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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中地区属于亚热带山原
,

由于人口集

中
,

开发历史悠久
,

人类对山地的干扰特别

严重
,

所以原生的亚热带森林几乎完全被破

坏
,

代之而出现的是次生的云南松林
、

灌丛

及草坡
,

其中尤以灌丛
、

草坡的面积最大
,

山地生态景观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

特别是近

10 一20 年
,

人 口剧增
,

群众为了生活
,

盲目

地毁林
、

毁草
,

结果
,

不仅粮食 没 有 搞 上

去
,

温饱问题也未能根本解决
,

反而造成了

严重的水土流失
,

土地肥力衰退
,

可耕地面

积缩小
,

致使山区生态系统逐年恶化
,

形成

越穷越开
,

越开越穷的恶性循环
。

世界各国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
先后于本世纪中叶开始

了山地综合利用与治理的研究
,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也把人类活动对山地生态的影响
,

作

为人与生物圈计划中的重要内 容 之 一
。

为

此
,

我们选择了能够代表滇中自然特点的通

海县
,

对这里的原生植被破坏以后所出现的

一系列植被类型
,

设置了试验样地
,

并取得

了各类型相应的数据
。

现仅把灌丛草坡类型

开垦后的结果整理如下
。

一
、

概况与试验方法

通海县为四周环山
,

坝中心为海的山原

湖泊地 区
,

该区人类生活历史较长
,

经济文化

比较发达
。

四周山地除有小片原生的亚热带

森林植被外
,

大面积的是灌丛草坡及早地
。

由子长期开垦种植
,

水土流失严重
,

泥沙流

入湖中
,

造成湖底抬升
,

出现早年湖变小
,

涝年水淹田的局面
。

目前在政府的制止下
,

山地开荒种植的现象基本停止
。

目前植被恢

复缓慢
,

荒山草坡极多
,

所以是开展山地合

理利用研究工作的场所
。

试验地集中布设在范围不大的秀山沟两

侧的山坡上
,

这一带的土壤 以紫色土为主
,

也有石灰土和砂土
。

天然植被以灌丛草坡为

主
,

植被盖度较大
,

有的可达 99 %
。

主要种

类有
:

小雀花
、

地瓜
、

毛绣线菊
、

裂浮草
、

早茅
、

草草
、

火绒草
、

香茅
、

细柄草
、

山土

瓜等
。

在这样的植被条件下
,

利用 自然 坡

面
,

坡度2 8一 30
“ ,

坡向东南的山地上布置了

两组试验
,

一组 为仿效当地群众毁草开地的

方式
,

在翻挖地块中设置试验地
; 另一组选

择邻近植被
、

坡度均相似的草地作为对 比
。

试验采用 G 。山 a l: c h 方法测定地表逸流

量和泥沙量
。

小区规格 10 x l 米
,

小区上方

用隔板截流
。

并且在样地设立雨量桶和 自记

雨量计
,

以获得降雨量
、

降雨强度和降雨历

时
、

次数等资料
。

每隔五天观测一次
,

连续

进行半年的雨季观测
,

在这期间
,

重点观测

几次典型降雨情况
。

此外
,

配合水土流失的

观测
,

采用网格刺点法
,

对地表植被进行阶

段性测试
,

最后综合分析植被盖度变化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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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水土流失之间的关系
。

二
、

观测结果分析

(一 ) 不同植被盖度的保持水土效应

测试结果
,

在地形 (坡度 )
、

土壤
、

降雨

相同的情况下
,

不同植被盖度的地表水土流

失量差异很大
。

以 198 6年雨季观 测 结 果 来

看
,

第二组 (植被盖度为99 %的草坡地) 的

年总逸流量比第一组 (毁草开垦 地 ) 减 少

87 %
,

泥沙量 比第一组减 少 9 9
.

9 9 %
,

又以

雨量集中的 7 月份为例 (见表 2 )
,

当月降

雨量 2 80 毫米
,

第二组通流量比第 一 组 减 少

9 3 %
,

泥沙冲刷量比第一组减少9 9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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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次降雨的情况来分析
,

,

植被盖度的

大小对水土流失影响也是明显的
, 1一

如
1

19 8 6年
5 月 2 6 日

,

降雨 n 毫米
,

历时20 分钟
,

降雨

强度为0 ‘
5 毫米 /分

,

第二组 (天然草坡地)

的通流量比第一组 (翻耕地) 减少98 %
,

泥

沙冲刷量比第一组减少1 00 %
。

l二
)
”

降雨强度对坡面永土流失的影响

观测结果表明
,

由于降雨强度的不同
,

‘

不同植被盖度类型小区的水土效益不同
,

在

降雨量相近的情况下
,

降雨强度越大
,

水土

流失量越大
,

如
’

5 月26 日
,

5 月25 日两次降

雨量相近
,

降雨强度不同
,

前 者 为 后者 10

倍
,

两次降雨形成的通流量
,

前者与后者相

比
·

竿一组 (翻耕地 ) 为3
·

2倍
,

第二组 (天

然草地) 为23
.

7倍
。

降雨强度对土层结构疏

松的第一组
,

在泥沙冲刷量上影 响 更 为 明

显
,

第一组为10
.

6倍
,

而对于植被盖度大的

第二组则影响不是很大
。

观测中的其他资料

也说明这一点
。

丈三) 前期降雨对坡面水土流失的影晌

根据 8 月29 日与 7 月14 日前后两次降雨

的观测资料
,

两次降雨量和降雨 强 度 都 相

近
,

但前者前期有过几次下透土层的雨
,

后

者前期基本上无雨
,

结果两次降雨的水土流

失量有所不同
,

两次降雨的逸流量
,

前者与

后者相比
,

第一组 (翻耕地) 为4
.

9倍
,

第二

组 (天然草地 ) 为6
.

1倍
,

两次降雨 的 泥沙

冲刷量
,

前者与后者相比
,

第一组为 2
.

9倍
,

第二组因为有植被的存在
,

所以没有影响
。

打击力作用在引起坡地水土流失过程中起主

要作用
,

降雨强度越大
,

雨滴对地表击溅力

越大
。

另一个是内在因素
,

主要包括地表植

被盖度
、

地形条件以及土壤本身的组成
、

结

构等
。

在地形
、

上壤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

地

表植被盖度和土质结构是影响水土流失的主

要因素
。

在滇中地区
,

天然灌丛草坡植被盖度较

大
,

有的达”%
。

以我们的试验地来看
,

草

本植物生长十分密集
,

尤如在地表上盖上了

一层
“
茅屋顶

” ,

降雨时
,

首先经过植被的

缓冲
,

减少了打击力
,

接着有一部分雨水被

植被及其枯落物吸收
。

据测试结果
,

试验地

内天然植被的最大吸水量为0
.

8 83 公斤 /米
2 。

还有一部分雨水通过
“
茅屋顶

”
向 坡 下 传

递
,

最后落到土层表面的雨水不仅数量上减

少
,

而且对地表的打击力大大降低
,

从而延

迟了集流时间
,

滞低了地表迁流速
,

减弱了

地表逸流冲刷强度
,

并增加了 土壤 渗 透 能

力
。

再者
,

由于草本植被在地 表层 根 系 密

布
,

土壤紧实度较大
,

使得泥沙颗粒不易移

动
,

因此
,

在具有较大植被盖度存在的坡面

水土流失量是比较小的
。

反之
,

无植被存在

的翻耕地
,

土质疏松
,

地表裸露
,

雨滴直溅

地表
,

容易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

三
、

小 结

(四 ) 坡地形成水土流失的初步分析

坡地形成水土流失有两大因素
: 一是外

因
,

主要是降雨因素
,

降雨引起坡地水土流失

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
,

一是降雨雨滴的打击

力
,

一是降雨时形成逸流的冲击力
,

雨滴的

1
。

植被盖度大小对坡面水土流失有着直

接的影响
。

因此
,

在改良和治理山地草坡过

程中
,

必须注意保护地表植被或采取工程措

施
,

防止水土 流失
。

2
.

山地水土流失主要来自 翻 耕 地
。

因

此
,

为了解决山地水土流失 问题
,

对坡地
,

尤其是坡度大于25 度的开荒地
,

要尽快退耕

还林
、

还牧
,

发展 以多年生经济植物为主的

林业生产
,

同时注意宜林则林
,

宜牧则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