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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水河地区不同撂荒年限人参地土壤理化性质和

小气候的比较研究
摘要：通过对长白山露水河地区林下老参地土壤理化性质和空气小气候各指标的测定，比较

了撂荒 3 年、5 年、6 年、7 年、9 年和 10 年人参弃耕地地下环境土壤和地上环境小气候指

标的差异。结果表明：随着撂荒年限的增加，土壤的理化性质和小气候环境逐渐朝着一个良

好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人参栽种时就进行还林，对于人参撂荒地的恢复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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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hangbai Mountain Lushuihe area under Forest

Ginseng Soil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al secondary succession of

abandoned land of ginseng fruit.

Key words ： Fallow ginseng Microclimate environment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1 引言

人参撂荒地，即耕种人参之后废弃荒置的土地，通常是由于人参的连作障碍导致的不得

以的举措。人参是多年生植物，忌地性极强；栽过人参以后的土壤俗称“老参地”，即人参

撂荒地。人参连作障碍的发生，轻则导致减产减收，重则绝收，严重制约了人参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1]。人参忌连作是—个世界性的技术难题，更是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我国人参产业

稳定发展的—个主要问题，并多有报道[2]。人参连作障碍的发生有许多原因。

老参地栽参土壤病害加重

老参地栽参—般 3 年后的存苗率在 25％以下，75％以上的参苗皆因参根腐烂“失踪”

而丢失。生理性病害以红皮病最普遍，烧须病则是生理病害向侵染性病害过渡类型。其土传

病害有[3,4]：锈腐病、根腐病、疫病、立枯病、猝倒病、菌核病，黑斑病和细菌性软腐病。

根病是影响老参地栽参的主要障碍之一，若想实现人参连作就必须解决根病的问题[5]。

参后地土壤微生态失衡

不同生长年限的人参根际土壤真菌种类及数量是不相同的[6]。真菌的数量与人参的生

长年限成正相关，即人参生长年限越长，土壤真菌数量越多。森林土经人参连栽后，各类微

生物的数量明显减少[7]。随参地种植年限的增加，土壤有害真菌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加[8]。

还原作用和植物自毒作用

人参根系适应环境胁迫的保护反应把铁铝中毒受害部位局限在周皮，使人参其它部位免

受其害[9]。人参根际土壤提取物对人参和白菜种子的发芽率及根伸长均有极显著影响

[10,11]，人参根际提取物对人参种子的发芽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老参地病害发生率高，

—方面是由病原菌大量积累造成，另一方面是由于老参地土壤中含有促进人参病原菌侵染的

自毒物质。所以这些自毒性物质可认为是造成人参连作障碍的主要因素之一。

土壤理化性状恶化

老参地的土壤板结，通气、透水性能变差，三相比失调，水、热、气条件处于矛盾状态。



微量元素越来越少，削弱了人参的抗病力[12,13]。在这些原因之中，我们选择研究土壤理

化性质的恶化情况及其恢复效率。并测量其小气候环境。这帮助我们从植物恢复的各个层面

来了解演替的进程。

小气候环境

植物生存的环境一般可分为小环境和大环境。大环境是指地区环境、地球环境和宇宙环

境。大环境中的气候称为大气候，是指距离地面 1.5m 以上的气候，是由大范围因素所决定，

如大气环流、地理纬度、距海洋距离、大尺度地形等。小气候环境是指对植物有直接影响的

邻接环境，即指小范围的特定生境。大环境直接影响小环境，对植物体也有直接或间接影响。

小环境对植物的影响更为重要，它为植物提供所需要的生活条件。小环境中的气候称为小气

候，是指近地表大气层中 1.5m 以内的气候[14]。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抚松县露水河镇位于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西北麓，东经127°01′～128°05′，北纬41°42′～

42°49′，海拔高度 747m。属高寒山区气候，是人参的主要产地之一，被誉为著名的“人参之

乡”。年平均气温 3.0℃。年平均日照时数 1 965.8 小时，年≥10℃有效积温 2 432.7 ℃，年无

霜期平均 108 天左右。年均降水量 894 mm。当地每年都有新参地开垦和老参地弃耕，为我

们本次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露水河镇地带性植被为红松阔叶混交林，组成树种以红松为主，并混有多种阔叶树种，

主要有紫锻、水曲柳、蒙古栎、春榆、枫桦、各种槭树、大青杨、糠椴、胡桃楸等 10 余种。

本次实验分别选择 3 年、5 年、6 年、7 年、9 年、10 年六块弃耕样地内进行。

2.2 研究方法

测定方法

分别选取 3 年、5 年、6 年、7 年、9 年、10 年六块弃耕样地为对象，每块地随机选择 4

个样点，每个样点挖 30cm×30cm×30cm 的测定样坑。清理浮土并修整剖面后纵向分层测定，

10cm 为一层。每一坑取除向阳面的三面，以减弱阳光对土壤温度造成的影响。在每个样坑

三面的 0~10cm, 10~20cm和 20~30cm深处，分别使用土壤原位 pH计测定土壤 pH，使用 POGO

便携土壤多参数测定仪测定温度、湿度、电导率和介电常数。使用便携式小气候仪测定风速、

湿度等空气小环境指标。取样测定后重新将坑填埋。

数据分析方法

实验数据用 Excell 软件进行处理。统计不同撂荒年限人参地不同层次的 pH、温度、湿度、

电导率和介电常数等指标，并绘制相关图表。

3. 结果分析

3.1 空气指标

空气温度

通过小气候仪，在选取的样点地表和距地表 1m 处测量得到数据。通过分析记录的数据，

可以了解人参撂荒地的温度基本状况。



空气湿度

通过小气候仪，在选取的样点地表和距地表 1m 处测量得到数据。通过分析记录的数据，

可以了解人参撂荒地的湿度基本状况。

照度

照度，即光照强度，通过小气候仪，在选取的样点地表和距地表 1m 处测量得到数据。

通过分析记录的数据，可以了解人参撂荒地的光照基本状况。从而可以推测植物郁闭度、盖

度等参数。

气压

气压，即大气压力，这是一个基本量。通过小气候仪，在选取的样点地表和距地表 1m

处测量得到数据。通过分析记录的数据，可以了解人参撂荒地的基本状况。



湿球温度

湿球温度是指同等焓值空气状态下，空气中水蒸汽达到饱和时的空气温度。通过小气候

仪，在选取的样点地表和距地表 1m 处测量得到数据。通过分析记录的数据，可以了解人参

撂荒地的基本状况。

露点温度

露点温度指空气在水汽含量和气压都不改变的条件下，冷却到饱和时的温度，即空气中

的水蒸气变为露珠时候的温度叫露点温度。通过小气候仪，在选取的样点地表和距地表 1m

处测量得到数据。通过分析记录的数据，可以了解人参撂荒地的基本状况。

空气流速

空气流速有些类似风速,是指的在某一点上流动的趋势的位移对时间的导数。通过小气

候仪，在选取的样点地表和距地表 1m 处测量得到数据。通过分析记录的数据，可以了解人

参撂荒地的空气交换速率基本状况。



空气流量

空气流量是指单位时间内空气的流通量，通过小气候仪，在选取的样点地表和距地表

1m 处测量得到数据。通过分析记录的数据，可以了解人参撂荒地的空气流动速率基本状况。

通过小气候仪我们可以详细的了解人参撂荒地的小气候环境的具体差异，从而了解人参

撂荒地自然次生演替的进行状态。

3.2 土壤指标

土壤理化性质

土壤是指覆盖于地球表面、具有肥力特征的、能够生长绿色植物的疏松物质层。土壤为

植物提供必需的营养物质和水分，是陆生植物生活的基质；土壤也是陆生动物生活的基底和

土壤动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场所。生态学家从生物地球化学的观点出发，认为土壤是地球表层

系统中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生物地球化学的能量交换与物质循环最活跃的生命层。因此，土

壤无论是对植物还是对于动物而言都是重要的生态因子，也是人类重要的自然资源。因此，

对于生态系统土壤理化性质的调查与观测一直是生态学实习和研究的重要内容。

土壤物理性质是指土壤不发生化学变化就能表现出来的性质。而土壤化学性质就是土壤

发生化学变化时才能表现出来的性质。统称土壤理化性质。这里我们研究一小部分，如土壤

含水量、土壤电导率、土壤介电常数、土壤温度、土壤湿度和土壤 pH。

土壤含水量

土壤含水量一般是指土壤绝对含水量，即 100g 烘干土中含有若干克水分，在选取的样

点地下 10cm、20cm、30cm 处测量得到数据。通过分析记录的数据，可以了解人参撂荒地

土壤含水量的基本状况。

http://baike.baidu.com/view/3872430.htm


土壤电导率

土壤中的总盐量是表示土壤中所含盐类的总含量。由于土壤浸出液中各种盐类一般均以

离子的形式存在，所以总盐量也可以表示为土壤浸出液中各种阳离子的量和各种阴离子的量

之和。在描述土壤盐分状况时，常用的指标是土壤浸出液电导率。即土壤电导率可以表示土

壤中无机盐离子的总量。在选取的样点地下 10cm、20cm、30cm 处测量得到数据。通过分

析记录的数据，可以了解人参撂荒地土壤电导率的基本状况。

土壤介电常数

在选取的样点地下 10cm、20cm、30cm 处测量得到数据。通过分析记录的数据，可以

了解人参撂荒地土壤介电常数的基本状况。

土壤温度

土壤温度指 地面以下土壤中的温度，主要指与花木生长发育直接有关的地面下浅层内

的温度。在选取的样点地下 10cm、20cm、30cm 处测量得到数据。通过分析记录的数据，

可以了解人参撂荒地土壤温度的基本状况。

http://baike.so.com/doc/6806943-7023894.html
http://baike.so.com/doc/3584124-3768852.html


土壤湿度

土壤湿度即土壤含水量 ，在野外进行剖面观察时，区分土层湿润的程度。在选取的样

点地下 10cm、20cm、30cm 处测量得到数据。通过分析记录的数据，可以了解人参撂荒地

土壤湿度的基本状况。

土壤 pH

土壤 pH是指即为土壤液的 PH 值 PH 即指酸碱度。在选取的样点地下 10cm、20cm、30cm

处测量得到数据。通过分析记录的数据，可以了解人参撂荒地土壤酸碱度的基本状况。

4. 讨论

现在看来，我国的人参撂荒地，处在一个很尴尬的阶段，人参原产于我国长白山区，人

工栽培已有几百年的悠久历史。造成栽参与育林的矛盾，主要是由于老参地不能在短期内利

用栽参的问题。就目前情况来说．探讨老参地不能栽参的原因，寻找利用途径，是解决老参

地再次利用的唯一办法。

我们选择了撂荒 3 年、5 年、6 年、7 年、9 年、10 年六块样地进行调查研究，而人参

的理化性质和小气候环境随着时间的关系，逐渐朝着一个良好的方向发展。虽然从数据上看，

绝大多数没什么太大变化。但是从整体趋势上来看，基本上有了一个良好的改善。这样看来，

人参撂荒的同时就进行还林，对于人参撂荒地的恢复有着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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