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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林植物群落演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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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调查资料, 研究了东江流域上杨水土保持试验区内 4 种典型人工生态修复林植物群落的植物

种类分布及林冠郁闭度、地表覆盖度等多项植物群落学。通过与未经生态修复的稀树草坡植物群落进行对

比分析, 探索了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林植物群落次生演替状况, 并针对生态修复提出了一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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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江流域地跨东经 113°50′—115°35′, 北纬 22°

27′—24°50′, 包括河源市、惠州市、东莞市、深圳市, 总

土地面积 30 644 km 2, 占全省 17. 3% , 水土流失面积

14 29. 44 km 2, 占流域总土地面积4. 70% [1 ]。

上杨水土保持试验区位于广东省惠阳市东南隅,

东经 114°28′36″—114°29′41″, 北纬 22°45′29″—22°46′

03″, 紧临淡 (水) 澳 (头) 公路和大亚湾经济开发区西

缘, 淡澳河流经试验区旁, 试验区总面积约 70 hm 2,

其中水土保持林面积约 48hm 2, 占总面积的 69% [2 ]。

该地区属南亚热带气候区, 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 多年

平均气温 21℃～ 22℃, 多年平均降雨量 1 767. 4mm ,

干湿季节明显, 10 月到翌年 3 月为干季, 4—9 月为湿

季、约占年降雨总量的 83% [1—2 ]。

该区地处海拔高程 30～ 60m 的一级剥蚀阶地,

处于新构造运动上升活动影响下的上升阶段, 岩性活

跃, 区域的侵蚀基准面下降, 土壤侵蚀严重, 形成低丘

陵沟谷地貌。母岩为第三系丹霞群、中亚群灰质胶结

紫红色砂质及砾质、铁泥质胶结砂砾岩层, 上覆第四

纪黏砂质沉积物, 其中平台地和丘陵地坡麓较厚, 丘

陵分水岭脊部和阳坡常被侵蚀殆尽, 紫色基岩裸露。

由于自然与人为等因素的作用下, 形成的土壤类型主

要有赤红壤、紫色土、紫色砂页岩新成土、人工新成

土、果园土以及菜园土等。

2　样本采集研究方法

采用全面调查法采集试验区各种林型植物群落的所

有植物样本。采用目视法调查试验区各种林型植物群

落林冠郁闭度。采用随机针插法调查试验区各种林型

植物群落地表草本植物覆盖度。

　　针对试验区内生态环境恶劣、区域水土流失极其

严重的状况, 根据土壤、地貌、降雨等特点, 在试验区

水土流失治理过程中采用的主要措施包括梯级开垦

坡地、挖植树穴、筑拦沙坝、开水平沟、挖截排水沟等

工程措施, 以及植树造林 (针、阔叶树种单种和混种植

苗)、种草绿化等植物措施, 在初步成林后采用幼林抚

育、成林封禁封育等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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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态修复成效

2. 1　林型生态效果

为探索不同林型 (林分) 建植方式人工林生态修

复成效的差异, 在荒坡地水土流失治理中, 将上杨水

土保持试验区按林型进行了分区规划与建造, 即台湾

相思纯林、大叶相思纯林、果园、木麻黄+ 柠檬桉+ 大

叶相思+ 台湾相思混交林, 并与未采用植物措施进行

生态修复的天然荒坡 (即稀树草坡)进行比较研究。

现场勘察结果表明, 除未经生态修复的稀树草坡

植物群落较单一外, 其它几种经生态修复已成林的植

物群落均较发育, 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地遏止。

2. 2　各种林型植物群落状况

2. 2. 1　各种林型植物群落种类　现场勘察调研共采

集到 261 个植物样本, 通过室内鉴定分析, 结果表明,

在 5 个典型林分植物群落内, 共有植物 149 种, 分别

隶属于 63 科 127 属, 其中种子植物 55 科 116 属 136

种, 蕨类植物 8 科 10 属 12 种[3 ] , 苔藓类植物仅见于

大叶相思纯林和混交林的林层底部。各林分植物群落

中的植物种类和数量差异也比较明显 (见表 1)。

2. 2. 2 各种林型植物群落生长状况　研究结果表明,

与未经人工林生态修复的稀树草坡植物群落比较, 各

种人工林的林层结构、地被物覆盖度、林冠郁闭度等

指标均有较大程度地提高, 其中又以木麻黄+ 柠檬桉

+ 大叶相思+ 台湾相思混交林的植物群落比较发育。

各种林型植物群落内的植物生长情况对比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1　各种林型植物群落植物数量差异比较

项 目
台湾相

思纯林

大叶相

思纯林

木麻黄+ 柠 檬

桉+ 大叶相思+

台湾相思混交林

果园
稀树

草坡

科 名 25 45 44 21 17

属 名 36 72 77 30 19

种 名 39 85 83 33 21

种数ö% 26. 2 57. 0 55. 7 22. 1 14. 1

2. 3　各林型植物群落次生演替发育比较

植物群落的物种数量、群落结构等等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植物群落的演替发育水平。

本试验区位处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其地域性原

生植被类型是以壳斗科、樟科、山茶科和木兰科等为

基本组分的南亚热带季雨林, 且以壳斗科、樟科植物

种类及数量居多, 林内乔木具发达板根, 木质藤本丰

富, 附生植物以草本居多、木本较少。

表 2　各种林型植物群落植物生长情况对比

群落类型

比较项目

林期öa
群落高
度öm

森林郁
闭 度

草被层
高度öm

枯落物
厚öcm

各林层主要植被

林
层

主要植物种类 高度öm 胸径öcm 冠幅öm

台湾相

思纯林
17 20 0. 92 1. 5 3

1 台湾相思 18～ 20 10～ 35 3～ 7

2 山指甲、马樱丹等 2～ 3. 5 < 4 —

3 白茅、酢酱草等 < 1. 5 — —

大叶相

思纯林
17 25 0. 85 0. 8 4

1 大叶相思 18～ 25 10～ 30 5～ 7

2 黑面神、柿树等 1～ 3 < 5 < 5

3 两面针、芒箕等 < 0. 8 — —

木麻黄+ 柠

檬桉+ 大叶

相思+ 台湾

相思混交林

17 25 0. 75 1. 0 2

1
大叶相思、木麻

黄、柠檬桉
20～ 25 13～ 35 4～ 7

2 台湾相思、湿地松 7～ 10 5～ 8 2～ 5

3 变叶榕、马樱丹 2. 5～ 3. 5 < 3 —

4 水蔗草、芒箕骨等 < 1 — —

果　园 17 4 < 0. 1 1. 0 5
1 荔枝、柑橘 3～ 4 5～ 8 3～ 4

2 胜红蓟、酢酱草等 < 1 — —

稀树草坡 17 < 2 0 0. 3 < 0. 1
1 湿地松 1～ 2 2～ 5 < 0. 5

2 鹧鸪草、岗松等 < 0. 3 — —

　　从实地调研情况来看, 试验区的生态修复取得了

显著的成效, 各种林型植物群落演替出现了一定的差

异。从具体物种来看, 调查采集到的 149 种植物在各

林行植物群落内并非均匀分布, 它们随各种林型植物

群落人工优势种的不同而有差异, 只有芒箕骨、桃金

娘和乌毛蕨等 3 种植物广泛生存于试验区的各个植

物群落内, 有 130 多种植物存在于 4 个人工林型植物

群落内, 而广防己、菟丝子、岗松、波利亚草等典型耐

旱阳生植物却因植物群落郁闭度的增加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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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沙漠化土地面积中, 未利用土地沙漠化面积最

大, 占该省新增沙漠化土地总面积的 37% ; 宁夏回族

自治区、青海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增沙漠化土地

面积中, 草地沙漠化面积最大, 占各个省新增沙漠化

土地总面积的 64% , 70% 和 51% ; 内蒙古自治区西部

新增沙漠化土地面积中, 未利用土地沙漠化面积最

大, 占该地区新增沙漠化土地总面积的 47%。

中国西部新增沙漠化土地主要来自于草地沙漠

化, 6 省区在 14 a 期间, 草地沙漠化面积达到 797 081

hm 2, 占 6 大类土地类型沙漠化面积的 50%。

大力治理草地沙漠化问题, 在西部更显示出其迫

切性。我国现在正处于经济腾飞阶段, 粮食生产现在

已经过剩, 利用这大好时机治理生态环境已成众识。

包兰铁路沿线的治沙成功, 创造了世界奇迹, 退耕还

林还草已在西部各省全面展开, 封山育林, 各种节水

灌溉措施的实施, 能够保水保墒的地膜覆盖种植技术

的全面推广, 以及耕地承包到户后, 农民大规律人工

造林的成功, 以及现在已经实施的草场承包到户等措

施, 都对防止西部土地进一步沙漠化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西部 6 省区现在呈现出局部地区生态环境得到改

善, 但整体上土地沙漠化还在加剧。开展长期不懈的

防治措施是保护土地, 造福子孙后代的千秋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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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交林和大叶相思纯林两大植物群落的植物

种类分布最广, 均超过 44 科 72 属 83 种, 稀树草坡植

物群落的植物种类最少, 仅有 17 科 19 属 21 种, 各林

型植物群落植物多样性关系为: 稀树草坡植物群落<

果园植物群落< 台湾相思纯林植物群落< 大叶相思

纯林植物群落混交林植物群落。各林型植物群落的演

替发育水平以混交林植物群落最高, 稀树草坡植物群

落最低, 其优劣次序依次为: 混交林植物群落大叶相

思纯林植物群落> 台湾相思纯林植物群落> 果园植

物群落> 稀树草坡植物群落。

3　问题与建议

在东江流域上杨水土保持试验区通过人工生态

林建设进行生态修复, 很好地治理了区域内的水土流

失, 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水土流失治理成效, 研究区内

植物群落的变化有利于总结利用生态修复措施来治

理水土流失, 建设美好山川的成功经验, 也有利于推

动生态修复成功经验的相互交流与借鉴。

各林型植物群落是典型的次生演替植物群落, 人

为因素对生态修复的成林速度起着很大的作用。在试

验区早期的生态修复过程中, 由于立地条件较差, 山

体坡面土层薄, 土壤贫瘠, 早期的植树成活率比较低,

成林速度慢;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 随着科学技术的

进步, 植物栽培 (组培) 等技术的大力发展和广泛运

用, 特别是营养袋带土培植技术的应用, 使得植树的

成活率大大提高, 生态修复进程大大加快。因此, 在生

态修复环境建设过程中, 一方面, 既要充分研究和利

用当地有利的土壤、气候等自然资源条件 (比如南方

地区的雨量资源等等) , 适时开展人工生态修复工作,

另一方面, 要依靠科技进步, 运用新技术新方法来治

理水土流失, 科学地运用各种水土保持措施进行综合

防治, 以期取得事半功倍的水土流失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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