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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深入研究半湿润、半干旱和干旱黄土区阳坡的面积和分布规律的基础上，本书明确了半干旱黄
土区植被恢复重建的主要途径,提出了根据微地形配置植物群落结构的近自然造林技术和极陡坡植被绿
化技术,解决了何为该地区的困难立地、如何进行植被恢复、用什么技术开展造林及植被恢复重建和怎
样绿化极端困难地等4个问题，解决了半干旱黄土区坡面造林地如何实现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
则草以及极陡坡治理绿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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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黄土高原地处我国半干旱地区，降水稀少，阳坡更是因为光照强烈、蒸发量大，土壤水分严重亏
缺，成为这一地区植被恢复的困难立地。
在黄土高原阳坡人工造林、植被恢复过程中，往往出现成活率和保存率低、“小老树”、土壤干层等
问题，土壤水分正是这一地区植物生长和植被恢复的限制因子（胡伟等，2006）。
然而黄土高原千沟万壑，地形复杂，水力侵蚀作用不仅形成黄土高原的各种侵蚀沟，而且把坡面分割
成不同碎块，形成变化多端的微地形地貌，如浅沟、切沟、洼地、陡坎等（路保昌等，2009），这些
微地形通过对降水的再分配、调节降水人渗和土壤蒸发等作用，使微地形处土壤水分和植被生长状况
不同，形成不同的微生境。
因此研究该地区微地形的土壤水分特征对科学合理的微地形植被配置、水资源的合理分配与高效利用
以及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生态意义。
　　目前对微地形的土壤水分已经有一些研究：刘宏伟等（2009）在湿润地区土壤水分对降雨的响应
模式研究中发现，坡面上土壤含水率受地形和局部微地形影响显著；李艳梅等（2008）在对金沙江干
热河谷微地形的研究中发现，微地形能把绝大多数的地表径流拦截下来，入渗到土壤中，在时空上重
新进行分配，其中水平沟的这一特点尤为明显；段争虎等（2006）在对兰州市郊土壤水分的研究中得
到，台面比阳坡其他地形的含水量更高；郑粉莉（1999）对浅沟微地形坡面土壤水分分布情况的研究
也表明，在不同侵蚀条件下，浅沟沟槽处水分状况均明显优于沟坡处。
对于黄土高原微地形的土壤水分特征，只有少量研究（路保昌等，2009），而且并不系统、全面。
为此，以陕北吴起县合沟流域阳坡不同类型微地形土壤水分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量测和对比分析阳
坡内0~60cm各种微地形及其相应原状坡的土壤含水量，以期揭示黄土高原坡面内微地形尺度的土壤根
层水分空间分异特征；同时采用定点监测方法，明确微地形土壤水分的时间和空间变化特征及其与坡
面的差异，从而深入认识不同微地形土壤水分特征，提高黄土区阳坡土壤水分利用效率，更好地为黄
土区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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