

⋯
护八,

绥德
榆林

伟‘

们卜 梯田谷子

卜 坡 首箱

, ‘一坡 首箱

洲卜 天然草地

梯田曹稽

柠条

天然草地

坡地谷子

沙丘迎风坡

沙丘背风坡

半固定沙丘

孟‘,‘,一︸、

日之侧耻噢洲
任之侧转噢洲

图 不 同地区不 同类型植物下的土坡水分

衰 不同地区调查样地 土层 平均土坡含水率

安桥延高安沟延燕样地

编号

绥 德
试验站

榆 林
黄土 区

上层土壤易受到外界环境
,

尤其是大气环境 的影响
,

蒸发较为剧烈
,

导致土壤水分含量波动较大
,

与生产

力的关系不太密切
。

土层与生物量关系不

显著的原因
,

与各类型 区土壤无效水含量不同有关
。

表 单位面积生产力与各层 土城

水分含 的相关性

②,了以,‘乃︹︵匕
月‘曰︸月︺月任生一一

产工‘甘一了一一一
,口﹄吕八①③内卜,‘连‘乙乃任八‘甘︸以

⋯⋯
勺‘︺目月任通任

,工

注 ① 内的平均值为 ② 内的平均值为 ③

内的平均值为
。

土壤水分和 生 物 量 的 关 系 在黄土高原半干

旱地区
,

生产力的高低与土壤水分状况直接相关
,

调

查结果很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 表
。

从表 中可看

出
,

鲜重生物量与 和 各层土壤水

分含量显著相关 尸
,

与 土层水分

和 土层水分相关不显著 尸
。

说明

土土层深 相关 显著著 土层深 相关 显著著

度度 系数 水平平 度 系数 水平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宜
‘ 。

三

协

注 单位面积生产力以鲜重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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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生 物量与可利用 水量关 系看 表
,

土 层 可 利 用 水 量 与 生 物 量 关 系达 到显 著 水 平
,

,

和 土层可利用水量与生物量呈极显

著相关
。

无论从生物量与各土层含水量还是从生物量

与各 土层可 利用水量看
,

土层越深
,

生物量 与土壤水

分含量关系越密切
。

据各地土壤水分特征曲线
,

以土

壤吸力 为 一 为植物可利用土壤水分下界
,

延

安
、

绥德 和榆林 黄土 的临界 土 壤 含水 量 为
,

和 环
。

计算相应的临界土壤含水量
,

求得

一 土层可利用水量
,

表 明谷子地生物量
、

土

壤贮水量和可利用量都较天然草地和柠条地高
。

土壤养分状况

土壤养分整体状 况分析 按现有的黄土高原

土壤养分状况的分级标准来看仁 弱 ,

调查地 区土壤耕

层有机质含量偏低 表
,

平均含量均低于 。
,

全氮含量也较低
,

基本在 以下水平
,

有机质和

全氮含量均处于最低级别
。

速效总养分中氮的含量不

足
,

磷的含量极低
,

但钾的含量相对较好
。

除榆林黄土 区 土壤有机质含量偏高外
,

调查 区域

的土壤有机质含量 由南向北逐渐递减
,

全氮含量有相

似的规律
,

但速效养分变化不太一致
。

风沙区 的土壤

易淋溶性导致各土壤养分含量明显低于黄土
。

表 群落生物 与各层 土壤可利 用水 , 的相关性

不 同植被 下 土壤 养分 的 对 比 调查结果表

明
,

陕北地区不同植物利用方式下耕层土壤养分含量

状 况 表
,

黄土 区 不 同植被类型下有机质 含量高

低顺序为柠条林 天然草地 草木裤地 谷子地

首楷地 全氮含量顺序 为柠条林 天然草地 草木择

地 谷子地 首猎地 有效态氮顺序为天然草地 柠

条林 首蓓地 谷子地 草木裤地 速效磷顺序为草

木挥地 首蓓地 谷子地 天然草地 柠条林 速效

钾含量顺序为首蓓地 天然草地 柠条林 草木梅

地 谷子地 风沙 区 土壤各养分含量除速效磷稍高

外
,

其它均低于黄土区各调查样地
。

表 陕北地 区不 同地域耕层 土壤养分含 状况

地点与项 目

有机质

全氮

有效氮
· 一 ‘

速效磷
· ’

速效钾
· ’

延安燕儿沟

士
,

士

士

士

士

延安高桥 绥德试验站 愉林黄土区 愉林风沙区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少 士

少 士

纤 土

士

士

士

士

士 吕

士

〕 士 生

〕 士

于 士

土

生 士

表 陕北地区不 同植物利用方式下耕层 土坡养分含 状况

土地类型 有机质 全氮
有效氮

·

速效磷 厂

· 一

速效钾
、

天然草地

谷子地

柠条地

首偕地

草木棵地

风沙区

士

士

士

土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土

工
‘

士

土

土

士

厂 士 斗

苏 飞 士

士

士

生 士 生

不 同地域植被 下 土壤有效 态养分总量 比较

有效态养分总量是指有效态氮
、

速效磷 和钾 的总和
。

不 同地域土壤 中有效态养分总量 表 延安地 区 为
厂

高 桥 为
,

绥 德 为
飞

,

榆林地区 的黄土为
,

各

地相差很小
。

在所有调查地块上
,

各地均以首蓓地土壤有效态

养分总量最高 榆林地 区没有调查首藉地
,

其次为天

然草地
,

再次为谷子地
。

同一地区不同立地条件下梯

田首信的有效态养分总量高于坡地 绥德县
,

阴坡地

块高于 阳坡 延安
。

在绥德县
,

坡地首蓓土壤总有效

态养分甚至低于天然草地
。

延安柠条地的有效态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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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与天然草地相近
,

草木杯地养分要差于 天然草

地
。

谷子地虽然均种植在相对较平缓的地块
,

但养分

含量很低
,

这说明谷子对养分的需求很高
。

讨 论

在黄土高原半干旱地区
,

植被建设与生态环境整

治的关键环节是植物生产力的提高
,

系统分析与 比较

研究不同类型植物的生产力及其限制 因素
,

可为该 区

生态环境建设 中植物合理布局 和农业结构调整提供

参考
。

调查结果显示
,

种人工植被谷子
、

柠条和首楷

生产力 单位面积生物量 干重均随着地域 的逐渐 向

北呈降低趋势
。

其 中
,

谷子地单位面积生物量最大
,

天

然草地和人工柠条林地介于其间
,

首蓓地最小
。

谷子

地较高生产力与其主要种植在立地相对较好 的梯 田

或川 台地
,

以及在人工投入较 多和 管理上较 为精细

如施肥
、

锄草等 等有关
。

实际上
,

合理的土地利用应

包括合理的经营管理
,

根据在安塞县川地同样条件下

种植相同牧草 比较结果
,

辅以作物一半管理人工草地

地上生物量是完全粗放管理的近 一 倍
。

人工草灌

一方面管理较为粗放
,

同时生长年 限较短
,

如调查首

楷主要是 一 生
,

柠条最高为
。

在宁夏固原连续

的测定结果表明
,

首楷第 鲜重生物量仅为
,

而 平均则为
,

多年平

均干重生物量大小顺序为谷子 首楷 平均 柠

条 天然草地
。

土壤储水量与地上生物量关系表明
,

土层

以下土壤储水量与生物量关系显著
,

而且土层越深
,

相关系数越大
,

其原因主要是 以上土层的土壤

水分可能还受到土面强烈蒸发的影响
。

调查各植物 植被 类型下 土发含量普遍偏低
,

土

地利用方式对土壤耕层养分产生较大影响
,

其中作物

虽然立地条件较好
,

但整体状况最差
。

天然草地的土

壤养分整体状况最好
,

土壤 比 平均有机质含量

个
,

表 最高
,

土壤 比的高低 与生物量
、

土壤质地和有机质累积与分解程度
,

平均含量

有关
,

但 比的提高有助于土壤质量的改善
。

川

种植物 植被 类型 中天然草地的生产力稳定

性最好
,

物种丰富度方面延安相 比较多
,

这 主要 由于

延安的调查地块为新近退耕地 以及该地 区年均降雨

量较大和人为扰动较小
。

但分析结果表明
,

延安
、

绥德

和榆林 个调查地 区天然草地植物群落物种组成与

群落特征相近 数据未列出
,

说明总体上 个调查区

域属于同一植被分布地带
。

综上分析
,

在干早
、

半干早的陕北地区
,

不同类型

植物生产力在整体上是随着年降雨量的减少而降低
,

水分不足是限制不同植物生产力发挥的主要限制 因

子
。

但同时
,

土壤水分无效蒸发大
、

养分含量低和缺乏

管理也是影响不 同植物生产力提高的重要因素
。

调查

植物类型 中天然草地 或弃耕地 的生产力虽然一般
,

但生产力稳定性
、

物种丰富度 以及土壤耕层养分含量

均较其它植物优越
,

说明采取退耕恢复天然植被对增

加 区域物种多样性和维持 系统生产力稳定性均具有

重要意义
。

在半干旱黄土丘陵区
,

复杂的地形地貌加之降雨

的时空分布不均导致不同立地条件微环境多种多样
,

同时草灌植物为多年生植物
,

各年的气候环境条件也

不同
。

因此
,

本报告只能根据调查大致反映 年陕

北地区不同地域条件下不 同类型植物生产力和土壤

水分利用特征和养分状况
。

对于不同草灌植物的长期

适应性和持续性还难以定论
,

为达到对不同立地条件

下不同类型植物的生长和生产力状况的准确评价
,

为

该地区大范围植被建设提供依据和参考
,

建议设立长

期定位或半定位研究点进行跟踪测定
。

中国科 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 究 所 刘普灵研 究

员
、

杨光 工程师
、

王栓全研究 员等
,

黄河 中游局绥德管

理局和陕 西 省榆林治 沙研究所在野外调 查过程 中给

予方便与 大 力 支持
,

特此表示 感谢
。

参 考 文 献 〕

傅伯杰 陕北黄土高原 土 地评价研究 〕水土保持学

报
, ,

一

范高功 陕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与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问题研究 〔〕西安工程学院学报
, ,

一

徐继填
,

陈百明
,

张雪芹 中国生态系统生产力 区 划 〕

地理学报
, ,

一
·

李玉 山
,

韩仕峰
,

汪正华 黄土高原土壤水分性质及分区

口 中国科学 院西北水土保 持研究所集刊

一
杨文治

,

余存祖 黄土高原 区 域治理与评价仁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一

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考察队 黄土高原地 区土壤资

源及 其合理 利用 仁 北 京 中国科技 出版社
,

一

几白广

刁刁︹月一一

门门」一八匕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