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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论 广 西 森 林 水 资 源 的 生 态 效 益

邓 世 宗 苏 扬

(广 西 农 业 大学 林 学院 南宁 5 30 001) (广西 林 业 厅 南 宁 5 30 022)

摘要 利 用 多 年的森林水 文 数据
,

从森林对 降雨 量的 分配 ;

森 林涵 养水 源
,

调 节水 量 ; 森

林地面 径 流特性
;

森林水 量平衡 ; 森林造 成较湿润 的生态 环境等五个 方面
,

详尽 分析 了森

林对 水 资源巨 大的生态 功能和 效益
,

对 广西 御防 干 早
、

洪 涝灾 害提 出了 11 点建议
.

关键词 森林 水 资 源 生 态 效 益

森林 资 源 具有 双 重性 效 益
。

它 既 是 地 球生 物 圈 极 为重 要 的组成 部分
,

具 有 生态 效 益 ; 同

时又 是物质 生 产资 料
,

具 有 经 济效 益
。

因 此
,

森 林 可视 为一 种 生 态经 济学 现 象
。

l 森林 是 地 表 生 态环 境 的 一 个 重 要 因素
,

是 影 响 地一气边 界层 交 换 作 用 的一 个

因素
。

地 球 和 大 气 间 相 接 触 的 一 个薄 层 叫做 边 界 层
。

在边 界 层 中
,

地 球和 大 气 间 不 断 地进行 着

能量和 物 质 的交 换
。

森 林生 长 在边 界 层 中
,

它 作 为 边 界层 中影 响交 换 的 因 素
,

影 响 着地一 气

系统 内 的 能 量 和 物 质 交 换
。

森 林作 为 地 表 生 态 环境 的 一 个 因 素
,

既 受 到 环 境的 强 烈 影 响
,

同

时又影 响 于 环境
,

在 一 定 范 围 和 一 定 程度 内 改变 环 境
,

因 此产 生森 林 的生 态 效益
。

森林 生态

效益 的大 小取 决 于森 林 在边 界 层 的 数量
、

结 构 和 特 性
,

首 先取 决 于 地球 上 森林 的 覆 盖 率
。

森

林占有 陆地近 13/ 的面 积 〔. ,

是 一 个 主 要 生 态 系 统
,

是不 可 忽 视 的生 态 因 子
。

森林 是 一个 具 有高 生 产 力 的 生 态 系 统
,

每 公 顷 森 林平 均年 生 产干 物 质量 1 3t 左右 (农 地 只

有 6
.

5t ) 〔̀ 飞。

生 产 量 和 生 物 量愈 大
,

森林 的 生 理 活 动 及环 境 间 的物 理 作 用 也愈 强
,

能 量 和 物质

交换也愈多
。

森 林 又 是 重复 多 年 生长 的 系 统
,

因 此 在 气体 交换 中
,

如 0 2 、

c o :

等 交 换 以 及 物

质生产 和 能量 固 定 中
,

森林 起 着 主导 作用
。

森林 具有 立 体结 构 的 特 性
,

在 垂直 方 向 上 可分 为 乔木 林 冠 层
、

下 木幼 树层
、

灌 木 草本活

地被物层
、

枯 枝落 叶死地 被 物 层 等 层 次
。

因 此
,

森 林 在参 与地一 气 系统 交 换过 程 中
,

不 是一

个水平几何面
,

而 是 一个 多 层次 的 立体 空 间
。

森 林 地上 部 分的 表面 积可 达 其覆 盖 土 地 面 积 的

25 倍以上
,

叶面 积 系 数 为 20 ~ 25 〔,〕 ; 森 林 的地 下 部 分 可深 入 到 土壤 中几 米 甚至 更深 的 地方
。

这

一特性 显 然提 高 了 森林 在 地一 气 系统 交 换 中所 起 的 作用
。

2 森林水资源 的 生 态效益

总的来说
,

由于 森林 的存 在
,

森林 植被 从 根 部 大量 吸 收土壤 中的水 分
,

通过 蒸散 作用
,

水

分以 气态 回到 大 气 中
,

森林 在 水 的地 一气 大 循 环 中增 加 了 生物 环 节
,

形 成大气 一 土壤一 生物

小循环
,

使 相 当多的 水 量缩 短 了 循 环 周期
,

增 加 了 对 水 资源利 用 的有 效性
,

并带 来 一 系列 的

3一 3一 5 收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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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 效益
,

具体 有如 下几方 面
:

.2 1 林冠 截 留雨 t 是御 防洪水 的第 一步

降落 在森林 群落 的雨 量
,

通过林 冠作 用 被 分 为林 冠截 留雨 量
,

树干 茎流雨 量和通过林 冠

雨量 三部分
。

不同 林 型 三 部分 雨 量 各不相 同
。

不 同 林 型 林冠 对降 水量 的分配 列 于 表 l 〔2
,

习
。

林

冠 和 林下 灌木草 本植 物截 留雨 量 的生 态效 益为
:

( 1) 截 留 的雨 量通过 蒸发
,

被保存 在森林 群

落 内
,

保证 了 林 内空气和 土 壤 有较 高而 较稳 定 的湿度
,

有 利 于 耐湿 和 喜 湿 植 物 的生 长发 育
。

(2 ) 防止 和 减轻 了雨 滴对 土 粒 的直接打 击
,

以 及雨 水 对地 面 细 微物 质的冲洗
,

保持土 壤 免遭

侵 蚀破坏
。

(3 ) 减少 地面 径 流 量
,

在 大暴雨 期 间有 防止和 延缓 洪水发 生的作 用
。

( 4) 延 缓 了

雨 水到 达 地面 的 时间
,

减 轻了 雨 水到 达 地 面 的强 度
,

延长 了 雨 水 往土壤 下渗的 时间
,

增 加了

下渗的水 量
。

表 l 不 同林型林冠对大气降雨 t 的分配 (~ ) ( 1 0 . 。一 l , , i 年平均 )

地点 林 型 林外雨量 林冠截 留量 截 留率 树干茎 流量
茎 流率
(% )

通过林
冠雨量

通过林冠率
(% )

龙胜

岑澳

常绿阔 叶林

衫木林

常绿 阔叶林

杉木 林

麻栋林

杉木 林

马尾 松林

柠像按与马

尾 松混交林

194 7
.

0 22 8
.

6

153 7
.

9 2 30
。

4

11
.

7

15
。

0

62
。

2

35
。

4

158 1
.

203
。

6 12
.

9 5 1
。

6

158 1
.

2 30
。

8 14
.

6

宜山 120 2
.

0

68
.

0

60
。

2

12 48
,

0

15 4
。

7

164
。

6

12
.

9

13
。

2

12 48
。

0

12 48
。

0

18 0
。

7

15 3
。

0

14
.

5

12
。

2

18
。

9

32
。

2

3
。

2 16562 8 5
。

l

2
。

3 127 2
.

1 8 2
。

7

3
。

3 137 5
.

9 8 3
。

8

4
,

3 128 2
.

3 8 1
。

l

5
.

0 98 7
.

1 8 2
。

l

0
。

5 107 7
.

2 8 6
。

3

1
.

5 104 8
.

4 8 4
.

0

2
。

6 10 62
.

8 85
.

2

2
.

2 森林群落 涵蓄水源
,

调节 水 t 是御 防 和减轻干 旱洪 涝的 内在 机制
.

森林 的枯 枝落 叶层 和 土壤 表面 很厚 的腐 殖质层
,

像 海绵一 样 吸蓄着大 量的 雨 水 ; 森林 土

壤 中大量 的植 物根 系穿插和 土 壤动物 栖息形 成 的孔 穴空 隙
,

孔 隙度大
,

涵 蓄雨水 的量也 大
.

枯枝落 叶层涵 蓄水的 能力取决 于 本身对 降水量 的吸 蓄
.

植物组 成不 同
,

枯枝 落 叶性 质
、

数

量有 差异
,

吸 水量 不同
。

龙胜里骆 杉木林 下枯 枝落叶的最 大 吸水 量可达 其 自身重 量的 3
.

35 倍
,

西江 坪常绿 阔 叶林 则为 4
.

58 倍
.

它 们枯 枝落 叶的现 存 量分 别为 7
.

8t /hm
,

和 5
.

lt /hm
, ,

对 一次

降水 的最大 吸水量 为 26
.

lt / bj m Z 和 23
.

3t / bJ叮 2闭
.

宜 山龙 桥林 区 的杉 木林
、

马尾松林 和 柠 檬按

与 马尾 松 混交林
,

它 们枯枝 落叶 的现 存 量分 别为 1
.

26 t/ hm
, ,
4

.

62t 加 tn , 和 .9 74 t/ hm
, ,

吸水率

分 别 为 16 6
.

7%
,

114
.

7%和 124
.

6%
,

它 们 的吸 水量 分 别 为 2
.

lt /hm
Z , 5

.

3t /hm
Z 和 12

.

l t/

tnU
Z ( 5〕。

土 壤涵 蓄水 的能力大 小
,

主要取决 于 土壤 的非毛 细管 孔 隙度
.

在 l m 土层 内
,

土 壤的 非毛

细 孔 隙 度
:

龙 胜 西 江 坪 常 绿 阔 叶林 为 18
.

89 %
,

杉 木林 为 14
.

14 %〔。 ; 宜 山 龙 桥 杉 木 林 为

9
.

14 %
,

马 尾松林 为 8
.

的%
,

柠檬按 与马尾 松混交林 为 10
.

47 %〔幻
.

在连 续数 日的大 暴雨 期 间
,

在 l hm
, 林 地 内

,

当土壤含 水量达 到饱 和
,

非毛 细 孔隙全部 储满水 时
,

它 们最 大的 降水储量 依

次 为 1889m , 、

14 14m , 、

9 14m
: 、

809m
3

和 1047m 3 ; 分别 相 当于 降水 量 188
.

gnun
、

141
.

4mnr
、

. 、 .

~ 和
.

~
.

常绿阔 叶林 最大 持水量 为 6 5
.

~
,

为 杉木林 6
.

~ 的

3 倍 “
,

” 综 合上 述得

91 4mm 80 9 104 7 2 9 49 7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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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W0 + w爪 + W。 + 肠
“〕 l( )

式中
:

巩 为森林涵 蓄的水量 ;评
。

为林 冠 层涵 蓄 的水 量 ; w饥 为 灌草 层 涵 蓄的水量 ;

肠 为枯枝落

叶层涵蓄的水量 ; W; 为土 壤 层 涵 蓄 的水 量
。

根据式 (1) 得 各林 型 四 个 水文 层 次所 涵 蓄 的雨 量 深度
:

常绿 阔 叶林 为 19 3
.

6
~

,

杉木林

为 14 5
.

9~
; 宜 山 龙桥 杉木林 为 93

.

3~
,

马尾 松 林 为 83
.

0~
,

柠 檬按 与马 尾 松混 交林为

107
.

7~
。

这些 水量有 20
.

2%一 46
.

3%转 化 为地 下水 补给 河流
,

起着 御防干旱
,

减轻旱灾的

生态效益比 5〕。

森林涵 养 水源
,

调 节水 量生 态效 益 的 另一 面 是 消耗雨 量
,

减少 地 面 径 流 量
,

御 防洪水发

生
,

减轻洪水 灾 害
。

对 于 一次 连 续 降雨 过 程 中森 林 消耗的雨 量
,

除 了 上 述 四 个水文 层次所涵

蓄的水量外
,

还 需 要加上 蒸发 散 的水 量
,

其 中包 括的 植物蒸 腾量 在森林 群 落的水分 循环 中研

究 ; 林下地面 蒸发 量 由于 连续 降 雨
,

其 量很 微小
,

可 略而不 计
。

这 里 只 考虑 加上 被 林冠 和 草

本层截 留并 蒸发 掉 的雨 量
,

其 计 算式 为
:

We = 巩 + P (记% + ~ % ) 一 (W
。

+ w m ) 〔̀ 〕 ( 2 )

式中
:

肠 为森林 消 耗 的雨 量 ; 幼% 为林 冠截 留率 ;

。% 为草本 层 截 留 率 ; W二 为草 本层 涵 蓄 的

雨量 ;W。 为林冠 层 涵蓄 的雨量 ; p 为 林外 雨 量
.

根据式 (2) 计 算
,

在 广西 “ 8 8
.

8”
( 19 88 年 8 月

,

下 同 ) 洪水 期 间
,

常 绿阔 叶林消耗 的

降雨 量为 264
.

smm
,

占过 程降雨 量 的 42
.

1% ; 杉木林 为 24 3
.

gm m
,

占过程 降雨 量的 48
.

3% 〔。 ;

宜 山龙桥 杉木 林消 耗 的雨 量为 123
.

4mm
,

占过 程 降雨 量 的 51
.

4%
,

马 尾 松林 消 耗 的雨 量 为

116
.

6m m
,

占过 程 降雨量 的 48
.

6% ; 按 松混 交 林 消耗 的雨 量为 12 8
.

7
~

,

占 过 程 降雨 量 的

53
.

6% 〔5 , 。

总 之
,

各种林 型 的 四 个水 文 层 次 能够 消耗掉过 程 降雨 量 的一 半 左 右
。

2
.

3 森林地 面 径 流 的规 律性 是御 防 和减 轻洪 水的 外在功 能
。

林 型 的树 种组 成
、

覆 盖 度
、

冠层 厚 度
,

林 下 层 次
,

枯枝 落叶 的性 质 和 数 量 以及 土 壤 渗透

性
、

母岩 特性
、

地面 坡度
、

洼地 状况 等 都对 森林径 流及其特性 有影 响
。

森林 径流 特性首 先体

现 在基本 的特 征 值上 (表 2) ` 。
。

从表 2 看 出
:

两 种林 型 的 前 4 项 特征 值
,

林 内都 比 林外 草坡

小
,

它 们的 比值 是 1 : 2
.

17 ~ 1 : 2
.

70
,

常 绿 阔叶林全年 径流 的 比值 比 杉木林 的 小 ; 丰水 期则

比 杉木林 的 大
。

径 流变 率差大 小反 映 出森 林调 节水量 的应变 能 力的强 弱 ; 变率差 大 表示调 节

水 量 的应 变 能 力 弱 ; 变率 差 小表 示 调节 水 量 的应 变能 力强
。

林 内外径 流 变 率差 的 比值 是 l :

1
.

94 ~ 1 : 2
.

95
,

表 明森林 比林 外草 坡调 节 水量 的应变 能力强
,

常 绿 阔叶林 比杉 木林强
。

表 2 不同林型 的径流特征值 ( 1 5 . 5~ i , . ? 年平均 )

径流 期 林 型 径流 总量 径流深 径流 模数
( L ) 度 (mm ) ( L

·

s 一 , ·

鱿
, )

径流 系 数
林 内

对 比值
径 流变率 变率差

林 内

外 比值

全年
常绿

阔 叶林
林 内 312 9

.

76 10
.

4 3
。

0 103 0
。

0 054

林 外

杉木林 林 内

林 外

丰水期

赢
林 内

林 外

8 45 5
。

89 28
。

2

3 8 18
.

5 0 9
。

5

9 77 1
.

68 24
.

4

8
.

1330

3
.

3 345

8
。

53 30

0
。

0 146

0
。

0 06 1

0
。

0 157

177 5
.

2 4 5
。

3 4
。

90 74

3 44 2
。

0 8 1 1
。

5 10
。

7 232

0
.

00 79

0
.

0 172

(6 ~

月 )
杉木林 林 内

林外

2 008
.

4 9 5
.

0 4
。

64 31

66
。

5 5 3

0
。

00 91

1
.

00 0
.

9 0 71~ 1
.

0 74 1 0
.

16 70 1
.

0 0

2
.

70 0
.

7 9 36~ 1
.

1 94 6 0
.

4 0 10 2
.

40

1
.

00 0
,

94 75 ~ 1
.

074 9 0
.

12 92 1
.

0 0

2
.

5 6 0
.

88 90 ~ 1
.

139 7 0
.

25 07 1
.

9 4

1
.

0 0 0
.

9 380 ~ 1
.

109 0 0
.

17 10 1
。

00

2
.

17 0
.

84 59 ~ 1
.

08 09 0
.

44 31 2
.

5 9

1
.

00 0
.

97 3 6~ 1
.

04 73 0
.

109 7 1
.

0 0

5
。

~
。

5 5
。

3 5

8

498 4
.

12 11
.

2 2 0
.

022 8 2
.

1 0 84 72 1 10 1 0
.

2 7 9 2



第 10卷 第 1期 邓 世 宗等
:

试论 广西森林水 资惊 的生 态效益

森林 地 面径 流与林 外雨 量的关 系是
:

径流 量随 林外 降雨 量 的 增大 而增 加
,

而 且 林 内径 流

量增 加 的量 比林 外径 流 量增 加 的量要 小 ; 坡度 小 的地面 比坡度大 的地 面 增 加的 径 流 量 小 ; 常

绿 阔 叶林增 加 的径 流量 比杉 木林 的小
.

不 同 区 域 不 同 林 型 产生 径流 要求 林外 雨 量 的 阔 值 是 中山 区域 < 低 山 区 域 < 丘 陵 台地 区

域 ; 同区 域 内是 坡度 大的 < 坡度 小的
,

林外 < 林 内
,

常 绿阔叶林 < 杉 木林 < 按松 混 交林 < 马

尾 松 林
。

例 如
,

龙胜西江 坪 (海 拔 I OZ Om ) 常绿 阔 叶林 区
,

在林外 草坡 当雨量> 5
.

7
~ 时

,

林

内> 6
.

4

~ 时
,

产生径 流 ; 里骆 (海拔 37 Om ) 杉木林 区
,

在林 外草坡 当雨量> 9
.

7
~ 时

,

林

内坡 度 360 当雨 量> n
.

mZ m 时
,

坡 度 27
。

(与林外 一 致 ) 当雨 量 > 12
.

2
~ 时

,

产生径 流 ; 宜

山龙 桥 (海 拔 ZO0m ) 在林 外草 坡当雨量> 12
.

9

~ 时
,

马 尾松林 当雨 量 > 13
.

0
~ 时

,

按 松混

交林 当雨 量> 16
.

3~ 时
,

产 生径流 〔̀
,

5〕。

产生 径 流时 间与 降雨 开始 时间
,

洪 峰 出现时 间与 降雨 高峰 时间相 差 的变化规律
,

在 里骆

衫 木林区
,

林 外草坡 最早产 生径流和 出现 洪峰
,

都 是在 降雨开始后 和 降雨高 峰后 32 分 钟
。

坡

度 27
.

(与林 外一 致 ) 的杉 木林 产生径流 和 出现 洪 峰都较 晚
,

约 在 降雨 开始后 和 降雨 高 峰 后 l

小 时
。

坡 度 36
。

时杉木林 产生径 流时 间只 比林 外 晚 12 分钟
,

大致 与林 外同时 出现洪 峰 ` 幻 。

在西 江 坪 常绿阔 叶林 区
,

林外草坡 在 降雨开 始后 半 小时就 产生径 流
,

林 内又 比 林外 推迟

半小 时
,

出现 洪峰离 降雨高峰 的时 间较 短
,

林外 是 12 分钟
,

林 内是 15 分钟 闭
.

森林 地面径 流的 生态效益 主要是调 节径 流量
,

削低 洪 峰
,

以 防 止 洪水 产生或减 轻洪 水 的

危 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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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龙胜西江坪常绿 阔 叶林 区 198 8年 8 月洪水期间水 位最高时的过程

“ 88
.

8”

洪水期 间森林 径流 的特征值 列 于 表 3闭
,

从 表 3 和 洪 水水 位最高 时的过程 图 (图

l) 看 出
:

( 1) 当林 外水 位 比林 内水位 高 l 倍 多
、

林外 出现 最 高水位 5
.

sc m 时
,

林 内只 有 1
.

sc m
,

由于森林的 作用
,

林 内水 位 比林 外降 低了 4c m ; 林 内的洪 峰流量 比 林外 减少 31
.

0%~ 61
.

8%
.

( ) 洪 峰 段及 其 后部 低谷 的流 量
,

一 般 是林 内比林 外 小
,

而洪 峰前 的低 谷 流量
,

一 般是林 内

比林外大 表 现 出森林 调节 流 量 增减 的应变 能 力 比林 外草坡强
,

因而林 外过程 线 陡急
,

林 内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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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程 线平缓
,

洪水 的涨落程 度 减缓
。

(3) 林 内洪峰 出现 时间 比林 外延迟 12 ~ 30 分 钟
,

过 程 结

束 时
,

林 内径流 比林 外 后 延 5一 6 小 时
。

西 江 坪森林覆盖 率为 100 %
, “

88
.

8”

最高洪 水位 比 平

水期 只 涨 了 1
.

25 m
。

其下游 杉木林 区 的里 骆河 也涨了洪水
,

但没 有造 成危 害
。

龙胜县 城就位 于

其 下游 的得江 河谷两 岸上
,

由于 该 县的 森林 筱盖率 为 48
.

98 %
,

森林 发挥 了 巨 大 的防洪作 用
,

所 以 虽然 涨 了洪水但 没 有造成 危 害
。

表 3 广 西 “ 88
.

8”

洪水期 间龙胜里骆林区 的径流特征值

林 型 径流 总量 占年总 t 占丈季总 t 径流探度 径流 模数
( L ) (% ) (纬) (mrn ) (L

·

S一 , ·

右
, ) 径流 系数

林 内
外比值

常绿阔叶林 林内 2 05 0
.

48 6 5
.

5 1 30
.

0 6
.

8 5
.

6 50 6 0
.

010 9 1
.

0 0

林外 289 1
.

8 7 3 4
.

2 84
.

0 9
.

6 7
.

9 692 0
.

015 3 1
.

4 1

衫木林 林 内 25 10
.

9 3 6 5
.

8 125
.

0 6
.

3 5
.

189 6 0
.

01 11 1
.

0 0

林外 352 7
.

51 3 6
.

1 70
.

8 8
.

8 7
.

2 90 7 0
.

015 6 1
.

4 0

2
.

4 森林 的水 t 平衡 及其潜在 的水 资源

不 同林 型 的水 量平 衡值 列 于表 4( ` , , 其 特 点是
:

( l) 降水 量是 中 山 区 域 比 低 山 区域 高

21
.

9%
,

低 山 区域 比丘 陵 台地 区 域高 23
.

7% ; 中山 区域 比丘 睦台地 区域 高 50
.

7%
。

( 2) 蒸散

量 则相 反
,

是丘 陵 台地 区 域> 低 山 区 域> 中 山 区 域 ; 而且三 种林 型 的蒸散 量都 是林 外> 林 内
。

(3 ) 径 流量 (深 度 ) 是 中 山 区 域> 低 山 区 域 和 丘 陵 台地 区 域
,

但是
,

三 种林 型 径 流量 (深

度 ) 占降水量 的 比 例都很 小
,

最 小只 有 1
.

5% ; 对 区域 的水量支 出不 是 主 要的
。

( 4) 盈余 下渗

土 壤的 水量 以 中 山 区域最 多
,

常绿 阔叶林 林 内占降水量 62
.

2% ; 林 外占 49
.

7% ; 低 山区 域次

之
,

衫木 林林 内占 45
.

1%
,

林外 占 35
.

4% ; 丘陵 台地 区 域最少
,

马 尾 松林林 内占 31
.

9%
,

林

外 只有 17
.

5%
.

(5 ) 中山 区域 的常 绿 阔叶 林林 内是唯一 的盈余量> 支 出量 (蒸 散量+ 径流

量 ) 的林型 ; 林外 盈余量 占 49
.

7%
,

其 余 的林型 和 区 域的盈余量 都 < 45
.

1%
.

所 以 中 山 区域

是 水资源 生态效益 最大 的水源林 区域
,

应 以 发 展生态林业 为主
.

表 4 不同林型的年水 t 平衡 ( 1 985 ~ 19 87 年平 均 )

林 型 海拔高 地 貌 年降水量 年燕散 t 占年降水 年径流 深 占年水 t
度 (m ) 类型 (mzn ) (mtn ) t (% ) (~ ) (% )

盈 余下渗
土壤的水 t

占年降水
t (% )

常绿 阅叶林 林 内

林外

杉木林 林 内

林外

1 020 中山

中山

低山

低山

丘 睦
台地

丘 睦

台地

192 0
。

0

1 92 0
.

0

7 16
。

0

97 3
。

2

37
。

3 10
。

4 62
。

2

157 5
,

7 8 59
.

3

48
一

8

5 4
,

5

2 8
。

2

(m m )

1 19 3
.

6

95 4
。

6

1575
.

7 1005
.

5 63
.

8

5
。

2

11
。

9

马 尾 松林 林 内 2 00 1274
。

2 8 91
。

4 67
.

6 6
。

9

0
。

4 7 11
。

2

0
.

8 5 58
.

3

0
.

5 4 05
.

9

4 9
.

7

45
.

1

35
。

4

旧00,̀曰J刊曰为7t了0L出豁

31
.

4

林外 2 0 0 127 4
.

2 104 0
.

2 8 1
.

6 1 1
.

6 0
.

9 22 2
.

4 17
.

5

根 据 不同 区域 不同林型 水 量平衡 水资 源的生 态效益计 算
,

每年每 hm
,

林地涵 蓄并转 变为

地 下 水 补给 河 流的 潜在 水量
,

中 山 区 域 的常 绿 阔叶 林为 9548
.

sm
,

/hm
, ,

林外 为 7636
.

8m 3 /

hm
Z ,

林 内 比林外 草坡 多 1912m 3 /hm
Z ; 在低 山 区域 的杉木林林 内为 5689

.

6m
3

/ hm Z ,

林 外草坡

为 446 6
.

4m丫hm
Z , 林 内 比林外多 1223

.

m
3

/知m : ; 在丘睦台地 区 域的马 尾松林林 内为 342 7
.

2m 3 /
, ,

林外 为 77
.

3 , ,

林 内 比林 外草坡 多 6 ,

腼
, 。

全 区 现有 1 万
,

水源林
,

可

产水 5 5 亿 时
,

比 无林地 多 亿
。

杉 木林 6 万
Z ,

可产水 3 亿
,

比无林 地多
hm 1 9 2m /hm 14 m8 / 00 hm

9
.

19
.

1 m
.

0 hm 4
.

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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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3亿 耐
。

马 尾 松林 61 2
.

24 万 bm
, ,

可产 水 52
.

7 亿 扩
,

比 无林 地 多 23
.

8 亿 扩
。

如果 这些 森

林 全 部达 到 上 述 涵 蓄水量 的 功 能
,

每年 可 产的 水 量 将达 182
.

3 亿 耐
,

比无林 地 多 50
.

3 亿 m
3 。

若以 每 m
“

水 价 0
.

43 元 计 算
,

经 济 效 益 为 2 1
.

6 亿 元
。

若 以 每 恤
2

耕 地 (水 田 ) 需 灌 溉 水
124 95砰 计

,

则可 灌溉 4 0
.

2 万 hm
Z

水 田
,

占全 区 耕地 面 积 263
.

5 万 hm
Z

的 巧
.

3% ; 占全 区 水

田面 积 165
.

6 万 hm
Z

的 24
.

3%
。

2
.

5 森林 造 成 比较 湿润 的 生 态环 境

森林 水 资源 的 生态效 益 还应 该包 括 环境 的湿 润 状 况
。

森林 造成 比 较湿 润 的生 态 环 境
,

不

仅 有利 于林 下喜 阴湿植 物种 的 生长 繁衍
,

使 生 物 资源 趋 于 丰富 ; 而 且 通过 林 区 与 非林 区 空气

的局 部 环 流
,

使 周围 环境趋 于 湿 润
,

有 抵御 和 减 轻干 旱 灾 害的效果
。

不 同 区域 不 同林 型林 内

外 湿 润 状 况 见 表 5〔2 , ,

从表 5 看 出
:
( 1 ) 总 的湿 润 状况 是 中 山 的常绿 阔 叶林 优于 低山 的杉 木林

.

杉 木 林 又 优 于 丘 陵 台地 的马 尾 松林 ; 林 内优 于 林 外 ; 区 域 和 林 型 的差异 很 明显 地 大 于 林 内与

林 外的 差异
。

(2) 湿润 度是常 绿 阔 叶林 > 杉 木林 的 1
.

4 倍
,

杉 木林> 马 尾 松 林 0
.

3 倍 ; 常 绿

阔叶林> 马 尾 松林 的 2
.

4倍
.

同 区 域同 林 型 林 内 比林 外 只 大 0
.

2~ 0
.

3
。

(3 ) 相 对湿 度是 常 绿

阔 叶林 比 杉木 林 和 马 尾松 林 大 7% ; 杉 木林 和 马 尾 松 林没 有差 别
。

(4) 三 个 区域
、

三种林型
,

林 内
、

林 外干 季 月数 差异都 比较 明显
,

常绿 阔叶 林林 内外 都无 干季 ; 杉木林林 内
、

林外
,

马

尾 松林 林 内
、

林 外
,

干 季月 数 分 别是 l
、

2
、

2
、

4 个 月
,

即森林 可 以缩 短干 季 1~ 2 个 月
。

表 5 不同 区 域不 同 林型林 内外的湿 润状况 ( 198。一 19 90 年平均 )

林 型
海拔高 地貌 年 湿 各月
度 ( m ) 类型 润 度 湿润 度

半湿 润
月 份

年相 对
湿 度
(% )

各 月相对
湿度 (% )

干季 月 数

无无无 无矗UO甘幼」OUó名一吕无无常绿阔 叶 林 林 内 102 0 中山 5
.

6 1
.

8~ 1 3
·

0

林 外 10 20 中山 5
.

3 1
.

7一 10
.

0

84~ 9 4

83~ 9 3

杉木林 林 内 3 70 低山 2
.

3 0
.

6~ 4
.

2 1 2 月 78~ 8 6 12 月 冬 干 1 个月

林外

马 尾 松林 林 内

3 70

2 00

低 山 .2 0
.

5~ 3
.

7 9
,

12 月 81 7 7~ 85 9
,

12 月
秋 干 1 个 月

,

冬干 1 个月

丘陵

台 地
7 0

.

5~ 3
.

6
,

12 月 83 74~ 84
,

12 月 冬干 2 个月

凡凡个个明一
尸

个干干刊冬春秋
林外 2 00

丘陇
台 地

5 0
.

4~ 3
。

2

,

3
、

10
12 月

81 72~ 83

,

3
,

12 月

森 林 水资 源 的生 态效 益给 社 会带 来 巨 大利 益
。

198 8 年红水河及 柳江 流域 的大 洪 水
,

给 流

域 的 12 个 县和 柳 州市
、

梧州 市造成 严 重水 灾
,

直 接经 济损 失近 10 亿 元
。

唯有 位于 柳 江 流域

上 游的 龙 胜县 没有 造成 水灾
。

洪 水期 间
,

龙胜 西 江 坪的 过程 降雨 量为 629 ~
,

由于 全 县 森林

覆盖 率还 保 持 48
.

98 %
,

森林 截 留
、

涵 蓄
、

渗透
、

蒸 散等 作用共 消耗 了 过程 总 雨 量的 42
.

1%
,

即 26 4
.

smm
,

削 低 了 洪峰 水位
,

减 少 了洪 峰流 量
,

延续 了 洪水 产生过 程
,

所 以 洪水 没 有造 成

灾 害
。

198 9 年桂 林地 区夏 末
、

秋 季和 冬 初连 续 干 旱
,

漓 江水位 下降到 最 低 限度
,

桂林 到 阳 朔的

游 程 由 83km 缩短 为 ZOkm
,

市 内 “ 条 溪 河断 流 34 条
,

生活供 水困 难 〔刀
.

桂林 地 区 多 数县 旱
,

粮 食 减产
。

这 一年 龙胜 西江 坪 的年 雨 量 为 5
.

~
,

是 十年来 最少 的一年
,

为十年 平均 年雨

量 的 % 一 月 的雨量 为 历年 同期平 均 的 % ; 、 、

三个 月雨 量 共
,

1 88 7

82
.

7
.

8 12 44
.

4 8 10 n 109
.

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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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 年 同 期平均 的 2 6
.

8 %
。

但是
,

由于 该县 水源林 保护 较好
,

森林 覆盖 率仍 保持 48
.

98 %
,

涵

养 水 源充 足
,

河 流 得 到 地下水 补给
,

流 量较稳 定
,

水位 虽 有下 降
,

农业 灌溉 用 水 仍 有保 障
,

山

地 的水 电站仍 能正 常发 电
。

这从 水文资料 的统 计分析 中得 到 证 明
:

漓江 的月 径流 量 极值 比为
8

.

98 ; 枯水期 9 月 一 次年 2 月的径流 量 只 占年 径流 总量 的 18
.

1% ; 9 月 ~ 次 年 2 月 各月 径流

量 占年 径 流 总量 的百 分 比分 别为 4
.

0%
、

3
.

2%
、

3
.

0%
、

2
.

5%
、

2
.

2%
、

3
.

2%
。

龙 胜 西 江 坪
5 月 (径 流 量最 大 ) 与 1 月 (径流 量最 小 ) 径流 量 的 比为 4

.

36
,

比漓江 缩小 了 4
.

62
。

9 月~

次年 2 月 的径 流 量 占年径流总 量的 26
.

6%
,

比漓 江多 8
.

5写
。

这 对 调 节 漓江 的年 径流 总 量来

说
,

丰水期 水量 可相对 减 少
,

而 枯 水期水量可相 对增加 3
.

44 42 亿 m
3 ; 9 月~ 次 年 2 月 各 月 径

流 量 占年径 流 总 量 的百 分 比 则可分别提高 到 4
.

9%
、

4
.

8%
、

4
.

7%
、

4
.

0%
、

3
.

6%
、

4
.

6%
。

即

9
、

10
、

n 和 2 月 的径流 量接近 5%
,

就是说漓 江的枯水期 可以 由 6 个 月缩短 为 2 个 月
。

同 时
,

由于 森林对 周 围的影 响
,

农业 生态环境较温 和 湿润
,

绝大多 数时间相 对湿度 保持在 80 % 以上

(平 时为 89 %一90 %以上 )
,

湿润度保 持在 2
.

0 以 上
,

因此
,

同属 于 桂林 地 区 气候干 旱 区 域
,

却

没 有造成 旱 灾
,

粮食保 产和 稍有增 产
。

这个 事实足 以说 明
:

森林 覆盖 率 达到 50 %左 右
,

各种

林 型涵 养 水源
,

调 节水量 的功 能都达到 指标要 求就基 本 上 能够御 防干旱 和 洪涝
,

维持 自然界

的 生态平 衡
,

避 免和 减轻旱 涝灾害
,

给社 会带来 巨大 的经 济效益
。

3 御 防 和减轻洪涝
、

干旱 的对 策

洪 涝
、

干旱是大 气环流极 端变化反 映在地一 气边界层 的天 气现 象
。

天 气 的极端变 化是可

以 认识 和 预 报 的
,

但是
,

目前还 不 能控制
。

因 此
,

除了气象
、

水文部 门加强对 特大暴雨 和 洪

水 及 干 旱 发生规律 的研 究
,

为领导机 关提供及时而准确 的预报 外
,

最根本 而有 效的御 防方 法

是
:

充分 地利用和 发挥陆地表面最大 的生态系统
,

自然界控制 生命的 中心
—

森林 植被 的调

节 作用
。

为此建议 如下
。

3
.

1 尽 快 恢复和 发 展 森林植被
,

尤其要 迅速扩 大常绿阔叶林 的握盖 面积 ; 把发展 水源林列 为

政 府 防洪 防 旱
,

维护全社 会生态平衡
,

发展 生产
,

振兴经 济的长期的 重要的基 础 建设之 一 20

~ 30 年 内真正 把广西 的森林 筱盖率提高到 55 %左右
,

并保证使各种林 型 都达到 涵养水源
,

调

节 水量
,

改善 小气 候的最佳状 态
.

其 中山地 的森林 筱盖 率要达 到 75 % ; 丘陵 台地达到 50 % ;

平地 区域 达到 10 %
.

3
.

2 中 山 区域应 作为涵养水源 区 域
,

以 发展 生态林业 为主
,

对水源林进 行最大限度 的保护 和

发展
,

水源林覆盖 率要达 到 90 % ; 低 山 区域 水源林夜盖率要达到 50 %
,

使全 区水源林 覆盖率

达到 33 %
。

3
.

3 按流域 成立和扩大水源林 保护 区
,

制 定鼓 励发展 水源林的政策
,

建立 专业 营林 护林 队伍
,

切实加 强领导
。

制定 以生态林 业为 内容 以各项 生态效益为指标 的保 护区 及营林护林 人 员的考

核 办法
,

加强 营林护林 的管理 工作
。

常绿 阔叶林 涵养水源的功能是 长期积累发展结 果
,

必 须

坚持 20 ~ 30 年 以上 的发展 和绝对 保护
,

当全部森林都达到 完全成熟林 之后
,

才 能有效发挥 出

涵养水 源
、

调节 水量
、

改善小 气候的显 著功 能
。

3
.

4 由政府组 织林 业
、

生 态
、

水利
、

国 土整治
、

气象
、

水文等部 门
,

进行全 区 各流 域治理洪

水
、

御 防干旱 的综合考察研究
,

制定各 流 域综合治理 的实施 规划 和 方 案
.

建立 防洪 防旱 的科

学研 究机构
,

以及 森林水文与 流域治理 的定位观测 实验 基地
,

开展 研 究和 治理 工作
。

3 5 综 合开发利 用 各流域的水 资源 根据流 域 的农 业灌溉
,

工业 和 生活 供水需 要
,

按 先支流

后 干流 的 合理开 发顺 序
,

在支 流上修 建一 些梯级 的中型 储水库
,

水 电站和 渠道 灌溉 系统
,

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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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广西 森林水 资源的 生 态 效益

丰水期 的径 流量储存 起来
,

平 时可发 电
,

水产 养殖
,

农 田 灌溉
,

民 间航 运
,

提 供乡 镇企 业 和

群 众 生活 用水
。

洪水 期 间可分散 拦截 山洪
,

有 防 洪 的
“

分 洪
”

作用
。

3
.

6 切实有 效地实现 石 山 地 区的封 山 育林
,

覆盖率 要达到 60 %
,

逐 步减 轻石 山地 区 的地 理 性

干 旱 程度
。

逐 步把右 江盆地 周 围山 地 的马 尾 松纯 林改造 为针 阔叶混 交 林
,

使其更 能调节和 改

变 高 温干燥 的生态环 境
,

发挥更 大的 生态效 益
。

在左 江 河谷 和 桂 中盆 地 营造 防护 林
,

保护 和

发 展水 源林
,

改 变高 温 干热气候
,

以 利农 业 稳 产高 产
。

在 湘桂 走廊
、

融江谷 地
、

红 水河谷地
、

桂 江 谷地 营造 多级 防护 林带
,

以 防 春秋冬 大 陆季风 的干 冷寒 害
。

在 桂 东南 花 岗岩丘 陵 山地 区

域 营 造水土 保持林
,

减轻该 区 域水 土流 失的 严 重程 度
。

加 强 沿 海地 带 防 护 林 体系 的改造和 建

设
,

减轻 台风 危害和 春
、

秋
、

冬 的干旱
。

3
.

7 农业 要 走生态 大 农业 的发展道 路
,

农 业 施 肥 要 以 农家 肥为 主
,

逐步 实现 农 业 的 良性 循环
,

改 良土 壤
,

使农业用 地也涵 蓄相 当的水 量
,

增加 河 流 沿途 的地 下水 补给
。

3
.

8 成立 环境与发 展 委 员会
,

统一领 导 生 态环境 的建设
,

大 江大 河 的治理
,

使之与社会 发展

相 协调
。

对于 千旱
、

洪涝 等 自然 灾害御 防和 抗灾工 作
,

要 按流 域进 行规 划 和 实施
,

克服对这

项 工作 领导 的分散状 况
。

3
.

9 改革林业经 济 结构和 管理体制
,

把 林业 分为生 态林 业
、

商 品 林业 和 多效 用 林业 三 大板块
,

分 别经 营
。

制定发 展生态 林 业 的政 策条例
。

生态 林业 是 社 会公益 事业
,

建设 经 费和 从事该 项

建 设人 员的生 活福 利除 国家 拨款外
,

要 由所 有受益 的部 门
、

单位 和 人 们筹 集 分担
,

因此
,

要

开 展 生 态 林业 的经 济
、

生 态
、

社会 效益 的计 量研究
。

3
.

10 调整 以发 展 生态林 业 为主 的山 区和 区域 的林业
、

农业政 策
,

解决 农林 争地
,

个 体农 民

与 国 家 保护 区 争地问 题
。

逐 步做 到 坡度超 过 250 的山 坡地 退耕 还 林 ; 杜绝毁 林开 荒
,

刀 耕火种

的 破坏现 象 ; 改革城镇 乡村 尤其 是县城 市镇 的能源结构
,

有计 划地 发展 薪 炭林
,

减轻群众 的

能 源需 求对砍 伐水源生 态林的压 力
。

3
.

n 制定江 河流域综 合治理
,

生态建设 的法 规
,

做到 依法有 效地 治理
、

建设和 保护生态环

境
,

维 护 生态 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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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生 命 科 学 领 域 奋 力 攀 登

—
广 西 科 学 院 生 物 研 究 所 简介

广 西 科 学院 生 物 研 究所 位 于 以 生 物 技 术 为 中 心

的南宁 高祈技 未 开 发 区
,

占 有 得 天 独 厚 的 地球 优 势
.

广西 生 物 资源 板 其 丰 富
,

生 物 多样性 位 于 全 国

前 列
。

根 据 广西 资源 特
.

点和 经 济 发展 的 需 要
,

广 西 补

学院生 物研 究所 于 197 7 年 筹 建
,

经 过 十 多年 的 发展

壮 大
,

已成 为 广 西 唯 一 的 综 合 性 生 物 科 学研 究机 构
,

是 广 西 生 物 资源 的科 学 研 究及 其 开 发 利 用 的 主 要 单

位
,

尤 其 在动 物
、

昆 虫 和 大 型 真 菌 资源 的科 研及 开发

利 用等方 面 是 全 区 的 带 关单 位
.

目 前全 所 已 形 成 一

支老 中 青相 结 合 的 并技 队 伍 ; 建 有 科研大 楼
、

徽 生物

实脸 工 厂 以 及 广西 称 服 实 脸 动 物 养殖 基地 ; 拥 有 仪

吞 设备 400 多 台 (套 ) ; 大 型 真 菌标 本 总 数 107 0 号
,

定 名 3 35 种 , 动 物 标本 总数 653 0 号
,

已 定 名 6 00 多

种 ; 昆虫标 本 12 万 号
,

已 定 名 2 500 多种
,

藏 全 及 定

名 数为 广西 之冠
。

十 多年 来
,

生 物所 已 完成
“

食用 菌研 究 ” 、 “ 食 用

菌培育及 制 种 新工 艺生 产 ” 、 “ 广西 石 山 地 区 生 物 资

源 缘合 治 理 和 开发 利 用 的 调 查 及评 价
” 、 “ 红 水 河 宕

滩 水 电站 库 区 玲 生 动 物 资 源 调 查 及建 坝 环 晚 影 响评

价 ”

子 32 个重 大 科研 项 目
,

获 各 级 科技成果 笑 8 项

(次 )
。

其 中
,

与 区 外 贫 合作 进行 的 蘑菇 区 域性试 脸
,

为 出 口 雄 菇 创 汇 超 干 万 美 元 作 出 了积 极 的 贡 献 ; 玉

未 蕊 (扦 ) 栽培香 菇 等食 用 菌 项 目 的 实施
,

为石 山 地

区 脱 贫 致 富 开 辟 了一 个 新 的 果 道 ; 连 续 完 成 的 9 项
“

水 电水 利 工 程 生 态环境 影响评 价
” ,

为 我 区 的 水 电

岌 展提 供 了朴 学 依 据 , 广 西 东 亚 飞 坟 垃 灾及 根 除 垃

害 的研 究” 成 果
,

达 到 了 国 内 先进水 平
.

在 科 技 体 制 改 革 中
,

生 物 所 坚 特 贯 彻 科 技 面 向

经 济的 方 针
,

可 承 担 的 科 研及开 发 项 目有
:

生物 资源

绘 合 考察 ; 食 用 菌 的 良种 繁 育
、

推 广和 高 产 裁培技

术
、

制 种技 术 研 究 ; 食 用 菌种质 资源 和 大 型真 菌的 收

集
、

鉴 定 和 菌种 保 藏 ; 徽 生 物 发 酵 工程 研 究 , 农 副产

品深 加 工 ; 动 粉
、

昆 虫 分 类和 生 态 学研 究 ; 广西 珍希

和 重 要 动 物
、

昆 虫 的保 护 千 项 目 的研 究和 开发
。

在 改 革开 放 的 大 潮 下
,

生 物 所 将进 一 步更 折 观

念
,

转 换 机制
,

分 流 重 组
,

形成 良性 循 环
,

提高 整体

水平
,

在科技兴 桂 的 主 战 场 力 创 辉址 !

(牛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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