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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 明 奎

(浙江农业大学 )

搞 要

亚热带丘陵地 区人为的频繁活动
,

导致 了林地的严重破坏
,

植被发生了逆向演替
,

对土壤性质产生了不良影

响
。

从常绿阔叶林 , 针叶林~ 灌丛一裸地
,

随着地面筱盖度下降
,

水土流失加剧
,

造成土层变薄
,

土壤砂化
、

结构性

变差
;
有机质

、

全氮等养分迅速下降
。

土壤对温度和湿度的调控能力减弱
.

在大气圈与岩石圈之间
,

存在着生物圈和土壤圈
,

植被从大气中获取光能和二氧化碳
,

从

土壤中获取养分与水分而不断演化
。

同时
,

生物的凋落与根系归还土壤
,

积累有机物质
,

促进土

壤性状的不断演化
,

使得原来的岩石风化物 (或沉积物 )逐渐演变成为肥沃的土壤
。

但是一旦由

于人为原因破坏了森林植被
,

植被将发生逆向演替 (即退化 )
,

土壤性质也将随之发生相应的变

化
。

亚热带丘陵地区由于缺乏煤炭
,

不断增长的人 口不仅需要粮食
,

而且也需要大量的燃料
。

所以随着人口 的迅速增长
,

人类活动对森林的反复破坏
,

使丘陵变成灌木杂林
,

在连续的樵采

下
,

灌木林进一步变为杂草地
,

甚至成为裸地
。

长期以来
,

人们十分重视土壤肥力对林木生长的

影响
〔 ,

·

2 , ,

也注意到林木生长对土壤肥力的作用
〔 3〕 。

但有关植被在人为作用下的退化对亚热带

丘陵地区红壤性质的影响研究尚不多见
〔“ 。

为此本文作了初步的探讨
。

一
、

材料和方法

(一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兰亭林场
,

该区地处北纬 29
0

58
’ ,

东经 120
0

28
’
属于中北亚热带

季风 气候过 渡 地带
,

气修特点是季风 显著
,

四季分明
,

气候温和
,

湿 润多雨
,

年均降水 量

1 4 o 3 m m
,

年均温 16
.

5
·

C
,

自然植被为常绿阔叶林
,

但经人为活动破坏后
,

植被将被次生针叶林

(马尾松为主 )代替
,

反复破坏后将进一步转变为灌丛
、

裸地
。

(二 )样地选择

在研究区内选择了 4 块具代表性样地
,

它们的基本情况见表 1
。

常绿阔叶林地代表未破坏
(或轻度破坏 )的植被状况

,

针叶林地
、

灌丛地 表 1 供试样地的墓本情况

和裸地分别代表植被退化 的不同阶段
。

4 块

样地相邻
,

分布在 同一山体
,

坡 向为东南
,

地

形部位均为中坡
,

海拨约 40 一 65 m
,

坡度 在

15 ~ 20
·

之间
。

土壤类型为红壤土类
,

黄红壤

样样地地 林 型型 主 要 植 被被 极盖度 %%%

11111 常绿阔叶林林 苦储
、

青冈
、

拷树
、

木荷荷 9 555

22222 针 叶 林林 马尾松为主
、

混生少量杉木木 9 000

33333 灌 丛丛 白栋
、

映山红乌饭树
、

芒蔗蔗 7 555

44444 裸 地地 野生古草草
了 555

·

本研究得到了徐仁友等同志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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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类
,

黄泥土土属
,

成土母质为凝灰岩风化物
。

(三 )研究方法

1
.

土样采集和分析
:

在每一个样地中
,

选择 6 个观察点
,

挖掘土壤剖面
,

量测枯叶层和全

土层厚度
。

另在其中 4 个剖面中采集表层 (0 ~ 2 c5 m )土样
,

供测定土壤理化性质
,

同时用环刀

法测定表土容重和含水率
。

土壤性质用常规分析法测定
〔 5〕 。

2
.

枯叶物的采集和分析
:

在每一个样地 中采集枯叶物混合样
,

用蒸馏水清洗后
,

烘干供

灰分
、

碳
、

氮
、

磷
、

钾
、

钙和镁的测定
。

3
.

土温的测定
:

在每一个样地中选择一代表性观察点
,

分别在冬季 ( 1 9 9 3 年 1 月 25 日 )

和 夏季 ( 1 9 9 2 年 8 月 10 日 )分别测定早上 ( 日出 )
、

中午 ( 1 :

30 一 2 : 0 0) 和傍晚 ( 日落 )时 sc m 深

处的土温
,

测定 日均为晴天
。

二
、

结果和讨论 表 2 土层和枯叶层厚度

(一 )土层厚度和枯叶物组成

表 2 可知
,

植被退化
,

由常绿阔叶林转变

为针叶林
、

灌丛和裸地后
,

土层厚度也随之顺

次下降
,

显然
,

这与植被破坏
,

水土流失加剧

有关
。

随着植被的退化
,

枯叶层厚度变薄
,

裸

林 型

常绿 阔叶林

针 叶 林

灌 丛

裸 地

全 土 层 ( e m )

10 6
.

0士 2 6
.

6

6 6
.

0士 2 3
.

美
.

2士 6
.

6

.

4士 8
.

6

枯 叶 层 ( e m )

3
.

2士 0
.

5

2
.

2士 0
.

6

1
.

0士 0
.

3

无

n = 6

地上已无枯叶物
,

表明向土壤提供的有机物质减少
,

同时不同林型下的枯叶物组成也存在着一

定的差别 (表 3 )
,

这将影响土壤养分元素的组成
。

表 3 不同林型下枯叶物的化学组成

林林 型型 灰 分分 NNN PPP KKK C aaa M ggg C / NNN

常常绿阔叶林林 6 8
.

333 13
.

888 2
.

888 1 8
.

333 7
.

111 3
.

111 3 3
.

444

针针 叶 林林 3 4
.

555 10
.

999 4
.

777 14
.

111 3
.

666 1
.

444 4 5
.

333

灌灌 丛丛 4 4
.

111 11
.

888 3
.

333 2 1
.

111 6
.

888 1
.

555 3 8
.

333

(二 )物理性质

表 4 可知
,

在常绿阔叶林下
,

土壤较为疏松
,

容重 为 1
.

o Zg c m
一 3 ,

但常绿阔叶林破坏退化为

针叶林
、

灌丛后
,

容重逐渐增加
,

至裸地时表土容重可达 1
.

3 8 g c m
一 3 ,

它们的总孔度却随之降

低
。

随着植被退化
,

水土流失加剧
,

土壤中粘粒含量减少
,

砂粒增加
,

而水稳定性团聚体含量和

团聚体水稳定性也因植被退 化而明显下降 (表 5 )
。

团聚体水稳定性
:

常绿阔叶林地 > 针叶林地

> 灌丛地 > 裸地
。

(三 ) 养分状况

表 6 可知
,

林地退化后
,

土壤有机质
、

全

氮
、

碱解氮
、

速效磷
、

速效钾等均明显下降
,

全

磷
、

全钾也略有下降
,

阳离子交换量也有不同

程度的下降
。

同时土壤酸度增加
,

p H 进一步

下降
,

盐基饱和程度变低
,

说明土壤肥力明显

退化
。

土壤 C / N 比
:

针叶林地 > 阔叶林地 >

灌丛
。

表 4 土攘的容重和孔度

林林 型型 比 重重 容重 ( g e m 一 3 ))) 总孔度 ( % )))

常常绿阔叶林林 2
.

5 6士 0
.

0 3 444 1
.

0 2士 0
.

0 7888 5 9
.

9 9士 3
.

5 222

针针 叶 林林 2
.

60士 0
.

0 1 999 1
.

1 8士 0
.

0 7 111 5 4
.

6 6士 2
.

9 666

灌灌 丛丛 2
.

58士 0
.

0 2 111 1
.

2 6士 0
.

0 3444 5 1
.

3 0士 1
.

5333

裸裸 地地 2
.

62士 0
.

0 1 777 1
.

3 6士 0
.

0 6 666 4 7
.

8 5士 2
.

4 666

2 4 2



表 5 颗粒组成和团聚体组成 ( % )

颗粒组成 ( ) m m> 0
.

25 m m团聚体
“

林 型
> 2 2 一 0

.

02 0
.

02一 0
.

02 0( 0
.

0 02 A

3 8
.

9 91 8
.

5 8

B / A

7 9
.

4 5

八hQù门ó
`任ó卜éQé

…
g1 d1口」八61匀11 84

.

1 1

81
.

1 8

7 0
.

2 4

门廿今」 9一勺乙

O
J任`月, J任

常绿阔叶林

针 叶 林

灌 丛

裸 地

8
.

9

1 1
.

3

14
.

8

3 2
.

9

3 5
.

8

39
.

4

1 9
.

5

3 4
.

1

4 8
.

0 36
.

7

2 1
.

6

1 5
.

3 8 2
.

3 2

4 1
.

9 7

1 1
.

4 4

*
A 为干筛法 ; B 为湿筛法

; B / A 为团聚体的水稳定性
。

表 6 不同植被下土壤养分状况

林 型

有 机 碳 ( g / k g 一 ’ )

全 氮 ( g / k g 一 ’ )

C / N

全 磷 ( g / k g 一 ’ )

全 钾 ( g / k g 一 l )

速效钾 ( m g / k g 一 ’
)

碱解氮 ( m g / k g 一 ’ )

速效磷 ( m g / k g 一 ` )

C E D ( e m o l ( + ) k g 一 ] )

P H

盐基饱和度 ( % )

常绿阔叶林

4 0
.

2士 1
.

7

2
.

6 1士 0
.

1 9

15
.

4 2士 0
.

9 3

0
.

5 4士 0
.

0 6

1 8
.

3士 1
.

2

1 1 4
.

2士 1 2
.

7

1 9 8
.

3士 1 9
.

5

9
.

2士 0
.

8

14
.

0 3士 0
.

2 0

5
.

2 6士 0
.

08

3 6
.

0 3土 6
.

0 5

针 叶 林 灌 丛 裸 地

2 3
.

8士 5
.

0 20
.

4士 1
.

6 1 0
.

2士 2
.

8

1 7士 0
.

1 6 4 8士 0
.

3 3 0
.

8 0士 0
.

2 0

2 0
.

3 0士 1
.

5 3 1 3
.

8 5士 1
.

0 1 12
.

8 5士 0
.

66

0
.

3 6士 0
.

0 7 0
.

4 2士 0
.

0 4 0
.

2 4士 0
.

0 8

15一491 6
.

5士 0
.

6 6 8士 0
.

7 3

8 2
.

0士 1 2
.

4

1 7
.

1士 0
.

8 0

78
.

5士 6
.

8 8土 6
.

2

7 5
.

0士 8
.

4 6 1
.

8士 1 0
.

8 3 6
.

2士 4 4

3
.

8士 0
.

6 4
.

8士 0
.

8 2
.

1士 0
.

5

1 1
.

7 8士 1
.

3 5 10
.

4 2士 0
.

8 7 8
.

7 4士 0
.

8 4

5
.

1 8士 0
.

0 7 5
.

16士 0
.

0 4 4
.

9 7士 0
.

0 7

2 7
.

5 5士 2
.

8 0 30
.

7士 2
.

1 5 2 2
.

8 5士 2
.

1 6

n = 4

(四 )水分及温度状况

表土含水量的测定 (表 7) 表明
,

不同植被下土壤含水量有很大 的变化
,

为阔叶林地 > 针叶

林地 > 灌丛地 > 裸地
,

这显然与地面植被状况 (覆盖度等 )有关
。

植被变化也可引起土壤温度的

差异
,

表 7 可知
,

在冬季时
,

早上土温以常绿阔叶林地 > 针叶林
、

灌丛 > 裸地
,

而中午和傍晚时

以裸地最高
。

在夏季时
,

早上各林地 的土温较为接近
,

而中午时
,

土温
:

常绿阔叶林 < 针叶林 <

灌丛 < 裸地
,

其中前三者低于气温
,

后者高出气温
。

植被退化后
,

温度的变化幅度增加
,

夏季降

温增湿效应下降
,

调节能力减弱
。

表 7 植被对土壤水分和温度状况的影响

土壤含水量 土 温 ( C )

林 型

( % )

2 3
.

0 5

1 5
.

1 5

1 3
.

7 0

8
.

6 5

冬 季

早 中 晚

夏 季

早 中 晚

八乃110甘n, L
.
.

…
一了内了
内卜月匕二d9白,妇O乙9妇乃̀常绿 阔叶林

针 叶 林

灌 丛

裸 地

空 地

6
.

0

6
.

1

5
.

9

1 3
.

8

7
.

7

4
.

4 3 6
.

4

4
.

3

0
.

3

一 0
.

6

:
.

;
4

.

6 3 9
.

4

3 3
.

5

3 4
.

1

3 4
.

4

3 5
.

2

3 2
.

3

O目OJO口QdOJ月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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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缓效钾
,

吸收速率高于释放速率
,

故种植三茬后缓效钾 含量下降
。

耗竭试验的结果充分表明
,

在作物生长过程中
.

土壤矿物态钾能不断地释放为缓效态

钾
,

由缓效钾来补充被植物消耗了的速效钾
。

从缓效钾与速效钾含量的增减可以判断土壤的供

钾容量与供钾强度
。

三种供试土壤相比
,

在供钾强度上
,

下蜀黄土母质的菜地土壤与秦淮河冲

积物母质的菜地土壤相似
,

前者稍大
,

但容量不如 后者
; 长江冲积物 母质的菜地土壤

,

无论是容

量还是强度上
,

其供钾性能都较差
。

总之
,

南京郊区菜地土壤的钾素含量不高
,

而蔬菜作物的需钾量却较大
.

要想获得高产
、

优

质
、

高效益的蔬菜生产
,

施用钾肥是必不可少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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