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第 2 期 土 壤 学 报 V d
。

2 ,
。

N .
。

2

少

人工草地土壤水分周年变化规律的研究
’

余优森
* *

林日暖
(兰州干早气象研究所

, 7 3 0 0 20 )

邓振铺 仇化民
(甘肃省气象局) (西峰农业气象试脸站)

摘 共

木文利用人工牧草地土壤水分试验测定资料
,

分析研究了草地土城水分的周年变化规律
,

得出草地土坡水分周年变化可划分为春季失墒期
、

夏季增失墒交替期
、

伏秋增墒期 ; 土城水分

动态曲线波动主要受降水补给量和牧草耗水里的影响而变化
,

雨季降水对旱作草地土城水分

的补给起着重要作用
。

关桩词 土壤水分
,
人工草地

,

耗水最

扩

甘肃陇东和陇西黄土高原地区处于由半湿润向半干旱气候过渡和农牧过渡地带
。

年

平均降水量为 3 00 一 6 00 m m
,

气候干早
,

植被稀疏
,

水土流失严重
,

生态环境 日趋恶化
。

从

农业自然条件和优化农业结构的角度来讲
,

这里应该是农林牧结合的地区
。

因此
,

种草

养畜
,

草田轮作
,

农牧结合
,

植树造林
,

对于发展这一地区的农村经济
,

控制水土流失
,

改替

生态环境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

据研究
,

在这一地区影响和限制旱作农业粮食产量和人工牧草产量的主要气象因子

是干旱缺水
‘, .1l ,

产量因降水的多寡而波动
。

由于该地区的绝大部分农业耕地为雨养早作

农业
,

因而
,

作物和牧草生长的主要供水来源依赖于自然降水
,

然而
,

自然降水对作物和牧

草的水分供应
,

又要依附于土壤来加以调节
。

为此
,

研究人工草地土壤水分动态规律
,

对

于研究土壤
一

气侯
一
牧草(或作物 )生产潜力有其特殊的生产意义

。

一
、

试 验 方 法

垂

关于作物土坡水分的研究国内外报道很多
‘’一 ‘’。

但关于人工草地土城水分动态规律的研究则不多
。

为了研究人工草地土坡水分变化规律
,
我们于 1 9 8 , 一 1 9 5 7 年

,

在甘肃陇东和陇西黄土高原地区的西峰

农业气象试验站
、

通渭
、

定西
、

华家岭
、

华池气象站的旱地上
,

人工种植红豆草
、

紫花首偕
、

草木挥
、

沙打旺

四种牧草
。

试验地段的面积 。
.

0 67 公顷左右
,

试验条件均一
,

为旱作耕地
,
无灌溉条件

。

试验区的自然

条件见表 l。

试脸的方法 : 按服国家气象局统一制订的
《
农业气象观测规范

》
要求

,

从人工牧草播种(或返青期)

齐始至牧草停止生长时
,

连续观测四种人工较草的发育期和生长状况
,
同时自 3一11 月

,

每旬逢 8 日及

牧草发育普遍期
,

采用土钻法在四种牧草 的试验地段上测定土城湿度
。

测定深度为 l一Z m ,

共获取土城

资料(土湿农气报表)4‘份
。

试验期间 l , 。, 年为降水正常偏多年
, 1 98 6

、
1 , 吕7 年为干旱年

。

.
本研究为国家气象局农业气象基金资助项目

。

.. 本文由余优森执笔
。

参加研究工作的还有刘养信
、

王斌
、

史学贵
、

李怀德等 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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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试验区自然条件

T a日肠 I N 一t u r ‘1 e o n d itio n . 玉n 比 e t . sr r e g io u

气气 乒乒 北纬纬 海拔高度度 气侯分 区区 年平均均 年降水 ttt 年燕敬ttt 土壤类型型

试试位地点点 N o r t卜卜 E le v . tio nnn Clim a tic : o
二二 气沮(℃ ))) A n n u . 111 A n n u 一111 5 0 11 t yP eee

SSS 七. tij nnn l一t it u d eee (m ))))) M e a nnn Pr e c 几p l t一一 七 v a P0 t r 二二二

aaaaaaaaaaa n 口 u a lll t : O nnn n ‘P l r . t l0 00000

rrrrrrrrrrre m P e ---

(m m ))) (m m )))))

fffffffffff 舀t U t eeeeeeeee

西西峰农气试验站站 3 5
0
4 444 14 2 1

。

999 温和半湿润润 8
。

333 5 6 1
。

555 15 0 3
。

,, 黑沪土土
华华池气象站站 36

0
2 7

户户

12‘9
。

222 温和半干早早 8
。

000 50 1
。

777 15 6 3
,

444 黄编土土

定定西气象观月站站 3 , 竹 ,
‘‘

l吕, 6
。

777 沮凉半干早早 心
。

333 4 2 5
。

111 13 5 4
。

666 黄编土土

通通润气象站站 3 ,
0
13

‘‘

1 7 6吕
。

222 沮凉半千早早 6
。

666 略4 0
。

111 1 , 2 6
。

222 黑庐土土

华华家峥气象站站 3 , 0 2 3
...

2 4 , 0
。

666 温寒半湿润润 3
。

666 , [ 4
。

777 13弓0
,

222 黄编土土

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庐土土
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绵土土

二
、

结 果 和 讨 论

(一 ) 土维水分贮存t 的计算
’

: 为了研究人工草地(以下简称草地 )土壤水分的周年变化规律
,

我们用各站的土壤容

盆资料将全部土坡湿度测定资料
,

按下列公式计算出土壤水分贮存最
。

W 一 r · 口 。

五

: 式中w 为某一土层的水分贮存量(m m );
r 为土壤湿度(外) ; ,

为土城容重(g / m
,

) ; 介

为土层厚度(c m )
。

依据上式分别计算出各层 (10 c m ) 的土壤水分
,

然后累加计算出 1二 和 Zm 土层的

水分贮存 t
。

(二 ) 草地土谁水分周年变化的时段划分

草地土城水分的周年变化与作物地有明显的不同
。

从图 1 可看出
,

西峰紫花首信草

地 3一11 月实测土壤水分的周年变化呈
“

W
”
型

, lm 土层水分在 146 一 199 m m 之间波

动
,
6 月中旬和

、

8 月中旬分别出现两个土壤水分低谷期
。

采用谐波分析方法拟合的土壤

水分动态曲线呈
“
v
”

型
。

冲 研究结果表明 : 在陇东黄土高原旱作紫花首信草地土壤水分周年变化
,

与 自然降水

的补给作用和收草耗水规律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

每当有充裕的 自然降水量补给土壤之后
,

即旬雨峰之后及牧草耗水盘小的对应旬(分枝一现蓄期 )
,

土壤水分都伴随有波峰出现 ;而

在相对千早少雨时段
,

即旬雨量少及牧草耗水量大的水分临界期 (开花期 )
,

土壤水分便出

现低谷
,

这是早作草地土坡水分变化的重要特征
,

红豆草地土壤水分周年变化规律与紫花

首箱草地相似(图略)
。

来用谐波分析方法拟合紫花首偕和红豆草地土壤水分周年变化的数学方 程 得表 2 。

表中得出
,

紫花首楷草地土壤水分的谐波数为 l 个
,

红豆草地的谐波数为 3 个
,

其波数的:

变化均与牧草耗水规律及降水补给量有密切关系
。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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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2 草地土谁水分周年动态谐波分析拟合方程

T . 日 . 2 F it t in g e q u a t io n : d心r iv . d fr o 口 如
r . o n ic 一。。l犷一15 o f

th e a n n u a l v a r ia t云o n o f . w a r d 一0 11 , 一te r

一崔二
.

式中 : 乡 为 lm 土 层 水分 (m m ); T 为旬序号
。

爹

根据对陇东和陇西黄土高原草地土壤水分周年变化的研究得出
,

水分变化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

(l) 春季失墒期 : 时间3一 5月
,

从第一茬牧草返青至现蕾开花期
。

牧草生长期的土壤

此时温度逐渐升

食目�口若马份必�拐脚�-世书

们印匀10助切珊170如切
�带姗�-件盆$关璐-H

�口目习�省,,�创

高
,

牧草生长日趋旺盛
,

耗水量不 断

增大
,

但由于天气气候背景处在春

季千旱少雨时段
,

降水补给量很少
,

因而
,

土壤中不断蒸散失水
,

降蒸差

为负值
,

紫花首信草地 l m 土层水分

由 19 1 m m 下降到 16 8 : n m
,

净失墒

2 3 m m
,

日均失墒量 0
.

2 8m m
o

( 2 ) 夏季增失墒交替期
:
时间

6一8 月
,

处于第一茬草开花刘草至

第二茬草开花刘草期
。

此时 6 月上

中旬和 8 月上中旬正处于紫花首蓓

开花xlJ 草期
,

耗水量大
,

故出现两个

最大的土壤失墒低谷
,

土壤水分动

态曲线分别由 1 7 1m m 和 1 69 m m 下

降到 1 4 8m m 和 14 6 m m
,

净失墒量

%杆
月份

返 分 现

份 杖 ,

一
土城水分

实侧位

开 xlJ 分 现 开 xlJ
花苹 枝 , 花 草

分

校
公花百挤生育肠

一~ 一土镶水分

一
降水t

拟合位

图 1 紫花首借草地 l m 土层水分周年变化
〔地点 : 西峰

,
时间 1 9 8 5

一
, 。7 )

犷
19

·

l a y 七r

T h . a n n u a l v a r i ar i o n o f w a t . r i n

o f a lfa lf a sw a r d a t

1 9 8 5
.

X i fe n g . t . t i o n

一 19 8 7

l m 一0 i t

d u r i n g

23 m m
,

日均失墒量分别为 1
.

, sm m 和 0
.

73 m m (图 1 )
。

在 6 月下旬至 7 月
,

由于夏季降

水补给 t 大
,

而牧草的耗水量又相对较少
,

故出现了明显的增墒坡峰
,

土壤水分动态曲线

由 14 8 m m 升至 169 m m
,

净增墒量 Z lm m
。

该时期有失有增
.

增失交替
,

降蒸差以正值为主
。

( 3 ) 伏秋增墒期
:
时间 8 月下旬至 11 月

。

此时由于雨季降水的补给t 多
,

气温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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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

牧草生长日益衰败
,

耗水t 减少
,

故为增墒期
。

土壤水分动态曲线为上升增墒趋势
,

由 14 6 m m 经过波动最终升至 1 99 m m
,

净增墒量 53 m m
,

日均增墒量 。
.

, 7 m m
,

同时
,

由浅

层向深层渗透收墒蓄水
,

降蒸差为正值
。

但是
, 9 月中下旬因连续两年秋旱少雨

,

故出现

了一个小的失墒低谷
,

这属于特殊情况
。

在正常年分 9 月应为多雨时段
。

(三) 不同, 地土滚水分的周年变化

不同的人工草地由于所处的生育期和耗水量不相同
,

土壤水分的周年变化有所差异 行

为了研究不同草地土壤水分的 周 年 变

化
,

下面选用西峰试验点同一试验地段

的二年生红豆草
、

紫花首箱
、

沙打 旺草地

土壤水分资料作比较 (图 2 )
。

从图 2 看

出
,

同一地点在土壤
、

耕作和气象条件相

同的条件下
,

二年生人工草地土壤水分

周年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

表现为
“
z
”

型
,

与三年平均值略有差异
,

这主要是 9 月

降水量有差异
。

不同人工草地的差异主

要表现在动态曲线的最值上
,

以紫花首

楷草地土壤水分最高
,

其次是红豆草
、

沙

打旺草地
。

从表 3 中看出
,

牧草返青期的 l m 土

层水分
,

紫花首箱草地分别比红豆草
、

沙

打旺草地多 17
.

2 m m 和 13
.

, m m ; 停止生

长时分别多 16
.

3 m m 和 4 ,
.

lm m
。

在降

水集中时段
,

紫花首信草地 lm 土层水分

分别比红豆草
、

沙打旺草地多 30
.

9 m m

和 48
·

4 m m
“

周年变化差异不仅表现在二年生的

不同草地上
,

而且
,

三年生的人工草地

碌忌司川叹F.叶叶叫l’l[
.

�岑姗)翻仲翻布书耳刊
、

八.尽�省.,口翻

奄姗双也

注 : 实线为土坡水分实侧值 ;虚线为拟合值

圈 2 西峰不同草地 1二 土层水分周年变化 ( 1 , 8 6 年)

Fi g
.

2 T h e a n n u a l v a r i a l io n o f 钾 a : e r 10 lm 一0 11

la ye r 时 v 一r i o u s , w a r d o a t X i fe n g ‘l , 8 6、

lm 和 Zm 上 层水分都是紫花首信草地高于红豆草地和沙打旺草地
,

说明紫花首信是最好

的草田轮作和种草养畜的优良草种 (表略 )
。

( 四 ) 不同气候区草地土族水分的周年变化

在甘肃陇东和陇西黄土高原不同气候区
,

由于降水补给的时间和补给t 不相同
,

人工

牧草生育的热 t 条件有差异
,

因而
,

草地土壤水分的周年变化有明显的差异
。

19多7 年属于伏秋干旱年型
,

年降水量比历年平均偏少 23 一28 务
。

从图 3 看出
,

位于

温和半湿润区的西峰试验点
,

红豆草地 lm 土层水分的周年变化呈现为
“

W
”

型 ; 处于温凉

半千早区的通渭试验点表现为
“
Z
”

型 ; 而处于温寒半湿润区的华家岭试验点则表现为

侧
“

A
’

型; 在t 值变化上就有显著的不同
。

造成红豆草地土壤水分这种变化的原因
,

主

要是三个试脸点的降水
、

温度条件及生育期不同所致
。

从图中还看出
,

不同试验点由于降

水对草地土城水分的补给时期
、

补给最以及牧草耗水最不尽相同
,

因而
,

草地土层水分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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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表 3

T . bl . 3

不同草地 1 . 土层水分周年变化慈异(西峰
, 1 , 8‘年 )

D iffe r e n c e in 比 e a n n u a l v a r ia 玄io n o f w a t e r in InZ

5 0 11 la 丫e r of
v a r io u s sw a rd s a 一 X i fe n g (19 86 )

生生育期期 紫花首猪猪 红豆草草 沙打旺草草

GGG r o 份 in ggg A lf a lfaaa H o ly c lo v e r . 份 a r ddd E r e e r m ilk v e t c bbb

ppp e r io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日日日期期 水分分 日期期 水分分 差值值 日期期 水分分 差值值

DDDDD a t eee 5 0 11 w a t e rrr D a r eee 5 0 11 w a re rrr D iffe r e n c eee o . t eee 5 0 1 1 w a t e rrr D i ffe r e n e eee

旬旬旬 /月月
刀n mmm 旬 /月月

In mmm In 口lll
旬l月月 口月OOO m mmm

返返青期期 上 / 444 2 1 1
。

888 上 / 444 19 4
。

666 一 17
。

222 上 1444 1 9 8
。

333 一 13
。

,,

开开 l茬茬 中 / 666 13 0
。

,, 下 / 555 14 6
。

444 十 15
.

555 中 / 999 1 0 5
.

,, 一 2 5
。

888

花花 2茬茬 中 / 888 l今9
。

777 下 / 777 12 0
。

000 一 2 9
.

777777777

期期 3茬茬茬茬 上 / 999 1 16
。

99999999999

停停止生长长 中11 000 13 2
。

999 中 / 1000 1 1 6
。

666 一 1 6
。

333 中11 000 8 7
。

888 一 4 ,
。

lll

降降水集中时段段 下 / 6 一上 / 777 2 0 0
。

333 下 / 6一上 / 777 t6 9
。

444 一 3 0
。

999 下16一上 1777 15 1
。

,, 一 4 8
。

444

.
羞值指紫花首蓓与其他牧草的水分相差

。

农 4

T . 目e 4

不同气候区三年生红豆草地 1 . 土层水分周年变化差异( 1 , 8 7 年 )

D iff e r en c . in rh e a n n u a l v a r it i o n o 于 W a t母r I n

H o ly c lo v er sw a r d s in d iff e r e n t e lim a t ic z o o e s

lm . 0 1 1 la ye r o f t r ie n n io l

(1 9 8 7 )

爹
试试脸地点点 吕吕

.

石 卜卜 生育期期 第一茬茬 第二茬茬 第三茬茬
LLL o c a t io nnn 囚 昌昌 阵

.

分 书书 G r o w in ggg [ 5 1 e r o PPin ggg z n d c r o PPio ggg 3 r d c r o PPin ggg

杂杂杂
.

竺竺 通 兰里里
Pe r io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婆婆婆 益益 竺 吕
.

日日日 返青青 分枝枝 现fff 开花花 分枝枝 现工工 开花花 分枝枝 枯黄黄
犷犷犷 日日 升 退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乙乙乙乙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西西西 温温 布3 1
.

999 日期(日I月))) 3 1333 18 1斗斗 2 8 1礴礴 1 8 / 555 8 166666 2 8 1666 1 8 1888 1 8 11 111

峰峰峰 和和 一 23 %%% 水分 (m m ))) 1 1 9
。

000 10 7
。

,, 1 19
.

111 10 5
。

台台 1 3 3
。

‘‘‘ 1 0 2
。

略略 10呜
。

333 l, 2
。

000

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
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湿
润润润润润润润润润润润润润润润

通通通 温温 2 6 ,梦梦 日期(日 /月))) 17 1333 2 2 / 444 7 1,, 2 7 1,, 17 1666 2 7 1666 2 1777 27 / 888 27 11000
肠肠肠 凉凉 一 3 8%%% 水分 (m m ))) 1 67

。

333 1 6 4
。

222 1咭8
。

999 15 6
。

777 1 , 0
。

888 1 27
。

666 1 18
。

222 10 8
。

222 l几6
。

777

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
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

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早

温温温 3 89
。

略略 日期(日l月))))) 16 / 666 4 / 777 2, 177777 2 2 188888

寒寒寒 一 2礴%%% 水分 (m 二 ))))) , , f 弓弓 2‘8
.

000 1 9 6
,

55555 1 6 1
。

00000

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半
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湿湿
润润润润润润润润润润润润

亨

存t 变化亦不一样
。

从表 4 可以看出
,

虽然西峰试验点红豆草生育期长
,

耗水盆多
,

但因

后期的降水补给童大
,

故枯黄期土壤水分仍与华家岭相近 ;而通渭试验点红豆草因耗水t

多
,

降水补给t 少
,

故枯黄期土壤水分比西峰
、

华家岭均少
。

(五 ) 不同气候年型草地土城水分周年变化

在不同的气候年型下
,

由于人工牧草的生长年度和年降水里不相同
,

草地土城水分的

周年变化亦有明显差异
。

以通渭试验点的紫花首落草地土坡水分为例
,
1 9 8 5 年是紫花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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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播种头一年
,

该年牧草生长不旺
,

耗水 t 少
,

而降水量为正常偏多年型
,

因此
,

草地 l。

土层水分周年变化随降水变化而波动
,

呈现
“

双峰
”

型
,

即春 末初夏和伏秋期间有较多的降

一士翻水份 ·
一士抽水分匕二 仲水t

实侧位 拟合位

西峰

(月月月口贫理王(书姗�翻世关
匀器为巧拍50

加241切筋拼纷姗训训词耐司晰叫时叫呵哪

�兴拼).徐匀百耳书洲
·

、

一.月.侣下.甫

幻们刃劝犯

丁了飞, 犷乍了考污扩贡
冬

圈 3

F五‘
.

3

不同气候区三年生红豆草地 1 . 土层水

分周年变化( l , 5 7 )

T 五. 一n n u 一1 v a r i‘忆i o n o f w a t . r i n 1.

l一ye r H o ly c lo v . r s份a r d s i n d i f fe r e n t

c lim . t i c : o n o s
( 1 9 8 7 )

水量补给
,

土坡水分动态曲线分别出现

了两个波峰
,

峰值分别达到 2 50 m m 和

2 9 0 m m (图略 ) ; 而 1 9 8 7 年是紫花首楷

生长第三年
,

生长处于旺盛期
,

耗水量

大
,

而该年降水t 为伏秋干旱年型
,

年降

水量比历年平均偏少 38 多
,

因此
,

草地

lm 土层水分周年变化呈现
“

单峰型
” ,

土

坡水分动态曲线由返青期的 1 70 In m
,

降

到秋季的 1 00 m m
,

失墒 70 m m
,

伏秋降水

对底层土城水分的补偿作用随之消失
。

( 六 ) 草地底层与中层水分对农 层

的补偿作用

研究草地土壤水分周年变化规律得

出
,

在春季土壤失墒期
,

草地蒸散失墒主

要是靠底层与中层水分对表层的输送补

给作用
,

这是黄土高原早地土壤水分周

年变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

在甘肃陇东和陇西黄土高原
,

土层

深厚
,

在春季大气千旱少雨时段
,

土壤严

重失墒
,

这时供给牧草生育耗水的主要

水分来源是中层和底层
,

中层和底层水

分对表层的补偿作用相当显著
。

分析计算西峰试验点紫花首落和红豆草草地春季不同土

层水分的补偿作用得下列方程
:

春季草地表层土壤水分与中层
、

底层土壤水分的关系为
:

平
,

~ 一 1 6
.

1 2 5 + 1
.

0 0 2详
2 、

” 一 2 6 , r 一 0
.

8 97 , a ~ 0
.

0 0 1

牙
,

- 一 19
.

6 2 8 + 0
.

5 4 4平
,

招 一 3 0 , r ~ 0
.

9 0 5 , a 一 0
.

0 0 1

W
z

~ 一 5
,

2 5 5 + 0
.

5 4 0W
s

” 一 3 0 , r 一 0
.

9 6 4
, a 一 0

.

0 0 1

上式中 平
:

为表层 (。一 5 0c m ) 土壤水分贮存量 ( m m ) ; 平
2

为中层 ( 60 一 10 0 c m )

土坡水分贮存 t ( m m ) ; 平
,

为底层 ( 1 10 一 2 0。。m ) 土壤水分贮存量 ( m m )
。

上式表明
,

春季草地中层与底层土壤水分对表层的土坡水分的输送补偿作用是极其显著的
,

信度水

平为 。
.

00 打从回归系数看
,

表层增减 l m m 水分
,

中层与底层分别增减 lm m 和 。
.

,。m ; 从

相关系数来看
,

以底层对中层的相互补偿更加稳定
。

(七) 伏秋降水对草地土谁水分的补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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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在甘肃黄土高原地区的旱作草地
,

补给草地土壤水分的唯一源泉是大气降水
。

由于

伏秋雨季降水的补偿作用
,

从而使得草地土壤水分得 以补充和恢复
,

出现土壤的伏秋增墒

期
,

并使周年水分动态保持相对平衡
,

这是草地土城水分周年变化的又一特征
。

分析计算西峰
、

通渭试验点伏秋雨季降水对草地土壤水分的补偿作用得下列方程 :

红豆草草地 :

W
。

一 3 5
.

2 9 6 + l
.

0 3 1 R (8一 9月 )
, 二 一 8

,

r ~ 0
.

9 3 9 , a 一 0
.

0 1

W
:

一 5 4
.

8 0 6 + 0
.

7 0 2 R (8一 1 0月)
, 。 一 8

,

r

一 0
.

9 4 2 , a ~ 0
.

0 0 5

紫花首借草地
:

平
,

一 5 2
.

, 0 9 + l
.

0 4 s R (8一 9月)
, 。 一 8 ,

争

r 一 0
.

9 3 6 , ‘:

一 0
.

0 1

W
,

一 6 0
.

9 2 6 + 0
.

7 2 3 R (8一 10月)
, 。 一 8

,

r

一 0
.

9 6 9 , a 一 0
.

0 05

上式中 W
, 、

w
,

分别为 9 月和牧草停止生长时 lm 土层水分贮存量 (m m ) ; R 分别

为 8一9 月和 8一 10 月伏秋降水量(m m )
。

上述方程表明
,

伏秋雨季降水量对红豆草
、

紫花首信草地 9 月及停止生长时的土坡水

分补偿作用是很显著的
,

草地 lm 土层水分贮存盘随着伏秋季降水t 的增减而增减
。

从

回归系数判别
,

以 8一 9 月降水量对 9 月底的土层水分补偿更显著
,

自然降水几乎完全都

能贮存到土壤中去 ;而从不同草地的回归系数和相关系数来判别 ; 又以紫花首信草地比红

豆草草地效果更为显著
。

上述结果表明
,

在甘肃陇东和陇西黄土高原半干早
、

半湿润地区
,

雨季和伏秋降水对

增墒期和冬前土壤水分的补偿作用
,

在农田和草地周年土壤水分变化中起着极其重要的
、

不可忽视的作用
,

这种补偿作用决定了土壤底墒的好坏
,

同时
,

也决定了来年春季土壤水

分对牧草生长的供应
。

为此
,

人们应该 自觉地应用草地土壤水分周年变化规律
,

抓住雨季

土壤增墒期这一环节
,

将伏秋降水量最大限度地拦蓄到
“

土壤水库
”

中去
,

以提高自然降水

的利用率
,

并依赖于土壤对 自然降水的调节作用
,

供应给作物和牧草的需水要求
,

以充分

利用自然降水资源
,

提高作物和牧草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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