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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坊水土保持综合实验区在陕西安塞

县境内
,

位于延河主要支流杏 子 河 的 下

游
,

属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二副区
。

实验区

包括茶坊
、

方塌
、

峙喂崛三个大队
,

既有

川道队
,

也有拐沟队
,

总土地面积 28
.

4平

方公里
。

其自然地理特点是
:

气候干早
,

降雨集中
,

且多暴雨
。

年平均降 水 量 5 00

一60 0毫米
,

月际降水极不均匀
, 7

、
8

、
9

三个月降雨占全年降水量 的70 % 以上
,

冬

季降水稀少
,

仅占全年总降水量的了% 左

右
。

全年水面蒸 发量 为 1 ,

40 0一 l , 6 00 毫

米
,

约为降水量的三倍弱
。

梁如起伏
,

沟

壑纵横
,

地形破碎
,

沟壑密度每平方公里

为 3
.

22 公里
。

梁赤坡地约占总面积的 40 一

50 %
,

坡度组成上缓下陡
,

顶部 5
。

左右
,

坡面 lD 一 25
’

之间
。

沟壑面积占总 面 积 5 0

一 60 %
,

沟坡大部在 45
’

以上
。

重力 侵 蚀

作用活跃
,

特别在沟道的上游
,

常常有较

大的滑坡发生
,

形成 塌 地
,

坡 度 为 5一

15
“ 。

植被稀疏
,

水土流失相当严重
,

平均

每平方公里每年土壤冲刷 量 达 1 万 吨 左

右
,

土壤 日益瘩薄
。

在水土流失和干早的

影响下
,

农业生产水平很低
,

粮食平均亩

产不到百斤
。

综合经济发展很 差
,

林
、

牧
、

付业 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 15 %左右
。

一 生产现况

(一 ) 农耕地概况

农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地
,

但农耕地

面积很不确实
,

上报面积和实际面积相差

较大
。

如茶坊大队总土地面 积 7 平 方 公

里
,

折合 1 0 ,

50 0亩
。

其中农耕地上报面积

i , 7 5 0亩
,

量图估算 3 , 9 0 5亩 , 上报川地面

积 7 0 0亩
,

量图 估 算 1
,

0 0 0 亩
,

认 定 5 0 0

亩 , 上报梁弗山坡地 950 亩
,

量图估算 约

2 ,

90 8亩
,

除 4 00 亩林粮间作地外
,

实有梁

撇山坡地 2
,

5 00 亩
。

分别计算三个大队的山

地面积
,

上报面积约为量图面积 的 1邝 左

右
。

茶坊
、

峙腰现
、

方塌三个大 队
,

位于

杏子河两岸
,

山沟相接
,

土地相连
,

但农

耕地的类型
、

面积及分布
,

差异明显
。

茶

坊大队川 地占耕地面积的 l / 4
,

产量较高
,

占总产的 2 / 3多
,

是该队粮食的主要产地
.

峙峡现大队的湾塌地和梯田约 占耕地面积

的 1 / 4
,

土质较好
,

产量亦较高
。

方 塌 大

队的湾塌地和梯田
,

也占耕地面积的 1 / 4 ,

但土质较差
,

再加上管理粗放
,

故产量不

高
。

即茶坊大队以川 地为主
,

峙腰舰大队

以塌地为主
,

而方塌大队则塌山并重
。

从

耕地面积来看
,

峙喂砚最多
,

每 人 平 均

1 5
。

3亩 ,
方塌大队每人平均 1 3

.

2亩 ,
茶坊

最少
,

每人平均仅 6
.

02 亩
。

(二 ) 近年来的产 t 变化

产量是衡量农业生产水平 的 主 要 指

标
,

但这里的上报产量亦不实
。

产 量 数

字
,

除参考历年上报数字外
,

均以到各队

实际访查为主
。



访查数据说明
,

一是产量极不稳定
,

丰欠年单产
、

总产相差甚大
。

如茶坊大队

1 9 7 7年产量最低
,

亩 产 5 3
.

8 斤
,

总 产

1 7 7 , 6 7 5斤
; 1 9 7 5年产量较高

,

亩产 1 2 7
.

5

斤
,

总产 4 2 0 , 5 0 0斤
,

为 29 7 7年的二倍多
。

方塌大队 1 9 7 7年 亩产 仅 1 2
.

4 斤
,

总 产

6 8
,

7 1 4斤 ; 2 9 7 5 年 亩 产 4 5
.

4 斤
,

总产

25 0
,

7 04 斤
,

后者是前者的 3
.

7倍
。

二是产

量低
,

每人平均产粮水平不高
。

如生产水平

较好的茶坊队
,

九年来每亩平 均产粮 94
.

9

斤
,

每人平均产粮 6 29
.

2斤
。

生产水 平 较

低的方塌大队
,

九年来每亩平 均 产 粮 仅

3 0
.

7斤
,

每人平均产粮 3 9 1
。

4斤
。

(三 ) 耕作及轮作变迁

耕作制度简称耕作制
,

轮作制度属耕

作制度的一种内容
:

1
、

耕作大致可分 为四个时期
:

(1 ) 撂 荒 种 植
。

约 在 30 一 40 年 以

前
,

由于地多人少
,

无论山坡地
、

沟台地
、

川地均实行撂荒耕作
,

种几年
,

荒几年
。

(2 ) 近 地 好 地 一年一熟
,

远 地 薄

地撂荒种植
。

约在 20 年以前
,

由于人 口 的

不断增加
,

开始实行这种耕作制度
。

现在

在人少地多的拐沟队
,

仍然如此
`

(3 ) 实行间作套种和复种
。

这 是 近

十年的情况
,

间套复种多在川道队推广
,

拐沟队的沟台地
、

坝地也有少量面积
。

(4 ) 山地水平沟和川地垄沟 种 植
。

这是 1 9 7 8年 以来新推广的
“
两法

”
种 田

,

年 限虽短
,

但增产效果十分明显
。

2
、

轮作
。

由于人 口的明显 增 加
,

而

土壤肥力并无多大变化
,

使轮作发生不少

变化
。

主要特点是
,

高产作物面积不断扩

大
,

主要作物连作年 限不断加长
。

(四 ) 开荒及其原因的分析

多年来一直在号召植树种草
,

但草地

4 0

和成林面积却不大
,

而垦荒则毁于一旦
。

因此认真总结开荒的规律
,

研究分析其原

因
,

就显得特别重要
。

从 1 9 6 1一 1 9 8 2年 2 0年来
,

经历了三次

比较严重的开荒扩种时期
:

第一次是 1 9 6 1

一 2 9 6 3年
;
第二次是 1 9 6 5一 2 9 7 0年

;
第三

次是 1 97 8一 1 9 8 。年
。

从第一次开荒到第二

次开荒
,

相隔 4 年
,

从第二 次开荒到第三

次开荒
,

相距 7 年
。

分析三次 开 荒 的 原

因
,

主要有三
:

1
、

开荒的前一年
,

由于 自然 灾 害
,

群众生活困难
。

如第一次开荒的 1 9 6 0年
,

天早减产
,
第二 次开荒前的 1 9 6 7年

,

又遇

灾害 ; 第三 次开荒前的 1 9 7 7 年
,

先 后 受

早
、

暴雨洪水及雹灾危害
,

造成严重减产
。

2
、

由于种种原因
,

有关政策执 行 不

严
。

第一次政府提出低标准瓜 菜 代 的 口

号
,

开荒不究
。

第二次是
“
文化革命

”
初

期
,

开荒无人过问 , 第三次 是 1 9 77 年 灾

后
,

上级提出高产多收和多种多收相结合

的方针
,

实际上开荒多种成为当时的主要

倾向
。

3
、

按当地习惯
,

撂荒四年以上 的 轮

荒地
,

即可开垦再种
。

大量开荒的直接后果
,

是破坏 了天然

植被
,

减少 了牧场
,

加重了水土流失
。

由

于扩大了种植面积
,

耕作管理更加粗放
,

土壤肥力递减
,

粮食产量未能提高
,

且影

响了综合发展
。

二 主要问题

由 上 述 的 生产现况调查结果看出
,

从人为的因素考虑
,

当前农业生产存在的

主要问题是
:

旱涝保丰收的高产稳产的基

本农田面积太少
; 广种低产薄 收

;
灾 害

多
,

耕作管理粗放
,

作物布局单纯
,
劳动

生产率低
,

越垦越穷
,

越穷越垦
。



到一亩半
,

少者仅半亩多
。

(一 ) 基本农 田少

所谓基本农田
,

就该区而言
,

应该是

防旱抗涝
;
高产稳产

。

若以此为标准
,

则上

述三个大队的基本农田面积就显得太少
。

我们从当前的具体生产条件出发
,

把

一般的川地
、

梯 田均算做基本农 田
,

这些

基本农田绝大部分无灌溉条件
,

大面积产

量还上不去
。

尽管如此
,

多者每人平均不

(二 ) 广种低产薄收

这是该地多年来的生产习惯
,

也是穷

困的主要根源之一
。

表 1 是三个大队每人

平均耕地面积和每个劳力负担耕地面积的

统计结果
。

从表 1看出
:

1
、

每人平均生产粮食的多 少
,

并不

是和 占有耕地面积的大小成正比
。

如茶坊

裹 1 实验区麟地面积统计

项

,
’

一 ” ’

尸
” ” ’

飞
“

”
’ 、 - l- - -

一 下 一

—} }

目 量 图 面 积 人 口 人 /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亩 / 人 亩 / 劳 亩 / 畜

茶 坊

峙 峡 现

方 塌

7 平方公里

1 2
.

7平方公里

8
。
6平方公里

5 4 8

5 0 0

4 2 0

7 8
。

3

3 9
。

4

4 8
。
8

3
,
3 0 0亩

7
,
6 2 0亩

5
一
5 2 3亩

6
。

0 2

1 5
。

2

1 3
。

2

1 8

3 9
。

5

3 7
。

5

5 1
。

1

4 3
。
5

;

7 2
。

7

大队每平方公里有 7 8
.

3人
,

而每人平均生

产粮较高
,

九年平均 62 9
.

2斤 , 方塌 大 队

每平方公里仅有 4 8
.

8人
,

但每人平均产粮

最低
,

九年平均 3 91
.

4斤
。

说明提 高 土地

质量十分重要
。

2
、

每个劳力和每个畜力负担耕 地 面

积少
,

产 量反而高
。

如茶坊大队
,

每劳负

担 18 亩
,

每畜负担 3 7
.

5亩
,

产 量较高
,

九

年平均亩产 9 4
.

9斤 ;
方塌大队 每 劳 负 担

4 3
.

5亩
,

每畜负担 72
.

7亩
,

产 量最低
,

九

年平均亩产 30
.

7斤
。

说明农业生产的集约

化经营是应当注意的
。

3
、

根据调查
,

各队投入农业生 产 的

劳力是有明显差异的
,

多者农业劳动 占总

劳动力的 50 %左右
;
少者仅 1/ 3

。

如 茶 坊

大队 1 9 7 9年农业用工占总用工的 52
.

3 %
,

即每个劳力负担耕地在 30 亩以上
;
方塌大

队同年农业用工仅占总用工的 30 %
,

每个

劳力负担耕地约 1 50 亩
。

像这样的 耕 种结

果
,

只能是广种低产薄收
。

(三 ) 耕作粗放
,

作物布局单纯

由于每个劳力
、

畜力负担耕地面积很

大
,

所以耕作较粗放
。

对远 山薄地多实行

撂荒
,

对一般近山地
、

梯田
、

川地
,

也很

少精耕细作
。

耕作粗放的主要表现是
:

有

机肥料施量少
,

追肥更少
; 不 能 适 时 播

种
,

且播量偏少
,

管理很不及时
,

不少地

块出现草荒
,

特别是山坡地种而不管
;
不

能按时防治病虫害
。

在作物布局中
,

不注意用地养地相结

合
,

不仅作物布局单纯
,

而且主要作物连作

年限长
。

如 山地小麦长期连作
,

长者 1 20 年
,

短者 20 一 30 年
,

产量甚低
;
玉米的连作年限

愈来愈长
,

少者 3一 4年或 7一 8年
、

多者 10 年

以上
,

因而玉米丝黑穗病十分严重
。

轮作

中养地作物少
,

土壤肥力低
,

杂草丛生
。

(四 ) 劳动生产率低

这是广种薄收的必然结果
。

据不同农



耕地的生产率调查
,

山地小麦
、

谷子
、

荞

麦一般是赔钱的
,

农民群众爬山进沟
,

东

挖西种
,

背上背下
,

一年到头辛苦
,

但收

入甚少
。

所 以必须千方百计提高劳动生产

率
,

改革广种薄收的习惯
,

下功夫搞好农

田基本建设
,

实行少种高产多收
,

大力发

展林牧业和其他付业
。

三 几点意见

依据上述存在问题
,

我们认为
,

为了

提高陕北地区的农业生产
,

以下几点应引

起注意
:

(一 ) 因地制宜
,

制定一个切实可行

的规划

许多事实说明
,

陕北建设 方 针 应 该

是
: “

农林牧并举
,

逐步改广种薄收为少

种高产多收
,

在力争粮食自给的 同时
,

大

力发展林牧业
,

逐步建成林牧业基地
。 ”

这样才能加快林牧业的建设速度
,

易于山

坡的逐步退耕还林还牧
。

为了尽快的实现这一建设方针
,

力争

粮食自给是其突破 口
。

而要实 现 粮 食 自

给
,

主要应是高产稳产基本农 田的建设
。

要真正建立起高产稳产的基本农 田
,

从多

年的历史经验看
,

必须因地制宜
,

制定一

个切实可行的规划
,

而规划的重心是基本

农 田建设规划
。

规划的基层单位应是生产

队
,

基本农田的建设应落实到地块
。

对宜农

的地块
,

应主要考虑较易建立高产稳产基

本农田
,

宜 以川地为主
,

应搞川地建设
;
宜

以梯田为主
,

就大搞梯田
;
宜建立沟台地

,

就搞沟台地
。

同时应 注意贯彻先易后难
、

见

效快
、

投工少
、

有把握的先上的原则
,

并

保证建成一块
、

耕种一块
、

高产一块
。

现以我们 1 9 7 4年对实验区三个大队所

搞的具体规划 以及这几年在实施规划过程

中所存在的问题为例
,

加以说明
。

茶坊大队当时规划主攻川地的建设
,

要求变川坡地为川平地
,

变川早地为川水

地
。

几年来平整川地 20 0多亩
,

扩大 了 水

地面积
,

川地单产有显著提高
。

近一
、

二

年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川地进一步水利化和

大搞科学种田
,

山地逐步退耕造林种草
,

发展多种经营
,

将来过渡到口 粮主要依靠

川地生产
,

山地退耕造林种 草
。

实 践 证

明
,

由于这个规划符合该 队实际情况
,

因

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

峙腰崛大队当时提出以塌地 建 设 为

主
,

把高产稳产基本农田放在塌地治理和

改造上
,

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

但在这几

年实际工作中
,

由于个别领导指挥不当
,

对塌地建设仅搞了两年
,

其他年份主要是

修坝
,

结果坝两次被洪水所推
。

实践告诉

我们
,

该队治塌的主攻方向是正确的
,

修

坝是不合适的
。

现在再次提出
:

主攻塌地

治理
,

把高产稳产基本农 田建 立 在 塌 地

上
,

把山坡地逐步退耕还林还牧
。

方塌大队本应 以梯田建设为主
,

依靠

梯田来获得稳产高产
,

实现粮食自给
。

可

是这几年却一直大搞打坝工程
, 1 9 7 7年坝

被冲毁又修复
。

但由于治理方向不对头
,

虽出力很大
,

耗财不少
,

几年来农业生产

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

社员生活未得到改

善
。

现在坝不能受益
,

还要进行维修
。

上述三个大队的规划和实施规划中存

在的问题说明
: 1

、

同样以实现粮食自给
,

大力发展林牧
,

促进农林牧全面发展为建

设方针
,

但由于各队自然条件的差异
,

农

林牧的具体安排是有区别的
。

2
、

农 田 基

本建设的主攻方向是不 同的
。

3
、

对 于 工

程措施
,

尤其是比较大的工程措施
,

安排

时要十分慎重
,

要考虑能近期 收益
,

和所在

单位的人力
、

物力
、

财力
,

千万不可粗心
,

更不能蛮干
。



(二 )少种商产多收

由于广种
,

结果只能是低产薄收
。

为

了少种又高产多收
,

必须种好
。

怎样才能

种好呢 ? 根据最近二
、

三年的实验和大田

生产实践来看
,

在山坡实行水 平 沟 种 植

法
,

在川地实行垄 沟种植法是 十 分 有 效

的 (简称两法种田 )
,

这是实现少种高产

多收的好措施
,

应积极推广
。

山地水平沟种植法
,

就是在山坡地上

沿等高线用山地犁进行套犁
,

即用清子犁

二次
;
或用山地水平沟播种器 (在原山地

犁上加一个铁片
,

以加深沟深 和 加 宽 沟

宽 ) 沿等高线翻犁后进行播种
,

山地水平

沟一般行距 1
.

2一 2尺
。

要求每一个种植沟

都在一条等高线上
,

每一条种植沟实际上

就是一条蓄水沟
。

川地垄沟种植法
,

就是在川地上犁地

时可实行套二犁深耕
,

播种前形成 明显 的

沟垄
。

川地垄沟一般行距 2
.

5尺
,

把作 物

种在沟内
,

经过作物生育期的倒壕换垄
,

中耕破垄
,

最后使作物长在垄上
。

这个办

法要求垄沟端直
,

行距均匀
。

1 9 8 0年 9月
,

我们进行了实际调 查
,

凡是实行了两法种植的
,

无论 玉 米
、

谷

子
、

小麦
,

均比老办法明显增产
。

两法种田增产的原因是
: i

、

采 用 两

法种田
,

具有豁干种湿的作用
,

易于把种

子种在湿土层内
,

促苗全
、

苗 壮
; 2

、

能

保持水土
,

减轻 冲刷
。

据有关水土保持单

位测定
,

山地水平沟种植法
,

径 流 减 少

3 5一 5 3 %
,

冲刷减少 5 3一 9 3% ; 3
、

既 达

到了深施肥料的目的
,

又获得了集中施肥

料的效果
,

容易做到氮磷配合
, 4

、

能 促

进工具改革和农机利用
,

争取农时
。

川地

用机开沟播种
,

速度快
,

质 量好
,

出 苗

齐
,

出苗壮
。

山地用 山地犁或 山地中耕器

中耕
、

培土
、

施化肥
,

一俱牛一天作业 10

亩 以上
,

解决了草荒和化肥难以深施的间

题 , 5
、

采用两法种植
,

就是实行宽 行 密

植
,

有利通风透光
。

(三 ) 粮草轮作
,

用养结合

延安地区有 60 0万亩耕地
,

70 % 以 上

是坡耕地
。

由于 山高坡陡
,

送肥 困难
,

加

之水土流失
,

地力 日渐痔薄
。

丘陵山区又

长期沿用广种薄收的老习惯
,

地力难 以得

到恢复
,

养用失调现象十分严重
。

为了改

变这种情况
,

用地养地
,

恢复地力
,

实行

粮草轮作是一项重要措施
。

早在 1 9 5 6年
,

绥德水保站进行的粮草

轮作试验就证明
:

冬小麦早春 套种 草 木

择
,

对当季产量无影响
,

仅利用根茬
,

土

壤有机质可增加 40 %左右
,

水土流失减少

7 0%
,

第二年小麦增产 40 %
。

1 9 75年茶坊

大队在坡地试验
,

冬播草木择 80 亩
, 1 9 7 6

年每亩收鲜草 5 00 斤
, 1 9 7 7年每 亩 收干草

1 ,

00 0斤
。

以后连续儿年粮食亩产高 于 对

照田块
,

年平均亩产 n Z斤
,

比一般 坡 地

增产 40 %以上
。

另外 玉 米 地 套 箭 舌 豌

豆
、

草木挥
,

当季翻压
,

分别增产 38 %和

17 %
。

粮草轮作主要有 以 下 几 种 形式
:

1
、

带状垦种
。

在 山坡地上环带 式 种

草
,

形成植被带
。

植被带的宽窄
、

长短要

因地制宜
,

每个坡面至少要留二
、

三条植

被带
,

带间种植农作物
。

2
、

粮
、

草
、

林带轮作
。

在山坡 上 种

植若干紫穗槐林带
,

带宽 1 米
,

间 距 6

米
,

带间搞粮
、

草轮作
。

3
、

在现有坡耕地中 实 行 粮
、

草 混

作
。

为了提高山地小麦的当年产量
,

以实

行麦田套种草木棵压绿肥的粮草混作办法

较好
。

4
、

梯田草 田轮作
,

每隔三台种 一 台

草木择或首楷
、

沙打旺
。

山坡地实行草田轮作的好处很多
: 一



是降低了雨水冲刷强度
,

提高了保持水土

的能力
;
二是提高地力

,

解决了山地用肥

问题
,

做到了以 山养山
,

使 目前尚不充足

的肥料集中用到川地上和高产 田上
,

达到

川
、

山均衡增产
;
三是促进了畜牧业

。

草

多畜多
,

畜多肥多
,

肥多粮多
。

草籽卖钱

也是一笔收入
。

(四 ) 盆施礴肥
,

氮礴结合

陕北由于水土流失严重
,

土壤膺薄
,

一般全磷含量仅为 0
.

1一。
.

2 %
,

全钾含量

1
.

8一 2
.

6%
,

全氮含 量 0
.

03 一 0
.

05 %
。

黄

绵土 的速效磷含量大部分在百万分之五以

下
。

实验证明
,

增施磷肥
,

氮 磷 配 合使

明
,

增产效果十分明显
。

川地在施用有机肥和氮肥的基础上
,

每亩施磷肥 20 斤
,

小麦可增产 74
.

5斤
,

玉

米 2 3 9斤
,

高粱 2 3 5斤
,
每亩施磷肥 4 0斤

,

小麦可增产 1 1 0
.

8斤
,

玉米 35 。斤
。

山地每斤磷肥小麦可增产 1一 4斤
。

稍

岩大队 1 9 7 5年秋播小麦 2 50 亩
,

每 亩 施 15

一 20 斤磷肥垫底
,

增产 10 一 15 %
。

氮磷配合增产效果更为明 显
。

据 试

验
,

玉米地每亩施尿素 45 斤
,

亩产 39 6斤 ,

增施磷肥 20 斤
,

亩产 6 35 斤
,

增产 60 %
。

梢林山区的曲里大队
,

每亩施 10 斤尿

素
,

小麦亩产 98 斤
;
施 30 斤磷 肥

,

亩 产

2 4 2斤 ; 氮磷配合
,

亩产 1 6 2
.

7斤
。

根据陕北的实际情况
,

磷肥应主要集

中施用在小麦
、

玉米
、

高粱
、

谷子等高产

作物上
,

每亩施 40 斤左右为宜
;
氮磷配合

的比例
,

据省农林科学院在该 区 试 验 结

果
,

以 10 斤尿素加 30 斤过磷酸钙作基肥为

最好
,

最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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