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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植被破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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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子午岭天然次生林区
,

遭破坏林区和非林区的水文径流
、

泥沙观测资料及长时间

序列气象观测资料
,

研究了人为破坏森林植被对径流
、

侵蚀
、

产沙的影响 ;植被破坏对洪涝灾害

的影响 ;植被破坏与气候变化及植被破坏与土地退化的关系
。

作者认为人为破坏植被是导致黄

土高原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

关键词 黄土高原 森林植被破坏 土壤侵蚀 洪涝灾害 气候变化 土壤退化 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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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植被被破坏后
,

随之而来的土壤侵蚀
、

气候恶化
、

风沙侵袭
、

旱涝灾害频率增大
、

灾情加剧
,

土地退化等是当今环境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
。

黄土高原近 40 年来
,

由于人为严重破坏植被
,

使破坏

大于治理
,

导致土壤侵蚀加剧
,

水
、

旱灾情加重
、

土地退化和沙漠化
。

利用子午岭天然次生林区
,

遭破

坏林区和非林区水文站 (图 1) 径流
。

泥沙观测资料及长时间序列气象观测资料和调查分析资料
,

分

析研究黄土高原人为破坏植被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

其中包括人为破坏植被对侵蚀
、

径流
、

产沙的影

响;人为破坏植被对洪涝灾害的影响
;人为破坏植被与气候变化及人为破坏植被与土地退化

。

1 人为破坏森林植被对土壤侵蚀
、

径流
、

产沙的影响

观测资料表明
,

在有林流域的年降雨量和汛期降雨量均大于破坏林流域和无林流域年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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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汛期降雨量 (表 l) 的情况下
,

有林流域的径流量和侵蚀量均小于破坏林流域和无林流域(表劲
。

表 2 表明
,

当流域植被覆盖度由 9 0 %降到 70 %时
,

在石桥站以上流域径流模数增加 1
.

3 倍
,

最

大含沙量增加 14
.

9 倍
,

平均含沙量增加 12
.

9 倍
,

输沙量增加 7. 6 倍 ;当流域植被覆盖度由 90 %降

到 30 %时
,

在柳沟流域径流模数
、

最大含沙量
、

平均含沙量和输沙量分别增加 1
.

8 倍
,

76
.

6 倍
,

d 32 5 倍和 1 2 83 倍
; 当流域植被覆盖度由 90 %

降到 2 5 %时
,

在石桥河流域径流模数增 加 3
.

1

倍
,

最大含沙量和平均含沙量分别增加 69
.

8 倍

和 7小 5 倍
,

输沙量增加 3 56 倍
;
当流域植被被

完全破坏后
,

在魏家河流域径流量增加 5
.

8 一

1 0
.

6 d 倍
,

最大含沙量增加 5 9
.

7 一 2 6 6
.

9 倍
,

平

均 含 沙 量增 加 8 8
.

6 一 2 0 2 3 5倍
,

输沙量增加

1 4 32 0一 3 7 4 5 2 倍
。

.

表 3表 明甲当 植被覆 盖 度 由 9 3 % 降到

2
.

6 %时
,

多年平均径流量增加 52
.

3 %
,

输沙量

增加 9 8
.

7 %
。

据黄河泥沙主要来源 区的 13 个流
·

域区间

径流
、

泥沙与林木率的资料分析
,

得 出了林率与

径流
,

泥沙的线性关系
,

即

R ~ 3 7
.

7 0 9 一 0
.

1 6 0C

S = 8 9 05
.

1 2 7 一 9 6
.

4 1 2C

图 1 合家川
、

党家川流域测站布设示意图

尹 = 0
.

8 3 2 2
书

尹
一 0

.

9 2 8 4
甘 苦

式中
,

R
,

s 分别为径流量 (m m ) 和泥沙量〔t / (k m
Z ·

a) 〕
, C 为林木率 (% )

。

从以上关系可知
,

当壮术

率大于 80 %时
,

输沙模数小于 1 Z O0t / k m
“ . a ,

当林木率大于 95 %时
,

输沙模数接近于零
,

这里的协

析结果与林
、

破坏林和无林小流域对 比观测资料 (表 2) 基本一致
,

我们子制玲林区径流场的观洲资

料也证实
,

当地面覆盖森林植被的情况下
,

地面上基本不发生侵蚀
,

侵蚀模数小于 1 5t / (k m
“ · a :

2 森林植被破坏对洪涝灾害的影响

甘肃西峰水土保持试验站于 19 5 6一 19 6 2 年在林区 (堡子沟流域 )和非林区 (魏家沟流域 )白现

测资料表 明
,

森林能拦蓄暴雨径流的 88 %
,

最高达 98 %
,

消减洪峰流量在 88
.

6% 以上
,

证明森不泥

全可以征服洪涝灾害
。

人为破坏植被
,

破坏了植被涵养水源
,

保护土壤的能力
,

增加了次洪水量不 伙

期洪水量
,

改变了径流过程线
,

使洪峰水位高
,

流量大
,

易造成洪涝灾害
。

2
,

1 植破破坏与次洪水总t

观测资料表 明
,

在次洪水过程中
,

当流域植被覆盖度 由 90 %分别降到 70 荡和 25 %时
,

径抓夜

数分别增加 3
.

2一 3
.

7 倍和 3
.

0一 5
.

0 倍
;
当植被被完全破坏后

,

径流模数增加 J
.

O一 8
.

0 倍 (表
1 .

径流深度增加 3
.

3一 6 ,
.

5 倍 (表 5 )
,

径流量增加的倍数取决于降雨特征和下垫面因素
。

2
.

2 植被破坏与汛期径流量

观测资料表明
,

植被破坏后
,

使全年径流量集中在汛期
,

造成年内径流分配发生变化
。

无林扮减

的汛期洪水量 占年总径流量的 81
.

3% ;而有林流域的汛期供水量仅占全年径流量的 铭
.

3写 书

6 )
,

山于无林流域的径流量集中在汛期
,

因而易造成洪水灾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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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植被覆盖度与径流
、

泥沙

2826282818282
六吕

:
2
Cll�

22
的jQ甘O曰8

n一b下�8
nh�O乙

流域名称

葫芦河

汾川河上段

北洛河中段

合水川

汾川河中段

北洛河上段

测 站

张村释

临镇

交口河

板桥

新市河

刘家河

覆盖度
(% )

径流深
( m m )

输沙量
〔t / (k m Z

·
a )〕

观测年
(年 )

2 4 2

2 6
.

9

2 6
.

3

2
.

6 3 3
.

8

1 05
.

8

4 65
.

9

9 52
.

7

2 15 1
.

8

4 5 5 8
.

3

] 0 5理9 0

一次洪水中植被破坏后径流对比观测

径流测站

王家河

石 桥

王家河

石 桥

王家河

石桥沟

王家河

石桥沟

堡子沟

魏家沟

堡子沟

魏家沟

代表类型

表 4

面 积
(k m Z )

覆盖度
(% )

降雨量
(一n m )

平均雨强
(m m 压 )

林 区

林区及破坏林区

林 区

林区及破坏林区

林 区

破坏林区

林 区

破坏林区

林 区

破坏林区

林 区

破坏林区

4 7
.

1 5 0
.

7

5 4
.

3

观测日期
年

.

月
.

日

1 9 6 0
.

8
.

1

径流模数
(m 3

/ k m
Z )

比 例

1 9 6 0
.

8
.

1 1 3

4 22
.

3 7

八UnUn刁
7

S
C口
85
确h尸0

.

只U
。。

.仓曰.厅rq时
血b]
nDQ�,1�乙卜八魂卜11‘.19 0 2 3

.

6

7 0 3 1
.

6

8
.

4

2
.

8

4 7
.

1 8 4

1 9 6 0 7
.

2 2

1 9 60
.

7
.

2 2

19 6 0
.

8
.

1一6

尸a522047.20

1 6
.

0 3 5
。

9:
烧UQ�9‘1上

4 7
.

1

16 03

50
.

7

19 6 0
.

8
.

1一6

19 6 1
.

9
.

2 6一3 0

43
.

1

98
.

7

19 6 1
.

9
.

2 1一3 0

2 8 6 4
.

5 1 96 1
.

6
.

3 0-- 一 7
.

2

5 7 2
.

4 9 5

3
.

2

l

3 0

,

通

5
.

0

4 8 5 7 4
.

2 3
.

2 1 9 6 1
.

6
.

3 0一
~

7 2 1 8 8 9

2
.

8 6 1 0 3
.

9

1 1 0
.

3

0
.

8

1
.

3

1 9 6 2
.

9
.

2 5一3 0 2 33
.

6

4
.

8 5 1 96 2
.

9
.

2 5一3 0 18 6 2 0 8
.

0

90259025902902

表 5 有林流域 (堡子沟) 与无林流域 (魏家沟)洪水径流盘比较

观测时间
(年

.

月
.

日)

降雨量
( m m )

平均降雨强度
( tn m / h )

径流深( m m )

无林 有林 比值

19 6 0
.

7 2 2 6 1
.

0 12
‘

7 5
.

4 8 0
.

1 8 0 2 9
.

4

19 6 1
.

6
.

30一7 2 7 4
.

2 3
.

4 2
.

3 7 2 0
.

2 5 0 8
.

5

19 62
.

7
.

12一1 3 3 3
.

3 3
.

7 0 2 9 2 0
.

0 4 0 6
.

3

1 9 6 ]
.

8
.

1 3 3 8
.

7 2
.

6 0
.

4 8 8 0
.

0 6 0 7
.

1

19 61
.

8
.

1 7一1 9 3 0
.

8 2
.

7 0
.

1 3 6 0
.

0退0 3
.

3

19 6 1
.

6
.

1 7一1 8 2 6
.

4 2
.

4 0
.

1 4 1 0
.

0 0 2 69
.

5

2
.

3 植被破坏对流 ! 过程线的影响

植被破坏后
,

不仅使流域径流量集中在汛期
,

而且也导致洪水来势猛
,

造峰快
,

洪峰模数大
,

其

流量过程线为峰高尖瘦型
,

易导致洪涝灾害 (图 2
.

1 一 2
.

3 )
,

而有林流域的流量过程线为低矮肥胖

型
。

2
.

4 森林植被抑制和抗御洪水灾害的机理

一般认为
,

森林抑制和抗御洪水灾害有两个机理
:

一是当降雨强度和降雨量小时
,

森林植被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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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自身的巨大蓄水能力把降水全部贮存起来
,

抑制水灾的发生
。

一般认为
,

森林可以消耗降雨量的

70 %一 8 0环
,

其中林冠截留蒸发为 8 %
,

森林植被 生理消耗为 23 %
,

森林地被物和土壤蓄水为

4 5 环
,

子午岭林区的观测资料表明
:

森林树冠的截留率为 11
.

4对一 22
.

4 %
,

树冠蒸发为 8线一 10 沁
,

地被物 吸水量和拦蓄量及土壤蓄水量分别为 21 %一 33
.

1%
。

表 6 有林流域与无林流域汛期洪水里的比较(径流过
: m m )

堡 子 沟 (有林) 魏 家 沟 (无林)

年 度

—
年洪水量 汛期径流量 占年洪水〔% ) 年洪水量 汛期洪流量 占年洪水 (% )

六U88
八h�

8
�

9uds

0 8 1

0
.

4 4 4
.

9 3

6
.

6 6

3
.

9 9

6
.

5 9

⋯
的bn抓7752

八乃7G
U八U27

⋯
1�Un

0
.

7 9 3
.

4 8

3 5 2

平 均
,

4 8
.

3 81
.

3

�之
r
‘�-据

二是当降雨强度超过土壤入渗速度和降雨量超过林

地土壤的蓄水量时
,

虽然也发生径流
,

但其径流形式与无

林地完全不同
。

无林地把地表承受的降雨量大多以地表

径流的形式汇入集水区
、

沟道
,

其速度大
,

来势猛
,

导致河

流水位猛涨
,

易造成洪涝灾害
。

而有林地
,

径流是在土体

内进行
,

其径流运动速度要 比地表径流小得多
,

只相 当于

其径流速度的 1 / 4 0
。

林地的枯枝落叶层
,

腐殖质层
、

土壤

层的渗透速度大大超过非林地
。

林地把地表承受的降雨

量以在土体 内运动的形式徐徐输入河道
,

从而在地表连

续接受降雨的情况下不发生地表径流或发生地表径流
,

而其流速小
。

因而林地起到分散洪峰流量
、

推迟和消减洪

峰的作用
。

3 植被破坏与气候变化

3
.

1 植被破坏对大气温度和湿度的影响

富县气象站的观测资料表明
,

从 19 5 7 一 1 9 9 1 年的 35

年内
,

大气温度上升了 1
.

8 ℃
,

即 1 9 91 年前 5 年 ( 1 9 87 一

19 9 1 )同 1 9 6 1 年前 5 年 ( 1 9 5 7 一 1 9 6 2 )年相 比
,

温度上升了

2 3
.

7% (表 7 )
。

19 7 7 年后 5 年 ( 1 , 7 7 一 19 8 1 )和 1 9 6 1 年前

5年均 为 丰水 年 系列
,

前者 比后 者 大 气 温 度上 升 了

1
·

5 ℃
,

1 9 8 6 年前 5 年 ( 1 9 8 7 一 1 9 9 1 ) 和 1 9 6 6 年前 5 年

( 1 96 2 一 19 6 6 )均 为平 水年到枯水年系列
,

但前者 比后者

大气温度上升了 0
.

5 ℃
。

因此有理由认为
,

植被破坏后
,

导

致大气温度上升
。

因为子午岭林区内的富县
、

正宁
、

宁县

时间 (万秒 )

一
�几

氏认氏氏

�之
,
任�翻以

20 3 勺 4 n 5 0 6D

时间 (万粉 )

1舫 2
.

9 22 ~ 3 0

—
竟家川

_ _ _ 一王家河

�泛.‘�翻呢

6 公 8 0

时间 (万秒 )

图 2
.

1一2
.

3 王家河 (有林流域 )

和党家川(无林流域)洪峰流量过程线

和庆阳地区等从 19 5 8 年 以来
,

有三次大规模的毁林开荒
,

第一次发生在 1 9 5 8 年
,

第二次是 1 9 5 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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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2 年
,

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
。

由于这三次较大规模的破坏植被
,

使森林植被面积减少
:

富县
、

正宁
、

宁县从 1 9 5 8一 1 9 7 9 年
,

林地减少了 2 45 万亩
,

仅 1 , 8 3 年春季富县交道 乡 ‘0 个行政村开垦新

种 9巧 亩
,

占耕地的 7
.

8 %
。

表 7 富县大气温度
、

降水量变化

年 份 1 9 5 7一 ] 9 6 1 x 9 6 2 一 19 6 6 19 6 7一 1 97一 1 9 7 2一 29 7 6 一9 77一 19 8 1 1洲 2一 I J 86 13 87一 1 9勿

9.41023.5425 12

1
.

5 2

艺0
.

G

名 6」

1
.

口注

八勺l
�

口,
1

五

n�肠引均

5 年平均大气温度 ( ℃ )

温度增加 (
’

C )

温度增加 ( % )

5 年平均降水量( m m )

降水量减少值 ( m m )

降水量减少(肠 )

又见测资料表明

7
.

6 8
.

9 4 召
.

9 0 卜}
,

1 2

一 j
.

3终 1
.

3 0 1
,

5全

一 17
.

6 ! 7
.

」 2 11
、

O

69 2
.

3 8 6 3 9 4 6 5 5 0 1 5 9 4
.

8 4

一 5 2
.

9 2 1 4 2
.

2 8 9 7
.

5 4

一 7
.

6 2 0
.

5 1 4
.

1

名8

0

5 4 3
. ‘

4

14 3 7 8

全1
.

5

,

在子午岭林 区 19 7 2 年前 5 年 ( 二, 6 8 一 j , 7 2 ) 比 1 9 6 7
年前 5 年 臼 9 6 3一 l , 6 7 )的

大气相对湿度降低了 3 肠一 4%
,

其原因是植被破坏后
,

空气中的水汽容易漂移
,

空 中相 对湿度降

低
,

气候变得干旱
。

子午岭东坡太 白气象站观测资料表明 (
’〕自 心 6。年以来

,

每 5 年 平均 糟对湿度
:

成

少 0
.

6 % 一 1
.

5 %
,

20 年内共减少 3
.

4 %
。

表 8 太白镇空气相对湿变化

年 份 10 6 0一 x 9 6 4 i 马65 一 Jg ‘9 19 7 0一 } , 24 1‘j;》一 ‘
·

;
’

勺

5 年平均相对湿度 (% 乡 70
.

] 昭
·

台 叶
·

0 6 7

减 少 ( %少 一 1
.

5 u
.

6 !
.

3

3
.

2 植被破坏对降水量的影响

观测资料表 明
,

在子午岭林 区 均理 年前 5 年 ( 1 , 6 8 一 乞)了勺 比 ! , 了;了年 前 5 年 州 , 芍3 一 ! , 卜7) 卜

平均降雨量减少 1 7 5 一 份
.

断, 、

斌
’二 富县气象站的观测资料丧明

.

从 曰沂 平到 }洲 ! 平 3 5 年回
,

}
-

水量平均每 5 年减少 2 1
.

4 m m
,

1洲 l年前 5 年 ( l , 盯一 t, , 1) 同 ! , 6 6 年前 乐年
。1 , 62 一 L性‘6山 旧以

、

降雨量减少 , 7. 211
飞n 飞 ,

即减少 了 ! 5
.

2 儿 ; !” I 年前 5 年 ( 1 , 8 ? 一 讨 , : ) }司 川创 年前 5 年 之卜
, ‘

泞

19 61 ) 。这一期 间为相对丰水年 )相比
,

降雨量减少 15 0 !、1
、, : : ,

即减少了 {/ 3 多 厂表
’

3
.

3 植被破坏对风速的影响

人
.

为破坏植被就破坏了植被防风的天然屏障 使风迎增加
。

沐地和开 垦地入述观侧表明
,

林二

开垦后
,

距地面近距离的风速增天
.

在观测时段内
,

风速
j
卜

一

均增力「!了 才
.

8 、
、

后 ( 夭 洲 山 二风速增力!
·

土嚷蒸发能力增大
,

土壤失水增加
,

使
_

}几壤 抓分易发生亏缺现象
.

影响长作物生 {
_

受

表 9 林地和开垦地风速比较‘距地面 么 。
「

泪

观丫阶巾司
!关2 年

5 月下句

199 2 年
6 月上旬

J ,蛇 年
6 月

.

{
,
扫)

19匀2 年
6 月下 司

l的 :州补
‘

的之年

2 4h

平打1

风速

日分 l

l吕8
.

1

己9
.

才

艺OG
.

艺

、r丁1/ m i「1 夕

林地

开垦地

对比

3 8 0
.

6

1
.

乞」

3
.

通 植被破坏对土壤温度的影晌

植被破坏后
,

土壤表面直接受阳光照射
,

使上壤温度增加
、

上壤耗不童梢十
.

土城趋

害农作物生长
。

观测资料表明
:

植被破坏后
,

地面温度增加
,

同林。几也相 比 小 }叫川
飞归兑沏

;
内

于 十课
,

少{: ‘面诬

增刀口5
.

4一 i !
.

6
’

C
,

平均增加 ,
;

4 ℃ ; sc m 土层土壤温度
.

增加 个
,

8 5 七
.

平均括

壤温度增加 3 一 7
.

O C
,

平均增加 5
.

3
一

C
,

!5 。。、 土层土壤派 可增力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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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
.

层工 嘎混度 冲加
、

.

5一 」
.

5 (
‘ ,

平
一

I{J 增加 3 S C : 表 10 )
。

观}则阶问

士已面处艺兰

表 l()

l马已乞年 9 毛J 3 日 :Z n寸

林地和开垦地不同深度土壤温度比较 狠度鱼位
; 、℃ ;

19 92 年 9 月 3 日 14 时
! 9 9 2 年 9 月 3 日 J了时 1 9 9 2 年 g 月 3 日 工8 1飞才

一 :
二

垦环 林地 汗垦地 林地 开垦地 林地

O 3

q�一苦9一夕�介 竺6

l
〔

, 2 1 岛

l乙 1沙
.

3

2 () J 8
.

5

之1
.

2

l 8

3 肠

3〔J

林地

艺4
.

之

卜垦地

3 1
.

8 之4 2

17

17

2 1
.

二、

2 O

2 2 1 7
.

5 2 4

1 9
.

5 ]了
.

2 2 1

1 8
.

5 2 4
.

艺 l台
.

5

场度二深�己

17
.

6 2 」
.

5 1 7
.

6

总之
,

山于植被破坏
,

使气 叹发生恶化
,

旱情加重
。

相反
,

恢复和建造植被
,

可使气候条件得到改

善
·

缓解旱情的发主 如 人工 , 年龄刺槐林地内
,

相对湿度较林外空地提高了 3 %
,

年均气温降低了
。

.

。℃
,

日温差降低 3 。℃
,

土壤蒸发较林外呈地减少了 28 %
。

4 植被破坏与土壤退化

子允岭林区
,

由于林草平茂
,

在长达 i。(少多年的 目然植破恢复过程中
,

土壤剖面有一定困 发育
、

无龙是花分水岭地带
, ;二是沟谷

,

都发育 良好的土壤剖面
,

有机质在土层中因枯枝落叶和根系发育
.

逐年 伙累发育成 明显 而腐遁质 A 层及过渡层 A /B 层
,

其腐殖质积累达 4 %以上
,

在枯枝落 !!
一

卜腐烂

分解物和土休混合的夫层
,

腐殖质高达 7 % 以上
,

具厚度达 6 一 ZOc。 {灼 山于林草地表层土壤有机质

的累积和提高 生物 活动相对较 强
,

土壤疏松
气

团权结钩增加
,

毛管和非毛管孔隙度均有所改善
,

大 于 0
.

2 5 ,
川

: : 水稳性 团 聚体 在土壤表 层高达 7 魂
.

2 % ; 是黄 土母质 层 的 5
.

3 倍 ( 团 聚 体含 量为

州
·

7 , % , ; 非毛 言孔陈度山母质层的 2
.

弓%
,

增加至表层的 20
‘

6 %
。

由于水稳性团粒和孔隙度的提

高
,

士攘八沙能力明j :名 抓 林地土壤表层稳渗率是 认地的 德
.

3 倍
,

前 3 (Jll
、山 八渗率是农地的 竺

.

弓

倍
。

而当
”、

刀破坏植被开垦后
,

由于土壤侵蚀急剧发展
,

使土壤退化非常严重
,

在开垦初期阶段
,

土

壤退化非常亚重
。

林地开垦 l 平后
,

。一 2 , c二 土壤有机质 含量在浅沟沟头处减少了 :37
.

1%
,

在浅沟

沟头处诚少了 盯
·

l几
,

有效磷减少 J
一

脚
‘一

石一 8,1 % ;
林地开垦 10 年后

,

有机质含里山开垦前的 5
.

8 3%下降到 。
.

8 」2 %
,

即 卜阶 了旅
.

6 %
。

山于有机质含量的减少
,

N
、

P
、

K 等营养元素随着水土流失

而流矢
,

使土壤肥为减退
,

土壤生产力下降
。

r 在于午岭林 区
·

人为破坏植被开垦后
, 一

土壤退化过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

¹ 土壤物质循环

过桂
一 ;

〕

万子午岭林 匕
_ ,

植被破坏后
,

土壤侵蚀模数高达 5 0。沂八 k : n 艺 · a 少
。

从侵蚀土壤中带走的

书,疚三 井
、 _

超过丁进
/ 、土壤中的物质量

,

使土壤物质循环过程失调
。

林地破坏开垦后
,

地表径流急

剧德 ; 、 :
一 ‘

、入渗量减少
; 士也表径流及其所带泥沙中的大量营养元素流失

,

使工澳肥力退化
。 l

马上壤

剖血 应
_ 「

, {

下
。

声、 为 ;改环呀直被子卜垦时
‘

户
、

为造成
_

主壤资层土体友生侵 i女注位移
,

根系固结的 团聚浑

随青价
、 一

多动阴朴司
,

使 士
.

嚷刮面遭到 人
.

为破沂
、

净祈 升料表明
,

开垦当年
、

上壤团聚体含量减少

朴 旧
。 ,

件 二开垦后
,

随着细沟
、

浅沟侵蚀的发生发展
,

表层肥沃的表土被侵蚀掉
,

使土壤剖面遭到

破级 介 吮 。拜三帝
一

卜壤刽西形成丁拼层一型底层
一

B 。 层一 c 层的黄绵土耕种土壤剖面
,

破坏了

原夫经
了

、 一 、 卜 一 诊 : 一 :
一

洋 长壤韵面
,

使原
。: 万 滚刹面 A ,

一 A 层被侵蚀掉
,

土壤刹面变薄
。

»土集
’

:
_ 一

岁叭友生 于i乙
;

方 行; 责科表吧
艺J开垦 山 干右

,

以卜一 Zt)c , , : 土层土壤容重增加 6 0
.

3% 非

毛管孔陈沁少 吸。
.

() 吟。
,

土壤水稳性团聚体减少 5只
.

8 洲
。

另一方面
,

开垦 m 年后
,

土壤剖面各发生层

韵水稳枉 戍 聚体首里 叼低于林地十壤剖面各发生层的水稳性 团聚体含量
,

农地 中大于 5
.

如飞。1 和

大于 叭弧
二

的大团聚体 言过的 减 ‘最 叨显
。

山宁 十
一

壤理化性状恶化
,

使土壤入渗能力减少
,

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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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大
,

又促进土壤侵蚀和土壤退化进一步发展
。

同时
,

林地开垦后
,

由于强烈的土壤侵蚀
,

也使主

壤物理力学特性发生变化
,

开垦耕种 10 年后
,

农地 0一20
c m 土层的抗冲能力仅是林地的 6

.

4 %卿

总之
,

林地开垦破坏后
,

使土壤发生严重退化
,

导致土地生产力下降
,

而土壤退化又是生态环境

恶化的主要表现之一
。

4 结 语

4
.

1 植被破坏导致土壤侵蚀加剧
,

河流输沙量增大
;
植被破坏的程度越大

,

土壤侵蚀愈剧烈 ;有

森林植被覆盖的流域或流域区间的径流
、

泥沙量与林木率呈线性关系
。

4
.

2 植被破坏使河川径流分配更趋于不均
,

径流集中在汛期 ;植被破坏后
,

使次洪水总量增大
,

次洪水过程为历时短
’

,

造峰快
,

洪峰模数大
。

所有这些易导致洪涝灾害的发生和灾害性水土流失的

出现
。

4
.

3 植被破坏后
,

使气候发生变化
,

降水量和相对湿度减少
,

气温和地温上升
。

这些导致农业生

产旱情频率增加
,

强度加剧
。

4
.

4 植被破坏导致土壤侵蚀加剧
,

从而使土壤发生严重退化
。

土壤退化的主要表现是
:

土壤肥力

退化
,

土壤营养物质流失 ;土壤剖面遭到破坏
,

母质出露地表
,

土地生产力下降
;
土壤理化特性变坏

及其土壤物理力学特性变差
,

土壤抗冲能力减弱
。

4
.

5 在黄土高原恢复和建造植被
,

恢复良性的生态环境
,

是治理黄土高原的根本措施
,

同时也是

根治黄河下游水患的主要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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