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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n 个草本 (丝茅
、

黄茅 ) 生物量样方的测定表明
:

丝茅生物量为 14
。

2 6 t/ h a ,

黄茅生物量为 9
.

1 9 t/ h a 。

并应用数量化理论的方法
,

建立了草本生物量的预测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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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山

一
、

月lJ 言

丝茅又称 白茅 (Im p e r a 七a C y lin d r ie a v a r M a jo r )
、

黄茅 (H e t e r o p o g o n C o n
一

to r t
-

u s (L ) B e a u v ) 分布广
、

适应性强
,
根系密集网络于表土层

,

具有很强的抗冲刷能力
。

因而
:

对防治水土流失具有显著的作用
。

而且
,
在平坝

、

丘陵区
, 丝茅

、

黄茅既可作燃料
、

牧草
, 又是

农家肥的重要来源之一
。

为此
, 我们对丝茅

、

黄茅两种草本进行了生物量测定分析
,
并建立了预

测方程
。

为定量确定不同立地条件下草本生物量的生产力水平提供了依据
。



水土保持通报 第n 卷

二
、

生物且测定

(一) 样方洲定 在射洪
、

三台
、

梓渔 3 县的不同立地条件下
,
选择 l m 欠 l m 样方n 块

。

其中丝茅 6 块
,
黄茅 5 块

。

分别记载其立地条件 (地形
、

地势
、

坡度
、

坡向)
、

优势植物名称
、

生长年限等
,
并进行土壤剖面观察记载和取样

。

然后将所测草种分地上和地下两 部 分
,
全 部 称

重
,
并分别取样进行室内测定

。

(二) 测定结果 把样品置于 1 05 ℃条件下烘干至恒重
,
测定其干燥系数

,
据 此计 算出地上

部分和地下部分的生物总量
,
测定结果见表 1

。

衰 l 革本生物皿洲定结果

一
.

1一00一
‘.几一八04

,1�Q自OU丫,�一.
‘

l

一通
.

一1二OU

草 本
样方数

(块)

地上部分

( t / h a )

占总量

( % )

地下部分

( t / h a )

占总量

( % )

丝茅

黄茅

3 6 9

5 5 4

5 1
。

6 7

4 9
。 5 3

8 9 1

6 4 0

4 8
。

3 3

5 0
。

4 7

由表 1 表明
:
丝茅生物量为 1 4

.

26 t/ h a ,
黄茅生物量为 9

.

1 9 七/ h a , 丝茅生物总量大于黄茅
。

然而
,
不论是丝茅还是黄茅

,
其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生物量基本持平

。

三
、

预测方程的建立及检验

(一 ) 教且化立地因子得分表的编制

坡度
、

坡 向
、

海拔
、

土壤等
。

通过计算分析

来预测草本生物量
,

其效果最佳
。

以样方立地因子性状数值作为 自变量
,

理论工方法
,
建立预测方程如下

:

刀Z 于 ‘

认
=
乙 乙
葱一 1 无二 1

影响草本生物量的立地因子很多
,
例如地貌

、

部位
、

(其过程略 ) , 我们确定用土壤
、

坡度
、

部位三因子

草本 (丝茅
、

黄茅) 生物量作为因变量
, 运用数量化

C jk 占
‘

( j无) ( 1 )

式中
:

y
‘

为草本生物量的估计值
; Cj k为类目得分 值 ;

占
‘

(j k) 为样方在类目中的反应
,
而

当第感个样方第J个项目的
定性数据为 k类 目时

否 则

( 2 )

1上�”

沪

/
.

|少、11、

��
、,产无‘

J矛.、
.

乞占

根据 ( 2 ) 式可得草本生物量原始数据反应表 (略 )
。

然后用微机计算
,
得草本生物量数量化立地因子得分表

,
见表 2

。

(二 ) 预浦方程的建立 根据 ( 1 ) 式与立地因子得分表
,

可建立下面草本生物量 (丝茅
、

黄茅 ) 预测方程

鲜 i = 6
。

6 3 d
‘

( 1

+ 5
.

3 7 d ‘ ( 2 ,

+ 3
.

0 9占‘ ( 3 -

1 ) + 1 3
.

4 9 d
‘ ( 1 , 2 ) + 9

。

6 2 d ‘ ( 1 , 3 )

1 ) 一 0
.

1 9 占‘ ( 2 , 2 ) + 2
.

7 6 d ‘ ( 3 一 1 )

2 ) + 1
。

0 3 ) ‘ ( 3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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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山 (J而) “

当第云个样方第J个项 目的定性数据为无类 目时

否则

表 2 草本生物t 立地因子得分表

得 分 值 方 差 比
偏相关系数

得分范围

塑6.8塑5.5
棕紫色土

黄 红紫色土

老 冲积土

2 5
“

ee 3 4
“

》3 5
“

上部

下部

丘坡

6
。

6 3

1 3
。

4 9

9
。

6 2

0
。

2 2

0
。

3 6

土壤

5
。

3 7

一 0
。

19

坡度

部

2
。

7 6

3
。

0 9

l
。

0 3

0
。

0 3 鱼卫9
2

。

0 6

注
:
复相关系数 r = 0

.

9 96 3
,

回归标准差S = 0
。

47 8 0

(三 ) 预测方程的检验 1
.

复相关系数的t与F 检验

t = ℃、鱼二竺二工 二 旦
」
望塑旦、乙1 1二旦二工

一 30
.

67 0 8 . ‘

训 1 一 0
。

9 9 6 3

查七
。

分布表得 t
。 .

F 二

了 1 一 r “

。 : = 3
.

4 9 9 , T > t

, “

/ 。 _ 0
。

9 9 6 3 2

/ 3

1 一 r “

/
n 一 m 一 1 1 一 0

.

9 9 6 3 “

/ 1 1 一 3 一 r = 3 1 3
·

5 6 5二

查F
。

表得 F
。 . 。 :

( 3 , 7 ) = 8
.

4 5 0 , F > F
。 . 。 :

结果表 明
:

t检验与F检验均达极显著水平
。

由此可见
,
立地条件因子与草本生物 量 相关紧

密
, 预测效果 良好

。

2
。

偏相关系数 七检验
:

上面对立地条件三因子总体对草本生物量影响程度进行了 检 验
,

然而
,
每一个立地条件因子对草本生物量的影响程度又如何呢 ? 所以

,
有必要对偏相关系数进行

七检验
,
见表 3

。

偏相关系数t检验

项 目 偏相关系数 显著程度

土 壤

部 位

坡 度

0
.

9 8

0
。

8 9

0
.

98

1 3
。

02 9

5
.

1 6 4

1 3
.

02 9

士0
.

0 : “ 2
.

3 6 5

t 0 . 0 1 二 3
。

4 99

扣一|:一

⋯
由表 3 看出

,
土壤

、

部位
、
坡度经七检验均达极显著水平

,
表 明上述三个 因子与草本 生 物量

相关紧密
。

3
.

残差检验
:

用预算方程来估计各样方草本生物量 ( y *) 与该样方实 际 生物 量 (y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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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差 ,
称为残差 (E ‘)

。

用下式计算出残差的相对值

君 ‘二 I墅丝二卫创 、 1 0 0

夕‘

以 E ;的绝对值大小
,
按 5 %的级距统计误差频率

,
得残差百分数分配表

,
见表 4

。

残差百分教分配表

一次一

表一

⋯
一

⋯误差 中值
占标准地总数

(% )
百分数累计数

(%)

< 2
。

5

2
。

5 ~ 7
。

4

7
。

5 ~ 12
。

4

4 5
。

4 5

4 5
。

4 5

9
。

1 0

4 5
。

4 5

90
。

9 0

1 00

残差检验表明
:

回归精度达95 %的样方占9 0
.

9 % ,
全部样地通过时

, 回归精度为90 %
。

由此

可见
, 用土壤

、

部位
、

坡度三因子来预估草本 (黄茅
、

丝茅 ) 生物量 , 其精度是很高的
。

四
、

应用举例

由于土壤
、

坡度
、

部位的测定十分简便
, 因而用预测方程来估计黄茅

、

丝茅的生物量也是十

分容易的
。

例如在 40
。

坡度的山体上部
,
求在黄红紫色土上生长的丝茅生物量

。

根据预测方程得
:

夕‘= 1 3
.

4 9 一 0
.

1 9 + 2
.

7 6 = i 6
.

0 6 t/ h
a

为了在生产上应用方便
,
我们编制了黄茅

、

丝茅生物量预测表
,
见表 5

。

表 5 丝茅
、

黄茅生物且预洲裹 t/ h a

棕 紫 色 土 黄 红 紫 色 土 老 冲 积 土

生量物总地卜地上
项 ‘J ⋯想 ⋯擎 咸

物量

1 鹅
{ 山 }

”

1 }
一匕

擎 1总生物量
l

,
1

,

{
卜部

⋯
7
一
⋯

7一 ⋯
1 4一
⋯

1 。一

⋯
1 。一
⋯

2 1一

1
8一

⋯
9

·

。2

⋯
17一

_

坡
_

{ 下 部 } 7
.

4 2 } 7
·

67 ! 1 5
·

0 9 } 1 0
·

7 9 } 1 1
.

1 6 } 2 1
·

9 5 { 8
·

89 { 9
·

1 9 1 8
·

0 8

2 5
“

一3 4
’

} } } ! } } } ! {

一一⋯
丘坡

⋯
6

·

“

⋯
6

·

6 2

⋯
‘3

·

0 3

{
9

·

7 8

1
‘0

·

“

{
’9

·

89

1
7

·

8 8

⋯
8

·

“ { ‘6
·

。2

雀⋯
一

仁部 ⋯
5

·

2 2

1
‘

·

68

⋯
9

·

90

⋯
7

·

90

⋯
8

·

‘6

1
‘6

·

06

⋯
5

·

9 9 1 6
·

2 0
{

‘2
·

‘9

坡 } 下 部 1 4
.

6 9 { 4
.

84 ! 9
.

53 } 8
.

06 ! 8
.

33 } 1 6
·

3 9 } 6
·

1 6 } 6
·

3 6 , 1 2
·

5 2

) 3 5
。

} { } } 1 」 } } } i
_ 二

⋯丘坡
_

⋯
3

·

6 7
.

⋯
3

⋯⋯
_ l.

片
7
二

}
7

·

叮
二

⋯
7

·

2 8

!
.

“
·

33 }
5

·

0 ,

⋯
5

·

3 9
⋯

‘。
·

‘6

由表 5 可以看出
,
在4 0

“

坡度的山体上部黄红紫色土丝茅生 物量为 1 6
.

0 6灯h a
。

五
、

结 论

(一 ) 在 四川省涪江中游地区
,
影响丝茅

、

黄茅生物 , 的主导因子是土坡
、

坡度和部位
。

由土壤
、

坡度
、

部位三因子建立的预测方程
, 经复相关系数 t与F检验均达极 (下转第1 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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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讨 论

本模拟实验是在饱和土壤含水量的情况下进行的
,

没有考虑土壤入渗问题
。

实际上 , 在半干

旱地 区几乎不产生壤中流及地下径流
,
但是土壤长期处于缺水状态

, 土壤含水量很低 是 普 遍 现

象
,
所 以土壤对降雨量的储蓄是很可观的

, 尤其是在降雨强度较小的情况下
。

然而
,
在不同的坡

度下 , 土壤水分的亏缺对降雨径流量的影响可近似认为是等同的
。

将土壤饱和含水量作为一种特

殊情况
,
模拟实验研究地面坡度对径流的影响

,
并不妨碍对结果的分析比较

。

另外
, 即使饱和的

土壤含水量下
,
实际上还是存在 降雨入渗问题

, 即稳定土壤入渗率
。

但黄土的这种稳定入渗率很

低
,
加之整个降雨径流实验过程很短

, 土壤的下渗量很少
,
而且在各种坡度情况下其量相当

,
所

以在本文的分析中
,
将其近似考虑在坡面洼地积水量 中了

。

本实验 旨在模拟研究坡度对一次降雨径流过程的影响
,
没有考虑过程中的蒸散量间题

,

因为

一次降雨径流过程实验仅用30 多 m in
,

而且又是在室内进行的
,
蒸散量也是微不足道的

, 不予考
,

虑也是允许的
。

根据 以上对模拟实验结果的分析
,
不难推断

,
在野外面积较大的集水区

,
由于坡面上的 自然

状况更为复杂多变
, 洼地滞水及生物工程措施的保水作用更加突出

。

在其它自然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
, 流域坡度越大

,
地面的积水

、

滞水作用越弱
,
径流量越多

,
洪量也就越集中

,
在 流域下游由

此而引起的水害则更严重
,
或者发生洪水灾害的可能性更大

。

因此 , 流域的坡度越大
,
治理的难

度就更大
。

通过实验结果分析
, 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
( 1 ) 应重视和加强坡度较陡流域的综合治理

,
在

流域面积较大的下游切实加强洪水防范措施
,
如兴修水利 ; ( 2 ) 为拦蓄更多的水分

,
减少地表

径流
,
在坡度陡的流域

,

进行生物工程治理时
,
要提高挖鱼鳞坑的标准

,
增加坑的深度

, 同时在

坑的顺坡下方提高围沿高度
。

( 3 ) 高度重视流域内挂地的蓄水作用
,
多修筑一 些 围 坝

、

池 塘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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