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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丘陵区土地利用对土壤水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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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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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黄土丘陵区
,

土地利用
,

土壤水分

土壤水分是土壤的重要组成物质之一
,

也是决

定土壤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

土壤中所有物质的

运移
,

包括植物从土壤中吸取养分
,

都离不开土壤水

分的作用川
,

土壤水分状况与植被覆盖和土地利用

密切相关
。

一方面土壤水分状况影响到植物和农作

物生长
,

另一方面植被覆盖和土地利用也影响着土

壤水分的含量及其分布
,

因此如何保持土壤水分在

半干旱黄土丘陵区尤为重要川
。

本项研究选择黄土

丘陵坡地上 3 种典型的土地利用结构类型和坡耕

地
、

天然草地和人工林 3种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
,

研

究了土地利用结构对土壤水分分布的影响和不同土

地利用类型的土壤水分状况
。

为
:

草地
一

坡耕地
一

林地 ( a)
、

坡耕地
一

草地
一

林地 ( b) 和

坡耕地
一

林地
一

草地 (
c )

。

草地由农 田退耕形成
,

林地

为人工刺槐林
,

坡耕地的主要作物有马铃薯
、

谷子
、

糜子和豆类
。

3 种结构类型丘陵坡地 的坡度基本一

致
,

由底部的 100 到中上部的 300 左右
。

从底部到顶

部设置剖面
,

采用便携式时域反射测试仪 ( DT R )测

定土壤水分
。

每种土地利用类型至少选上中下 3 个

不同部位
,

在每个部位选 3个点测定 。一
-

10 c m
,

1于
~ we

20
c m

,

2任一 30 c m
,

3于一5 0 c m 和 7 0 Cm 不同深度的土

壤水分
,

3个剖面共选取 % 个样点
。

1 研究区域特征

研究区域为延安市羊圈沟流域 ( 36
“

42
`

N
,

1的
“

31
`

E )
,

距市区 14 km
,

面积 2
.

02 kn尹
。

区域地貌类型

为黄土梁和黄土沟
,

沟谷密度为 2
,

74 km / km Z ,

属典

型黄土丘陵沟壑区
。

区域气候为半干旱大陆性季风

气候
,

降水多集中在 7一9 月
,

年际变率大
。

80 年代

年平均降水量 562 ~
,

而 199 1一 199 6 年平 均为

4 86 ~
。

流域内土壤 以黄绵土为主
,

抗蚀性差
,

水

土 流 失 严 重
,

199 1一 199 6 年 平 均 侵 蚀 模 数 达

8 97 9 “ (肋产
.

a
)图

。

流域内自然植被破坏殆尽
,

垦

殖指数较高
,

土地利用以坡耕地
、

梯田农地
、

果园
、

草

地和林地为主
。

经过几年的流域治理
,

农业景观发

生了很大变化
。

2 研究方法

选择黄土丘陵坡地上 3 种已持续 巧 年左右具

代表性的土地利用结构
,

从坡底到坡顶的组合分别

3 结果与讨论

3
.

1 土地利用结构与土壤水分

图 1显示 了 3 种土地利用结构 任一 7 0 c m 土壤

含水量的平均值 (分层取样的平均值 )沿坡面的变化

情况
。

在草地
一

坡耕地
一

林地土地利用结构中
,

从坡

底到坡顶土壤水分呈
“
U

”

字型分布 (见图 1 ( a) )
,

草

地和 坡耕地 土壤水分含量 较高
,

平均为 17 %一

20 %
,

在林地和坡耕地的转换部
,

因处于坡面 中部
,

逸流从林地到坡耕地的下冲力加强
,

降雨和逢流过

程中渗入土体中形成土壤水的较少
,

所以土壤水分

含量低
。

在坡上部和顶部
,

随着坡度的降低
,

林地土

壤水分含量逐渐升高
。

总体看来
,

该结构类型中
,

草

地的土壤水分含量最高
,

平均为 18
.

7 % ;坡耕地次

之
,

为 17
.

5% :林地最低
,

为 13
.

3%
。

在坡耕地
一

草地
一

林地土地利用结构中 (见图 1

( b) )
,

从坡底到坡顶土壤水分含量呈
“
W

”

型
,

坡耕地

和坡顶林地及草地中部的土壤水分含量高
。

土壤水

分含量与坡度和耕作措施有密切关系
,

坡耕地位于

坡面下部
,

坡度较小
,

10
0

一 150
,

表层土壤由于耕作疏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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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

有利于降水下渗
。

而草地和林地坡度较大
,

尤其

是林地表层土壤密实
,

林下缺少枯枝落叶层和草被
,

不利于截留降雨
,

加之树木根系较深和树冠蒸腾及

耗水量较大
,

所在林地土壤水分含量低
。

坡耕地平

均土 壤 含水量 18
.

4 %
,

草 地 为 14
.

2%
,

林 地 为

14
.

5%
。

在坡耕地
一

林地
一

草地土地利用结构中
,

从坡底

到坡顶土壤水分含量呈
“
V

”

字型 (见 图 l 咬( , ) )
,

坡耕

地最高
,

平均为 19
.

7 % ;林地最低
,

为 14
.

3% ; 草地

次之
,

平均为 18
.

1%
。

从坡耕地到林地的转换部
,

林地土壤水分含量达到最低点
,

然后逐渐上升
,

到坡

顶的草地
,

土壤水分含量为 20 %
。

:::
,

(C )))

几几扮扮
声声声

ǎ价钾ù啊爷妞鲜州

取样位置 酬

C :
坡耕地 卜林地 G :

草地

图 1 不同土地利用结构类型的 上壤水分分布

( a)
“

U’’ 型分布 ; ( b )
“

W
”

型分布
: (

c

)
“

r 型分布

3
.

2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与土壤水分

通过对林地
、

草地和坡耕地 于一7 0 。 m 的土壤分

层取样
,

测定土壤含水量
,

取其平均值得出
,

林地土

壤含水量最低
,

为 14 % ;草地次之
,

为 17 % ;坡耕地

最高
,

为 18
.

5%
。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土壤水分沿垂

直剖面的变化见图 2
。

在 任一 IO cm 的表层土壤中
,

坡耕地
、

林地和草地的土壤水分含量差异不大
,

分别

为 14
.

3%
、

14
.

5 % 和 14
.

9%
,

因坡耕地农作物的覆盖

程度较低和表层耕锄
,

所 以表层土壤含水量较低
。

但随着深度的增加
,

坡耕地土壤水分含量迅速增加
,

在 30 es
~

5 0 e m 达到最大值 20
.

7%
,

其后缓慢降低
,

到

70 。 m 时为 20
.

2%
。

草地的土壤含水量随深度增加

亦增加
,

但没有坡耕地增加的幅度大
,

到 2于
-
3 0 c m

,

为 18
.

2% ;在 3 0一 50 c m 基本持平
,

为 18
.

3% ;其后

缓慢下降
,

到 70
c m 时

,

为 17
.

3 %
。

林地土壤水分在

于
一

30
C m 缓慢上升

,

由 14
.

5% 到 14
.

7 %
,

其后 开始

下降
,

到 70 C m 日寸为 13 %
。

心.

公 林地

. 草地

令 坡耕地

令
一 - - - - - - - - -

一

202口一

ǎ次à

厂 `
- - - - - . - - -

一
酬荟如群一洲

土 层深度 ( c m )

图 2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水分的垂直变化

4 结 论

黄土丘陵区土地利用结构对土壤水分有一定的

影响
(

平均 O一
~

7 0 c m 各层土壤含水量
,

坡耕地
一

林

地
一

草地类型的土壤含水量最高
,

为 17
.

4 % ;草地
一

坡

耕地
一

林地类型 次之
,

为 16
.

5 % ;坡耕地
一

草地
一

林地

类型最低
,

为 15
.

7%
。

土壤水分与侵蚀的关系呈正

相关
,

在降雨条件基本相同的前提下
,

前期土壤含水

量越高
,

水土流失量越大闭
。

因而
,

坡耕地
一

草地
一

林

地类型水地流失将较小
。

该区域 0一 7 0 c m 土壤含

水量
,

林地 < 草地 < 坡耕地
。

土壤水分含量垂直剖

面变化 明显
,

林地在 2 0一 30
C m 达到 最高

,

草地在

胳一 5 0 c o l 为最高
,

坡耕地则在 3于一 50
。 m 最高

。

土

壤含水量的垂直变化与土地利用类型
、

植被 (作物 )

覆盖度
、

根系深度和耕作措施等因素关系密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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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科学部举办第二次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报告会

暨基金工作研讨会

为加强科学基金的绩效管理工作
、

展望 21 世纪

初数理科学的发展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

科学部于 5 月 12一 14 日在北京召开了
“

数理学部第

二次基金项 目研究成果报告会暨科学基金工作研讨

会
” 。

本次会议主要议题是
:
在回顾和总结 13 年来的

科学基金工作的基础上
,

面向未来
,

深人研讨 21 世

纪初数理科学发展方向和任务以及科学基金绩效管

理等问题
。

会议邀请在科学基金资助下发展起来的优秀群

体
、

优势研究领域及部分取得显著成绩的项 目负责

人介绍了各自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并邀请冯端
、

杨乐

等 8 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做了 21 世纪初数理科学发

展的展望报告 ;数理科学部和各学科主任也分别报

告了 13 年来的基金工作情况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张存浩主任
、

王乃彦
、

梁森副主任
、

国家科技

部基础司邵立勤副司长
、

国家教育部
、

中国科学院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来自

全国各地的数理科学家和有关资助单位科研管理人

员代表约 120 人出席了会议
。

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科学基

金在数理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

认为科学基金的支持

既提供了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
,

又激励了科学研究

的不断竞争和发展
。

专家们还谈到
:
数理科学是高

水平科学理论的基础
,

数理科学对 20 世纪科学技术

和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了 巨大贡献 ; 同样
,

在

21 世纪
,

数理科学在推动其他基础科学和社会发展

方面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
,

落实张存浩主任在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三届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加快科学

基金法制建设和提高绩效管理水平
,

统筹规划
、

切实

加大对优秀人才和研究群体的支持力度等工作设

想
,

数理学部在本次会议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
,

即从

199 8 年初开始
,

对 198 6一 199 5 年度资助项 目的情况

和研究成果做了较全面的调查
,

并 自 199 9 年 2 月份

开始分别对北京大学数学学院
、

清华大学工程力学

系
、

南京大学物理系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进行调研
,

了解和听取这些单位在人才培养和研究

成果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介绍
,

同时也听取 了他

们对科学基金工作的建议和想法
。

根据收到的研究成果报告
,

会前编辑出版了《数

理科学部第二次基金项 目研究成果报告会暨基金工

作研讨会文集》
,

此外
,

院士们所做的 21 世纪初发展

展望报告和会议纪要将收人新的文集出版
。

(数理科学部 刘喜珍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