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砒砂岩 —黄土沟谷土壤含水量的时空变化
赵利清 , 杨 劼 , 张璞进 , 宋炳煜

(内蒙古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 　要 : 以晋、陕、蒙交界地区常见的砒砂岩 —黄土丘陵沟谷为研究对象 ,分别于 2005 年 7 月和 10 月对沟

谷不同部位土壤含水量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 ,其时空变化特征明显。(1) 沟谷不同部位土壤平均含水量

大小为 7 月份 :沟谷底部 14. 44 % ,阳坡顶部 9. 29 % ,阴坡顶部 9. 01 % ,阴坡中部 8. 25 % ,阳坡中部 6. 36 % ;

10 月份 :沟谷底部 9. 96 % ,阴坡顶部 9. 81 % ,阳坡中部 9. 48 % ,阴坡中部 9. 09 % ,阳坡顶部 8. 06 %。(2)

砒砂岩平均含水量季节变幅小 ,属稳定型 ;黄土及有冲积层的黄土平均含水量季节变化较大 ,属波动型。

(3) 在砒砂岩剖面上 ,泥岩含水量显著大于砂岩 ,砒砂岩坡面平缓的地段贮水能力比陡的地段大。(4) 在

黄土剖面上 ,明显出现土壤干层现象 ,在夏季、秋季降雨较少的情况下 ,土壤水分会严重降低 ,土壤水分处

于负补偿状态 ,土壤干层距地表更深。在半干旱地区的砒砂岩 —黄土丘陵沟壑区 ,黄土剖面土壤干层的发

生是一个自然现象 ,随降雨量的多寡 ,呈消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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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Variation of Soil Moisture Content in

the Soft2rock Loess Gully

ZHAO Li2qing , YAN G Jie , ZHAN G Pu2jin , SON G Bing2yu
( Col lege of L i f e Science , I nner Mongolia Uni versit y , Hohhot , I nner Mongolia 010021 , China)

Abstract : A special loess gully type , sof t2rock loess gully , is dist ributed in t he border area of Shanxi ,

Shaanxi , and Inner Mongolia , in which water loss and soil erosion are serious. In t he st udy , soil moist ur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oft2rock loess gully were measured and analyzed. The main result s are as follows : (1)

In midsummer (J uly) , t he averaged soil moist ure content of the various part s of the gully was obviously dif2
ferent . The order of landform unit s f rom high to low , in terms of soil moist ure content , was t he bottom of

gully (14. 44 %) , t he top of sunny slope (9. 29 %) , t he top of shady slope (9. 01 %) , t he middle of shady slope

(8. 25 %) , and t he middle of sunny slope (6. 36 %) . While in late aut umn (October) , t he order was the bot2
tom of gully (9. 96 %) , t he top of shady slope (9. 81 %) , t he middle of sunny slope (9. 48 %) , t he middle of

shady slope (9. 09 %) , and the top of sunny slope (8. 06 %) . (2) The averaged soil moist ure content of sof t2
rock appeared no obvious seasonal change , but an obvious seasonal change in t he averaged soil moist ure con2
tent was found in loess materials. (3) Water content of mudston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sandstone a2
long t he profile of sof t2rock. Moreover , water storage capacity of soft2rock on gentle slope was greater t han

steep slope. (4) An obvious p henomenon of dried soil layer appeared in the loess p rofiles. Under low precipi2
tation in summer and aut umn , soil moist ure seriously was decreased , which was a negative compensation.

So , t he t hickness of dried soil layers was increased. Therefore , dried soil layer is a nat ural p henomenon in

t he soft2rock loess gully area of semiarid region and it s growt h and declination follow t he changes of rainfall .

Keywords : soft2rock loess gully; soil prof ile ; water content ; semiarid region



　　在干旱、半干旱地区 ,沟谷的存在 ,孕育了丰富多

样的生境类型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生物多样性的发

生。沟谷孕育的复杂生境主要是由于地貌、基质、岩

层的作用 ,使得水热发生再分配。以往黄土丘陵沟壑

区沟谷水分测定侧重于在均匀的黄土基质上 ,同一生

境不同群落类型或同一群落不同地段土壤水分含量

的变化和土壤干层问题的研究[ 123 ] ,或不同土地利用

格局对土壤水分的影响[4 ] 。对于沟壑在自然条件下 ,

尤其在基质多样复杂的沟坡上 ,沟谷土壤水分的时空

变化特征研究较少。砒砂岩 —黄土丘陵沟谷在晋、

陕、内蒙古交界地区是一种常见的沟谷类型 ,地质历

史古老 ,相对稳定 ,黄土覆盖下有深厚的中生代沉积

砂岩 ,俗称砒砂岩。由于水土流失严重 ,沟谷纵横 ,砒

砂岩大面积出露 ,使得该地区成为黄河粗沙主要输入

区之一。在砒砂岩—黄土丘陵沟壑区 ,有一类沟谷的

形成是由于黄土在古地形的梁、峁、洼地沉积厚度不

一 ,基岩和黄土抗冲刷力不同 ,水力沿着黄土和古梁、

峁面接触带的强烈溯源侵蚀 ,使靠古梁峁的一面 ,沟

坡陡长 ,黄土层薄 ,多数地方甚至砒砂岩出露 ,而在黄

土层较厚的一面 ,由于黄土不断的坍塌、夷平 ,故沟坡

短、缓 ,黄土层厚。本研究主要针对这类不对称的砒

砂岩 —黄土沟谷。研究认识这类沟谷不同部位土壤

剖面水分分布规律 ,对于阐述该地区沟谷植被分布规

律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同时对于指导砒砂岩 —黄土丘

陵沟壑区植被建设也具有实际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地处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过渡带 ,属

于砒砂岩—黄土丘陵沟壑区 ,地理坐标为 39°45. 289′

N , 111°05. 974′E ,平均海拔 1 150 m ,为典型的半干旱

气候。年均气温 6. 2 ℃～7. 2 ℃, ≥10. 0 ℃积温

2 900 ℃～3 500 ℃,无霜期 148 d ,年均降水 379～420

mm ,地带性植被为暖温性本氏针茅 ( S ti pa bungeana)

草原 ,土壤为栗钙土。但由于强烈的自然侵蚀和人为

干扰 ,该区土地沙化严重 ,故抗风蚀沙化的百里香

( Thymus serpyllum)演替为群落的建群种而在该区广

泛存在。目前 ,本氏针茅群落只是零星分布在梁峁上

部和沟谷阳坡。由于特殊的地质、地貌和集中的降水 ,

使得该地区成为黄河粗沙的主要输入区之一。

2 　研究方法

在不对称砒砂岩 —黄土沟谷 ,分别在沟谷阴坡顶

部、阴坡中部、沟谷底部季节性流水线上、阳坡中部、

阳坡顶部各选择一个采样点。采用土钻取土 ,烘干法

测定土壤水分。每 10 cm 取一个土壤样品 ,在砒砂岩

上采取泥岩层、砂岩层分层取样。取样深度除阳坡顶

部黄土上为 4 m ,沟底流水线上取到出现潜水层外 ,

其它部位均取到 3 m。由于砒砂岩上取样较困难 ,故

未设置重复试验。土壤剖面水分取样时间在分别在

2005 年 7 月份和 10 月份 ,各进行一次 ,7 月份是植物

开始进入生长旺盛期 ,土壤水分变化剧烈 ;10 月份已

是植物生长后期 ,土壤水分变化缓慢 ,故选择这两个

时期进行土壤含水量测定 ,具有代表意义。另外 ,为

了数据的可比性 ,两次都在同一坡面选择相同部位取

样。每一期都是在没有降雨的 3 个连续工作日内进

行测定的。

3 　结果与分析

3. 1 　土壤水分测定点的沟谷植被特点

砒砂岩 —黄土沟谷土壤、基质复杂多变 ,地形又

使得水、热发生重新分配 ,所以沟坡植物群落表现出

较大差异。采样点的群落特征 ,立地条件见表 1。

表 1 　各采样点的自然状况

取样点位置 立地条件 坡度 取样点群落名称 投影盖度/ %

沟谷阴坡顶部 砒砂岩上覆盖约 35 cm 的黄土 < 5° 本氏针茅、糙隐子草、百里香 25

沟谷阴坡中部 砒砂岩上覆盖厚约 1 m 的黄土 39° 大针茅 + 铁杆蒿 35

沟谷底部 　　 冲积、淤积砒砂岩 ,含砾石 < 3° 狗尾草、长萼鸡眼草 5

沟谷阳坡中部 黄土下覆冲积黏土层和粉砂层 33° 达乌里胡枝子 + 百里香 10

沟谷阳坡顶部 黄土厚度 > 4 m < 5° 本氏针茅、百里香 20

3. 2 　土壤剖面水分在沟谷的不同部位上的变化特征

图 1 为沟谷不同部位 7 月份土壤水分垂直变化

曲线 ,黄土下覆的砒砂岩水分主要受砒砂岩岩性机械

组成而决定的。砒砂岩由交替分布的灰白砂岩、粉红

色粉砂岩和棕红色泥岩互层组成[3 ] ,各层的贮水、隔

水能力不同 ,因而土壤水分分布不均匀[3 ] ,一般泥岩

贮水、防漏最好 ,粉红色砂岩次之 ,灰白砂岩最差。故

剖面水分曲线变化较大 ,如阴坡顶部和阴坡中部土壤

剖面含水量变化曲线 ,曲线上峰值对应的是泥岩 ,谷

值对应的是砂岩。

75第 1 期 　　　　　　赵利清等 :砒砂岩 —黄土沟谷土壤含水量的时空变化



图 1 　砒砂岩 —黄土丘陵沟壑区沟谷不同部位

　土壤剖面水分含量变化 (2005207210)

沟谷季节性流水线上的土壤水分主要受降雨产

流和冲击砒砂岩特性的影响 ,冲击泥岩层含水量较

高 ,砂岩层含水量较低。阳坡中部土壤水分随土层的

深度增加水分逐渐增大 ,在 2 m 处厚约 10 cm 的灰褐

色黏质坡积物隔水层使得土壤水分大幅增加

(15. 17 %) ,随后由于粉砂层和沙壤的存在土壤水分

又显著降低。阳坡顶部黄土剖面土壤含水量曲线表

现出双峰型 ,从表土到 1 m 处土壤水分逐渐增加并

达到第一次峰值 (11. 14 %) ,之后开始下降约在 1. 4

m 处形成一个含水量相对较低的干层 (7. 57 %) ,在

3. 2 m 处含水量又显著增加 (10. 29 %) 。这是由于黄

土质地均一 ,土壤含水量受降雨的显著影响 ,春季蒸

发量大 ,较少的降雨不能使深层土壤水分得到补充 ,

故在 1 m 以下形成了一个相对较干的层面。

沟底和阳坡中部土壤剖面水分变化较大 ,沟底受

季节性流水影响大 ,秋天降雨少 ,沙层含水量变化大。

阳坡中部 ,由于土壤质地复杂 (沙黄土、黏质坡积物、

粉砂层) ,在得到夏季、秋季水分补给后 ,各层的贮水

量变化较大 (图 2) 。

3. 3 　沟谷不同部位土壤剖面平均含水量变化特征

由图 3 可知 ,7 月份沟谷不同部位土壤剖面平均

含水量大小顺序为 :沟谷底部 > 阳坡顶部 > 阴坡顶

部 > 阴坡中部 > 阳坡中部。因为沟谷底部间断性

的有地表流水发生 ,同时也是沟坡土壤中水分运动的

汇聚点 ,故水分最大 ;阳坡顶部为厚层黄土覆盖 ,相对

平缓 ,由于黄土毛管孔隙发达 ,对少量降水下渗较快 ,

土壤水分状况能较快改善 ;阴坡顶部由于相对平缓 ,

砒砂岩的贮水能力强 ,故土壤水分较大 ;阴坡中部由

于植被生长旺盛 ,耗水大 ,另外坡度大 ,降水入渗量

小 ,多以径流流失 ,壤中流沿坡面不断向下运动 ,同时

受到红色泥岩的阻隔 ,沿砒砂岩层不断向坡面表土外

泻 ,故在没有充分降水补给的情况下 ,土壤剖面水分

含量较坡顶低。阳坡中部由于黏质坡积物层和粉砂

层的存在 ,壤中水分运动与阴坡中部相似 ,但蒸发量

远大于阳坡 ,故土壤水分最小。

图 2 　砒砂岩 —黄土丘陵沟壑区沟谷不同部位

　土壤剖面水分含量变化 (2005210211)

图 3 　沟谷不同部位土壤剖面平均含水量

10 月份沟谷不同部位土壤平均含水量大小顺序

为 :沟谷底部 > 阴坡顶部 > 阳坡中部 > 阴坡中部

> 阳坡顶部。阳坡中部土壤平均含水量显著增加其

原因可能为 : (1) 阳坡中部沙黄土层较厚 ,降水入渗

率大于有薄层黄土覆盖的砒砂岩沟坡 ; (2) 由于阳坡

中部有黏土层和粉沙层的分布 ,起到了贮水、保水的

效果。(3) 该季节土壤水分蒸发量明显减少。

沟谷不同部位按土壤剖面平均含水量季节变幅 (7

月份和 10 月份两次含水量的差值的绝对值)大小可分

为两种类型 : (1) 稳定型 ,包括砒砂岩阴坡顶部、阴坡

中部 ,含水量季节变幅小于 1 %; (2) 波动型 ,包括阳坡

顶部、阳坡中部、沟谷底部 ,含水量季节变幅大于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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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沟谷底部由于有间断性洪水补给 ,另外 ,也是壤中流

的汇集处 ,故虽然变幅较大 ,但土壤剖面平均含水量仍

大于其它部位。由于受砒砂岩基质和坡积物的影响 ,

沟谷土壤水分并未完全表现出黄土基质上由坡顶到坡

脚土壤水分逐渐增加的趋势。只有在 10 月份沟谷阳

坡表现出自上而下土壤水分递增的规律。

此外 ,在年降雨量相对较少的情况下 ,土层复杂

的阴坡顶部、阴坡中部和阳坡中部 ,土壤水分在年内

改善明显 ,而沟谷底部和质地均一的黄土剖面上 ,在

相同情况下 ,土壤剖面水分含量均有所降低。

3. 4 　沟谷不同部位 0 —30 cm 土壤含水量变化特征

　　0 —30 cm 土壤含水量的多少 ,对多年生草本植

物正常生长影响较大。由图 4 可知沟谷不同部位

0 —30 cm 土壤含水量表现出 :7 月 ,沟谷底部 > 阴坡

中部 > 阴坡顶部 > 阳坡顶部 > 阳坡中部 ;10 月 ,土壤

水分均表现出自上而下增加的趋势 ,且阴坡土壤含水

量均高于阳坡。

图 4 　沟谷各部位 0 —30 cm土壤剖面含水量

除沟谷底部外 ,在有薄层黄土覆盖的砒砂岩阴坡

中部 0 —30 cm 土壤剖面水分含量始终显著高于阴坡

顶部、阳坡顶部以及阳坡中部的含水量 ,其原因可能

有以下两方面。(1) 阴坡中部蒸发量小 ,少量的降

雪、降雨对浅层土壤水分状况改善有明显作用 ,而其

它部位由于蒸发量相对较大 ,少量降水对浅层土水分

改善作用甚微。(2) 近于水平分布的红色泥岩阻碍

了水分沿坡面向坡底的正常运动 ,当沿着坡面向沟谷

底部运动的壤中流遇到红色泥岩后 ,水分会沿着红色

泥岩层水平外泻 ,从而增加了浅层土壤的水分含量。

该地区早春类短命植物少花顶冰花 ( Gagea chi nen2
sis)集中分布在阴坡以及耕作层下部是砒砂岩的农

田中 ,也证明了阴坡浅层土壤水分较好的特点 ,尤其

是由黄土覆盖的砒砂岩沟谷阴坡。

3. 5 　砒砂岩剖面水分变化特征

砒砂岩剖面水分含量变化主要受砂岩层和红色

泥岩层的控制 ,为方便比较 ,将粉红色砂岩和灰白色

砂岩合称为砂岩与泥岩进行比较 (图 5) 。

图 5 　砒砂岩砂岩、泥岩含水量变化

从图 5 可知 ,在不同部位、不同时间泥岩含水量

总是大于砂岩 ,处于平缓处 (坡顶)的砂岩和泥岩含水

量随季节变化不显著 ,而处于沟坡中部的砒砂岩剖面

水分 10 月份与 7 月份比较 ,具有增加的趋势。坡顶

部砂岩含水量大于坡中部 ,而泥岩含水量接近或小于

中部 ,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两方面。(1) 由于砂岩、泥

岩多数是水平成层交互分布 ,在坡顶平缓处 ,砂岩水

分下渗遇到泥岩隔水层后 ,水分逐渐积累增加。而在

坡面上 ,地表径流大 ,入渗量小 ,另外砂岩中的水分除

了垂直下渗还要沿着坡面向坡底、坡面表土外泄 ,故

含水量较坡顶低。相对于泥岩而言 ,在坡面上接受砂

岩水分垂直运送的同时 ,可以阻断砂岩中沿坡面向下

运动的壤中流 ,故增加了自身的贮水量而使含水量增

加 ; (2) 顶部泥岩出现在 2 m 处 ,坡中部泥岩出现在

2. 5 m 处 ,泥岩层距地表较浅的地方出现 ,可能会阻

碍更多的地面降水下渗到深层泥岩中 ,故水分较坡中

部少一些。

由图 6 —7 可以看出 ,在沟坡顶部和中部都表现

出 10 月份含水量大于 7 月份 ,主要是砒砂岩上蒸散

量小 ,能有效地贮存降水 ;沟坡顶部剖面含水量大于

沟坡中部 ,这主要由于砒砂岩岩层中水平分布的红色

泥岩 ,阻碍了坡顶壤中流沿坡面向坡中部的运动 ,加

上坡中部的入渗量小于坡顶 ,故坡中部砒砂岩剖面水

分含量小于坡顶部。

总之 ,在砒砂岩剖面上 ,泥岩含水量显著大于砂

岩 ,坡面缓的砒砂岩剖面比坡面较陡的砒砂岩剖面平

均含水量大 ,如坡顶砒砂岩剖面平均含水量大于坡中

部剖面的平均含水量。

3. 6 　黄土剖面水分变化特征

由图 8 可知 ,在 7 月份和 10 月份黄土剖面都有

明显的土壤干层存在。在 0 —30 cm 土壤剖面上 10

月份的含水量显著高于 7 月份的 ,而在 30 cm 以下的

土壤剖面上 ,10 月份的含水量均小于 7 月份的 ,这主

要是由于秋末植物结束旺盛生长 ,耗水减少 ;另外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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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少量降雨使表土含水量改善 ,但由于降雨量小 ,不

能充分改善土壤干层和深层土壤水分 ,土壤深层水分

进一步散失 ,使得土壤干层加深。

图 6 　砒砂岩 —黄土丘陵沟壑区沟谷阴坡

顶部土壤剖面水分含量变化

图 7 　砒砂岩 —黄土丘陵沟壑区沟谷阴坡

中部土壤剖面水分含量变化

在黄土剖面上 ,明显出现土壤干层现象 ,在夏季、

秋季降雨较少的情况下 ,土壤水分会严重亏缺 ,土壤

干层明显加深。所以 ,在半干旱地区的砒砂岩 —黄土

丘陵沟壑区 ,黄土剖面土壤干层的发生是一个自然现

象 ,随降雨量的变化 ,呈消长状态。

4 　结论与讨论

4. 1 　结 论

沟谷对水分的再分配最终导致阳坡土壤水分含

量相对较小 ,季节变化幅度大 ;阴坡土壤水分含量相

对较高 ,季节变化幅度相对较小。水分沿坡面自上而

下的再分配 ,通常受基质特性的影响较大。在均一的

厚层黄土沟坡上土壤水分自上而下的变化规律为坡

顶 < 坡中 < 沟底 [5 ,7 ] 。而在基质条件比较复杂的

砒砂岩沟谷中 ,含水量变化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

图 8 　砒砂岩 —黄土丘陵沟壑区沟谷阳坡

顶部黄土剖面含水量变化 　

(1) 沟谷不同部位土壤剖面平均含水量大小顺

序 7 月份为 :沟谷底部 > 阳坡顶部 > 阴坡顶部 > 阴

坡中部 > 阳坡中部 ;10 月份为 :沟谷底部 > 阴坡顶

部 > 阳坡中部 > 阴坡中部 > 阳坡顶部。

(2) 在年降雨量相对较少的情况下 ,在土层复杂

的砒砂岩以及黄土坡积物剖面上 (如阴坡顶部、阴坡

中部和阳坡中部) ,土壤水分在年内改善明显 ,土壤贮

水量处于正补偿 ;而对于沟谷底部和质地均一的黄

土 ,在相同情况下 ,土壤剖面水分含量减少 ,土壤贮水

量处于负补偿。

(3) 在 0 —30 cm 厚的土层内 ,除有间断性洪水

影响的沟谷底外 ,有薄层黄土覆盖的砒砂岩阴坡土壤

含水量最大。

(4) 在砒砂岩剖面上 ,泥岩含水量显著大于砂

岩 ,砒砂岩坡面平缓的地段的贮水能力比较陡的地段

大 ,如坡顶剖面平均含水量大于阴坡中部剖面平均含

水量。

(5) 在黄土剖面上 ,明显出现土壤干层现象 ,在

夏季、秋季降雨较少的情况下 ,土壤水分处于负补偿

状态 ,土壤干层距地表更深。所以 ,在半干旱地区的

砒砂岩 —黄土丘陵沟壑区 ,黄土剖面土壤干层的发生

是一个自然现象 ,随降雨量的增减 ,呈消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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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讨 论

4. 2. 1 　土壤水分空间异质性对沟谷植物群落分布格

局的影响 　沟谷土壤水分整体分布特征是 ,沟底水分

明显好于其它部位 ,阴坡土壤水分明显好于阳坡土壤

水分。所以沟底总是分布着一些中生植物 ,构成了沟

谷草甸植被 ,常见的有假苇拂子茅群落 ,或者是分布

着一些喜湿的灌丛 ,如沙棘灌丛以及人工林 ;阳坡通

常分布着喜暖耐旱的多年生草本 ,如达乌里胡枝子、

百里香、糙隐子草、短花针茅、本氏针茅等 ,另外一个

显著的特点是一、二年生草本层片较发达 ,在多雨季

节 ,盖度、生物量均可以超过多年生草本 ,这充分体现

出阳坡干暖的特点 ;阴坡总是分布着一些相对喜湿、

耐旱寒的物种 ,如铁杆蒿、大针茅等 ,灌木有甘蒙锦鸡

儿、沙棘等。沟谷土壤水分空间格局的分异对沟谷植

物群落的分布格局影响深刻。

4. 2. 2 　砒砂岩基岩水分分异特点对沟谷植物群落分

布的影响 　砒砂岩由于其岩层具有水平分布的特点 ,

且泥岩、砂岩平行交替分布 ,泥岩具有很好的隔水、贮

水的功能 ,且疏松 ,养分含量相对较高 ,故适合于根蘖

能力强的植物和深根系木本植物生长 ,如沙棘、大果

榆、中间锦鸡儿、桃叶卫茅等 ,另外也可以适合一些具

有深根系半灌木生长 ,如铁杆蒿等。在沟坡上 ,砒砂岩

水平岩层可以改变水分沿坡面向下运动的速率和流

量 ,使水分保持在水平岩层中 ,这样可以为需水量大的

灌木提供生存的可能。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几年前 ,

干旱促使黄土上沙棘的大面积死亡 ,但砒砂岩区的沙

棘仍能较好的生长。在野外调查时 ,我们也会发现 ,砒

砂岩沟壁上沙棘、大果榆等灌木生长较好。所以砒砂

岩上多分布着一些具有深根系的灌丛、或半灌木群落。

砒砂岩区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类短命植物顶冰

花的分布。目前 ,一提到类短命植物 ,总会想到新疆

准葛尔盆地的这类植物。其实 ,草原区同样也存在这

样的植物 ,它们开花早 ,每年 5 月初就开花 ,经过 10

～15 d ,就结束生活史 ,进入休眠期 ,夏末秋初重新萌

发出仅有的一枚基生叶 ,故不易被人们发现。在黄土

丘陵沟壑区 ,它主要分布在有厚层黄土覆盖的沟谷阴

坡 ;但在同一地区的有薄层黄土覆盖的砒砂岩沟谷阳

坡也能见到 ,且长势明显好于黄土上的植株。这主要

是由于在砒砂岩坡面上 ,土壤水分可以沿着水平岩层

向表土运动 ,可以明显改善表土水分的结果。

以上所列举的无论是生长在砒砂岩上的灌木 ,还

是类短命植物 ,主要是为了说明 ,在特定区域 ,基岩特

性对水分的再分配可以起到较大的作用 ,尤其在有大

面积基岩出露的丘陵沟壑区 ,在植被建设中要充分考

虑这些因素。另外需要说明的是 ,本研究并无针对

“厚层黄土无林论”的目的。仅是为了说明 ,在这些特

殊的生境中 ,不能无限度的植树造林 ,还要充分考虑

降水对土壤水分的补充能力 ,否则会出现水分透支 ,

林木衰败的现象。

总之 ,砒砂岩 —黄土丘陵沟壑区沟谷土壤剖面水

分变化受地形、坡度、坡向、地层、基质等因子影响 ,沟

谷土壤水分沿坡面的变化不符合土壤水分流动理论

分析的“在土壤和地表覆盖相对一致的坡地 ,自上而

下由于地表径流和壤中流的作用 ,土壤含水量有规律

的增加 [5 ]”的规律。

在砒砂岩 —黄土丘陵沟壑区进行水土保持、生态

环境建设当中 ,应充分考虑该地段的特殊性 ,根据砒

砂岩贮水能力强的特点 ,利用生物或机械工程尽量促

进砒砂岩剖面水分含量的增加 ,为植被建设提供保

证 ;另外 ,由于黄土自然干层现象的存在 ,在该地区进

行植被建设时要充分考虑植被的耗水 ,以免人为造成

环境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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