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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河下游植被覆盖度变化与地下水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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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植被覆盖度的变化是地球内部作用与外部作用的 共 同 结 果，但 在 短 期 内 主 要 受 人 类 活 动 的 影 响 4 人 类 对 自 然 植 被 覆 盖

度的影响最常见的就是通过对水分和水质状况的改变而影响植被覆盖度的变化 4 本研究基于 #$$# : #$$; 年间塔里木 河 下 游

地下水化学特征变化的监测资料和植被覆盖度的适时 监 测，探 讨 了 植 被 覆 盖 度 与 地 下 水 质 之 间 的 关 系 4 结 果 表 明，植 被 覆 盖

度在沿河道方向上，从 . 断面的 < 9$= ，下降到!断面的不足 "$= ；在垂直河道方向上表现为距离输水河道 越 近 植 被 覆 盖 度

越高的特点；地下水 >? 值也表现出沿河道方向从上段到下段，从距离河道近处向距离河道远处下降的变化趋势 4 回归分析发

现，胡杨覆盖度随地下水 >? 值的升高而指数增加，柽柳覆盖度则随地下水 >? 值的增加而降低 4 胡杨和柽柳与地下水质的关

系是造成胡杨主要分布于距离河道近处而柽柳则分布在远离河道处的因素之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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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盐是影响植被的生理生态特征的最重要环

境因子［"］4 相关 研 究 表 明，保 持 较 好 的 水 质 才 能 保

证物种多样性的最大化［#］，植被群系最大盖度与地

下水矿 化 度 具 有 极 显 著 相 关 性［!］；在 干 旱 内 陆 盆

地，潜水矿 化 度 对 植 物 生 长 状 态 产 生 显 著 影 响［C］，

地下水质恶化和水位下降是造成疏勒河流域下游植

被退化的主 要 原 因［7，B］4 对 梭 梭 柴、头 状 沙 拐 枣、盐

穗木、沙枣 C 种耐盐植物进行不同矿化度水灌溉造

林试验的结果是，随着矿化度的增加，植物成活率下

降，生长量也减少［;］，有关胡杨的研究证实，胡杨的

生存状态不仅依赖于水源条件，还取决于水土的盐

分条件［9］4 植被覆盖度是植物群落覆盖地表状况的

一个综合量化指标［8，"$］，植 被 覆 盖 度 的 变 化 是 地 球

内部作用（ 土壤 母 质、土 壤 类 型 等）与 外 部 作 用（ 气

温、降水）的综合结果，是区域生态系统环境变化的

重要指标［""，"#］4
从 #$ 世纪 ;$ 年代塔里木河 下 游 开 始 断 流 起，

沿岸植被就开 始 出 现 退 化，#$ 世 纪 末，沿 塔 里 木 河

下游河道的“ 绿 色 走 廊”濒 临 崩 溃 4 从 #$$$ 年 起 开

始实施生态输水，随着输水的进行，植被出现复苏，

专家学者们对输水过程中地下水位变化与植被的关

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 "9］4 本文从地下水化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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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与植被覆盖度的关系入手，研究塔里木河下游

断流河道两侧输水后植被覆盖度变化与地下水质变

化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干旱内陆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水资源合理配置提供科学参考 "

!" 研究区概况

塔里木河位于新疆南部，全长# !$# %&，是我国

最长，也是世界著名的内陆河 " 其上游为肖夹克至英

巴扎段，中游为英巴扎至卡拉水库段，下游为卡拉水

库至台特玛湖 " 由于流域处于塔克拉马干沙漠，气候

极 其 干 旱，水 是 塔 河 流 域 生 态 环 境 最 敏 感 的 因

子［#’］，自过去半 个 世 纪 以 来，人 们 对 土 地 的 过 度 开

垦和水资源的无序开发和过度浪费，使流域水资源

的自然配置被严重异化，导致下游来水量急剧减少，

依靠河道径流补给的地下水位日渐下降［#(，$)］，地下

水矿化度升高，水质恶化 " 流域生态系统退化，下游

地区的绿色走廊濒临消失的边缘 "
研究区地势起伏和缓，平均海拔 *$+ &，主要地

貌类型有冲洪积、冲积、风积和河湖积地貌［#(，$)］，地

层结构简单，主要为第四系上更新统、全新统地层，

地表岩性以砂、亚砂土和粘土为主 " 研究区分布有第

四系孔隙水，含水层主要是粉砂，间有亚砂土和亚粘

土 " 受沉积环 境、含 水 层 介 质 及 补 给 源 少 等 因 素 作

用，区内潜水 含 水 层 富 水 性 较 差 " 由 于 本 区 干 旱 少

雨，年降水量 ,) &&，降水对地下水补给意义不大，

地下水的补给主要靠河道径流和水库入渗及田间水

的入渗 " 地下水在向下游缓慢运移过程中溶滤了河

湖相地层中的盐分，使得化学组分含量沿径流方向

逐渐增加，地下水水质变差，矿化度升高 "
该区属于典型的暖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区［$#］，

根 据 铁 干 里 克 气 象 站 的 观 测 资 料，年 均 气 温

#)- +. ，平均年降水量 #/- , 0 ,$- ) &&，年潜在蒸发

量$ +)) 0 ! ))) &&，沙尘暴日数 *- $ 1，风沙危害严

重 " 由于多年断流，地下水位大都下降到 * 0 #$ &，

地下水含盐量及矿化度都很高 " 植物区系包括亚洲

中部成分、中亚成分、古地中海成分和少量泛热带成

分［$#］，主 要 植 物 有 胡 杨（ !"#$%$& ’$#()*+,-*），柽 柳

（.*/*),0 )*/"&,&&,/*）、黑刺（12-,$/ )$+(’3,-$/）、铃

铛刺（4*%,/"5’35)"3 (*%"5’35)"3）、芦苇（!()*6/,+’&
-"//$3,&）、疏叶 骆 驼 刺（ 7%(*6, &#*)&,8"%,*）、大 花 罗

布 麻（ 7#"-23$/ 9’3’+$/ ）、花 花 柴（ :*)’%,3,*
-*&#,-*）、胀果甘草（;%2-2))(,<* ,38%*+*）等 "

为了保护塔里木河下游河道两侧植物群落，保

护绿色走廊生态系统，自 $))) 年开始从博斯腾湖开

始调水到大西海子水库，然后向下游的齐文阔勒河

道输水，$))! 年，实 施 了 通 过 齐 文 阔 勒 河 和 塔 里 木

河双河道输水 "

#" 数据采集与分析

沿输水河道设置了 ( 监测断面（2 0 3），见图 #，

用于监测生态输水后地下水位、水质以及植被的响

应，在每个监测断面分别设置了 ! 0 * 眼监测井，共

计 ,) 眼监测井 " 对每眼监测井进行定期的地下水埋

深和地下水采样测定，其测定方法为导线法，同时采

集地下水水样，水样采集后当场密封，送入实验室进

行化学分析 " 内容包括：矿化度、45 值、总碱度、总硬

度、电 导 率、67$ 8
! 、567 8

! 、69 8 、:7$ 8
, 、6;$ < 、=>$ < 、

? < 、@; < 等 #! 项 指 标 " 本 研 究 主 要 用 到 地 下 水 45
值指标，45 用 A5:B$6 型 数 字 式 酸 度 计 测 定，根 据

现场测定与室内分析存在一定差异，实验室分析的

结果高于现场 近 +C ，将 实 验 室 分 析 的 结 果 做 了 相

应的调整，以更好地反映真实情况 "

图 #D 塔里木河下游植物样地与地下水监测井布设示意

EF>" #D GFHIJFKLIFMNH MO IJ;NHPQIH ;N1 FNRPHIF>;IFN> HPQIFMNH

FN ISP 9MTPJ JP;QSPH MO ISP U;JF& VFRPJ

同时，在每个断面每一监测井附近设置了植物调

查样地" 因各断面植被长势不同，设置样地的大小有

所差异，其中，+ & W + & 的样地布设于草本群落的段

面；!) & W !) & 的样地布设在植被生长稀疏或基本

无草本植物的段面，以 #+ & 为间隔设置 , 个 #+ &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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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梯度规律，以胡杨为主的乔木仅在 "# 和 "$ 样地

有分布，更远处的样地只有灌木和草本，灌木的分布

特点与总覆盖度相反，愈远处覆盖度愈高 %
!" #$ 地下水 &’ 值变化

表 # 是 $(($ 年到 $(() 年塔里木河下游 * 个监

测断面 &’ 均值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沿河道方向，

地下水 &’ 值基本呈下降变化，较靠前的断面的地下

水 &’ 值高于接近尾端的断面% 在同一断面距离输水

河道远近不同 &’ 值也有明显差异，表 # 列出了英苏

断面 +# , +)（距离输水河道 -( , # (-( .）$((/ 年地

下水平均 &’ 值，从中不难发现，距离输水河道越近，

地下水中 &’ 值越高，越远越低%

表 %$ 塔里木河下游地下水 &’ 值沿河道方向和垂直河道方向的变化

01234 #5 64789:13 1;< 871;=>47=4 >179189?;= ?; &’ 9; @7?A;<B1847 18 8C4 3?B47 0179. D9>47

断面 样井

E F + " G H I ’ J +# +$ +! +K +- +/ +)

)L K/ )L )$ )L )# )L -) )L -$ )L -/ )L /# )L -# )L $ ML -/ — ML #$ ML (K )L * )L MK )L /)

!" !$ 植被覆盖度与地下水质的关系

图 K（ 1）是英苏断面距离河道 -( . 处的 +$ 植

物样地调查所得的 $(($ , $(() 年植被覆盖度和 +$
井地下水中 &’ 值的情况 % 从图 K（ 1）可以看到，除了

开始的 $(($ 年外，地下水质与植被覆盖度的变化趋

势十分吻合，植 被 覆 盖 度 随 着 地 下 水 中 &’ 值 的 升

降而变化；阿布达勒断面距离河道 -( . 处植物样地

的植被覆盖度 与 地 下 水 中 &’ 值 的 年 度 变 化 曲 线，

从图 K（2）可以看出它们在走势上基本一致，说明植

被盖度变化与地下水中 &’ 的变化具有较密切的关

系；图 K（:）是喀尔达伊断面植被覆盖度与地下水 &’
值变化曲线图，从中可以看出，除了 $(($ 年以外，它

们的走势基本一致；阿拉干断面 I/ 样地植被覆盖度

依然与地下水 &’ 值变化方向相同［图 K（<）］%

图 ($ 塔里木河下游地下水 &’ 值与植被盖度的关系

H9@% K5 +?7743189?;= 248B44; @7?A;<B1847 &’ 1;< >4@48189?; :?>471@4 9; 8C4 3?B47 0179. D9>47

5 5 以上 K 个植物样地都是处于距离河道较近的地

方（I/ 距离老塔里木河较近，$((! 年开始也从该河

道输水），在植物组成上以胡杨占绝对优势，同时兼

有少量柽柳分布 % 这可能说明，胡杨与地下水 &’ 之

间具有某种关系 % 基于这种假设，本研究把塔里木河

下游胡杨、柽柳和草本植物覆盖度分别与地下水 &’
值进行拟合，结果表明：胡杨的覆盖度与 &’ 值之间

的关系符合二次多项式模型（ 图 -），随着地下水 &’
值的增加，胡杨覆盖度呈显著上升态势；而柽柳则相

反，随着地下水 &’ 值的增加，柽柳覆盖度呈指数降

低，其模型为：

! 2 " KK( MMK4 ##L -$( $$ &

（%$ " (L $!- M，& ’ (L ((#）

式 中，! 2 为 柽 柳 的 覆 盖 度（N ），$ & 为 地 下 水 &’
值；草本 植 物 覆 盖 度 与 地 下 水 &’ 值 没 有 显 著 相

关性 %
通过对地下水 &’ 值与作为乔木的胡杨以及以

柽柳为代表的灌木覆盖度关系的统计分析，可以解

-#/



环 ! ! 境 ! ! 科 ! ! 学 "# 卷

释为何依干布及麻断面植被覆盖度与地下水 $% 值

变化趋势不一致，在塔里木河下游越靠近上段的断

面胡杨的分布越广泛和密集，越靠近尾段的地段植

被覆盖度越低，尤其是胡杨越少，考干断面则没有胡

杨分布 & 在阿拉干断面是由于齐文阔勒河和老塔里

木河的交汇处，双河道输水使生态受益面积更广 &

图 !" 塔里木河下游胡杨覆盖度与地下水 #$ 关系拟合

’()& *! +,-./ /01(231(45 46 17/ -/831(450 9/1://5 17/

;4./-3)/ 46 !"#$%$& ’$#()*+,- 35< )-4,5<:31/- $%

%" 讨论

干旱区植被一般都具有抗干旱耐盐碱的特征，

一些学者研究了柽柳属植物中与耐盐有关的形态学

适应特征、泌盐适应机理包括盐腺的结构、发育、分

泌离子种类以及保护性物质等，将柽柳划为盐生植

物［== > =?］& 陈 少 良 和 张 霞 等［=*，=@］就 胡 杨 与 内 地 普 通

杨树进行了 耐 盐、抗 盐 的 对 比 试 验，郗 金 标 和 吴 平

等［=A，=B］将胡杨列为盐生植物 &
胡杨是塔里木河下游荒漠河岸林的建群种，也

是干旱区唯一成林的乔木树种，塔里木河地区是世

界胡杨林分布面积最大的地区，胡杨的生长状况决

定着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的稳定与否 & 柽柳是塔

里木河下游地区最重要的灌木植物，也是研究区分

布最广的物种 & 实地勘查调查发现胡和柽柳虽然同

属盐生植物，但它们的生态位重叠较少，在距离河道

=*C 2 以内的范围主要以胡杨为主，而且胡杨林 下

很少有柽柳分布；柽柳的分布范围则从胡杨的外围

一直向荒漠区延伸 & 通过把植被覆盖度与地下水 $%
值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表明，胡杨具有对碱性

水土生境较高适应性的特点，而柽柳则相反 & 这说明

胡杨和柽柳虽然同属盐生植物中的泌盐类，但它们

的小生境还 是 有 明 显 差 别 的，而 它 们 与 地 下 水 $%
值之间的不同关系是造成它们目前空间分布格局的

主要因素之一 &
本研究讨论分析了植被覆盖度与地下水质之间

的关系，但并不否认植被覆盖度与地下水位的关系，

实际上，胡杨覆 盖 度 与 地 下 水 $% 值 之 间 拟 合 方 程

的 .= 仅为 CD * 多一点，说明了还有别的因子在起作

用，勿庸置疑，这个因子应该是地下水位，但限于篇

幅，植被覆盖度与地下水位的关系没有讨论 &

!" 结论

（#）在生态 输 水 影 响 下，塔 里 木 河 下 游 以 胡 杨

和柽柳为主的植被覆盖度呈增加变化 &
（=）胡杨覆盖度的变化与 地 下 水 $% 值 之 间 表

现出明显的同步性，柽柳的覆盖度则随着地下水 $%
值的增加而降低，草本植物与地下水质之间未表现

出明显相关性 &
（"）胡 杨、柽 柳 与 地 下 水 质 的 关 系 是 造 成 这 =

种植物在塔 里 木 河 下 游 空 间 分 别 格 局 的 主 要 原 因

之一 &
（?）胡杨盖度与地下水 $% 之 间 呈 现 正 相 关 关

系，表明胡杨不仅耐盐碱，而且尤其喜欢在地下水碱

性较强的环境生存，这将对胡杨群落的维护和人工

抚育更新起到积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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