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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郊不同植被类型土壤含水量变异规律

汪春林! 张金池! 庄义琳! 周 姣! 韩 诚! 刘 鑫! 庄家尧

!南京林业大学 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实验室" 江苏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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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择南京市城郊毛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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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千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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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 分别在地下土壤
3

!

!3

!

-+

56

深度埋设土壤水分探头! 在
2,+ 6

高度处测定空气温度和湿度! 所有数据按照
!3 6)1

间隔连续记录% 研究了降

雨间隔期不同植被土壤水分变异规律% 结果表明$

!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受植物根系和凋落物影响! 相应层次间土

壤体积含水量差异很大% 草地相应层次土壤年平均体积含水量显著"

6$+,+3

&低于毛竹林相应层次! 有凋落物覆盖

的毛竹林
+7"+ 56

土壤年平均含水量比草地多
$,!28

!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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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含水量年平均变异系数在各土地利用

类型内均和年平均土壤含水量呈显著'毛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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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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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相关! 草地土壤年平均含水量变异系

数变动为
&,4+87!#,&+8

! 毛竹林土壤年平均含水量变异系数变动为
!-,$87!#,"8

! 下限显著高于草地! 波动幅度

小! 表明毛竹林地土壤具有显著高于草地的水分涵养能力! 适合作为水源涵养林建设林种%

#

不同层次土壤含水

量降雨间隔期呈指数显著"

<

2＞+,$

&相关关系消退% 利用不同季节不同层次间土壤含水率指数模型! 可以预测森林

抗旱能力并依次作出经营管理预案%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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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水对植物的生长是至关重要的% 森林凋落物和森林土壤是森林生态系统特有的组成成分% 是森

林拦蓄地表径流& 实现水源涵养功能的主要功能体' 由于干旱和水分匮乏% 在植被与土壤含水量变化关

系方面% 张晶晶等#

G

$

& 黄琳琳等#

!

$

& 梁超等#

@

$通过对北方黄土高原区植被与土壤含水量变化研究% 认为

不同植被覆盖下土壤平均含水量的垂直变化特征是覆盖度越高% 其表层土壤!

"H!" +:

"的含水量越高(

杨永东 #

$

$通过对黄土丘陵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研究% 发现不同植被类型覆盖下的土壤水有显著的

差异( 张友静等#

$

$开展了区域多源遥感数据反演预测土壤水分% 王云强等#

E

$开展了黄土高原区域尺度土

壤水分空间变异性研究( 目前%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部分开展了森林水源涵养功能研究#

I

$

& 森林林冠截留

研究#

J

$

% 但是% 缺乏对于植被耗水与土壤水分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子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 国内关于土

壤水分研究报道大多以坡面垂直变异为主% 以个别事件作为一般规律归纳% 缺少对表层土壤长期连续定

位监测与季节变异规律分析( 在覆盖对土壤水分影响方面%

K84*2

等 #

L

$研究了岩石覆盖对四川盆地紫色

土蒸发和下渗的影响%

A+8;4-7M

等#

D

$研究了耕作对土壤水分再分配的影响以及对裸露土壤蒸发的影响(

在森林地表凋落物覆盖对土壤表层水分变异研究方面% 侧重于
"H@" +:

土壤水分变化规律研究% 例如

N?4*

等#

G%

$研究了半干旱地区表层
E +:

土壤不同林冠结构和凋落物覆盖下的土壤蒸发特征% 表明具有凋落

物覆盖的林下土壤对土壤蒸发具有控制功能% 不受季节和物候的影响% 而没有凋落物覆盖的林下土壤斑

块% 土壤蒸发受季节和物候影响很大( 土壤水指的是由地面向下至地下水面!潜水面"以上土壤层中的水

分% 亦称土壤中非饱和带水分( 它是联系地表水与地下水的纽带(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 土壤水的研究发

展迅速% 在相同降雨情况下% 地表植被不同% 土壤补水大不一样( 土壤水不是静止不变的% 在时间尺度

上有土体与环境之间不断输出与输入% 在土体内也有水平的扩散& 壤中流和垂直方向上的水分上下传输

等小范围运动( 土壤水分的季节性变化动态% 在降雨量大或分布不均的年份中差异变化较为明显% 而在

降雨量分布均匀的年份中% 土壤水的收支基本能够达到平衡( 开展不同类型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水分变

异规律研究% 对于水源涵养林基地建设与水源涵养功能科学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选择南京城郊毛竹

"#$%%&'()*#$' +,-%.'

林和千金子
/+0(&*#%&) *#.1+1'.'

草地等
!

种土地利用类型% 进行表层土壤体积含水

量的长期定位连续监测% 开展土壤水分的变异规律研究% 可以为城郊水源涵养林基地表层土壤水分预测

预报以及土壤水分管理提供依据(

G

试验区概况

南京市东善桥林场铜山分场!

@G!@E"H@G!@D"O

%

GGL!E%"HGGL!E!"P

"% 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试验

区基本情况见相关研究#

GG

$

( 试验地选取毛竹林和千金子草地% 千金子草地少量小白酒草
2&1$3) *)1),+1'.'

入侵% 土壤类型为黄棕壤( 土壤水分测量试验地点选择考虑毛竹林点不受林缘和林窗影响% 郁闭度
%=L

以上(

!

种土地利用类型坡向一致% 东北向% 立地条件一致% 土壤厚度均为
I% +:

左右%

I% +:

以下为

砂岩风化母质层% 坡度略有差异% 海拔
!I=% :

% 地下水位位于
G%=% :

以下(

!

种土地利用类型基本特征

如表
G

( 表
G

反映毛竹林与草地表层土壤与其他层次比较% 初表层容重略低%

G%H$% +:

层由于毛竹根系

密度大% 土壤紧实% 容重基本一致( 毛竹林各土壤层次非毛管孔隙度与有机质含量与草地相比明显较

高% 其中
G%H!% +:

土壤层次有机质达到
G$=L 2

)

Q2

#G

% 是草地相应层次的
!

倍(

!

研究方法

*+,

土壤含水量! 土壤温度! 空气温度! 空气湿度测定

由于林地和草地地表千差万别% 考虑样地中土壤水分在水平方向有变异% 选择土壤与光照条件相同

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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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水平方向
! $

距离各设置重复观测点
"

个! 毛竹林点设置考虑位于数株毛竹组成的多边形的中心! 土壤

水分探头附近
"% &$

内无直径
%'( &$

以上树根分布" 每个土地利用类型# 每个土壤深度共设置
)

个观

测点" 毛竹林点地表覆盖
) &$

厚度毛竹凋落物"

)

种土地利用类型
!

个土壤深度总计
")

个土壤体积含

水量观测探头" 土壤温度# 空气温度# 空气湿度测定与土壤物理属性与有机质测定见文献$

""

%

"

!"!

数据分析方法

土壤日平均含水量的计算采用
*+&,-

软件! 方差分析与多重比较# 多元线性回归以及相关性分析使

用
./0

软件"

!

结果分析

#"$ !

种土地类利用型土壤含水量水

平空间变异程度分析

选择
)%"%

年
#

月
"

日到
)%""

年

(

月
!"

日 期 间 的 毛 竹 林 与 草 地

(

!

"(

!

!% &$

深度土壤体积含水量数

据与相应重复层次结果进行差异显著

性检验" 以毛竹林与草地
( &$

土壤

水分方差分析为例表明!

)

种土壤类

型各土壤层次与相应重复层次间有微

小差异! 但是不显著&毛竹林
!

值为

%'!#

! 草地为
%')1

'" 其他层次土壤含

水量水平空间变异方差分析具有相似

性! 变异均不显著"

#%! !

种土地类利用型不同深度土壤含水量在
& '

内的变化规律

将毛竹林和草地观测期间各层次土壤体积含水量按照日平均统计! 得到
)

种土地利用类型
" 2

内的

土壤体积含水量变化过程&图
"

与图
)

'"

图
"

与图
)

表明( 具有凋落物覆盖的毛竹林各土壤层次土壤含水量为
"345(%4

! 显著&

!!%'%(

'高

于草地&

6'"45!%4

'"

)

种土地利用类型
" 2

内土壤体积含水量变化均可以分为
)

个阶段(

("6

月! 土壤

对强降水# 蒸发响应的剧烈波动阶段)

""!

月!

"%"")

月! 土壤对弱降水响应上升缓慢# 对蒸发响应下

降缓慢的波动阶段" 毛竹林
( &$

与
!% &$

土壤体积含水量在
#""%

月基本重合且显著&

!!%'%(

'高于
"(

&$

土壤体积含水量" 草地
"( &$

与
!% &$

土壤体积含水量显著&

!!%'%(

'高于
( &$

土壤体积含水量"

方差分析与多重比较表明&表
)

'! 毛竹林与草地土壤日平均含水量于
" 2

内在
!

个层次间均具有极

显著差异&

!＜%'%"

'" 毛竹林
( &$

层土壤年平均含水量最高!

!% &$

层次之!

"( &$

层最低" 毛竹林根

系主要集中于
%5!% &$

土壤深度!

%'(5('% $$

根系可以达到
!'( 7

*

8$

")

! 长度达到
##6'33 9$:

占根系

汪春林等( 南京城郊不同植被类型土壤含水量变异规律

表
&

毛竹林分与草地土壤属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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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

类型

土层
H

&$

容重
H

&

7

*

$

"!

'

毛管孔

隙度
H4

非毛管孔

隙度
H4

总孔

隙度
H4

有机质
H

&

G

*

9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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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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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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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竹林
" 2

内
(5!% &$

层次土壤日平均含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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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质量和长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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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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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抗冲指数是同地区马尾松
!"#$% &'%%(#")#)!

杉木
*$##"#+,)&")

-)#./(-)0)

林的
#-')!-%

倍# 草地的
*-%

倍 !

.*

"

$ 抗侵蚀指数与水稳性团聚度是同类区域马尾松林
!

杉木林的

土壤的
!-%

倍以上# 草地的
*-%

倍以上!

#$

"

# 土壤紧实# 吸水率低与渗透速率极低$

#% +,

以下土壤毛竹

细根系盘根错节% 土壤紧实# 下渗速率与蓄水能力均比较低$

*% +,

土壤含水量低于
' +,

层而显著高

于
#' +,

$ 草地土壤
' +,

层年平均含水量显著低于毛竹林土壤水分# 草地土壤表层最低为
#&-'/(

# 毛

竹林
' +,

层最高为
**-%!(

# 前者为后者的
'&-!'(

$ 草地
#' +,

土壤年平均含水量为毛竹林
#' +,

的

/$-!!(

# 草地
*% +,

土壤年平均含水量为毛竹
*% +,

层次土壤的
0&-#1(

$ 以
' +,

土壤年平均含水量代

表
%)#% ,

#

#' +,

土壤年平均含水量代表
#%)!% +,

#

*% +,

土壤年平均含水量代表
!%)$% ,,

# 有凋落

物覆盖的毛竹林
%)$% +,

土壤年平均含水量比草地多
&-#!(

# 提高
$*-$#(

$ 表明毛竹林
' +,

与
*% +,

层土壤吸持水分的能力优于草地# 凋落物覆盖的毛竹林地土壤具有显著高于草地的水分储备和供应能力$

表
!

土壤日平均含水量多重方差分析与平均数检验!样本数均为
"#$

"

23456 ! 78389:89+35 ;3<3,686< => ?@7ABC => D9>>6<6E8 D6;8F 9E =3G >=<6:8 3ED H<3::53ED DI<9EH ?6+6,46<

#

!"." 8= J3<+F

#

!"..

&

#K*0'

'

方差检验土壤日平均含水量所属

土地类型与土壤层次
土壤日平均含水量均值

L(

两处理方差齐性# 均值差异检验
1

毛竹林
' +,

# 草地
' +, **-%!0 $

#

#&-'/0 / 2K#-1*$ /

#

0K$1-%#$ % %-%%% #

毛竹林
#' +,

# 草地
#' +, !0-##1 *

#

!#-&&' / 2K$-&/# &

#

0K#0-11% 1 %-%%% #

毛竹
*% +,

# 草地
*% +, *%-0'' '

#

!#-!%' % 2K*-1&! '

#

0K$0-#// # %-%%% #

毛竹林
' +,

# 毛竹林
#' +, **-%!0 $

#

!0-##1 * 2K#-%*% 0

#

0K!#-0#/ & %-%%% #

毛竹林
' +,

# 毛竹林
*% +, **-%!0 $

#

*%-0'' ' 2K!-#/0 !

#

0K1-1'$ % %-%%% #

毛竹林
#' +,

# 毛竹林
*% +, !0-##1 *

#

*%-0'' ' 2K#-%1' *

#

0K#$-'0' 1 %-%%% #

草地
' +,

# 草地
#' +, #&-'/0 /

#

!#-&&' / 2K!-&'& 0

#

0K#!-%$/ * %-%%% #

草地
#' +,

# 草地
*% +, !#-&&' /

#

!#-!%' % 2K#-*'* /

#

0K'-#!& $ %-%%% #

草地
' +,

# 草地
*% +, #&-'/0 /

#

!#-!%' % 2K#-#%/ !

#

0K1-''% % %-%%% #

"%" !

种土地利用类型土壤含水量变异程度的时空动态特征

通过对
!

种土地利用类型
# 3

内的土壤不同层次含水量统计# 得到反映毛竹林与草地不同层次土壤

季节平均含水量变异系数&图
*

'$ 图
*

表明( 草地表层
' +,

土壤水分变异系数在春% 夏季节显著&

!"

%-%'

'高于其他层次&包括毛竹林'# 其中夏季达到
!$-1%(

# 而其他层次变动于
&-0%()#%-&%(

# 区别较

小# 秋季变动于
1-'%()#!-#!(

$ 夏自强!

#0

"研究指出# 土壤不同深度的平面空间上
M

土壤含水量变异性

同土壤的含水量大小有关# 含水量大时其变异系数小# 含水量小时其变异系数大$ 本研究表明# 同一土

地利用类型土壤含水量变异性同土壤含水量显著相关$ 土壤含水量年平均变异系数在草地和毛竹林内均

和年平均土壤含水量呈显著负相关&图
$

'# 回归关系式分别为草地(

3K#*-$&$ &4N/'-%*

#

5

!

K%-&&O

毛竹

林(

3K*!-'!16

#%-%!0 &4

#

5

!

K%-11

$ 草地
%)*% +,

土壤年平均含水量变动于
.&-0P)!.-&(

# 土壤年平均含水

量变异系数变动于
/-1"().0-/"(

# 表现为土壤含水量变动幅度区间窄# 年平均含水量变异系数波动幅

图
!

草地
. 3

内
')*" +,

层次土壤日平均含水量

Q9HI<6 ! ?@7ABC => '#*" +, D6;8F 9E H<3::53ED DI<9EH =E6 R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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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度大! 毛竹林
$%!$ &'

土壤年平均含水量变动于
(#)"#*%!$)#$*

" 土壤年平均含水量变异系数变动于

"!)+$*%"#),$*

" 表现为土壤含水量变动幅度区间较草地大" 年平均含水量变异系数波动幅度较草地小

的特点!

图
!

毛竹林与草地
" -

内
.%!$ &'

层次土

壤季节平均含水量变异系数特征

/01234 ! 54-678-9 :; <-30-=078 7> ?@5;A: -= .!!$

&' 6709 B4C=D 08 13-669-8B -8B E-'E77 >7346=

图
,

毛竹林与草地
" -

内
.%!$ &'

层次土壤

年平均含水量与变异系数

/01234 , @882-9 :; <-30-=078 7> ?@5;A: -= .!!$ &' 6709

B4C=D 08 13-669-8B -8B E-'E77 >7346=

!"#

降雨间隔期土壤含水量日变化量的时空动态特征

谢志清等#

".

$研究指出" 不同类型的下垫面条件下" 夏季土壤水分在湿润研究区呈明显的单峰偏态分

布" 且以
!

分布拟合效果为最好" 且湿润的研究区域夏季土壤水分在时间上呈显著的
"$%(. B

的周期变

化! 降水间隔期间" 土壤含水量随时间呈指数式消减 #

"#F"G

$

" 可用
"H!4

!I= 来表示"

#

与土壤含水量正相

关"

!

为消退指数!

!

值越大" 说明土壤失水速率越大! 选择
"$

日以上连续无降水期间" 以时间%

B

&

为横坐标" 以日平均土壤体积含水量为纵坐标" 得到草地与毛竹林不同季节日土壤含水量退水曲线%图
.

&!

对
(

种土地利用类型
.%!$ &'

层日平均含水量随时间消减%图
.

&进行模拟" 得到了
(

种土地利用类型土

壤含水量与时间的极显著指数关系%表
!

&! 图
.

表明' 夏季毛竹林
. &'

与
!$ &'

层土壤体积含水量显著

%

""$)$.

&高于其他层次" 是同期毛竹林
". &'

层( 草地
". &'

与
!$ &'

层土壤体积含水量的
").

倍

左右" 是草地
. &'

层土壤体积含水量的
()$%!)$

倍%图
.-

和图
.E

&" 秋冬季毛竹林
.

"

!$

与
". &'

层土

壤体积含水量呈
().*

左右间距平行排列%图
.&

&" 均高于草地各层次" 消退指数
!

在
$)$"

以上" 高于草

地
. &'

表层土壤的
$)$$J !

! 草地
". &'

与
!$ &'

层秋冬季土壤
!

值极低" 分别为
$)$$! (

和
$)$$" +

"

土壤蒸腾以
. &'

表土层为主! 春季毛竹林
. &'

与
!$ &'

层土壤体积含水量在降水间隔期呈
().$*

左右

间距排列"

". &'

与
!$ &'

层土壤体积含水量近似重合%图
.B

&" 显著区别于夏( 秋冬季节! 草地春季
.

&'

和
". &'

层土壤
!

值与秋冬季近似" 分别是夏季
!

值的
(G)$*

和
"$)$*

)

!$ &'

层土壤消退指数
!

值

为
$)$$, .

" 是夏季
!

值的
".)$*

" 较秋冬季增加了
"!#)+*

!

,

结论

本项研究采用野外长期定位监测" 与传统人工采样监测土壤含水量相比" 对土壤坡面破坏性小" 确

保了数据准确( 连续( 系统性" 避免了采样点变换导致的样本间差异! 通过对
" -

间毛竹林与草地表层

不同层次土壤体积含水量( 空气温度( 湿度监测数据
K

采用方差分析以及非线性回归分析" 得出结论'

南京城郊毛竹林与草地表层不同层次土壤体积含水量年变化可以划分为
(

个阶段'

.!+

月" 土壤对强降

水( 蒸发响应的剧烈波动阶段"

"!!

月"

"$!"(

月" 土壤对弱降水响应上升缓慢( 对蒸发响应下降缓慢

的波动阶段!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由于不同层次土壤受植物根系和凋落物影响差异" 土壤体积含水量差异很大! 毛

竹林
.

"

".

"

!$ &'

土壤年平均体积含水量分别为
!!)$(*

"

(#)"#*

和
!$)#$*

" 表现为和土壤物理属性

对应的土壤紧实区低" 表层和土壤紧实区以下高的特点! 草地
.

"

".

"

!$ &'

土壤年平均体积含水量分

汪春林等' 南京城郊不同植被类型土壤含水量变异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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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

别为
&'()'*

!

!!(%%*

和
!&(!&*

! 显著低于毛竹林相应层次" 有凋落物覆盖的毛竹林
%+$% ,-

土壤年平

均含水量比草地多
'(&!*

! 提高
$.($#*

! 凋落物覆盖的毛竹林地土壤具有显著高于草地的水分储备和

供应能力"

土壤含水量年平均变异系数在草地和毛竹林内均和年平均土壤含水量呈显著负相关! 草地土壤年平

图
)

草地与毛竹林不同季节日土壤含水量退水曲线

/01234 ) 5464307386079 7: 5;<=>? 86 )!.% ,- @70A B4C6D 09 138@@A89B 89B E8-E77 :734@6

表
! "

种土地类型在不同降雨间隔期的土壤含水量与天数模拟

F8EA4 . <0-2A86079 7: 5;<=>? 09 B0::43496 C4307B 7: 6G7 6HC4@ 7: A89B 2@4

时间
土壤层次

I

,-

草地 毛竹林

模拟公式
!

! 模拟公式
!

!

!%#!"%J"#$

) "K#'(!!#4

!%(%!' !#

%(')% % "K.L(..$4

!%(%!' !$

%('L# )

#) "K !.($#'4

!%(%!' !$

%(''% ! "K !!(%)$4

!%(%#L .$

%(''J #

.% "K !!(!'L4

!%(%!' !$

%(''. ) "K.)()$)4

!%(%#L .$

%('JJ %

!%#%"%L"!MN%M"#.

) "K !#(##L4

!%(%)! '$

%('M# % "K .'('JJ4

!%(%!% #$

%('MM J

#) "K !$()%L4

!%(%!$ )$

%(''L $ "K !$(#).4

!%(%#M '$

%(''% J

.% "K !!(JMM4

!%(%#J L$

%('M$ L "K .L('.#4

!%(%# '$

%(''% L

!%#%"##"#MN#!"%'

) "K !%()'%4

!%(%%M .$

%('#. % "K .$(LLJ4

!%(%#% M$

%('.. %

#) "K !#('M.4

!%(%%. !$

%(''. . "K !M('J.4

!%(%#% %$

%('.' !

.% "K!.(.!)4

!%(%%# '$

%('J) $ "K .#('))4

!%(%#% $$

%('.$ #

!%##"%."%#N%."#L

) "K !#(MM%4

!%(%%L '$

%('!. . "K ..('!'4

!%(%%L M$

%(''. $

#) "K !.(##)4

!%(%%. !$

%('%L M "K .!(#)L4

!%(%#! $$

%('M# $

.% "K !#(JJ'4

!%(%%$ )$

%('%J M "K .%(M.M4

!%(%%L %$

%('')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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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均含水量变异系数变动于
$%&'()"#*$'+

! 毛竹林土壤年平均含水量变异系数变动于
"!,-'()"#,./+

!

下限显著低于草地! 表明毛竹林地土壤具有显著高于草地的水分涵养能力"

0

种土地类型在不同降雨间隔期的各层次土壤体积含水量与天数呈随时间呈指数式消减函数关系!

用
!1!2

!!"模拟效果显著!

#

0 均大于
'*-''

" 与土壤体积含水量相对应! 毛竹林
"

值为
00*'3)!-*-#

! 远

远大于草地的
"-*00)0.*3"

" 毛竹林土壤体积含水量随时间消退指数
!

值为
'*''& ')'*'0- 0

! 草地为

'*''" -)'*'0- 0

" 不同层次土壤含水量降雨间隔期与时间呈指数显著相关指数关系消退! 利用不同季节

不同层次间土壤含水率指数模型! 可以预测森林抗旱能力并依次作出经营管理预案"

3

讨论

土壤水分分布与土地利用方式密切相关!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会引起土壤水分垂直分层差异! 同时也

会影响土壤水分垂直方向上的季节变化"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各层土壤水分变异系数不同! 而变异系数的

垂直变化也因利用类型的不同存在差异"

与干旱区相比! 长江中下游由于降水充足! 植被根系和凋落物层对土壤具有极大的改造作用! 在表

层土壤含水量变异规律上表现出很大不同#

"

同一土地利用类型土壤含水量变异性同土壤含水量显著负

相关适用于同一土地利用类型不同土壤层次$

')!' 45

%! 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之间比较时并不适合&

#

毛竹林
3

!

"3

!

!'

了
45

土壤年平均体积含水量表现出和土壤物理属性对应的土壤紧实区低! 表层和

土壤紧实区以下高的特点! 尚需要在以后研究中增加观测土壤不同层次根系生长过程特征! 进一步研究

解析其影响土壤含水量的物理学意义&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正成为现实! 森林的碳汇功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 但是在森林水文功能

方面! 仍然存在森林增加和减少径流争议'

"$!"-

(

& 一些区域为经济目的砍伐森林而导致去森林化或者建立

无枯枝落叶以及灌木覆盖的地表裸露的人工原料林! 忽略森林土壤水分经营管理在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中

的重要性! 难以估量由于森林减少或者森林质量降低导致水源涵养功能丧失而加剧的持续干旱给与区域

带来的巨大灾难和损失'

0'

(

! 而干旱能够使得森林巨大碳汇功能转化为碳源& 土壤水分是连接地表水与地

下水的纽带! 在水资源的形成) 转化及消化过程中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 由全球变暖引起的土壤含水量

减少! 预计将影响全球的植物群落'

0"

(

& 森林对于损伤干旱压力的水力安全边际十分狭窄! 在全球范围内

具有一致性! 由于干旱减少森林不只发生在干旱地区! 在湿润区域也时常发生'

00

(

& 遥感监测表明! 非洲

和澳大利亚土壤湿度从
"--$!0''$

年一直下降! 从而使得这些区域日益增加的土壤湿度限制因素成为全

球蒸散降低趋势的原因'

0!

(

& 因此! 有效的区域森林土壤水分经营管理以及碳汇林业) 区域干旱控制以及

水资源林业建设均迫切需要开展植被演替与径流组分变异机制研究& 本研究表明# 凋落物覆盖的毛竹林

地土壤具有显著高于草地的水分储备和供应能力& 毛竹林作为重要林种! 在碳汇林业) 区域干旱控制以

及水资源林业建设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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