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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广西田东县峰丛洼地区域为研究对象，基于野外实地观测，构建了适宜的植被生态需水计算模型，估算了区域典型植物

群落不同季节的植被生态需水及生态缺水定额，并分析了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4 种优势植物群落的生态需水定额

均是 8 月最大、1 月最小;五节芒群落的生态需水定额最大，月均最大、适宜和最小需水定额分别为 36． 85、25． 80 mm 和

23．95 mm，灰毛浆果楝最小，分别为 23．99、16．80 mm 和 15．60 mm;生态缺水定额呈现出与生态需水一致的特征。植被生态需水

定额与植被覆盖度、叶面积指数、空气温度和土壤容重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而与田间持水量呈显著负相关(P＜0．05);植

被覆盖度、土壤容重、土壤含水率和潜在蒸散 4 个指标是影响植被生态需水定额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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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water requirement of vegetation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in karst peek-
cluster area
WU Jianqiang1，LI Lin2，TAN Juan1，GUO Jinchuan2，WANG Min1，WU Weixiong3，* ，BAI Yang4，HUANG Kai2，
HE Lingzu2

1 Shanghai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Shanghai 200233，China

2 Guangxi Institute of Hydraulic Ｒesearch，Nanning 530023，China

3 School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electric Power，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Handan 056038，China

4 Xishuangbanna Tropical Botanical Garden，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Menglun 666303，China

Abstract: A suitable ecological-water requirement of vegetation model was developed based on field observations in the
karst peak-cluster depression area in Tiandong County of Guangxi Province． The ecological-water requirement and ecological
water deficiency of vegetation in different seasons were estimated，and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reatest ecological-water requirement of 4 dominant vegetation was in August，and the least was in January．
The ecological-water requirement of Miscanthus floridulus is the greatest; the monthly average maximum，optimal，and
minimum water requirements for this species were 36．85 mm，25．80 mm，and 23．95 mm，respectively． The ecological-water
requirement of Cipadessa cinerascens is the least; the average maximum，optimal，and minimum water requirements for this
species were 23．99 mm，16．80 mm，and 15．60 mm，respectively． The pattern of ecological-water deficiency is the same
with the ecological-water requirement． The ecological-water requirement of veget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vegetation coverage，leaf area index，air temperature，and soil bulk density; however，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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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ecological-water requirement and field water holding capacity． Vegetation coverage，soil bulk density，

soil moisture content，and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are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ecological-water requirement

of vegetation．

Key Words: karst peek-cluster area; vegetation; ecological-water requirement; ecological-water deficiency; driving factors

生态需水是在区域自然资源特别是水土资源开发利用条件下，为维护以河流为核心的流域生态系统动态

平衡、避免生态系统发生不可逆的退化所需要的临界水分条件
［1］。植被生态需水是指为保障植被能正常生

长、发育或植被生态系统维持健康并发挥正常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而需要消耗的最低水量
［2］，被认为是退化生

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关键
［3］。不同的植物类型和物种组成与当地的水资源供给状况相结合具有不同的需水

特征。因此，确定合理的植被生态需水区间，对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目前，植被生态需水的研究在国际上已受到广泛关注，并已成为生态学、水文学和地理学等研究的热

点
［3］。国外对于生态需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水生生物生长和河流流量的关系以及河流流量与维持生态系统

完整性的关系等方面。而国内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西北、华北的干旱、半干旱以及半湿润地区
［4］。如刘新华

等
［5］

以干旱区的塔里木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对林地的生态需水特征进行了分析;何永涛等
［6］

针对黄土高原不

同林地类型，计算了不同林地的生态需水定额和适宜生态需水量;周丹等
［7］

利用荒漠植被面积并参考作物蒸

散量(ET0)计算西北干旱区近 30 年间植被生态需水量，发现该地区植被生态需水量以 0．11 亿 m3 /a 的速率逐

年减少，并主要受气候因素影响;吕明权等
［8］

通过对东北沟流域植被生态需水量的研究表明，该地区植被生

态需水量的直接影响因素是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汤洁等
［9］

研究发现不同时空尺度土地利用的改变会破坏

区域的水资源供需平衡，从而直接影响区域生态需水量。但是对南部喀斯特峰丛洼地区域的植被生态需水研

究却较少，区域植被生态需水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有待进一步揭示。
广西岩溶峰丛洼地区，气候湿润、降水充沛，降水变化率大且季节分配不均。但是在大多数区域，山多坡

陡、河谷深切，且喀斯特溶裂、漏斗发育，导致地表径流要么快速流入深切河谷，要么快速进入地下水，难以被

地表植被利用，植被对水分的调节作用也较小。加之土层浅薄、储水能力低、入渗系数大，常常出现蒸发量大

于降雨量的情况。因此，这一地区水分亏缺严重，生态需水不足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本研究以广西田东县作为岩溶峰丛洼地区的典型代表，基于水文、气象及地理条件等资料，结合野外实地

观测和植被生态需水定量计算模型构建，研究峰丛洼地不同植物类型在不同时间段的生态需水和生态缺水定

额，以期为该区域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优化配置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广西百色市田东县(23°16'—24°01' N，106°53'—107°26' E)，县域内峰丛洼地地貌区面积

为 510．79 km2，占县域总面积的 18．19%，是广西岩溶峰丛洼地的典型代表
［10］。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均

气温 21．9℃，年均降水量 1172．3 mm，年均蒸发量 1774．7 mm，蒸发量大于降水量，干热是区域主要的气候特

点。区域内峰丛洼地地形主要表现为四周挺拔的山峰，封闭其间的是较为平直的洼地，相对高差通常为

200—300 m，最高可达 600 m。该区域人地矛盾突出，人为干扰强烈，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植被覆盖

率较低，加之土层浅薄，土壤入渗系数大，降水经地表快速进入地下，难以被地表植被吸收，生态缺水现象

严重。
1．2 研究方法

1．2．1 植被生态需水定额计算方法

植被生态需水定额受植被类型、气候及土壤水分等因素综合影响
［11］。本研究采用国际通用的 Pen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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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eith 公式
［12］

来计算植被生态需水定额。
ETq = Ks × Kt × ET0 (1)

式中，ETq 为植被生态需水定额(mm); Kt 为植被生态耗水系数，即植被最大需水量与潜在耗水量的比例系

数; Ks 为土壤水分调节系数; ET0 为植被潜在蒸散量(mm)。
1．2．2 植被生态缺水定额计算方法

植被生态缺水定额( Q )根据植被生态需水定额与水分供给特征计算
［13］，如下式所示:

Q = ETq － α·P (2)

式中，P 为研究区实际的降水量，mm; α 为降雨入渗系数。
1．2．3 植被潜在蒸散量计算方法

根据联合国农粮组织(FAO)的定义，植被潜在蒸散量是指从表面开阔、高度一致、生长旺盛、供水充足、

完全遮盖地面 8—15 cm 高的绿色草地上所蒸发、腾发的速率
［14］，它主要与当地的气候条件有关。根据研究

区域多年气象资料，采用 FAO 推荐的 Penman-Monteith 公式进行计算，公式如下:

ET0 =
0．408Δ Ｒn － G( ) + γ

900
T + 273

U2(es － ea)

Δ + γ(1 + 0．34 U2)
(3)

式中，ET0 为植被潜在蒸散量(mm); Δ 为饱和水汽压对温度曲线的斜率(kPa /℃); Ｒn 为参考作物表面净辐

射(MJ m－2 d－1);G 为土壤热通量(MJ m－2 d－1); γ 为干湿表常数(kPa /℃); es 为饱和水汽压(kPa); ea 为实际

水汽压(kPa);U2为地表 2 m 的平均风速(m/s)。
1．2．4 植被生态耗水系数计算方法

植被生态耗水系数计算公式
［15-16］:

Kt = MDVI × k (4)

式中，MDVI 是植被覆盖度，%;k 是植被生态耗水校正系数。
1．2．5 土壤水分调节系数计算方法

土壤水分调节系数与土壤含水量及土壤质地有关，反映了土壤水分条件对植物蒸散量的影响，采用

Jensen 公式计算土壤水分调节系数
［7］:

Ks = ln
S － Sw

S* － Sw

× 100 + 1[ ] / ln101 (5)

式中，S 为土壤的实际含水量(g /kg); S*
为土壤临界含水量(g /kg)，一般为田间持水量的 70%—80%; Sw 为

土壤凋萎含水量(g /kg)。
Sw = f × (1．34—1．5) (6)

式中，f 为土壤吸湿系数，%。土壤吸湿系数及田间持水量均需现场采集原状土样后进行测定。
当土壤水分充足时，植物蒸散速率与土壤水分含量无关，植物蒸散速率取决于气象因素和植物类型，取值

1．0，在此情况下，实际蒸散量即为潜在蒸散量，也就是植被最大需水定额。研究表明，田间持水量的 70%是比

较适耕、适播的土壤含水量。根据土壤水分数量指标的划分，毛管断裂含水量是植被灌溉的下限，大致相当于

田间持水量的 65%左右。因此可将田间持水量的 70%和毛管断裂含水量时的植被耗水量分别作为植被的适

宜和最小生态需水量，由此确定植被生态需水定额等级
［11］，如表 1 所示。

1．2．6 植物群落调查

2015 年 1 月，在田东县峰丛洼地研究区域开展植被样方调查，结合海拔垂直梯度及坡度坡向变化，随着

海拔由低到高，样区植物群落呈现明显的农作物-草本-灌木-乔木的演替规律，其主要优势植物群落分别为:甘

蔗(Saccharum officinarum)群落、五节芒(Miscanthus floridulus)群落、灰毛浆果楝(Cipadessa cinerascens) 群落和

青冈(Cyclobalanopsis glauca)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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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植被生态需水定额等级

Table 1 The fixed level of vegetation ecological water requirements quota

田间持水比例 /%
Field water holding ratio

等级

Level
生态意义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65 最小生态需水定额 维持植被基本生存

70 适宜生态需水定额 保证植被正常生长

100 最大生态需水定额 植被生长状况最佳，生产力最高

1．2．7 野外观测方法

(1)观测时间及样地设置

分别于 2015 年冬(1 月)、春(4 月)、夏(8 月)和秋(11 月)4 个季节，开展田东县峰丛洼地样区优势植物

群落实地观测。每个群落在相同海拔高度各选择 3 个样地，大小分别为青冈 20 m×20 m，灰毛浆果楝 10 m×
10 m，五节芒和甘蔗 2 m×2 m，现场记录各样地海拔、坡向、坡度及植物群落高度、盖度、物种组成等指标。

(2)蒸腾速率测定

采用美国 LI-COＲ 公司的 LI-6400 便携式光合呼吸测量系统测定植物蒸腾速率，测定时间均为晴朗天气

的 9:00—10:00 间。每个样地选取 3 株长势良好、无病虫害的植物作为样木，每株样木再分别选取高、中、低 3
片健康叶片进行蒸腾速率测定，每个叶片连续采集 6 个稳定的数据，测定结果取其平均值。

(3)叶面积指数测定

采用美国 LI-COＲ 公司的 LAI-2200 植物冠层分析仪对每个样地的叶面积指数 LAI 进行观测。每个样地

沿对角线测定 3 次，每次记录 10 个数据，单次测定结果取其平均值。
(4)环境因子测定

环境因子主要测定土壤容重、土壤含水率、土壤吸湿系数、田间持水量和空气温湿度等指标，每个样地均

重复测定 3 次。其中，土壤容重采用环刀法，在样地样木周边去除表面凋落物后，采用 100 cm3
环刀采集好土

壤后带回实验室测定;土壤含水率采用烘干法，在各样地样木附近采集 0—20 cm 深度的土样 80—100 g，现场

去除根系和杂物并测定湿重后，即刻带回实验室在 105℃下烘干至恒重，通过计算获取;土壤吸湿系数则是同

样在各样地样木附近采集 0—20 cm 深度土样 100 g，带回实验室烘干至恒重后置于敞开空间，自由吸收空气

水分至饱和后称重，通过计算获取;田间持水量按 NY /T1121．1 规定的方法，在各样地样木附近用 100 cm3
环

刀采集原状土样后，带回实验室测定并通过计算获得;空气温湿度采用手持式 ＲS 温湿度计在测定植物蒸腾

速率的同时进行测定。
1．2．8 数据分析方法

利用 SPSS 软件，采用单因子分析法，揭示植被生态需水定额与环境因子之间及各环境因子相互之间的关

系。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方法分析现场观测数据，确定植被生态需水定额的主要影响因子及其影响程度。

2 结果与分析

2．1 植被生态需水定额

基于 4 种优势植物群落样地植被生理生态、环境因子的测定结果，计算不同植被的最佳生态需水、适宜生

态需水和最小生态需水定额，结果如图 1 所示。可知，4 种植物群落最大、适宜、最小生态需水定额在不同季

节呈现同样的规律，均是 8 月份最大，1 月份最小;甘蔗群落年度月均最大、适宜和最小生态需水定额分别为

26．23、18．36 mm 和 17．05 mm，五节芒群落分别是 36．85、25．80 mm 和 23．95 mm，灰毛浆果楝群落分别是 23．99、
16．80 mm 和 15．60 mm，青冈群落分别是 34．71、24．30 mm 和 22．56 mm;4 种植物群落最大生态需水定额明显高

于适宜生态需水定额，两者相差均达 7．00 mm 以上，而适宜与最小生态需水定额相差较小，均小于 2．00 mm。
整体而言，灰毛浆果楝群落在整个生长周期的生态需水定额均小于其他 3 个植物群落，说明灰毛浆果楝在整

个生长过程中满足自身生长所需的水分为 4 种植物中最低;而五节芒群落则是最高，说明与其他 3 种植物相

798619 期 吴建强 等:峰丛洼地植被生态需水定额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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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五节芒需要更多的水分才能维持其正常生长。

图 1 不同植物生态需水定额对比

Fig．1 The comparison of vegetation ecological water requirements quota

根据式(2)计算获得 4 种植物群落生态缺水定额如表 1 所示。结果显示，4 种植物群落的生态缺水定额

也均是 8 月份最高，11 月份次之，1 月份最低;甘蔗群落年度月均最大、适宜和最少生态缺水定额分别为

19．64、11．77 mm 和 10．46 mm，五节芒群落分别是 30．26、19．21 mm 和 17．37 mm，灰毛浆果楝群落分别是 17．40、
10．20 mm 和 9．00 mm，青冈群落分别是 28．12、17．71 mm 和 15．97 mm。同样，五节芒的生态缺水定额最高，灰

毛浆果楝最低，说明 4 种植物整个生长过程中，五节芒缺水状况比较严重，而灰毛浆果楝缺水量则相对较低。

表 2 田东样点不同植被类型生态缺水定额特征

Table 2 Vegetation ecological water deficiency quota in Tiandong County

月份

Month
物种

Species
生态缺水定额 Ecological water shortage quota /mm

最大 Max 适宜 Suitable 最少 Min
1 月 January 甘蔗 4．84±0．51 2．86±0．32 2．53±0．20

五节芒 15．49±0．83 10．32±1．24 9．46±0．58
灰毛浆果楝 9．60±1．48 6．19±0．28 5．63±0．52
青冈 17．42±1．22 11．67±1．25 10．71±0．86

4 月 April 甘蔗 17．21±2．20 9．92±0．66 8．71±0．84
五节芒 14．98±1．45 8．36±0．48 7．26±0．56
灰毛浆果楝 8．39±0．87 3．74±0．21 2．97±0．16
青冈 15．52±1．27 8．74±0．41 7．61±0．38

8 月 August 甘蔗 27．17±2．93 15．22±1．02 13．23±1．13
五节芒 57．74±3．43 36．62±2．72 33．10±1．09
灰毛浆果楝 32．32±2．33 18．83±1．25 16．58±1．37
青冈 51．29±4．52 32．11±2．71 28．91±1．80

11 月 November 甘蔗 29．34±2．66 19．08±0．82 17．37±1．29
五节芒 32．83±2．44 21．52±2．13 19．64±1．77
灰毛浆果楝 19．30±1．54 12．05±0．73 10．84±1．08
青冈 28．25±2．36 18．31±2．08 16．6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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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植被生态需水影响因子分析

2．2．1 单因子分析

借助 SPSS 软件，采用单因子分析方法，揭示植被生态需水定额与植物生理生态、环境因子之间，以及各

因子之间的关系，结果如表 2 所示。植被生态需水定额与叶面积指数、植被覆盖度、空气温度和土壤容重等均

呈现出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1)，相关系数分别为 0．68、0．70、0．51 和 0．63;与土壤田间持水量则呈现出

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417(P＜0．05)。各影响因子间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相关关系，如植被覆盖度和叶面

积指数之间呈现极显著的相关性(P＜0．01，Ｒ2 = 0．55)，而海拔与大气压之间呈极显著负相关(P＜0．01，Ｒ2 =
－0．88)，表明这些因子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进而说明植被叶面积指数、覆盖度以及土壤

容重、含水率等因子并不是独立作用于植被生态需水定额，而是通过相互作用产生的综合影响。

表 3 植被生态需水单因子分析

Table 3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vegetation water requirements

因子

Factor

叶面积指数

Leaf area
index

植被

覆盖度

Vegetation
coverage

大气压

Atmospheric
pressure

空气温度

Air
temperature

空气湿度

Air
humidity

海拔

Altitude

土壤容重

Soil bulk
density

土壤含水率

Soil water
content

土壤吸

湿系数

Soil water
absorption
coefficient

土壤田

间持水量

Field
capacity

潜在蒸散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植被覆盖度

Leaf area index 0．55＊＊

大气压

Atmospheric pressure
0．237 0．193

空气温度

Air temperature
0．264 0．396* －0．224

空气湿度

Air humidity
0．338 0．082 －0．211 0．025

海拔 Altitude －0．267 －0．204 －0．877＊＊ －0．087 0．064

土壤容重

Soil bulk density
－0．211 0．103 －0．293 0．091 －0．177 0．415*

土壤含水率

Soil water content 0．553＊＊ 0．215 0．467＊＊ －0．194 0．336 －0．549＊＊ －0．621＊＊

土壤吸湿系数

Soil water absorption
coefficient

0．443* 0．271 0．159 0．367* 0．219 －0．401* －0．538＊＊ 0．478＊＊

土壤田间持水量

Field capacity
0．03 －0．249 0．231 －0．277 0．137 －0．333 －0．772＊＊ 0．543＊＊ 0．591＊＊

潜在蒸散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0．561＊＊ 0．53＊＊ －0．141 0．804＊＊ 0．292 －0．121 0．184 0．079 0．478＊＊ －0．418*

植被生态需水定额

Ecological water requirements
quota of vegetation

0．678＊＊ 0．704＊＊ 0．124 0．505＊＊ 0．348 －0．326 0．626＊＊ 0．471＊＊ 0．204 －0．417* 0．821＊＊

＊＊表示极显著水平，P＜0．01;* 表示显著水平，P＜0．05

2．2．2 多元回归分析

影响植被生态需水定额的各因子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说明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严重的自相关，为进一步

研究影响植被生态需水定额的关键因子及其影响程度，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可知，仅有植被覆盖度、土壤容重、土壤含水率和潜在蒸散 4 个指标被选入预测模型，相关水平均

达到了极显著(P＜0．01)，说明这 4 个指标是影响植被生态需水定额的主要指标。从相关系数来看，植被覆盖

度的回归系数最大，达到 25．39，说明其对植被生态需水定额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土壤容重，回归系数为 15．45。

结合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的结果，得出植被生态需水定额的预测模型，模型的 Ｒ2 = 0．913，说明入选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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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因子对植被生态需水定额能进行很好的预测。
ETq = － 62．98 + 25．39VC + 15．45SBD + 0．755SWC + 0．379 ET0 (Ｒ2 = 0．913) (7)

式中，ETq 为植被生态需水定额; VC 为植被覆盖度;SBD 为土壤容重;SWC 为土壤含水率; ET0 为植被潜在蒸

散量。

表 4 植被生态需水多因子回归分析(Ｒ2 = 0．913)

Table 4 Multiple factors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egetation ecological water requirements

因子

Factor
系数

Coefficient
T 统计量

T-statistic(T)

显著性系数

Significance(Sig．)
方差膨胀因子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

常数 Constant －62．98 －5．883 0．00 0．00

潜在蒸散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0．379 8．974 0．00 1．441

土壤含水率 Soil water content 0．755 6．108 0．00 1．882

植被覆盖度 Leaf area index 25．39 3．733 0．001 1．499

土壤容重 Soil bulk density 15．45 2．272 0．031 1．862

3 讨论

作为生态需水研究的重要组成内容，植被生态需水可为区域植被生态恢复和重建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17］。

本研究选取的岩溶峰丛洼地区域石漠化及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劣，植被退化较为明显
［18］，因此，开展该

区域植被生态需水研究显得尤为必要。自然植被具有较强的水源涵养功能
［19-21］，它可能通过冠层截留、枯枝

落叶层截持和土壤保持等方式对降水进行截留
［22-23］，从而消减降水进入地下水或形成地表径流的量，这对于

生态缺水严重的广西岩溶峰丛洼地区域的植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为实现生态系统和水资源的可持续

和高效管理，应充分发挥自然植被的水源涵养功能。而优化配置植被种类与构成，是充分发挥植被水源涵养

功能的重要举措。例如，郭军庭等
［24］

对晋西黄土区小流域现有林分进行调整，从而使其水源涵养功能提高了

35．99%。陈祥伟等
［25］

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嫩江上游二道桥小流域水源涵养林植被的空间配置结构进行优化，

使其土壤层有效贮水量提高了 33．05%，水源涵养能力显著增加。

然而，峰丛洼地区域独特的水文特征，主要表现为石灰性淋溶系数大，水土流失严重。该区域的植被常受

温湿、降水时空分布不均的限制，导致地带性植被退化、种属减少、结构单一的格局。尽管本研究中选用的优

势植物，在其他区域也有分布，但独特的区域特征，形成了这些植被独特的需水习性
［26］。本研究结果表明，草

本植物五节芒，在整个生长周期内，生态需水定额最大，其次是乔木青冈，灌木灰毛浆果楝的生态需水定额最

小。因此，该区域植被生态恢复应选择以灌木为主乔木为辅的植物群落结构，如灰毛浆果楝、青冈等。本研究

结果部分得出了 4 种优势植物在不同季节的最小生态需水定额，说明了不同的植物对水分需要的最低状态及

其敏感性。而从不同植被生态缺水的情况来看，8 月的生态缺水定额最多，尤其是五节芒。当水分供给低于

最小生态需水定额时，植物的生长就会受到抑制，并导致该区域的植被与生态退化。说明在炎热的夏季，虽然

降雨量有所增加，但是在高温状态下，植物和地表蒸散量也显著提高，在地层不保水的岩溶峰丛洼地区，就会

使得植物缺水现象更加凸显，水分的保持和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在高温季节对于维持植被生态需水就显得尤

为重要。

优化群落中植物配置可从较大尺度上缓解区域水资源短缺状况，然而不同植物对环境因子有着不同的适

应性，通过分析不同环境因子对峰丛洼地区植被生态需水定额的影响研究，则可为该区域的植被生态需水调

控提供理论指导。本研究表明，该区域植被生态需水定额与植被覆盖度、叶面积指数、土壤容重、空气温度呈

极显著正相关(P＜0．01)，与土壤含水率呈显著正相关(P＜0．05)，而与田间持水量呈显著负相关(P＜0．05)。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植被覆盖度、土壤容重、土壤含水率和潜在蒸散 4 个因子入选回归方程，且能解释

91．3%的植被生态需水定额的变化。这说明，在消除各环境因子之间的自相关关系后，最终确定对植被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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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水定额产生影响的环境因子为植被覆盖度、土壤容重和土壤含水率，其中植被生态需水则与植被覆盖度呈

正比。相关研究也表明，地表径流量随植被覆盖度的增加而减少
［8，27-28］。因此，在植被恢复过程中，可通过人

为调控植被覆盖度以确定地表径流和植被生态需水之间的平衡点，从而缓解区域生态缺水问题。而植被生态

需水定额之所以与土壤容重和土壤含水率呈正比，可能是因为土壤容重越大，土壤越紧实且储水能力也越低，

土壤含水率也随之降低
［29-31］，而植被生长所需的其他水分反而增大;而植被生态需水定额与田间持水量成负

相关，则是因为它与土壤水分调节系数成反比，而土壤水分调节系数与土壤临界水量(田间持水量的 70%—
80%计)成反比所致，究其原因，田间持水量越高，植物可利用水分越多，调节系数也就越小，从而需水定额就

会降低。由此可见，峰丛洼地区土壤结构的改良对缓解区域生态缺水也尤为关键。

4 结论

(1)从不同生长周期来看，峰丛洼地区 4 种典型植物群落生态需水定额均呈现出夏季最高、冬季最低的

变化趋势;就不同植物类型而言，灰毛浆果楝群落月均最大、适宜和最小生态需水定额最低，分别为 23．99、
16．80 mm 和 15．60 mm，五节芒群落则最大，分别为 36．85、25．80 mm 和 23．95 mm。而植被生态缺水定额呈现

出与需水定额一致的变化规律。
(2)相关性分析表明，植被生态需水定额与植被覆盖度、叶面积指数、空气温度和土壤容重呈极显著正相

关，而与土壤田间持水量呈显著负相关;且各影响因子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表明植物生理生态和环境

因子对植被生态需水定额的影响是综合而非独立的。
3)逐步 回 归 分 析 表 明，峰 丛 洼 地 区 植 被 生 态 需 水 定 额 的 预 测 模 型 为 ETq = － 62．98 + 25．39VC +

15．45SBD +0．755SWC + 0．379 ET0 ，Ｒ2 = 0．913)，回归系数从大到小的因子依次是植被覆盖度、土壤容重、土
壤含水率以及潜在蒸散，该模型能较好地对植被生态需水定额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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