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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泛平原区林业用地立地分类及质量

评价的研究 方法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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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 以 香西黄泛平原杨树 以 毛 白杨为主 片林固定标地 一 年观测资

料及 个县 块样地调查资料 为基础
,

采用生态定性与统计分析 定量相结合的方 法
,

甘人 为 扰 须繁的农 区林业 用地
,

进行立地分类与质量评价的探讨
。

由于该 区地形

起伏小
,

就以 影响林木生 长明显
,

稳定性强 的土壤质地
、

土体构型 及土攘类型作为

立地分类的主导因素
,

并根据它们与杨树生长的 相关性进行分级
,

按主导因素的分

级标准划分黄泛平原 区林业 用地的立地类型
。

在此墓础土
,

用立地指数与土壤属性

相结合的方法
,

对主要止地类型进行 了质量评价
。

关艘词 黄泛平原, 立地分类 , 立地许价

黄泛平原区林木较少
,

但水
、

热及土地资源比较丰裕
,

具有发展林业的潜力和社会迫切

需求
。

年代以来这一地区已营造大量的杨树为主的速生丰产林及防护林
。

为了进一步提高

造林质量
,

促进林木丰产
,

改善生态条件
,

年至今对这一地区林业用地进行 了 调 查 研

究
。

一
、

自然地理条件氏
幻

黄泛平原区是黄河多次泛滥冲积形成的平原
,

海拔高 一
,

因受冲积或风蚀影 响
,

地表多为高差不大的泥沙淤垫而成的缓岗或佳地
。

由于长期改造利用
,

目前地形已非原始状

态
。

研究区属暖温带半干旱气候型
,

年均温 一 ℃
,

绝对 高温 一 ℃
,

绝对低温 一

一 ℃
,

全年无霜期 一 天
,

》 ℃积温   ℃
。

年降 水 量

仅 一 月就占
。

年蒸发量
。

林业用地的土壤主要有黄潮土
、

风沙土及褐潮土等
。

它们总的特点是土层深厚
,

土体构

型复杂 , 质地偏粗
,

通透性强而持水保肥性能差
,

肥力贫膺
。

土壤养分含量低于
“

全国 土 壤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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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养分分级标准
”

的最低级
。

土体以细沙或粉沙为主
,

常伴有粘壤夹层
。

土壤 。一
,

含量 一
。

二
、

材料与方法 , 〕

以不同立地类型的 块毛白杨 “ 加二州 林固定标地和鲁西 个 县 的

块杨树林样地为试材
,

采取典型抽样设置进行研究
。

固定标地选自同一树种
、

栽培措施和

经营管理尽可能一致的同龄林内
。

每个立地类型重复 一 个
。

固定标地面积为。 。

,

含 株观测木
。

每年 月测定林木月生长量及全年生长量
,

连续观测 一

年
。

土壤分析包括机械组成
、

有机质
、 、

及
、 、

等养分含量
。

分析 样 品按

机械布点
,

多点取样混匀
。

采样深度为 。
。

用常规方法进行分析
。

固定标地及临时样地的土壤剖面观测及立地条件调查均按常规记载
。

立地分类
、

评价指导原则主要是科学性与实用性
。

评价是在立地分类的基础上进行
。

首

先利用定位观测的典型材料和林业生产中辨识立地好坏的朴素经验
,

初步选出立地分类评价

的依据
,

其次是利用调查观测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

通过筛选确定立地划分的主导因素
,

而后

进行立地分类及质量评价
。

三
、

结 果 分 析
〔

, ,

〕

一 立地分类依据的初选

初选首先考虑到下列几点
一

充分考虑前人在本地区立地分类研究的作法与经验
。

综合考虑环境因素特点与林木生产力
。

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确定立地分类的主导因素
。

土壤类型是各种成土因素相互作用的集中反映
。

黄泛平原林业用地主要有黄潮土
、

褐潮

土
、

风沙土及脱盐潮土等
。

它们的形成
、

分布与地形
、

地下水位
、

水质及土壤质地都有密切

关系
。

同时土壤类型能反映林地生产力
,

其基本性状稳定
。

黄泛平原林地土壤水肥贫缺
,

其肥力高低受土壤质地严格制约
。

由于质地的性状稳定和

易于辨识
,

因此在立地分类中起重要作用
。

土体构型主要反映在剖面中有不同质地夹层
,

这

种夹层的出现
,

明显地影响土壤水肥运行
,

特别是沙土中的粘壤夹层
,

对林木生长影响极大
,

是立地分类不容忽视的环境条件
。

土壤坚实度与土壤容重
、

质地
、

孔隙度及透水性均有密切

联系
,

对林木生长有很大影响
,

并可测出定量指标
。

通过上述的简要分析比较
,

可以初步选出土壤类型
、

土壤质地
、

土体构型 指夹层厚度

及土壤坚实度作为立地分类的依据
。

地形
、

土壤养分
、

湿度
、

土壤颜色及地下水位等环境条件在立地分类中虽很重要
,

但它

们在科学性
、

实用性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

同时环境因素中又有明显互补性
。

例如常将地形

列为立地划分的主要依据
,

但这一地区耕作历史悠久
,

长期地人为整治改造
,

现存地貌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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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确反映立地条件
,
植被对立地条件虽有指示性

,

但代表性自然植被在这一地区己荡然无

存 土壤养分是林木生
一

民的物质基础
,

但养分直观性差
,

含量又难以测定 , 土壤颜色
、

新生

体等比较直观
,

也可反映立地条件差别
,

但辨识标准不统一 土壤湿度及地下水位是衡量立

地条件的重要指标
,

但土壤类型又与 匕述特性有 互补作用
,

且它们之 间时
、

空变化 剧烈
,

稳

定性差
,

也不便测定
。

总的来说上述各项因子的直观性和稳定性
、

科学性和实用性都较差
,

因此均未计入立地分类主导因素初选之列
。

二 立地分类主导因案的统计筛选

经过初选将土壤类型
、

质地
、

土体构型 夹层厚度及出现深度
、

土壤坚实度列入立地分

类筛选统计中
。

一个地区立地分类的繁简
,

取决于影响林木生长主导因素的多少
。

为了筛选

制约林木生长最突 出的立地分类主导因素
,

应注意二点

平原农区林木经营集约度羞别很大
。

同一立地类型当经营措施不同时
,

即使同 一 树

种
,

其生长差异也极为显著
。

筛选中须排除它们对立地划分的干扰
。

表 立地因子与经营措施相关系教 为了比较不同立地因子对林木 生
一

长

立 地 团 子 与

经 酋 措 施

偏相关系数 复相关系数

土城类型

夹层有无

夹层厚度

夹层出现深度

土坡质 地

坚 实 度

问 作

整 地

 !

 

 

 

的影响
,

须以立地指数曲线将优势木毛白杨

调整到标准年龄的树高
。

其立地指数曲线公

式为

〔 一 一 〕

统计分析中以标准年龄毛白杨优势高为

因变量
,

土壤类型
、

质地
、

夹层厚度及出现

深度
、

坚实度
、

经营措施等为自变量
,

根据

数量化〔 〕求得初选各项因素及经营措施与

杨树生长的相关系数 表
。

从上表看出在立地因素中
,

对杨树生长影响最大的是土壤质地
、

夹层厚度和土壤类型
,

因此选定它们为黄泛平原林业用地立地划分的主导因素
。

三 主导因素的可靠性验证

利用固定标地长期观测资料
,

对上述主导因素的可靠性进行验证
。

固定标地的树种和林

龄必须一致
,

栽培和后期经营措施也相同
,

在此基础上利用多重比较法
,

以固定标地林分胸

径为生长指标
,

对筛选出来的三个主导因素进行显著性检验 表
。

从表 可以看出三个
一

导因索对毛白杨粗生长形响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

表明这三个立地

因子在黄泛平原区是彤响杨树生长的主要自然因素
,

因此作为立地分类的主导因 素 是 合 适

的
。

四 主导因紊等级划分

对立地分类主导因素的等级划分 是为了组合这一地区繁简适度的立地类型表
。

土滚质地予级划分 土壤质地与杨树生长关系密切 图
。

按土壤质地分级毛 白 杨

在壤土
、

沙壤土
、

粉壤土上上长良好
,

粘土较差
,

沙土最差
。

根据图 将 质 地 分 为 个等

级
,

即沙壤土
、

壤土 含壤土及粉壤土
、

粘土 含粘土及粘壤土
、

沙土 含细沙土及粗 沙

土
。

夫层厚度等级划分 从图 可看出剖面中夹层的有
、

无 及厚度与杨树生长关系
,

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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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夹层厚度
、

土壤类型
、

土壤质地对毛白杨生长的检验

虱
一

补

、、

义公

公一 戈‘ 戈公 一 戈

、 一 、 、

】

】

牙 三 肠

二

又,

厉

又

左 介 专

裔 带

辛

介带

来带

夸辛 只
一

,

刀 二

层厚度夹

沙质黄 潮土

风 沙 土

褐 潮 土
个
万

专 专

专介

晰

朱 带

二

奋辛 砰

刀

,  

夹壤黄 潮土

土壤类型

壤 土

细 沙 土

又‘

牙工

汤 二

三

夸介

朱余

帝奋 平

争
,

,

合

土质坡地

过薄
、

过厚对毛白杨生
一

长均欠佳
。

这是因为夹层过薄
,

持水保肥的性能不明显 过厚则土壤

通透性变坏
,

不利于根系伸展
。

故将夹层划分三 个 等 级
,

即
、

11 一 20 cm
、

>
2

c
m

。

< 3
c
m 对水肥保持作用极小

,

视为无夹层
。

3

.

土壤类型 这一地区林业用地有 4种土壤类型 (土类或亚类)
,

即黄潮土
、

褐潮土
、

风

沙土及脱盐潮土
。

杨树在这些土壤上生长都有明显差别(图 3 )
,

因此它们各自组合为 1 个等

级
。

效
-
工潮仙

“公

}

量回上
.

于
砂…
!·一卜司乡

一

|

|||||J
�冷敏

…
上材付变�

…
认土堆

!

粘落

l汁.J勺注环J汁.活J卜
二.r润

�
‘�坦承书

质地

土姨质地与毛 白杨生长

20 30 奋〔)

攀道 (cl 川

图 2

四
、

夹层厚度与毛白杨生长 图 3 土壤类型与 毛白杨生长

立地类型组合

根据以上分析
,

确定黄泛平原区林业用地的立地分类依据为 3 个主导因素
,

每个因素又

分别划分 3 一 4 个等级
,

共组合为 4 个立地类型组
,

14 个立地类型
。

( 一) 风沙土立地类型组

1. 沙质风沙土
。

( 二) 黄潮土立地类型组
2.通体沙黄潮土

,
3

.

沙壤质黄潮土
,

4

.

壤质黄潮土
,

5
.

粘质黄潮土
,

6

.

薄夹层沙质黄潮

土
,

7

.

中夹层沙质黄潮土
,

8

.

厚夹层沙质黄潮土
,

9
.

上沙下粘黄潮土(蒙金地)
,

10

.

上 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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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黄潮土 (偏风地 )
。

( 三 ) 脱盐潮土立地类型组

11. 壤质脱盐潮土
。

( 四 ) 揭潮土立地类型组

12. 沙壤质褐潮土
,

13

.

壤质褐潮土
,

14

.

粘质褐潮土
。

五
、

立地类型质量评价〔4〕

(一) 评价的依据

立地质量是指立地条件对主要树种适宜程度和利用价值的指标
。

其质量高低取决于多种

自然环境因素
。

立地质量评价的依据有的侧重于林木生长指标
,

如地位级或立地指数
。

有的侧重于环境

因素
,

如地形
、

地貌
、

水文和土壤条件
。

前 者适用于天然林区
,

特别是原始林区
,

它具有直

观
、

简易等 优点
。

但在人为干扰频繁的少林农区
,

用单纯的林木生
一

长指标不能真实反映立地

条件的好坏
。

因此在这些地区有赖于环境因素
,

并结合林木生长情况再进行综合评价
。

环境因素包括气候
、

地形
、

水文及土壤等
。

气候在一定的 自然地理区内差别不大
。

而地

形与土壤
、

水文又常互为因果
,

还由于地形具有 直观与稳定的特点
,

因此利用地形 (坡向
、

坡

位等)间接评价立地质量也是可取的
。

但平原农区地形起伏小
,

经人工长期整治
,

原有 地 形

也大部改观
,

因此选用土壤某些属性作为立地质量评价依据是可取的
。

土壤类型是土壤属性与土壤肥力总的概括
,

它与林木生长
、

栽培措施关系密 切
,

是衡量

立地质量的重要标志
。

土壤属性可归纳为物理因素
、

化学因素
。

前 已阐述了土壤质地
、

夹层

厚度对立地质量影响明显
,

可以作为质量评价依据
。

化学因素包括土壤养分在内
,

是较为隐蔽的属性
,

但其中若干因素则是林木生
一

长重要的

物质基础
。

就毛自杨生长与这些因素进行了统计分析(图 4 ~ l。)
。

以 a = 0
.0 1 ,

f
=

9 查相关

系数临界值
:。. 。: 二 0

.
73 4 8

。

对某些因素与毛白杨林优势木高相关系数进行检验
,

结果以有机

质
、

全N
、

全K 及水解 N 对毛白杨生长影响显著
,

因此可从中选择最主要的作为立地质量评

价的依据因素
。

( 二 ) 质 , 评价方法要点

1. 在选定立地质量评价的基础上
,

按主要造林树种 (毛白杨)对这些因素的适宜性 进 行

分级排序
。

�白�崔分攀
�日�枢藕鹅

。
.
。, .

) , 声 Q
.
Ic
6 叭1

性仑 P 分脸 (气
2 4 0

。

1 4
2

3
)

9

。

0 1 6
0

。

0
2 4

上坑全N 含t (肠 )

图 4 土 堆全 P
’
了毛 白杨生长关系

万
= 7
.
32+ 50

.i7 x 一 1 3
.
3 8 x ; r 1

0
.
6 5 0 4

图 5 土城全 N 与毛 白杨生长关系

11
二
6
.
3 4 + 5 9 9

,

0 5
二 一

9 3 3
.
1 3 劣Z r = 0

,

9
1

5 4



期 刘寿坡等
:
黄泛平原区林业用地立地分类及质量评价的研究(方法与实践) 2护

�三�候众搜
nnC白口�通场目琦11

(‘�崔众书

10 16 22 之8 3 4

土鉴水解 N 含t (P pm )

图 6 土澳水解N 与毛 白杨生长关系

O。
6 6

O

.

B 2
0

。

9 名 1
。

1 0

土蛋全1 含t (听 )

万 = 5
.
96 + 0

.
49 x 一 0

。

0 1
蕊: r = 0

.
9 7 1 3

图 了 土坡全 K 与毛 白杨生长关 系

H
二 一 5

.
8 9 + 3 9

.
2 9 x 一 1 7

.
2 4 劣 Z r = 0

.
9 8 4

/

一
�已�柯众担CZ币洲川侧15U1213

�
‘�城乍袱

8 16
生壤速效P 含

艺4 3 艺

t ( P P 。 )

4 0 6 0 匕。 ]
‘Jo

—土鉴速效K 合觉 (P r印 、

图 9 土城速效K 与毛白杨生长关 系

土 咦有机质含量 (肠 、

图 8 土壤速效 P 与毛白扬生长关系

H
= 12

.
55 + 0

.
34 工 r = 0

,

1 7 4
6

H

=
4

.

9 7 等 o
·

: , r = 0
.

6 4 0 0

图10 土壤有机质含 量与毛 白杨生长关 系

H = 5
.03 + 30 .19 戈 一 2 0

.
s l x 2 , r = 0

.
9 7 3 7

( 1) 土壤质地
:
壤土 > 沙壤土> 粘壤土

、

粘土> 沙土
。

(
2

) 夹层厚度
: 11一20

cm
) 10~ 3 em ) 20 em 以上> 3 em 以下

口

( 3) 土壤类型
:
黄潮土

、

褐潮土> 脱盐潮土> 风沙土
。

(
4

) 全N 含量
: 0.024 % 以上) 0

.024% ~ 0
.016 % ) 0

.016 % 以下
。

(
5
) 水解N 含量

: 30 p pm 以上> 30~ 15 P P m > 15 p p m 以下
。

(6 ) 有机质含量
: 0.5 % 以上> O

。

5
% ~ 0

.

3 % >
0

.

3 % 以下
。

(7 ) 全K 含量
: 0.9 % 以上> 0

.
9% ~ 。

.
6 % > 。

.
6 % 以下

。

2

.

根据上述各因素与毛白杨生长的关系
,

各赋予不等的
“

分值
”

( 一般而言土壤物理因素

对林 木 生 长 的影响大于化学因素)
。

然后就各立地类型分值总和
,

综 合 评价它们的质量等

级
。

六
、

初 步 结 论

根据黄泛平原区林业用地自然特点及该区社会经济条件
,

立地分类及其质量评价应以地

理因素为主
,

结合林木生长情况
,

筛选主导因素进行
。

在地理因素中筛选 出土壤质地
、

土体

构型(夹层厚度)及土壤类型作为立地分类主导因素
。

平原农区受人为干扰较多
,

立地质量不能单纯依据林木生长量进行评价
,

经分析研究立

地质量评价除上述三个因素外
,

另筛选与林木生长关系密切的土壤有机质
、

全氮
、

水解氮
、

全钾的含量作为立地质量评价依据
。

作为立地质量评价依据的土壤属性
,

它们对林木生长的影响并非等同
,

要根据统计分析

结果区分主次
,

并以分值总和综合评价立地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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