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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分析了白云岩坡地岩土组构特点，针对白云岩坡地土壤易漏水、漏肥的原因，提出利用保水剂的

保水功能和活性炭的吸附与缓释功能对白云岩坡地土壤进行改良的思路和方法．并开展相关盆栽试验．研究

保水剂保水、活性炭保肥对促进植物生长的作用。取得了良好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减少水分渗漏．利用保

水剂的吸水性．是促进白云岩坡地植被生物量提高的重要措施。加入保水利含量比例为O．5％时．总生物量

比不加保水剂处理增加51．2％。加入保水剂含量比例为1％时．总生物量比不加保水剂处理增加1 11．2％；

(2)同等添加o．5％保水剂情况下。随着活性炭加入比例的提高．生物量增长显著。加入3％的活性炭处理相

比未加入活性炭处理，总生物量提高31．2％；加入5％的活性炭处理相比未加入活性炭处理总生物量提高

78．6％。初步论证了利用活性炭的吸附与缓释功能改良白云岩糖砂层土壤．缓解养分渗漏的可行性。(3)白

云岩土壤改良前后．植被生长差异显著。加入O．j％保水剂和5％的活性炭的处理比无添加的对比实验．总生

物量提高101．2％．其中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分别增长90．9％和205．8％。此研究为白云岩石漠化坡地提高

土地生产力．缓解人地矛盾．促进白云岩石漠化坡地植被恢复及土地的开发利用探索了新途径，是一种待之

有效的土壤改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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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面积约为54万km2，可溶

性碳酸盐岩集中连片分布。是世界上三大喀斯特集中

连片分布区之一一。由于山地面积大．贫困人口多，

人地矛盾极为突出。加之碳酸盐岩风化成土速率低．

土层薄，渗漏强烈-t“。以及不合理的人为活动，导致土

地退化严重，引发了石漠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

问题。一。

喀斯特地区分布最广的两类岩石是石灰岩和白

云岩。以贵州省为例，连续性灰岩和连续性白云岩两

类岩石所占比例相当，分别占全省总面积的17．42％

和13．06％，而与白云岩相关岩石类型(如白云岩夹

碎屑岩、白云岩与碎屑岩互层、白云岩与灰岩混合岩

类)占到贵州省总面积的20％以上I。由于二者矿

物组成和性质不同，溶蚀作用形成的岩土组构具有较

大差别，导致了二者在地表景观、土壤性质、持水性以

及立地条件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 。石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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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土粒易聚集在岩体的裂隙和地下空隙系统中。基

岩裸露率高；白云岩土壤相对均匀地分布于地表。基

岩裸露率低=[】]。白云岩坡地石漠化程度虽远不如石

灰岩坡地严重，但白云岩石漠化坡地却被认为是当前

喀斯特地区植被恢复最困难的一种类型[1⋯。特别是

一些纯质白云岩、白云质砂岩类石漠化坡地，虽土壤

大部连片分布，但砾石含量高，土层浅薄，持水性差．

缺少石沟、石缝等积土生境条件，经常处于干旱状态，

较难生长高大的乔木。1“。在自然植被状态下，这些

白云岩坡地仅在山体下部覆盖第四纪松散堆积物土

层较厚的区域残存马尾松林、油茶林；山体中、上部裸

露部分破坏后基本无森林植被。主要是一些先锋草

种，或零星分布较少的耐旱的灌木树种，如火棘、细叶

铁仔金丝桃、小叶鼠李等[]引。土地利用方面白云岩

坡地因难以开展经济作物种植，而无法产出经济

效益。

自上世纪90年代设立了诸多与石漠化治理相关

的研究计划和治理项目，在白云岩坡地植被恢复方面

开展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如依靠自然恢复能力，开展

不同程度的封禁治理；利用小生境适应性．选择适宜

生境的造林措施，人工促进植被恢复；划分困难立地

区，选择耐旱、耐瘠薄、喜钙树种(如侧柏、柏木、车桑

子、饲料桑等)，进行大穴整地造林、点播造林或爆破

造林等植被恢复技术研究等，取得了一定效果‘1 3_1“。

但总体上，开展植被自然恢复和人工造林等措施的白

云岩坡地仍存在盖度较低，生物量小，植被生长缓慢

等问题，主要以草坡、草坡+灌木、稀疏人工林等低生

物量植被群落为主[1⋯。因此。不从根本上改变白云

岩坡地土壤存在的“先天不足”，改良白云岩坡地恶劣

的土壤理化性质，改善立地条件，上述植被恢复策略

髓翔麟

都难以充分发挥优势，达到预期效果。遗憾的是，国

内外针对喀斯特坡地土壤改良研究较为薄弱，虽有学

者已认识到喀斯特坡地土壤存在的问题，也曾积极开

展了一些针对石灰土改良的尝试性工作[1 6，但仍未

能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和技术体系，而对白云岩坡地

的土壤改良的相关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在国内外几乎

未见报道。

本文根据白云岩坡地岩土结构特点，针对白云岩

坡地土壤漏水、漏肥问题，利用保水剂的保水功效和

活性炭的吸附与缓释功能开展盆栽试验，探索适应于

白云岩石漠化坡地特点的土壤改良技术和方法．希

望对于提高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土地生产力，缓解人

地矛盾，促进白云岩石漠化坡地植被恢复和荒山开

发利用探索了新途径和土壤改良方法。

1 白云岩坡地岩土组构特点与存在的土壤障

碍问题

1．1 白云岩坡地岩土组构特点

野外研究表明，碳酸盐岩风化壳剖面具有成土速

率低．土一石界面清晰，直接突变接触，下伏基岩孔隙

和孔洞发育，土壤总量少等特点u7I。石灰岩坡地平

均土壤质量厚度不足仅1．6 cm，白云岩坡地平均土

壤厚度不足仅2．2 cm[18_1⋯。然而，石灰岩与白云岩

的岩土组构存在较大差异，白云岩整体风化作用明

显，风化壳剖面常可以见到统一的基底，不像灰岩基

岩面起伏强烈，土壤物质能相对均匀的分布于地表，

形成相对较均匀的土层。灰岩地面基岩和土壤呈镶

嵌斑块状分布，土壤分布于岩脊间的溶沟、溶槽和凹

地内，空间异质性强(图1a和b)。

a b c

图l石灰岩坡地与自云岩坡地

Fig．1 I。imest。ne and dolomite sl。pe(a．1imestone slope；b．dolomite slope；c．vegetati。n on dolomite sl。pe)

a．石灰岩坡地；b．白云岩坡地：c植被扎根于白云岩糖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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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剖面形态上，石灰岩在土层和基岩之间发育

“杂色黏土层”，而白云岩常发育“碳酸盐岩腐蚀带”，

俗称“糖砂层”(图2)。“糖砂层”与表层土壤在质地、

结构、渗透性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表1)。表层石灰

土往往具有较高的有机质含量和孑L隙度以及较好的

土壤结构，土壤相对肥沃㈦⋯，而白云岩糖砂层砂粒含

量高，有机质含量低，稳定人渗率显著高于表层土壤。

持水能力差。

图2 白云岩坡地岩土结构特点(普定陈家寨白云岩坡地土层较厚地块的剖面)

Fig．2 Characteristics of s()il I)rofile on d。lomite slopc(soil profile on d010mite slope a1 Puding Chenjiazhai)

表l 石灰土与白云岩糖砂层土壤物理性质

Tal)Ic 1 The soil properties of limcstone and dolomite slopes

1．2 白云岩坡地土壤障碍问题分析与土壤改良的思路

植物的良好生长依赖于根系对水分和养分的吸

收。受到白云岩坡地自身岩土组构影响．土壤总量少

且均匀分布于基岩上．白云岩坡地植被根系往往穿过

均匀分布的石灰土．扎根于土壤和岩石之间水分和养

分都及其匮乏的“糖砂层”中(图1 c)．在自然立地条

件下，土壤库中所含水分和维持植物正常生长所需养

分都无法满足植被良好生长条件。另外。由于白云岩

糖砂层机械组成以砂粒含量为主，饱和导水率高，持

水能力差，因此水分和速效养分以及水溶态矿质元素

等都易随水分的渗漏进入表层喀斯特带，进而向下渗

漏进入地下暗河，养分易流失。!“]。

白云岩坡地土壤改良主要思路为：改善植物生长

的局部土壤环境．改良土壤结构。涵养植物可利用水

分．控制糖砂层中的水分及养分向地下流失。考虑到

易推广、见效快、山地施用效率高等目的，研究采用保

水剂和活性炭作为土壤改良剂。利用保水剂的吸水功

能和活性炭的吸附性口|_：4，对白云岩坡地糖砂层土

壤开展盆栽试验．增加糖砂层土壤水分涵养能力，促

使活性炭所吸附养分进入保水剂，并随保水剂的吸

水一释水过程进行缓慢水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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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白云岩坡地土壤改良的盆栽试验结果

2．1 试验方案

由于喀斯特坡地裂隙发育渗透性强，野外试验难

于定量认识水分渗漏量和水量平衡关系，因此选择盆

栽模拟实验开展工作。盆栽试验于2013年3月1日

～2013年10月31日期间在普定喀斯特生态系统观

测研究站内完成。试验土壤采集位于贵州省普定县城

关镇沙湾村石灰岩坡地和白云岩坡地，坡地土壤自然

风干后，用1 cm筛进行了筛分；保水剂主要成分为聚

丙烯酰胺，经测定保水剂在去离子水和自来水中的吸

水倍率分别为约480倍和230倍；活性炭为粉末活性

炭；复合肥料主要成分为N、P和K，比例为1：1：1，

总养分大于45％。将保水剂和活性炭按照不同比例

梯度与过l cm筛的白云岩糖砂层土壤混合后装入底

部开孔后的试验桶(d一44 cm，h一50 cm)中，并添加

一定比例的复合肥。试验期间，种植作物为黔豆8

号，定期观察植物长势，渗漏水量。试验结束后测定

地上与地下部分生物量。试验具体的改良处理措施

如表2所示。

表2 白云砂土壤改良盆栽试验处理

Table 2 The soil amendment treatments of

“1e pot experiment

样品1 0 1 O 3

样品2 ()．5 l O 3

样品3 l l 0 3

样品4 O．j 1 O j

样品j O．5 1 O O

样品6 O．5 1 j o

CK O O 0 (j

注：保水剂、复合肥、黄壤添加比例为质量百分比．活性炭为体积百分

比；每个处理设置三个重复；复合肥为N：P：K一1：1：1总养分≥

45％的复合肥。

2．2试验方法

土壤理化性质指标分别为土壤容重、比重、孔隙

度、土壤含水量、pH值、土壤粒度和全氮、碱解氮、速

效磷、速效钾、有机质含量等。其中，土壤容重测定采

用环刀法；土壤比重测定采用比重瓶法；土壤孔隙度

(％)一(1一容重／比重)×100公式计算得到；土壤含

水量采用烘干法测量；pH值采用pH计电位法；土壤

粒度分析采用英国马尔文公司Mastersize2000型激

光粒度仪测定。土壤有机质含量测定采用T()C法，

利用元素分析仪测定土壤样品的TOC值，再用TOC

值乘以转化系数(总有机碳与有机质转化系数为

1．724)得到土样有机质含量。渗漏水量每次降雨后

收集．生物量指标试验完成后收集统计，分别为地上与

地下部分的生物量、直径、株高和根长；采用SPSSl6．o

对数据进行统计结果分析，采用origin9．o软件进行

图表制作。

2．3保水剂对植物生长的促进作用

本次试验选用保水剂是一种吸水性强的高分子

材料(聚丙烯酰胺)，能够反复吸水、释水，并具有无毒

无害、安全环保的特点，时效性一般可达3～5年。观

测期间2013年3月1日～2013年10月31日降雨量

为l 003．4 mm，结果表明，样品1、样品2和样品3的

保水剂比例分别为o％、o．5％和1％，相对应的渗漏

量样品1>样品2>样品3，分别为371．3 mm、348．5

mm和275．4 mm(图3)。随着保水剂含量比例的

提高，渗漏水量显著降低，当保水剂含量比例为o．5％

时，渗漏水量比不加保水剂(样品1)减少6％，保水剂

含量比例达到1％时，渗漏水量比不加保水剂(样品

1)减少26％。表明保水剂的加入显著改善了白云岩

糖砂层土壤的持水性和保水性，有效减少了土壤水分

的丢失。

降『．阿节l样I％l
样r＼控

一佯咻{

1 2 3 4 5 6 7 8 g 10 11 1 2 1 3 14 15 16 1 7 18 19 20 21 22

观测次数

图3 不同梯度保水剂处理渗漏量

Fig．3 The water leakages within different s。i1 water

retaining agent treatments

在保水剂的作用下，不同处理样品间生物量也呈

现显著差异(图4)。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以及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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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量都与保水剂比例梯度的增大呈正相关关系，样品

3>样品2>样品1。加入保水剂含量比例为o．5％

时(样品2)，总生物量比不加保水剂(样品1)增加

51．2％，其中地上部分增大51．2％，地下部分增大

54．3％；加入保水剂比例为1％时(样品3)，总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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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不加保水剂(样品1)增加111．2％，其中地上部分

增加107．9％。地下部分增加148．3％。另外，在黄豆

生长期内，植物各项生长指标(地径、株高和最长根

系)也都与保水剂比例梯度的增大呈正相关关系。

地l一部分+地下部分 地卜部分 地下部分

厂]圉 厂]圉
地径 株高 最K段系

图4 不同梯度保水剂处理对黄豆生长的影响

Fig．4 The influence of soybean growing by different soil water retaining agent treatments

总的来说，各样品中渗漏量与生物量呈现良好的

反相关关系(图5)。表明保水剂的加入，有效地改善

了白云岩糖砂层土壤的保水性能和持水性能，增加了

土壤中植物可利用水含量，减少了水分向下渗漏量，

可达到了促进植物生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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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渗漏量与生物量关系

Fig．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kage water

and soybean biomass

2．4活性炭对植物生长的促进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在同等添加o．5％保水剂的情况

下，随着活性炭加入比例的提高，生物量增长显著。

未加入活性炭(样品5)、加入3％的活性炭(样品2)

和加入5％的活性炭(样品4)生物量分别为38．3 g、

50．3 g和68．4 g(图6)。其中，加入3％的活性炭(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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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炭体积含量，％

图6活性炭与生物量关系

Fig．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tivated carbon

treatments and sovbean bio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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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2)相比未加入活性炭(样品5)总生物量提高

31．2％，地上部分增加32．7％，地下部分增加

16．7％；加入5％的活性炭(样品4)相比未加入活性

炭(样品5)总生物量提高78．6％，地上部分增加

69．9％，地下部分增加163．9％。而加入o．5％保水

剂和5％的活性炭(样品4)相比无添加的对照处理

(CK)，总生物量增长101．2％，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

分别增长90．9％和205．8％，土壤改良前后，促进植

被生长效果显著(图7、图8)。此外，由于黄壤黏粒含

3讨论与结论

量较高．也可起到改良土壤结构，增强养分吸附能力

的作用，因此设置了添加o．5％保水剂和5％黄壤的

处理设置(样品6)，期望能起到类似活性炭的养分吸

附作用。但结果表明，同等添加o．5％的保水剂情况

下，添加5％黄壤(样品6)仅能起到一定的养分吸附

与缓释作用，总生物量与3％活性炭效果相当(样品

2)，其中地下部分增长较为显著，而地上部分未能取

得加入3％活性炭的同等效果。植物生长期内，生长

指标的测定也与生物量变化呈现相同规律(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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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不同梯度活性炭处理对黄豆生长的影响

Fig．7 The influence of soybean biomass within different activated carbon

研究结果表明，利用保水剂自身的吸水性．随着

保水剂混入比例提高，渗漏水量呈现减少趋势，提高

了植物可利用水量，促进了植被生长。加入保水剂含

量比例为o．5％时，总生物量比不加保水剂处理增加

51．2％。加入保水剂含量比例为1％时，总生物量比

不加保水剂增加111．2％。但保水剂膨胀倍率大，过

多添加可能会影响土壤物理结构，降低土壤孔隙度，

影响根系呼吸作用和养分吸收效率。因此，根据本次

研究结果，建议白云岩糖砂层土壤改良保水剂含量应

设置在o．5％～1％范围之间较为合适，另外在今后

的研究工作中将进一步加密保水剂梯度设置，明确保

水剂合理施用量及施用方法。

同等添加o．5％保水剂情况下，随着活性炭加入

比例的提高，利用活性炭的吸附性，减少了白云岩糖

砂层养分渗漏，生物量增长显著。加入3％的活性炭

处理相比未加入活性炭处理，总生物量提高31．2％；

加入5％的活性炭处理相比未加入活性炭处理总生

物量提高78．6％。但鉴于活性炭投入成本较高，本

次研究为初步研究结果，下一步研究工作将重视活性

炭施用量上限的明确、生物炭替代活性炭的可行性、

土壤速效养分的吸附～缓释功能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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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

图8 土壤改良前后对作物生长的影响

Fig．8 The soybean growing with and withoLll s()il amendment

a．without s()il amendment(CK)；

b．after soj J amendnlent(treatnlcnl 1)

a．白云岩土壤改良前(【’K)；1)．白云岩土壤改良后(样品4)

综上，本文针对白云岩坡地自身岩土组构特点，

分析了影响白云岩坡地植被良好生长的关键障碍因

素，利用保水剂的保水功效和活性炭的吸附一缓释功

能。对白云岩土壤进行改良。土壤改良前后效果对比

显著。加入o．5％保水剂和5％的活性炭处理比无添

加处理对比，总生物量提高101．2％，其中地上部分

与地下部分分别增长90．9％和205．8％．取得了促进

植物生长的良好效果，初步论证了以保水剂一活性炭

改良白云岩石漠化坡地土壤的可行性．为白云岩石漠

化坡地植被恢复、土地开发利用，探寻了一条新的技

术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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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 experiment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water retaining agent and

activated carbon as soil amendments for plant growing on

dolomitic rocky desertification slo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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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otechnical fabric on dolomlte slope and proposes a new

method about using water retaining agent and actiVated carbon for improVing dolomlte s011 whlch haVe serlous

water and fe训izer leakage prOblems． The results show that·(1)Using absorbent agent can slgnl±1cantly re—

duce the soil water leakage and increase the Vegetation biomass． When the content of absorbent agent 1s

o．5％，the total biomass increased by 51．2％compared t。the treatment which d。no‘addlng absorben‘a—

gent；while the absorbent agent7s content is up to 1％，the total biomass can increased to 111·2％·(2)In‘he

same condition of adding absorbent agent content of o．5％·the total biomass growlh slgnlilcan‘ly w1‘h‘he

increasing of activated carbon content．The total biomass increased by 3 1．2％when adding 3％o{a。’1Va‘ed

carb。n than the treatment without carbon；and the total biomass increased by 78·6％when‘he ac‘1va‘ed ca卜

bon treatment adding up to 5％． This preliminary result demonstrates the feasiblll‘y of uslng ac‘1Va‘ed ca卜

bon mav reduce the leakage of nutrients and promote Vegetation growing· (3)。I。he Vegetatlon blomass m—

crease remarkaI)ly after the soil amendment by using both of water retaining agent and actlVa‘ed carbon at‘11e

same time．The total biomass increased by 101．2％when adding the content of O·5％absorben‘agen‘and

content of 5％ activated carbon compared to the original doIomite s。il without any‘rea‘ment(℃K’· 1 he

ground biomass and underground biomass increased by 90．9％and 2()5·8％，respec‘iVely·1l hls s‘udy proba—

blv Drovide a new res。1ution for improving 1and productiVity·Vegetation restoratlon and land deVelopment or

utilization on dolomite slopes on karst rocky dese九ification area·

Kev words dolomite．soil amendment，karst rocky desertification· water retalnmg agent’ actlVated carbon

(编辑 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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