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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苦竹
+
牛鞭草退耕种植模式经过 5 年的经营

,

植被组成和结构发生 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化
,

种植

初期的苦竹
+
牛鞭草复层种植模式

,

因模式本身和农户经营利用的意愿不同的原因而逐渐过渡到第 5 年时

的纯牛鞭草地或纯苦竹林
,

同时植被的垂直结构和水平结构也产生了质的不同
。

纯苦竹林的经营林地因苦

竹采伐 的原 因留下一定面积分布和厚度的枯落物
,

这对退耕地保持水土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
,

达到了退耕种

植的要求
,

过渡后的纯牛鞭草地 因周期性地 出现地表裸露
,

水保效能偏低
,

需要整治和改进 ; 同时苦竹
+
牛

鞭草镶嵌种植的配套技术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

【关键词】植被组成 ;结构 ;经营利用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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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雅县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

选择土壤条件

较好的地段营造苦竹 (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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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s ) 与优质牧草扁穗牛鞭草 ( H c o n叮刀℃ 8朋 L
.

.f ) 的

立体种植植被恢复模式
,

利用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

契机栽竹种草大力发展奶牛
、

奶羊等养殖业和生产

竹材
,

逐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

在过去的四年中洪

雅县已经累计完成退耕面积达 6 6 6 7 h耐
。

课题组对

该区域林 (竹 )
+
牧草退耕种植模式的生态效益

、

经

济效益和种植技术进行了的系统研究
,

本文先就苦

竹 + 牛鞭草退耕种植后 的植被变化特征作简要分

析
。

2 测定内容和测试方法

针对本研究
,

在试验示范区内主要测定植被种

类生长状况
、

植被种类组成
、

地表枯枝落叶等内容
,

根据竹
、

草的生长和经营特性
,

定期测苦竹
、

杂交竹

的竹均高
、

平均胸径
、

株数
、

单株生物量
、

竹笋萌发和

生长状况
,

定期测定扁穗牛鞭草的盖度
、

高度
、

粗度

和生物量以及林地的地表枯枝落叶分布
、

厚度和生

物量情况等因子
。

测试方法都采用野外常规抽样调

查及室内分析方法
。

3 试验结果与分析

l 研究区概况及试验地设置

研究区位于洪雅县柳江镇
,

属四川盆地西部华

西雨屏区
,

该区域 20 年 ( 19 8 0 一 2 000 年 )平均降雨

量为 14 89
.

s m m
,

土壤为酸性紫色土
,

海拔 600 m -

6 5 0m
。

试验调查地设在小地名为苦竹岗的小 区域
,

该小 区域于 2 000 年 3 月退耕种植了 3 4 6 亩苦竹
+

牛鞭草地
,

作为试验研究的试验示范地
。

退耕还林还草意在保持水土
,

改善生态环境的

同时
,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

增加农民收益
。

环境的改善

和农户收益的增加都与植被的生长和经营密不可分
,

分析退耕种植四年来该区退耕模式植被的各项特征

变化
,

有利于正确评价该模式的成长及其效能
。

3
.

1 经营性植被组成特征

20 00 年初栽植的退耕种植模式
,

经过四年的模

式成长和各 自农户经营意愿的不一致
,

植被组成发

生了一定的改变 (表 1 )
,

显示了这种生态产业型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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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种植模式的一些优点
,

但也暴露了现实生产上退

耕种植模式的稳定性问题以及退耕种植经营技术上

的欠缺
。

调查结果显示
,

退耕种植前 2 年内
,

模式还处

表 1 200 0 一 200 4 年苦竹
十
扁穗牛鞭草退耕种植模式的植被组成

调查时间 植被种类组成和经营方向

2 0 0 0
.

10

2 0 0 1
.

10

2 0 0 2
.

10

2 0 0 3
.

10

2 0 0 4
.

1 0

苦竹母竹 ( 3
x 3 栽植 )

、

扁穗牛鞭草 (盖度近 100 % )

苦竹占地 20 % 一
30 %

,

扁穗牛鞭草盖度 70 % 一
80 %

。

苦竹和牛鞭草
,

3 种经营方向
,

A :
逐渐放弃扁穗牛鞭草

,

发展苦竹 ;

B :

发展牧草
,

抑制苦竹生长 ; C :
苦竹

、

扁穗牛鞭草兼顾发展

苦竹和牛鞭草
,

3 种经营方向
,

A :
经营苦竹 ; B :

经营牛鞭草 ;

C :
苦竹

、

扁穗牛鞭草兼顾发展 (很少 )

苦竹或牛鞭草
,

2 种经营方向
,

A :
近纯苦竹林 ; B :

近纯牛鞭草种植
,

苦竹覆盖低于 5%

于成长培育期
,

新萌生苦竹株数较少 (约 5 株 / 丛 )
,

且由于母竹刚栽植的原因
,

20 00 年和 2 001 年萌生

的苦竹生长都较弱
,

平均胸径均在 0
.

c6 m 以下
,

单

株均高在 2
.

o m 以下
。

此期内牛鞭草可获得鲜重约

12 0t
·

hm
一 ,

·

a 一 ’

的收获量
,

苦竹也可得到较好的

培育
,

萌生新竹
。

培育第 3 年 (即 2 002 年 )由于 2 年

生苦竹和苦竹母竹萌生能力增强
,

竹鞭延伸长
、

范

围大
,

形成 0
.

75 万株以上 / h衬 的株数密度
,

斑块

状地抑制了阳性牛鞭草的生长
,

二者出现了经营目

的上的矛盾
,

实地调查出现了以上表 l 中的 A
、

B
、

C

三种退耕种植经营方向
。

第 4
、

5 年 (即 2 0 0 3
、

2 0 0 4

年 ) 调查时主要 以纯苦竹林和近纯牛鞭草地为主的

经营结果
。

目的植被要么纯苦竹林
,

株数密度达

1
.

8 万株以上 / hm
, ; 要么近乎纯牛鞭草

,

苦竹郁闭

度控制在 0
.

1 以下 ; 二者兼顾经营类型 (经营方向

)C 情况较少
,

因为兼作会因技术缺乏而使经营难度

加大
,

生产也不方便
,

且也因冠层郁闭度大小 (或均

匀的苦竹株数密度 ) 难以控制而很难达到预想状

态
。

3
.

2 植被结构特征

竹 十草退耕种植生态产业模式
,

在发挥生态效

益的前提下
,

农户为了获得一定的经济收人
,

不断

地对该退耕种植植被系统实施干扰
,

主要体现为牛

鞭草的刘割和竹材的采伐利用
,

这使得植被系统结

构发生了系列的变化
。

垂直结构方面
,

随时间推移和经营情况 的不

同
,

植被系统垂直结构变化的一种情况是
:
牛鞭草

(单层 ) 到苦竹 + 牛鞭草 (复层 ) 再到牛鞭草 (单

层 )
,

另一种情况是
: 牛鞭草 (单层 )到苦竹 + 牛鞭草

(复层 ) 再到苦竹林 (单层 ) ; 第三种情况牛鞭草 (单

层 )到苦竹 十 牛鞭草 (复层或斑块镶嵌 )较少
。

种群高度也随植被的生长和人工经营发生变

化
,

栽植第 l 年
,

只有苦竹母竹
,

只存在成活与否的

问题
,

不影响牛鞭草的生长
,

随着牛鞭草XlJ 割经营的

实施
,

纯 牛鞭草种群高度出现 o m 到 1
.

s m 再到

0
.

0 5 m 的年内 3 一 4 次刘割周期性变化 ;第 2
、

3 年也

是类似的情况
,

只是地面牛鞭草覆盖度大大降低了

(从 or o% 下降到 70 %
,

再下降到 50 % )
,

以后随经

营方向的不同
,

牛鞭草可能不存在或少量存在
,

或者

回复到第 1 年的近乎纯牛鞭草经营状态
,

少数情况

下停留在牛鞭草总体盖度 50 % 左右 (但因缺乏经营

技术
,

两者生长均不良 )
。

苦竹种群高度的变化表现

为两种情况
,

一种是从 1
.

7m 、 2
.

Zm * 2
.

s m 、

3
.

s m
,

栽植后第 5 年
,

当年萌生新竹均高可达 4
.

s m

左右 ; 另一种则是停留在苦竹稀疏分布
,

均高在

2
.

Zm 左右的生长不良状态 (人为控制
,

主要经营牧

草 )
。

植被系统水平结构上
,

苦竹胸径和株数密度以

及牛鞭草盖度的变化见表 2
。

苦竹经营方向 A 中

2 0 03
、

2 0 0 4 两年的株数密度和郁闭度是分别在对 3

年生老竹采伐后形成的
,

均胸径也是如此 ;经营方向

B 的结果是在人为砍伐苦竹
,

保留牧草的条件下形

成的
,

同时也相应出现了牛鞭草在经营种植中的两

种不同存在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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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苦竹和牛鞭草的株数密度
、

胸径和盖度变化情况

时 间 0 20 0年

10 0 0

无意义

0
.

1

0 0 10

无意义

20 0 1年

0 0 0 5

0
.

6以下

0
.

2

50 0 0

0
.

6以下

0
.

2

70一 8 0

70~8 0

20 0 2年

0 0 7 5

20 0 3年

苦竹 (经营

方向 A )

苦竹 (经营

方向 B )

株数密度 (株
·

h m
一 2

)

均胸径 (
。 m )

郁闭度

株数密度 (株
·

h m
一 2

)

均胸径 (
C m )

郁闭度

盖度 ( %( )方向 A )

盖度 ( % )(方向 B )

0
.

1

牛鞭草
10 0

10 0

0
.

9

0
.

4

0 0 20以下

1
.

0以下

0
.

2以下

0 5左右

0 7~8 0

1 20 0 0

1
.

2

0
.

7

0 0 20以下

1
.

0以下

0
.

2以下

0 0 24 年

8 10 0 0

2
.

0

0
.

8

20 0 0以下

1
.

0以下

0
.

2以下

20~ 30

9 5

0~ 10

9 5

3
.

3竹林地枯落物特征

由于经营目的的不同
,

苦竹
十 牛鞭草退耕种植

生态产业模式
,

在第 3 年时出现了主要以上所述的

两种方向
。

方向 B 形成了从牛鞭草 xlJ 割到牛鞭草生

长再到牛鞭草刘割的周期性年循环 3 一 4 次的纯牧

草种植模式
,

基本上没有枯落物的存在
。

而方向 A

则逐渐成为纯苦竹林经营模式
,

年内的生长经营过

程主要是竹笋萌发、 竹笋采收、 竹林生长。 竹材采

伐
,

由于竹材的采伐利用和竹叶的自然更替
,

林地出

现了大量的竹枝竹叶枯落物
,

这对土壤营养物质的

归还
,

增加地表糙度和减少地表径流量
、

泥沙侵蚀量

都极为有利
。

通过调查取样分析
,

林地枯落物分布
、

厚度和生物量的情况见表 3
。

表 3 苦竹林枯枝落叶分布和存且情况

调查时间
枯落物分布

、

盖度 (% )

枯落物生物量

( t / hm
Z

)

最大持水量

2 0 0 3
.

1 1
竹笼周围团块状分布

4 0%

近似均匀分布

8 5%

枯落物层次
、

厚度 (
e m )

单层
,

1
.

1。 m

当年采伐剩余物

两层
,

上层 2
.

7
,

下层 (半腐和全腐 ) 0
.

5

2
.

9 0 5 1 1
.

2 3 4 6

2 0 0 4
.

1 1 7
.

8 87 7 3
.

3 5 3 3

据研究表明
’ `〕

,

乔木林地的枯落物贮量在 10 -

60 t/ hm
Z

之间
,

5 年生生态产业型苦竹林的枯落物

量已经接近乔木林地 ;又据孔维静测定
【“ 〕

,

四川茂县

云南松
、

日本落叶松
、

连香树和油松四种人工林的

年凋落量依次为 6
.

4 2
、

4
.

5 7
、

3
.

7 9 和 3
.

4 5 t / hm
, ,

苦

竹林 2 0 04 年年枯落物量为 4
.

9 8 2 6 t/ h耐
,

与日本落

叶松林相当 ; 林地表面枯落物层保持的最大水量可

达到 3 一 s m m . ’ ,

5 年生苦竹林在人工经营情况下
,

地表枯落物最大持水量已达到 3
.

3 5 3 3m m
。

4 结论与讨论

随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
,

总

结出了不少的种植模式
,

一方面保持了水土
,

改善

了生态环境 ; 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

产业结构
,

增加了农民的收益
,

但是退耕种植类型并

非一成不变
,

一些退耕初期种植的植被恢复模式
,

随

时间的推移和农民的经营意愿的不同在发生着变

化
,

但不论变化结果如何
,

保证模式系统生态效益的

发挥仍是对其肯定与否的前提
。

1
、

苦竹
十
牛鞭草模式

,

随种植时间推移
,

出现苦

竹与牛鞭草对光照和土壤养分的竞争现象
,

竹丛下牛

鞭草生长很差
,

由此出现了以砍竹种草养奶牛和弃草

留竹生产竹材竹笋为主的两种经营结果 ;种植植被结

构也呈两种单层植被结构状态
。

纯牛鞭草的单层结

构对生态效益的发挥极为不利
,

而苦竹纯林虽然也是

单层林
,

但其萌生能力强
,

生长也很快
,

新竹一旦展

叶
,

林分郁闭度很快得到提高
,

在人为 2 次采伐的情

况下经过 5 年的培育
,

郁闭度达到了 0
.

8
,

冠高比达

到了 0
.

68
,

有效地发挥了截留降水的作用
。



西 昌学吮学报
·

有然科学版 第 2 0卷

2
、

无死地被物或枯枝落叶不谓森林
,

这是很有

生态哲理的
,

枯枝落叶在养分归还
、

调蓄降水和减

少径流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5 年生纯苦竹林

地枯落物储量达 7
.

8 877 t/ h时
,

枯枝落叶最大持水

量达 .3 3 5 3 3m m 左右
,

其生态效益得到了较大地发

挥
。

据径流定位观测结果显示
`4 〕 ,

两种经营方向地表

径流和产沙量有较大差异
,

纯苦竹林地表径流深和

产沙量分别只及农耕地的 48
.

8% 和 13
.

3%
,

纯牛鞭

草 的相应量则分别为农耕地的 170
.

5% 和 22
.

8%
,

地表径流差异 的来源主要是植被 因经营目的和植

被种类的不同
,

纯牛鞭草地几乎无地表枯落物
, 一

且因

周期性刘割而成为近似裸地状态
,

导致了地表径流

量的大大增加
。

以上分析得出
,

苦竹 + 牛鞭草退耕种植模式在

经营过程中植被组成和结构发生 了较大变化
,

要继

续维持该模式的培育经营
,

需进一步研究苦竹林冠

层适宜郁闭度的大小或竹林
、

牧草斑块镶嵌组合的

比例
。

另外
,

该退耕模式是否只适合种植的前 3 年还

有待论证
。

纯牛鞭草在华西雨屏区坡地上种植存在

生态效益差的问题
,

需要整治和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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