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结　论

在研究年(2002年)降雨分配明显前期多后期少

的情况下 ,土壤水分动态不同于以往研究 ,表现为整

个生长季内土壤水分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降雨对土壤

水分的补偿效应明显不足。林灌草与人工管理措施

影响下的果园和退耕坡地土壤水分季节变化趋势存

在明显差异 。降雨对农业用地土壤水分的补偿作用

明显好于植被自然生长的土壤 。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引起土壤水分垂直分层差异 ,

同时也会影响土壤水分垂直方向上的季节变化。基

本无植被覆盖的退耕坡地土壤水分活跃层明显较其

它地类浅 ,说明植被会产生土壤水分的垂直差异性利

用。不同植被各层土壤水分变异系数不同 ,而变异系

数的垂直变化也因植被类型的不同存在差异 。

除浅层 0 —50 cm 外 ,不同植被不同层次土壤水

分变化趋势较一致(退耕坡地除外)。随时间推移 ,总

体趋势是土壤含水量逐渐下降 ,但仍存在水分略有升

高的点 ,说明降雨对土壤水分有补偿作用 ,只是这种

补偿作用因植被蒸腾和土壤蒸发而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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