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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羊河下游天然胡杨林分布特征及土壤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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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掌握石羊河下游天然胡杨资源及分布区土壤特性!采用询问"聘请向导等方式对石羊

河下游天然胡杨进行了地毯式的调查!分析了天然胡杨分布特征及土壤养分"水分"地下水位等因

子#结果表明$

%

%石羊河下游天然胡杨在原水系和河道周围呈零星"分散的点片状分布!以土地利

用现状和立地条件为依据!将现存胡杨林地划分为渠路旁"耕地旁"沙丘地"老河滩地"弃耕地等
$

个类型!其中耕地旁胡杨林分布点&块%数最多且长势优于其他胡杨林类型#

!

%不同类型胡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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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层中的速效
K

"全
/

"有机质含量最高!然后随土层深度增加而逐渐减少!且只有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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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层中耕地旁胡杨林显著高于其他类型&

!

"

";"$

%!其余各土层差异性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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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胡杨林
L

M

差异性不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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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胡杨林土壤颗粒物体积百分比随土层不

同而不同!粘粒和粉粒在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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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沙丘地胡杨林与其他类型间差异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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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沙粒和粗沙粒在同一土层不同类型间差异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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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旁胡杨林土壤水分高于其

他类型!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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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层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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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杨分布区地

下水埋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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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灌区之间差别较大!对胡杨分布和生长没有造成直接影响#

$

%杜绝

毁林垦种!合理分配水资源!适度补充胡杨分布区土壤水分是维护区域天然胡杨健康发展的有效途

径'同时!可结合地方经济发展!适度开展胡杨林人工种植!以保护地方特色天然林种#

关键词!石羊河下游'天然胡杨'分布特征'土壤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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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杨"

!"

#

$%$&'$

#

()*+,-*

#是典型的干旱大陆

性气候环境条件下的乔木树种!喜光(喜温暖(耐寒

抗旱(耐盐碱(抗风沙!是荒漠区河岸林主要建群树

种'是中亚荒漠地区中分布最广的乔木树种之一!

由它所形成的河岸林!是荒漠地区中独特的森林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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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胡杨林主要分布于新疆(内蒙(甘肃(

宁夏(青海等
$

个省!其中新疆的胡杨分布面积占全

国的
<%;%W

!大多分布于塔里木盆地!是目前全世

界最大的一片天然胡杨林!从新疆塔里木河谷形成

的走廊状沿岸森林断续向东!经罗布低地和哈顺戈

壁而至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额济纳谷地均有胡杨分

布)

#&$

*

'地处甘肃河西走廊东端(石羊河流域下游的

民勤县境内也有天然胡杨的分布'近年来!有学者

对塔里木河流域(黑河流域等地的胡杨林!从群落多

样性(种群结构(土壤水分空间特征(根际微生物等

方面进行了研究)

=&%"

*

!也有学者对胡杨的引种栽培

及其生长规律进行研究)

%%

*

'但对石羊河流域内胡

杨林研究较少!尤其是石羊河流域下游胡杨林分布(

生存现状未见报道'

石羊河是甘肃省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河之一!其

下游流域行政区隶属甘肃省民勤县!地处腾格里沙

漠西缘!东北部与巴吉林沙漠接壤!三面环沙!区内

多为荒漠地带!生态环境十分脆弱!长期以来!生长

在这片土地上的胡杨为维护该区域的生态平衡起着

极其重要的作用'

!"

世纪
$"

年代未开始!为了节

约和合理分配水资源!当地政府规划修建了红崖山

水库(跃进渠等水利工程!有利地促进了当地社会经

济尤其是绿洲农业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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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的不

断发展和人口的日益增长!人们对可耕地的渴求越

来越大!县境内毁林垦荒和乱滥伐现象加剧!境内水

资源逐年减少!使原有的胡杨林面积锐减!林分质量

降低!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灾害性天气不断增多!严

重影响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经济发展'为了拯

救和保护对民勤脆弱的生态平衡起着重要作用的胡

杨!以发挥其防风固沙!稳定绿洲!保障农牧生产等

生态效益!甘肃省治沙研究所于
!"%A

年对民勤县境

内现存的天然胡杨林进行了全面调查!对其分布特

征及土壤因子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探清了胡杨的

生存条件(生长水平及发展趋势!为当地政府和相关

部门实施胡杨林人工恢复(科学管护和合理开发提

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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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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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民勤绿洲及其周边!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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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绿洲面积约

%"""ZF

!

!只占全县国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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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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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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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年平均气温
?;=\

!极

端最高气温
#A;%\

!极端最低气温
U!A;A\

!年日

照时数
!A#!;%1

&区域地势平坦!日照充足!热量丰

富!但水资源十分短缺!石羊河为唯一的地表水资

源!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FF

!平均蒸发量为
!=#?

=%

西北林学院学报
#$

卷
!



FF

!降水量主要集中在
?U<

月份&区内风大多沙!

全年平均扬沙
$<:

!沙尘暴日数
!?:

!气候环境十分

恶劣!为典型的温带大陆性荒漠气候'地貌类型为

平原(沙漠和低山丘陵!土壤类型以风沙土(灰棕漠

土(草甸土(草甸沼泽土为主'

!"#

!

植被调查和土样采集

!"%A

年
=

月!项目组在前期查阅资料的基础

上!通过询问(雇用向导和踏查的方式!对民勤县境

内天然胡杨进行了全面调查!对每个胡杨分布点

"区#进行了坐标定位'根据胡杨分布区土地利用现

状及胡杨林所处立地生态条件将胡杨林类型划分为

渠路旁(耕地旁(沙丘地(老河滩地(弃耕地等
$

个类

型!将分布区按地理位置分成
#

个区!每一区内设置

不同类型胡杨林调查样地各
%

个!

#

个位置区
$

个

胡杨林类型共设置样地
%$

个&样地大小以该点胡杨

分布面积为准!在每个样地内调查胡杨龄级组成(高

度(长势及其他植被种类和覆盖度!其中胡杨龄级划

分采用胸径替代法!即
$J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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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幼龄树!

%!JF

$

9

"

!$JF

为中龄树!

!$JF

$

9

"

$"JF

为

成熟龄树!

9

%

$"JF

为过熟龄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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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每个

样地内采用
$

点法!用土钻提取每个样点土壤!提取

深度
%""JF

!分
$

层!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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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样点每层提取约
!""

G

土

壤!然后平均分成
!

份$一份随即称重"土壤鲜土

重#!然后带回室内烘干再称干重!以测定土壤水分&

另一份将
$

个样点同一深度土层土壤混合均匀!装

袋后带回实验室!以测定土壤粒度(养分(有机质等

因子'

!"$

!

地下水位调查

石羊河下游的民勤县属于灌溉农业区!当地政

府在管理水资源的过程中!将全县划分为坝区(泉山

区(湖区(环河区和昌宁区等
$

个灌区)

%@

*

'项目组

在调查胡杨分布情况和土壤水分的同时!标定了距

离每个胡杨分布点最近的灌溉用机井的地理坐标!

然后从当地相关部门收集到对应机井非灌溉季节的

地下水位数据"即机井水面到地面的距离#!以此作

为胡杨分布区地下水位分析依据'

!"%

!

土壤因子测定

土壤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氧化外加热法&土壤

全氮采用凯氏蒸馏法&土壤速效磷采用氢氧化钠溶

液
&

钼锑抗比色法&土壤
L

M

值用蒸馏水"水土比
$]

%

#浸提后
L

M

计测定)

%$

*

&土壤颗粒用马尔文激光粒

度分析仪测定&土壤含水量采用烘干法测定!使用重

量百分比表示$土壤重量含水率
^

""土壤鲜质量"

G

#

土壤干质量"

G

#%土壤干质量"

G

##

[%""W

'

!"&

!

数据统计与分析

利用
E_J3-!"%=

对调查数据进行录入(整理和

计算!

NKNN!"

对不同胡杨分布区土壤养分特征及水

分指标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3&2,

6

C/̀ aC

#!

显著性水平
!

"

";"$

'

!

!

结果与分析

#"!

!

石羊河下游天然胡杨分布范围及胡杨林类型

根据询问调查和实地踏查!

!"

世纪
$"

年代前!

石羊河下游两岸及其周围分布有成片的天然胡杨

林'

!"

世纪
$"

年代末起!随着石羊河流域水资源

利用变化!水利工程的不断改造建设!上游来水锐

减!下游地下水位下降!以及毁林垦植等因素!目前

天然胡杨在民勤县的环河区(坝区(泉山区(湖区(昌

宁区呈点片状零散分布"图
%

#!地理范围为
#AX%!Y

U#<X"!Y/

!

%"!X#=YU%"#X@?YE

!海拔
%#"?

"

%@@@

F

'为了便于分析!项目以胡杨林地所处的土地利

用现状及立地生态条件!将胡杨林划分为渠路旁胡

杨林(耕地旁胡杨林(沙丘地胡杨林(河滩地胡杨林(

弃耕地胡杨等
$

种类型'

#"#

!

石羊河下游天然胡杨林分布特征"林分结构及

植被构成

!!

由表
%

可以看出!以天然胡杨林类型为统计单

位!则耕地旁胡杨林分布点"块#数最多!占
#<;$AW

!

其次 是 渠 路 旁 胡 杨 林 和 沙 丘 地 胡 杨 林!分 别 为

!?;"AW

!

!";A@W

!河滩地胡杨分布最少!仅
@;%?W

&

从林分结构来看!不同类型胡杨林中均为中龄林和

幼龄林居多!占比
%

?"W

!且生长正常!过熟龄和成

龄树木占比较小!且除了耕地旁生长正常外!其余各

林地均呈衰败趋势!有明显的干梢枯枝现象&幼苗的

萌发量是弃耕地胡杨林中最大!然后依次是沙丘地

胡杨林(耕地旁胡杨林(渠路旁胡杨林!河滩地胡杨

林中幼苗萌发量最小'从胡杨的整体长势来看!耕

地旁胡杨林中各龄级胡杨长势均优于其他类型!然

后依次为渠路旁(弃耕地(沙丘地!河滩地胡杨林长

势最差'

调查可知"表
!

#!石羊河下游天然胡杨林分内其

他天然植被共有
%@

科
#"

属
#@

种!其中渠路旁胡杨

林内有
A

科
%#

属
%$

种!耕地旁胡杨林内有
%%

科
!$

属
!A

种!沙丘地胡杨林内有
%"

科
%A

属
%<

种!河滩

地胡杨林内有
$

科
A

属
A

种!弃耕地胡杨林内有
%%

科
%@

属
%$

种&从植物种数上讲!耕地旁胡杨林内其

他天然植物种数最多!然后依次为沙丘地(渠路旁(弃

耕地(河滩地&耕地旁的林下植被覆盖度最大为
@$W

!

其余依次为渠路旁
#$W

(弃耕地
#"W

(沙丘地
!AW

(

河滩地
%"W

&各立地类型中林下植被生长正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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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

!

石羊河下游天然胡杨分布区域

58

G

;%

!

O8,

G

*,F(.013:840*8P)08(+,*3,(.+,0)*,-!.'$

#

()*+,-*

表
F

!

不同类型天然胡杨林林分特征

T,P-3%

!

Q1,*,J03*8408J4(.:8..3*3+00

6L

34(.+,0)*,-!.'$

#

()*+,-*.(*340

胡杨林
类型

占分布
点数比%

W

胡杨龄级组成比例%

W

b Q c B

胡杨长势 样地特点

渠路旁
!?;"A @;$A %@;<! #<;!$ @%;!$

部分过熟(成龄树木有枯枝干梢&

中(幼龄树生长良好&幼苗萌发量
较少

道路修建和水利工程改造过程中
旁边存留下来的胡杨树木

耕地旁
#<;$A @;A# !%;=% @!;?A #";?A

过熟(成龄树生长正常&中(幼龄树
生长良好&幼苗萌发量很少

毁林开垦的过程中!耕地旁边保留
下来的胡杨树木

沙丘地
!";A@ #;$" %#;"" @%;#" @!;!"

过熟(成龄树衰败!枯枝现象严重&

中龄树生长一般!幼龄树生长正
常&个别点幼苗萌发较多

原有的胡杨林地因地下水位下降!

生态植被退化而形成的沙化胡杨
林地

河滩地
@;%? ?;$" !!;$" @!;$" !?;$"

过熟(成龄(中龄树衰败!枯梢现象
严重&

A"W

以上的幼树死亡
是

!"

世纪
$"

年代之前!石羊河自
然河道遗留下来的胡杨林地

弃耕地
A;## $;"" %@;## #=;=? @@;""

过熟(成龄树衰退!有枯枝现象&中
龄(幼龄树生长正常&幼苗萌发较
多

是已经过开垦耕种!后因政策而放
弃耕种的胡杨林地

!!

注$

b

表示过熟龄级树木!

Q

表示成熟龄级树木!

c

表示中龄级树木!

B

表示幼龄级树木'

#"$

!

石羊河下游天然胡杨分布区土壤养分特征

对石羊河下游天然胡杨分布地土壤养分测定分

析表明"表
#

#!分布区土壤速效
K

(全
/

(有机质含量

在各不同类型胡杨林中均为
"

"

!"JF

的土层内含

量最 高!分 别 为
#;## F

G

+

%""

G

U%

(

";"?=W

(

%;#<W

!随土层深度增加各养分含量逐渐减少&从不

同类型胡杨林分析!耕地旁林地的速效磷(全氮(有

机质含量最高!渠路旁林地和沙丘地林地中相对较

少!并且
"

"

!"JF

土层中!耕地旁林地土壤速效
K

(

全
/

(有机质显著高于其他林地"

!

"

";"$

#!其余各

土层则差异性不显著"

!

#

";"$

#'

#"%

!

石羊河下游天然胡杨分布区土壤颗粒"水分及

'

(

值特征

!!

由表
@

可以看出!石羊河下游天然胡杨分布区

土壤颗粒特征$

%

#分布区土壤中细沙粒体积占比最

高!在
!A;=?W

"

?@;!#W

!其次是粗沙粒!体积占比

在
%!;<=W

"

=?;%#W

!粘 粒 体 积 占 比 最 小!在

";=<W

"

=;A!W

&

!

#土壤颗粒在不同类型不同土层

A%

西北林学院学报
#$

卷
!



深度下变化不同!粘粒和粉粒在沙丘地胡杨林中随

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增加!尤其在土层
@"

"

="JF

上

与其他类型胡杨林差异性显著"

!

"

";"$

#!而其他

类型胡杨林则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减小!且同一土

层不同类型之间差异性不显著"

!

#

";"$

#&细沙粒

和粗沙粒体积占比在各类型中随土层深度的增加呈

表
G

!

不同类型天然胡杨林林下植被

T,P-3!

!

O8..3*3+00

6L

34,44(J8,03:4

L

3J834(.+,0)*,-!.'$

#

()*+,-*.(*340

胡杨林类型 植被盖度%

W

种数 天然植被种类 生长状况

渠路旁
#$ %=

唐古特白刺"

D,+)*),*+*6

7

$+")$<

#(小果白刺"

D.&,3,),-*

#(枸杞"

2

1

-,$<

3*)3*)$<

#(黑果枸杞"

2.)$+('6,-$<

#(甘草"

?%

1

-

1

))(,B*$)*%'6&,&

#(花花柴
"

0*)'%,6,*-*&

#

,-*

#(芦苇"

!()*

7

<,+'&*$&+)*%,&

#(苦豆子"

/"

#

(")**%"

#

'-$C

)",5'&

#(黄花矶松"

2,<"6,$<*$)'$<

#(盐生草"

E*%"

7

'+"6

7

%"<')*+$&

#(铁线
莲"

;%'<*+,&,6+),-*+*

#(顶羽菊"

:-)"

#

+,%"6)'

#

'6&

#(芨芨草"

:-(6*+(')$<

&

#

%'65'6&

#(鹅绒藤"

;

1

6*6-($<-(,6'6&'

#(骆驼蒿"

!'

7

*6$<6,

7

'%%*&+)$<

#

正常

耕地旁
@$ #!

唐古特白刺(柽柳"

F*<*),G-(,6'6&,&

#(小 果 白 刺(枸 杞(黑 果 枸 杞(红 砂
"

@'*$<$),*&""6

7

*),-*

#(盐爪爪"

0*%,5,$<

8

"%,*+$<

#(甘草(盐生草(蓼子朴
"

A6$%*&*%&"%",5'&

#(骆驼蓬"

!'

7

*6$<(*)<*%*

#(骆驼蒿(芨芨草(芦苇(黄花
矶松(独行菜"

2'

#

,5,$<*

#

'+*%$<

#(苦豆子(猪毛菜"

/*%&"%*-"%%,6*

#(顶羽
菊(蒙古鸦葱"

/-")B"6')*<"6

7

"%,-*

#(砂蓝刺头"

H-(,6"

#

&

7

<'%,6,,

#(刺儿菜
"

;,)&,$<&'+"&$<

#(铁线莲(花花柴(戈壁天门冬"

:&

#

*)*

7

$&

7

"3,-$&

#(苣荬
菜"

/"6-($&*)I'6&,&

#(艾蒿"

:)+'<,&,**)

71

,

#(赖草"

2'

1

<$&&'-*%,6$&

#

正常

沙丘地
!A !!

唐古特白刺(柽柳(枸杞(黑果枸杞(红砂(盐爪爪(沙拐枣"

;*%%,

7

"6$<*)3"C

)'&-'6&

#(大花白麻"

!"*-

1

6$<('65')&"6,,

#(芨芨草(盐生草(苦豆子(沙蒿
"

:)+'<,&,*5'&')+")$<

#(猪毛菜(芦苇(赖草(黄花矶松(沙米"

:

7

),"

#

(

1

%%$<

&

J

$*))"&$<

#(五星蒿"

4*&&,*5*&

1#

(

1

%%*

#(花花柴

正常

河滩地
%" %$

唐古特白刺(柽柳(猪毛菜(盐生草(五星蒿(沙米(黄花矶松(沙蓝刺头 正常

弃耕地
#" %A

唐古特白刺(柽柳(枸杞(沙拐枣(芨芨草(甘草(骆驼蓬(骆驼蒿(盐生草(苦豆
子(铁线莲(黄花矶松(顶羽菊(冰草(独行菜

正常

表
H

!

不同类型胡杨林分布区土壤养分

T,P-3#

!

N(8-+)0*83+048+:8..3*3+00

6L

34(.!.'$

#

()*+,-*.(*340

土层%

JF

胡杨林类型 速效
K

%"

F

G

+

%""

G

U%

# 全
/

%

W

有机质%

W

"

"

!"

渠路旁
!;??d%;!", ";"!=d";"%#, ";$$d";#=,

耕地旁
#;##d%;!"P ";"?=d";"#%P %;#<d%;"!P

沙丘地
!;"#d%;@#, ";"#%d";"!@, ";=@d";@=,

河滩地
!;%!d!;%", ";"@!d";"#$, ";A"d";$A,

弃耕地
!;$=d";<A, ";"#!d";"%=, ";$Ad";#%,

!"

"

@"

渠路旁
%;<?d";?=, ";"!!d";"%!, ";@"d";!%,

耕地旁
!;%<d%;#$, ";"@"d";"#", ";?@d";@!,

沙丘地
%;<%d%;%", ";"!Ad";"!$, ";$Ad";#$,

河滩地
%;<"d!;"@, ";"!=d";"#?, ";$@d";=#,

弃耕地
!;"=d";A$, ";"#"d";"%", ";=#d";!",

@"

"

="

渠路旁
%;%$d";!<, ";"%?d";""?, ";#%d";%!,

耕地旁
%;@!d%;%", ";"!$d";"%!, ";@$d";!%,

沙丘地
%;%%d";!%, ";"!?d";"%=, ";$$d";!<,

河滩地
%;#"d%;??, ";"%Ad";"#", ";@%d";$$,

弃耕地
%;#%d";$", ";"%Ad";""A, ";#=d";%?,

="

"

A"

渠路旁
%;%"d";!<, ";"%=d";""@, ";!?d";"<,

耕地旁
%;%?d";=#, ";"!%d";"%#, ";@%d";!!,

沙丘地
%;"@d";#=, ";"!Ad";"!?, ";#=d";%@,

河滩地
%;%"d%;"@, ";"%$d";"!%, ";#$d";#=,

弃耕地
";<=d";@A, ";"%$d";""A, ";##d";%=,

A"

"

%""

渠路旁
%;%Ad";@?, ";"%%d";""$, ";@$d";@$,

耕地旁
!;"#d%;?=, ";"!!d";"%", ";@%d";%$,

沙丘地
";?Ad";"@, ";"!d";"!%, ";@#d";#A,

河滩地
%;##d%;@!, ";"!%d";"!A, ";@@d";$!,

弃耕地
";<d";!$, ";"%%d";""$, ";!$d";"?,

!!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同一土层不同胡杨林类型差异显著"

!

"

";"$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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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

不同类型胡杨林分布区土壤颗粒体积百分比"水分及
L

M

值

T,P-3@

!

N(8-

L

,*08J-348I3,+:F(840)*38+:8..3*3+00

6L

34(.!.'$

#

()*+,-*.(*340

土层
%

JF

胡杨林
类型

粘粒

"

";""!FF

粉粒

";""!

"

";"!FF

细沙粒

";"!

"

";!FF

粗沙粒

";!

"

!FF

含水率%

W

L

M

值

"

"

!"

渠路旁
#;%"d!;@#, %";<$dA;#!, =@;?"d%;?"J !%;!@d%!;@#, %;@#d%;A?, A;%?d";$A,

耕地旁
@;A%d%;?@, %A;%@d?;$$, =%;!<dA;#$J %$;?=dA;$!, #;%@d!;=", ?;<=d";@!,

沙丘地
%;A=d%;%!, =;%?d@;"<, =@;A$d@;%%J !?;%#dA;?@P %;!Ad";A%, A;!?d";!",

河滩地
#;@!d$;!!, <;"@d%";=?, #";##d%%;%<, $?;!!d!=;<#J %;?#d%;A!, A;%%d";@A,

弃耕地
%;A!d%;%=, =;=@d#;?=, @=;$<d%#;=#P @@;<=d%=;@!PJ ";$"d";%<, A;%$d";%A,

!"

"

@"

渠路旁
!;A=d!;=%, <;AAdA;<A, =?;?Ad!;A=J %<;@?dA;<!, !;%$d!;?!, A;!"d";$A,

耕地旁
@;@$d#;!!, %A;$=d%!;=<, $?;%%d?;?<PJ %<;AAd!";!<, @;@?d@;%=P A;"!d";@!,

沙丘地
#;A%d!;?$, %@;@!d%";!!, $$;@d%%;%APJ !=;#?d<;"$, !;=Ad%;%%, A;%Ad";!",

河滩地
";A@d";<A, #;#=d#;%!, !A;=?d!#;$%, =?;%#d!?;"=J %;@Ad%;!A, A;!"d";@A,

弃耕地
%;<"d%;"@, ?;!!d#;#", @#;!"d%@;$@P @?;=Ad%$;$!P ";<@d";@", A;%@d";%A,

@"

"

="

渠路旁
%;<Ad";=#, ?;%?d#;=#, ?#;#!d?;#@J %?;$#d%";@$, !;#?d%;=$, A;"Ad";$",

耕地旁
#;!#d%;<AP %%;#<d=;=%, $@;=<d%?;%!P #";?"d!@;=?, @;"=d!;?=, A;"#d";#!,

沙丘地
=;A!d$;%AJ #@;%$d#!;"#P @%;=$d!";@A,P %?;#?d%<;<<, #;?@d#;=#, A;"@d";!?,

河滩地
";=<d";A=, !;?"d!;A$, #%;$=d!%;=$, =$;"@d!@;"=P !;$!d";A$, A;!%d";#A,

弃耕地
%;=@d%;!=, =;!Ad@;%$, ##;?@d%%;#!, $A;#@d%$;#=P %;$"d";=$, A;##d";!$,

="

"

A"

渠路旁
!;@"d%;!#, A;<?d$;#!, ?@;!#d@;"?P %@;@"d!;$!, !;!#d";A#, ?;<=d";@@,

耕地旁
#;==d!;$=, %$;#%d%%;#%, @A;$#d%?;#%, #!;$"d!<;"$P ?;$?d?;@!P A;"@d";!A,

沙丘地
#;A#d!;<@, %<;%@d%<;@?, =%;=Ad%@;%%,P %$;#$d%=;#%, @;#"d%;=A, A;""d";!=,

河滩地
%;%#d";A", @;<!d!;?!, #@;#$d%<;#$, $<;=d!";!AJ !;?%d%;%A, A;#"d";@A,

弃耕地
%;#%d%;%%, $;A!d@;%%, ##;"#d?;?$, $<;A$d%%;$$J %;##d";=", A;@%d";!?,

A"

"

%""

渠路旁
!;%"d%;A%, ?;=<d$;$", ?";?%d#;<%P %<;$"dA;=", @;!@d!;<A, A;"@d";@%,

耕地旁
@;%=d!;=$, %=;$$d%";AA,P $#;"$d%@;!@,P !=;!#d!!;"A, A;#Ad@;<<P A;"#d";!%,

沙丘地
=;"#d@;=!, !A;A!d!A;%%P $!;%<d%<;<!,P %!;<=d%=;!A, #;%#d%;?A, A;"Ad";%@,

河滩地
%;!<d%;"", $;A!d@;#!, #=;!?d%<;A", $=;=!d!%;@%P !;$=d%;$?, A;!"d";@A,

弃耕地
%;%Ad%;?@, $;=@d=;"@, !<;?!d?;@?, =#;@?d%@;<<P %;$"d%;"?, A;@%d";%<,

波动状态!且同一土层不同类型之间差异性显著

"

!

"

";"$

#&

#

#整体分析!同一土层不同类型之间粘

粒和粉粒的体积占比差异性不显著"

!

#

";"$

#!细

沙粒(粗沙粒的体积占比差异性显著"

!

"

";"$

#!尤

其是河滩地胡杨林中的粗沙粒占比在
"

"

="JF

土

层内明显高于其他类型胡杨林'

同样地!石羊河下游天然胡杨分布区土壤水分

特征$分布区土壤重量含水率在
";$W

"

A;#AW

!总

体呈耕地旁胡杨林
#

沙丘地胡杨林
#

渠路旁胡杨林

#

河滩地胡杨林
#

弃耕地胡杨林!且除土层
!"

"

@"

(

="

"

A"

(

A"

"

%""JF

中耕地旁胡杨林的含水率

较高!与其他类型差异性显著"

!

"

";"$

#外!其余各

土层各类型之间差异性不显著"

!

#

";"$

#'此外!

石羊河下游天然胡杨分布区
L

M

值特征"表
@

#$分

布区土壤
L

M

值在
?;<=

"

A;@%

!各土层各类型之间

差异性均不显著"

!

#

";"$

#'

#"&

!

石羊河下游天然胡杨分布区#点$地下水位特征

根据当地水利资源管理区域划分!天然胡杨分

布于环河区(坝区(泉山区(湖区(昌宁区等
$

个灌

区!坝区的地下水位最深!然后依次为泉山区(昌宁

区(湖区(环 河 区!胡 杨 分 布 区 地 下 水 位 最 深 为

##;!AF

!最浅为
!;A=F

!各灌区中胡杨分布区"点#

地下水位平均值如图
!

所示'每一灌区内渠路旁胡

杨林(耕地旁胡杨林(沙丘地胡杨林(河滩地胡杨林(

弃耕地胡杨林等
$

个类型均有分布'

图
G

!

民勤县
J

个灌溉区内胡杨分布区#点$平均地下水位

58

G

;!

!

C93*,

G

3

G

*()+:2,03*-393-(.!.'$

#

()*+,-*8+

$8**8

G

,08(+,*3,4

#

!

讨论

研究区天然胡杨主要分布于石羊河下游原有水

系和河道周围!呈零星的点片状'

!"

世纪
$"

年代

之前!石羊河下游的水经老河道汇入青土湖!老河道

是石羊河的水在自然流淌的过程因地势而成!河道

"!

西北林学院学报
#$

卷
!



较宽!再加上之前石羊河水资源比较丰富!区域地下

水位较浅!河道两旁及周围水草丰盛!其中就有成片

的天然胡杨林)

%=

*

'为了发展绿洲农业经济!改善当

地水利条件)

%?

*

!

!"

世纪
$"

年代末开始!石羊河流域

河道蓄水工程逐步实施!流入下游的水量逐年减少&

为了合理分配有限的水资源!民勤县政府在石羊河

下游也修建了红崖山水库(跃进渠等水利工程!再加

上地方水利工程的配套实施!红崖山水库以下的老

河道再无水经流!老河道长期干涸!尾闾青土湖失去

了水源!湖泊消失!区域生态环境恶化)

%A

*

'天然胡

杨的生长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进入
<"

年代!在民勤县境内掀起了一场种植黑瓜子的热潮!

毁林开垦现象到处可见!地下水过度开采!水位持续

下降!大片的沙枣林(胡杨林消毁或衰退)

%<&!"

*

!自此

县境内的天然胡杨仅剩零散的点片状分布&并且从

!"

世纪
A"

年代起!自水库向外输水的主渠道和大

部分支渠陆续用水泥砖铺砌而成!水在流淌的过程

中下渗量锐减!渠系周围土壤水分逐年减少!致使幸

存下来的胡杨林地土壤中的水分也在减少'

石羊河下游天然胡杨分布现状的形成!一方面

与原来的水系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自然环

境的变化(水利工程的修筑以及毁林开垦等因素的

影响$毁林开垦的过程中成片的天然胡杨林被采伐

了!只保留了耕地边缘的一部分!形成了现在分布类

型中的,耕地旁胡杨林-分布类型'随着社会的发

展!在建渠修路过程中又采伐一部分挡道的胡杨林!

将路旁和渠旁胡杨林保留了下来!形成了,渠路旁胡

杨林-分布类型&一部分老河滩地因土壤条件差!不

适宜耕种!在毁林开垦潮中幸存了下来!从而形成了

现存,老河滩胡杨林-分布类型'还有一种现象先是

毁林开垦耕种!后来由于地方政策的限制而放弃耕

种的土地上!因周边幸存胡杨根蘖繁殖!萌生出了大

量的幼苗和幼林树!形成了,弃耕地胡杨林-分布类

型'由于上游来水的锐减!区域地下水位下降!原有

植被严重退化!胡杨林地沙化演变成沙丘地!形成了

,沙丘地胡杨林-分布类型'

研究区耕地旁胡杨林类型所占的分布点"块#数

最多!为
#<;$AW

!说明毁林开垦对研究区天然胡杨

林的减少具有一定的影响&河滩地胡杨林类型分布

点"块#最少!仅为
@;%?W

!是因为老河道及两岸大

部分林地被耕地和新的渠道所替代!只存留下一小

部分立地条件较差的!这与调查结果中河滩地胡杨

林地含水率低(粗沙粒占比大等是一致的&这说明人

为活动是近年来石羊河下游胡杨林减少的原因之

一'从胡杨林分结构分析!各类型胡杨林中均为中

龄林和幼龄林居多!占比都在
?"W

以上!且各类型

胡杨林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幼苗萌发!说明如果没有

人为破坏!石羊河下游天然胡杨就目前的生态条件

下!具有一定的自然更新能力&而过熟龄林和成龄林

占比较小!且大部分生长衰败(枯枝枯梢现象明显!

这与不同龄级胡杨枯枝量不同有关)

!%

*

!也可能是因

为不同龄级胡杨对地下水位(浅层地下水的响应不

同)

!!&!#

*

'从胡杨林分整体的长势分析!耕地旁胡杨

林各龄级长势均优于其他类型胡杨林!然后依次为

渠路旁(弃耕地(沙丘地!河滩地胡杨林长势最差'

土壤是生态系统中许多生态过程的载体!是植

物生长发育的基础)

!@

*

!土壤养分综合反映了气候(

地形(水分等特征!是土壤的重要组成部分)

!$

*

'而

在干旱与半干旱区内!水分又是植物生长的重要限

制因子)

A

*

'石羊河下游天然胡杨分布区土壤养分特

征$

%

#速效
K

(全
/

(有机质含量在各不同类型胡杨

林中均为
"

"

!"JF

的土层内含量最高!且随着土层

加深表现出逐渐减小的趋势!呈现出明显的表聚效

应'这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植物枯枝落叶首先进入土

壤!被土壤中微生物分解!有利于土壤养分的积

累)

!=

*

&另一方面是因为胡杨根系较深!对深层土壤

养分消耗较大!对浅层土壤消耗比较少!这一结果与

许冬梅等)

!?

*

(郭春秀等)

!A

*

(赵栋等)

!<

*对植被相似区

域土壤理化性质研究结果相似'从不同类型胡杨林

分析!耕地旁胡杨林的速效
K

(全
/

(有机质含量最

高!并且
"

"

!"JF

土层中!耕地旁胡杨林土壤速效

K

(全
/

(有机质显著高于其他胡杨林"

!

"

";"$

#!其

余各土层则差异性不显著"

!

#

";"$

#!这可能与种

植过程中耕地内施入肥料及耕地周围植物残体相对

较多有一定的关系'

!

#土壤颗粒物特征$细沙粒和

粗沙粒的体积占比在同一土层不同类型胡杨林之间

差异性显著"

!

"

";"$

#!粘粒和粉粒只有在土层
@"

"

="JF

上!沙丘地胡杨林与其他类型胡杨林差异

性显著"

!

"

";"$

#!其余差异性不显著'

#

#土壤水

分特征$重量含水率在
";$W

"

A;#AW

!总体呈耕地

旁胡杨林
#

沙丘地胡杨林
#

渠路旁胡杨林
#

河滩地

胡杨林
#

弃耕地胡杨林的趋势!在绝大多数深土层

中!耕地旁胡杨林的土壤含水率显著高于其他类型'

这是因为与耕地相连!耕地内的一部分水分会渗到

耕地旁胡杨林内!胡杨因长期以吸收耕地补给的浅

土层水分为主!根系相对较浅!致使其林下土壤含水

率随土层深度增加呈显著增加趋势'该结果与王文

娟)

%"

*和霍丽华等)

A

*对额济纳旗和瓜州绿洲胡杨林

下土壤水分与胡杨生长特征的研究结果和是一致

的'

@

#分布区土壤
L

M

值在
?;<=

"

A;@%

!各类型胡

杨林各土层之间差异性均不显著"

!

#

";"$

#'综合

分析说明!就目前石羊河流域下游土壤条件!土壤颗

%!

第
!

期 马俊梅 等$石羊河下游天然胡杨林分布特征及土壤特性分析



粒物和
L

M

值对胡杨的分布和生长影响不大!土壤

养分和水分对胡杨的生长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

土壤水分起着重要的作用'

目前!石羊河下游天然胡杨分布点"区#地下水

位在
!;A=

"

##;!AF

!各分布区地下水位差别很大!

因此从直观上来看!地下水位对胡杨的生长和分布

没有造成直接影响!这是因为在农田耕种过程中通

过耕地或渠道间接地补充了胡杨林地土壤水分!使

土壤水分含量可以维持胡杨生长!且胡杨本就属于

抗旱树种'但地下水位的变化直接制约着周围灌溉

取水量和灌溉面积!影响着区域的水资源的平衡!因

而会间接地影响胡杨及其他植被的分布生长'

@

!

结论

石羊河流域下游天然胡杨沿着原来老的水系(

河道周围呈零星点片状分布!在民勤绿洲内的坝区(

泉山区(湖区(环河区和昌宁区均有分布!分布点

"区#的立地类型有渠路旁(耕地旁(沙丘地(河滩地(

弃耕地等
$

种!分布点比较零散&人为活动和上游来

水量的锐减是造成胡杨分布现状的主要原因!地方

水利工程(道路工程的修建以及毁林开垦等使原来

成片的胡杨被消毁(分割成零散的点片状&上游来水

量的减少和渠道的铺砌导致胡杨林的生长和更新受

阻'

石羊河流域下游胡杨林分布区中!耕地旁胡杨

林土壤养分和水分条件明显优于其他类型!耕地旁

胡杨林地中的胡杨长势和林龄分布也优于其他类型

胡杨!土壤养分和水分对胡杨生长成林的重要作用'

石羊河流域下游民勤的坝区(泉山区(湖区(环

河区及昌宁区等
$

个灌区内均有天然胡杨林分布!

地下水位的变化会间接影响地方水资源的使用分配

和平衡!进而间接影响天然胡杨林及其他植被的生

存生长'

研究区胡杨林具有一定的自然更新能力!合理

分配水资源!增加石羊河下游来水量!减缓地下水位

下降及适度补充胡杨分布区土壤水分是维护区域天

然胡杨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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