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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干化土壤水分恢复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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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索黄土丘陵区深层干化土壤在不同覆盖措施下的土壤水分恢复特征，在陕西省米脂县丘陵山地建造大

型模拟干化土壤土柱，地表分别进行薄膜覆盖、石子覆盖、树枝覆盖、栽植枣树、刺槐及裸地 ６个处理，对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年土壤水分进行定位监测。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至试验期结束，薄膜覆盖、石子覆盖、树枝覆盖、裸地土壤水分

恢复深度分别为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７００、４８０ｃｍ，薄膜覆盖、石子覆盖、树枝覆盖、裸地、枣树、刺槐０～１０００ｃｍ深度范围内

土壤储水量变化量分别为 １２１１４、８５３４、６６２５、５２３２、１７８、－２３５７ｍｍ，全年覆盖降雨贮存效率分别为 ６３４％、

４２４％、２９４％、２３０％、－８５％、－２０３％，４年生枣树耗水区域为０～３００ｃｍ范围，刺槐耗水深度达１０００ｃｍ，枣树

年均蒸散量为 ５８６４ｍｍ、刺槐年均蒸散量为 ６６６５ｍｍ，是枣树的 １１倍。该研究结果对黄土区大面积干化土壤修

复及合理选择人工栽植植物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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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黄土高原位于我国腹地，是东南季风气候向西

北内陆干旱气候过渡带
［１］
，存储于深厚黄土层中的

土壤水对维持和调节植物的生长非常重要
［２］
。长

期以来黄土高原一直面临着水资源严重不足的问

题
［３］
，大面积、高密度的人工林建设造成了土壤水

分的严重亏缺，形成了土壤干层
［４－５］

。王志强等
［６］

最新研究表明，干层一旦形成，其土壤湿度就会处于

稳定的低水平，且具有持久性，林后放牧荒坡土壤水

分要恢复到持续放牧荒坡至少需要 １５０年。孙剑
等

［５］
研究表明，６年生苜蓿草地０～１０００ｃｍ土壤水

分恢复到当地土壤稳定湿度需要 ２３８年。干层的
存在使树木生长衰退，难以成林

［７］
；植被提早衰退，

生长周期短，林下更新不良
［８］
；衰败的草地重新造

林难度更大
［９－１０］

。枣树由于耐旱、耐贫瘠、营养价

值高等优点，在黄土丘陵区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是

该区域的支柱产业之一
［１１］
。刺槐是黄土高原常见

的造林树种，长期种植会消耗深层土壤水分，形成干

层
［８］
。多年来，众多科研工作者为黄土高原区域保

蓄土壤水分、提高土壤水分利用效率开展了大量的

研究工作
［１２－１４］

。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许多关于不同覆盖措施下土

壤水分恢复的研究。文献［１５－１８］研究发现，覆盖
措施能够提高土壤水分的利用效率，可以抑制土壤

水分的蒸发，增加降水入渗。但这些研究大部分是

在有植物根系消耗土壤水分的情况下进行，不能反

映无植物利用情况下不同覆盖措施对土壤水分的影

响，且很多是短期对土壤水分进行监测，鲜有对连续

几年覆盖下土壤水分的恢复研究。本文在野外建造

１０ｍ深模拟干化土壤的大型土柱，以当地坡耕地为
参照，分析不同覆盖措施下土壤水分和储水量的恢

复情况，以及干化土壤中栽植枣树与刺槐的耗水规

律，综合评价栽植植物和无植物情况下的深层干化

土壤水分恢复特征，以期为该地区防治土壤干化的

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陕西省米脂县境内远志山红枣示范

基地（３７°４０′～３８°０６′Ｎ，１００°１５′～１１０°１６′Ｅ），为典
型黄土丘陵沟壑区；属中温带半干旱性气候，年平均

气温 ８４℃，最高气温 ３８２℃，最低气温 －２５５℃。
多年平均降雨量为４５０ｍｍ，试验期间年均降雨量为
５１８３ｍｍ。土壤以黄土母质发育的黄绵土为主，质
地为粉质沙壤土，容重１２９～１３１ｇ／ｃｍ３，田间持水

率为２２％。试验区土层深厚，地下水埋深在 ５０ｍ
以下，对根系吸水影响可忽略。试验地为前期栽植

苹果２３年伐后再利用地，试验土柱平均土壤体积含
水率约７５％，接近枣树凋萎系数６５％。试验区附
近坡耕地 ０～１０ｍ土层平均含水率为 １５３％，储水
量为１５２６ｍｍ。

２　试验方法

图 １　不同覆盖措施实体图

Ｆｉｇ．１　Ｅｎｔｉｔｙ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２１　样地布设
２０１４年５月在同一水平阶地上建造 １８个直径

０８ｍ、深１０ｍ的大型土柱，间距 １６ｍ。分别设置
裸地、石子覆盖、树枝覆盖、薄膜覆盖以及栽植枣树、

刺槐６个处理（图１），每个处理３个重复，覆盖方式
见表１。人工开挖后土柱内壁用防水塑料膜与周围
土层隔开，避免土柱内外水分的扩散以及周围植物

根系对水分的影响，上边界为高出地面 ０１ｍ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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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井圈，防止降雨流失，水分变化只通过蒸散和入

渗完成。回填土经过均匀掺混后每隔 ３０ｃｍ踩实一
次，尽量保持土壤的密实度与周围实际原状土壤一

致。图２ａ为土柱纵截面示意图，图 ２ｂ为薄膜覆盖
方式纵截面示意图。

表 １　田间试验设计

Ｔａｂ．１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ｆｉｅｌ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覆盖措施 覆盖方式与管理

裸地 无任何覆盖措施，定期去除杂草

栽植枣树
栽植地径１ｃｍ、高度５０ｃｍ枣树，无其他任何覆盖措

施，定期去除杂草

栽植刺槐
栽植地径１ｃｍ、高度５０ｃｍ刺槐，无其他任何覆盖措

施，定期去除杂草

石子覆盖 筛选直径２～５ｃｍ均匀砾石，覆盖厚度为１０ｃｍ

树枝覆盖
剪切长度大约１０ｃｍ枣树枝，晒干后均匀覆盖，厚度

为１０ｃｍ

薄膜覆盖

覆盖单层００１５ｍｍ的白色塑料膜，薄膜上设有 １６

个不对称直径约为 ２ｍｍ的小孔以便雨水进入，每

年定期更新薄膜

图 ２　土柱纵截面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ｅｓｏｆ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ｉｌｃｏｌｕｍｎ
　
２２　气象数据采集

利用小型综合气象观测站（ＢＬＪＷ ４型）测定
气象数据。气象站设有温度和湿度传感器、翻斗式

雨量筒、风速仪和净辐射传感器，分别用来获取环境

温度、环境湿度、降水量、风速和净辐射值等气象数

据。数据采集器每隔３０ｍｉｎ读取数据一次。
２３　土壤含水率测定

每个土柱中间位置安放１０ｍ长铝合金套管，利
用 ＣＮＣ ５０３ＤＲ型中子土壤水分仪测定０～１０００ｃｍ
深度内的土壤含水率，每 ２０ｃｍ为一个测层。观测
期为 ２０１４年 ５月—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其中 ２０１４年 ５
月—２０１６年５月每１０ｄ采集一次数据，本文中所用
数据为每月月末所采集。２０１６年 ６月、２０１６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月末各采集一次数据定期对中子
仪进行校准，土壤含水率均为体积含水率。

２４　相关指标计算
土壤储水量计算公式为

Ｗ＝１０θｄ （１）
式中　Ｗ———土壤储水量，ｍｍ

θ———土壤体积含水率，％
ｄ———土层厚度，ｃｍ

储水量变化量计算公式为

ΔＷ＝Ｗｆｉｎｉａｌ－Ｗｉｎｉｔｉａｌ （２）
式中　ΔＷ———储水量变化量，ｍｍ

Ｗｉｎｉｔｉａｌ———计算时段初期土壤储水量，ｍｍ
Ｗｆｉｎｉａｌ———计算时段末期土壤储水量，ｍｍ

试验区植物蒸散量利用农田水量平衡法计算。

试验区植物为雨养，无灌水，无地下水补给，试验期

间未发生地表径流，当植物耗水深度达到 １０００ｃｍ
时停止对蒸散量的计算。因此，０～１０００ｃｍ深度范
围内，植物蒸散量公式可简化为

ＥＴ＝Ｐｒ－ΔＷ （３）
式中　ＥＴ———植物蒸散量，ｍｍ

Ｐｒ———降雨量，ｍｍ

降 雨 贮 存 效 率
［１９］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ＰＳＥ）为计算时段内储水量变化量占降雨
总量的百分比，即

ＩＰＳＥ＝
ΔＷ

∑Ｐｒ
×１００％ （４）

式中　ＩＰＳＥ———降雨贮存效率，％
为定量评价土壤水分恢复程度，比较各种覆盖

处理不同时期的土壤水分恢复能力，根据王美艳

等
［２０］
提出的土壤水分恢复度（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ＳＷＲ）的计算方法加以修改，将其定义为某
土层已经恢复的土壤储水量占应恢复土壤储水量的

百分比，公式为

ＩＳＷＲ＝
Ｗｆｉｎｉａｌ－Ｗｉｎｉｔｉａｌ
Ｗｓｌｏｐｅｌａｎｄ－Ｗｉｎｉｔｉａｌ

×１００％ （５）

式中　ＩＳＷＲ———土壤水分恢复度，％
Ｗｓｌｏｐｅｌａｎｄ———坡耕地 ０～１０００ｃｍ土壤储水

量，ｍｍ
２５　数据处理

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进行数据预处理，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９０
软件进行绘图。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不同覆盖下土壤含水率变化
图３为各覆盖措施试验期间 ０～１０００ｃｍ土壤

平均含水率和各月降雨量。从图中可看出，薄膜覆

盖、石子覆盖、树枝覆盖、裸地、枣树以及刺槐的初始

土壤含水率（２０１４年５月）接近，且均处于干化状态
（土壤含水率仅在 ７５％左右）。经过 ２０１４年 ５
月—２０１５年２月的水分积累，各覆盖下的土壤含水
率均有明显提升，但已经出现不同覆盖下的土壤水

分差异。２０１４年是栽植枣树与刺槐的第 １年，栽植
树木以成活为主，生长量很小，所以生长耗水较小，

因此土壤含水率在干化情况下还是略有增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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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覆盖措施各月 ０～１０００ｃｍ土壤平均含水率

和降雨量

Ｆｉｇ．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０～１０００ｃｍｓｏｉｌｄｅｐｔｈ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ｍｏｎｔｈｌｙ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年３月土壤含水率由大到小顺序为薄膜覆盖、
石子覆盖、树枝覆盖、枣树、裸地、刺槐。２０１５年 ３
月刺槐开始萌发生长，其下的土壤含水率持续降低，

５月枣树开始萌发生长，其下的土壤含水率开始持

图 ４　不同覆盖措施剖面土壤含水率年际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续降低。５—９月是试验区雨季，薄膜覆盖、石子覆
盖、树枝覆盖、裸地的土壤含水率整体呈上升趋势，

与降雨量变化趋势贴近；５—９月是枣树与刺槐生长

最旺盛、耗水最大的时期，土壤含水率呈下降趋势。

刺槐土壤含水率小于枣树土壤含水率，说明刺槐耗

水量大于枣树，３—６月刺槐含水率下降速率是枣树
下降速率的４倍，这个期间也是刺槐和枣树耗水的
主要时期。

至观测期结束，薄膜覆盖、石子覆盖、树枝覆盖、

裸地土壤含水率持续上升，较初始含水率分别增大

１２１％、８５％、６５％、５２％，说明覆盖措施能够提
高土壤含水率，薄膜覆盖效果最好，石子覆盖次之，

树枝覆盖效果最差。枣树土壤含水率较初始含水率

上升０２％，刺槐比初始含水率降低 ２４％，说明试
验期间刺槐耗水大于枣树耗水，种植刺槐比枣树更

加消耗土壤水分。

３２　不同覆盖下的土壤水分恢复状况
通过上面分析可看出，除了栽植枣树与刺槐，其

他４个处理土壤含水率最高阶段为１１—１２月，选取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每年１２月不同覆盖措施０～１０００ｃｍ
深度各土层土壤含水率作土壤水分剖面分布曲线

（图 ４），并且和就近的坡耕地土壤平均含水率
（１５２６％）及其实际含水率作比较分析，土壤含水
率大于坡耕地含水率的土层称为恢复层，视其土壤

水分完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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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４可看出，薄膜覆盖、石子覆盖、树枝覆盖、
裸地２０１４年末入渗深度分别为４２０、３２０、２６０、２００ｃｍ，
以坡耕地平均含水率为恢复目标的恢复层厚度分别

为２８０、１８０、１６０、１２０ｃｍ。２０１５年末各覆盖措施入
渗深度分别为 ７２０、５００、３４０、３２０ｃｍ，恢复层厚度在
２０１４年的基础上分别增加 ４００、２００、１００、８０ｃｍ；到
２０１６年底，薄膜覆盖 ０～１０００ｃｍ深度土壤水分完
全恢复，完全恢复所需时长为３年，石子覆盖入渗深
度为８４０ｃｍ，恢复层厚度为 ７４０ｃｍ，较 ２０１５年增加
２６０ｃｍ，树枝覆盖入渗深度为６００ｃｍ，恢复层厚度为
５２０ｃｍ，较 ２０１５年增加 ２６０ｃｍ，裸地入渗深度为
４６０ｃｍ，恢复层厚度为 ３４０ｃｍ，较 ２０１５年增加
１４０ｃｍ；２０１７年薄膜覆盖土壤含水率继续增大，平
均含水率达 １９６％，石子覆盖 ０～１０００ｃｍ土壤水
分完全恢复，完全恢复所需时长为４年，平均含水率
达１６％，树枝覆盖入渗深度达 ８００ｃｍ，恢复层厚度
为７００ｃｍ，裸地入渗深度达 ５８０ｃｍ，恢复层厚度为
４８０ｃｍ。图中坡耕地实际土壤含水率在 １８０～
３４０ｃｍ以及４４０～５４０ｃｍ两个深度范围内出现两个
峰值，由于土柱中土壤颗粒组成比较均一，土壤含水

率变化曲线没有发生如此大的波动，因此在两个波

峰附近的土壤含水率与坡耕地实际含水率相差较

大。至试验期结束，以坡耕地实际含水率及其平均

含水率为参考得出的薄膜覆盖与石子覆盖恢复深度

一致，均为 １０００ｃｍ，树枝覆盖恢复深度为 ７００ｃｍ，
裸地恢复深度为４８０ｃｍ。

整个观测期内，薄膜覆盖、石子覆盖、树枝覆盖

以及裸地的土壤水分恢复深度逐年增大，且每年的

恢复层厚度变化量由大到小均为薄膜覆盖、石子覆

盖、树枝覆盖、裸地。土壤水分入渗过程体现为上部

高含水土层土壤含水率的降低，下层低含水土层土

壤含水率的升高以及入渗深度的增加，且土壤水分

入渗过程中存在滞后效应，因此各覆盖措施入渗深

度均大于恢复深度。

黄土高原干旱环境条件下，降雨不足以满足人

工植物生长耗水时，为维持其正常生长，需从深层土

壤吸收水分，导致土壤干化程度加剧。观测期内枣

　　

树土壤含水率变化范围在 ０～３００ｃｍ深度，３００ｃｍ
以下土壤含水率基本保持在 ２０１４年的水平没有发
生变化，说明 ４年生枣树根系没有到达 ３００ｃｍ以
下；２０１４年刺槐土壤含水率在 ０～１４０ｃｍ范围内有
所增大，随树龄增加，耗水深度不断增加，导致耗水

层逐渐下移，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耗水深度已达 ７２０ｃｍ，
０～１０００ｃｍ土层平均土壤含水率由初始的７７％降
低到６６％；２０１６年底，耗水深度达 １０００ｃｍ，平均
土壤含水率约为 ５２％；２０１７年深层土壤含水率与
２０１６年基本相同，说明土壤储藏水分已经不能利
用，在０～１０００ｃｍ深度范围内消耗的只有当年降雨
量。由于土柱底部未密封，监测深度只有 １０００ｃｍ，
因此刺槐根系是否消耗１０００ｃｍ以下土壤水分还需
做进一步研究。

综上，４种覆盖措施对土壤水分恢复效果最好
的为薄膜覆盖，其次是石子覆盖、树枝覆盖，裸地恢

复效果最差；在干化土壤上种植枣树，其干化程度基

本不变，刺槐使土壤水分亏缺状态更加严重，说明枣

树比刺槐更适合在当地种植。

３３　不同覆盖下土壤储水量及降雨贮存效率变化
表２为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不同覆盖措

施０～１０００ｃｍ深度储水量变化量、降雨贮存效率及
土壤水分恢复度。从表中可看出，薄膜覆盖、石子覆

盖、树枝覆盖、裸地的土壤储水量增量均为正值，说

明土壤储水量逐年增大，且每年的储水增加量以及

降雨贮存效率由大到小均表现为薄膜覆盖、石子覆

盖、树枝覆盖、裸地。到２０１７年末薄膜覆盖、石子覆
盖、树枝覆盖、裸地土壤储水量分别增大 １２１１４、
８５３４、６６２５、５２３２ｍｍ；薄膜覆盖储水量总增量分
别是裸地、石子覆盖、树枝覆盖的 ２３、１４、１８倍。
试验区 ２０１４年 ５—１２月降雨总量为 ４２８ｍｍ，２０１５
年降雨总量为 ４３４８ｍｍ，２０１６年 降雨 总量为
５９０８ｍｍ，２０１７年降雨总量为 ６１９６ｍｍ，年均降雨
量为５１８３ｍｍ。２０１７年降雨量最大，但薄膜覆盖与
石子覆盖土壤储水量以及降雨贮存效率较 ２０１６年
小，原因在于２０１６年底薄膜覆盖土壤水分入渗深度
达１０００ｃｍ，石子覆盖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间入渗深度达
　　表 ２　不同覆盖措施 ０～１０００ｃｍ土壤储水量变化量、降雨贮存效率及土壤水分恢复度

Ｔａｂ．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ｉｎ０～１０００ｃｍｓｏｉｌ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ｒａｇ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

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ｕｌｃｈ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覆盖措施
Ｗｉｎｉｎｉａｌ／

ｍｍ

２０１４年５—１２月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ΔＷ／ｍｍ ＰＳＥ／％ ΔＷ／ｍｍ ＰＳＥ／％ ΔＷ／ｍｍ ＰＳＥ／％ ΔＷ／ｍｍ ＰＳＥ／％
∑ ΔＷ／

ｍｍ
ＰＳＥ／％ ＳＷＲ／％

薄膜覆盖 ７４７６ ３０７９ ７１９ ２８９４ ６６６ ３５５３ ６０１ ２５８８ ４１８ １２１１４ ６３４ １５５６
石子覆盖 ７５０９ ２３１９ ５４２ １７５２ ４０３ ２６２４ ４４４ １８３９ ２９７ ８５３４ ４２４ １１０１
树枝覆盖 ７５８３ １７８６ ４１７ １２９５ ２９８ １７２２ ２９１ １８２２ ２９４ ６６２５ ２９４ ８６３
裸地 ７５２３ １４４４ ３３７ １００１ ２３０ １３５９ ２３０ １４２８ ２３０ ５２３２ ２３０ ６７６
枣树 ７６３８ １３１８ ３０８ －９６９ －２２３ －６０３ －１０２ ４３２ ７０ １７８ －８５ ２３
刺槐 ７６９６ ６０８ １４２ －１７３６ －３９９ －１３３７ －２２６ １０８ １７ －２３５７ －２０３ －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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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ｃｍ（图４），且土柱底部未密封，当水分入渗深
度超过 １０００ｃｍ后会继续向下运移，监测到的土壤
储水量减小，降雨贮存效率减小。因此薄膜覆盖全

年平均降雨贮存效率为 ６３４％，石子覆盖全年平均
降雨贮存效率为 ４２４％。树枝覆盖与裸地在观测
期内土壤水分入渗深度未达到 １０００ｃｍ，因此树枝
覆盖全年平均降雨贮存效率为 ２９４％，裸地为
２３０％。
　　由图４可知，２０１７年底枣树耗水深度未达１０００ｃｍ，
土壤储水量增加１７８ｍｍ，枣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年均
蒸散量为 ５８６４ｍｍ，大于试验期年均降雨量，到
２０１７年末枣树高 １４６ｃｍ，冠幅为 ７３８ｃｍ×８８２ｃｍ。
２０１６年底刺槐耗水深度超过 １０００ｃｍ，其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年均蒸散量为 ６６６５ｍｍ，是枣树的 １１倍，
显著大于试验期年均降雨量。为满足生长需消耗一

部分土壤水分，当土壤含水率降低到 ４８％（图 ４）
左右时不再降低，之后生长依靠降雨和更深层土壤水

分；２０１７年末，刺槐土壤储水量减小 ２３５７ｍｍ，
２０１７年监测到其蒸散量为 ６０８８ｍｍ，显著低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蒸散量，且小于当年降雨量，但生命
力旺盛，树高４８０ｃｍ，冠幅为１８９３ｃｍ×１９７４ｃｍ。

到２０１７年底，薄膜覆盖恢复度为 １５５６％，石
子覆盖恢复度为１１０１％，土壤水分完全恢复，树枝
覆盖恢复度为 ８６３％，裸地为 ６７６％，树枝覆盖与
裸地土壤水分要完全恢复分别还需 １年和 ３年时
间，总时长约需 ５年和 ７年。枣树降雨贮存效率为
－８５％，显著大于刺槐的降雨贮存效率 －２０３％。

４　讨论

本试验在模拟干化土壤的基础上，研究在自然

降雨条件下薄膜覆盖、石子覆盖、树枝覆盖、栽植枣

树、刺槐以及裸地的土壤含水率变化情况。室内由

于空间和操作限制，土柱体积不够大，且水分补充与

蒸发条件也不能完全与野外吻合，对于研究土壤水

分恢复状况的真实性有较大距离，野外建造土柱更

符合实际情况。

土壤干化是由于自然降水、土壤储水以及作物

耗水关系失衡导致的，其结果为土壤水库储水量显

著降低
［２１］
。众多学者

［２２－２６］
对干化土壤水分恢复研

究发现，在自然条件下土壤水分恢复年限较长，且土

壤水分入渗深度较浅，但这些研究多在考虑自然情

况下有植物生存耗水问题，所以恢复时间较长，本研

究结果主要体现了没有植物继续耗水情况下的干化

土壤恢复特点，结果显示在全年地表覆盖下，薄膜覆

盖０～１０００ｃｍ土壤水分完全恢复至当地坡耕地水
平需要３年时间，石子覆盖需要４年，树枝覆盖需要

５年，裸地需要 ７年。说明没有植物耗水情况下干
化土壤水分恢复很快，这个结果较以往研究更乐观，

也为今后干化土壤水分恢复提供了新途径。

前人研究中对于土壤干层划分的标准并不一

致
［２７］
，干化土壤湿度上限为土壤稳定持水率

［２８］
，土

壤稳定持水率在数值上相当于田间持水率 ５０％ ～
８０％［２９］

，常见的是将田间最大持水率的６０％作为划
分土壤干层的指标

［３０］
。坡耕地 ０～２００ｃｍ由于地

表耕作及土面蒸发等作用土壤含水率较小，但该层

水分经过降雨可以很快修复，属于临时性干层
［２７］
，

２００ｃｍ以下土壤含水率均大于田间最大持水率的
５０％，因此认为试验区坡耕地土壤没有干化现象，坡
耕地平均含水率（１５３％）大于田间最大持水率的
６０％（１３２％），所以按均值分析的土壤水分恢复状
况较按田间最大持水率的 ６０％恢复状况好，两者的
恢复深度结果差异不大。张文飞等

［３１］
研究表明，坡

耕地土壤含水率由于不同深度土壤颗粒组成不同，

在垂直方向上土壤含水率有一定幅度的变化，但由

于土柱内的土壤是回填土，在回填过程中进行了充

分混匀，其土壤颗粒组成相对均一，土壤含水率变化

波动较小，因此以坡耕地平均土壤含水率为恢复目

标。李玉山
［２８］
曾用直线表示农地的田间持水率，用

以说明森林中土壤干层的存在。ＷＡＮＧ等［３２］
也曾

用一年生枣树 ０～１０００ｃｍ平均土壤含水率为基准
确定多年生枣树根系分布深度，效果较好。以坡耕

地实际土壤含水率为恢复目标得出的最终恢复深度

与以其平均土壤含水率为恢复目标得出的最终恢复

深度差异不大，恢复度相同。

在以天然降雨为土壤水分唯一补给源的黄土高

原丘陵沟壑区，降雨相对不足，林地土壤水分长期处

于负平衡，随植物的生长和林龄的增大，土壤干化程

度加剧
［３３］
。本研究也表明了这一现象，到 ２０１５年

枣树与刺槐树体恢复正常生长，生育期由于蒸散量

较大，造成土壤含水率降低。当浅层土壤水分消耗

殆尽，植物根系继续向下延伸，深层土壤储水不断消

耗，造成深层土壤更加干化。针对在降水不足的半

干旱黄土丘陵区枣树高耗水情况，汪有科等
［３４］
提出

节水型修剪技术，提高枣树水分利用效率，研究结果

表明节水型修剪能够有效提高水分利用效率，证明

节水型修剪技术在生产中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本研究发现，在干化土壤中栽植的枣树与刺槐

能够正常生长，且枣树耗水小于试验期年均降雨量，

说明在前期干化土壤中再造植被仍然可行。但刺槐

具有发达的垂直和水平根系，对深层土壤水分消耗

强烈，加剧土壤干化程度，刺槐林下土壤含水率在

４８％左右，这样低的土壤含水率是否仍然可以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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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植被，需要后续更多试验研究验证。考虑到植

被耗水状况对土壤干化程度的影响，建议在造林时

考虑结合降雨造林，在半干旱区选择像枣树类耗水

较小的树种。

５　结论

（１）以坡耕地 ０～１０００ｃｍ平均土壤含水率为
恢复目标，薄膜覆盖土壤含水率经过３年全部恢复，
石子覆盖经过４年全部恢复，树枝覆盖土壤水分经
过４年入渗深度达８００ｃｍ，恢复层厚度为７００ｃｍ，完
全恢复需要 ５年时间，裸地经过 ４年入渗深度达
５８０ｃｍ，恢复层厚度为４８０ｃｍ，完全恢复需要７年时
间。以坡耕地０～１０００ｃｍ实际土壤含水率为恢复
目标，薄膜覆盖与石子覆盖在恢复深度上一致，树枝

覆盖恢复深度为 ７４０ｃｍ，裸地恢复深度为 ４４０ｃｍ，
以储水量计算的恢复度两者结果一致。总体来看，

没有植物情况下深达１０００ｃｍ的干化土壤在短期内

可以得到较好的恢复。

（２）薄膜覆盖、石子覆盖、树枝覆盖、裸地、枣
树、刺槐 ０～１０００ｃｍ土壤储水量增加量分别为
１２１１４、８５３４、６６２５、５２３２、１７８、－２３５７ｍｍ，全
年覆 盖 降 雨 贮 存 效 率 分 别 为 ６３４％、４２４％、
２９４％、２３０％、－８５％、－２０３％，土壤水分恢复
度分别为１５５６％、１１０１％、８６３％、６７６％、２３％、
－３１２％。
（３）４年生枣树耗水深度在 ０～３００ｃｍ范围

内，３００ｃｍ以下土壤含水率几乎不发生变化，４年
生刺槐耗水深度超过 １０００ｃｍ。枣树年均蒸散量
为 ５８６４ｍｍ，年均降雨能够满足枣树生长需水。
刺槐年均蒸散量为６６６５ｍｍ，是枣树的１１倍，年
均降雨不能满足其生长需水，需消耗土壤水分。

当刺槐林下土壤含水率降低到 ４８％左右时不再
变化，枣树土壤水分略有恢复，种植刺槐导致土壤

更加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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