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护土壤资源
,

打好人类吃饭这一战役

李 仲 明

(中国科学 院成都分院 土集研究室 )

四川 “ 翻
·

7 ” 洪灾的教训是沉痛的
。

但是也深刻地启示我们
,

应该提高对土壤保护

问题的认识了
。

假如说过去我们对这些
“ 老生常谈

” 还缺少认识的话
,

通过这次特大洪

灾的教训
,

我们应当把防治水土流失
,

保护土壤资源的问题提到农业生产的议事 日程上

来
,

认真地研究解决
。

四川省土壤资源破坏的现状

从世界范围看
,

土壤资源的破坏已经引起土壤科学家的注意
。

据推断
,

由于不合理

的土地利用而丧失的土地已 比目前正在利用的土地面积还多 ( K vo da 19 7 7 )
。

现 在 全

世界每年还在继续破坏 5 一 6 百万 公顷的耕地
,

土壤资源的破坏是一 个 带 全 球性的问

题
。

四川也不例外
。

当前土壤资源破坏 的途径有以下几种
:

1
、

土坡浸蚀
。

19 8 1年特大洪灾中
,

全省不完全统计共淹没农田达 l , 7 5 6万亩
,

占总

拼地面积 1 / 5强
; 冲毁耕地 14 7

.

5万亩
,

占总耕地面积 1/ 70 ; 无收面积 4 5 9
.

6 万亩
,

占总

耕地面积 1 / 2 0 ; 不能复耕面积 35 万亩
,

破坏程度空前
。

但沿河被毁的土壤
,

只是土壤资

源破坏的 个小的侧面
,

更大量更严重的土壤侵蚀则遍布广大丘陵和 山区
。

在这次洪灾

中全省土壤侵蚀的泥沙总数量无法得到
,

从一些典型数据也可窥见一斑
。

19 8 1年 7
、

8 月间
,

洪峰到达重庆时
,

长江流量 8 万多立方米 /秒
,

含砂量达 0
.

7%

以 上
,

即洪峰期间每秒钟有 5 00 多立方米的泥沙流出三峡
,

也就是一个小时内25 2万吨的 二L

壤被冲走
,

相当于 1
.

7万亩耕地上 20 厘米厚的土壤被 冲光
。

遂宁
、

乐至等县调查
,

洪灾期间土壤的流失量为常年的 1
.

7己倍
。

以此推论
,

全省土

壤流失量约达 4
.

5亿吨
,

相当于 20 厘米厚的耕地 3 00 万亩
,

占坡耕地总面积 1八。
。

若将这

些流失的泥沙堆成一米高
、

一米宽的土堤
,

其长度足 以绕地球赤道 8
.

4圈
,

而 且
.

流失的

土壤养料最丰富
,

约共流失氮 1 80 吨
,

磷 1 60 吨左右
。

四川省紫色盆地土壤侵蚀是严重的
,

在全国被列为第一类强度侵蚀 区
。

这类地 区的

平均侵蚀模数为 8
,

50 0吨 /平方公里
,

严重者高达 7 万吨 /平方公里
。

据最近 四川 水土保

持办公室统计
:

全省水土流失面积 高达 38 万平方公里
,

占总土地 面积 6 6
.

7%
,

超过五十

年代长江流域水土流失总面积 2 万平方公里
。

四川省常年土壤流 失数最
,

从宏观分析
,

每年从长江流走泥沙 2
.

57 亿吨
,

水库淤沙



总量 1
,

6 00 万立方米 ( 0
.

23 亿吨 )
,

即每亩坡耕地每年平均流失 3
.

5吨左 右
;
从微 观 分

析
,

遂宁
、

内江
、

龙泉骚等县定位观测
,

15
“

左右坡耕地每亩每年平均流失土壤 7
.

5吨 ;

典型地区如江安县铁清公社
、

简阳县镇金公社调查
,

每亩每年平均流失土壤 5 吨左右
,

即一亩 20 厘米厚的土壤不到30 年便冲光
。

如铁清公社新柳烟生产队大山山头 1 9 5 0年 1
.

4

亩
,

现在仅剩。
.

3亩 ,
塔耳山生产队罗汉山 1 9 5 6年为 2

.

68 亩
,

现在只有 0
.

87 亩
;
邻水县哈

流公社二十二个生产队调查
, 1 9 6 3年有旱地 1

,

87 2亩
,

16 年来水土流失减少面积37 7亩
,

占早地面积 18 %
。

土壤侵蚀的特点是
:

( l ) 面 蚀 为主
。

四川省土壤侵蚀主要为面蚀
,

其面积达侵蚀面 积 2 / 3
,

它只是把

表层冲走
,

表面地形未发生变化
,

虽然减点产
,

但仍能长作物
,

所 以未能引起人们的注

意 ;
特别是紫色母岩风化快

,

不断补充土壤
,

掩盖 了四川土壤侵蚀的严重性
。

但是年年

剥蚀
,

流失殆尽
,

土壤往往不能再生产
,

造林也难成活
。

面蚀在坡地最为普遍
。

典型调

查在降雨 3 次
、

雨量 19 9
.

2毫米的遂宁
,

坡度 10
。

的坡地面蚀厚度 3
.

7 毫 米
,

20
“

为 8 毫

米
,

2 5
。

为 1 4毫米
。

( 2 ) 丘陵 区为主
。

全省土壤侵蚀丘陵区大于山区
。

与山区相比
,

丘陵区人口 密度

大约为山区 7
.

5倍
,

垦殖指数为山区的 8 倍
,

早地 比重多
,

植物被复少
,

母岩抗蚀力弱
。

因之丘陵地区的土壤资源破坏面积大
,

程度也严重
。

山区的坡度
、

坡长远 大于丘陵
,

侵

蚀情况也不能忽视
。

( 3 ) 坡耕地为主
。

在丘陵区农耕地土壤侵蚀大于荒坡隙地
。

四川省丘陵区坡耕地

全为紫色砂页岩
,

土层浅薄
,

土质松散
,

植被破坏
,

田 间工程不配套
,

大多数地块后无

背沟
,

前无地埂
,

地边无幽
,

耕种到边
。

有的还沿用落后的顺坡耕作
,

冲刷严重
。

据乐

至县调查
,

15 一 20
。

坡耕地每年土壤流失 6
.

93 立方米
,

比荒坡地 1
.

68 立方米大 3倍多
。

全

省 3
,

00 0万亩坡耕地是治理的主要对象
。

( 4 ) 母质侵 蚀严重
。

土壤冲刷后母岩裸露
,

风化碎块为水流推移
,

加速 了土壤冲

刷
。

据遂宁县调查
,

母质侵蚀占旱地面积 25 %
,

丘陵区母质富含养分
,

容易风化
,

是土壤

侵蚀补给的重要来源
,

母质侵蚀影响了土壤流失的补充
,

值得注意
。

( 5 ) 土壤侵蚀 因土 而异
:

在盆边山地
,

山高谷深
,

坡度大
,

新构造运动活跃
,

断

裂带分布集中
,

地震频繁
,

岩体破碎松散
,

易发生崩塌
、

滑坡和泥石流
,
在紫色丘陵地

区
,

主要为红色地层
。

页岩粉沙粒多
,

分散度大
,

矿物复杂
,

胀缩和裂纹交替
,

节理发

育间距由几毫米到数厘米不等
。

加之先天性醋育型风化壳
,

抗蚀力弱
,

易于侵蚀
,

而砂

岩透性好抗蚀力稍强
,

所 以厚页岩为主的地区如遂宁组岩区土壤和母岩面蚀十分严重
;

在厚页岩薄砂岩互层地区
,

漏斗状冲刷 明显
,

如资阳一带属之
; 夹江组红色砂岩地区

,

透水性好
,

自然植被多
,

土壤冲刷较轻
,
在平原地 区水 田多

,

主要是 面 蚀
,

细胶 粒 向

下渗漏与侧 向淋溶
,

致使耕层质量降低
。

河流沿岸淤积淹没为主要破坏形式
;
在台地黄

壤区域
,

土壤 中以高岭石粘土矿物为主
,

裂隙宽且不易愈合
,

易发生沟蚀
。

侵蚀类型不

同
,

治理途径各异
。

2
、

土坡退化
。

举世瞩目的土壤盐渍化
、

酸化
、

碱化
、

沙化
、

土壤物理性质恶化和

土壤污染等土壤退化现象已经引起联合国的注意
。

土壤退化是土壤资源破坏 的 一 种 现

象
,

是限制土壤生产力发挥的障碍因素
,

四川省土壤退化状况有
:



( 1 )土壤湿害
。

在丘陵地区由于冲沟长
,

支沟多
,

汇水面大
,

比 降 小
,

质 地 粘

重
,

导致土壤上层滞水
,

区域排水不 良
,

大春冷浸
,

小春湿害
。

如璧山县土壤湿害面积

高达水 田面积 14 一 19 %
,

南充县高达 20 %
。

在平原地 区由于带状分布的古河道
,

滨河床

地带和丘前的低洼地形
,

排水不 良
,

土壤湿害严重
,

成都平原约占耕地面 积 的 10 % 左

右
。

平原黄泥地区
,

由于土质粘重
,

土壤吸水力强
,

导水力弱
,

土粒吸水膨胀
,

孔隙粘

闭
,

使传递毛孔水的数量及连续性减少
,

表面渍水
,

如眉山县此种湿害 占再积台地稻田

0] %左右
。

( 2 ) 土层 变薄
,

耕层 变薄
,

土壤板结
。

由于土壤侵蚀使土层变薄
。

据简阳县镇金

公社联合四队调查
,

山顶土平均厚度 45 厘米
,

坡腰土 54 厘米
,

坡脚土 62 厘米
;
邻水县高

滩公社十一大队十一队 1
.

6亩石骨子土
, 1 9 6 2年以前有 30 多厘米厚

,

现在只有 3 厘 米 多

厚
,

坡顶岩石裸露
,

冲沟遍布
, 江安县铁清公社 20 年内山顶土土层厚度减少 13 厘米

,

山

腰减少 10 厘米
,

山脚增厚 30 多厘米
;
南充县浸水公社耕层小于 10 厘米者占 3 6

.

4%
,

13 一

1 7厘米者占3 3
.

6%
。

由于耕作不合理
,

有的地区耕层变薄
。

眉山县土壤耕层一般只有 16 厘 米 左 右
,

与

1 9 5 8年相比
,

普遍减少 8
.

8厘米
,

减少幅度为5
.

9一 1 1
.

4厘米 ; 比肥土薄 1 0
.

3厘米
,

犁底

层平均厚度为 1 7
.

1厘米
,

最厚为23 厘米
,

比高产土壤厚 8 一 12 厘米
,

成了发展农业生产

的一个突出矛盾
。

耕层板结现象比较普遍
,

原因之一是有机肥施用量减低
,

偏施化学氮肥
,

土壤有机

质含量太低
。

长寿县 < l % 的占分析土样 ` 2 8 9个 ) 2 7
.

7% ;
南充县早地 < 1 % 的 占旱

地总面积 5 2
.

7% ; 水田 > 1
.

5% 的占稻 田面积 2 7
.

2%
。

原因之二是耕作粗放且不合理
。

如

万县过去是用40 厘米长的锄深挖 30 厘米 以上
,

现在锄头越来越小
,

越挖越浅
,

同时对过

去行之有效的传统耕作法
,

如开沟掏厢
、

挖倒土
、

挑沙还地
、

及时犁板田
、

多犁多耙等

都丢掉了
,

耕层又浅又板
。

另外在排水不良的条件下
,

进行湿耕烂耕
,

耕层紧实板结
。

原

因之三有些地区三熟制 (稻一稻一麦 ) 面积过大
,

耕作措施跟不上
,

土壤耕性变 劣
。

如

眉山县光华公社复种指数 2 80 %
,

部份大队已达 3 00 %
,

群众普遍反映
“ 泥性变重

,

耕作

困难 ” 。

土壤容重大部超过 1
.

1克 /立方厘米
,

高的 1
.

4克 以上
,

主要是 由于晚稻排水时
,

阴雨多
,

气温低
, 稻田脱水缓慢

, “ 炕 田刀 时间又短甚至没有 ; 有的板田播种
; 有的湿

耕干后板结
。

原因之四是沟田土质粘重
,

串灌串排
,

排水不良
,

小春一般湿耕
,

土壤耕

性不良
。

( 3 ) 土壤 p H 值有升高趋势
。

与五十年代相比
,

土壤 p H值升高
。

南充县 p H 7
.

5 一

8
.

5者占耕地面积 6 5
.

6%
,

万县 占总耕地面积 1 6
.

1%
,

长寿县 > 7
.

5者 占总土样 20
.

凌%
.

广汉县红紫色水稻土
、

紫色二泥田
、

紫色半砂泥田 p H值竟高达 8
.

3一 8
.

7
。

双流
、

乐山
、

雅安
、

简阳等县亦有类似反映
。

这主要是偏施氨水
、

碳按
、

尿素等化肥所引起的
。

以前

施硫钱数量少
,

未导致土壤酸化
,

近年来硫按全部为氨水
、

碳铁和尿素所取代
,

而且用

量越来越多
。

万县 1 9 7 9年比 1 9 6 5年化肥用量增加 11 倍
。

个别社队如璧山县五 里 公 社 养

鱼
、

新塔两个大队
,

1 9 7 9年每亩平均施用碳按 2 08 斤
,

璧泉公社凉亭三队 1 9 7 8年在一块方

田 ( 14 挑 ) 种小麦
,

一次追肥就用碳钱 360 斤
。

国外研究结果
,

以上三种肥料长期施用
,

p H值升高
; 其次紫色土区土壤侵蚀母质出露

,

富含碳酸盐母质对 p H 值升 高有一 定 影



响
。

3
、

土旅污染
。

一般 以大气和水质污染为媒介造成 土壤污染
,

有机化合物
、

重金

属和农药对土壤的污染已较普遍
。

成都市制革公司每 日排放 1
,

8 00 吨 制革 废 水
,

流入农

田
,

产生了高有机质 (1 O一 35 % )
、

高氯 ( 0
.

6一 2
.

21 毫克当量 / 1 0 。克土 )
、

高氮 (0
.

5 7

一 1
.

5 2 % )
、

高铬 ( 6 6 2一 6 9 2 p p m 、 的污染
,

水稻亩产 1 0 0一 2 0 0斤
;
成都磷肥厂含氟废

水灌溉农田
,

土壤 中氟残留量为 12 5P p m
,

水稻减产 1 9
.

9%
。

用于早地
,

土壤中 氟 残 留

量 5 2 3一 6 5 o p p m
,

玉米减产 1 7 %
,

玉米种子中 含 氟 7 p p m ,

玉 米 包 壳 l o p p m
,

稻米 中

6 p p m
,

稻根中 1 5 o p p m
。

1 9 6 2年新津
、

大邑等县误将砷酸钙农药当作化肥施用
,

使 80 0

亩农 田受到砷污染
,

严重者颗粒无收
。

12 年后土壤含三氧化二砷量仍有 3 3
.

6一 1 07 PP m ,

糙米 中 2
.

34 一 2
.

7 o p p m ,

超出了粮食中砷的允许残留量
。

4
、

耕 地面积减少
。

这是土壤资源破坏的必然结果
,

也是 人口增多城市发展 占用农

田的反映
。

在许多国家 中
,

最好的农业用地被 占用的事情正在发生
,

美国 自 1 9 6 7 年 以

来
,

每年 占用 42 万公顷农地
; 在英国

,

今后 20 年 中
,

即使人 口不再 增 加
,

估计有 2
.

8%

的农地用于城市建设
。

我省 自1 9 5 7一 1 9 8 0年 以来
,

减少农地 1
,

50 0万亩左右
,

平均 每 年

减少 69
.

63 万亩
,

其中早地减少 39
.

6万亩
,

占旱地面积 0
.

67 %
。

1 9 8 0年全省减少 耕 地 57

万亩
,

其中农村各项占地 50 万亩
。

温江县近 4年 占用的耕地为 19 5 2年 以来所占农地总数

的 4 0% 以上
。

四 JI!省人口 占全国的 1八 。 ,

耕地面积只 占全国耕地 6
.

7 %
。

科学家 曾预测
: `

如果我

们不珍惜土地
,

再过 80 年
,

我们的后代就难 以生存 了
力 。

1 9 5 2年 H y a m s也指出
: “ 历史

上有许多例证
,

人 口增多引起现有土壤 的过度开垦
,

并导致社会瓦解
,

因为它不能再在

农业上 自给自足
” 。

为了保护最肥沃的土壤而获得的利益
,

为了子孙后代
,

为了四化建

设
,

土壤工作者有责
L

任为维护这种利益而大声疾呼
: “ 救救土壤

刀 。

保 护 土 壤 资 源

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
,

保护土壤资源已是当务之急
,

刻不容缓
。

正如赵总理所指出

的
: “ 十分珍惜每寸土地

,

合理利用每寸土地
,

应该是我们的国策
” 。

1
、

土坡资源的特性与作用
。

土壤这个生产资料与其他生产资料相比
,

具有显著不

同的特点
,

它既是 自然本身的产物
,

又是构成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客体
,

归谁所有有重

要意义
, 土壤数量有限

,

潜力无限
。

四川省耕地面积有限
,

占总面积 11 %左右
,

受 自然

条件的限制农地扩大困难较多
。

在一定技术水平下土壤不能代替
,

不能更换
,

人类利用

土壤资源的能力有一定局限性
,

但土壤的生产潜力相对来说却是无限的
。

只 要 合 理 利

用
,

土壤肥力不断更新和循环
,

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不断提高土壤生产潜力
; 土壤占有

一定空间地点
,

不能随意移动
,

具有强烈的区域性
。

不同区域土壤资源的形成条件
、

性

质
、

数量
、

质量以及组合特征都有很大差别
,

表现 了土壤的不平衡性
,

在利用和保护土

壤资源方面要因地制宜
。

土壤是不断发展演变的
,

这种发展过程是不可逆的
,

人类活动

给予土壤的影响可能是好的
、

有利的
,

也可能是坏的
、

不利的
,

但人类不可能原封不动

地保持土壤的固定形态和性质
,

旧的平衡打破了必须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平衡
。

这种



不可逆的特点决定人们在利用土壤资源时应根据土壤的发展规律慎重对待
。

向不利的方

向发展了
,

是不能返回原来有利的基础上的
。

这些土壤的基本特性是我们利用和保护土

壤资源的根据
。

根据目前的生态知识水平
,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

土壤资源 不 可 替 代
,

因为

( l ) 生物量的主要制造者是植物
、

动物和微生物
,

三者主要是在土壤 中进行的 ; ( 2 )

土壤— 植物生态系统中有将近一半的生物量和生物能贮备存在于土壤 中
,

即根系
、

动

物
、

微生物生物量和腐殖质等
; ( 3 ) 土壤担负着地球上物质的生物循环作用过程

,

如

陆地和大气圈之间
、

陆地和水圈之间的物质交换以及生物圈中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

土

壤与环境之间物质
、

能量的交换和转化
,

对环境系统中的生态平衡起着重要的作用
。

土

壤的作用不可代替
。

土壤及微生物起着统一的生物吸收净化器的作用
,

也是陆地上保留

有机物质的主要机构
,

了解土壤的独特作用给保护土壤资源以更大的责任感
。

2
、

保护土旅资源的基本观点
。

土壤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必须有利于发挥土壤资源潜

力
,

提高土壤肥力
,

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
,

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

因此
:

( ] ) 必须坚持生态系统的观点认识土壤肥力
。

农业生产既然是搞物质能量转化循

环
,

认识土壤肥力不能孤立地只研究土体
,

不能脱离物质循环能量转化的环境条件及一

套物质能量转化循环系统
,

离开这些去认识和提高土壤肥力是不现实的
。

我们把土壤肥

力看作是有利
一

于物质循环能量转化的地上环境条件
,

良好性质的土体以及强大的物质能

量转化循环保证系统 ( 主要是水肥 ) 三者的统一
。

保护土壤资源必须保护环境条件
、 _

仁

壤和水肥资源
;

( 2 ) 必须坚持有机农业培肥土壤
、

利用土壤的方向
。

农业生产本质上是把太 阳能

变成食物能
,

通过植物生产
、

动物生产和土壤管理三大环节来实现的
。

合理轮作
、

植物

绿肥 以及有机肥的施用
,

是改善并促进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
,

有效地转化太阳能的垂要

手段
。

}皿川大量事实证明
,

单一的依靠化肥走
“ 石油农业

”
的道路

,

不只是 增 产 不 增

收
,

土地报酬递减
.

而且污染了环境
,

破坏 了生态平衡
,

破坏了土壤资源 ;

(
.

几 ) 必须坚持 山
、

水
、

田
、

林
、

路
、

气 (沼 ) 综合治理的方向
.

反对各个学科的

“ 单打一
” ,

反对各自为政在甲地造林
、

在乙地治水
,

在丙地治山改土
,

彼此不相联系
,

违犯 自然规律的作法
。

保护土壤资源应当在 一 个区域或一个流域内
,

根据土
、

水
、

林相

互作用的原理进行治山
、

治水
、

造林
、

改土的合理布局
,

达到改造环境
、

改造土体
、

充

分利用自然资源的综合治理 目的
。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

失败的路子再不能走 下去 了
。

3
、

几条具休意见
:

( 1 ) 加 强水土保持
。

从实际出发
,

应当分两步走
,

即恢复阶段和提高阶段
。

当前

应抓两件工作
,

首先是认真恢复传统的行之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
,

力争当年增产
。

如坡

地水系的整修
,

包括沿山沟
、

排洪沟
、

地间沟 (背沟
、

地边沟
、

行沟 )
、

沉沙幽组成一

个坡耕地 中完整的蓄
、

引
、

排水系统
,

最大限度地就地拦蓄
,

就地利用 ; 推 广 挑 沙 而

土
、

传土聚土
,

增厚土层
,

提高土壤基础肥力
; 推广横坡种植

,

横行加挡种植
,

梯级种

植
,

合理轮
、

间
、

套种植
,

坚决改变顺坡耕种
,

控制水土流失
。

以上措施都和责任制的

形势相适应
。

其次着手解决
“ 挂牌地

” ( 即陡坡耕种 ) 问题
。 “ 挂牌地

, 是水土流失最

严 重之地
,

应当开始研究解决把这些地区的水土流失控制住
。

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
,

在



人少地多地 区考虑退耕还林
,

在人多地少地 区
,

必须采用适当的水土保持措施才允许耕

种
,

如梯级种植或横行加挡
,

否则停耕 以控制或延缓土壤侵蚀
。

在以上两大 问题基本解决的基础上再进入水土保持的提高阶段
。

一个区域一个区域

地同时同地的进行群众性的山
、

水
、

田
、

林
、

路
、

气综合治理
,

边规划边施工
,

扎扎实

实
、

一步一个脚印地从根本上改造 自然
,

抗御 自然灾害
,

保护土壤资源
。

盐亭县林山公

社七
、

八年综合治理见效的经验应当推广
。

同时在不同类型区进行水土保持定位观测
,

研究土壤资源的保护途径
。

( 2 ) 制止土滚退化
。

在土壤板结
、

耕层浅薄的水田地区
,

建议开展一次深耕深挖

炕土
,

改分散施用有机肥为集中施用于物理性质恶化的土壤
,

主攻土壤板结
。

在紫色土

旱地耕层浅薄板结 区域实行大窝种植
,

传土聚土
,

宽行炕土种植
,

改 良土壤物理性
。

黄

壤地 区有水源保证处实行改土为田
,

发挥黄壤的优势
; 在 p H值升高到 8

.

0以上的地 区
,

适当减少化学氮肥施用量
,

适当调整氮肥种类
,

改用硫按
、

氯化钱
、

硝按等
`

此外用 p H

值低 的土壤引进客土
,

在小范围内也是可行的
; 在湿害严重地区可提早排水

,

深挖田间

排水沟
,

小春实行垄作
,

调整三熟制
,

改 良土壤结构 以缓和湿害
。

( 3 ) 增加有机肥料
,

提 高土攘生产 力
。

根据不同区域采取不同途径解决有机肥来

源
。

建议在盆边山地或盆内深 丘荒地较多的区域
,

应大力发展木本绿肥如恺木
、

苦楠
、

拘树
、

刺槐等
,

改进有机肥料结构
,

结合养猪
,

基本上可做到有机肥供需平衡
。

盐亭县

林山公社 已作出榜样
; 在盆地浅丘 区域

,

可发展灌木绿肥
,

结合短期绿肥
、

沼气肥
、

养

猪
,

解决有机肥源
,

这类地 区陡坎多
,

荒坡多
,

可发展黄荆
、

马桑
、

紫穗槐等
,

溪沟两

岸及 四旁可种田蔷
,

在耕地 中利用大小春两月的间隙发展短期绿肥或利用麦
、

玉
、

若三

熟制套种绿肥
,

有条件的大搞沼气肥 以培养地力
。

蓬溪县星花大队的经验
,

是在冬水田

多
、

荒坡多的黄壤台地区域发展红萍
,

用作物稿杆
、

青草作牛圈草粪
,

改 良黄壤效果很

好 ; 在平原地 区主要把绿肥纳入轮作制
,

以发展畜牧 业
,

解决有机肥
。

( 4 ) 必须加强河 滩地 的管理
。

这次洪灾
,

河滩地首当其 冲
,

这是一个大教训
,

这

是与河滩地不合理利用有关
。

表现在过度开垦
,

围河造田
,

河坝心利用不合理等方而
。

资阳县一般沿河社队开垦荒地 占原耕地面积 30 % 以上
,

昆仑公社六大队四小队开垦河滩

地 占原耕地面积75 %
,

宝台公社七大队二小队为 1
.

72 倍
,
南部县围河坝 44 处

,

淤地五百

亩
,

这次洪水冲成卵石沙滩
,

上渡口 三大队修千米长堤
,

淤地八百亩
,

洪水一来连原来

四百亩熟地一齐冲光 , 资阳县联合公社一
、

二大队开垦河坝心 75 亩全部冲毁
,

芭茅草坪

却安然无恙
。

我们认为
,

河坝心应有计划地合理利用
,

严禁乱垦
。

一般应在河岸留足保护

带
,

选择树种草种
,

分层分段造林种草
,

筑成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防洪长堤
。

堤内堤外草
、

木
、

禾要分层布局
,

合理利用
,

加强河滩地的管理
。

土壤工作者在维持和提高现有人口粮食供应平衡 中负有重要责任
。

在保证 已用于农

业生产的土壤上继续增加产量外
,

更重要的是保护土壤资源
,

合理利用土壤资源
。 “ 现

在要打好全人类的吃饭问题这一战役为时并不太晚
,

要打胜这一仗需要考虑到许多人们

尚未掌握好的科学和技术
,

其中首先是土壤和上壤科学
” ( N

.

C
.

B ar d y 1 9 7 4 )
。

农业

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

土壤是农业的基础
。 “ 土之不存

,

人将安附 ” 。

土壤科学提到各级

领导的议事 日程应 当到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