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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中部沟壑区典型聚湫流域植物群落组成特征

张杰林1,2,3,王夏青1,3,4,吕飞亚1,邓 都5,唐湘玲3,张航瑜1,3

(1.湖南文理学院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湖南 常德415000;2.青海省地震局,
青海 西宁810000;3.桂林理工大学 地球科学学院,广西 桂林541000;4.中国科学院

地球环境研究所,陕西 西安710061;5.湖南文理学院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湖南 常德415000)

摘 要:[目的]分析典型流域的植物组成,评价黄土高原生态修复状况,为进一步采用植被恢复措施巩固水

土治理效果提供科学指导。[方法]基于黄土高原中南部高塬沟壑区合水(HS)聚湫流域和中北部丘陵沟壑

区靖边(JB)聚湫流域,详细调查两个流域的现有的植被类型,鉴定表土孢粉组成,并分析表土的含水量、粒
度、550℃烧失量等物理特征。[结果]HS聚湫流域存在84科230属植物,而JB聚湫流域则存在78科223
属植物。但HS聚湫流域多见木本植物、喜湿型草本植物、禾本科植物,总比例为51.74%,而JB聚湫流域

的旱生型灌木和草本植物更丰富,总比例高达56.50%,这是两地气候特征、土壤属性和土地利用方式等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以来,HS和JB聚湫流域高植被覆盖度面积比例分别提

升至82.61%和37.80%,但也存在外来植物入侵、本地植物比例不高、人工栽种植物常见等问题。[结论]
黄土高原小流域生态修复需充分考虑当地气候环境和林草植物特性,进而形成可持续的植被恢复和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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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plantcompositionoftypicalcatchmentareaoftheLoessPlateauwasanalyzedto
evaluateitsecologicalrestorationstatusandprovidescientificguidanceforfurtherimplementationof
vegetationrestorationmeasurestoimprovetheeffectiveness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Methods]Based
ontheHeshui(HS)andJingbian(JB)landslide-dammedreservoircatchmentslocatedintheplateau-gully
regionofthesoutherncentralareaandthehill-gullyregionofthenortherncentralareaoftheLoessPlateau,

respectively,comprehensivesurveyswereconductedtodocumenttheexistingvegetationtypes,identifythe
pollencompositioninthetopsoil,andanalyzethephysicalpropertiesofthetopsoil,includingwatercontent,

grainsize,andlossonignitionat550℃.[Results]Intotal,230generafrom84familieswereidentifiedin



theHScatchment,and223generafrom78familieswereidentifiedintheJBcatchment.Nevertheless,there
wasahigherabundanceofwoodyplants,moisture-lovinggrasses,andherbsaroundtheHScatchment
(51.74%),whereasxerophyticshrubsandherbsdominatedaroundtheJBcatchment(56.50%).These
patternsreflectedacombinationofclimaticconditions,soilproperties,landuseconditions,andagricultural
andeconomicdevelopment.Inaddition,thecurrenthighvegetationcoverageareaunderthe‘Grainfor
Green’projectaccountedfor82.61%and37.80%oftheareaaroundtheHSandJBcatchments,respectively.
However,certainadversephenomena,includinginvasivenon-nativeplantspecies,alowproportionof
indigenousflora,andanoticeablepresenceofartificialplants,havebeenobserved.[Conclusion]Toensure
sustainablevegetationregeneration,ecologicalrestorationofsmallcatchmentsintheLoessPlateaushould
fullyconsiderthelocalclimateandplantcharacteristics.
Keywords:vegetationinvestigation;pollen;ecologicalrestoration;landslide-dammedreservoir;LoessPlateau

  作为典型生态脆弱区和水土流失最严重区域之

一[1],黄土高原一直面临着水土流失剧烈、面源污染

严重、水资源短缺等问题[2]。而且,黄土高原是连接

中国农牧经济活动的核心区域,其环境—人口—资源

间的尖锐矛盾直接威胁当地的社会经济水平[3]。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先后在黄土丘陵沟壑区、黄
土高塬沟壑区、农灌区、河谷平原区、沙地和沙漠区、
土石山区等6个生态功能区推行了坡面治理、沟坡联

合治理、小流域综合治理、退耕还林(草)等多项举

措[4-5],区域生态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黄土高原水

土流失范围明显缩小,黄河泥沙量下降约90%[4];植
被覆盖增加,生态系统固碳能力得到提升[6];居民生

活水平有效提升。特别是20世纪末期退耕还林(草)
工程实施以来,黄土高原2020年植被覆盖率较未开

展工程的1999年增加了约35%,是全国“变绿”的主

要区域[6]。然而,黄土高原仍未彻底改善其生态脆弱

性和高负载的资源环境,制约着区域生态安全和经济

社会发展[3]。
2021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突出

抓好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全面保护天然林,持续巩固

退耕还林(草)、退牧还草成果,改善中游地区生态面

貌”。然而,黄土高原局部地区目前仍面临着人工植

被可持续差、植被单一、树木成活率低、“小老头树”、
局地侵蚀加剧和深层土壤干燥等生态问题[7-9]。深刻

认识黄土高原多样地貌区内不同生态修复工程的植

物组成是达成上述要求并进一步改善生态状况的必

要途径之一[10]。前期相关研究主要利用遥感影像解

译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分析和评估不同流域

范围各时期的植被覆盖度(FVC)及影响因素[11-14]。
例如,Zhang等[15]基于2000—2020年黄土高原遥感

数据解译了该区域每年最大NDVI和生长季节平均

NDVI的变化及其与气候和人类活动间的关系,指出

退耕还林(草)工程以来黄土高原中部的植被覆盖程

度显著上升,降水是该区域植被变化的主要驱动因

子。但是,上述类似研究大多集中于宏观尺度的整个

黄土高原或某一地貌区,对农户主要依存的小流域农

耕区的植物组成及土地利用开展的实地调查较少,限
制了对黄土高原小流域生态修复状况的深入认识。黄

土高原农业经济问题和人地矛盾表象在行政区划和地

貌区,其根本在流域。流域是物质、能量和信息交互作

用的复杂系统,具有极大的适应性和协调性,是黄土高

原居民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3]。因此,亟需开展

小流域内植物组成及生态修复状况的分析评估,为理

解不同修复措施下小流域的治理效果提供参考。
黄土高原沟壑区小流域内因山体滑坡拦截沟谷

而生成了众多保存数百年的天然淤地坝,当地人称之

为“聚湫”[16]。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该地区广泛建

设的人工淤地坝即为具有保水高产功效的聚湫的仿

造和拓展[17],被认为是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最为

有效的措施之一[4]。历史上认为这些聚湫“易于收获

高田”,淤地粮食单产为坡耕地的6~10倍,是缓解黄

土高原人地矛盾的主要农牧活动场所[18]。这些聚湫

坝库多为“闷葫芦”状,将坝体形成以来的流域侵蚀泥

沙截留在坝库中,是黄土高原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主要

方式之一[19]。前期对黄土高原聚湫的相关研究主要

侧重于利用截留的泥沙沉积识别土壤侵蚀过程和固

碳效应[20],重建侵蚀历史及驱动因素[21],分析小流域

人地关系演变及区域差异等[16],而对聚湫流域植物组

成及生态状况的分析则较为少见。黄土高原特有的聚

湫流域是开展植被调查并评估生态修复状况的理想场

所,本文基于对黄土高原高塬沟壑区合水聚湫和丘陵

沟壑区靖边聚湫的形成过程及土地利用方式的充分认

识,利用野外植被调查和表土孢粉组成相结合的方式

查明各个流域的植被类型及差异。结合两个流域气

候、表土理化特征、治理策略等,探明产生上述差异的

自然和人文原因。最后,基于2000年和2021年两个

流域的NDVI差异和现有植物组成,评估各地区的

FVC变化和生态修复状况,为进一步巩固小流域生

态修复效果并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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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合水(HS)聚湫位于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老城镇

小沟谷内(图1a),系公元1811年右侧坡体自然滑坡拦

截沟谷而成[21]。HS聚湫的地理位置、海拔、形成过

程、流域特征、地形地貌、气候和土壤类型、植被情况和

土地利用等自然特征信息详见表1。HS聚湫流域内

山顶至谷底的相对高程差约为200m,目前已淤积而

成约14hm2的农耕地[21]。HS流域年平均气温约为

9.4℃(1981—2010年),年平均降水量约为557.7mm,

且降雨主要集中于6—9月,年均蒸发量1470.1mm,
是降水量的2.6倍。前期研究表明[22],HS流域在气候

(ENSO)和人类活动(人口、战争、政策等)共同影响下

水土流失较为严重,过去150a间的年均产沙模数为

1.13×104t/(km2·a)。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HS
流域主要实施“坡地改梯”和“植树造林”等生态修复措

施,当前的年际产沙模数下降至3.10×103t/(km2·a)。
根据《甘肃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
年)》的要求,属陇东生态安全屏障区的 HS流域将继

续推行坡地改梯政策,对25°以下的缓坡耕地修建水

平梯田,大于25°的坡耕地退耕还林(草)。

图1 合水和靖边聚湫流域影像图及采样点分布

Fig.1 HeshuiandJingbianlandslide-dammedreservoirs,aswellasdistributionsamplingsitesfortopsoils

  靖边(JB)聚湫地处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花豹湾

村(图1b),于清朝咸丰年间(公元1855年)沟谷坡面

天然滑坡而成,坝库至今保存完整[16]。JB聚湫的地

理位置、海拔、形成过程、流域特征、地形地貌、气候和

土壤类型、植被情况和土地利用等自然特征信息详见

表1。JB 流 域 内 山 顶 至 谷 底 的 相 对 高 程 差 约 为

200m,目前已淤积19hm2的农耕地。JB流域年平

均气温约为7.8℃(1981—2010年),年平均降水量约

为384.5mm,且降雨主要集中于6—9月,年均蒸发

量891.7mm,是降水量的2.3倍。前期研究表明[16],

JB流域在气候和人类活动共同影响下水土流失极为

严重,过去150a间的年均产沙模数为1.17×104

t/(km2·a)。自20世纪末以来,JB流域严格实施“封
山育林”的生态修复措施,有效控制了该地区的水土

流失。按照《陕西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的规定,属陕北长城沿线生态修复区的JB流域将继

续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整治修复退化草原植被,实施

生态保护建设。

1.2 野外植被调查及表土采集

在对两个流域进行详细考察的基础上,于2021
年8月采用样线和典型样方相结合的调查方法开展

植被调查。
野外调查的样线沿聚湫的两侧坡面和淤积地面

设计,用手持GPS仪记录调查位置。随后,根据样线

的可达性、生长植物的空间差异性、样地间距等因素

的综合考虑,坡面上的每条样线设置2块样地,淤积

地面样线设置5块样地,详细识别样地内生长植物的

科、属、种。具体而言,样地内野外植物鉴定采用“看、
摸、嗅、尝”的方法,结合中国生物智库及识图软件等

多种方式综合判断植物类别。此外,通过倒查索引

表,查看该植物的形态特征及插图,仔细对照图片描

述和物种特征进一步反向验证鉴定的植物类别。对

于野外无法鉴定的物种,拍照记录植物整株特征,并
采集植物的叶、花、果实等带回实验室鉴定,进而较全

面识别各个聚湫流域生长的植物种类[22]。基于上述

植物鉴别步骤,各聚湫流域的植物种类统计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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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逐一记录植物特征,物种名、株树、平均高、优势种

等信息,并将所有的物种数据(包括物种名称、位置、
时间等信息)通过植物科学数据中心网站进行全面核

查;②将所有核对后的信息进行汇总和分类,生成各

流域植物调查统计表。需指出的是,限于聚湫流域坡

面部分位置难以到达,坡面样地较少,今后的野外调

查需进一步增加样地设置密度,进而提高流域范围植

物调查的全面性。

表1 合水和靖边聚湫自然特征概况

Table1 OverviewofnaturalcharactersofHeshuiandJingbianlandslide-dammedreservoirs

自然特征 合水聚湫    靖边聚湫     
地理位置 36°1'N,108°7'E 37°18'N,108°36'E
海拔高度 1206m 1560m
形成过程 公元1811年,坡体滑坡拦截沟谷而成 公元1855年,沟谷坡面天然滑坡而成

流域特征 坝高43m,纵长1.25km,面积1.98km2 坝高67m,纵长1.15km,面积2.87km2

地形地貌 黄土高塬沟壑地貌 黄土丘壑沟壑地貌

气 候 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土壤类型 以黄绵土为主 以砂黄土为主

植被情况 植被覆盖度较高,树木和禾本科类作物随处可见 植被覆盖度仍较低,沟谷坡面上仅可见稀疏灌木和草本植物

土地利用 农业用地、林地、草地和荒地为主 草地为主

  基于HS和JB聚湫的地貌环境和植被分布状况,
分别沿各个聚湫阴坡和阳坡的山顶到谷底、淤积地面

的沟头至大坝方向共3条路径采集地表土壤。考虑到

两个聚湫内大多数草本植物的根系长度、表土孢粉的

扰动程度、聚湫内泥沙淤积速率等因素,利用带刻度

的表土采样器(精度为0.1cm)采集地表0—3cm深

的土壤混合样,共采集22个表土样品,每个聚湫

11个土样。具体而言,合水地区采集阴坡样品3个,阳
坡样品3个,淤积地样品5个;靖边地区采集阴坡样品

4个,阳坡样品2个,淤积地样品5个(图1)。采集的土

样及时装入无菌的样品盒中,封口并做好标记,采样器

用纯净水清洗以避免样品间污染,所有样品采集后立

即保存在4℃的恒温冷藏柜中。

1.3 表土含水量、粒度、烧失量和孢粉组成分析

将所有表土样品过0.850mm筛去除草根等可

见杂质,利用中国力辰科技公司生产的1/10000电

子分析天平精确称量15g过筛土壤放置到烘箱中,
在60℃的恒温条件下烘干72h,取出后称重并计算

样品的含水量,标准误差范围在0.5%~1%[23]。随

后,每个样品称取0.5g并依次加入浓度为10%的

H2O2,10%的稀HCl,用以去除土壤中的有机质和碳

酸盐,静 置 48h 后 加 入(NaPO3)6 分 散 剂,利 用

Mastersizer2000激光粒度仪测定各个表土样品的粒

度组成,测试误差小于2%[23]。聚湫表土的烧失量

(LOI)利用煅烧法测定,称取研磨至200目的1g样品

放置在瓷舟中,利用马弗炉在550℃恒温下煅烧4h,
在干燥皿中冷却后称重(精确度为0.0001g)并计算该

温度下的损失重量比例,标准误差在1.5%~2.0%[24]。
聚湫表土的孢粉类型和浓度利用氢氟酸(HF)筛

选法测定[25]。取烘干后 样 品5~10g(精 确 度 为

0.01g),并加入一片石松孢子(25600粒/片)便于计

算孢 粉 浓 度。然 后,依 次 加 入10%稀 HCl,10%
KOH,39% HF进行浸泡,分别离心和水洗去除碳酸

盐、有机质和硅酸盐。最后,利用浓硫酸和乙酸酐混

合液洗涤2次并离心富集,用10μm细筛将孢粉滤取

到2ml试管内。所有样品的孢粉组成利用Olympus
BX43光学显微镜下放大400倍鉴定,每个样品至少

统计300粒。在此基础上,根据各科属与总科属的孢

粉总量计算孢粉百分比,利用Tilia软件输出孢粉图

谱,孢粉浓度利用公式(1)计算[25]:

Pc=
L·N
M·S

(1)

式中:Pc代表土壤样品中的孢粉浓度(粒/g);L 代

表加入样品的石松孢子数;M 为鉴定样品中的石松

孢子数;N 代表样品中的科属孢粉数量;S 代表样

品重量。

1.4 空间数据来源及处理方法

HS和JB聚湫流域2000和2021年遥感影像

Landsat数据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和地理

空间数据云,其空间分辨率均为30m,并利用ENVI
5.3软件解译其植被覆盖度和土地利用方式。具体

地,在对遥感影像进行辐射定标、大气校正、波段选取

后,基于公式(2)计算各流域的NDVI[13]:

NDVI=
(DNNIR-DNR)
(DNNIR+DNR)

(2)

式中:DNNIR代表近红外波段;DNR 代表可见光红波

段;NDVI的范围介于0~1,在此基础上利用公式

(3)求算各流域的FV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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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C=
NDVI-NDVIsoil
NDVIveg-NDVIsoil

(3)

式中:NDVIsoil为土壤部分的NDVI值;NDVIveg为植

被部分的NDVI值,基于FVC结果共划分为5类:极
低(FVC<0.1)、低(0.1≤FVC<0.3)、中(0.3≤FVC
<0.5)、中高(0.5≤FVC<0.7)、高(FVC≥0.7)。

2 结果与分析

2.1 聚湫流域野外植被调查结果

通过野外详细调查、实验室内鉴定和复核,HS聚

湫流域内共识别71科,195属,248种现存植物,主要

植被类别详见附件表1。其中,以草本植物中豆科、
菊科、禾本科的属种类别最为丰富,分别为25种,

19种,15种;木本植物中蔷薇科的属种类别最多,为

9种;蕨类植物仅识别木贼科2种。经对比中国外来

入侵物种名单并通过中国植物、植物科学数据中心等

网站对所有植物种类逐一核查,HS流域内共识别

24个非甘肃省自然环境生长的物种并将其视为外来

物种,均为草本植物且以大戟科、菊科、苋科、商陆科

为代表,分别是绿穗苋(Amaranthushybridus)、凹头

苋(Amaranthuslividus)、垂 序 商 陆 (Phytolacca
americana)、紫苜蓿(Medicagosativa)、葛(Pueraria
lobata)、铁苋菜(Acalyphaaustralis)、泽漆(Euphorbia
helioscopia)、乳浆大戟(Euphorbiaesula)、斑地锦

(Euphorbia maculata)、苘麻(Abutilontheophras-
ti)、野西瓜苗(Hibiscustrionum)、野胡萝卜(Daucus
carota)、金 灯 藤 (Cuscutajaponica)、圆 叶 牵 牛

(Pharbitispurpurea)、曼陀罗(Daturastramonium)、阿
拉伯 婆 婆 纳 (Veronicapersica)、小 蓬 草 (Conyza
canadensis)、牛膝菊(Galinsogaparviflora)、一年蓬

(Erigeronannuus)、鳢肠(Ecliptaprostrata)、苦苣

菜(Sonchusoleraceus)、牛筋草(Eleusineindica)、
野燕麦(Avenafatua)等。HS流域坡耕地和淤积地

中主要栽种玉蜀黍(Zeamays)等粮食作物和油松苗

(Pinustabuliformis)等经济作物。JB聚湫流域内

共识别63科,186属,251种现存植物。其中也以草

本植物中豆科、菊科、禾本科的属种类别最多,分别为

27种、20种、18种;木本植物中蔷薇科的属种类别

最多,为6种;蕨类植物仅识别木贼科1种。相较于

HS聚湫流域,JB流域内植物科属总类别略少但多了

3种植物,草本植物属种增多而木本减少。JB流域内

也鉴定出21个非陕西省自然环境生长的物种并将

其视为外来物种,均为草本植物且以大戟科、菊科、
苋科、旋花科为代表,分别是绿穗苋、凹头苋、葛、铁
苋菜、泽漆、乳浆大戟、斑地锦、野西瓜苗、曼陀罗、

龙葵(Solanumnigrum)、小蓬草、牛膝菊、一年蓬、苍
耳(Xanthiumsibiricum)、鳢肠、金盏银盘(Bidens
biternata)、牛筋草、野燕麦、雀麦(Bromusjaponicus)、
双穗雀稗(Paspalumpaspaloides)、牛鞭草(Hemar-
thriaaltissima)。JB流域坡面上未见耕地,主要生

长的优势种为百里香(Thymusmongolicus),淤积地

内种植玉蜀黍和一些药用作物,荒地上生长着杨树

(Populus)、榆树(Ulmuspumila)等木本植物。

2.2 聚湫流域表土孢粉组成

HS聚湫流域表土孢粉共鉴定6328粒,每个

样品均超过500粒,共42科,62属。基于各样品重

量和鉴定的石松孢子数,表 土 的 平 均 孢 粉 浓 度 为

1830.7粒/g(图2)。其中,草本植物的孢粉含量最高,
约占65.7%,主要源于 禾 本 科(Gramineae)、蒿 属

(Artemisia)、藜 科 等(Chenopodiaceae);木 本 植 物

含量次之,为 33.9%,来 自 于 松 属 (Pinus)、栎 属

(Quercus)等树木;蕨类植物含量最少,仅占0.4%,
含有少量的卷柏属(Selaginella)、铁线蕨属(Adian-
tum)等(图2)。就空间分布而言,聚湫坡面表土平均

孢粉浓度为2254粒/g,阳坡和阴坡分别为3359.4和

1148.5粒/g。HS流域坡面的孢粉类型主要源于木

本植 物 和 草 本 植 物,少 量 来 自 于 蕨 类 植 物(低 于

1%)。其中,阳坡80%的孢粉来源于草本植物,以蒿

属(49.3%)、禾本科(12.0%)为主,而木本植物主要是

松属(16.6%);阴坡则木本和草本贡献各为1/2,主要

来自于松属(47.4%)、蒿属(31.8%)、禾本科(14.4%)
等物种。另一方面,HS聚湫内淤积地表的平均孢粉

浓度介于阳坡和阴坡之间,为1323粒/g。草本植物

的孢粉含量约占总孢粉浓度的2/3,剩余1/3是木本

植物。其中,草本植物类别主要为蒿属(38.4%)和禾

本科(21.9%),木本植物主要是松属(28.4%)。

JB聚湫流域表土中共鉴定5902粒,每个样品平

均约536粒,也鉴定出42科、62属,但类别和HS聚湫

流域不同。坡面表土平均孢粉浓度为2324.7粒/g,阳
坡和阴坡分别为3956.7和1664.1粒/g,均高于 HS
流域坡面表土的孢粉含量(图2)。其中,JB坡面表土

孢粉类型也主要来自于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蕨类植

物的贡献极少(0.1%)。不同于 HS流域阳坡和阴坡

孢粉来源的显著差异,JB流域阳坡和阴坡的孢粉均

主要来源于草本植物,平均比例分别为92.9%和

75.9%,其中大多数 来 自 于 蒿 属(分 别 为82.7%和

57.6%),禾本科比例不及 HS流域表土孢粉的1/4;
阳坡和阴坡的木本植物孢粉来源主要以松属为主,分
别为5.0%和18.4%。另一方面,JB聚湫内淤积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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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平 均 孢 粉 浓 度 也 介 于 阳 坡 和 阴 坡 之 间,为

2200.4粒/g,均高于 HS聚湫淤积地的孢粉含量

(图2)。草本植物的孢粉含量占总孢粉浓度的81.9%,

木本植物占18.0%。其中,草本植物类别主要为蒿属

(43.0%)、禾本科(18.8%)、葎草属(11.2%),木本植

物主要是松属(12.5%)和沙棘属(2.2%)。

图2 合水聚湫(a)和靖边聚湫(b)流域表土孢粉图谱

Fig.2 PalynogramoftopsoilsatHeshui(a)andJingbian(b)catchments

2.3 粒度、含水量、烧失量

HS聚湫流域表土共11个样品的颗粒粒径分布

如图3a所示。HS流域表土主要由粉砂和黏土组成,
平均含量分别为76.7%和16.4%,砂含量为6.9%。
大多数表土的粒径分布均表现出明显的单峰型,峰值

范围在21.69~45.75μm。其中,HS聚湫坡面表土

粒径分布基本相似,表明该区域土壤物源较为一致且

在流域两侧均匀分布。而淤积地表土的粒度组成虽

也以粉砂为主,但沿沟头向大坝方向逐渐变细,这是

被暴雨侵蚀的坡面表土在聚湫内再次分布的结果。
相较于 HS聚湫,JB聚湫流域表土则以粗粉砂和细

砂为主,平均含量分别为58.6%和39.2%,黏土含量

仅为5.5%,比HS聚湫表土颗粒更粗(图3b)。所有

11个表土的粒径分布也均表现为单峰型,峰值范围

为50.23~87.90μm。具体而言,JB流域坡面表土以

细砂为主且分布类似,这也说明该区域土壤物源一

致。而淤积地表土则以粗粉砂为主,但沿沟谷内变化

不明显,可能是水动力不强而导致侵蚀泥沙在沟谷内

流动不足的结果。

HS聚湫流域表土含水量分布如图4c所示,平均

为4.6%。其中以聚湫内淤积地面平均含水量最高,
为6.0%;阴坡次之,为5.5%;阳坡表土的含水量最

低,仅1.2%,这是水分迁移和太阳辐射分布的结果。
相较而言,JB流域表土含水量比 HS流域低,平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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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图4d)。该流域平均含水量最高区域也分布在

淤积地中(5.2%),阴坡平均含水量(1.6%)略高于阳

坡(0.8%)。另一方面,HS聚湫流域表土550℃表土

的烧失量(LOI)平均为5.4%(图4a),而且阳坡、阴坡

和淤积地的平均值基本相同,但淤积地面表土基本呈

现沟头 向 大 坝 方 向 累 积,与 颗 粒 变 化 基 本 一 致

(图3a)。JB 流 域 表 土 550 ℃ LOI平 均 为 2.4%
(图4b),只 有 HS 流 域 的 45%。淤 积 地 的 平 均

550℃LOI为流域内最高(2.6%),但在沟谷内变化

不明显,与粒度结果也一致(图3b)。

图3 合水(a)和靖边(b)聚湫流域表土粒径分布

Fig.3 DistributionsofgrainsizeofalltopsoilsatHeshui(a)andJingbian(b)catchments

图4 合水和靖边聚湫流域表土有机质含量(a和b)和含水量(c和d)分布

Fig.4 Distributionsoforganicmattercontent(aandb)andwatercontent(candd)atHeshuiandJingbiancatchments

3 讨 论

3.1 HS和JB聚湫流域植物组成及差异

前期通常利用区域范围的 NDVI指数及计算的

FVC程度识别其植被状况,但因分辨率不高而难以

“微观”认识居民依赖生存的坝库小流域内植被种

类[11-15]。相较而言,野外地面调查可识别流域范围内

生存植物的科、属、种,但受样线选择和样方鉴定的影

响可能忽略部分零散生长或出现频度低的植物[26]。
在HS和JB聚湫流域,采用以野外调查为主、辅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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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孢粉组成相结合的方式,进而更全面识别两个流域

的植物组成。结果表明,HS和JB流域野外植被调

查和孢粉组成重合的数目分别为28科24属和26科

23属(图5)。此外,通过仔细识别孢粉组成中不重合

科属的植物特征和生存范围,表明 HS和JB流域表

土孢粉中分别有1科3属和1科2属可能是随风力

扩散沉降到该区域,故不被纳入到各流域的植被库

中。相较而言,HS和JB聚湫流域野外植被调查分

别识别表土孢粉未能鉴定的43科171属和37科163
属,而表土孢粉分别鉴别了野外调查未发现的13科

35属和15科37属(图5)。产生上述结果差异的原

因可能为:①野外植被调查受样线选择和样方设置

的空间限制,可能无法全面识别流域的植被状况;

②孢粉鉴定过程中受鉴定技术的影响,更易识别丰度

较高的孢子和花粉,而对丰度较低或形态相似的属种

难以精准辨别[27];③野外调查因受季节的影响,可能

已错过某些植物的生长期,而表土孢粉则保留了全年

或多年的植物类别信息,从而影响结果的全面性[27]。
因此,HS和JB聚湫流域的表土孢粉分析较好地补

充了野外调查结果,两个聚湫流域均展现出丰富多样

的植物种类,分别为84科230属和78科223属。

图5 合水和靖边聚湫流域植被调查与孢粉组成的属分类重合结果

Fig.5 Concordancebetweengenusdistributionsderivedfrom
fieldvegetationinvestigationandpollencompositionin
HeshuiandJingbiancatchment

基于野外调查和表土孢粉组成相互补充构建的

本地植被库,通过对比发现绝大多数植物种类在 HS
和JB聚湫流域内都有生长,但各个流域也存在部分

独有的科属。HS聚湫流域生存着JB流域没有的紫

茉莉科、商陆科、五味子科、金缕梅科、卫矛科、槭树

科、无患子科、鼠李科、五加科、鸭跖草科、百合科、薯
蓣科等植物,而JB聚湫流域却有番杏科、景天科、白
花丹科等。此外,HS聚湫流域内木本植物、喜湿型草

本植物、禾本科等植物类别更丰富,共有119属且占

总植物类别的51.74%,而JB聚湫流域内旱生型灌木

及草本植物则较多,共有126属,占总植物类别的

56.5%。另一方面,HS聚湫流域阴坡和淤积地的木

本植物对表土孢粉贡献量较大,而JB流域则以草本

植物为主;阳坡表土孢粉主要源于草本植物,但JB流

域的比例高达92.9%(图2)。
通过解译 HS和JB聚湫流域的土地利用方式

(图6),HS流域林地面积比例是JB流域的3倍且主

要分布在阴坡和淤积地,而JB流域的沟壑坡面比例和

草地面积比例分别是HS流域的2.5和6倍(图6)。相

较于JB流域的农业活动主要分布在淤积地,HS流

域的阳坡和淤积地均广泛用于农业栽种,禾本科类型

和孢粉浓度均明显增高(图2),这与上述两个流域的

植物组成和分布基本一致。而上述植被类型的差异

可能是两个流域气候特征、土壤属性、土地利用方式

共同作用的结果。

图6 合水和靖边聚湫流域土地利用现状

Fig.6 Land-usestatusofHeshuiandJingbiancatchment

HS聚湫流域地处黄土高原中南部子午岭西侧

600mm等降水量线附近,流域内土壤物源一致且分

布均匀,以粉砂为主(平均比例为76.7%,图3)。较

多 的 光 热 和 降 水 等 气 候 环 境 和 肥 力 较 高 的 土 壤

(图4)有助于木本植物、喜湿性草本植物的生长,该
类植物占总植物类别的51.74%。相较于 HS流域,
位于黄土高原中北部毛乌素沙地南端400mm等降

水量线附近的JB聚湫流域,表土以粗粉砂和砂为主,
比HS流域更粗。相对冷干的环境和贫瘠的土壤

(图4)仅适宜生长旱生型草本和灌木,该类植物占总

植物类别的56.5%。此外,两个聚湫流域近年来的生

态修复措施导致了当前植物组成的差异。HS流域主

要实施“植树造林”和“坡地改梯”措施,木本植物和禾

本科类型多样且比例较高;当地大力推广育苗产业,
在水土条件更好的淤积地广泛种植松苗。而JB流域

则实施严格的“封山育林”和“退耕还林(草)”政策,在
相对干旱的环境中草本植物和少数灌木自然生长;当
地推行中药材种植扶贫项目,故在耕种的淤积地中可

见药用植物(如葎草)的生长。

3.2 两个流域的生态修复状况评价

为了宏观认识黄土高塬沟壑区的 HS聚湫流域

和丘陵沟壑区的JB聚湫流域自“退耕还林(草)”工程

以来的生态修复状况,选取两个流域2000与2021年

的植被覆盖度变化对比分析(图7)。结果表明,相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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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00年以中、低植被覆盖度为特征(比例达58.99%)
的HS流域,该区域在2021年显著“变绿”,高覆盖度面

积比例达82.61%,仅在山路周边分布一些植被覆盖

度较低的区域。类似地,JB流域在2000年的植被覆

盖度也呈现出低、极低水平,共占总面积的56.67%。
但该流域经近20a的治理后高覆盖度水平的面积比

例达37.80%、中高覆盖度达50.17%,“变绿”状况明

显。因此,黄土高原中南部 HS流域和中北部JB流

域的植被覆盖状况在不同生态修复措施下均取得了

明显改善。然而,通过具体分析两个流域“变绿”后的

植物类别并对比植物科学中心等网站罗列的植物名

录,HS和JB聚湫现有的植物组成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两地均存在外来植物入侵现象。经调查,HS聚

湫流域共有24种植物为外来种入侵到该地生长,占
植被调查物种的10.1%,其中以大戟科、菊科、苋科、
商陆科等草本植物为代表;而JB流域也有21种植物

入侵到该地,占植被调查物种的8.8%,以大戟科、菊
科、苋科、旋花科为代表。这些外来植物的入侵可能

会对流域本地植物群落演替、传粉网络、营养结构等

造成影响[28],如HS流域内的筋草、地锦草、垂序商陆

等植物会占据本地物种生态位,导致其他物种生长不

良或死亡,而JB流域内的泽漆、一年蓬、鳢肠等植物

会危害麦类和豆类等作物的生长及产量。因此,需长

期跟踪监测流域的植被结构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确保

流域的生态修复进程不被改变。其次,两个流域内本

地植物自然恢复和人工栽种并存。HS聚湫流域内属

陇东地区自然生长的原生植物比例为45.16%,其余

的植物类别基本属适合甘肃省生长的植物,通过人工

造林等方式栽种到该流域。相较而言,JB聚湫流域

生长的陕北地区原生植物比例更小,仅为35.86%,其
他也是属陕西省范围内生长的植物,可能是当地广泛

开展的“飞播造林”带来的物种[29]。此外,两个流域

人工栽种的植物多为成活率和保存率较高的物种(如
杨树、油松、柠条等),通过发达的根系可对土壤水分

过渡消耗,虽在短期内快速提高植被覆盖程度,但可

能打破流域生态环境的土—水平衡,造成土壤干层并

导致“小老头树”等现象[8-9],从而引起流域内植被群

落生长衰退。然而,凤紫棋等[30]通过调查甘肃陇东

地区两个小流域植被自然恢复和人工造林两种方式

下的土壤水分特征,指出人工造林的长期种植有助于

改变土壤理化特征,提高土壤蓄水持水能力。总之,
对于小流域内引入人工植物,需充分考虑当地的气候

水文环境和林草植物特征,选取适宜的种植密度,以
长期稳定的生态系统为目标实现黄土高原不同地貌

区内小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图7 基于NVDI分布的合水和靖边流域

2000—2021年植被覆盖度对比

Fig.7 Comparisonofvegetationcoverageover2000—2021at
HeshuiandJingbiancatchmentsbasedtoNVDIdistributions

4 结 论

(1)野外植被调查和表土孢粉组成鉴定相结合,
是较全面地识别黄土高原不同地貌区聚湫流域植物

群落组成的有效手段。
(2)HS聚湫流域多见木本植物、喜湿型草本植

物、禾本科植物;JB聚湫流域旱生型灌木和草本植物

更丰富。气候环境是两个流域植物组成差异的决定

性因素,而土地利用方式和生态治理措施的不同进一

步分异了植物类别。
(3)自“退耕还林(草)”措施实施以来,HS和JB

聚湫流域植被覆盖度显著提升,高覆盖度面积比例分

别为82.61%和37.80%,生态修复成效明显,但也存

在外来植物入侵、本地原生植物比例不高、人工栽种

植物常见等现象。因此,黄土高原小流域生态修复需

充分考虑引入林草特征与当地气候环境的匹配性,进
而形成可持续的恢复植被。

致谢:感谢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金章东研究

员、湖南文理学院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张鹏钾老师对

论文构思和修改的建议;特别感谢评审专家和编辑部

老师的建设性意见!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FuBojie,WangShuai,LiuYu,etal.Hydrogeomorphic

ecosystem responses to natural and anthropogenic
changesintheLoessPlateauofChina [J].Annual
ReviewofEarthandPlanetarySciences,2017,45(1):

223-243.

201                   水土保持通报                     第45卷



[2] ChenLiding,WeiWei,FuBojie,etal.Soilandwater
conservationontheLoessPlateauinChina:Reviewand

perspective[J].ProgressinPhysicalGeography:Earth

andEnvironment,2007,31(4):389-403.
[3] 傅伯杰,刘彦随,曹智,等.黄土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现状、问题与建议[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38(8):

1110-1117.

FuBojie,LiuYansui,CaoZhi,etal.Currentconditions,

issues,andsuggestionsforecologicalprotectionandhigh-

qualitydevelopmentinLoessPlateau[J].Bulletinof

ChineseAcademyofSciences,2023,38(8):1110-1117.
[4] WangShuai,FuBojie,PiaoShilong,etal.Reducedsediment

transportintheYellowRiverduetoanthropogenicchanges
[J].NatureGeoscience,2016,9:38-41.

[5] NaeemS,ZhangYongqiang,ZhangXuanze,etal.Both

climateandsocioeconomicdriverscontributetovegeta-
tiongreeningoftheLoessPlateau[J].ScienceBulletin,

2021,66(12):1160-1163.
[6] 傅伯杰.黄土高原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J].科

学通报,2022,67(32):3769-3779.

FuBojie.Ecologicalandenvironmentaleffectsofland-

usechangesintheLoessPlateauofChina[J].Chinese
ScienceBulletin,2022,67(32):3769-3779.

[7] CaoShixiong,ChenLi,ShankmanD,etal.Excessive

relianceonafforestationinChina’saridandsemi-arid

regions:Lessonsinecologicalrestoration [J].Earth-

ScienceReviews,2011,104(4):240-245.
[8] ChenYiping,WangKaibo,LinYishan,etal.Balancing

greenandgraintrade[J].NatureGeoscience,2015,8:

739-741.
[9] ZhangShuilei,YangDawen,YangYuting,etal.Exces-

siveafforestationandsoildryingonChina’sLoessPlat-
eau[J].JournalofGeophysicalResearch:Biogeoscienc-

es,2018,123(3):923-935.
[10] 赵东晓.高效水土保持植物资源建设是黄土高原高质量

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J].中国水土保持,2021(1):1-4.

ZhaoDongxiao.Constructionofsoilandwaterconser-
vationefficientplantresourcesistheonlywayforhigh

qualitydevelopmentofLoessPlateau [J].Soiland

WaterConservationinChina,2021(1):1-4.
[11] LiPeng,WangJing,LiuMengmeng,etal.Spatio-

temporalvariationcharacteristicsof NDVIandits

responsetoclimateontheLoessPlateaufrom1985to
2015[J].Catena,2021,203:105331.

[12] 周璐红,张康.2000—2020年延安市植被覆盖时空变化

及其影响因素[J].水土保持通报,2023,43(4):356-365.

ZhouLuhong,ZhangKang.Spatio-temporalvariation

ofvegetationcoveranditsinfluencingfactorsinYan’an
Cityfrom2000to2020[J].BulletinofSoilandWater

Conservation,2023,43(4):356-365.
[13] FanXinyi,GaoPeng,TianBiqing,etal.Spatio-temporal

patternsofNDVIanditsinfluencingfactorsbasedonthe
ESTARFMintheLoessPlateauofChina[J].Remote
Sensing,2023,15(10):2553.

[14] 张乐艺,李霞,冯京辉,等.2000—2018年黄河流域NDVI
时空变化及其对气候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响应[J].水土

保持通报,2021,41(5):276-286.
ZhangLeyi,LiXia,FengJinghui,etal.Spatial-
temporalchangesofNDVIinYellowRiverBasinand
itsdualresponsetoclimatechangeandhumanactivities
during2000—2018 [J].BulletinofSoiland Water
Conservation,2021,41(5):276-286.

[15] ZhangYichi,JiangXiaohui,LeiYuxin,etal.Thecon-
tributionsofnaturalandanthropogenicfactorstoNDVI
variationsontheLoessPlateauinChinaduring2000—

2020[J].EcologicalIndicators,2022,143:109342.
[16] WangXiaqing,LiuFenggui,ZhangXinbao,etal.

Asynchronizederosioneffectsduetoclimateandhuman
activitiesonthecentralChineseLoessPlateauduring
theAnthropoceneanditsimplicationsforfuturesoil
andwatermanagement[J].EarthSurfaceProcesses
andLandforms,2022,47(5):1238-1251.

[17] 高健翎,陈小科,张佃茂.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现状分析

[J].中国水土保持,2023(1):1-5.
GaoJianling,ChenXiaoke,ZhangDianmao.Current
situationofwarpingdamsintheLoessPlateau[J].Soil
andWaterConservationinChina,2023(1):1-5.

[18] 艾开开,杨乙丹.明至民国时期黄土高原淤地坝的发展

变迁:以陕晋为中心[J].农业考古,2018(6):134-141.
AiKaikai,YangYidan.Developmentofcheckdamsin
theLoessPlateaufromtheMingDynastytotherepub-
licofChina:CasestudyofShaanxiandShanxiProv-
inces[J].AgriculturalArchaeology,2018(6):134-141.

[19] 陈祖煜.黄土高原坝田绿色走廊建设的构思与实践[J].
水利规划与设计,2022(9):1-5.
ChenZuyu.Conceptionandpracticeofgreencorridor
developmentindamfieldoftheLoessPlateau [J].
WaterResourcesPlanningandDesign,2022(9):1-5.

[20] FangNufang,ZengYi,RanLishan,etal.Substantial
roleofcheckdamsinsedimenttrappingandcarbon
sequestrationontheChineseLoessPlateau[J].Com-
municationsEarth&Environment,2023,4:65.

[21] WangXiaqing,WangZhaosheng,XiaoJun,etal.Soil
erosionfluxesonthecentralChineseLoessPlateauduring
CE1811to1996andtherolesofmonsoonstormsand
humanactivities[J].Catena,2021,200:105148.

[22] 彭勇,梁武,彭日民,等.保靖县黄金茶茶园野生植物种

类及群落结构调查[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

版),2018,30(2):23-26.

301第1期       张杰林等:黄土高原中部沟壑区典型聚湫流域植物群落组成特征



PengYong,LiangWu,PengRimin,etal.Investiga-
tionofdistributionandharmofwildplantresourcesin

goldenteafield[J].JournalofHunanUniversityof
ArtsandScience(ScienceandTechnology),2018,30
(2):23-26.

[23] 王夏青,彭保发,李福春,等.黄土高原聚湫沉积旋回特

征及地球化学划分[J].土壤,2018,50(5):1046-1054.
WangXiaqing,PengBaofa,LiFuchun,etal.Features
andgeochemicalidentificationindexofdepositioncou-

pletsinlandslide-dammedreservoirsonLoessPlateau
ofChina[J].Soils,2018,50(5):1046-1054.

[24] HeiriO,LotterAF,LemckeG.Lossonignitionasa
methodforestimatingorganicandcarbonatecontentin
sediments:Reproducibilityandcomparabilityofresults
[J].JournalofPaleolimnology,2001,25(1):101-110.

[25] LüFeiya,WangXiaqing,LiuFenggui,etal.Vegeta-
tion,temperature,andIndianSummerMonsoonevolu-
tionoverthepast4400yearsrevealedbyapollen
recordfrom DrigoCoontheSouthernQinghai-Tibet
Plateau [J].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2024,655:112556.
[26] 王乐,董雷,胡天宇,等.中国植被图编研历史与展望

[J].中国科学(生命科学),2021,51(3):219-228.
WangLe,DongLei,HuTianyu,etal.Historyand

prospectofvegetationmapcompilationinChina[J].

ScientiaSinica(Vitae),2021,51(3):219-228.
[27] 崔亦凡,秦锋,赵艳,等.孢粉多样性能否反映植被多样

性?: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例[J].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2023,53(9):2127-2138.
CuiYifan,QinFeng,ZhaoYan,etal.Doespalynolog-
icaldiversityreflectfloristicdiversity?:Acasestudy
from NortheastChina[J].ScientiaSinica(Terrae),

2023,53(9):2127-2138.
[28] 刘艳杰,黄伟,杨强,等.近十年植物入侵生态学重要研

究进展[J].生物多样性,2022,30(10):276-292.
LiuYanjie,HuangWei,YangQiang,etal.Research
advancesofplantinvasionecologyoverthepast10

years[J].BiodiversityScience,2022,30(10):276-292.
[29] 白剑波.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油松飞播造林成效调

查[J].陕西林业科技,2012,40(6):31-33.
BaiJianbo.Effectofarielafforestationwithpinustabulae-
formisinLoessPlateauofNorthofShaanxi[J].Shaanxi
ForestScienceandTechnology,2012,40(6):31-33.

[30] 凤紫棋,孙文义,穆兴民,等.黄土高塬沟壑区植被恢复

方式对小流域土壤水分的影响[J].中国水土保持科学,

2023,21(4):1-10.
FengZiqi,SunWenyi,MuXingmin,etal.Effectsof
vegetationrestorationmethodsonsoilmoistureinthe
smallbasinsofLoessPlateauGullyRegion[J].Science
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2023,21(4):1-10.



  (上接第64页)
[15] 李昌兰.喀斯特典型坡耕地土壤养分流失试验研究

[D].贵州 贵阳:贵州大学,2016.
LiChanglan.Experimentalstudyonsoilnutrientloss
intypical karst sloping cropland [D].Guiyang,

Guizhou:GuizhouUniversity,2016.
[16] 翟元晓,李彦旻,崔胜辉,等.丽江市漾弓江流域水体氮

负荷及污染源特征研究[J].环境科学学报,2022,42
(7):329-337.
ZhaiYuanxiao,LiYanmin,CuiShenghui,etal.Studyon
thecharacteristicsofwaternitrogenloadandpollutant
sourceoftheYanggongjiangWatershed,LijiangCity[J].
ActaScientiaeCircumstantiae,2022,42(7):329-337.

[17] 王帅兵,宋娅丽,王克勤,等.不同雨型下反坡台阶减少

红壤坡耕地氮磷流失的效果[J].农业工程学报,2018,

34(13):160-169.
Wang Shuaibing,Song Yali,Wang Keqin,etal.
Effects of reverse-slope terrace on nitrogen and
phosphoruslossinslopingfarmlandofredloamunder
differentrainfallpatterns [J].Transactionsofthe
ChineseSocietyofAgriculturalEngineering,2018,34
(13):160-169.

[18] 彭遥,周蓓蓓,陈晓鹏,等.间歇性降雨对黄土坡地水土

养分流失的影响[J].水土保持学报,2018,32(3):54-60.

PengYao,ZhouBeibei,ChenXiaopeng,etal.Study
onthemechanismofsoil,waterandnutrientlosson
loessslopeunderintervalrainevents[J].Journalof
SoilandWaterConservation,2018,32(3):54-60.

[19] 罗春燕,涂仕华,庞良玉,等.降雨强度对紫色土坡耕地

养分流失的影响[J].水土保持学报,2009,23(4):24-27.
LuoChunyan,TuShihua,PangLiangyu,etal.Effect
ofrainintensityonnutrientlossesfromslopinglandof
purplesoil[J].JournalofSoilandWaterConserva-
tion,2009,23(4):24-27.

[20] 杨任翔,邱凡,郑佳舜,等.赤红壤植蔗坡地坡面径流及溶

解态氮磷流失特征[J].生态学报,2022,42(3):904-913.
YangRenxiang,QiuFan,ZhengJiashun,etal.Char-
acteristicsofrunoffandthedissolvednitrogenand

phosphoruslossinslopinglandwithplantingsugar-
caneoflateriticsoil[J].ActaEcologicaSinica,2022,

42(3):904-913.
[21] 汤珊珊,李鹏,任宗萍,等.模拟降雨下覆沙坡面侵蚀颗

粒特征研究[J].土壤学报,2016,53(1):39-47.
TangShanshan,LiPeng,RenZongping,etal.Parti-
clesizecompositionofsedimentfrom sand-covered
slopeundersimulatedrainfall[J].ActaPedologica
Sinica,2016,53(1):39-47.

401                   水土保持通报                     第45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