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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区植被因素对于水土流失的影响
’

朱 硕 摸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

植被永远是防止地面水土流失的积极因素
,

因为宅一方面可以保护土壤
,

免受降水的

直接打击
,

并可阻援或消失地面径流的发生和发展
,

同时又可防治和消灭土壤侵触的发生

和发展
,

并使它佣的危害作用消失
,

甚至完全消灭
。

为什么植被对于水土流失有这么亘大的影响呢 大家都知道
,

植被既可以被复地面
,

拦截降雨
,

保护地表直接遭受雨点的打击
,

又可阻援暴雨搔度
,

稠节地面径流
,

增加土康渗

透时简
,

消减径流动能
,

以及加张和增进土壤渗透性
、

抗触性和抗冲性等
。

所以人们款为

破坏地面植被
,

必将招致水土流失的加张 而生物措施又为水土保持中最有效和最治本

的方法
。

黄土地区为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

并又为植被破坏最孩烈和目前植物被复度

很低的地方
,

同时屯又是黄河泥砂的艳对主要供抬基地
,

且又临近三阴峡水康
,

因此 目前

正在进行的三阴峡水利枢扭工程的寿命
,

必将完全取决于黄土地区的水土流失情况
。

所

以我们完全有必要研究一 下黄土地区植被因素对于水土流失的影响
,

以期通过这一工作
,

对于今后在这个地区所进行的生物措施和合理的士地利用以及今后土壤培肥和提高农产

等提供依据和建裁
。

一
、

植被直接保护土缝的作用

裸露的士壤
,

在进受雨滴的打击
,

抗冲性较差的土体或土块
,

常被打得散碎
,

并随着

雨滴从地面上飞港出来的分散的水滴飞向四方
。

根据实际观测所得
,

这种分散的水滴在

平地上可以跳到一米多高和二尺多远
。

这样一来
,

我们可以想象
,

在较陡的斜坡上
,

就是

在没有地表径流发生的情况下也可以发生土壤侵触
。

此外
,

被打得碎散的士粒
,

不是变得

泥滓
,

就是随着 下渗水而把土表下面的孔隙堵塞
,

二者都能诚弱土壤的渗水性能和容易引

起地面径流的发生和加孩
,

因而也就必然会促使水土流失的发生和发展
。

降水对于土表

打击破坏的作用
,

雨滴愈六坏口愈多就来得愈鼓
,

降雨带雹时的破坏作用就更为突出
。

黄士

地区的降雨非但集中而多暴雨
,

同时也常常带雹
,

因此当宅降落到光颓的地面上
,

极易引

起严重的水土流失
。

但是
,

在有植物保护地面的情况 下
,

那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

因为植物的地上部分首先

能够拦截降水
,

防止宅值接打击地面
。

林冠截留降水的现象是很显著的
,

同时也为很多人

所熟知并也很易理解
。

根据陕北按德水士保持贰盼站的青料  ,

就是幼林树冠也有显著

的截留作用 表
。

本文引用的登料包括黄河中游的考察置料
,

各献愉站的拭教观测资料
,

以及中国科学院土奥研究所和酉北生物

土奥研究所等机构的拭徽研究食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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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不同翻种的同佛幼林田冠截留降雨的效果

接一
林外总降雨量

毫米

林 冠 雨 量

占降雨全

 

毫来

斗

度
、少

复
‘、

被

户一阵
榆槐椿洋白奥

从表 可知
,

被复度愈大截留降雨的百分率也愈大
,

也就是保护地面免受降雨直接打

击的功效也愈大
。

一般茂密的成林
,

往往可以截留 卯一 拓以上的降雨
。

这些被截留的

降水
,

部分就在叶面蒸发散失
,

余 下的虽然沿着植物的枝干向 下流到地面
,

但是由于时简

延长了
,

速度减援了
,

因此这一部分的雨水
,

往往不会形成地面径流
。

笔者在黄士地区的

观测征明 森林拦截降雨的功效最大
,

草皮和生长茂密的牧草及作物等次之
,

生长稀疏的

作物和牧草较差
,

其中尤以点播的禾本科为最差
。

森林和草皮受带雹暴雨打击时一般不

会受到明显的揖伤
,

但是作物和牧草那就常常遭受极大的伤害
,

其中尤以蚕豆和糜谷
、

玉

米等较为显著
。

所以多雹地区
,

在 目前地面椽化程度不够
,

各地湿热情况尚有剧烈变化和

容易发生降霍的情况
一

。

选种抗雹性较张 的作物和牧草非但能械低雹炎程度
,

同时也能

较好地被复地面
,

诚少水土流失
。

植物地上部刃吠尤其死被复 的最大和最重要的功效是对地面径流的稠节和吸收作用
。

稠密的草皮灌丛都能分散径流和减援或甚至消失地面径流的动能
,

所以屯俩非但能够防

止士城侵触的发生
,

同时也能象过滤器一样阻拦从上面坡地上流
一

来的泥水
,

阻止它们流

入沟谷
。

这种拦阻径流和褂淤作用
,

非但可以在农地附近的多年生牧草地中发 生
,

同时也

在赤林边椽的灌丛中见到
。

如根据笔者等的青料  在子午岭稍林区稠密的灌丛基部常兑

有厚的 厘米上
一

的浮土层的堆积 又在甘肃庆阳西攀雄候官寨附近集水槽中 浅凹地

种植首蓓
,

八年内共拦积淤泥厚达 尺以上等现象
,

都是有力的征明
。

乔林本身对于稠节地面径流的作用不大
,

这已被很多的观察青料所征明
,

但是它的死

被物比较深厚
,

宅的水土保持功效特别来得互大
,

宅非但富有吸水性能
,

保蓄很多水分使

屯不致成为地面径流
,

同时也增加了地表的糙率
,

就是在发生地表径流时
,

也可起到很大

的皿援和拼淤作用
,

因此通过森林或林带流出来的水流
,

非但分散援慢
,

同时也清晰
“可

人 ”。

此外
,

死被复富有弹性能很好地保护土壤
,

免受降水直接打击
。

所以不箫在营造水源

涵养林或防护林和水流刹节林时
,

我们必须保护林 的死被复和林 生长的灌丛草本等
,

否则单凭林冠截留降水
,

对水土保持的功效是有限的
。

从上述可知
,

植被对于水士保持的直接功效是非常互大的
,

它非但能保护地面
,

免受

降水的值接打击
。

同时又能阻援暴雨张度
,

分散和稠节地面径流
。

但是这些功效
,

随着植

被类型和被复度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
。

一般规律都熟为械被对于水土保持的总的功效

就类型来挽
,

以森林最大
,

灌丛次之
,

草地更次之
,

种植的牧草和作物最差 就被复度来搅
,

被复度越大
,

水土保持的功效也越大
。

陕北援德水士保持站的青料征明洋槐幼林的 水土保持功效比农 地要弦得 多 表

一
。

从表 及表 可以看出
,

林地比农地的水土流失来得鲤微
,

同样林地
,

洋槐林的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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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 洋枕幼林和皿地水土保持功效对比

土 地 利 用
雨季总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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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槐耕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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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不同幼林水土保持功效比较

观 浏 年 份 树 种 树 龄 坡 度
降 雨 量
毫米

冲 刷 摄
公斤 亩

‘年

雨 季

。

  书

一,少哎曰,槐榆椿槐榆椿泽白奥泽白奥

年

雨 季

斗

, ,

,

,
,

入月入 日地面径流冲破了量淤池
,

因此实际数字要大得多
。

保持功效最大
,

白榆次之
,

臭椿最低
。

这些现象也恰恰和被复度成正相关
。

三种幼林的树

龄相同
,

但是根据陆尚龙的兢舒 〔’〕树高及根径和被复度一样也以洋槐最大
,

臭椿最小
,

可

冕洋槐长得最快
,

臭椿最慢
,

因此不萧从水土保持功效或材积的增长情况来看
,

洋槐是比

较良好的速生先攀树种
。

甘肃天水水土保持站 年的观测青料征明
,

首楷地要比作物地诚少径流 倍
,

诚少

土壤冲刷 , 倍
。

援德站 年 月 日的观 ! 青料表明种植首蓓和草木裸小区上的

土壤冲刷要比种谷子的小区小 , 一 倍 表
,

而草木择小区上的冲失量比种首蓓小区

当时被复同为 多 上的多 倍
。

狡 不同牧草和作物在 ‘年 月 日 雨时的水土流失对比 径流小区

岁

作 物
坡 度 当时 , 复 降 雨 量

毫来
径 流 量 土奥 冲刷
公方 亩 公斤 亩

, 斗

科

 生长二年曹摺

生长二年草未择

谷子 点播 一

弓

。

 ! 年 月 日援德站的观测查料表明
,

当洋槐林中简种牧草
、

作物后
,

由于被复的

增加
,

水土流失就有显著的诚少现象 表
。

从表 可以同时看出
,

幼林夹种牧草或作物
,

非但可以发挥地力
,

增加收益
,

同时对于

水土保持也有显著的功效
。

此外
,

同样也可看出混交林的优越性
,

因为不箫洋槐或臭椿和

紫穗槐混交种植后
,

都可以诚少土壤冲刷达 多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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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不 同造林方式在 年 月 日 雨时水土流失比校

不 同 造 林 方 式
坡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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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羹纂

盖”
传彝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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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臀
先朽 三年泽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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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简种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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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简种草未挥

△ 三年耗奥椿林

△ 三年鹿泽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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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斗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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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径流小区费料

,

△ 量淤池食料
。

1 9 5 3 年 黄河水利委具会所粗棍的第二水土保持勘察队的查料征 明了光秃 无被复 的

地面
,

土壤冲刷要比有被复的地面大得多
,

同时被复度愈大
,

径流系数愈小(表 7
、

6
)

。

裹 ‘ 地面径流系橄和被妞度的关票(人工降雨)

被复度(% )

径 流 系 数 0
.
070 0 .136 0

.
20 1 0 .3斗2

表 7 有被盆和没有被盆土绷冲刷. 的比较(公方/公顷/年)

}
地 面 坡 度

地 面 情 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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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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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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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20

’

光 秃

有被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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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日」
’

! 7 6

1 加

86

23 0

80

从上述的情况不难看出
,

黄土地区
,

不箫坡面上的坡度如何
。

倘若有很好的植物被

盔
,

就可以阻援或防止水土流失的发生
。

因此
,

不萧在农地中种植牧草
,

甚至作物本身的

密植和简作
、

混作等都可以收到很大效果
。

同时兑于黄土地 区的雨量比较集中
,

干湿季节

明显
,

因此在农地中
,

在雨季时保持有良好的作物或牧草被复
,

都将对于水土保持起着很

大的效果
,

所以如何凋整耕作制度和合理安排作物的粗合
,

是当前值得研究的重要裸题
,

同时也突出地显示出了森林植被对水士保持的互大作用
。

因此苏联专家 M
.
H
.
扎斯拉

夫斯基ta]孰为
: “
正确采用造林措施时

,

森林在水士保持上可以获得很大的收益
” ,

对黄土

地区来拱更为重要
。

二
、

植被对于水土流失的简接影响

植被对于水土流失的简接影响
,

主要是加孩土壤的透水性
,

械少了地面的径流的发生

和发展 ;增进了土壤的抗触性
,

诚少和防止了土壤的分散和悬浮; 使土体或土壤拮构相互

串速固桔在一起
,

助长了抵抗地面径流的冲击破坏和运褥作用的性能
。

此外由于植被的

繁生
,

积累了养分并提高了土壤生产特性
,

因而生长在屯上面的作物和植物获得了最好的

条件
,

生长得比较旺盛和繁密
,

拮果也就增加了它俩对于土壤的直接保护作用
。

土壤在植被繁生的影响 下
,

不断获得和积累了上述的抵抗侵触的特性
。

显然
,

这些特

性也是土壤形成过程发生和发展的重要标志
,

同时它俩主要由于植物根部的繁生
、

分布
、

撼挑
、

固桔
、

更新
、

腐解以及腐殖盾的形成和积累作用
,

因而由于各种植物根部的特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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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它作,对于土壤的具体影响也就存在着互大的差别
。

所以我佣在选择具体生物措施时
,

必须充分考虑到这种情况
。

植被对于土壤的透水性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植物根系能将土壤单粒固拮起来
,

同

时也可将板拮密实的土体分散成小块
,

并在根系腐解和搏化合成腐殖盾以后
,

非但累积了

土壤养分
,

并能使这些土壤的团聚体形成良好的具有大量孔隙的和不易破碎的精构
。

这

种拮构就是一般所称的团粒桔构
。

由于团粒拮构的形成和积累
,

使得土体疏松居水
,

非但

对于防止地面径流的发生具有重大的意义
,

同时由于团粒拮构的士壤的地面具有一定糙

率
,

增加了地面径流的障碍
,

因而也就能够阻援径流的流速
,

且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地面

径流的进一步集中
。

此外
,

植物根系腐败以后
,

遣留下来的孔道
,

也大大地增加了土壤的

大小孔隙
,

并也有效地增进了土壤的通透性能
。

土壤腐殖盾和团粒拮构的增加同样意味着土壤肥力的高涨和土壤抗触性能的 增加
。

这样一来
,

非但增加了土壤对于水分的保蓄性能
,

同时也有效地防止了土壤被分散悬浮等

侵触过程的发生和发展
。

黄土地区的植被
,

虽曾遭受了弦烈的破坏
,

但是就残存的植物和作物
、

牧草等种类来

锐
,

还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

这就对于我们今后进行生物措施提供了极大的有利条件
。

因为

我们首先就可以从它们之中选择生长快
、

握济价值高和水土保持能力孩 的来繁殖推广
。

笔者等曾于 1953 年在野外进行了各种植物对于土壤水稳性团粒拮构 的形成能力 的大小

的观侧
,

其拮果可以概括如 卜

(l) 森林被砍伐后生长茂密草本植物者团粒含量最高
,

一般可达 90 务上 民 山地林

徐草地次之;坡积地带草地和林下有草本植物生长者更次之;放牧过渡的阳坡草地很低
,

一般不足 15 % ;农地最低
,

砂黄土地带常常不足 3拓
,

南部较翩的黄士地带也不足 10 多
。

_

(
2
) 砂黄土地带种植紫花首蓓和草木梅以后

,

土壤团粒拮构的形成作用是不大的
,

一

般不超过 15 多
,

同时在初种的三
、

四年内增加较显著
,

以后非但增加得非常援慢
,

反而有

逐渐 下降的趋势
。

种四
、

五十年以后的老首藉地
,

地表变得密实不易透水的现象很为明

显
。

(
3
) 各种单生植物根系附近的团粒拮构

。

以禾本科沙草科最高
,

豆科次之
,

菊科和蔷

筱科等植物更次之;禾本科和沙草科中尤以多年生的较好
,

其中尤以根草发达的野生鹅冠

草
、

思尾索等最佳
,

阴穗
、

本氏羽茅等次之
,

生长有地 下童的倒生草和姜草等形成团粒的功

效很低
。

1 9 5 5 年我们在晋西稠查时
,

又进行了相似的工作
,

并进行了士壤透水性的测定
,

燕将

部分青料整理成表 8
。

从表 8 可以看出
,

林灌长期被复 F 的土壤
,

水稳性团粒拮构最高
,

透水速度也大
。

毫

无疑简
,

这就是孩大水土保持功效的重要标志
。

荒坡散生灌丛和稀疏草本植物等的功效

不大
,

尽管屯们地上部分对于地面径流有些阻援作用
,

但是它们对于土壤性盾的变更不

大
,

因而透水较援
,

同时光秃板拮的地面
,

在斜坡上
,

更有利于地面径流的形成和发展
,

又

加土壤水稳性团粒不多
,

土壤极易在水中分散悬浮
,

所以水土流失在裸露的部分依然发

生
。

农地的情况更差
,

仅仅在荒地新垦之初尚存有一定的水稳性团粒拮构
,

同时透水也稍

较弦
,

但是耕种时简斡久后
,

非但水稳性团粒拮构低落
,

同时透水性很差
,

可兑一年生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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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 8 不同利用悄况下各类土妞透水性和团性桔构的比较
.

一△ 地表光秃密实
,

所浏团粒数
,

主要是板桔的土块
,

不是真正的团粒
。

.

透水是用回筒法测定的
,

因而要比降雨时的实际透水速度大得多
。

作物及棉花等根系稀疏的作物
,

对于增进土壤保水和抗触能力等的 功效是不很显 著的乙

虽然农地在人为耕锄后
,

变得很疏松
,

因而透水的初速很大
,

但是由于土壤水稳性团粒拮

构很贫乏
,

土粒极易分散并很快堵塞了孔隙
,

所以透水速度急剧 F降
,

恒定的透水速度很

低
。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

地面光秃板拮的松林坟地
,

不希就透水性能和团粒拮构的形成作

用来耕
,

屯的功效都是不很显著的
,

这就再一次征明
,

单钝营造乔林
,

不注意林 下植物的繁

生和腐叶层的保护等
,

那就很难收到水土保持的功效
。

农地土壤透水性能和抗触性的增进
,

在颇大程度上将有辍于合理的耕作制度
,

其中多

年生牧草的种植也将有其独特的显著成效
。

黄土地区普遍都有紫花首蓓栽培的习惯
,

并也有比较长远的历史
。

根据一般青料表

明
,

三年内首浩在土壤中可以好存10 0一16 0公担/公顷的干物质 (根系 )
。

投德站和天水站

的拭脸青料表明
,

首楷和草木握能在每公顷面积的土壤中每年好存干物 质 在数千 斤上

下冈
。

又根据我叩,在武功进行的草补翰栽截盼的拮果(表 9一12 )表明
,

种植首蓓后土表

30 厘米士层中
,

第一年增加根量干物重260 斤/亩
,

第二年 30 6 斤/亩
,

第三年 313 斤/亩
,

三

年共补 829 斤/亩 ;鸡脚草三年共增 1, 38 9 斤/亩 ;黑麦草三年共增 1
,

12
2 斤/亩 ;草木橱二

年共增 58 1 斤/亩
。

农地种植牧草后
,

不输其粗合如何
,

在一年内
,

对于土壤有机质和水稳

性团粒拮果的增加
,

都没有什 么效果 ;但是在一年以后
,

就有显著的作用
。

从表 n 中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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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9 多年生牧草在土玻 30 皿米土脸中盛留很系干物宜比较(斤/亩)

踢 脚 草
}
黑 麦 草

}

.
草 木 择 首 箱 } 曹 摘

脸脚草混播 }黑麦草混播

7斗相17/利用第一年

利用第二年

利用第三年

合 箭

26 0

306

313

879

478

501

斗10

1 3 8 9

3 4 5

4 5 9

3 1 8

11 2 2

63 O 权1

581

玻 10 利用一年多年生牧草和一年作物地中土妞有机熨及团拉比较
*

物
}

土层深(。
) } 有机盾(% )

}
> 0

·

25 毫、水。性团。含量(% )

盲糟肠脚草混播

首箱黑麦草混播

曹拾璐脚草

黑麦草混播

小 麦

3一8

15一20

3一8

15一2 0

3一8

15一20

3一5

1 5一20

3ee s

5
.
6

5
.
8

6
。

1

7

.

8

4

.

1

6

。

0

斗
.
8

8
.
斗

8
.
6

92时00九另018982叶00
一土00
八甘‘1
0
Jl

*

水稳性团粒拮构系用 Y od er 法测定
。

玻 11 砚地握种多年生牧草后水粗性团社 (> 。
.
乃 厘米) 的增是情况

*

不 同 深 度 团 粒 含 量

牧
,

草 粗 合 3一10 厘来 10一20厘来

士 %

单播首箱三年后

有稽+ 踌脚草三年后

首摺+ 黑麦草三年后

首稽+ 踌脚草+ 黑麦草三年后

草木择+ 黑麦草三年后

草木择+ 黑麦草+ 路脚草三年后

增诚%

0

+ 7
.
2

+ 12
.
斗

+ 斗
.
9

一2 9
.
0

一 19
.
2

0

+ 18
.
8

+ 4
.
3

+ 10

+ 3
.
6

+ 5
.
9

…
’

哪“下
J % } 士 %

}

, ,
·

,

}

。

}

”6
·

7

}

+
1 斗

·

5

}

“斗
·

9

}

+
2

·

7

}

“6
·

9

}

+
斗

·

7

}

2
7

·

9

}

+
”

·

7

}

“5
·

斗
}
+ ”

·

2

一
649603

乡一斗3只
�
斗
,上
0

一乙
.
6
‘
份哎夕
6
一,一

3
1坑少门了23

, l

,一弱62676026肠

* 以单播曹糟为对比基础
。

表 12 澳作和多年生牧草地土绷渗透性能比较

最 大 渗 透 量
(毫米/分)

平 均 渗 透 率
(毫米/幻

} 渗 透 恒 定

} (毫米/幻
值 一小时平均渗透量.

(毫来)

一、7
7
Q以

…
00,1小麦莲作

首糟2 年

路脚草2年

3
.
0

3
。

2

2

.

5

1

。

1 3

1

.

6 6

1 6 0

1 0 0

1 5
9

.

5

1 6 7

.

0

看出
,

就是单播首蓓
,

种植三年后
,

各层简的团粒拮构都有显著的增加
,

倘就团粒拮构的增

加数来看
,

那末多年生牧草的粗合以首楷和鸡脚草混播最好
,

这个情况同时也和产草量相

一致
。

因而就武功地区来靓
,

在进行草谷翰栽制时
,

首蓓和鹉脚草将为比较理想的多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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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草粗合
,

其次是首蓓鸡脚草和黑麦草混播以及首蓓和黑麦草混播等
。

此外
,

草木糠和其

他多年生禾本科牧草混播也有很大的功效
。

农地种植多年生牧草以后
,

土壤渗透性能的增加也是非常明显的
,

虽然有关这方面的

青料我俩观侧的很不够
,

但是土壤渗透量和土壤水稳性团粒拮构成正相关
,

因此不难想

象
,

多年生牧草尤其混播牧草种植三年以后
,

对于土壤渗透性的增加必将更为互大
。

同时

它对子黄士多极阶地上不断进行着的
、

影响土壤肥力旦大的
、

目前又为我下四不易觉察出来

的片状侵触的防止以及土壤培肥和保征增产等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

,

植被对于土壤捅中性的增加
,

主要取决于根系的缠揍和固桔作用
,

屯将土体或土壤桔

构串联在一起
,

不使径流将它带走
,

因而首先要求土块和土壤拮构不在水中崩解和分散 ;

所以就土壤性盾来规抗冲性是建筑在良好抗触性基础上的 ; 同时在地面径流不大的情况

下
,

土壤水稳性团粒的形成和抗触性的增加,, 也同样标志着土壤抗冲性的相应增长;但是

在地面径流较大的情况 下 (径流的动能将土壤拮构个休推移运斡时)
,

那就完全依辍土体

本身的抗冲性(拮构或土块简的胶拮能力)和植物根系的固拮作用了
。

黄土地 区的成土母盾并受孩烈侵颤的物盾主要是黄土
。

这种土状物本身
,

由于含碳

酸钙较多
,

因而团聚体比较发达
,

所以他们在水中不易分散悬浮
,

虽然这种团聚体在干时

堆积附着一起
,

形成了疏松的黄土休
,

但是在水中极易崩解散开
。

一个没有握过生物附着

和没有进行成土作用的黄土母盾
,

把宅放在静水中
,

不到 3 分钟
,

就可以崩散解体
,

崩落堆

置成一个象砂堆一样的小锥体
。

但是一晃有苔藤植物生长的土体
,

就很难在静水中崩解
’

下塌
,

这就标志着黄土在苔解的影响 下已握获得了一定的抗冲性
。

就黄土地区的具体情况来轰
,

土壤侵触的剧烈进行
,

主要由于黄土本身抗冲性的低

弱
,

同时今后增进这些士壤的抗冲性能
,

必将主要依靠适当的生物措施
。

因而中国科学院

土壤研究所和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的工作同志俩对于植被增进土壤抗冲性能简超
,

曹做

了一些工作
,

其中包括不同植被根系附近土体在静水中崩解情况
,

流水中的抗冲性和水冲

穴 (C
.
C
.
索波列夫装肴 )等的比较观测

。

土体在静水中的崩解情况可以作为土壤抗冲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

因为土休吸水和水

分进入土壤孔隙后
,

倘若
’

它很快崩散破碎成很多小的单元
,

那末就对地面径流的推移作用

剧造了条件
,

否ll[J 就要要求更大的径流量和流速才能够把较大的土体搬运
。

我们在晋
、

陕
、

甘三省境内的黄土地区共进行了不 下三百余标本次的测定桔果征明
:
(l) 苔裤类植物固桔

土体的能力很大
,

非但不在静水中崩解散碎
,

同时也能抵抗一般翩股地面径流的冲击作用
,

但是他们所能固拮的裸度不大
,

最多不超过 3一 , 毫米
,

同时被固桔的地面在于早时常易

蜷精破裂而使 F 层土体裸露; (2)其他高等植物固拮握揍的土体
,

在根系稠密的部分此较

孩大
,

土体可能不崩解或在静水中崩落 下来的部分很少
。

但是在根系分布稀疏的地方
,

对

于有水稳性桔构的士体来靓
,

就有很大的串联作用
,

在静水中很少甚致不会崩解脱落 ;对

于没有拮构或团聚体很小和水稳性不嗤 的团聚体来靛
,

那就很容易崩裂散落
。

因而
,

很明显
,

防止土体在水中崩散的功效主要取决于和植物根系的密稠度和分布情

况等
,

所以我俩可以根据具体要求和土壤条件来选择适当的植物和相应的种植密度
。

水冲穴的深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土体抵抗雨点打击和地面径流的冲击等破坏

作用的孩弱
。

1 9 , , 年我们在晋西地区曾进行了拭输观侧
,

所用工具系用 C
.
C 二

索波列夫



土 壤 学 报 8 粉

装健
,

并分别采用 0
.
5 个和 1 个大气压力的股水来啃射

。

所得桔果
,

大休上和土休在静水

中崩解的情况相一致
,

同时又表明了不易在静水中崩解分散的土体的对于小股水流的抵

抗力也有很大的差别(觅表 13 )
。

班 13 不同植被下各种土翻水冲穴澳度比较

土 典 }分布地点及利用情况
土 。 , 况

一

{

土层名称
喷击位母
(厄米)

水

鄂
度

…
备 考

60一6
月工
.
1

’林, ‘土

}

”‘
武山”地

,

乔

’ 土

…
‘紧貉襄”

’

, 色 土

}
簇塑

”山乔林
、

油

曼瑟:覆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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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少

A 1
.
1

A 1
.
2

0
.
5个大气压

A B

4
.
5

4
.
弓

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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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多
块状桔构

,

根密
块状有根系并鞍密实

雌松
,

粒状精构
,

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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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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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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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1. 2
B

0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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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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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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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3 可以看出
,

乔灌密林根系固拮土壤的作用最大
,

其次是荒坡杂草
,

作物根系的

作用最差 ;荒地新垦后
,

在原有根系末被全部耕翻破坏和腐解败毁以前
,

尚有明显的积极

作用
,

老耕地因为作物根系较少
,

因此固拮作用很差
,

同时也由于作物种类的不同也有显著

的差别
。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
,

杠土本身比较密实粘重
,

它对于流水的抗冲作用一般较大
,

但是被耕种散碎疏松后就和杭冲性很小的黄土相同
,

甚至更小;不过未被耕种和土表虽然

疏松但有杂草生长的杠土
,

从水冲穴的深度看来
,

屯的抗冲性就变得很大
,

这里就再一次

突出地呈现出植物对于增进土壤抗冲性的互大作用
。

植物根系对于土体的固桔抗冲作用
,

也可以用流水来冲击测定
。

这种测定
,

由于水疏

冲击的土面较大
,

同时采用的是流水
,

因而所得的拮果
,

可能更接近于实际情况
。

我们哲

握在同一地点
,

选择了不同植被根系附近的土壤作了比较
,

拮果冕表 1斗
。

表 14 不 同植被对于土体固枯抗冲作用此较
*

1001001003319232731
213斗哎沪67

1
35
6

�、
9斗0
�169

农地玉米

农地糜子

草地本氏羽茅一小丛状

草地焉莲丛状

草地羽毛成片分布

草地朗穗成丛

草地杂草小片分布

草地春草

草地黄白草成片已盖满地面

林地白锡疏林
,

有腐叶层

林地白锡密林

草地黄营草

草地禹芽草

附有少量根系的杠土块

草地倒生草

100

100

5分钟内被冲完

5分钟内被冲完

20 分钟内被冲完

被冲一小时内

被冲一小时内

被冲一小时内

被冲一小时内

被冲一小时内

被冲一小时内

被冲一小时内

被冲一小时内

被冲一小时内

被冲一小时内

13 分钟内全都冲失

相 分钟内全部冲失

890,123斗曰,

闷t,1I
L11,11人

书

武徐系在小溪流水中进行
,

土块放在倾斜 10
。

的木板上
,

流水深 3厘来
,

士块体积为 3火 斗火 4 厘来气

从表 14 不难看出
,

所得精果
,

和上述二种指标相似
,

并更较显著
,

宅们又一次征明
,

林

木的固土能力最弦
,

草本植物次之
,

农作物最低
,
约但是生长稀疏的林木反 又不如根系比被

发达的草本植物
。

草本植物中生长较好和聚根发达的黄白草
、

羽茅
、

阴穗等较好
。

这些草

本植物在黄土地区的分布范围较广
,

并又为良好的甸料
,

因此这些保土草本植物的酬化和

繁殖
,

不渝对水土保持或更新草坡和发展甸料基地来锐都值得研究
。

同时我们从表 14 的

拮果中可以再一次肯定
,

植物在防止土壤侵触上的重大价值
,

因为小河中的流水动能要比

一般暴雨甚至斡大暴雨后在地面上所发生的径流要鼓得多
。

从上述的各种情况看来
,

黄土地区由于植被稀少
,

黄土本身疏松深厚
,

抗冲性较差
,

暴

雨集中
,

因而水土流失严重
。

但是野生植物种类繁多
,

黄土肥力尤高
,

屯们极易繁生发展 ;

同时很多植物非但能截留降水直接保护地面
,

并拦蓄大量水分
,

消灭地面径流
,

增加地面

糙率
,

阻援径流流速
,

阻援暴雨孩度和消失径流势能以防止水土流失的发生和发展
,

同时

又能提高土壤肥力
,

增进土壤渗透性能
,

加张土壤抗触和抗冲能力等从根本上防止土壤俊

触的互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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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我佣可以初步肯定
,

在黄土地 区进行水土保持工作时
,

生物措施是唯一治本有效

并和发展农业生产密切拮合的措施; 同时黄土地区完全有条件有可能有把握来进行这项

工作
。

撇化造林是生物措施中的重要内容
,

但是乔木钝林的水土保持功效有限
,

因而以混交

林尤以乔灌混交林为优
。

洋槐是速生和固土截留作用很大的林木
,

在可食岛逃冬的地区
,

不

失为优良的先攀树种
。

任何方式的水土保持造林
,

林 下草灌植物的繁生和枯枝腐叶层的

保护都是非常必要的措施
,

否则所造林木就不能很好地担负拥节地面径流
、

增进土城透水

和防止士壤侵触发生发展的功能
。

营造林地初期的林牧混栽甚至林农混作等
,

对水土保

持和增加农产来没都是两利的措施
。

荒坡繁生的黄白草
、

羽茅
、

阴穗
、

黄营草
、

思芽草
、

鹅冠草和胡子枝等
,

都具有一定的保

土能力
,

植得今后研究
、

驯化和繁殖更新;草木择和首蓓的固土抗触功效虽然不大
,

但是宅

们容易繁殖推广
,

不失为目前救急的有盘草种
,

同时屯们生长快
,

甸料价值高
,

对于发展畜

牧的功效很大
。

平坦的农地
,

我佣完全可以肯定
,

在适当的耕作措施 卜
,

只要能够合理刹整一 卜作物

的粗合和正确运用草谷翰栽制
,

非但能够防 止土壤侵触的发生和发展
,

同时也能够加速土

城培肥
,

使得农业不断高涨
。

但是在坡地上
,

由于农作物和牧章拦截降水和增加土壤抗冲

性等功效的限制
,

因而要求一些必要的田简工程措施(尤其梯 田)来保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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