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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垫覆盖对沙丘土壤温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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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庆阳

摘 要 年 月
,

对甘肃省河西走脚中部铺设生态垫与不铺设生态垫的沙丘不同层次
, 。 ,

,

巧
,

土坡沮度进行观侧和分析 结果表明
,

铺设生态垫后土坡沮度的 日平均值及各层平均值

均比未铺设生态垫的流动沙丘低
,

铺垫后的沙丘各层 日平均沮度比流动沙丘分别降低 ℃
, 。 ℃

,

℃
,

℃
,

℃ 铺设生态垫后土坡不 同层次的沮差均低于对照地流动沙丘
,

各层沮差分别减小

℃
,

℃
,

℃
,

℃
,

℃
,

随粉土层的加深
,

沮差变化幅度也逐渐减小 研究初步认为
,

铺设生态

垫能够显若降低沙丘表层 。 以内的土壤温度
,

显著减级 。 以内的土城温度 日变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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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眠 代 亩 州

流动沙丘是沙漠化程度标志的一种景观类型
,

度
,

受到大气温度
、

土坡水分 以及地表砚盖等多种 因

是一种地表裸露疏松的生态系统
,

无植被筱盖
,

容易 素的影响
。

地表极盖在地表形成一层土城与大气热

引起沙尘幕等 自然灾害
。

流动沙丘恶劣的环境条 交换的阻碍层
,

既可 以阻止太 阳直接辐射
,

也可以减

件导致直接播种或植苗造林难以成功
,

其中沙丘土壤 少土壤热 向大气散失
,

同时还可以有效地反射长波

温度是其重要的限制因子之一
。

土坡温度是土坡环 辐射 ’ 生态垫是利用棕搁树残渣制造的一种可降

境的重要 因素之一
,

是衡 土壤热状况 的重要 尺 解网状砚盖物
,

疏松多孔
,

较易分解
,

属纯天然植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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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

因生态垫
一

可阻断气固两相物体在界

面上的接触
,

抑制风沙流与沙质表面在界面上的相互

作用
,

近几年人们将其应用在防沙治沙中
,

试图改善

土壤温湿度
,

提高造林成活率
。

然而
,

到 目前为止
,

此

类研究在国内报道较少 〔
一

〕。

鉴于此
,

本研究通过对甘肃省张掖市铺设生态垫

沙丘与不铺设生态垫沙丘土壤温度和温度差异的观

测分析
,

探讨铺设生态垫对沙丘土壤温度的影响
,

旨

在了解铺设生态垫对沙丘植被生长环境的影响
,

为探

讨生态垫在沙丘治理中的可行性提供理论依据
。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西城释林场
,

位

于河西走廊中部
。

该区属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
,

总的

气候特点是
,

风大沙多
,

温差大
,

蒸发强烈
,

降水少
,

光

照充足
。

多年平均降水量
,

主要集中在 一

月份 年均蒸发量 多年平均气温 ℃
,

最

高气温为 ℃
,

最低气温为 一 ℃ 年 日照时数

为
,

无霜期 该地 区 的地带性土壤为风

沙土
、

灰棕漠土 ’〕。

该 区 内 自然植被简单
,

常见 的

有梭梭
、

花棒
“ 、

红砂 等
。

研究方法

生态 垫 由马 来 西 亚

公司提供
,

规格为
,

厚 。 。

在流

动沙丘迎风坡上
,

根据沙丘分布特点
,

从沙丘最高点

开始
,

沿等高线铺设 生态垫
,

生态垫 间距 为
,

于

年 月铺设完毕
,

未铺设生态垫 的流动沙丘作

为对照
。

铺设和未铺设生态垫 的沙丘各设置 个重

复
,

结果取平均值
。

土壤温度使用曲管地温计测定
,

分别在铺设有生

态垫和未铺设的流动沙丘上
,

设 个层次 。 , 。 ,

,

和 埋设
。

测定时间是 年

月
,

从上午 开始
,

一直到 结束
,

每隔 记

录 次
。

每 层 设 个 重 复
,

结 果 取 平 均 值
。

利 用

的 一 软

件包进行均值比较
,

检验不同铺盖生态垫和流动沙丘

土壤温度的差异
,

并利用 。 绘图
。

结果与分析

生态垫对沙丘土坟沮度 日变化的影响

土壤温度的高低可直接影响土壤蒸发量的大小
,

从

而间接影响土壤含水量的多寡和植物的成活与生长川
。

通过对铺设生态垫 的沙丘和流动沙丘土壤温度

的连续观测 图
,

可 以看 出
,

铺设 生态 垫后 。一

各层次的土壤温度均 比流动沙丘 的土壤温度低
,

特别是土壤表层 一 。 生态垫铺设下沙丘土壤温

度要 比流动沙丘土壤温度低得多
。

流动沙丘土壤温度 日变化非常剧烈
,

而铺设生态

垫后土壤温度 日变化则相对平缓
。

流动沙丘从上午

开始增温
,

地表最高温度可达 ℃
,

一 。

土层增温都比较剧烈
,

随深度的增加温度变化趋于平

缓
,

到 。 以下生态垫和流动沙丘无论是土壤温度
,

还是土温增幅都相差不大
。

而铺设生态垫后沙丘各个

层次土壤温度与流动沙丘相 比上升幅度都比较缓慢
,

地表最高温度为 ℃
,

生态垫与流动沙丘各个层次

土壤的最高温度都出现在 至 之间
,

随深

度的增加最高温度出现的时间发生滞后现象
,

之后土

壤温度开始逐渐降低
。

铺垫后 的沙丘表层 日均温为

℃
,

而未铺设的为 ℃
,

降低了 ℃
。

铺

设生态垫后
,

地下 。 , 。 , 。 ,

日平均温

度分别比流动沙丘低 ℃
,

℃
,

℃
,

℃
,

随

着深度的增加
,

温度降低幅度逐渐减小 图
。

铺设生态垫显著降低了沙丘土壤 以 内的

土壤温度 尸
,

这对于夏季高温时减少土壤

蒸发
,

保持沙丘土壤水分
,

有很好的作用
。

生态垫一

方面能够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在土壤表面
,

另一方面能

够提高光线的反射率
,

同时生态垫阻隔水分的蒸发
,

使水汽凝结在生 态垫 下层
,

从 而再 归还 到土壤
。

这

样
,

土壤一直能够保持高的含水量
,

由于水分具有高

的比热
,

因此
,

铺设生态垫后土壤温度变化平稳
。

生态垫对沙丘土坡沮度 日变化幅度的影晌

表 为生态垫覆盖下与流动沙丘土壤不同层次

温度变化幅度
。

从表 中可以看出
,

铺有生态垫的沙

丘与未铺垫的流动沙丘对照
,

土壤不同层次的温度变

化幅度差距很大
。

未铺设生态垫 的土壤 日温差大于

铺设生态垫土壤
,

愈靠近表层变化幅度愈大
。

随着土

壤深度的增加
,

变化幅度逐渐降低
。

生态垫对沙丘土

壤温度 日均温的影 响与对土壤 日温差 的影响趋势也

一致 图
。

另外
,

随着大气温度的上升
,

铺垫 和未

铺垫的变化幅度在表层明显加快
,

而其它几个层次变

化幅度不大
。

这与他人 ’
一

的研究结果相似
。

说明

铺设生态垫后
,

能够降低土壤 日温差
,

尤其是 。

以内的土壤温差
。

温差 的降低将有利于土壤中各种

微生物和动物的活动
,

从而给植物根系提供了一个 良

好的生长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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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生态趁对沙丘土坟 日均妞垂 变化的影晌

河西走廊中部降水稀少
,

蒸发强烈
。

铺设生态垫

能够明显降低地表土壤温度
,

这对于流动沙地减少土

壤蒸发
,

提高土壤含水量作用重大
,

同时也可避免高

温对植物的 日灼危害
,

所以铺设生态垫为恢复人工植

被提供了条件
。

生态垫能减低土壤温度的主要原因

是改变了下垫面的性质
,

避免了太阳辐射与土壤的直

接接触
,

并能吸收一部分太阳辐射
,

使土壤增温缓慢
。

土壤温度降低导致土壤水分提高后
,

土壤的比热也提

高
,

进而减缓了土壤温度的大幅度变化
,

生态垫下土

壤温度相对较小的波动也避免了当土壤在夜间冷却

时
,

水气压下降所造成的大量水汽从温度高的地下向

温度低的地表运动
,

保护 了土壤深层次的水分
,

使土

壤水分在连续干旱的情况下下降幅度较小
,

有利于植

物的成活与生长
。

在观测期内
,

铺设生态垫后土壤不同层次的温度

变化幅度均低于流动沙地土壤温度
,

二者均随深度的

增加变化幅度逐渐减小
。

铺设生态垫后能减低生长

季节白天的土壤温差
,

有利于土壤动物和微生物的各

种活动
。

土壤中植物根系与土壤动物
、

微生物对土壤

的作用改善了土壤的物理性质
。

弓口八护、︸

己协珑璐洲

衰 生态垫与流动沙丘土坟不 同层次沮度变化一度

一
﹃

一
层次类别

地 表

流动沙丘 生态垫 流动沙丘 生态垫 流动沙丘 生态垫 流动沙丘 生态垫 流动沙丘 生态垫

最高值

最低值

沮 差

差 值

结 论

铺设生态垫能够显著降低沙丘土壤表层 。

以内的土壤温度
,

并减缓 。 以内的土壤温度 日变

化幅度
,

降低了生长季节 白天的沙丘土壤温差
。

随深

度的增加沙丘不同层次之 间的温度变化幅度逐渐减

小
,

这有利于抑制土壤蒸发
,

间接提高了沙丘土壤含

水量
。

因此
,

研究初步认为
,

在沙丘土壤表层
,

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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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铺设创造了良好的水热条件
。

在研究期内
,

由于气

候干燥少雨
,

生态垫还未分解
,

因此
,

生态垫铺设对沙

丘土壤其它一些理化和微生物性质的影响有待进一

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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