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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丘陵沟壑区２０年龄期梯田果园对不同标准
极端降雨侵蚀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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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黄土丘陵沟壑区极端暴雨频发，严重威胁梯田果园安全生产，而梯田果园对不同标准的极端暴雨侵蚀调
控研究薄弱这一科学问题，在延安方塔２０年龄期的梯田果园上进行野外模拟降雨试验，对果树、坡面植被、坡面枯落
物３种调控因子在降雨强度由百年一遇增大到万年一遇时的侵蚀调控效果开展研究。结果表明：（１）相较于无调控
措施，枯落物的减水率由４４．１１％增大到５２．５５％，坡面植被的减水率由２２．８１％增大到２６．９８％，而果树对产流的消减
作用存在阈值，其对产流的消减量为４．４９～５．８１Ｌ／ｍ２。（２）相较于无调控措施，果树、坡面植被和枯落物对侵蚀产沙
的消减量都随雨强增大而增大，但坡面植被的减沙率随暴雨标准提升而减小，果树的减沙率随暴雨标准提升呈正相
关，当降雨标准超过千年一遇时，果树对产沙调控效果超过坡面植被，枯落物在减少侵蚀产沙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其减沙率在６０％以上。（３）梯田果园在３个调控因子综合作用下，减水减沙效益超过８０％，遭受万年一遇暴雨时，次
降雨侵蚀模数仅为９３．７５ｔ／ｋｍ２，低于容许土壤侵蚀量，说明随梯田果园生产年限增加安全标准提高。本研究能为黄
土丘陵沟壑区数百万亩梯田果园梯安全生产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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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００年以来，随着人工汇集雨水技术的成
熟［１］，山地果树水分匮缺得到解决，有利于高品质苹
果生产的光热水土资源得到高效耦合，梯田果园这一
水土保持高效农业生产形式在黄土丘陵沟壑区迅速
发展，并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仅延安市梯田果
园面积近１６．６７万ｈｍ２，产值超过１００亿元，是“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黄土高原生态产业发展的重要
体现形式。但进入新世纪以来，黄土高原极端天气频
发，特别是２０１３年出现的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对梯
田果园的安全生产造成重大威胁［２］。

近年来，学者们对梯田果园侵蚀调控方面的研究取
得了一定的进展［３－６］。Ｓａｎｇ－Ａｒｕｎ等［７］研究了梯田的结
构和地表覆盖对梯田侵蚀的影响，随梯田级数增多，由
上级田面到下级田面的过程中，其侵蚀形态由细沟侵蚀
发展为冲沟；郝连安［８］、贾立志［９］、白先发［１０］等在对安塞
方塔梯田果园进行野外长期观测的基础上，采用数学模
型和室内外试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梯田果园果树的
水肥匮缺、水窖配置、集雨补灌制度与方法等，分析了

２０１３年百年不遇暴雨对梯田果园的侵蚀规律；刘士余
等［１１］通过对红壤区坡地果园研究，得到在梯田果园裸露
的梯壁上植草后，其拦蓄地表径流和控制土壤侵蚀的能
力分别提高２２．５，３０．６２倍；李晶晶等［１２］研究了高分子材
料聚丙烯酰胺对黄土丘陵沟壑区坡地果园径流产沙的
影响，认为随撒施量的增加，果园侵蚀泥沙量降低。但
以往研究对黄土丘陵沟壑区梯田果园在不同标准极端
降雨条件下的安全生产和侵蚀调控研究较为薄弱，为
此，本研究在方塔果园布设野外径流小区进行人工降雨
试验，分析梯田果园对不同标准极端暴雨的调控响应机
制，以便为黄土高原果园的安全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径流小区位于安塞县沿河湾镇方塔村（１０８°５０′—

１０９°２６′Ｅ，３６°３０′—３７°１９′Ｎ），地貌属黄土丘陵沟壑
区，海拔１　０１２．１～１　７３１．７ｍ。安塞县气候属中温带
大陆性半干旱季风气候，四季长短不等，干湿分明，

年平均气温８．８℃（极端最高温３６．８℃，极端最低温

－２３．６℃），年平均降水量５０５．３ｍｍ，降水主要分布
在６—９月。方塔梯田果园使用年限超过２０ａ，边坡
有较好的覆盖条件，有长茅草、匍匐冰草、铁杆蒿等
多种杂草生长，盖度达６０％～６５％，杂草高度主要在

２０～８０ｃｍ之间，坡面有丰富枯落物层，主要由枯枝
落叶及腐殖质组成，厚度６～１０ｃｍ，储量３．５～９．６
ｋｇ／ｍ２，土壤基本性质见表１。

表１　研究区土壤基本性质

指标
土壤容重／

（ｇ·ｃｍ－３）

土壤有机质含量／

（ｇ·ｋｇ－１）
颗粒分级

黏粒／％ 粉粒／％ 砂粒／％
数值 １．３８　 ８．５５　 １６．８２　 ６３．０４　 ２０．１４

１．２　径流小区布置
人工模拟降雨径流小区布设于安塞方塔梯田苹果

园，由田面和隔坡两部分组成，田面部分为２ｍ×２ｍ，田
坎部分投影面积为２ｍ×２ｍ。方塔梯田果园使用年限
超过２０ａ，受长期人为扰动，梯田边坡不平整，实地测量
田面边缘部分有一定坡度（０°～１°），边坡坡度为３７°。其
中一个小区有果树生长，果树株高３ｍ，冠幅１．６ｍ，郁闭
度０．６。每个小区投影面积约８ｍ２（２ｍ×４ｍ），小区由
高０．３ｍ铁皮围成，铁皮插入土层深度为０．２ｍ，以消除
侧向入渗的影响。小区下方安放集流装置，用塑料桶收
集小区内降雨各时段的径流泥沙。

１．３　调控因子定义
梯田果园是由平坡段的田面及隔坡段两部分组

成。在方塔梯田果园调查显示：当地果园管理条件较
好，田面基本无杂草，主要为果树生长。因此，在梯田
果园中，直接起调控作用的因子主要有果树、坡面植
被、坡面枯落物。

１．４　试验设计
降雨模拟试验采用便携式侧喷降雨器，分别设置

在小区的左右两侧。结合野外人工降雨的经验［１３］，
试验开始前测定径流小区土壤前期平均含水率，之后将
径流小区用塑料布遮盖，进行降雨强度率定，当稳定到
设计雨强后，迅速将塑料布揭开并开始计时。研究中分
析了安塞地区多年降雨资料，参考《水土保持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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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中的相关要求，认为高建恩等［１４］在黄土高原小流
域水力侵蚀模拟试验设计与验证研究中，进行降雨当
量分析中给出的相关资料，与本研究区降雨情况一
致，可作为暴雨标准的划分依据。降雨设计见表２。

表２　降雨设计及暴雨标准划分

降雨强度／

（ｍｍ·ｍｉｎ－１）

降雨

历时／ｍｉｎ

降雨量／

ｍｍ
暴雨标准

１　 ９０　 ９０　 １００年一遇暴雨

１．５　 ６０　 ９０　 １０００年一遇暴雨

２　 ４５　 ９０　 ５０００年一遇暴雨

２．５　 ３６　 ９０　 １００００年一遇暴雨

　　小区坡面处理：（１）保持坡面自然植被；（２）对
坡面植被进行去除，只保留枯落物层；（３）清除枯枝
落叶及松散腐殖质，达到基本裸坡。本次降雨模拟试
验中，径流小区下垫面类型有４种：裸地＋裸坡
（ＬＬ）、果地＋裸坡（ＧＬ）、果地＋枯落物（ＧＫ）、果地

＋自然植被（ＧＺ）（图１）。因此，果树效益＝ＧＬ－
ＬＬ，枯落物效益＝ＧＫ－ＧＬ，植被效益＝ＧＺ－ＧＫ，３
个因子总效益＝ＧＺ－ＬＬ。

１．５　样品采集及处理
径流样收集：模拟降雨过程中，坡面产流后，在接

样口用塑料桶接收径流泥沙，每桶接满后记录时间，
再收集下一个径流泥沙样，并对样品进行编号，依次
进行直至降雨结束。

图１　小区下垫面情况示意图

径流样处理：每个径流样收集后进行称重记录，
然后将径流样静置，６个小时后倒去上层清液，用烘
干法（１０５°）将样品烘干后称量泥沙重量。

１．６　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Ｅｘｃｅｌ，ＳＰＳＳ　２１．０对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

Ｏｒｉｇｉｎ　９．０，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制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侵蚀调控因子作用下产流特征

２．１．１　不同调控因子对产流过程的影响　在不同标
准暴雨下，产流速率的时间变化规律都表现为先增大
后在一定区间内波动稳定。果树、枯落物、坡面植被
对径流过程的影响程度有明显差异，分析其产流动态
变化过程（图２），可以得出果树对产流速率的调控作
用随降雨强度增大而减小，枯落物及坡面植被的调控
作用随降雨强度增大而增大。

图２　不同下垫面产流速率的时间变化曲线

　　同一雨强条件下，各调控因子对产流速率的消减
能力随降雨强度的变化差异性明显。在百年一遇暴雨
下，果树对产流速率的消减量为８９．４４ｍｌ／（ｍｉｎ·ｍ２），

是坡面植被调控效益的１．１９倍，是枯落物调控效益
的６３．６７％；在千年一遇暴雨下，果树对产流速率的消
减量为９１．０７ｍｌ／（ｍｉｎ·ｍ２），是坡面植被和枯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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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效益的９３．５４％和３４．５１％；在５０００年一遇暴雨
下，枯落物对产流速率的消减量达到了４０７．３ｍｌ／
（ｍｉｎ·ｍ２），是果树和坡面植被的３．０５，１．６１倍；在万
年一遇暴雨下，枯落物对产流速率的消减作用显著提
升，达到７６７．３１ｍｌ／（ｍｉｎ·ｍ２），是果树和坡面植被
的８．２５，２．２１倍。果树对产流速率的调控作用在雨
强增大过程中较为稳定，枯落物及坡面植被对产流速
率的调控作用随降雨强度而增大，坡面枯落物对梯田
果园产流速率的调控起主导作用。

２．１．２　不同调控因子对产流总量的影响　降雨径流
是土壤侵蚀发生的动力来源，次降雨的产流总量可以
反映侵蚀量的大小。４种下垫面条件下，小区产流总
量随暴雨等级的提升呈增加趋势，而且与果树对次降

雨产流总量的消减作用相比，枯落物及坡面植被对产
流总量的调控效果明显高于果树（图３）。

与ＬＬ相比，不同等级暴雨下ＧＬ，ＧＫ和ＧＺ的平均
减水率分别为１４．２３％，６３．１４％和８７．５６％，因此，果树、
枯落物和坡面植被的减水率分别为１４．２３％，４９．９６％和

２４．２４％。可见，各调控因子减水贡献率随降雨强度的变
化而变化，枯落物的减水贡献率远大于果树及坡面植
被。由图４可以看出，随暴雨等级提升，枯落物的减水
贡献率呈增大趋势，由百年一遇时的５２．０９％增加到万
年一遇时的５９．３２％，平均减水贡献率为５５．８２％，坡面植
被的减水贡献率总体呈增大趋势，平均减水贡献率为

２７．８５％，而果树的减水贡献率呈减小的趋势，由２０．８９％
减小到１０．２３％，平均减水贡献率为１６．３２％。

　　　　　图３　不同下垫面条件下小区产流总量　　　　　　　　　　　图４　不同雨强下调控因子的减水贡献率

２．２　不同侵蚀调控因子作用下产沙特征

２．２．１　不同侵蚀调控因子对侵蚀产沙过程的影响　
同一下垫面条件下，随着降雨强度的增大，小区侵蚀

强度明显增强，产沙峰值增大，且产沙峰值出现的时

间随降雨强度的增大而提前。不同调控因子对产沙速

率的影响差异明显，ＬＬ和ＧＬ条件下，在１ｍｍ／ｍｉｎ和

１．５ｍｍ／ｍｉｎ雨强时，产沙速率表现为先陡增后趋于稳

定，再达到峰值后减小趋于稳定，在２ｍｍ／ｍｉｎ和２．５

ｍｍ／ｍｉｎ雨强时，产沙速率表现为陡增达到峰值，而后

减小趋于稳定，主要与侵蚀沟的发育有关；ＧＫ和ＧＺ条

件下，产沙速率表现为缓增而后趋于稳定（图５）。

通过对不同等级暴雨条件下，各小区侵蚀产沙过

程的综合分析可得，在百年一遇暴雨下，枯落物对产

沙速率的消减量为３．３８ｇ／（ｍｉｎ·ｍ２），是果树及坡

面植被调控效益的７．６９倍及３．９６倍；在千年一遇暴

雨下，枯落物对产沙速率的消减量为６．１４ｇ／（ｍｉｎ·

ｍ２），是坡面植被和枯落物调控效益的４．６６倍和４．７４
倍；在５０００年一遇暴雨下，枯落物对产沙速率的消减

量为９．９８ｇ／（ｍｉｎ·ｍ２），是坡面植被和枯落物调控

效益的３．４２倍和３．８２倍；在万年一遇暴雨下，枯落物对

产沙速率的消减量陡增，达到２１．０１ｇ／（ｍｉｎ·ｍ２），是

果树和坡面植被的３．１３，４．５８倍。３种调控因子对产

沙速率的调控作用都随降雨强度的增大而增大，果树

对产沙速率的调控作用随降雨强度增大超过坡面植

被，枯落物对产沙速率的调控作用在任意等级暴雨下

都远高于其他两个调控因子。

２．２．２　不同侵蚀调控因子对侵蚀产沙总量的影响　
不同下垫面和不等级暴雨条件下，侵蚀产沙总量随时

间的变化曲线见图６。ＬＬ与 ＧＬ下垫面条件下，产

沙总量曲线随降雨强度增大，曲线由相交到分离，说

明果树对侵蚀产沙的调控作用随雨强增大显著增加。

对不同下垫面条件下，小区侵蚀产沙状况进行综合分

析，不考虑雨强影响，果树减沙率为１４．２５％，枯落物

减沙率为６０％，坡面植被的减沙率为１５．９５％。

各调控因子减沙贡献率如图７所示。果树的减

沙贡献率与雨强呈正相关，由１ｍｍ／ｍｉｎ时的９．３５％增

加到２．５ｍｍ／ｍｉｎ时的１９．４％，平均减水贡献率为

１５．７％，与其减水贡献率表现出相反的结果。枯落物

的减沙贡献率随雨强先略微减小后稳定，平均减沙贡

献率为６６．６％，而坡面植被的减沙贡献率随降雨强度

的增大呈减小趋势，由１８．１５％减小到１４．７１％，平均

减水贡献率为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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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下垫面产沙速率的时间变化曲线

图６　不同下垫面侵蚀产沙总量的时间变化曲线

　　在安塞方塔多年生梯田果园上，通过多个侵蚀
调控因子的综合作用，其减沙效益可达９２．５５％。在
万年一遇的暴雨侵蚀冲刷下，其侵蚀模数仅为９３．７５
ｔ／ｋｍ２，远低于容许土壤流失量［１５］，水土保持效益极
高。在２０１３年６—９月，延安遭遇万年不遇暴雨灾害
时，方塔梯田果园受灾害程度小，远低于其他梯田
农业模式［９－１０］，农业生产得到保障。因此，在果树、坡
面植被、枯落物共同作用下，梯田抵抗暴雨的能力
显著提升。

３　讨 论
３．１　调控因子对产流的影响分析

各个调控因子对产流的调控作用一方面是自身的
截留效果，另一方面是通过增加入渗来实现的。植物冠
层叶片吸附截留降雨的能力是有限的，当截留量趋于稳
定时，降雨量增大，截留量不变，截留率就会降低［１６］。果
树冠层的截留能力有限，在模拟暴雨的过程中，截留量
很容易达到饱和，而且果树根系较深，对表层土壤孔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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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改善较弱，因此，果树减水贡献率与降雨强度呈
负相关。坡面植被种类多，草灌结构复杂，截留能力
较强，同时草本植物根系较浅，对表层土壤结构有明
显改良作用。枯落物层主要由枯枝落叶及腐殖质组
成，蓄水保水能力强，既能改善表土层土壤结构，也能
通过拦挡延长径流过程，增加入渗量。枯落物减水效
益＞坡面植被＞果树，该结果与王红［１７］对不同水土
保持措施的分析结果有较高的一致性。

图７　不同雨强下调控因子的减沙贡献率

３．２　调控因子对侵蚀产沙的影响分析
果树的减沙贡献率表现与其减水贡献率截然相

反，分析认为：从能量角度来看，雨强越大，雨滴能量
越大，通过树冠层的作用再到达地面时减少的能量越
多［１８］，对雨滴击溅侵蚀强度的消减越强，因此当雨强
增大，侵蚀加剧时，果树减沙贡献率反而增大。坡面
植被一方面通过覆盖，减小降雨对坡面击溅；另一方
面，通过植物根系对土体固结及对坡面径流的减缓。
枯落物的减沙能力从３个方面作用：一是可以减小雨
滴对坡面的击溅侵蚀；二是可以通过机械作用阻挡坡
面泥沙，有效降低坡面产沙量；三是可以减缓坡面径
流，降低径流的携沙能力［１９－２０］。

４　结 论
（１）枯落物及坡面植被对产流速率的调控作用，

随暴雨标准提升呈增大趋势，而果树对产流速率的
调控作用与暴雨标准呈负相关。对降雨产流总量的
消减率表现为枯落物＞坡面植被＞果树，且枯落物
减少率超过果树及坡面植被之和，在产流调控中占主
导地位。果树受自身截留作用上限的影响，对产流量
的消减作用存在阈值，其对产流总量的消减量稳定
在４．４９～５．８１Ｌ／ｍ２。

（２）随暴雨标准提升，枯落物及坡面植被对产沙
速率的调控作用呈减小趋势，稍有减小，但果树对产
沙速率的调控作用明显增强。在百年一遇暴雨下，对
产沙速率的调控作用为枯落物＞坡面植被＞果树，当
暴雨标准提升到千年一遇以上时，对产沙速率的调控
作用为枯落物＞果树＞坡面植被。枯落物在调控侵

蚀产沙中起主要作用，其减沙率在６０％以上。
（３）２０年龄期的方塔梯田果园上，果树生长状

况好，梯田隔坡上植被种类繁多，盖度高，且有着丰富
的枯落物层，在各种调控因子综合作用下，在百年一
遇到万年一遇的暴雨过程中，其减水效益为８４．６８％～
８９．１４％，减沙效益为８６．４３％～９２．５６％。在万年一
遇暴雨条件下，侵蚀模数仅为９３．７５ｔ／ｋｍ２，远低于容
许土壤侵蚀量。说明目前方塔梯田果园可抵御万年
一遇暴雨灾害，与２０１３年发生百年不遇暴雨的研究
结果近似，因此延安方塔果园的综合调控模式可以作
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梯田果园的示范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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