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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了�� 年林龄的油松人工林和天然山杨林的林冠截留量及其变化
。

结果表明
�
油

松人工林和山杨林林冠年截留量分别为 ��
�

� � � 和 ��
�

� � �
,

占年降水量的��
�

�� 和��
。

� �
。

其中对降雨的截留量分别为��
�

� � � 和 � �
�

�� �
,

分别占降雨 量的��
�

� �和 ��
。

� � � 对降雪

的截留量为��
�

� � � 和 �
。

� � �
,

分别 占降雪量的� �
。

�� 和�
�

��
。

林冠截留量也有 季节变化
,

两林分夏季截留量 �� � �
,

占同期降水量的��
�

��
。

油松林冬季截留量较小
,

但 占同期降水

量的比例高
,

山杨林两者均小
。

林冠截留过程分为截留
、

透过
、

饱和三个阶段
,

其累积截留量与累积降 水 量 呈 � 二 � � �

函数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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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试验区 自然概况

试验区位于陕西北部的宜川县铁龙湾林场富曲营林区
。

该区地处黄龙山林区东缘
,

海拔900 ~

1 00 Om
,
坡度20

。

~ 25

“ 。

年平均气温9
.7 ℃ ,

年平均降水量57 4
.4m m

。

植被属落叶阔叶林
, 阳

坡主要有狼牙刺
、

山桃等
,
覆盖度60 % ~ 90 % , 阴坡主要为山杨和六十年代营造的油松林

,
覆盖

度80% 一100%
。

试验观测的油松人工林分布于阴坡和半阴坡中上部
、

25 年生平均高 8 ~ 10 m
,

胸径9~ 11c m
,

初植密度440 株/亩
, 1 9 8 3 年进行了抚育间伐

夕
现每亩保留12 0一160 株

,
郁闭度。

。

7
~

0

.

8
。

山杨林

分布于阴坡中下部
,
中龄林平均高 7 ~ s m

,
胸径11~ 14em

,
每亩一1 0 ~ 1 4 0株

,

郁闭度0
.7。

二
、

研究方法

选择典型林分
,
在林下树冠投影中央

、

中部
、

边缘和两树冠之间安置雨量筒10 个
,
在林冠郁

闭度适中之处
,
设置 自记雨量计

,
在林外空地安置雨量筒和自记雨量计

, 以作对照
。

三
、

结果与分析

落到林冠的降水 (p) ,
分为林冠截留量I

,
林内降水量 (Pj ) ,

树干径流 量 (s)
。

林冠截

留量可以表示为
I 二 尹一夕i一 s

据观测
,
树干径流量占同期降水量的 2 %

,
由于资料还不系统

,
本文暂忽略不计

。

这样林冠

截留量可表示为
I = 尹一夕i

根据两年观测结果表明 (表 l )
,
油林人工林 (以下称油松林) 林冠年截留量为95

.20m m ,

占年降水雨量的19
。

6
%

; 山杨林林冠截留73
.4 m m ,

占年降水量的14
.7 %

。

油松林的截留量比山

杨林高4
.9%

。

降水分为降雨和降雪两部分
, 油松林对降雨的年截留量78

.0m m ,
截留率为 17

.4 % ,
对降水

的截留量为 17
.2 m m

,

截留率为 45
。

1
%

; 山杨林对降雨的截留量为 71
.lm m ,

截留率为 15
。

5
%

,

对降雪的截留量为 2
.3 m m ,

截留率为 5
.9%

。

油松林对降水和降雪的截留量均较山杨林高
。

比较相似降水量的降雨
、

降雪表明 (表 2 )
,
油松林对降雪的截留量和截留率均较降雨高

。

因液态水流动性好
,
可以透过枝叶缝隙而进入林地

,
而固态水流动性差

,
落到林冠后

,
在枝叶上

积聚起来
, 只能依靠自身重力或风力摇动树枝而掉入林地

,
其余则直接升华

。

山杨林因冬季落叶
,
其有叶期的截留量与无叶期差异较大

。

有叶期的截留量 为69
.
72m m ,

截留率为15
.9% ; 无叶期的截留量为3

。

7
m m

,
截留率为4

.6%
,
其中雪的截留率为2

。

9
%

。

1
。

林冠截留量的季节变化
。

众所周知
,
林冠截留量随降水量而变化

,
降水量有季节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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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截留 量也有季节变化 (表 3 )
。

由表 3 可知
,
夏季截留量较大

,
但占同期降水量比例较小

,

表1 松林和山杨林林冠截留降水统计表

P P i
类 型 降水形式

(m m ) (m m ) (m m )

林冠截留率 (f)

(% )

447
。

7 3 6 9

。

3 7 8

。

0

1 7

。

2

9 5

。

2

1 7

。

4雨雪降降

油 松 林 38 。

1

4 8 5

。

8

2 0

。

9

3 9 0

。

2

4 5

。

1

1 9

。

6

4 5 9

。

3

3 8

。

8

3 8 8

。

2

3 6

。

5

7 1

。

1

2

。

3

7 3

。

4

1 5

。
5

5

。

9

1 4

。

7

计
�
雨雪、刁

…
i、

降降

山 杨 林

小 计 498
。

1 4 2 4

。

7

表2 油松林林冠对降雨和降, 截留且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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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油松林和山杨林林冠截留t 的攀节变化

类 型 春春春 夏夏 秋秋 冬 全 年

林外降水

林内降水

(m m ) 323 。

4

( m m ) 2 7 2

。

4

油松林
截留量

截留率

(m m )

59 。

4

4 5

。

0

1 4

。

1

2 3

。

7

5 1

。

0

( %
) 1 5

。

8

7 0

。

7

5 6

。

0

1 4

。

7

2 0

。

8

3 2

。

3

1 6

。

8

4 8 5

。

8

3 9 0

。

2

1
5

。

5 9 5

。

2

4 8

。

0 1 9

。

6

林外降水

林内降水

(m m )

(m m )

330
。

2

2 7 8

。

3

山杨林
截留量

截留率

(m m )

(% )

60 。

5

5 3

。

0

7

。

5

1 2

。

4

5 1

。

9

1 5

。

7

7 4
。

7

6 2

。

6

1 2

。

1

1 6

。

2

3 2

。

8

3 0

。

9

1

。

9

5

。

8

4 9 8

。

2

4 2 4

。

8

7 3

。

4

1 4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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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林分均为 15
.8 % 左右

,
这是由于它们都处于旺盛生长期

,
有茂密的枝叶

。

在春
、

秋
、

冬季截留

量较小
,

但所占同期降水量的比例有所不同
。

油松林所占比例较大
,

尤其是冬季
,
约 占该季降水

量的50 %
; 山杨林在冬季所占比例较小

,
分别为 12

.4% 和5
.8%

。

这是 由于油松林常年有茂 密的

枝叶
, 山杨林在冬春无叶所致

。

油松林冬春季节降水量小
,

截留量大
,
尤其是干早的 5 ~ 6 月

,
截留量约占20 %

,
将加剧林

地土壤水分亏缺
,
使油松林地土壤水分在 O 一60Ocm 范围内

,
通常保持在10 % 左右

。

2
。

林冠截留量与降水量的关系
。

林

�‘兰��

冠截留量与降水量服从幂涵数关系
, 即林

冠截留量随降水量增加而增大
, 到枝叶吸

水达饱和以后
,
截留量不再变化

。

据 2 年

资料统计
, 油松林的林冠截留量符 合 I =

0
.515P 。

’
“““ ,

n = 6 0
, r = 0

。

8 9 ; 山杨林符

合I = 0
。

4 i 5 P
“

’
“。 7 ,

n =
5 9

,
r = 0

.
8 6

。

由图 1 可见
,
油松林的林冠截留量

,

在同一降水等级时
,
均较山杨林大

,
但差

值均在 l m m 以内
。

3

.

油松林冠对一次降雨的截留过程

(图 2 )
。

1 9 8 9 年
,
我们获得了一次连续

22 h 的降雨过程
。

分析本次降雨的油松林

截留过程
,

可以清楚地看出
,
其截留

—
油松林

2。

一丽一一一飞r
‘

P ‘mm〕

图 1 油松林和 山杨林林冠截留量与林外降水量的关系

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
( 1 ) 截留

阶段
。

此时段的降雨被全部截留
,

林

内降水量为零
。

据观测
,

此时段的截留

量受降雨特性影响
,

变化在0
.4~ 0

.9

m m 间 ,
本次降雨为 o

.7m m
。

此 时

段的历时也因降雨强度而异
,
变化在

一

m m 之间
,

本次降水为15 m m
。

( 2
) 透过阶段

。

此时段部分降雨透

过林冠枝 叶进入林地
夕
累积截留量随

降雨量增加而增大
, 瞬时截留量逐渐

:二 。. :7 , 。. , :

一多止
.

群卜币不…二犷P(.m)2叹
图 2 一次降水的累积截留量和林内累积降水量与林外累积降

水量 的关系

减小
,
并趋于一定值

。

此时段历时在本次降水过程 7 ~ s h
。

(
3

) 饱和阶段
。

此时间林冠吸水达

饱和 (4
。

Z
m m )

,
截留量趋于零

,
林内外降水基本一致

。

将本次降雨的资料分时段统计
,

获得各时段的累积截留量 (D 和林内累积降雨 量 (Pi ) ,

分别用 I =
a夕”和尹

、= a + b 夕拟合
,
得到如下方程

I 二 0
。

7 7 9 夕o
’

6 1 4 几 = 4 3 r == 0
。

9 7

尹i = 0
。

8 7 3 P 一 0
。

9 7 9
几 = 4 3

于 = 0
。

9 9 9

以上方程表明
,
较长降雨过程各时段的林冠累积截留量和林内累积降雨量与林外同期累积降

雨量分别呈幂函数关系和直线关系
。

( 下转第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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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水土保持方面没有权威执法机构来执行 《条例》等法规
。

为此
,

建议政府委任水土保持监察

员
,

统一颁发
“
水土保持检查证

” ,

以便履行对矿山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水土保持工作行使监督检

查的职责
。

如兴国县水保办已设立监察股
,

负责对开矿
、

修路等易造成新的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

进行监督检查
。

( 四) 加强矿山水土保持科学研究
,

提离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矿 山水土保持有其特殊性
,

这是因为矿山开挖面和弃土场的
“
土壤

” ,

特别是尾砂与一般土壤相比
,

在机械组成
、

层次结构

和元素含量等理化性质诸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

一般更松散
,

易流失
,

肥力低下
,

有的含有毒物

质
,

给植被恢复带来一定的困难
。

为此
,

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

探讨其改造途径
,

找出与

之相适应的工程
、

植物措施
,

尽快复垦利用
。

如永平铜矿投资45 万元
,

进行
“
露采终端岩石边坡

和排土场植被工程试验研究
” ,

先后试种了19 种植物
,

面积160 亩
,

边坡覆盖达50 % ~ 70 %
,

并已

通过部级鉴定
。

在研究矿山复垦利用时
,

特别要研究出既适应矿山流失区生长又能取得较大经济

效益的树草品种
,

以提高矿山水土保持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

( 上接第 7 页)

四
、

结 论

1. 油松林林冠年截留量为95
.2m m

,

占年降水量的19
.6%

,

其中春季占截留总量的14
.8%

,

夏季占53
.6% ,

秋季占15
.4% ,

冬季占16
.2%

。

按降水的形态分
,
对降雨的截留量为78

.
Om m ,

占降雨总量的17
.4%

,

占截留总量的81
.
9% ; 对降雪的截留量为17

.2m m
,

占降雪总量的45
.1%

,

占截留总量的18
.1%

。

山杨林林冠年截留量为73
.4m m ,

占年降水量的14
.7%

,
其中春季 占总截

留量的10
。

2
%

,
夏季占70

.7% ,
秋季占12

.
5%

,

冬季占3
.6%

。

按降水形态分
,
对降雨 的截留量

71.lm m ,
占降雨量的15

.5% ,
占总截留量的96

.9% ; 对降雪的截留量为 2
.3 m m ,

占降 雪 量 的

5 。

6
%

,

占总截留量的3
。

1
%

。

2
。

林冠截留过程分为截留
、

透过
、

饱和三个阶段
。

较长降雨过程各时段的累积截留量和林

内累积降水量分别符合幂函数方程I 二
。 , “和 , 、二 。 + b凡

3 . 25 年生油松林的林冠截留量符合幂函数变化
,
即I
;二 0

.
51 5 尹“

’ ““ “, 中 令 山杨 林亦符

合幂函数变化
, 即1

2 = 0.4 14 9 尹“ ‘ “。6 “。

油松林的林冠截留量在同一降水等级时
, 均较 山 杨 林

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