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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黄土丘陵区生态环境建设与水土资源开发利用的需要
,

在该区的主体部位 —
坡地上

,

应用多台自记监测装置 对坡地不同坡向
、

坡位
,

近地层的太阳辐射
、

气温
、

地温
、

土壤

水分
、

以及以牧草为主的植被生产力的分布变化
,

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实地观测研究
,

并分析揭

示了它们的‘ 些基本变化规律
,

对坡地的合理开发利用可提供气候与土壤生态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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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的主要种植之地
。

该区因地形起伏
、

沟壑纵横
、

土壤痔薄
、

水热差异悬殊形成的气候一土壤生态

环境复杂多样
。

为深入了解黄土丘陵山地不同部位
、

不同坡向的水热分布变化特征
,

以为农
、

林
、

牧合理布局与提高水
、

热资源利用率提供依据
,

从 一 年在植物生长季节对坡地水热变

化与植被生产力进行了较系统实地观测与分析研究
,

兹将结果报导如下
。

研究场所及其自然概况

黄土丘陵横贯黄土高原中部
,

东起太行山西麓
,

西至青海 日月山
。

本研究系在黄土丘陵区西

部的固原县上黄村与云雾山草场保护区进行
。

上黄村地理位置为
’

一
, , ,

一
‘ 订 海拔高度 一

。

其所处

的地区气候状况为 年总辐射量 , ,

年均气温 。℃
,

年降雨量
,

干燥度指数
,

无霜期 天
。

云雾 山 自然保护 区
,

位于上黄村正北约
,

海拔
,

年降水量
,

二者地理气候环境十分相近
。

基本水热要素观测
,

选在上黄村腰湾赤与对儿山上进行
。

其 山顶海拔高度为
,

土壤

为细黄土
,

山体四周坡度为 一
。 。

该山头上部四个坡向各种植有条带沙打旺
、

首猎
、

柠条
、

沙

棘等优 良低矮草
、

灌 木 植物及天然荒草坡地
,

中下部为农耕地
。

该天然荒草坡地因坡地土壤水

分不足
,

退化严重
,

其植被状况近乎裸地
,

故近地安置仪器不会造成遮挡
。

又为了研究天然草地的

自然生产力
,

以云雾 山草原 自然保护区作为辅助测点
。

所用仪器与研究方法

坡地太阳辐射是造成局地水热分布不均的能量基础
。

因此本研究的观测项 目重在辐射
,

同时

观测因太阳辐射不同造成的水热差异及植被生产力
。

主要仪器设备与性能

太阳辐射仪 平地
,

传感器用“
一 型木才 日射计

” ,

记录仪用全天候测定数据记录装置

一
” ,

传感器精度 士 以内
,

以 为间隔连续记录
。

坡地观测用
“

太阳能多点测定系统
”

仪
。

温度仪 传感器用“
标准型一三又 夕七 二廿 一

” ,

记录仪用多通道 全天候型测定

数据记录装置 〔 一 〕” ,

传感器精度 ℃
,

以 时间间隔连续测定
。

水分仪 以中子仪为主
,

结合使用土钻法
,

中子仪型号为美制
,

精度
。

仪器安装

辐射与温度仪每种均为四套
,

分别设在距 山顶约 处的
、 、 、

四个坡 向上
,

其坡

度 一
。

辐射仪按平行于坡面
、

距地面 处安置
一

气温探头置于离地面 。 处
,

外罩简

易防辐射通风装置 地温探头分别埋于距地面 及 处
。

测定时间

太阳辐射 平地每 一次
,

逐时 自动记录与贮存
,

最后通过计算机系统打印出 日
、

旬
、

月

记录
。

坡地每 日一次
,

只记录 日累积辐射量
。

气温与地湿 每 一次
,

自动完成资料采集与贮存
。

土壤水分 每月一次
,

表层 每隔
、

以下每隔 。 记录一个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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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结果与分析
太阳辐射

它是地方气候与局地小气候形成的基础
,

此处按当地植物主要生长季 月及生长季 一

月作如下汇总分析
。

两时段的旬
、

月太阳辐射量如表
、 。

太阳 辐射总量 , 一 月 平地为
,

坡地为 一
,

其

中 坡
,

各占平地辐射总量的
、 、 、 。

一 月 各坡向辐射
‘

总量在 一 之间
,

其大小次序与 一 月一致
,

即

坡
。

如以东坡为
, 、 、

坡依次为
,

写和
。

大 阳 辐射量的 旬
、

月分布 旬量分布 均以 月下旬为最高
、

达 一
,

随

后缓慢起伏下降
,

至 月下旬
、

月上旬达最低
,

其值为 一 之间
,

各坡向旬辐射量分

布除高值有一定规律外
,

中
、

低值出现的坡 向变化不定
。

高值
,

一 月出现在东坡
,

一 月出现

在南坡
。

这是因为
,

一般雨季 月 前
,

当地上午天空晴朗
、

大气清洁
,

下午则多大风
、

沙尘
、

阵雨
,

故东坡辐射量高 至雨季来临
,

空气湿润
、

多云 雨
,

且太阳入射位置偏南
,

故 自夏末入秋
,

旬辐射

量高值出现在南坡
。

月量分布 高值出现时间
,

南坡在 月
,

西坡与北坡在 月
,

其值为 一
,

相当于

平面辐射的 一 月最低值各坡向均 出现在 月
,

为
。

各月中月总量随坡向

分布与旬值近似
,

即 月东坡最大
,

一 月南坡最大
。

最小值出现的坡向
,

一 月无定
,

月均 出现 在北坡
,

其值约相 当于 南坡 最高 的百分 比为 月
,

月
,

月
,

月
。

表 上黄村 月各句太阳辐射

月
一弓熟护布缸斋墙有鼠备轰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南 坡
西 坡
」卜 坡

表 上黄村 月各月太阳辐射

月 月

﹃乃自︸匕

︸吕

丝
。

。

︸占‘﹃匀肠左人目工

乃‘︸﹄勺朽勺八勺坡坡坡地南西北

气温

坡地 气温特征值各坡向的气温平均
、

平均最高及平均最低如表
。

由表见

月平均气温 各坡向间差异不显著
,

最大差为 。 ℃ 月
,

最小差仅 ℃ 一 月
。

月

平均气温
、 。

月最高气温 各坡向间最大差异 ℃
。

月南坡最高 ℃
,

北坡最低 ℃

月北坡
、

西坡最高 ℃
,

南坡最低 ℃
。

月最低气温分布与平均气温
、

平均最高气温类似
。

,

坡地 气温 日变化模 式 气温 日变化模式
。

图
、

图 是逐时各月平均气温 日变化

过程 曲线
,

在昼夜变化过程中有一最高值和一最低值 属单峰型 曲线
。

图 一 可用下述谐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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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拟合

气 滋 ‘ 「

气滋 吸七

坡坡坡坡北南东酉

至
‘。

巨胜丝一
竺

时 伯 ‘时 、

日寸间 屯时 、

钊 月 南 坡 、 、且 口 变 化

侧 少 只 琳 份 、温 呀 了七

, , 一 习
, ·

‘ 抓
,

式中
,

表示 时刻 处的温度
, ,

表示 处第 个谐波分量的振幅和初始位相
。 。

一 架
,

为周期长度
,

若为 日变化
,

则 一
。

’ 一 ’
, 刀“ 卜、 ’

叼 曰 ’乃刁 ‘ “ ‘ 。

模型参数的实际意义
。

创 表示 处的月平均 日温 当
, ,

表示 处温度 日较差

大小
, 甲 ,

表示 处温度 日波的温度位相
。

表 坡地气沮特征值

月 份
·

平均 最高 最低 平均 最高 最低 平均 最高 最低
。

。

。

。

平均 最高 最低

·

怪
。

了

”‘了‘月了,曰亡口八月才,上口叮子坡坡坡坡差均地东西南北极平平

指观测场百叶箱内气温
。

由图 一 月
,

各月逐时平均气温 日变化过程可见 各坡向间温度差异 月最大
,

月差

异不 明显
,

因此这里只列 出 月各坡 向逐时平均气温 日变化过程谐波模式参数 表
。

由表

见
,

值远 比
,

值大
,

说明各月气温 日变化过程中日波占主导地位
。

四个坡 向

中
,

日波振幅
, ,

即北坡 日较差最大
,

东坡最小 四个坡向中
,

日波初始位

相 坡
,

即东坡极端温度出现的时刻最早
,

西坡最晚
。

东坡最低温度出现的时间为

一
,

最高温度在 一 出现
。

气温 日变化过程的季节变化 图 与图 相 比
,

不同月份气温 日变化过程基本类似
。

从

月至 月逐时气温呈递增趋势
,

但递增幅度不同
,

以 时和 时增加最多
,

分别达 ℃和

℃
。

至 月温度开始降低
,

夜间 至次 日 降低 ℃ ℃ 昼间 至

降低 一 ℃
。

具体以南坡为例 月平均瞬时最高气温 ℃
,

最低 ℃旧 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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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平均瞬时最高 ℃
,

最低 ℃
,

日较差 ℃ 月平均瞬时最高 ℃
,

最低

℃
,

日较差 ℃ 月平均瞬时最高 ℃
,

最低 ℃
,

日较差 ℃
。

月 日较差最大
,

月

最小
。

表 月坡地气沮 日变化棋式参数

参 数 口 一 , , , , 复相关指数
均方误

’

南 坡 ’ 一 瓦 右 万砂 了 一一 丁更面一一一一万 不犷一一
东 坡

, ‘

西 坡
, ‘ 飞

一卫上二丝一一一二生丛匕 巨。 一 卿旦鱿 二 一 ⋯
⋯

』竺理‘ ⋯ 只牙

⋯, 表中 日 指高 处 日平均气温
, ,

指 处平均气温 日较差

表 不同坡向不同深度地沮特征值

月 份 五 六 七 八

低

⋯
最巧坡向 深 度 平均 最高 最低 平均 最高 最低 平均 最高 最低 平均 最高

曰

一二
山移自自,﹄山,‘叮山亡,一亡」

一
任肠了工

二
,亡」

⋯
甘︻,几,乙‘丹

一二
,二六己

二一二
‘乃‘口‘‘乙﹄曰启心月七

⋯
,﹄二‘自,翻‘,﹄,几几卜︺一尹几」

东坡

西坡

南坡

北坡

平地

坡向
差异

坡地与

。

。 · 。

一
。

一
一 一

左

一二一二
乙几乙,山,目,目月‘几‘﹃曰户怂仁乙一几汽一

。 。

﹄﹄﹄﹄

。

。 。

田
。

。

’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坡地 气温增温率 增温率系指最低气温到最高气温出现的时段 内
,

单位时间内气温

升高的度数 ℃
。

以 月最为显著
,

其增温率 一

坡
。

一 月则差异不大
,

均在 ℃ 左右
。

地温

坡地地温变化特征 地温
,

各坡向平均值与最高值
,

大体以西
、

北坡高
,

而东
、

南

坡低
。

但总的是平均值差异不大
,

夏初 月 为 一 ℃
,

夏季 一 月 为 一 ℃ 最高

值差异居中
, 、

月在 ℃以内
, 、

月差异较大
,

达 ℃ 最低值
,

则夏初差异悬殊
,

高

达 一 ℃
,

南坡大
、

北坡小
,

一 月差异较小
,

月为 ℃
,

一 月为 ℃
。

地温
,

各坡向各值差异要小于 的差异
,

一般在 ℃之间
。

而无论 与
,

各坡

一 月的各值均小于平地
,

其中 差异大
,

为 ℃
,

差异小
,

一 月大多为 。

℃
,

月有所增大
,

达 一 ℃
。

坡地地温 日变化模式 图 一 为 月和 月平均地温 日变化过程
,

这种变化过程

与气温类似
,

也可用模型 来拟 合
,

其参数如表
。

比较 月和 月地温 日变化模型参数
,

其

值随深度 增加而减小
,

表明平均地温降低 地温变化的 日波振幅与气温相似
,

即
,

比
,

大
,

表示地温月变化也是以 日波为主 又 日波分量的振幅
,

随深度增加而减小
,

即

温度 日较差减小
,

月比 月减小幅度更大 再地温 日波初始位相 抓
,

随深度增加而减小
,

且

月与 月差异不大
,

表明随深度增加
,

极端地温出现的时间推后
,

且 月与 月出现时间基本一

致
。

地温的位相 抓
,

值在四个坡向中南坡最大
,

西坡最小 地温位相在东西北三个方

位上
,

则以北坡最大
,

西坡最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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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坡地平均地温月变化模型参数

参数
, 甲 , , 甲

月一

连一州一
口叹,几一曰卜

月 月 月 月 月

。

,

簇
户︸乙,人二习一︸﹁吕

,

,

,

护

均方误 丫

月 月
。

,

。

恐翩一娜哪一﹃︻一九一行了

二,︸一朽二一人

一月卫瑞一一一月一一一一东一一

任九一七一月了口乙一一一口一一曰

小坡西坡

坡
。 , ‘

, ‘

·

吸
。

了

,

,

,

﹄乙乙一心

每个地温模型的复相关指数 在 。 一 。 之 间 诀 釜 参数中
、 ,

分别表示
,

地温模型参数

砰
戈

一

认卜
、协

曰
沙‘、脚一

丁月 地 温

益 艾 吸

坡坡坡坡东南北西

月 地 益

卜 ‘ , , ‘ 一

一一
、

二

时 时 时 阅 ‘ 时

冬 只 月
、

了 」坡 地 温 汇 变 化

极端地温出现的时间
。

相同月份
、

同一深度
、

不同坡向间最低温出现时间基本一致
。

最低

地温 月出现在 一
,

月出现在 左右 最高地温以东坡和南坡出现最早
,

北坡和

西坡较晚
,

相差约 个
。

随深度增加
,

的最高
、

最低地温出现的时间比 延后 一 个
。

坡地地混 日较差 坡地地温 日较差如表
。

地温 日较差总的是随深度增加而减小
,

其

中 为 ℃
,

为 一 ℃旧 较差的分布总的是西坡大
,

南坡小
,

差幅为 一 ℃
,

以 月相差最小 。 ,

月相差最大 ℃
。

表
,

坡地地温 日较差

月 心于
月 月 月 月

乙

东 坡
吕 吞 忿 拿 复

一
干止乞趾一一卫止匕一一一丝

二
兰

坡坡坡西南北

坡地气温与地温的比较

上述分析表明 坡地的气温
、

地温随坡地
一 、祝

、

时间及土壤深度不同而不同
。

气温和地温由于

太阳辐射及热能传播介质的不同
,

导致二 者之卜变化存着某些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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钊 坡 地地沮
、

气沮 口 变 化

表 不同彼向沮度 较差

二二月份

地温 日较差

。

。

。

。

。

位相不同 气温和地温月变化过程都属

单峰型
,

且可用模型 来拟合
,

但二者变化

的位相不同 如图
。

一般平均最低
、

平均最

高温度 出现 时间气温 比 地温早
,

比

地温早 个多
。

温度 日变化过程中
,

在 一
,

由于空气中湍流扰动加强
,

使气

温变化曲线出现了波动
,

不像地温 曲线那样

光滑
。

平均值和 月较差不同 一般
,

月平

均地温及平均最低地温比平均气温和平均最

‘
·

二树尹
了

愁之
”

‘

一
, 。 , 点

,

洲
’

‘

一
中都 。点

’

一
’

一 下 都洲索
、

图 坡地 士滚 水分侧 定 玄盆示度图

低气温高
,

但 平均最高地温 比平均气温低 见表
、

表
。

温度 日较差如表 地温 日较

差最大 ℃
,

地温 日较差最小 一
,

气温 日较差介于二者之间

℃
。

土旗水分

点选择与浏定方法 试验系在上黄村有代表性的平直坡面上进行长期定位观测的

结果 各坡面的坡向
、

坡度如表
。

每个坡面从上至下每隔
、

和 各选一点代表坡的

上部
、

中部和下部三个坡位 如图
,

测定时间
,

每年从 月一 月每月测定一次 土层的土

坟含水盈
。

侧定方法为土钻法
。

本文资料年限为 年 月一 年底
。

轰 一 浏定期降水状况 由表 可见
,

除 年年降水较丰
,

年为平水年外
,

其余

各年均为欠水年
,

尤以 年降水最少
。

表明
,

试验期内分别有早
、

平
、

丰三种不同降水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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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 向

表 坡地土壤水分测点的坡向和坡度

南坡 东坡 西坡

位度 正西
,

北坡

偏东方坡

试验年与历年平均降水比较

季
年 份

表

夏 季 秋 季 年

量 与平均比

季

吕

是飞

尸勺,且﹄曰

⋯
︸,月︸,月︺亡︸

仁工

表 天然草神地年平均土壤含水里 单位

,一夕左孟﹃工物一刀

‘、一户一咋‘

健浦 浦 一
、 】吕声

了于
、 声 就 佗全矛

、 ‘吕产
仑了矛
、 声

仑宁乡
、 蕊声 次爹

一

。

﹄曰内了咋了

加 固原气象站 一 年资料

表 天然牧荒地不同坡位土壤含水 单位 写

南 坡 北 坡 东 坡 西 坡
‘一口‘月口月。,竹」﹁一月工口‘八‘,‘卜孔,一‘一称注注下

朽‘,八己,

中一一﹃几﹄了

一八︸乃,夕目
廿

︼二

一﹄︺

︸,目八
年份 牛号

、刃 】声

平均 一

中 下
。

。

。

伙

上 上

。

。

中

。

。

下
。

浏定结 果与分析 不同坡向土壤含水量变化特点 如表
。

由表见
,

土层

含水量东坡 北坡 南坡 西坡 但 土层含水量是 南坡 东坡 北坡 西坡 此外
,

个坡向中
,

东坡
、

北坡 。 土层含水量大于 一 土层含水量
,

南坡与西坡则相反 土壤含水

量随坡向和不同土层的这种分布特征的形成是地理条件
、

坡地小气候和天然植被条件综合作用

的结果
。

①南坡和西坡的辐射平衡 比北坡和东坡高
,

蒸发 力强
,

土壤失水多
,

土壤含水量低
,

生产

上称之为
“

旱阳坡
”

或
“

干旱坡
” 。

②由于干旱和人为破坏致使南坡和西坡植被稀疏
,

土壤水分消耗

以土壤蒸发为主
,

植物蒸腾耗水甚微
,

而北坡和东坡植被盖度相对较大
,

植物蒸腾较南坡和西坡

大
。

土壤蒸发依靠土壤毛管作用传输水分
,

主要消耗上层水分
,

蒸腾靠根系吸收水分
,

具有较强抗

旱性的天然植被吸收了深层土壤贮水
,

导致北坡和东坡深层贮少减少
,

土壤含水量相对较低
。

不同坡位土壤含水量分布 如表
,

表明 土层平均土壤含水量
,

南坡
、

北坡

从坡的上部至下部逐渐降低
,

东坡和西坡则是上部和下部含水量高
,

中部含水量低
。

不同土层

各坡位土壤含水量变化特征
‘

。 土层与 。一 土层含水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

一 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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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量南坡
、

北坡及西坡由坡的上部至下部逐渐降低
,

东坡与此相反
。

总之这里的变化 比较复杂
,

并不象 罗曼诺娃 分析的从上至下 由于径流作用
,

含水量有规律的增加
。

上 壤 含 水 城 与 加

几一二聋一卑一

竺二与丝一
—

甲 一 一

一、、了月口,日叭︺叮叭叭川川功刀任冲己以以卜卜、入
工

期冬东宜田

北 坡

、

创翻﹁均泥︸
匆荃七宜王弓刊堆次

加

峨
,且,卫,

﹄

︵日‘︶弓淤︸鲜月

巴 坡 地 壤 含 水 徽 刚 川 岌 化

表 天然牧荒地与平地土壤含水里

年 份 土层
乃‘﹃,︸工竹亡口乙心‘,曰

平一乳东乳乐

一
坡一北一笋 东 坡

单位

西 坡
篡

⋯⋯
叮‘︸只︸八,丹了八

,

乳

平 均

。

。

。

。

,
。

坡地与平地 荒地 土壤含水量 同期坡地与平地 荒地 土壤含水量如表
。

表明

年平均 。一 土层含水量平地低于坡地
,

一 土层亦是如此 土层含水量北坡和东坡

高于平地
,

南坡和西坡低于平地
。

一般平地蒸发 力比南坡和西坡低
,

比北坡和东坡高
,

平地人

为破坏小
,

植被生长比坡地旺盛
,

导致上层土壤含水量平地高于南坡和西坡
,

而低于北坡和东坡
,

深层贮水平地低于所有坡向坡地
,

这与太阳辐射与风 力影响有关
,

两者在坡顶均 比在坡面强
。

坡地土壤水分的垂直变化 以南坡和北坡为例
。

图 是 一 四年平均资料 表

点绘的
。

由图表可见 ”南坡土壤含水量 随深度 变化服从 一 十

函数关系
,

而北坡则变化复杂 耗水 水分变动 深度
,

南坡 比北坡深
,

据推算南坡在
,

北坡在 左右
,

但最干旱土层在 左右 深层 以下 贮水
,

南坡高于北坡
,

这都与太阳辐射和植被长势有关 根据含水量的变异系数等
,

可把土壤含水量随深度变化
,

南

坡分为 层
,

北坡分为 层 一 为突变层
,

变异系数大于 为易变层
,

变异

系数 一 南坡 一
,

北坡 为不稳定层
,

变异 系数 北坡

一 为相对稳定层
,

变异系数小于
,

而南坡在 以上尚未出现稳定层
,

说明干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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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剧烈
,

对植被易形成干旱威胁
。

表 天然牧荒坡地年平均土壤含水 及变异系数

坡

年

南

年 年

又

坡

年 平均 年 年 平均

向一份坡一年

’又 又

年

又

匕

年

又 又 又 又

月了内了几占

⋯
曰︸︺

︺‘工八﹄仁

⋯⋯
亡口﹃卜,月己曰

曰︺尹几一卜

凡乙︸卜梦乙曰甘丹

⋯⋯
,立心山,自,﹄,︺,︺,二,几占,人‘人︸二︸几︸工,人通任仁内月‘八山,人占‘,﹄,且孟,孟,上,人﹄甘工

⋯
丹﹄口﹂﹃﹃门口今自,目丹‘‘‘,︺, ,,,

深度 又

一
,

一勺﹃工

⋯
月只﹄

,产匕八︸曰,丹几八自,﹄工人

。

又不乐

表 坡地水 平衡

年份 坡 向
土壤含水量

月 月

土壤耗水 径流量 降水量 蒸散量

八口‘目,自,‘八六

‘且,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勺月七工

八乙八︸‘工口七亡口

﹄

︺﹄

一

北西东南北西东南北西东南北西东南北西

平均

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

注 蒸发量 , 一 。 一 降水量一径流量 土壤耗水栏内
,

正值为亏
,

负值为盈 东坡 日出后有约半小时被山遮挡

坡地土壤水量平衡 如表
。

由表知 植物生长季 一 月
,

坡地的蒸散量平均在

之间
,

其中 来 自大气降水
,

来 自土壤贮水
,

且以南坡最大
,

西坡最小 各坡

向土壤水四年平均亏缺量在 一 之间
,

东
、

南
、

北坡亏缺量之间差异不大
,

在 一 之

间
,

而西坡亏缺量最小
,

仅 在测地气候
、

土壤
、

地形
、

植被条件下
,

坡地 土壤水量年

内收支状况与年降水量密切相关
,

大体趋势是以年降水 为介
,

大于 一般为盈余
,

小于 将出现亏缺
,

其亏缺量与介限值与年降水量之差相近
。

如 年各坡向平均亏缺量

为
,

当年降水量 与介限值 之差为
,

差 年亏缺量平均为
,

介限值与降水值之差为
,

差
。

植被生产力

试区地处半干旱典型干草原区
,

加之人
、

畜破坏
,

林木稀少
,

故植被生产力以当地的主体植被

干草原的生产力测定为代表
。

又考虑本试验前在研究夭然植被的生产力
,

故选在云雾山的草原 自

然保护区进行
,

其测定结果如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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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

表 云雾山不同坡向种类组成数 和产草量变化

坡 向 坡度 度 植物种数 种 平均鲜草产量 “

弓山几乃乙内卜︸,几确口乙‘,孟﹄内心尹,,目,曰内七七丹口月︸

⋯⋯
二,冉,二心‘西,妇,曰人,曰

不 同坡向植被种 类组成数量 不同坡向植被种类组成数量的差异较大
,

由表所示
,

坡

向 和 种类组成数量 为 种 坡 向
、

为 一 种
,

坡 向
、

、

为 种
。

可见北坡的种类组成数量最高
,

西坡次之
,

南坡再次
。

群落中植物种类组

成成分的多少与环境中水分的多少关系密切
,

呈明显的正相关
,

随着环境中水分的增多
,

植物种

类组成数量随之增多
。

由于北坡的水分条件较好
,

西坡次之
,

南坡再次
,

所以出现了种类组成数量

的相应变化
。

不 同坡 向植被产草量 不同坡 向植被的产草量差异亦较大
,

由表所示
,

坡 向
、

的 产 草 量 达
,

坡 向
、

为 一 , ,

坡 向
、 、

为

一 , 。

可见北坡植被的产草量最高
,

西坡次之
,

南坡再次
。

植被产草量的高低除与太阳

辐射有关外
,

此处更与环境中水分的多少关系密切
,

在中生环境条件下
,

一般随着水分的增加植

被的产草量随之增加
。

其原因与 类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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