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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塬区土地利用变化对深剖面

土壤水分的影响

向 伟１，林雪青１，张志强１，李 志１，２

（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陕西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２．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陕西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在长武塬区的６个地点分别采集农地、１０年果园和２０年果园１０ｍ深剖面的土样，通过测定和分析不
同样地的土壤水分，定量揭示其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农地和１０年果园土壤水分具有相似的垂向分
布，随深度增加土壤水分含量增大，而２０年果园随深度增加呈减小趋势，但６ｍ以下３种样地土壤水分随深度增加
基本不发生变化；农地、１０年和２０年果园在０～６ｍ、６～１０ｍ和０～１０ｍ土层平均土壤水分含量分别为 １７．８％、
１７．５％和１５．８％，２０．４％、２０．６％和１４．８％，１８．８％、１８．７％和１５．４％，与农地相比，２０年果园０～６ｍ、６～１０ｍ和０～１０
ｍ土层减少的土壤水分分别占农地的１１％、２７％和１８％；农地６～１０ｍ土壤储水量为１０６３ｍｍ，而转化为果园后随
果龄增大而减小，其中１０年果园无明显差异，但２０年果园减少了２９１ｍｍ，在该土层形成稳定的低湿层。２０年果园
６ｍ以下稳定的低湿层可能减少水分的深层渗漏进而降低地下水补给量，伴随着大面积的农地转化为人工林草，可
能会对区域水循环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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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生态脆弱，水土流失严重，大规模的水

土保持措施导致土地利用发生显著的变化［１－４］。同

时，黄土高原近年来水循环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如河流径流减少［５－６］和地下水位下降［７－８］等。土地

利用变化与水文变化间存在一定的联系［９－１０］，而土

壤水分是水循环中水分的重要来源，可以联系降水

和地下水并能影响地表径流的产生［１１］。因此，研究

黄土高原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水分的影响具有极其

深远的意义。

渭北旱塬由于独特的气候条件成为苹果的优生

区，因此，近年来大量农地转化为果园，成为该区域

主要的土地利用变化方式之一［１２］。根据相关研究，

人工林草显著减少土壤水分，可能进而影响区域水

循环状况［１３－１４］。该区域大面积的农地转化为果

园，土壤水分势必会受到影响。因此，研究该区域农

地转化为果园后的土壤水分状况十分必要。

为此，本研究在长武塬的６个样点，每个样点采
集农地、１０年和 ２０年果园，采样深度 １０ｍ，对比分
析土壤水分差异性，定量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深剖

面土壤水分的影响，以期为黄土高原土地利用和水

资源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１ 样品采集与数据分析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区域选择位于黄土高原中南部陕甘交界处

的长武塬面，是农地大幅转为果园的典型地带。平

均海拔１２００ｍ，属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
降水年内年际变化较大，多年平均降水量 ５８４ｍｍ。
光照条件充足，年日照时数２２３０ｈ，日照率５１％，年
均辐射量为４８３７ｋＪ·ｃｍ－２，无霜期１７１ｄ，年均气温
９．１℃，≥１０℃活动积温３０２９℃。无灌溉条件，属典
型的雨养农业区。土层深厚，母质为马兰黄土，土壤

多为中壤质黑垆土，０～１、１～２ｍ和２～１０ｍ土层平
均容重分别为１．３４、１．２８、１．３０ｇ·ｃｍ－３，凋萎湿度和
田间持水量分别为 ７．４６％±０．６５％和 ２１．１６％±
０．８６％［１５］，田间稳定湿度（凋萎湿度与田间持水量
的算术平均值）为１４．３１％［１６］。
１．２ 样品采集与测定

２０１４年８月在长武塬区选择具有代表性的６个
样点，各样点分别选取邻近（两两间距离不超过 ５０
ｍ）的３种样地进行土样采集，分别为农地（典型的
冬小麦－春玉米轮作地），８～１２年生和 １８～２４年
生苹果地（以下简称１０年果园和２０年果园）。通过
人工打钻采集１０ｍ深度的土样，取样间隔２０ｃｍ，用
烘干法测定土壤水分，计算各层土壤含水率。

样点选择遵循典型性和代表性原则。长武塬面

呈东南低西北高的地貌特征，６个样点从东南到西
北呈均匀分布，尽可能代表塬区情况，各样点远离道

路干线和居民区，同时靠近塬中心区域，各种类型样

地在所有样点间尽可能保持一致性，样点分布见图

１。

图１ 采样点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ｓ

１．３ 数据分析

首先分析土壤含水量的剖面分布规律，定性描

述３种样地下土壤水分的差异；其次通过土壤储水
量分析剖面土壤的水文状况；以农地为对照，通过计

算不同果龄果园的土壤储水量，定量研究土地利用

变化随时间对土壤水分的影响。

土壤储水量（ＳＷＳ，ｍｍ）、土壤有效储水量
（ＡＳＷ，ｍｍ）和土壤水分亏缺量（ＷＤ，ｍｍ）［１６－１７］计
算公式如下：

ＳＷＳ＝ＳＭ×ＳＢＤ×ｈ （１）
ＡＳＷ ＝（ＳＭ－ＷＭ）×ＳＢＤ×ｈ （２）

ＷＤ ＝ＷＦ－ＳＷＳ （３）
式中，ＳＷＳ、ＡＳＷ、ＷＤ和ＷＦ分别为土壤储水量、土壤
有效储水量、土壤水分亏缺量和田间持水量，单位均

为ｍｍ；ＳＭ为土壤含水率，％；ＷＭ为土壤凋萎湿度，
％；ＳＢＤ为土壤容重，ｇ·ｃｍ－３；ｈ为土层厚度，ｍｍ。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土壤水分剖面分布

３种样地在６个样点的土壤水分垂向分布相似
（图２）。由于受蒸发和降水入渗影响比较强烈，０～
２ｍ土壤水分的差异没有一致的规律。但随土层深
度增加，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水分的影响加强。２ｍ

３１第４期 向 伟等：黄土塬区土地利用变化对深剖面土壤水分的影响



以下农地与 １０年果园的土壤水分缓慢增加，而 ２０
年果园的土壤水分缓慢减小。整体而言，３种样地
的土壤水分分布在４ｍ以下具有显著的分异性。在
６～１０ｍ土层，农地与１０年果园土壤水分随深度的
增加无明显增加趋势，２０年果园减小趋势亦不明
显，３种样地土壤水分的波动性可能与土壤质地有

关［１８］。土壤水分垂直分布中，农地和 １０年果园比
较相似，其含量在多数层次明显高于２０年果园，两
种垂直分布模式说明１０年果园对于土壤水分没有
较大影响，甚至由于根系作用使部分层次水分含量

高于农地；但２０年果园显著降低土壤水分特别是４
ｍ以下土层的水分含量。

图２ 各样地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含水率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ｎｄｕｓｅｔｙｐｅｓｉ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ｓｉｔｅｓ

２．２ 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水分的影响

为进一步量化３种样地下土壤水分的差异，根
据图２确定形成稳定差异的深度为 ６ｍ，分层次统
计了不同深度内（０～６ｍ和６～１０ｍ）的土壤水分含
量。整个剖面以及两个土层的土壤水分都存在农地

≈１０年果园＞２０年果园的特征（表１）。整个剖面３
种样地的平均土壤水分含量分别为 １８．８％、１８．７％
和１５．４％；０～６ｍ的相应值分别为 １７．８％、１７．５％
和１５．８％，而 ６～１０ｍ的相应值分别为 ２０．４％、
２０．６％和１４．８％。ｔ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 ２０年果
园与农地和１０年果园间的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Ｐ＜０．００１），而农地与 １０年果园间差异不显著（Ｐ
＝０．１９５）。
农地和１０年果园０～６ｍ土壤水分含量均低于

６～１０ｍ，而２０年果园的情况则相反，这主要是植物
根系的耗水差异导致的。土壤水分最低值出现的土

层一般是植物集中耗水的层次［１９］。小麦耗水通常

在干湿交替层内，１０年果树因树小根浅耗水量小而
集中在干湿交替层，均对深层土壤水分影响较小；而

２０年果树树大根深且耗水量大，耗水层位逐渐向深
层土壤移动，因此深层土壤水分曲线明显向左偏移，

出现显著性的差异。

以农地为对照，计算２０年果园对土壤水分的影
响，发现０～１０ｍ、０～６ｍ和６～１０ｍ土层内２０年果
园减少的土壤水分分别占农地的 １８％、１１％和
２７％。可见，２０年果园对于土壤水分干燥化有重要
的影响，可能进而影响塬区局部地区的降水－土壤
水－地下水的转换关系，而近年来长武塬区的地下
水位不断下降［２０］，可能也与土地利用变化有着重要

的关系。

２．３ 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储水量的影响

深层土壤水分被形象地称为“土壤水库”，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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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半干旱区植物生长耗水的重要来源之一，对水资

源时空分布不均具有缓解作用，其储量状况反映了

这种调节能力的大小。为分析不同利用方式下深层

土壤水分状况，分别计算各样地６～１０ｍ土壤储水
量（表２）。

表１ ３种土地利用方式下不同深度土壤水分含量／％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ｉｎ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ｐｔｈｓｌａｙｅｒ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ｒｅｅｌａｎｄｕｓｅｔｙｐｅｓ

采样点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０～１０ｍ

Ｆ Ａ１０ Ａ２０

０～６ｍ

Ｆ Ａ１０ Ａ２０

６～１０ｍ

Ｆ Ａ１０ Ａ２０

Ｓ１ １８．０ １９．１ １５．０ １６．４ １８．２ １５．６ ２０．４ ２０．９ １４．０

Ｓ２ １７．１ １５．５ １４．４ １６．４ １４．８ １４．９ １８．２ １６．８ １３．６

Ｓ３ ２０．３ １７．３ １３．９ １９．３ １５．８ １４．５ ２１．７ １９．５ １２．８

Ｓ４ ２０．７ ２２．８ １６．０ １９．０ ２１．７ １５．９ ２３．３ ２４．５ １６．２

Ｓ５ １８．９ １９．５ １５．９ １８．６ １７．９ １４．９ １９．２ ２２．２ １７．５

Ｓ６ １７．９ １７．８ １７．２ １６．９ １６．６ １８．８ １９．７ １９．９ １４．８

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１８．８ １８．７ １５．４ １７．８ １７．５ １５．８ ２０．４ ２０．６ １４．８

注：Ｆ—农地；Ａ１０—１０年果园；Ａ２０—２０年果园。

Ｎｏｔｅ：Ｆ—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Ａ１０—１０ｙｅａｒｏｌｄａｐｐｌｅｏｒｃｈａｒｄ；Ａ２０—２０ｙｅａｒｏｌｄａｐｐｌｅｏｒｃｈａｒｄ．

表２ 各样地６～１０ｍ土层储水量状况
Ｔａｂｌｅ２ 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ａｌｌｓｔｕｄｙｐｌｏｔｓｉｎ６～１０ｍｓｏｉｌｌａｙｅｒ

项目

Ｉｔｅｍ

采样点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ｓ

Ｓ１ Ｓ２ Ｓ３ Ｓ４ Ｓ５ Ｓ６

均值

Ｍｅａｎ

农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ｍｍ １０６０ ９４５ １１３１ １２１２ ９９９ １０２８ １０６３ａ

占ＦＣ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ＦＣ／％ ９６ ８６ １０３ １１０ ９０ ９３ ９７

１０年果园 １０ｙｅａｒｏｌｄａｐｐｌｅｏｒｃｈａｒｄ／ｍｍ １０９３ ８６９ １０１７ １２７６ １１５０ １０４４ １０７５ａ

占ＦＣ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ＦＣ／％ ９９ ７９ ９２ １１６ １０５ ９５ ９８

２０年果园 ２０ｙｅａｒｏｌｄａｐｐｌｅｏｒｃｈａｒｄ／ｍｍ ７２９ ７０９ ６６６ ８４０ ９１５ ７６９ ７７１ｂ

占ＦＣ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ＦＣ／％ ６６ ６４ ６０ ７６ ８３ ７０ ７０

△／ｍｍ －３３１ －２３６ －４６５ －３７２ －８４ －２５９ －２９１

ＷＤ／ｍｍ －３７１ －３９１ －４３４ －２６０ －１８５ －３３１ －３２９

注：ＦＣ—田间持水量；ＷＤ—２０年果园土壤水分亏缺量；△—２０年果园与农地水分差值；不同字母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下差异显著。

Ｎｏｔｅ：ＦＣ—ｆｉｅｌｄ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ＷＤ—ｔｈｅｓｏｉｌ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ｄｅｆｉｃｉｔｏｆ２０ｙｅａｒｏｌｄａｐｐｌｅｏｒｃｈａｒ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ｙｅａｒｏｌｄａｐｐｌｅｏｒｃｈａｒｄａｎｄ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０．０５ｌｅｖｅｌ．

农地和１０年果园深层土壤储水量差异较小，分
别为９４５～１２１２ｍｍ和８６９～１２７６ｍｍ，均值为１０６３
ｍｍ和１０７５ｍｍ，占田间最大持水量的９７％和９８％，
基本维持在田间持水量水平，甚至部分农地和１０年
果园土壤储水量略高于田间持水量，这可能与降雨

入渗补给有关。通常情况下，深层土壤水分较干湿

交替层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２１］，在这些样地下，

采样前一段时间的降水，还没有完全发生重力下移。

２０年果园土壤储水量变化范围为 ６６６～９１５ｍｍ，均
值为７７１ｍｍ，占田间最大持水量的７０％，土壤水分
条件相对较差，按照曹裕等［１６］对土壤干燥化的评价

标准，深层土壤属轻度干燥化。Ｔ检验表明农地和
１０年果园深层土壤储水量无显著差异（Ｐ＝０．１９５），
但两者均与 ２０年果园存在极显著差异（Ｐ＜

０．００１）。深层土壤水分状况与土地利用方式［１３］和
种植年限［２２］有关，上述差异显然是由农地转化为果

园后随时间变化造成的。

农地转化为２０年果园后，６～１０ｍ储水量减少
８４～４６５ｍｍ，均值为２９１ｍｍ，占农地储水量的８％～
４１％。土地利用变化前后储水量变化值（△，ｍｍ）表
征了２０年果园深层土壤水分多年累积的亏缺量，各
样地间存在一定差异，这可能与地上生物量［２３］和产

量［２４］差异有关。除 Ｓ４样地（农地）和 １０年果园的
深层土壤储水量略高于田间持水量外，大部分样地

深层土壤水分处于亏缺状态，说明深层土壤水分难

以得到降水补给，导致深层土壤水分长期处于负补

偿而发生水分亏缺，２０年果园亏缺量达 １８５～４３４
ｍｍ，均值为３２９ｍｍ，约占田间持水量的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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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水资源是黄土高原发展的限制因子之一。土壤

水分作为地表水和地下水之外的一种潜性水资源，

具有相当可观的生态价值和利用价值；同时，土壤水

分也是土壤－植物－大气连续体水分的重要来源，
是实现地表水与地下水转换的关键环节。长武塬区

无可用的河流，且暴雨季节形成的地表径流不易存

储利用。此外，地下水大多埋藏于４０～１００ｍ［２０］，加
上降雨多集中在６—９月，年内年际变化较大，因此，
土壤水分资源对于当地农业发展及生态建设十分重

要。

黄土高原土壤水分条件逐渐替代肥力成为作物

产量的限制因素［２５］。农田产量与土壤水分条件有

关，但导致了一定厚度的季节性生物利用干层［２６］。

长武塬区是典型的雨养农业区，种植高耗水作物苹

果后，随种植年限的增加耗水量增大，耗水深度逐渐

向土壤深层发展，深层土壤出现干燥化［１７］。本研究

中１０年果园深层土壤水分未发生明显的亏缺，基本
维持在 ９８％田间最大持水量，还有相当的可利用
量，与樊军等［２５］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而 ２０年果
园深层土壤水分普遍亏缺，亏缺量为 ３２９ｍｍ±８４
ｍｍ。张社红等［２２］分析了洛川地区苹果种植年限与
深层土壤水分的关系，发现２０年后土壤深层将形成
稳定干层，本结论与之印证。苹果树随着种植年限

的增加，生长耗水由初期的降雨转化为深层土壤水

分，深层土壤发生明显的干燥化后，果树转而更加依

赖年内降水［１６］。２０年果园深层土壤发生稳定干燥
化，土壤水库调节能力减弱，果园产量转而依靠年内

降水，势必会出现一定的年际波动。因此，需要在水

资源管理与果园产量之间找到平衡，确定苹果树种

植的最适年限。

土地利用变化导致土壤水分变化进而影响降水

－土壤水 －地下水的区域循环过程，李玉山［２７－２８］

认为在土壤干层存在条件下，重力水难以向下移动，

土壤中液态水只发生大气－土壤循环。本研究中农
地和 １０年果园深层土壤水分在“重力水发生湿
度”［２８］附近波动，具有重力水下渗的条件，在这些区

域可能存在降水－土壤水－地下水循环过程；而２０
年果园深层土壤水分基本维持在７０％“重力水发生
湿度”，需要补给１１３７～１４２４ｍｍ降水才可能发生
重力水下移。此外，该区域年均降雨 ５８４ｍｍ，水分
入渗通常只发生在干湿交替层，因此，在现有的降雨

和土壤入渗条件下，深层土壤水分难以得到降雨入

渗补给。伴随着大面积的农地转化为人工经济林，

局部地区的重力水下渗通道被阻断，可能是该区地

下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

４ 结 论

通过采集长武黄土塬６个地点下３种利用方式
１０ｍ深的土壤样品，即农地、１０年果园和 ２０年果
园，测定了土壤水分并定量揭示了其对土地利用变

化的响应。得到如下结果：

１）３种样地下土壤水分垂直分布不同，农地与
１０年果园类似，土壤水分随深度增加而增大，而 ２０
年果园土壤水分随深度增加呈减小趋势。６ｍ以下
３种利用方式下土壤水分形成稳定差异，这为不同
利用方式下土壤水分的监测深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依据。

２）土壤水分在不同深度（０～６ｍ和６～１０ｍ）以
及整个剖面（０～１０ｍ）内均具有农地≈１０年果园＞
２０年果园的特征。植物耗水层位因土地利用方式
和种植年限差异而不一致。农地和 １０年果园集中
耗水在０～６ｍ土层内，而２０年果园集中耗水层位
向深层移动。以农地为对照，２０年果园在 ６～１０ｍ
土层水分减少明显，减少量达农地土壤水分含量的

２７％。
３）农地转化为果园，深层（６～１０ｍ）土壤储水

量随果龄增大变化显著。１０年果园储水量变化不
明显，基本保持在田间持水量；而２０年果园储水量
显著减小，水分亏缺量达 ３２９ｍｍ，约占田间持水量
的３０％，土壤出现轻度干燥化。

伴随着大面积的农地转化为人工经济林草，深

层土壤水分随着林木耗水而不断减少，形成稳定的

低湿层。局部地区的低湿层阻断了重力水下渗通

道，可能会对降水－土壤水－地下水区域循环造成
一定影响，因此，这也可能是该区域地下水位下降的

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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