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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流域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对位配置研究

赵Ǔ峰
灵武市水务局Ǔ宁夏Ǔ银川Ǔ750499

摘Ȟ要：小流域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对位配置研究旨在通过科学规划植物种类与布局，优化小流域生态系统功能。

基于生态位理论，研究植物在群落中的时空位置与功能关系，实现水土保持效果最大化。通过定位研究与调查分析，

结合系统论与水土保持学，构建对位配置模型，提升区域土地利用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研究表明，科学配置植物措

施对减少水土流失、防治地质灾害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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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小流域水土保持研究聚焦于优化植物措施的

对位配置，旨在科学布局植被，以有效应对水土流失挑

战。随着环境变化的加剧，小流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面临严峻考验。本研究基于深入的生态学分析与实地考

察，致力于探索适应不同地形、土壤和水文条件的植物

配置方案，以提升水土保持效果，促进生态恢复与可持

续发展，为流域治理提供创新思路与实践策略。

1��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1.1  理论基础
（1）生态位理论：在小流域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对位

配置的研究中，生态位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该

理论不仅关注植物个体在群落中的空间位置，还考虑其

与其他物种在资源利用、生存时间以及环境适应等方

面的相互关系。通过生态位分析，可以明确不同植物种

类在水土保持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定位，避免种间过度竞

争，实现植物群落结构的优化。在具体应用中，研究者

会根据小流域的特定环境条件，选择生态位互补的植物

种类进行配置，以提升整体的水土保持效果。（2）系
统论：系统论强调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

用，为分析小流域水土保持系统提供了宏观的视角。在

研究植物措施对位配置时，系统论要求将小流域视为一

个复杂的生态系统，综合考虑地形、土壤、水文、植被

等多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通过系统分析，可以识别

出影响水土保持效果的关键因素，并据此制定针对性的

植物配置策略。此外，系统论还强调了动态平衡的观

念，即在配置过程中需要关注生态系统的长期稳定性和

可持续性。（3）水土保持学：水土保持学是研究水土流
失规律及其防治措施的科学，为小流域水土保持植物措

施的配置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在水土保持学中，植

物措施被视为一种重要的非工程措施，通过增加植被覆

盖、改善土壤结构等方式来减少水土流失。在研究对位

配置时，需要深入了解不同植物种类在水土保持方面的

效果和机制，以便科学合理地选择配置方式。（4）水
土保持径流调控：径流是水土流失的主要载体之一，因

此水土保持径流调控是研究植物措施配置效果的关键环

节。通过合理配置植物种类和布局，可以调控径流的方

向、速度和量级，从而减少水土流失量并改善水质。例

如，在坡度较大的区域种植具有强根系和茂密枝叶的植

物种类，可以有效减缓径流速度、增加土壤入渗量并降

低土壤侵蚀风险[1]。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位研究与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

过现场踏勘、数据采集和分析等手段获取小流域水土保

持现状及其问题。同时，结合理论研究与技术研究相结

合的方法，综合运用生态学、土壤学、水文学等多学科

知识，构建小流域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对位配置的理论体

系和技术方法。在实验基地的选择上，本研究以安家沟

和九华沟两个小流域为典型案例。这两个小流域分别代

表了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

研究价值。在实验设计方面，本研究将根据不同小流域

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植物配置方案，并通过设置对照

实验来评估不同配置方案的效果。通过定期监测和数据

分析，本研究将揭示不同植物种类和配置方式在水土保

持方面的效果和机制，为小流域水土保持工作提供科学

依据和技术支持。

2��小流域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对位配置原理与方法

2.1  对位配置概念
在水土保持领域，对位配置是一个核心概念，它基

于生态位理论，旨在通过合理安排水土保持措施，以满

足流域生态系统的特定需求，并最大限度地利用环境资

源。（1）水土保持措施需求生态位：指的是在水土保
持过程中，不同区域、不同地形地貌条件下，对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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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措施具有特定需求的生态空间或功能位置。这些需求

可能涉及土壤侵蚀控制、水分保持、植被恢复等多个方

面。（2）环境资源位：则是指流域内各种自然资源（如
土壤、水分、光照等）和生态因子的空间分布与组合状

况。环境资源位不仅决定了植物的生长条件，也影响了

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效果。（3）水土保持对位配置：是
指在充分理解和把握水土保持措施需求生态位与环境资

源位的基础上，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与布局，将适宜的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配置到最适合的位置，以实现水土保

持效果的最大化。对位配置的基本原理在于，根据水土

保持措施需求生态位与环境资源位的能级分布层次进行

配置。这意味着，在配置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流域内

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识别出不同区域的水土保持需

求，并选择与之相匹配的植物种类和配置方式。同时，

还需要关注植物措施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确保配置方案既符合生态学原理，又具有可操作性和经

济合理性。

2.2  对位配置模型构建
为了实现小流域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的有效对位配

置，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模型，该模型包含以下

几个关键方面：（1）宏观对位：从宏观角度出发，分
析小流域的整体特征和问题，明确水土保持的总体目标

和方向。宏观对位要求把握流域的自然地理条件、社会

经济状况以及水土流失现状等因素，为后续的详细配置

提供指导。（2）空间对位：在空间尺度上，根据地形
地貌、土壤类型、降雨分布等环境因素的变化规律，将

流域划分为不同的生态功能区或治理单元。在每个单元

内，根据具体的水土保持需求和环境资源条件，制定相

应的植物配置方案。（3）植物对位：选择合适的植物种
类是水土保持对位配置的关键。植物对位要求根据植物

的生长习性、水土保持功能以及环境适应性等因素，筛

选出适宜的植物种类进行配置。同时，还需考虑植物种

间的相互关系，避免种间竞争和生态位重叠。（4）技术
对位：技术应用在水土保持对位配置中起着重要作用。

技术对位要求根据流域的实际情况，选用先进适用的水

土保持技术手段，如生物工程技术、坡面治理技术等，

提高植物措施的实施效果和稳定性。（5）管理对位：
有效的管理是保证水土保持对位配置成功实施的必要条

件。管理对位要求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加

强对植物措施实施过程的监管和维护，确保各项措施得

到有效落实并发挥长期效益。在模型构建过程中，需要

充分考虑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制约关系，确保模

型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同时，还需要结合实地调查和研

究数据，对模型进行不断验证和优化，以适应流域内复

杂多变的生态环境。

3��小流域不同地形部位植物措施生态位适宜度分析

3.1  地形部位划分
在小流域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的研究中，首先需要对

流域内的地形部位进行合理划分。地形部位的划分是基

于流域内地貌特征、土地利用现状及水土保持需求而进

行的。一般而言，可以将小流域划分为农地、草地、梯

田、灌木林地、荒山荒地等多种类型。农地作为人类农

业生产活动的主要区域，其水土保持措施需特别关注土壤

肥力和农作物生长需求；草地则以其良好的覆盖度和生物

多样性，在水土保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梯田通过人工

改造地形，有效减缓了坡面径流速度，是水土保持的重

要措施之一；灌木林地和荒山荒地则因其自然植被覆盖

状况的不同，在水土保持中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和潜力。

3.2  土壤水分生态位适宜度分析
土壤水分是植物生长的关键因素之一，不同地形部

位由于坡度、朝向、土壤类型等因素的差异，土壤水分

的分布和变化规律也各不相同。在阴坡和阳坡之间，由

于日照时间和强度的不同，土壤水分的蒸发量和保持能

力存在显著差异。一般而言，阴坡由于日照时间较短，

土壤水分蒸发较少，土壤含水量相对较高，有利于植物

生长；而阳坡则相反，土壤水分蒸发较快，植物需具备

更强的抗旱能力。此外，在不同坡位上，由于重力作用

的影响，土壤水分的垂直分布也存在差异，上部坡位土

壤水分含量相对较低，下部坡位则相对较高。因此，在

分析土壤水分生态位适宜度时，需要综合考虑地形部

位、坡度、坡向以及土壤类型等多种因素，以确定不同

地形部位对特定植物种类的适宜性[2]。

3.3  水热气候资源生态位适宜度分析
水热气候资源是植物生长发育的重要环境条件之

一，其分布和变化规律对植物种类的选择和配置具有重

要影响。在小流域内，不同地形部位由于海拔、纬度、

地形遮蔽等因素的差异，水热气候资源也呈现出不同的

分布特点。梯田由于改变了地形条件，减少了土壤侵蚀

和养分流失的风险，同时也改善了局部小气候环境，使

得梯田区域的水热气候资源相对更为优越；草地由于植

被覆盖度高、蒸腾作用强等特点，对局地水热循环产生

一定影响；灌木林地和荒山荒地则因其植被覆盖状况和

土壤类型的不同，在水热气候资源的利用上表现出各自

的特点。在对比分析过程中，需要运用气象观测数据、

遥感影像等手段获取水热气候资源的详细信息，并结合

植物生态学原理对不同地形部位的水热气候资源生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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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度进行综合评价。

4��小流域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对位配置的具体方案

4.1  人工造林
（1）技术措施：人工造林作为小流域水土保持的重

要措施之一，其关键在于科学规划与精心实施。首先，

需根据小流域的生态环境条件，选择适应当地气候、土

壤和水文特性的树木种类。这些树种应具备生长迅速、

根系发达、耐干旱瘠薄等特点，以有效提高植被覆盖

率，增强土壤固持能力。其次，在造林前，需对土壤环

境条件进行改善，包括清理地表杂草、石块，翻耕土壤

以增加透气性，以及施加有机肥等，为树木生长提供良

好基础。造林后，还需加强成活树木的养护工作，包括

定期除草、松土、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等，确保树木健康

成长。（2）作用分析：人工造林在小流域水土保持中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通过增加植被覆盖率，减

少地表裸露面积，有效拦截降雨径流，降低水流速度，

减少水土流失。同时，树木的根系能够固持土壤，增加

土壤稳定性，防止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其

次，树木生长过程中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释放氧

气，有助于改善流域内的空气质量。此外，人工造林还

能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为野生动植物提供栖息地，增

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恢复力。

4.2  封山育林
（1）技术措施：封山育林是针对坡度大、土壤肥力

低下、自然植被恢复困难的地区而采取的一种水土保持

措施。其核心在于通过封禁管理，减少人为活动对山地

的干扰和破坏，让自然植被得以自我恢复和繁衍。具

体措施包括划定封禁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加强宣传教

育，提高公众对封山育林重要性的认识。同时，还需对

封禁区域内的生态环境进行监测和评估，及时调整管理

措施，确保封禁效果[3]。（2）作用讨论：封山育林对于
小流域水土保持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首先，通过封禁

管理，有效遏制了人为活动对山地的破坏，为自然植被

的恢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自然植被的恢复不仅增

加了植被覆盖率，还提高了土壤保水保土能力，减少了

水土流失。其次，封山育林促进了生物多样性的增加，

为各种野生动植物提供了适宜的栖息地和繁衍空间，有

助于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此外，封山育林还具

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改善区域气候、提高

空气质量、促进旅游业发展等。

4.3  经济林栽培
（1）技术措施：经济林栽培是一种集生态效益与经

济效益于一体的水土保持措施。在选择经济林树种时，

需综合考虑其水土保持能力、经济价值及市场需求。常

见的经济林树种包括果树、油料作物、药用植物等。栽

培过程中，需采用科学的种植技术和管理措施，如合理

密植、科学施肥、病虫害防治等，以提高经济林的生长

速度和品质。同时，还需注重经济林的生态效益发挥，

如通过林下种植、养殖等复合经营模式，提高土地利用

率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2）影响分析：经济林栽培对
小流域水土保持具有多方面的影响。首先，通过经济林

栽培增加了植被覆盖率，改善了土壤结构和水文条件，

减少了水土流失。同时，经济林的生长过程中能够吸收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有助于改善流域内的空

气质量。其次，经济林栽培还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

整和优化升级，增加了农民收入来源和经济收益。此

外，经济林栽培还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如加工、

销售等环节，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在生态环

境方面，经济林栽培还促进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恢

复，增强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韧性。

结束语

小流域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对位配置研究结论指出，

科学合理的植物配置显著提升了水土保持效果，促进了

生态系统自我恢复能力。本研究不仅为实践提供了可行

的技术路径，还丰富了水土保持理论体系。未来，需进

一步关注气候变化影响，持续优化配置策略，确保小流

域生态环境的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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