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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葛及百喜草对红壤坡地水土保持及土壤改良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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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试验研究红壤坡地野葛水土保持和土壤改良效应结果表明，横峰野葛和百喜草可有效增大土壤持水量、

土壤孔隙度和降低土壤容重，提高土壤pH值、有机质和N、P、K含量，减少土壤侵蚀量和径流量，水土保持和改良

土壤效果明显，且野葛综合效果优于百喜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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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effectsofwildpuerariaandbahiagrassonsoilandwaterconservationandsoilameliorationwerestudiedin
redsoilofhillyland.TheresultsshowthatHengfengwildpuerariaandbahiagrasscanimprovethesoilcapacityofwater，

soilporosity，pHvalue，organicmatter，thecontentsofN，PandK，anddecreasethesoilbulkdensity，soilerosionand
runoff.Itgetsgoodeffectsinsoilandwaterconservationandsoilamelioration，andwildpuerariahasbetterintegrativeef-
fectthanbahiagr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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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葛［Puerarialobata（Willd.）Ohwi］为豆科葛属多年生藤本植物，在我国分布极广，适于各种土壤生

长，且雨量>500mm、海拔高度10~1700m地区均可种植，其根系发达，茎匍匐蔓延覆盖地面，茎节产生大量

不定根，能有效防止地表径流冲刷土壤［1］。野葛根、茎、叶、花、谷均可入药，对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和防癌抗

癌有特殊作用，野葛块根含有大量淀粉及蛋白质、纤维素和各种矿物质，用野葛根淀粉制作的各种高级营养

保健食品在国际市场很受欢迎［2］。野葛鲜嫩茎叶可作家畜饲料和绿肥，野葛纤维是纺织和造纸工业的好原

料。本试验研究了红壤坡地野葛水土保持及改良土壤的效应，为红壤坡地水土保持与可持续利用提供

依据。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2000~2002年在江西省横峰县岑阳镇红壤坡地进行，该地为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

，≠年均降雨量1842mm且主要集中在3~7月份，地形为山丘坡地，海拔高度56.2~85.7m，坡度21，࠷17.6

土壤类型为典型的第四纪红粘土发育的红壤，试验前0~20cm土层土壤pH值为4.86，有机质含量6.90
g／kg，全N0.47g／kg，速效氮32.63mg／kg，全P0.31g／kg，速效磷2.14mg／kg，全K12.13g／kg，速效钾

43.42mg／kg。试验设横峰野葛种植区、百喜草种植区和裸地对照（CK）3个试验区，各区面积均为60m2，试

验区下方分别设3个径流观测池（面积为2m*2m，深0.8m，石砌水泥沙浆抹面），随机采集土样，3个重复。

参照《土壤理化分析》测定土壤pH值和养分含量［3］，以烘干法测定土壤含水量，用环刀法测定土壤容重和孔

隙度，以双环法测定土壤入渗量，于每年4~9月份测定各试区水土流失量，于2002年12月挖取野葛块根，

测其产量和粗淀粉含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野葛对红壤坡地物理性状与土壤养分的影响

野葛易生易长，是良好的覆被植物，可缓减水土流失，改善土壤物理性状，提高土壤持水性能（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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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2年横峰野葛和百喜草种植区土壤含水量分别比对照高79.53%、63.16%，191.48%、140.34%和

294.83%、198.28%，横峰野葛涵养水源的效应最显著。横峰野葛、百喜草种植区土壤容重均小于对照，并

随种植年份增加土壤容重逐年减小，而土壤孔隙度逐年提高。3年测试结果表明横峰野葛和百喜草对土地

可持续利用的效果明显，且对土壤物理性状改善效果野葛优于百喜草。

表1 野葛对红壤坡地物理性状的影响

Tab.1 Effectofwildpuerariaonthephysicalpropertiesofredsoilinhillyland

年 份

Years
处 理

Treatments
土壤含水量／%
Soilwatercontent

土壤容重／g·cm-3

Soilbulkdensity
土壤孔隙度／%
Soilporosity

2000 横峰野葛 6.14 1.26 43.35
百 喜 草 5.58 1.32 42.14
对 照 3.42 1.45 37.68

2001 横峰野葛 10.26 1.14 48.72
百 喜 草 8.46 1.22 49.23
对 照 3.52 1.43 36.58

2002 横峰野葛 13.74 1.02 53.27
百 喜 草 10.38 1.08 51.63
对 照 3.48 1.48 38.46

表2表明野葛利用N能力强，栽培后

增加了土壤N素及有机质含量，提高了土

壤肥力，改善了土壤结构［4］。经过3年试

验，横峰野葛种植区土壤pH值、有机质、

全N、全P、全K、速效氮、速效磷和速效钾

含量均高于百喜草种植区和 对 照，其 中

2002年横峰野葛种植区土壤有机质、全N
含量分别比对照高112.54%和155.56%。

红壤坡地种植野葛、百喜草能提高红壤有

机质及N、P、K含量，缓和红壤酸度，降低

土壤容重，提高土壤孔隙度，其中以种植

野葛效果最佳。

表2 野葛对红壤坡地养分的影响

Tab.2 Effectofwildpuerariaonthenutrientofredsoilinhillyland

年 份

Years

处 理

Treatments
pH 有机质／g·kg-1

Organicmatter

全N／g·kg-1

TotalN

全P／g·kg-1

TotalP

全K／g·kg-1

TotalK

速效氮／mg·kg-1

AvailableN

速效磷／mg·kg-1

AvailableP

速效钾／mg·kg-1

AvailableK

2000 横峰野葛 5.38 9.64 0.94 0.49 15.25 72.46 5.13 59.52
百 喜 草 5.35 8.94 0.72 0.38 14.42 58.73 4.26 52.37
对 照 4.86 6.90 0.47 0.31 12.13 32.63 2.14 43.42

2001 横峰野葛 5.83 11.25 1.24 0.48 16.21 98.23 4.83 62.14
百 喜 草 5.56 10.06 0.86 0.45 15.63 64.36 4.81 61.33
对 照 5.03 7.12 0.51 0.32 13.04 30.35 2.35 46.07

2002 横峰野葛 6.27 14.58 1.38 0.51 17.46 114.26 5.36 71.43
百 喜 草 5.93 12.73 0.97 0.47 16.57 80.63 4.95 64.25
对 照 4.73 6.86 0.54 0.35 13.35 30.52 2.26 44.63

2.2 野葛对红壤坡地水土保持作用

与经济效益

野葛茎蔓茂盛，根系发达，能有

效防 止 径 流 和 冲 刷。由 表3可 知

2000~2002年野葛和百喜草种植区

土 壤 侵 蚀 量 分 别 仅 为 对 照 的

8.50%、14.02%，0.48%、3.11%和

0.14%、0.46%，径流量分别为对照的

30.21%、47.15%，8.71%、18.82%和

3.27%、5.93%，野葛和百喜草种植区

土壤径流系数亦逐年减小。随野葛

和百喜草种植年份的增加，它们对红

壤坡地的水土保持和改良效果越来

越好，且野葛的效果优于百喜草。

表3 野葛对红壤坡地水土保持作用

Tab.3 Effectofwildpuerariaonthewaterandsoilconservationofredsoilinhillyland

年 份

Years

处 理

Treatments

降雨量／mm

Rainfall

土壤侵蚀量／t·hm-2

Soilerosion

径流量／mm

Runoff

径流系数／%

Runoffcoefficient

2000 横峰野葛 1196 5.84 234.85 10.08

百 喜 草 9.64 366.54 15.72

对 照 68.74 777.40 33.34

2001 横峰野葛 985 0.21 60.06 2.90

百 喜 草 1.35 129.76 6.27

对 照 43.46 689.51 34.27

2002 横峰野葛 1034 0.08 21.98 1.31

百 喜 草 0.26 39.86 2.37

对 照 56.38 672.12 40.01

野葛以其肉质块根作为产品器官，富含淀粉，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均较高。2002年12月于红壤坡地挖取野

葛块根，折合产鲜块根30t／hm2、淀粉4.5t／hm2，红壤坡地种植野葛平均每年可增效3万元／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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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与讨论

野葛和百喜草具有明显的水土保持和改良土壤效应，尤其野葛茎叶茂盛，根系发达，且匍匐茎产生大量

的不定须根，随野葛的生长和新陈代谢，死根可提供有机质，活根提供分泌物作为土粒团聚的胶结剂，配合

须根的穿插和缠结，促进了土粒的团聚，增强了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且野葛地上部生长量很大，藤茎日生

长达6~8cm［5］，能迅速覆盖地面，可减小雨滴对地面的打击；野葛每年还产生大量的枯枝落叶，汪有科等［6］

研究指出，地表枯落物的最大截持量为自身重量的1.7~3.5倍，同时还可有效消减能量，增加土壤入渗，增

强土壤抗蚀能力及土壤抗冲性，且植被覆盖物腐烂后可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进一步改善了土壤理化性

质［7］。随野葛和百喜草种植年份的增加，它们对红壤坡地的水土保持和改良效果越来越好，其原因是随种

植年份的增加，植物地上部生物量逐年增加，每年产生的地表枯落物越来越多，大大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

量，改良了土壤质地，且地下部根系越来越发达，增加了水流运动的阻力，减缓了水流流速，同时阻止地表结

皮的形成，增加了入渗，减弱了水流对地表的冲刷作用。野葛在红壤坡地水土保持和改良土壤方面效果显

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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