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山区坡耕地的更新改造

王 广 义

(吉林省蛟河县新站公社民主大队 )

.少山心少山山.幼者抉
:
王广义同志现年 28岁

。

刚上高小时就碰上 “ 十年浩劫
” ,

便回家种田
,

当了农民
。

在十多年劳动生产中
,

他惦记着山区 日益严重的水土流失
,

关心坡耕

地的更新改造
。

他克服了许多困难写成这篇习作
。

.心班也0也山.

坡耕地的更新改造
,

是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方面
。

在山区防止水土流失和

保证农业高产稳产中
,

更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
。

东北的山区
、

半山区和丘陵地区
,

大部分都是坡耕地
。

一切种植业都不能不依赖土

地
。

对有水土流失现象的坡耕地进行更新改造
,

是山区农业生产活动的一个迫切间题
。

水土流失的原因和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最初开垦的坡耕地
,

多半是很肥沃的
。

但由于地垄的原始造型不够合理
,

大部分 (或

者也可以说是全部 ) 坡耕地的地垄都打成了等长的
、

或接近等长的和直线的垄
,

而不是

随地势的变化而变化
、

沿着同一水平位置与坡向相垂直的垄
。

这样的地垄造型加剧了水

土流失
,

使坡耕地 日益瘩薄
,

严重的只好废弃
。

这样的坡耕地在东北 山区是相当普遍的
。

坡耕地的原始造型产生水土流失的严重程度
,

取决于时间的长短
、

形成集水面积的

大小和坡度的陡缓 ( 即水在垄沟里流动时的位差 )
。

由于长期的严重水土流失
,

许多坡

耕地的表土层越来越薄
,

表土层下面的沙
、

石层被犁粉起来作表土 , 不断 流 失 不 断犁

抬
,

地表越来越接近岩层
。

许多能被抬动的大小石块被带到地面上来
,

还有一些比较大

和很大的石块
,

不能被耕犁拾动
,

只好在这些地方留下荒格
。

这样
,

遍地都是大大小小

和各种形状的石头
,

无论是 田间作业还是管理都受到影响
,

生产工具的磨损量和动力的

无偿消耗量都会大量地增加
,

而农业的产量却在大幅度地下降
。

坡耕地水土流失的三种形式

坡耕地的水土流失
,

总括起来有 凹坡地
、

凸坡地和平坡地的三种 形式
。

凹坡地的水土流失是这样形成的
:

地块座落在凹下的山坡上
,

因为不 能 顺 山 打垄
·

( 也有顺山的但很少 )
,

只能横山打垄
。

虽然也是横山
,

却只是大体上有那么点意思
,

而实际上并不是垄的任何一段横山线都与坡向相垂直
,

水在垄沟里还照样会形成位差流

动
。

凹坡地垄的原始造型均 以等长等数和尽可能取得直线的情况下
,

几乎所有的凹坡地



的地垄都形成两端高起
,

中间低下的弧线垄
。

要是站在一端 向另一端或是从中间向两边

看
,

所看到的都是一条直线垄
。

如果从离中心远一点的地方看这条垄
,

无论怎样所看到

的都是一条凹下的弧线
。

一线垄两端高中间凹
,

这样
,

垄沟里的水只要不被土壤吸收和渗透时就会流动
。

在

多雨的时候
,

这种表现就更明显 了
。

水在向低处流动时
,

逐渐增加着它的体积
,

也就增

加着它的动能
,

同时把大量比较肥沃的腐殖土带走
。

这就是水土流失
。

基于上述原因
,

凹坡地的多余积水就都汇集在 凹坡 中心最低的地方
。

在水向低处流

的作用下
,

不断汇聚的水流就会冲破一切阻碍
,

向低处奔去
。

经过天 长日久地一次又一

次地冲击
,

许多坡耕地上的土层被冲刷出细沟
。

凹坡地就在 凹坡的中心出现 了沟壑
。

垄

距越长
,

坡度越陡
,

集水的面积越大
,

被冲出的沟也就越宽
,

越深
。

凸坡地的原始造型原理与凹坡地基本相同
,

只是水土流失的方 向不同
。

凸坡地的垄

型是凸起部分的地垄高于两端
,

水土向凸起部分的反方 向流失
。

水土的流失和地块的破

坏程度与凹坡地完全相同
。

平坡地的水土流失
,

多数是受地块的形状限制造成的
。

由于地块的形状和横山边缘

不尺
一

完全与坡向相垂直的
,

而在打垄时则需要按边缘求得等长
。

这种型式的坡地
,

水 土

是从 一端向另一端流失
。

它的破坏程度也不亚于前两者
。

无论是凹坡地
、

凸坡地或平坡地
,

·

都有程度不 同的水土流失
。

一个不能忽视的间题

是水土流失的程度取决于坡度的陡缓
、

垄距的长短
、

地垄各段间水平位置的高低
、

集水

面积的大小和垦耕时间的长短
。

坡度越陡
、

垄距越长
、

垄距 间的水平位差越大
、

集水的

面积越大
、

垦耕时间越
一

长
,

所形成的水土流失也就越严重
,

给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也就

越大 ;
反之

,

水土的流失也就越轻微
,

损失也就越小
。

坡耕地的更新改造方法
1

.

水平梯 田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

梯田仍然是改造坡耕地的一个比较好的成果
。

把山坡地变成平

地
,

在 田间作业和管理等方面都很方便
。

梯田不但在农业生产上便于经营管理
,

而且在

水土保持方面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
。

现在有许多人已经在思想认识上根本否认了梯田的

科学作用
,

甚至有人竞把梯田的建设认为是左倾的错误
,

或者认为修梯 田破坏了坡地
,

这是完全错误的
。

修成的梯田有的还存在程度不同的水土流失和其它缺点
,

不能发挥它

的作用
,

主要是因为在修建梯 田的时候
,

没有达到科学的技术标准
,

如不是标准的水平

梯田或梯埂的不坚固等
。

由于梯埂不坚固经常坍塌
,

加上埂坡上仍然存在水土流失和梯

田经常坍塌 (多半是土埂 )
,

在梯田的建造上就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

造成这些缺点
,

也是人们对修建梯田 重视不够的缘故
。

2
.

等高打垄

在坡耕地的更新改造中
,

还有一个好方法
,

就是等高打垄
。

虽然这个方法很早就被

提出来
,

但在过去一个时期中只重视梯田的建设
,

忽视了等高打垄的科学作用
。

等高打垄

改造山区坡耕地
,

是水土保持科学技术上一个切实可行
、

既简单又节省劳动力的好方法
。



沿着相同的高度起垄
,

垄 向与坡向相垂直
,

垄距内任何线段都保持这个垂直关系
,

这

就是等高打垄
。

方法是把 原垄推平
,

重新沿水平高度起垄
,

要求新起的垄相同部位的任何

一点与其他任何各点都必须在一个水平线上
。

四坡地和凸坡地经过改造后
,

把原来的直

线垄变成了弯向上方或下方
、

弯度大小不一的弧线垄
。

平坡地经过改造后 仍 然 是 直线

垄
。

有些坡耕地是由几个或 者许多个的凹坡地
、

凸坡地和平坡地所组成
。

一块地里有凹

坡
,

有凸坡
,

也有平坡
。

经过改造 后的地垄远看是摇摆型的弧线
,

但垄上的任何一个点

都必须与坡向垂直
,

这在等 高打垄更新改造的过程中
,

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性技术问题
,

就

是严格要求等高
。

要达到这个要求有些地块就要出现短岔
,

还有些地块要出现垄头不整

齐的现象
,

这将给耕作和管理带来麻烦和浪费工时
,

但毕竟是无关紧要的
。

丘陇山区的岗地进行更新改造
,

是存在一些困难的
。

因为丘陵山区的主要耕地多在

岗地上
,

而这些耕地 的原始造型又多半是顺岗打垄
,

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

虽然岗地的表

土层下面没有沙
、

石
,

但 由于长期的严重水土流失
,

肥 沃的表土基本 已经没有了
,

露出了

底上
,

在这种情况下对丘 陵山区的岗地进行更新改造
,

是很必要的
,

而 且也 是很 迫 切

的
。

但由于岗地的地理条件复杂
,

如果按照等高的办法打垄
,

会出现许多的短岔
,

这对

大面积的耕种是不利的
。

但如果不进行更新改造
,

经过了长期水土严 重流 失 的 丘 陵岗

地
,

上壤的有机含量 已经很少了
,

肥力很低
,

产量也难以保证
。

所 以 即使出现更多的短

岔
,

这些岗地也应当及早进行更新改造
,

非更新改造不可
。

结 束 语

如果从长远利益来看待坡耕地的更新改造问题
,

那么
,

前面所谈到的一点缺点
,

是

微不足道的
。

因为能使坡耕地多一年使用期
,

所创造的财富是巨大的
;
如果能使坡耕地

的使用寿命不断延长下去
,

那么所创造的财富将是难 以估算的
。

经过改造的坡耕地再进行改土
、

施肥
,

由于水土不会再流失
,

肥力就能够长时间的

保存在地里
。

有石头的地块
,

再把石头捡出去
,

也由于水土不会再流失
,

也就不会再有

新的石头往地表上跑
,

即使有
,

为数也必然是极少的
。

这时
,

无论是生产工具的磨损程

度
,

还是动力 (包括人力
、

畜力
、

机械力 ) 的无偿消耗量
,

都会显著地降低
。

对有冲刷沟 的坡耕地进行更新改造 以后
,

可以把从地表上拣的石头运到沟里
,

将沟

填平
,

把被水冲断的垄重新接起来
,

使地块完整
,

恢复原来的面目
。

这样
,

既把坡耕地

更新改造了
,

也扩大了耕地面积
。

对所有存在水 土流失现象的坡耕地进行更新改造
,

是促进山区农业生产和提高亩产

量的一个新方向
。

实行更新改造应 以等高打垄为最合适
,

因为这个方法并不需要动用大

量劳动力
。

在春耕时把原垄翻开按改造标准重新起垄比较合适 , 如果限于时间可在秋后

大规模开展
。

在更新改造的过程中
,

必须严格遵守技术标准
,

这就是必须等高
。

如果不

严格遵守这个标准
,

改造就不会发挥作用
,

甚至失去了它的实际意义
。

坡耕地的更新改造
,

要本着越早越好的精神来对待
。

对于一些新开垦的
、

使用年限

不长和由于造型不合理而被冲刷出沟但土质还很肥沃的坡地
,

更应该及早改造
。

这对于

挽救坡耕地
,

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

是很重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