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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午岭林区植被破坏与恢复

对土壤演变的影响
`

郑 粉 莉

(
电国赞学璧水土保持研究所

.

陕西杨陵
.

: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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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子午岭次生林区的植被曾经历了人为破坏过程 与自然恢复过程 研究结 果表明
:

次生

林恢复前该区土壤类似 现在的黄绵土
;
在植被恢复过程 中

,

土壤发育程度逐 渐增强
,

具有 一 定

的腐殖化过 程和淋溶过 程
.

土壤 向褐 色森林型上壤演变
;
林地被 人为开垦破坏后

,

加速侵蚀迅

速发展导致 上壤剂 面迅速遭 到破坏
.

土壤向黄绵土演变
。

关键词 子午岭林区 植被破坏 植被恢复 土壤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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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午岭林区为黄土高原 目前保存完整的唯 一天然次生林区
,

明清以后
,

在强烈的人类活动

影响下
,

其 自然景观经历了人为破坏原始植被形成光秃裸露的丘陵景观
。

18 6 2一 1 8 7 4年后
.

人

为弃耕
,

田地荒芜
,

自然植被逐渐恢复
.

形成今日山青水秀的次生林景观
。

在植被发生演变过程

中
,

土壤随着植被的破坏遭受强烈的侵蚀而破坏
; 随着次生森林植被的恢复

.

土壤侵蚀逐渐减

弱
,

土壤又逐渐发育
,

形成新的土壤类型
。

本文主要研究子午岭林区植被破坏 与恢复对土壤演

收稿日期
: 1 9 9 6一 ()3 一 ()7 二 本文得到

’ `

杨陵甚金
”

和
“

黄土高原 上壤浸蚀和旱地农业 国家 重点实验室基金
”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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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影响
,

为黄土高原 良性 生态系统的重建提供科学依据
。

1 次生林恢复前的土壤特征

子午岭林区天然次生林恢复前的土壤侵蚀强度与现在延安
、

安塞一带黄土丘陵沟壑区基

本类同
,

侵蚀模数高达 8 0 00 ~ 10 o o o t/ k( m
Z · a )[

`〕
。

强烈的土壤侵蚀使土壤剖面的 A + A / BC
a

层流失贻尽
,

土壤性状类似于现在黄土丘陵区的黄绵土
。

土壤剖面调查和土壤化学分析可以提

供有 力的证据
。

土壤剖面调查分析表明
,

在次生林恢复 100 多年的过程中
,

不同地形部位的土壤剖面均有

一定的发育
,

且从梁赤顶部到坡面中
、

下部
,

土壤剖面厚度逐渐增大 (表 l) 川
。

从土壤剖面 玫
a /

C 层的有机质
、

速效磷
、

C a C 0
3

含量变化可知
.

cB
a / C 层有机质含量变化于 2一 8 9 / k g

.

速效磷变

化于 2一 3m g / k g
,

C a C O
3

含量变化于 1 3 % 一 1 7 写
,

同延安
、

富县 一 带黄绵土耕层有机质含量 (3

一 6 9 / k g )
、

速效磷含量 ( 2一 s n 、 g / k g )
、

C a C 0
3

含量 ( 2 2罗石一 16 % )基本相同
。

因此
.

可 以认为
.

在

次生林恢复前
,

土壤剖面的 A + A / B c a 层基本上流失贻尽
,

土壤性状类似于黄绵土
。

现在土壤

剖面中的 A十 A / B c a 层是在次生林恢复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

表上 子午岭林地土壤与黄绵土化学性质比较

发发生层层 梁 坡 顶顶 梁 坡 中 部部

深深深度 有机质 速 效磷 C ; 、C t ) 333 探度 有机质 速效磷 C
a

C O
333

深度 有机质 速效磷 C
a
C O 333

(((((
e
。 ) ( g /k g ) ( nr g / k g ) (洲 ))) (

c : n ) ( g / k g ) ( m g / k g ) ( % ))) (
e

m ) ( g / k g ) ( m g / k g ) ( % )))

林林区区 AAA ( )
.

3 ~ 5 4 8
.

9 1 2
.

6 1 ( )
.

000 ( )
.

8 ~ 6
.

5 5 1
.

9 1〔)
.

8 6
.

222 1
.

5一 13 5 3
.

8 1 2
.

6 7
,

888

土土壤壤 A /玫
; --- 5 ~ 2 5 2 ()

.

3 4
.

3 1 4
.

888 6
.

5 ~ 3 5 2 ( )
.

4 1 ()
.

2 1 2
.

999 13 ~ 7 2 1 8
.

1 2
.

8 1 1
.

888

BBBBB
c a / CCC 2 5~ 5 ( ) 4

.

2 2
.

4 1 6
.

999 3 5一 6 6 2
.

5 3
.

1 I C
.

只只 72 ~ 1 ( 、5 8
.

「) 1
.

9 1 3
.

888

BBBBB
f “ / CCC 5 ( )~ 1 5 ( ) 3

.

3 2
.

3 1 7
.

777 6 6 ~ 1 5 (、 1
.

6 2
.

2 1 5
.

555 l () 5 ~ 1 5 ( ) 3
.

9 1
.

7 1 3
.

999

}}} 梁坡顶 ( 延安茶坊 )))

发发生层 } 探度 有机质 速效磷 C o
c o

lll

深度 有机质 速效磷 C o C O :::

}}} ( c n l
) ( g z k g ) ( n 、g / k g ) ( 皿百))) ( :

m ) ( g / k g ) ( n 、 g / kg ) ( 乡石)))

((((((((((((((((((((((((((((((((((((((( )一 18 气
.

7 5
.

〔) 1 1
.

444

、、、 (、~ 1 1 3
.

7 2
.

3 1 艺
.

444 18 ~ 三( ) 5
.

1 4
.

( ) 13
.

888

AAA /丁几
、 lll 1 1 ~ 1 8 2

.

8 1
.

1 12
.

222 5 ( )一 9 ( j 4
.

4 2
.

8 14
.

888

BBB ` 王: / CCC 1 8 ~ 4 7 2
.

3 〔)
.

8 3 1 ( )
.

555 g (飞~ 1几( ) 3
.

9 2
.

( ) 15
.

222

BBB c a Z CCC 4 7 ~ 8 9 2
.

7 一 13
.

22222

88888 9 ~ 1 2 5 2
.

2 一 12
.

66666

、
引 自炙陕西 农业 乡

2 次生林恢复过程与土壤发育

前述在次生林恢复后的子午岭林区
.

不同地形部位土壤剖面均有一 定发育 (表 1 )
。

但在不

同地形部位
,

由于土壤水分条件的差异
,

植被恢复先后顺序不同
.

植被类型的差异
.

使得不同地

形部位土壤发育程度不一
。

在梁坡顶部
.

水分条件较差
.

植被以草灌为主
,

地面枯落物较少
.

土

壤发育程度较差
,

A + A / B c a 层厚度较 小
:

在坡面浅沟沟槽
.

水分条件较好
.

乔
、

灌
、

草 皆有
,

地

面枯落物较厚
,

A十 A / B c a 层厚度较大
,

同梁坡顶部相比
,

A 斗 A /玫 a 层增大 5 oc m
。

从 C a C O
3

在土壤剖面中的分布看 (表 l )
,

表层 C a C 0
3

含量低
,

随着深度的增加
,

C o C 0
3

含量

相应增大
,

接近母质层
.

C a C 0
3

含量趋于常数
。

这种分布规律说明
.

在次生林恢复过程中
,

C a C 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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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淋溶作用
,

显示出土壤成土过程中的淋溶过程
。

从 A 十 A / cB
a 层有机质层的厚度与

有机质含量看
,

在次 生林恢复过程中
,

不

同地形部位的土壤均经历了一定的腐殖

化过程
,

且从梁赤顶部到坡下部
,

腐殖化

过程逐 渐增强
。

即使 目前撂荒 17 年 的梁

坡顶部草地
,

土壤剖面也有一定发育 (表

2 )
。

同耕种 31 年的农地相比
.

土壤剖面各

层次的有机质含量均有增 加
.

显示 出土

壤成土过程 中的腐殖化过程
; 从 c a c 0

3

含量垂直分布看
.

也有一定的淋溶作用
。

上述两种成土过程是森林草原地带

黄 土母质上 土壤成 土过程 中的主要过

程
。

因此
,

子午岭次生林植被下的土壤向

褐 色森林型土壤演变
。

表 2

土地利用

撂荒草地与耕种农地土壤性状比较

深度 ( c m ) 有讥质 ( g / k g ) }C
a
C O 3

(写 )

O ~ 2 }

2 ~ 3 0 {

3。一 5 5 1
5 5一 ` 2 。

…
1 2 0一 1 5 0 }
_ _

_
_

_
_ i _

_

}

。一 ’ “

…
1 8一 5 0

1
、 ( )一 叭`

…
三〕( J~ 生5 0 一

2 7
.

5

1 0
.

5

6
.

2

5
.

8

4
.

9

9
.

5

1 1
.

5

吸̀1, L六乙

…
Q白今一八乙,1

1
` ..1

撂荒草地

( 1 7年 )

12扮比
耕种农地

( 3 1年 ,

5
.

4
.

4
.

1 3
.

8

3 次生林地开垦耕种对土壤演变的影响

次生林地被开 垦耕种后
.

土壤侵蚀急剧发展
,

侵蚀模数高达 10 0 00 一 24 00 0t 八 k n l “ . a
户

1 ,

为次生林地土壤侵蚀 的数百倍至数千倍
。

强烈的土壤侵蚀使土壤剖面遭到侵蚀破坏
,

土壤退化

严重
,

土壤性状恶化
.

反过来 又加剧土壤侵蚀的发展
.

形成恶性循环
。

资 料表 明 (表 3 )
,

林地开 垦耕种 2 年后
,

表层 20 cl : :

土 层的有机 质减 少 40
.

6 %
.

全 N 减 少

3 0
.

2 %
.

碱 N 减 少 4 5
.

2 %
; 开 垦 5年 后

.

有 机 质 减 少 5 4
.

6 %
,

全 N 减 少 44
.

1 %
.

碱 N 减 少

61
.

6 % ; 开垦 31 年后
,

有机质含量减少 8 1
.

2 %
.

其值与 目前黄绵土相同 (表 2 )
。

因此
.

次生林地被

开垦耕种后
.

土壤 向黄绵上演变
。

从土壤剖面层

次看
,

林 地被 开垦

耕种 5年后
.

梁卯顶

部
、

梁坡 中部 及梁

坡浅沟沟槽等部位

的土壤剖面中的 A

层基本流 失贻 尽
,

表层土壤有机质含

表 3 梁坡开耕地土壤性状随开垦年限的变化

开垦年限 }

有村t质 ( 9 2
`

k g )

全 N ( 9 z k g )

碱 义 ( m g / k g ) }

注
:

耕层 。 ~ 2 0c m

互垦旦望丝 i_ } 开
垦 当年 { 开垦 2年 1 开垦 5年

3 1
.

9

·

一万
云丁洲二石

-

2 0 6
.

4 1 1 7 6
.

2 5
;

[ 1 3
.

I J 7 9
.

1 6

量
、

C a C O
3

含量接近 A I/ 交 a 层或 B c a / C 层的上部 (表 4 )
,

在沟坡沟槽处
.

A 二 A / cB
a 层已全被侵

蚀掉
,

甚至 B c a / C 层也部分被侵蚀掉
。

因此
.

人为破坏植被开垦耕种可使次生林下发育土壤剖

面毁于旦夕
。

4 结 论

( 1) 植被恢复后的土壤剖面特性 分析及与黄绵土性状的对比表明
.

次生林恢复前
,

子午岭

林区的土壤类型类似黄绵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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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林地开垦 5年后不同地形部位土壤性状变化

地地形部位位 深度度 有机质质 C a ( : ( )
:::

地形部位位 深度度 有机质质 C a ( : ( )
:::

(((((
e m ))) ( g /k g ))) ( % ))))) (

e m ))) ( g /k g ))) ( 洲 )))

一一一 O ~ 2 000 16
.

000 1 2
.

0 111 梁坡浅沟沟 0 ~ 1 444 1 5
.

333 1 1
.

6 000

梁梁命顶顶 20 ~ 3000 7
.

000 1 3
.

5 333 沟 槽槽 14 ~ 2 555 1 1
.

000 1 1
.

9 888

333330 ~ 8 111 5
.

777 1 3
.

277777 25 ~ 8 555 5
.

777 1 3
.

2444

一一一 0 ~ 888 8
.

222 --- 谷 坡坡 0 ~ 888 4
.

。

{{{l
, ,

.

3 444

梁梁坡 中部部 8~ 2 666 6
.

111 1 1
.

6 111 沟 槽槽 8~ 2 666 4
.

777 1 1
.

5 888

22222 6 ~ 5 222 4
.

888 1 1
.

8 11111 2 6 ~ 8 444 4
.

444 1 1
.

3 444

55555 2一 7 8 {{{{{ 1 1
.

5 44444444444

111111111 1
.

4 11111111111

(扮在次生林恢复 1 00 多年 的过程中
.

不同地形部位的土壤均经历了一定的淋溶过程和腐

殖化过 程
,

_

且从梁娜顶部到梁坡 中
、

下部
,

土壤发育程度逐渐增强
.

土壤向褐色森林型土壤演

变
( 3 )林地被开垦后

,

土壤侵蚀加速发展
,

土壤剖面迅速遭到侵蚀
、

破坏
.

土壤很快演变成黄

绵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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