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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型的水井地下水 犷污染程度不同 按本

文划分的水井环境条件类型
,

马滩地下水 歹污

染由大到小依次为 农田区水井 农田区地下水

降落漏斗中心水井 傍河依农田水井 近河岸线水

井

马滩地下水中 歹 含量逐年增高
,

污染比

较严重
,

其原因是地表菜田农用化学氮肥的大量施

用
,
土壤层或包气带氧化条件好

,

很利于硝化作用和

子 向地下水的迁移

马滩水源地良好环境条件的人为破坏是造成

地下水水质恶化的主要因素
,

南河道的堵塞
、

污水的

人渗
、

菜田农用化肥的施用以及农药的喷洒是水源

地不利环境条件的衷要表现
,

也是造成地下水污染

和继续污染的根源

几点建议

为治理马滩水源地 犷 的污染
,

应停止或

严格控制化学氮肥的施用
,

把高产菜田经营形式改

为经济园林
〔‘’,

并在经济园林中推广科学地施用农

家肥料
,

节制农药喷洒 这样即可以美化环境
,

又不

至于降低农民的经济收入
,

有利于
“
三大效益

”
的发

挥

尽快疏通马滩水源地南部河道
,

还水源地本
,

来优良的水环境条件
,

改善水源地的补给条件
,

保证

科 学 卷 期

或扩大水源地有效开采量

尽快建立水源地下游雁伏滩污水处理厂 已

通过论证可行
,

采用管道或严格防渗措施使城市污

水安全的从水源地南部通过 禁止城市污水随意向

马滩水源地周围排放和引污水灌溉
,

防止污水 习水

源地人渗

今后马滩水源地增加抽水井应采用近河岸线

布置方式

, 加强水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统一规划
,

对黄河

水要统筹管理
,

严格执行
《
水法

》 ,

发挥黄委会的职能

作用
。

禁止污水直接排人黄河
,

尽量减轻和防治黄河

水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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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森林火灾对植被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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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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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项工作对大兴安岭过火后第二年不同类型样地的植被恢复情况
, 用定量方法进行分析 , 力求找出森林植

物恢复的规律 并对相同植被类型的过火样地与非过火样地进行 比较
,

迸一步说明植被恢复的可能性

关键词 森林火灾 植被二大 兴安岭

为了了解火灾后植被恢复情况
,

我们于 年

春
、

夏二季对不同生态条件
、

不同林型下的种子植物

种类进行了定量抽样分析
,

并与非过火区植物进行

比较
,

以期得到森林植被自然恢复规律

一
、

调 查 方 法

样地选 择 根据过火前林型特点 及生 态条

件
,

过火区选 择了五个样地
,

非过火区选择二个样

地 每个样地面积为
’

左右
,

依各样地中出现

的值物种类数量不同
,

再分若干样方
,

记载木本 乔
、

灌 幼苗
、

草本植物的有关数据 样方大小基本为
之

样方数目确 立
,

采用植物种数与样方相关曲线

火灾后翌年植物萌发状况及分析

根据每一样方的有关数据求出每种植物在不同

样地中密度
、

相对密度
、

优势度
、

相对优势度
、

频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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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频度和重要值
,

用来分析植被恢复状况
,

林木发

展方向及各种植物在其生态环境中的重要性

二
、

测 定 结 果

各种样地生态条件列于表

五种过火样地全是重过火区
,

被烧乔木无一成

话
,

过火区样地植被恢复状况通过萌发的树苗和草

本植物进行分析

低平地醉类落叶松林样地

样地特点 土壤潮湿
,

腐殖质层厚半沼泽化

由于积水多
,

过火前落叶松生长矮小
,

俗称
“
老头

树” ,

多为纯林 下木有杜香
,

杜鹃
、

丛桦等
,

地被植

物主要为苔草
、

鲜类 过火后
,

在此样地中通过计算

分析重要值大的植物有
,

丛桦
、

笃柿
、

杜鹃
、

柳
、

早熟

表 样地选择及植物生态条件

原来林型 火烧 程度 海拔 坡向 坡位 坡度 土壤类型

低平地鲜类落叶 松林

缓坡落叶松林

缓坡白桦
一

落叶松林

陡坡山杨
一

樟子松林

陡坡草类落叶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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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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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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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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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育沼泽土

棕色森林上

棕色森林土

棕色森林上

棕色森林上

潜育沼泽土

缓坡落叶松林 非过火 区 , 北偏东
“

山中下腹
“

棕色森林土

表 低平地醉类落叶松林样地 植被分析 只 ,

种种 属 名名 密度度 相对密度度 优势度度 相对优势度度 频度度 相对频度度 重要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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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缓坡落叶松林样地 (11) 植被分析 (i x 一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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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2. 可 以看出
,

丛桦等灌木萌生较快
,
将

会成为低平地鲜类落叶松林类型主要林木
.
地被登

本植物无明显变化
,
只是由于乔木消失

,

喜光草本植

物侵人多
,

早熟禾大量繁生就是例子
.
总之

,
如果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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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

灌木萌生较快
,

但就整个样地来看
,

灌木重要性不

如草本
、

此林木发展趋势可 推 断 为 草 坡 灌 木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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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白桦与灌木萌发状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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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该样地重要值大的是一些草本植物
,

野豌豆
、

风

毛菊
、

早熟禾
、

苔草等
,

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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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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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山杨与灌木萌发伏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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燮醒李桦杨林垄竺些垦众针阔混交林一
落叶松

林
.
这种类型样地

,

草本植物生长旺盛
、

复盖率较

高
,

不易发生水土流失
,

有利原生植被恢复
.
过火后

豆科植物(如野豌豆 )生长旺盛
.

3
.
缓坡白桦

一
落叶松样地 (川)

通过植物种类调查分析
,

该样地重要值大的植

物为白桦
、

杜鹃
、

早熟禾
、

越桔
、

矮赤杨等
,

灌木萌发

状况 良好
.
白桦根际萌生旺盛

,

每棵被烧毁的白桦

根部周围都萌生数根枝条
,

其重要值远大于其它木

本植物
,

见表 斗和图 1
.
由此断定 : 此种类型样地

将很快发展为白桦林
.
在此样地调查中发现大部分

地面裸露
,

草本植物稀少
,

主要由于此样地离村屯较

近
,

过火后
,

人为活动频繁造成的
.
说明过火后生态

环境很脆弱
、

稍加破坏
,

就会岩石裸露
,

严重影响植

被恢复
.

4
.
陡坡山杨

一

樟子松样地 (lv )

表 5 所示
,
此样地山杨苗占绝对优势(见图 2)

,

多为由原来烧毁树木萌生的
,

也有一定数量的实生

苗
,

长势很好
,

高在 80 一90
om
.
地面草本植物生长

也较好
,

野豌豆
、

早熟禾居多
.
此类型发{)塾绷当势: 山

杨纯林
,

下木为杜鹃
、

绣线菊等
.

5
.
陡坡落叶松样地 (v )

此样地类似 (l l) 号样地
,

草本植物占优势
.
其

中野豌豆
、

篙
、

铃兰
、

草荀等广布杂草类居多
,

见表
6. 初步推断其发展趋势为 : 草坡

一
白桦或山杨

林针叶树侵人针阔混交林
一

针叶林
.

.

一
月卜

三
、

过 火区与非过火区相似植被类型对比

非过火区低平地醉类落叫
一

松林样地 出现的植物

见表7
,

此表中只记载了树苗与草本植物
,

其林型为

落叶松林
,

混有少量的白桦
.
非过火区缓坡落叶松

林样地植被分布见表 8
,

为落叶松林型
,

混有一定数

量的白桦
.
表 9是过火区与非过火区低平地鲜类落

表 6 陡坡落叶松林样地 (V ) 植被分析 (l
x lm

,

)

( 属) 密度 相对 密度 优势度
相对
优势度

频度 相对频度 重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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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非过火区低平地醉类落叶松样地 (v l) 植被分析 (1 丫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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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非过火区缓坡落叶松林样地 (V ll) 植被分析 (1 x l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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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松林比较
,

从表 9可 以看出
,

在低平地醉类落叶松林过火

区与非过火区两个样地中
,

出现的植物种类基本相

同
,

尤其灌木
,

几乎一样
.
不同的是过火区草本植物

种类增加
.
这是由于过火后植物生长条件发生了改

变
,

如光线直接照射
,

使喜光的杂草类侵人较多
,

如

早熟禾
、

地榆
、

风毛菊等
.
令人担优的是

,
在重过火

区未发现落叶松苗
,
这对恢复原来林型是个障碍

,

从表 10 可以看出
,
两个样地木本植物出现情况

基本相似
.
不同的是非过火区下木较多

,

如赤杨
、

鹿

蹄柳等
.
在过火区样地下木单一

,
丛桦

、

山柳等次生

先锋树种的出现
,

对植被恢复是有利的
.
从草本植

物上看
,
过火区 杂草侵入多

,
在整个样地中占一定优

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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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低平地醉类落叶松林过火区与非过火 区植物种类比较

鲜鲜类落叶松林林 鲜类落叶松林林

生生生 海 拔拔 5 10mmm 540mmm

境境境 坡 度度 2一3
000 1 ooo

土土土 壤壤 潜育沼泽上上 潜育沼泽土土

不不不 木本植物(苗))) 笃柿越桔
、

山柳
、

越桔柳
、

刺梅蔷薇薇 落叶松
、

越桔桔
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
种种种 草本植物物 早熟禾

、

萎陵菜
、

独活
、

风毛菊
、

地榆
、

马先先 三棱草草
类类类类 篙

、

篙
、

林奈草
、

珠果紫茧茧茧

相相相 木本植物苗苗 丛桦
、

杜鹃
、

金老梅
、

沼柳
、

杜香香
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
种种种 草木植物物 苔草草
类类类类类

表 10 缓坡落叶松林过火区与非过火 区植物种类比较

过火区原来林型

缓坡落叶松林

非过火区林型

缓坡落叶松林

5 10一530 m

100

棕色森林土

弓0 0 m

10 0

棕色森林上

度拔壤坡土海
生境

木本植物(苗) 笃柿越桔
、

丛桦
、

越桔柳
、

金老梅
、

山杨 落叶松
、

白桦
、

赤杨
、

鹿蹄柳

草本植物
地榆

、

野豌豆
、

早熟禾
、

马先篙
、

山薰豆
、

娄斗
菜

、

独活
、

高
、

白头翁
、

柳 兰
、

沙参

刺梅蔷薇
、

绣线菊
、

杜香
、

越桔

萎陵菜
、

茶蔗子
、

三棱草
、

铃草
、

七瓣莲
、

红花
鹿蹄草

不同种类

本木植物(苗)

草本植物 风毛菊
、

苔草

相种同类

四
、

结 语

1.过火后由于环境因子发生改变
,

各植物群落

组成也随之变化
.
¹
.
草本植物 : 无论哪种生态类

型
,

草本植物都生长旺盛
,

种类增加
,

主要是些喜光

适应性强的杂草类侵人较多
.
º

·

灌木: 杜鹃
、

杜

香
、

越桔
、

矮赤杨
、

绣线菊等过火后
,

在原有植物体上

葫发新枝快
、

生长良好
,

这对植被恢复是有 利的
.

À
.
养木: 在白桦和山杨林中

,

被烧毁的树木根部周

围萌生枝条多
,

长势好
,

将较快成为次生阔叶纯林
.

调查中看到
,
在阳坡上有一定数量的山杨实生苗

.
重

过火区没有发现落叶松和樟子松树苗
.

2
.
要促进森林自然恢复

,

必须严格保护植被
,

防

止水土流失和沼泽化
.
调查中看到

,

清木时
,

有的山

坡沙石俱下
,

寸草皆无
.
本来生态环境很脆弱

,

如再

加人为破坏
,

森林恢复就无望了
.

(收稿日期: 1989年 12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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