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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 re st R e se a rc h

三峡库区坡地植被一土壤环境

变化及土地利用的研究
‘

黄雨霖 赵汉章 陈明珊 祁月清

摘要 三峡库 区现有坡地植被是由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演替而来的天然次生林和荒地草坡及 人

工林植被
。

森林覆盖率从 20 世纪 40 年代的 45
.

5 % 降至 1 9 8 5 年的 21
.

7 %
,

而且面积分布不均匀呈
“

岛状
”

和
“

斑块状
”

。

坡地植被的退化导致了土壤痔薄
。

土壤石砾含量 6 % ~ 30 %
;
土层较薄 40 ~ 60

。m ;
土壤母质松软再加之人 们不合理利用土地

,

使水土 流失加剧
。

为了控制库区坡地植被一土壤环

境变化
,

防止进 一步土壤侵蚀
,
1 9 9 2 年采用生物活篱笆复合农林经营技术

。

生物活篱笆是采用速

生
、

萌 生力强
、

能 固 N 的植物材料沿等高线种植
,

使较陡坡地保持水土达到合理利用 土地的目的
。

试验选择刺槐
、

黄荆
、

马桑
、

新银合欢
、

紫穗槐
、

龙须草
、

香根草等乔灌草
。

种植 3 a
后植被覆盖达

3 5 %
,

产沙量 3
.

3 9 / m
, ,

而 人为翻耕没有植被覆盖的产沙量高达 37
.

97 9 / m , 。

关键词 三峡库区
、

生物活篱笆
、

复合农林业

坡地是丘陵山区人民赖以生存的地方
,

长期进行着农林牧业开发利用
。

在国外
,

特别是发

展 中国家
,

农林复合经营 (A gr of or e s try )作为一种新兴的事业
,

正在 日益引起重视
。

从 1 9 8 9 年

至今在不同山区开展规模较大的陡坡地 (坡度 35
“

~ 40
“

)设置草类和灌木带的农作物种植系统

或用豆科灌木绿肥覆盖农 田控制水土流失取得明显效果
。

复合农林业的提出深化了农林间作

的含义
。

我国主要粮食产区黄淮海平原有农桐间作
、

枣粮间作
、

杨粮间作和农田防护林 已经取

得了很大生态和经济效益
。

中国林科院吴中伦院长
”指出

“

林木包括乔木
、

灌木是多年生植物
;

少则十几年
,

多则几十年
、

几百年
,

经种植成熟后可以年年收益
,

或长大成材进行采伐
、

间伐
,

不

需要经常翻耕土地
。

在坡地种植还可以发挥其保持水土
、

涵养水源
、

调节气候
、

维护生物多样性

的森林生态系统功能
” 。

生物活篱笆是复合农林业经营技术措施之一
。

复合农林业要强调适地

适树
、

适灌草
、

适作物 (农作物和经济作物 )的合理配置
,

当然没有多年生木本植物参与就不能

构成复合农林业
。

本项研究对稳定库区农业生产
,

保持库 区水土资源和今后大坝安全
,

维护三

峡库 区生物多样性以及缓解库区移民生产和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

1 研究方法

实验区以三峡库区湖北省株归县水田坝乡亮斗河流域黄家桥水保站为基地
,

流域长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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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m
,

面积 1 93
.

73 k m
, 。

采用路线和分类抽样调查
,

即把调查区划成若干不同的地类如人工林
、

次生林
、

阴坡灌草地
、

阳坡灌草地等
,

查明坡地植被一土壤的发育
、

演替背景
。

并且设置 3 组生

物活篱笆试验 区
,

引种 6 种 以防止土壤侵蚀 为主的乔灌草
,

从 19 9 2 年始进行地上部分 (高生

长
、

冠幅 )
、

生物量及地下部分根系和生物量的测定 (l 年生 )
。

结合调查植被和生物活篱笆生长

情况进行土壤适宜性调查和分析
。

试验区设计
:

(l) 红石岩 1 号地
。

设有新银合欢
、

马桑
、

黄荆
、

黄花菜
、

香根草
。

(2 )红石岩 2 号地
。

设有新银合欢
、

马桑
、

黄荆
。

荒坡定植刺槐
。

(3 )水井沟 (3 号地 )
。

设有新银合欢
、

马桑
、

黄荆
、

香根草
。

经济林品种有脐橙
、

锦橙
。

2 试验区 自然地理

三峡库区总面积 4 98
.

87 万 hm
, ,

其中耕地面积为 1 99
.

65 万 h m
, ,

山地黄棕壤和黄壤占耕

地面积 6
.

5%
、

紫色土占 78
.

7 %
、

石灰岩土壤占 14
.

8 % [s]
。

株归县王家桥亮丰河流域水田坝选

择紫色土设置试验 区
。

土地面积见表 1
。

表 l 姊归县主要土壤面积 [’ 〕

土类名称
面积

(万 hm Z )

占全县总面积

(% )

耕地面积

(万 hm Z )

占全县耕地面积

(% )

林地面积

(万 h n 1 2 )

占全县林地面积

(% )

山地棕壤

山地黄棕壤

黄 壤

紫色土

石灰岩土

潮 土

0
.

0 2 3

2
.

2 1

4
.

3 5

2
.

7 6

5
.

5 4

0
.

0 3 5

0
.

1

9
.

2 6

1 7
.

9 3

1 1
.

3 8

2 2
.

8 2

0
.

1 5

0
.

0 1 5

0
.

5 3

0
.

6 2

0
.

3 8

0
.

9 1

0
.

0 2 8

0
.

5 2

1 7
.

6 8

2 0
.

7 7

1 2
.

8 6

3 0
.

5 4

0
.

9 4

0
.

0 0 8

1
.

6 8 5

3
.

7 3 2

2
.

3 7 9

4
.

6 3 0

0
.

0 0 7

0
.

0 6

1 3
.

5 5

3 0
.

00

1 9
.

1 2

3 7
.

2 1

0
.

0 6

2
.

1 地理位置和气候特征

株归县地处长江中游
,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

境内山峦起伏
,

气候垂直变化明显
。

年平均气

温 6 ~ 18
“

C
,

平均降水量 1 4 3 9
.

2 m m
,

四季分明
。

海拔 1 5 00 m 以上的高山区基本无炎夏
,

冬

季及寒冷天气长约 2 26 d
,

占全年的 62 %
。

灾害性天气如下
:

(l) 早稻育秧期低温冻害
,

晚稻抽穗扬花期寒风
。

冬季有些年份可出现严重冻害
。

(2 )日降水量 50 m m 以上的暴雨 4一 10 月均有发生
,

6 一 7 月尤为严重
,

占全年 43
.

3 %
。

倘

有伏旱年份如 1 9 9 4 年 8一 9 月间长期干旱
,

导致柑桔叶片普遍黄化
。

(3 )春秋连 日阴雨常伴有低温
,

特别是海拔 6 00 m 以上山区更为严重
。

2
.

2 地质构造和地貌特征

株归县地质构造
,

自西向东横跨株归向斜和黄陵背斜西翼
,

南部为香炉 山背斜
。

母岩以古

生界寒武系至二叠系和中生界三叠纪
、

侏罗纪地层分布最广
。

株归县四 面环山
,

长江 自西向东

横贯全境
,

把该县分成南北两部分
,

构成独特的长江三峡 山地地貌
。

境 内地形起伏
,

海拔变幅在

5。一 2 o 0 O m 范围内
,

坡度陡峻
,

山峰林立
,

层峦叠嶂
。

江北地势北高南低
,

江南南高北低
,

长江

中路将其切开呈开 口山地盆地
,

历史上素有
“

金线吊葫芦
”

之美喻
。

2
.

3 坡地植被一土壤演替及其环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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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

1 原生森林植被演潜 为天然次生林植被和 荒地草坡
、

人工林植被

(l) 海拔 600 m 以上亚热带植物区系中常见的常绿阔叶林樟
、

楠
、

储
、

拷
、

青冈和木荷树种

已极少
,

残存的落叶阔叶林树种麻栋
、

械树
、

漆树
、

枫香等也已形不成森林群落
。

(2) 海拔 60 0 m 以下不适宜农 田的坡地 (坡度> 25
“

)部分被人工林和次生林占据
,

郁闭度

都在 0
.

7 以下
,

立地条件较差
,

林下灌木层有黄荆
、

马桑
、

紫穗槐
、

胡枝子等比较耐干旱清薄的

乔灌草
。

主要植物群落有竹叶茅
、

构树一黄檀
;
竹 叶茅

、

白茅
、

柏木一乌柏
;
桔草

、

麻栋
、

黄檀一马

尾松 ;
竹叶茅

、

麻栋
、

桔草
、

黄护一柏木或黄檀
;马桑

、

黄花篙
、

白茅
、

桔草一野蔷薇等
。

(3) 森林覆盖率[’1 20 世纪 40 年代为 45
.

5 %
,

50 年代降为 40 %
,

60 年代 34
.

8 %
,

70 年代

2 5
.

9 %
,

1 9 8 8 年为 21
.

7 %
,

最近几年有所回升但总的呈下降趋势
。

1 9 8 2 年利用雨季飞播马尾

松恢复森林植被是成功的
,

但生长量很小
,

19 9 3 年测定平均胸径 2
.

73 。m
,

平均高 2
.

59 m
,

郁

闭度 0
.

6 ; 1 9 8 9 年人工播种侧柏
,

平均高度 1 9 9 3 年测定 1
.

04 m
。

至 1 9 8 5 年全县累计造林

10
.

7 3万 h m
Z ,

加快了森林更新速度
,

在恢复植被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

国营九岭头林场营造长

江中上游防护林
,

近年引种 日本落叶松和柳杉长势 良好
。

2
.

3
.

2 土攘侵性严 重 库 区株归县土壤侵蚀属长江上游中度流失区
。

据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

划办公室运用遥感技术提供材料 LS」
,

1 9 8 5 年遭受不同程度水土侵蚀面积为 2 0 30 k m
, ,

占全县

8 3
.

7 5 %
。

其中侵蚀不明显 (< 5 0 0 t / k m
,
)仅有 2 6 0 km

, ;
轻度 (5 0 0 ~ 2 so o t / k m

,
) 为 3 8 7

.

5

k m
Z ;中度 (2 5 0 0 一 5 o o o t / k m

Z
) 6 1 2

.

s k : n Z ;强度 (5 0 0 0 ~ 8 Oo o t / k m
Z
) 为 7 6 7

.

5 k m
, 。

2
.

3
.

3 坡地森林植被退化 导致 土攘性状挤薄 现有林分是低价值的
,

林下植被又是禾本科
、

菊科草本植被居多数
,

加之灌木比例很小
,

因此挡土能力较差
。

植被演替和发育及群落组成受

地质
、

地貌因素的限制发展不均匀
。

现有植被多 呈
“

岛状
” 、 “

斑块状
”

或
“

秃鹜状
”

的分布加之人

们
“

山有多高
,

田有 多高
”

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和解决烧柴难的问题
,

修枝成
“

扫把状
”

严重影

响林木生长
,

以上都是使土壤性状瘩薄的重要因素
。

试验 区内土壤物理化学性状如下
:

(”土壤石砾 含量
。

变幅较大 6 % 一 30 写
; 大部分土壤结构为粒状与屑粒状结构

,

保土持水

性能较差
,

土壤有机质和土壤养分含量较贫清 (见表 2 )
。

表 2 姊归县主要土旗化学分析

土类名称
深 度 速

(m g
.

速 K

(e n l ) k g

2 6

一 I ) (m g
·

k g 一 l )

APABBC碳酸盐紫色 土

(l
、

2 号地 )

0 ~ 1 5

15 ~ 30

30 ~ 45

p H 值
(H Z ()〕

7
.

4 0

7
.

90

8
.

00

全 N

(% )

0
.

1 1

0
.

1 1

0
.

0 4 ::

68
.

70

5 5
.

0 0

30
.

00

交换性 C a 州 交换性 M g 科 碳酸钙
(m m o l

·

k g 一 ’
) (m m o l

·

k g 一 ’) (% )

- 一

一 5
.

4 2

一 8
.

5 5

一 一 1 1
.

2 8

酸性紫色 土
A P

匕

0 ~ 15

15 ~ 40 : ::
0

.

0 6

0
。

0 2 : ;:
2 8

.

7 0

2 3
.

7 0 ::
1

:
微碱性紫色土

(3 号地 )

A P

匕

0 ~ 1 5

15 ~ 4 5 :{::
0

.

0 6

0
。

0 5

1
.

9 3

1
.

0 8

1 4 5
.

3 0

8 2
.

5 0

1 5 8
.

7

1 3 6
.

2 ::
’

黄 壤
A P

B C

0 ~ 9

9 ~ 2 7

6
.

2 0

5
.

9 0

0
.

0 4

0
.

0 3 l
‘

::
2 0

。

0 0

1 7
.

5 0 ;: :
‘

山地黄棕壤
0 ~ 1 5

1 5 ~ 3 5

5
.

8 0

5
.

9 5

0
.

14

0
.

10

4
.

8 8

3
.

6 6

9 2
.

5 0

5 3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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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壤被人为干扰明显
。

土层厚度一般小于 60
C m

,

土层浅薄
,

枯枝落叶层仅 1 一 2 m m
,

有些地方岩石裸露
。

土壤腐殖质层 (A 十
一

A B )厚度平均在 10 一 1 5 。m 左右
。

浅薄
、

石砾 含量高
、

坡陡导致土壤容易崩塌滑动
。

(3) 土壤母质
。

主要为震旦纪至侏罗纪以碳酸盐岩为主
,

夹有砂岩
、

页岩和煤系等松软物沉

积岩层
。

层理和节理发育明显
,

软硬岩层相间极不稳定
。

紫色土碳酸盐含量 5 % 一 11 %
,

砾质石

灰岩土碳酸盐含量 3 % 一 42
.

7 %
。

土壤母质在雨量集中
、

暴雨次数频繁时期
,

由于重力和流水

及溶蚀作用下容易移动
,

一旦岩层失去平衡导致地面塌陷
、

崩塌
、

滑坡等造成 山体变形如株归

发生的新滩滑坡就是一例
。

(4) 土壤水分物理常数
。

不同土类共同特征是紫色土
、

黄壤及山地黄棕壤的最大持水量比

天然林下低近一倍
,

土壤表层容重偏大
,

土体石砾含量高
,

非毛管孔隙度较大
。

黄壤表层紧实
,

石砾含量小
,

因此容重最大 1
.

4 7
,

非毛管孔隙度最小 1 0
.

1 % ; 山地黄棕壤由于有致密的箭竹 一

胡枝子
、

凤尾蔗一胡枝子和白茅一胡枝子群落覆盖
,

覆盖率 90 %左右
,

所以土壤表层最大持水

量达 7 4
.

8写
,

土壤容重 0
.

9 ~ 1
.

02
,

相对 比较而言水土保持效益较好
。

2
.

3
.

4 库 区土地经营不 当 株归县现有 4 2
.

7 万人 口
,

2
.

73 万 hm
,

耕地
,

人均耕地还不到

0
.

0 7 hm
Z 。

另外本县属全 国薪炭林重点发展区
,

薪炭林的消费量占整个能源消费量 53
.

2 %
,

缺

柴率一 0
.

52 [s]
,

据县志记载
,

1 9 80 年以来虽三令五申退耕还林
,

但仍开荒 0
.

23 万 h m
, 。

按国家

水土保持法规定
,

> 25
“

坡度退耕
,

那么大坝建成淹水之后
,

现有镇 25
。

坡度的人均耕地面积将

变得更小 (倘不考虑现有人 口 自然增长率 )
。

如果库区以本地消化大部移民为主的方针
,

使必还

要扩大现有用地和耕地面积
。

国家土地局长邹玉川谈到
“

到 2 0 5 0 年
,

在农业科技水平不断提高

的条件下
,

我国至少要保证人均 0
.

07 h m
Z

耕地
,

才能保证吃饭的需要
’

心 〕。 为此
,

势必涉及到

整个坡地系统合理开发利用问题
。

由于过去坡地植被退化尚未完全恢复
,

加之今 日库区坡地利

用和经营不当而带来严重的水土流失的环境和资源问题
,

所以要尽快恢复坡地植被
。

3 生物活篱笆是恢复坡地植被和防止土壤退化的有效措施

生物活篱笆是采用植物材料沿等高线种植成活篱笆
,

使较陡坡地逐步演变成梯田
,

这样既

有效地保持水土
,

同时又改 良土壤
,

提供饲料
、

薪炭材等多种生态经济效益
。

植物材料是以乡土

或通过试验筛选的多年生乔灌草
。

在分析本区经济要求
、

树种生物学特性
、

立地条件综合因子

基础上
,

1 9 9 2 年在紫色土区选择了刺槐
、

黄荆
、

马桑
、

新银合欢
、

草决明
、

龙须草
、

香根草
,

1 9 9 4

年又选择茶树
。

3
.

1 生物活篱笆的适宜性

(l) 土壤酸碱度幅度较宽
,

pH 值 6
.

0 一 8
.

0 左右
。

(2) 适应干旱和清薄土壤
。

株归县土壤全 N 含量镇 0
.

1 % ;速效 P 含量在 5 m g
·

k g
一 ‘

以下 ;

速效 K 含量 60 一 1 00 m g
·

k g
一
’

左右 ; 土壤容重大
,

石砾 含量高
,

有机质缺乏
,

实为粗骨性清薄土

壤 (表 2 )
。

(3) 部分乔灌草有 自生固 N 能力
,

如新银合欢
、

刺槐
、

马桑
。

叶片中养分含量较高
,

全 N 为

0
.

7 5 % 一 3
.

4 0写
、

全 P 0
.

1 1 % 一 0
.

3 5写
、

全 K 0
.

7 0 % 一 1
.

7 6 %
。

(4) 大部分乔灌草为深根性
,

要求侧根或须根都很发达
,

根系及生物量如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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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试验区植株根系及生物量 ¹ ( 19 92 ~ 19 94 年 )

生物量 (干重 k g / hm
, )

植 株
株行距 株数 平均高 冠幅 根深 根幅

—
( e m X e m ) (株/hln Z ) (e m ) ( e m X e m ) ( e m ) ( e n i ) 地上部分

地 下 部 分

主根 合计

草决明 (实生 )

黄荆 (2 a 实生 )

龙须草 (实生 )

香根草 (2 a 实生 )

新银 合欢 (2 a 实生 )

马桑 (野生 )

刺愧 (2 a 实生 )

20 X 20 24 9 7 5 0 39
.

6 22
.

0 15
.

3 3 5 21
.

5 424
.

6

25 X 40 0 9 9 9 0 240
.

5 15 0 X 17 0 30
.

0 30 6
.

0 5 31
.

3 155
.

8

侧根

39 9
.

9

16 7
.

8

须根

9 9
.

9

119
.

9

9 24
.

1

443
.

5

.啥00

⋯
,J工JJO,�9曰八乙n�0.

⋯
nj�勺月嘴匕」11CJ‘任O口

2 0 X 2 0 24 9 7 5 0 60
.

2 2 2 2
.

8 7 5 9 2
.

4

2 5 X 4 0 0 3 0 4
.

7 25
.

6

2 5 X 4 0 0

2 5 X 4 0 0

9 9 9 0 1 60
.

2 6 5 X 5 5

9 9 9 0 1 50
.

3 9 0 X 8 4

9 9 9 0 1 50
.

1 5 0 X 5 5 0 5 5
.

0

9 3 7
.

1 4 72
.

5 5 6
.

9 14
.

0 5 4 3
.

4

2 8 6
.

8 1 44 8
.

5 9 2
.

9 16
.

0 1 5 5 7
.

4

1 5 0 X 15 0 4 4 4 0 1 60
.

5 7 0 X 6 5 60
.

0 2 0 0
.

0 1 0 1 1
.

9 8 7 4
.

1 1 8 2
.

5 16
.

2 1 0 72
.

8

¹ 为便于比较均采 用 25 。 n 、x 400 。m 株行距计算生物量
。

( 5) 大部植株为萌生力较高的多年生木本和草本植物
。

刺槐平均萌条 3一 4条
,

多者达 6 ~

7 条 ;马桑平均 5 ~ 6 条
,

立地条件好的超过 10 条
;
黄荆 2一 3 条

;
新银合欢成材后 3 ~ 4 条 ;

紫

穗槐平茬后 10 条左右
。

4 年生紫穗槐林地
, l m ,

深 10 c m 土层内有鲜根 1 k g 多
,

作活篱笆造

林当年可平茬
,

平茬高度 10 c m 左右 ;
第二年在萌芽之前平茬

;高度一般留 10 ~ 20 c m
,

以后每

年平茬 1~ 2 次
,

活篱笆高度随之增高
,

地下根系相互交错
,

形成有效控制土壤侵蚀的挡土墙
。

3
.

2 生物活篱笆经营方式及防止土壤侵蚀效果

( l) 乔灌草相结合或梯田农林间作的侵蚀模数相对降低 10
.

3 和 14
.

9 倍 (表 4 )
。

表 4 径流试验场水土流失量 [.]

类 型 年 份
年降水量

( n 飞n l )
郁闭度

草被度
( % )

径流深

( m m )

侵蚀模数

( t / k n 、2 · a )
备 注

乔灌草混交 19 7 7 年 9 27
.

4 0
.

7 5

梯地农田

27 4
.

2

2 8 34
.

4

马尾松 + 刺槐+ 苦辣 + 紫搏

槐吸19 64 年造林 )

亡J确hJ吸O�

梯地农林间作

19 7 7 年 9 2 7
.

4 0
.

0 5

19 8 2 年 9 8 7
.

9 0
.

2 5 2 77 1 9 0
.

6
杉木间作绿肥

、

小麦 ( 1 97 7 年

造林 )

匕JUJO丹了
lld
且

( 2 )生物活篱笆对淋溶土径流量的控制如果以普通耕地径流量为 100 %
,

不同间距活篱笆

相对径流减少为 9 % ~ 2 7写或 2 8 % 一 3 1 % (表 5 )
。

表 5 生物活篱笆对淋溶土径流量的控制闺

处 理 径流量 ( n i n 、) 相对径流 ( % )

n叮矛0.1八6八U口乙介Jg一11亡d浦b�Ur00J.
.

⋯
Q��七O曰0tlO曰,曰,J今‘普通耕地

银合欢 ( 4 m )

银合欢 ( Z m )

墨西哥丁香 ( 4 n 、)

墨西哥丁 香 ( Z n 、)

( 3) 有植被覆盖 比翻耕没有植被覆盖的产沙量要低
。

有植被覆盖后
,

即使加大降雨强度
,

其

土壤流失量仍比翻耕后没有植被覆盖的
、

降雨强度小的还要低得多 (表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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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试验小区
降雨强度
(m m / m in )

不同处理土壤侵蚀养分流失量
, ’

产沙量 有机质损失
(g / m Z ) (g / m Z )

P 素损失
(m g / m Z )

(1 9 9 4 年)

K 素损失

3 5 % 植被

3 0 % 植被

3 0 % 植被

3 0 % 植被

1
.

2 9

0
.

8 6

1
.

2 8

1
.

0 9

3
.

3 0

3
.

3 0

4
.

9 0

8
.

9 6

0
.

1 8 4

0
.

1 2 0

0
.

3 0 1

0
.

4 2 6 :
.

(g / m Z )

0
。

1 2 5

0
.

12 5

0
.

2 1 2

0
.

3 9 3

1
.

6 4

1
.

4 3

1
.

3 3

1
.

4 3

3 7
.

9 7

2 5
.

2 0

9
.

8 0

1 5
.

10

1
.

3 30

0
.

8 70

0
.

38 0

0
.

5 30

2 0
.

0

1 1
.

0

5
。

0

7
.

0

1
.

5 0 0

1
.

1 5 0

0
.

4 3 0

0
.

6 6 0

耕耕耕耕翻翻翻翻

根据库 区 (包括株归县 )森林植被一土壤系统痔薄现状
,

实施生物活篱笆
,

有计划完善农林

复合经营技术
,

恢复和增加坡地植被覆盖率
,

保持水土资源是取得多种经济和生态效益的有效

途径
。

4 结论与建议

(” > 25
。

坡地实行退耕还林
,

25
“

~ 35
“

试行生物活篱笆复合农林经营技术措施
。

在库区姊

归县种植以水稻
、

脐橙
、

锦橙
、

板栗和茶桑及中药材为中心配置的生物活篱笆复合农林种植系

统
,

分流域治理
,

乔灌草相结合实行农林业适度规模科学经营
,

防止
“

一刀 切
”

不 良倾向
。

(2) < 25
。

平缓坡地
,

在地质条件稳定及有石料资源的地方
,

可以因地制宜地 发展石坎梯

田
,

考虑到本地消化移民方针
,

至少要保证人均 。
.

07 hm
,

耕地面积并落实粮食用地面积
。

(3) 陡崖
、

岩面裸露 (植被覆盖率 < 50 % )
、

断层及喀斯特溶蚀现象严重的浅薄较陡坡地和

岸坡
,

严禁采伐开荒和砍取薪材
,

实行封 山育林草
; 山地丘陵顶脊部位营造水源林和 防护林

。

选

择树种有马尾松和刺槐
,

高山区选择 日本落叶松
、

华山松
、

柳杉
。

(4) 生物活篱笆防止土壤侵蚀效果
。

种植 3 a 后植被覆盖 35 %
,

产沙量为 3
.

3 9 / m
, ,

而人为

翻耕没有植被覆盖的产沙量高达 37
.

97 9 / m
, 。

有资料
仁, 〕表明生物活篱笆对淋溶土径流量的控

制
,

不同间距活篱笆相对径流减少为 9 % ~ 27 % 或 28 % ~ 31 %
。

(5) 海拔 so o m 以下紫色土 区生物活篱笆可采用新银合欢
、

马桑
、

桑
、

紫穗槐
、

茶
。

适宜树

种还有刺槐
、

马尾松
、

黄檀
、

麻栋
、

喜树
、

乌柏
、

枫香
。

经济果木林可栽培桃
、

核桃
、

枣
、

柿
、

油桐
、

银

杏 ;水塘边可栽植水竹
、

白哺鸡竹
、

芦竹
;石灰岩土壤可选择龙须草

、

紫穗槐
,

适宜树种还有侧

柏
、

柏木
、

棕搁 (见表 7 )
。

表 7 姊归县坡地土壤适宜亲件和适生树种

竺终
、1 1 1 产

土壤

类型
p H 值 土种名称 坡度 坡位 现有植被 适生树种

生物活篱笆

可采用树种

微碱性碱性薄层土
(( 4 0 e n l )

2 5 0

~ 3 5
0
丘陵 刺槐

、

柏木
、

黄荆
、

刺槐
、

柏 木
、

侧柏
、

栓皮 新 银 合欢
、

香 根 草
、

中上部 黄护
、

黄植
、

营草 栋
、

乌柏 黄荆
、

紫穗槐

微碱性碱性中层土

(4 0 一8 0 c n l )
2 5 0

~ 3 5
0
丘陵
中下部

柏木
、

栋类
、

枫杨
、

脐橙
、

柏木
、

桑
、

刺槐
、

黄护
、

毛 尖 护
、

白 桃
、

枣
、

喜树
、

水杉
、

泡

茅草 桐
、

棕搁

新 银合欢
、

桑
、

紫德

槐
、

木懂
、

连翘

7
.

528
.

5
土色紫

2002500

”坡地紫色土养分流失过程和特点的初步研 究
.

华中农大土化系坡地组
.

19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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