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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林区森林采伐迹地土壤

肥力的初步研究

刘 醒 华
云 南 大 学

川西林区是目前正在扩大采伐利用和经营活动的林业基地
,

采伐迹地面积较大
,

因

此
,

探索采伐迹地土壤肥力的演变
,

对迅速恢复森林复被
,

保持生态环境平衡
,

有一定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是川西林区不同采伐迹地类型土壤条件与森林更新关系定位试验研

究的一部分
,

主要是探讨森林采伐后土壤肥力的变化规律
,

为制定合理的森林经营措施提

供依据
。

一
、

试验地区自然概况及试验方法

试验地区系川西米亚罗林区
,

位于北纬
“斗

‘,

东经
“ ’ ,

海拔在 一 米

米之间
,

属典型的高山深谷地貌 气候条件是冬寒夏凉
,

雨量集中
,

干湿季分明
,

积雪不厚

约 厘米
。

年平均气温为 ℃
,

全 ℃ 积温为 ℃
,

极端最高气温为 ℃ 出

现于 月
,

极端最低气温为一 ℃ 出现于 月 年降水量 毫米
,

一 月降水量

占全年 务以上 林内降水量大于林外 年蒸发量 毫米 年相对湿度平均为 并 林

内为 务
,

土壤无永冻层
。

森林类型在采伐前主要为箭竹
一
冷杉林和醉类一冷杉林

,

而采伐迹地以箭竹灌丛
、

红白

刺一箭竹灌丛
、

箭竹一红白刺灌丛占优势
。

森林土壤为山地棕色暗针叶林土
,

表层具有深厚的醉类和枯枝落叶层
,

蓄水性能很强

如苔醉活体最大持水量达 关
,

死地被物为 并
,

土体淋溶作用较强
,

呈酸性反

应
。

为了揭示采伐迹地土壤的肥力状况
,

我们在米亚罗大郎坝 号沟和 号沟选择不

同类型采伐迹地的标地
,

在植物生长季节里 一 月
,

测定枯枝落叶层蓄积量及其灰分

元素组成
,

根系数量及其灰分元素组成
,

土壤含水量 烘箱法
,

土壤水分物理性质 铜盒

法
,

土壤温度 用排水采集器收集通过枯枝落叶层的土壤溶液
,

测定其获得溶液的总量及

其化学组成
,

测定土壤中的 值
、

按态氮 康维氏微量扩散法
、

有效磷
’

铂蓝法
、

有效钾

亚硝酸钻钠比浊法
、

可溶性铁与亚铁恤,’
一
联毗吮试剂比色法 并测定了土壤表层与土

坡空气中分放的 马卡洛夫 一实验室修正法
。

测定时间在林地连续进行五年
,

采

林地资料引用中国林业科学院与四 川省林业科学研究所定位试脸材料 全国森林土坡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集

年 参加部分工作还有梁罕超
、

张世生同志
,

并承杨玉坡同志审阅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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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迹地为三年
。

试验方法按张万儒编的《森林土壤定位研究方法》  ! 年 进行
。

二
、

观测结果与分析

一 采伐迹地土族水分状况的变化

森林植被是森林土壤主导的成土因素
,

森林采伐后必然会引起土壤性状的改变
。

就

土壤水分状况来说
,

有五个特点 其一是采伐迹地土壤的水分含量较林地为低
,

在 厘

米土层内减少 务
,

土壤有效水分含量减少 务 表
。

表 林地与迹地 厦米土层内土城的水分含 毫米

林 地 , 地 、 , 、‘ ,

一—
聚望比黑 弋只

平均 平均 一 “
’ 、 ‘ 一 ‘

土坡蓄水量

有效水分蓄量 ‘
·

‘
·

‘
·

’ ’
·

】
‘

·

”
·

’
·

‘
·

‘

注 系三块不同类型标地 一 月 今年测定平均值
。

表 不同类型的迹地在 厘米土层内土城水分含皿

标标 地地 类 型型 有效水分蓄最最 土坡水分蓄 有效水分占土土
毫米 毫米 城水分

米米亚罗大郎坝 沟沟 山坡中部半阴坡
,

箭竹灌丛
,

山山  !
。

  

地地地棕色暗针叶林土土土土土

同同上上 山坡中部半阳坡
,

红白刺
一
箭箭

竹竹竹
,

薄层山地棕色暗针叶林土土土土土

米米亚罗
“  ”

沟沟 山坡中部半阴坡
,

箭竹
一
红 白白  !

。

月
。

刺刺刺
,

厚层山地棕色暗针叶林土土土土土

但由于采伐迹地本身土层厚薄和次生植被组成的不同
,

土壤含水量也常有差别
。

观

测结果表明
,

凡是土层深厚且覆盖良好的采伐迹地
,

土壤蓄水量都比较高
,

特别是植物所

能利用的有效水分
,

一般高出其它类型 弧 表
。

其二是采伐迹地土壤干湿交替的变化远比林地明显 表
。

以 一 厘米土层为

例
,

在植物生长季节里
,

采伐迹地土壤的最干时期与最湿时期变幅相差 并
,

而林地土

壤仅为 务
。

采伐迹地的水分条件虽不太差
,

但由于变幅较大
,

骤干骤湿
,

在更新幼苗

根系活动力尚不旺盛时
,

有一定影响
。

因此掌握水分运行规律
,

避开不利因素
,

对提高更

新成活率和保存率是有帮助的
。

其三是采伐迹地在 厘米根系活动层范围内
,

土壤水分的 日动态变化较频繁 表
,

尤以地形比较开阔或林地过分裸露地带为突出
。

因此
,

在高海拔阳坡迹地
,

更新时应适当

注意蔽阴措施
,

对促进幼苗健壮成长有一定作用
。

其四是采伐迹地土壤水分的剖面分布状况和运行规律虽与林地相似 图
,

但在植

物生长旺期土壤水分含量锐减
,

与林地土壤水分由初期
、

旺期
、

末期递次减少成鲜明对比
,

反映了森林采伐后
,

由于草灌入侵与丛生
,

耗损大量水分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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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林地与迹地 ‘一 , 月 土浪水分含 比较亡

类类型型 项目目 土 层 深 度 厘米 在 一 厘米米
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层内最千与最最

一 一 一 一 斗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湿水分变化幅度度

林林地地 最干干
。 。 。 。 。 。 。 。 。

最最最湿湿 ‘
。 。 。

  !
。

 
。 。

’’

迹地地 最干干
。 。 。

 斗
。 。 ,

最最最退退
。

8 111 6 3

。

9 000 5 0

.

9 111 3 5

。

8 666 3 3

。

8 呼呼 3 1
。

2 999 3 1

。

7 111 2 9

.

3 666 3 1

。

2 555 2 4

.

了55555

农 4 迹地土滚水分的时变化(% )

\\\
\
臀
(, 米))) 0一1000 10一2000 20一3000 30一4000 40一5000

侧侧定时间(时了
、

\

\\\\\\\\\\\\\

88888 1 4 3

。

4 999 3 6

。

9 111 3 2

。

9 222 3 3

。

8 111 2 9

。

8 111

lll 444 9 5

.

9 888 3 8

。

3 222 峪l
。

2 555 3 1

.

1 333 3 2

。

9 999

lll 888 1 2 6

。

9 888 4 7

.

9 666 3 7

。

2 555 2 9

.

2 444 3 1

。

7 999

其五是采伐迹地年代越长
,

土壤水分状况越差
,

一般采伐 3一6 年内更新
,

土壤水分能

满足苗木生长需要
,

若超过 6 年还不更新
,

采伐迹地土壤水分已下降到有效水分含量范围

之下
,

更新就愈困难 (表 5)
。

时间 (月 ) 时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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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林地和迹地土城湿度时间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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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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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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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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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林地与迹地在植物生长季节时的土壤水分含量

表 s 不同采伐年代的迹地土峨水分变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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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采伐迹地土城温度的变化

森林采伐后
,

由于浓密林冠的骤然消除
,

改善了光照条件
,

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地表和

近地表土层的温度
,

定位观测证明: 采伐迹地地表增温比林地快
,

约提前两个月
,

温度变

表 6 林地与迹地的土城通度变化情况 (℃ )

林 地 迹 地

66666 777 888 999 555 666 777 888

01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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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也较剧烈
,

如 线月
.
24 日 14 时平均地表温度已上升到 ”℃

,

而林地仅为 13
.
5℃

,

但 20

厘米以下的土层温度常较稳定 (表 6)
。

最高温度出现于 , 月
,

这对加速土壤有机物的分

解
,

促进养分的释放和转化
,

以及对植物的生长都有积极的作用
。

( 三) 采伐迹地土族水分物理状况的变化

首先表现在土壤容重增大
,

出现层位升高
,

一般林地在 钓 厘米以下土层容重才达 1

克/立方厘米
,

而采伐迹地自 20 厘米土层以下就大于 I
。

第二
,

土壤孔隙度下降
,

蓄水能

力减少 (表 7)
。

第三
,

土壤液相
、

气相
、

固相之比例有所变化 (图 3)
。

第四
,

各项水分

农 7 林地与迹地的土城水分物班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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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比林地下降
,

如 50 厘米土层内的最大持水量下降 44 务
,

毛管持水量下降 46 务
,

田间

占体积 (% )

1的 75 50 25 0 25 50 75 10()

’’

薰薰蘸蘸
�兴划�侧四转-H
图

液相
圈 固相 口 气相

图 3 林地与迹地土城的三相比较

持水量与最佳含水率下限(即抑制植物生长含水量)

下降 54 务 (表 7)
,

这些改变可能与迹地土壤中砂粒

级含量的明显增加有关
。

( 四) 采伐迹地土谁的有机质状况

在采伐迹地上
,

每年进入土壤的枯落物虽然减

少了
,

但由于草灌大量侵入
,

土壤水热条件的急剧变

化
,

使土壤有机质的累积和分解出现了新的动态平

衡
。

从地上部分的枯枝落叶层来说
,

其蓄积量比林

地减少 49 务(表 s)
,

在组成上也有所改变
,

醉类地被

物亚层和泥炭亚层显著地减少
,

而枯枝落叶物亚层

则大为增加 (表 夕)
。

枯枝落叶层蓄积的化学元素总

含量比林地下降 54 并(表 10)
。

再从地下部分的根量来说
,

采伐迹地根量的绝

对值虽与林地相近 (前者根蓄积量为 16
.
8吨/公顷

,

后者为 17
.
2 吨/公顷)

,

但两者对土壤性状的影响却

大不相同
。

在采伐迹地上过去的乔木根系已逐渐腐烂
,

为箭竹
、

红 白刺和各种草根所取

代
。

因此
,

粗根与细根含最的差距缩小
,

箭竹根由原来 (林地) 15 务上升为 70 并
,

尤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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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8 林地与迹地的枯枝落叶层, 积t 比较

林 地 迹 地

(绝干: 吨/公顷)

平均

39
.
5,

{

, 7
.
7 2川二…川二

’0
’

7 ,

}

’7
·

, ‘

{

‘,
’

6
,

}

‘,
‘

2
,

表 , 林地与迹地枯枝落叶层中各亚层占总蓄积, 的百分比(% )

〕〕矿铿竺竺
醉类地被物亚层层 枯枝落叶亚层占占 泥炭亚层占总总

占占占总蓄积 量量 总蓄积量量 蓄积ttt

林林 地地 7
.
9222 47

.
6 777 44

.
4222

迹迹 地地 1
。

2 666 6 3

.

0 555 3 5

。

6 999

衰 10 林地与迹地枯枝落叶层苦积的化学元素t (公斤/公顷)
、、

俞泛芝芝
Siii A111 Caaa Mggg Feee 元素总ttt

林林 地地 3551
.
22999 862

.
00777 43 6

。

5 3 444 2 9 4

。

5
2 333 3 9 7

.

3 3 333 5 5 4 1

.

6 2 666

迹迹 地地 162 0
.
17111 393

。

2 7 333 1 9 9

.

1 6 000 1 3 4

。

3 7 000 1 8 1

。

2 7 555 2 5 2 8

.

2 4 999

农 11 林地与迹地不同植物根系占总, 积t (呢)

议议群群
林 地地 迹 地地

粗粗粗 根根 细 根根 合 计计 占总根量量 粗 根根 细 根根 合 计计 占总根ttt
(((((((((((% ))))))))) (% )))

总总 根 ttt 13
。

3 3 000 3

.

8 5 111 1 7

。

1 8 111 1 0 000 8

.

1 3 444 8

.

6 2 777 1 6

。

7 6 111 1 0 000

箭箭 竹 根根 0
。

9 9 666 1

.

5 4 555 2

。

5 4 111 1 4

。

7 999 4

.

2 2 555 7

.

6 3 777 1 1

.

8 6 222 7 0

.

7 777

云云
、

冷杉根根 12
.
06666 1

.
91777 13

.
98333 81

.
3999 3

.
呜7 000 0

,

1 4 777 3

.

6 1 777 2 1

.

5 888

草草 根根 0
.
26888 0

。

3 8 999 0

,

6 5 777 3

。

8 222 0

.

4 3 999 0

.

8 4 333 1

.

2 8 222 7

.

6 555

厘米土层内
,

最占优势
,

形成了块状或丛状盘结层 (表 11)
,

妨碍苗木生长
。

( 五) 采伐迹地土镶速效性养分的变化

采伐迹地土壤中按态氮和有效磷的含量均有明显的 变化 (表 12)
。

以 50 厘 米土 层

计
,

钱态氮含量比林地提高 41 呱
,

有效磷含量减低 84 多
,

而速效性钾的变化不大
。

有效磷

含量的减少
,

可能有两个原因
,

一是土壤中可溶性铁与亚铁含量高
,

增加对磷的固定
,

二是

草灌丛生后
,

特别是根系初期生长也会消耗大量磷素
,

所以有效磷素的季节动态与林地不

同
,

在植物生长旺期显得很为贫乏
。

由于次生植被的作用
,

采伐迹地土壤的可溶性养分仍多集中于表层 (表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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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12 林地与连地 s0 皿米土层内的速效性并分含t (公斤/公顷)

戒戒戒
林 地地 迹 地地

NNNNN H 、一
NNN P

z
o
sss

N H 一NNN 、、

PPPPPPPPPPP
:〔) ,,

5555555 1 6 2

。

5 333
1

5 1

.

6 666

7777777 5 5

.

9 777 1 9 呼
。

7 333

9999999 1 6 1

.

2 666 1 9 2

.

8 111

平平均均均 12‘
。

5 999 1 7 9

.

夕000

衰 13 林地与迹地土城的速效养分含工

滩滩滩
NH一NNN P:O ,,

林林林地地 迹地地 林地地 迹地地

毫毫毫克/10000 占%%% 毫克/10000 占%%% 毫克/10000 占%%% 毫克/10 000 占%%%

克克克土土土 克土土土 克土土土 克土土土

000一1000 5
。

8 555 3 3

.

0 111 9

.

5 111 3 7

。

0 333 4

。

2 777 2 2

.

9 222 l

。

7 777 4 8

。

4 999

111 0 一2 000 3
,

2 999 1 8

。

5 777 4

.

6 夕夕 18
.
1999 2

。

7 555 1 4

.

夕666 0
.
3 999 1 0

.
6 888

2220一3000 2
。

呼444 13
.
7 777 4

.
5 666 1 7

。

7 666 3

。

7 666 2 0

。

1 888 0

.

3 888 1 0

.

4 222

333 0 一4000 2
.
5888 14

.
5666 3

.
4222 13

.
3 111 3

。

4 000 1 8

.

2 555 0

.

4 222 1 1

.

5 111

444 0 一5000 3
。

5 666 2 0

.

0 999 3

.

5 222 1 3

。

7
111 斗

.
呼555 2 3

.
8 999 0

.
6 999 1 8

.
9 000

(六) 迹地土城的酸度与可溶性铁
、

亚铁含l 的变化

由于森林采伐后
,

改善了水热条件
,
增强了有机质的矿化作用

,

从而使土壤的酸度降

低
,

一般 PH 值比林地相对提高 0
.
3一0

.
8 (表 14)

,
,

这对提高森林土壤肥力
,

扩大土壤适树

性能是有利的
。

农 “ 林地与迹地的土城欲度(5一9 月平均值)

长长之 一丝丝
林 地地 迹 地地

群群
)\
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假
pppppH(水))) pH (K C I))) p H (水))) pH (K 创)))

000一1000 5
。

呼333 5
,

0 777 5

.

8 111 5

。

斗444

111 0一2000 5
.
7000 4

。

9 333 6

.

5 333 5

.

7
444

222 0 一3000 5
。

4 333 4

.

8 333 6

。

3 000 5

.

5 777

333 0 一斗OOO 5
.
7000 4

。

9 000 6

。

1 000 5

。

呼000

444 0 一5000 5
.
7000 5

。

0 000 6

.

0 111 5

,
3 111

但 由于森林采伐迹地土壤中干湿变化频繁
,

氧化与还原作用交替进行
,

以致可溶性铁

含量比林地增多 39 并
、

亚铁增加 55 务 (表 15)
。

这对植物根系的生长是不利的
,

应注意通

过整地松土等措施来改善土壤通透性能
,

减少亚铁离子对苗木根系的毒害
。

( 七 ) 枯枝落叶层渗滤溶液的含t 及其变化

土壤渗滤水是土壤中有机物与无机化合物进行生物作用的直接媒介
,

土壤渗滤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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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s 林地与迹地 50 厦米土层内土族可溶性铁的含t (公斤/公顷)

Fe:0 3

林地 迹地 林地 迹地

9

平均

2628
。

3 0

2 7 9 1

。

0 5

2 4 3 3

。

2 0

2 6 1 7

。

5 2

5 5 9 8

.

1 0

1 0 1 1 5

.

5 9

5 8 9 0

。

6 0

7 2 0 1

。

4 3

6 6 7

.

8 3

6 6 3

.

4 5

3 7 5

.

1 3

5
6 3

.

8 0

1 6 0 1

.

0 9

1 4 8 9

。

9 8

7 2 1

。

0 1

1 2 7 0

.

7 3

组成和性质可以反映营养元素参与生物循环及土壤形成作用的过程
,

也可说明生物物质

循环进行的程度
。

研究表明
:
采伐迹地通过枯枝落叶层的渗滤水溶液 pH 为 5

.
6 ,

比林地渗滤水(pH 6
.
l)

略为偏酸 ;矿化度平均为 0
.
132 克/升

,

比林地下降 27 外;总碱度为 0
.
228 毫克当量/升

,

比

林地增加 4‘多
。

每年由枯枝落叶层进入土壤的元素总量为 318
.
” 公斤/公 顷

,

比林地增加 7务 (表

16)
。

如此可观的化学元素补充到土壤中去
,

可以减少土壤淋溶过程中所损失的元素
,

因

而采伐迹地的土壤多半没有灰化作用的进行
。

表 16 每年通过枯枝落叶层渗滤水溶液淋洗人土城的化学元紊(公斤/公顷)

谕谕侧吸吸
CCC Siii 人lll C 盈盈

M
ggg F

eee
KKK 元素总ttt

林林 地地 149
.
83666 75

.
94斗斗 2 7

.
8 3 444 2 8

。

0 5 555 1 0

.

8 6 555 2

.

1 5 666 4

。

0
7

888 2 9 8

。

7 6 777

迹迹 地地 173
。

4 3 000
5

5

.

2 9 000 2 8

.

0 8 0

...

4 1

.

9 5 000 7

。

0 8 000 微微 13
。

1 6 000 3 1 8

.

9 9 000

( 八) 采伐迹地土镶空气中分放 C q 含t 的变化

森林死地被物是产生 co
Z
的主要来源

,

土壤中 c o
:
含量的多少是生物作用强弱的标

志之一
。

试验表明: 在整个植物生长季节里
,

采伐迹地土壤表层 C o
:
平均含量高出林地

74
.
3并;在 10 一30 厘米土层中放出的 C O

:
以 30 厘米土层最多

,

若似容积百分率计
,

10 一

30 厘米分放 Cq 平均比林地高 ”
.
9外 (表 17)

,

说明采伐迹地土壤的生物活动比林地强

烈
。

表 17 林地与迹地土城空气中分放 C O : 的含t 亡5一9 月平均 )

、磐翠…宜1
一

类型
\ 矍}货泵撰

1。
…
2。

!

30
.

…一 {
2。
…一

(容积% ) (毫克/升)

林 地

迹 地

1
。

4 3 2 6

2

。

3 8 8 6

0

·

0 , ‘,

}

。
·

0 ‘, “

}

”
·

。, ‘,

{

‘
·

“‘”0

1

0
·

8 “, ,

}

‘
·

“

{

, 。

0
。

0 6 3 2 1 0

。

0 6 3 4 1 0

.

0 6 9 9 ! 0

。

8 7 3 7 1 1

.

2 4 4 4 1 1

.

3 7 0 3

就二氧化碳的季节性动态变化来说
,

采伐迹地 cq 分放的高峰期出现于植物生长初

期( 5 月)
,

5
、

6 月份土壤空气中 c q 的含量超过大气中 CO
:
含量的 1一2 倍 (图 4)

,

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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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规图桃
土城表层分放的CO :

7 8

…0
0内口,�.且

9 (月)

�寿盆
·

耳令�火令�t00

土坡空气中分放的 C O

八户�也产,
.
林

,
,
/尸,

.\

一
UnU

2

‘l

(索l祝御)200

U

一
56789 56789

侧定时间 (月)

—
10厘米 一

·

一 20 厘米 一一 30 厘米

图 4 林地和迹地土城表层
、

土墩空气所分放的 c仇

土温的观测结果是一致的
。

采伐迹地土壤分放 CO
:
的时变化以 10 一16 时为多

,

如土壤表层 10 一 16 时平 均为

2
.
78 公斤/公顷

·

小时比 8一10 时(平均为 2
.
邱 公斤/公顷

·

小时)多 26
.
8肠

,

比 18 一20 时

(平均为 1
.
71 公斤/公顷

·

小时)多 38
.
5并;又如 10 厘米土层内

,

若以容积百分率计
,

10 一
一6 时 (平均为

。
.
1。、务) 比 s一10 时 (平均为 0

.
070 务) 多 34

.
6务

,

比 15一20 时 (平均为

0. 068并) 多32
.
7务; 在 20 厘米土层内

,

10 一16 时 (平均为 0. 090 外) 比 8一10 时(平均为

0.037外)多 55
.
9务

,

比 15一20 时 (平均为 0
.
055% ) 多 2

.
3并; 30 厘米土层内 C O

:
的时变

化较为稳定
。

由此可见在整个生长季节中
,

土壤中生物作用的不均匀性
,

与森林采伐后植被条件与

气候因子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

三
、

结 语

根据对川西林区森林土壤与采伐迹地的对比研究
,

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

1
.
森林采伐后土壤水热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

如有效含水量减少
,

干湿变化明显
,

水分 日动态变化频繁
,

在植物生长旺季土壤水分含量锐减
,

地表的增温比林地约提早两个

月
,

温度变幅较大等
,

给予土壤性状以深刻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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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随着土壤水热条件的改变

,

土表和土层中分放的二氧化碳较多
,

生物活动增强
,

土

壤中主要营养元素如速效氮含量显著提高
,

每年由枯枝落叶层进入土壤的元素总量增加
,

土壤酸度有所降低
,

也没有发生泥炭化和灰化现象
,

这对土壤肥力的改善
,

采伐迹地幼树

的生长或更新造林均为有利
。

3

.

采伐迹地上灌丛和草本植物滋生繁茂
,

土壤表层形成紧实的草根盘结层
,

这对保护

土被
,

防止水土流失有良好作用
,

但对冷杉
、

云杉林的天然更新或植树造林产生不利影响
。

又 由于采伐迹地土壤容重增加
,

孔隙度和蓄水能力减少
,

土壤湿度趋于降低
,

可溶性铁和

亚铁含量显著增加
,

有效磷素贫乏
,

对苗木根系生长不利
,

可以采用整地松土或宽带
、

大穴

等抚育措施
,

以利于更新幼苗的生长
,

减轻亚铁离子对苗木的毒害
。

根据以上几点可以认为
,

川西林区在采伐后六年内的迹地上
,

水热条件基本上尚能满

足苗木生长的需要
,

但由于 。一20 厘米土层内水热条件变幅较大
,

在高海拔阳坡采伐迹地

上必须采取适当蔽阴措施
,

才利于幼苗生长
。

由于采伐迹地土壤水
、

热
、

气
、

肥的释放比林

地提前约两个月
,

因而可以根据当地海拔
、

坡向
、

土壤解冻时间等情况来及时安排更新植

苗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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