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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热带林地经游 垦后 气温和土温增 高
,

相时湿 度降低
,

水土流失加剧
,

地表逗流

加 大
,

土攘入渗量减少
,

贮 水能力减弱
,

肥力下降
。

反复烧垦后形成茅草坡
,

难 以

恢复
。

热带林的更新和演替方向视采伐方式及人为活动干扰程度而异
,

采取保持郁

闭度O
。

4 以 上的择伐
,

时森林恢复比较有利
,

尖峰岭林区今后经营方向应 以保护 为主
。

关键词 海南岛尖峰岭 ; 热带林, 游耕农业 , 更新与演替

五
、

游耕农业生态后果

尖峰岭地区半落叶季雨林带泛行游耕制
,

估计所占面积不少于 林地 的40 一50 %
。

对 半

落叶季雨林和实验模拟游耕地的小气候
、

土壤及生物节律的对比进行了观测研究
,

并调查了

老游耕地
。

(一) 半落叶季雨林及游耕地的动态变化

游耕作业对生态系统造成的主要变化除现存生物量的基本输出(采伐及烧后流失 )外
,

在

游耕过程及撩荒恢复过程中的主要变化仍在于根本改变了系统的元素地表迁 移特 征
。

根 据

1 9 7 9一 19 8 3年通流场观测的平均值估计
,

物质的地表迁移量(表1 1) 随地面状况不同而有很大

变化
。

各种元素在迂流中的相对含量都是林地大于垦地
,

而其绝对迁移量则相反
,

因林地对

悬浮颗粒有较好的过滤作用而使其含量少于垦地
。

通流中各物质相对含量与通流量均呈较显

著的负相关
,

各月的含量随月逸流量的增减而波动
,

但雨季初期的含量
,

一般都较高
。

不同

地类元素的表移序列有所不同
,

最明显的是游耕地的K
,

随枯枝落叶层的消失而在元素含量

顺序中降位
。

地表迁流中的物质经过长距离的迁移
,

等到汇入何溪时
,

各种元素及烘千残渣含量往往

趋向低而稳定
,

而暴雨洪水期及旱季枯水例外
。

根据山地雨林区与季雨林游耕区的河溪水的

物质输出情况(表 1 7) 比较可知
,

山地雨林区的元素含量均低于游耕区
,

与表n 所列地表译流

较大的迁移量是一致的
。

本文于1 9 88年元月1 4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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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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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落叶季雨林及其游耕地地裹遥流水中的化学元素(1 , 7 , 一 1 9 8 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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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表中每格的上 行数据为平均值
,

下行数据为标准差
。

衰1 2 不同立地区的洲水化学元众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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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表 中每格的上行数据 为平均值
,

下行教据为标准差
.

对比观测(表 12) 还证明
:

半落叶季雨林刀耕火种后
,

土层渗透水的元素含量普遍增加
,

元素含量序列也有所改变
,

在地表 以下 1 0 0 c m 土层内K
、

N 等元素由于烧垦急剧矿化而提高

了迁移量
,

成为Si > K > N > M g > Ca > P序列
。

(二 ) 游拱翻度的生态后果分析
1

.

小 气候恶化 恶化的主要标志是气温和土温增高
,

相对 湿 度降低
,

雨季差异尤为明

显
。

气温平均比林地高1
.

3 ℃
,

土温高 3 一 8 ℃
,

愈近地 表差异 愈 大
,

相对湿度平均约低

6 %
。

2
.

群落趋 向偏途演替 根据对各类撩荒地的植被调查及游耕史访问
,

反复游耕 的偏途

演替发展趋势大致是
:

半落叶季雨林第一轮游耕飞机草(E”at 。汀u二 。d ol at 。。)
、

大沙叶
、

山

黄麻 (T : e , a o : ie n ta lis)一萌生幼树群丛
,
第二轮游耕自茅 (Im p o r a ta c 夕Iin d : ic a )

、

大 沙叶
、

毛果扁担杆 (G r e却ia e , io c a , p a )一萌生幼树群丛 ; 第三轮游耕短翅黄祀(E n g o lha , d tia sP
.

)
、

毛

果扁担杆
、

大沙叶
、

余甘子 (P勺 Uan th。: 。二bl fc a )一白茅
、

散树群丛 , 第四轮 游耕余甘子
、

坡柳 (D od
。, 。。a 沂s co sa) 一白茅群丛 (较稳定 )

,

或稀树有刺灌丛、旱生矮草
。

每一轮游耕期

5 一 s a 计
,

经 20 一 30 a 时间
,

森林环境恢复的可能性将完全丧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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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水土流失加剧 热带林耕垦后
,

失去了森林对降水的截留
、

缓冲和地表截持作用
,

裸

露的地面直接承受暴雨冲击
,

以片蚀为主的水土流失急剧发展
。

据定点测定结果
,

表土层的

被蚀厚度约1一 Z c m / a ; 地表通流增加
,

每公顷平均年增加量 2 7 0 0 m
“

水
、

32 t 泥沙
,

含沙

率也比林地高2 2倍
。

4
.

水分涵贮减少 森林破坏后
,

水分再分配格局随之改变
,

地表通流加大
,

入渗 量相

应减少
,

同时随土壤物理性状的恶化和A
。

层的消失
,

涵贮水分功能减弱的结果
,

土壤贮水量

自然减少
。

以 1。。c m 厚土层计
,

渗透水量约减少35 一 58 %
,

年平均土层贮水量从林地的30
.

3

m m 减为1 7
.

9( 垦期)一Z I
.

4 m m (撩荒期 )
。

可见
,

游耕后立地水文功能的削弱十分明显
。

5
.

地力开始劣变 游耕农业地方劣变的直观表现是
,

枯枝落叶层全部烧失
,

表土 层沙

化
,

机械组成变粗
,

地表粗砂成层
,

50 c m 土层内土壤紧实度增加
,

土壤孔隙度比 垦前降低

2 一 3 %
,

土壤容重增大0
.

03 一。
.

06
,

通透性能减弱
。

另外
,

在水土流失加 大的 同时
,

也

造成大量的化学元素流失
。

据观测
,

每年每公顷的化学元素总净流失量(k g) 为
:

全N 65
.

1 8
,

全 P大于 5 9 ,

速效 K 2 4
.

s7 ,

代换 性C a
、

M g 5 9
.

7 9 ,

有机质9 4 6
.

9 7 ,

胶粒 16 9 4 1
。

表1 3 游耕农业土滚性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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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烧垦
,

某些灰分元素如 P
、

K 等含量有所增加
,

但很快也会流失
。

因此
,

总的趋势

是土壤养分贮量减少
,

垦期始末三年
,

20 c m 表土层中主要养分的减少量大约为 ( kg / ha)
:
有

机质7 9 1。
、

全 N l 8 0 8
、

速效 P 1 8
.

5
、

速效 K 3 17
.

9
。

表13 所列的土壤性状变化可说 明地力变

劣的某些表征
。

6
.

撩荒期有所恢复 停耕撩荒后
,

草类
、

灌木
、

萌生幼树丛生
,

覆盖 紧密
,

每年还有

Z t 左右的枯落物归还土壤
,

生态环境有所改善
。

最明显的是地表通流及通流含沙量减少
,

逞流强度减弱
;
小气候的增湿和逆温效应

,

旱季比林地更明显
,

由于地表逗流减少
,

土层贮

水量也有所增加
,

以1 0 0 c m 土层计
,

其土壤水分年增量比垦期多 3
.

s m m
,

渗透 水量只比林

地同期少20 %左右
,

比垦期明显好转
,

但由于反复轮耕
,

土壤的变化最终仍是走上恶性循环
,

只有在完全停止垦复的条件下才可能逐步恢复
。

六
、

更 新 与演 替

尖峰岭林区热带林的采伐利用已有数十年历史
,

目前林 区存在着各类采伐迹地的天然更

新植被
,

热林所也设置有1 s a 历史的山地雨林的皆伐
、

择伐迹地更新群落
。

根据调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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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带森林林林林 择伐伐喜喜阳树种种种种种 林地地

次次 生 林林林林林林林

徐徐龙灌丛
、、

早早生草坡坡

图 5 海南 岛尖峰岭植被演替图式

其结论为
:
热带林的更新演替方向视采伐方

式及人为活动千扰程度而异
。

在择伐
,

即保

留相当数量林木
,

使森林生态系统的组成
、

结构和森林环境基本未受到破坏的情况下
,

可进行顺行演替
,

一定时候会恢复原林分特

征
。

这个择伐的强度
,

即森林生态系统所能

经受扰动的最大闭值
,

据观察试验约 为 0
.

4

的林分郁闭度
。

如果进行皆伐或低于 0
.

4 郁

闭度的择伐
,

则原林分中喜阳速生的树种会

迅速地成长起来
,

形成次生林
。

如遭反复破坏
,

将向旱生灌丛草坡发展
,

难以复恢成林
。

由于

目前海南岛天然热带林巳所存不多
,

建议林区经营方式以保护为主
,

经营性采伐 以保持。
·

4林

分郁闭度的择伐方式为宜
。

尖峰岭林区的功能今后应发挥热带林维护陆地生态平衡的作用
。

海南岛尖峰岭区植被演替图式见图 5
。

七
、

简 要 结 论

1
.

海南岛尖蜂岭林区处世界热带的北缘
,

是我国热带的生物基因库
,

其丰 富 的物种资

源和基本生态系统类型及所构成的生态系列都具有重要的自然保护和科学研究价值
。

2
.

测得海南岛尖峰岭热带林具有以下生态功能
:
对大气降水的平均截留率为21 一23 %

,

蒸散31 一44 %
,

地表通流 1 一 3 %
,

1 0 0 c m 土层贮水 2 一 4 %
,

渗 透水 5 一14 %
,

地下

逗流27 一28 %
,

和旷地相比具有增加 80 一99 %通流拦截
,

增加 2 一 13 %大气湿度
,

降低0
.

5一

1
.

7 ℃气温的效应
,

具有明显的调节气候
,

涵养水源
,

保持水土的作用
。

以N
、

P
、

K
、

C a
、

M g计
,

每年总计有40 一80 k g / ha养分通过冠层淋溶输入林地
,

按水中元素的相对含量比较
,

在水化学元素循环中
,

大约有 5 一60 %输出系统外
,

M g
、

Ca 多输出
,

N
、

K
、

P 多在系统

内富积
,

季雨林区输出大于山地雨林区 ; 森林凋落物千物质的年归还量平均为7
.

7一9
.

7t / ha’

相当于48 一84 k g / ha N素和1 50 一33 Q k g /h a 矿质元素
,

表现了良好的森林生态系统土壤 亚

系统的自肥能力
。

3
.

通过研究
,

证实了热带林生态系统与其环境间和系统内生物组成间在生态 上 的高度

适应性
,

以及以快速的物质循环为维持生态系统稳定的基本特征
,

因此也具有生态上高度的脆

弱性
。

经皆伐
、

刀耕火种等人为的强度干扰
,

极难恢复成林
,

并导致环境恶化
,

如小气候旱

化
,

水分涵贮减少
,

水土流失严重
,

地力衰退
。

游耕地的固体逸流量是林地的59 0倍
,

逗流系

数为林地的22 倍
,

1 0 0 c m 土层的渗透水量只有林地的42 %
,

年贮水增量比林地减少10 m m
,

土壤养分年净流失量比林地多约 100 k g / ha ,
有机质耗损近 1 0 0 0 k g / ha

,

生态环境恶化急速
,

并难以恢复
。

4
.

海南岛尖峰岭林区经营方向应以保护为主
,

适当进行择伐利用
,

应扩大自然保护区面

积
,

加强科学研究
,
并可把林区的一部分建设成森林公园

,

向国内外开放旅游和进行科学教

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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