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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工植被的土壤水环境研究，对认识土壤干化原因与土壤干层分布规律有重要科学意义，对认识
土壤干化对地下水的影响、防止新的生态退化、成功实施生态环境建设和农林业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
现代黄土高原土壤含水量及其区域环境变化受已经发生了变化的现代气候控制，植被建设要能够适应
现代土壤含水量状况，所以将土壤中、下部含水量状况作为植树种草以及确定人工林植株密度的依据
是科学的、可靠的。
因此，本项研究对成功实施山西黄土高原生态建设和确保其环境与经济效益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本书以全球变化为背景，以区域响应作主线，研究山西人工植被的土壤水分特征，探讨土壤干层
的发生过程、形成机理。
　　土壤干化的研究是基于土壤含水量的现状和发生原因。
无论是干层的出现还是植被的重建，都需要研究了解植被耗水等水分的损失状况，要具体研究对水分
需求不同的人工植被土壤含水量，研究植被在当地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之后的土壤水分状况及植被适
宜性。
因此，从土壤水分消耗的角度确定干化的标准显得尤为重要。
过去对我国陕西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壤水分和土壤干燥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
成果。
认识到该区土壤干层的广泛存在和发育强度，并将土壤干层分为强、中、弱不同等级；认识到土壤干
层的存在是造成该区人工林生长不良的主要原因。
关于土壤干层发生原因，一般认为降水量偏少和不合理的人工造林是主要因素。
过去对山西黄土区2m以上浅层土壤水环境作过一些研究，但对深层土壤水环境研究很少。
在降水量较少地区，树木生长需要深层土壤水，所以系统深入研究山西黄土区6m深度范围内土壤水环
境和土壤干层发育强度、分布深度是非常必要的，也为整个黄土高原地区的研究填补空白。
水、热、光是植被地理分布的基本要素，过去主要以温度、积温、降水等作为确定植被分布的依据，
本书利用土壤含水量的现实状况验证植被的适宜性。
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土壤水分综合生态特征，这其实是一个土壤水分的背景，了解它也就掌握了土
壤水分发生、发展的全貌。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山西土壤水环境与植被建设>>

内容概要

《山西土壤水环境与植被建设》以全球变化为背景，以区域响应作主线，研究山西人工植被土壤水分
特征，探讨土壤干层的发生过程，形成机理，采用实地调查，打钻采取6m深度土层剖面样品。
实验分析的方法测定土壤含水量，将野外考证与理论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
，并在8个方面取得了新的认识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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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土壤干层及土壤水分问题的研究涉及生态、农业、林业等许多领域。
人们对黄土高原土壤含水率、土壤水的运移和在剖面中的分布等进行了许多研究，解决了农业生产中
存在的很多实际问题，也发现了一些在发展农林业过程中需注意或需解决的土壤水分变化的重要问题
。
　　人工植被土壤水环境研究对认识土壤干层形成原因与土壤干层分布规律有重要科学意义，对认识
土壤干化对地下水的影响、防止新的生态退化、成功实施生态环境建设和农林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自从20世纪60年代在陕西蒲城发现塬区农田降水垂直下渗深度是有限的，在3m以下存在“低湿度
”，其湿度接近毛管破裂湿度后，农业、林业、水保、地理、环境、生态等方面专家就开始从不同角
度对土壤水、土壤干层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朱显谟院士研究认为，充分利用黄土区的“土壤水库”是黄土高原农林业发展的关键。
王经民等同志研究得出，不同植被、不同季节和不同深度土层含水率是变化的，油松林下深部土层中
含水率比空旷地、采伐地都低。
李玉山先生提出土壤干层是半干旱地区土壤水分循环的一个特征。
后来杨文治、杨维西、王克勤、侯庆春、余新晓、王力等专家先后研究我国北方和黄土高原人工林下
土层含水量的垂向变化，也发现土壤干化产生了“土壤干层”，并认为土壤含水量低于田间持水量
的30%为土壤干层的含水量指标。
土壤干层可以是自然现象，也可以是人为因素引起的。
如果是人为因素引起的，就会造成土壤退化，从而引起植被衰退。
土壤干化主要出现在黄土高原及北方降水量少的地区。
在垂向变化上，土壤含水量有明显分带性，从上向下依次分为0-20cm的速变层，20-100cm的活跃层
，100-400cm的次活跃层和400cm以下的相对稳定层。
200cm以上的干层是暂时性的，适当的降水会使其变为非干层。
200cm以下的干层不易恢复，是通常所指真正意义的干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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