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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最严重地区之一
,

水土流失面积约 9 万平方公里
,

每年输

入黄河的泥沙占三门峡以上输沙量的一半 (约 8 亿吨 )
。

搞好本区水土保持工作
,

是治

理黄河
、

发展生产的基础
。

草地生产是水土保持重要措施和增产内容
。

我们想从本区草地

生产中存在的间题及应采取的措施
,

提些意见
,

供大家参考
。

一
、

概况

近几年来
,

陕北草地建设取得显著成绩
。

据不完全统计
,

榆林地区每年种草面积达

1
、

综合治理
:

根据农业 自然资源的调查评价
,

制定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规划
,

并按

规划指标
,

逐年实施
。

2
、

综合实验
:

经过综合治理
,

做出大面积示范之外
,

应在选定的实验区进行水土

保持措施的综合布设和科学观测
。

水土保持综合实验应包括以下内容
:

( 1 ) 水土流失形成规律 的研究
,

通过水土流失定量分析
,

为不同土地类型水土流

失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

( 2 ) 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生态系统的研究
,

主要观察分析实现农林牧协调发展过程

中
,

水
、

土
、

生物
、

气候资源及其相互关系
,

为提出最优化土地利用模式和治理步骤提

供科学依据
。

( 3 ) 利用农业系统工程的理论
,

研究低产农业结构的形成条件
,

制约关系
,

农林

牧合理生产结构的布局和关键环节
。

( 4 )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措施的最佳组合方式与防治水土流失的效应
。

( 5 ) 在较大面积
_

_

L验证水土保持措施的可靠性和可行性
,

为推广应用提供区域性

示范
。

3
、

专题实验
:

根据综合实验的需要
,

提出专题实验项目
。

专题实验的成果可丰富和深化综合实验

成果中提出的结论
。

专题实验的具体项目
,

需因地制宜地提出
,

这里就不详述了
。

水土流失危害既然是一种 自然现象
,

就有其发生和发展的规律
。

我们只要通过科学

实验把握住它的规律性
,

就能够征服它
。

我们深信
,

土地辽阔的陕北黄土丘陵区
,

在水

土流失灾害得到治理之后
,

必将在祖 国的 “ 四化 ”
建设中

,

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



260 余万亩
,

灌木林 4 00 多万亩
,

对水土保持
,

解决 “ 三料
” 问题起了积极作用

。

延安地区

提出
“
一草二林三粮

” ,

抓粮先抓草
,

把种草作为翻身仗打
,

方 向明
,

决心大
。

1 9 8 0年

一年间在延河以北 7 个县就完成了 42 万亩种草任务
。

首楷过去主要在关中种植
,

现已引

向陕北
,

和草木择一样广为种植
。

沙打旺飞播成功
。

通过种草
,

从解决饲料
、

肥料问题入

手
,

逐步解决
“ 三料 ” 和达到粮食高产

,

由穷队变富队的先进典型越来越多
。

现在 以恢

复植被为中心
,

大力造林种草
,

建立林牧业基地
,

并采取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

使水土保

持工作内容和形式一致
,

目的和方法统一
,

符合客观规律
,

激发人民干劲
。

经过一段时

间艰苦奋斗
,

将会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根本变化
,

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

二
、

存在问题

(一 ) 怎样变低产草地为离产草地

从陕北各县来看
,

目前均有一定的种草面积
,

但产量甚低
。

今以 1 9 7 8年水土保持部

分典型队为例 (见表 )
,

绥米佳县地区
,

每人平均耕地在 5 亩以下
,

而每畜平均有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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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脂高西沟

愉林高家筛

靖边龙洲

榆林蟒坑

子洲寺家沟

延安小寺沟

延长兰窑科

绥德王薄庄

子洲红旗

清涧柏树极

佳县郭家畔

横山杜羊圈

7
.

7一 12
.

5亩
,

有的队每畜可达 1 5
.

8亩
,

但每人平均大家畜只有 0
.

07 一。
.

19 头 (米脂高西

沟 ) ;
有的队每人平均大家畜更少

,

只有 。
.

04 头
,

需25 人才有一头
。

如以五 口为一户平

均
,

达不到 0
.

5头大牲 口的户甚普遍
,

可见陕北各地缺草缺畜问题相当严重
。

为适 于 农耕

需要
,

在 目前每户不 到 0
.

1头大牲畜的基础上
,

将来使每户达到 l 一 2 头
,

则种 草 面积

能否相应地继续扩大
,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

因此
,

积极提高草地单位面积产量
,

对目前

和将来均有重要意义
。

尤其在当前农牧矛盾尚待解决情况下
,

必须从提高单产方面打开

缺口
,

创造经验
。

据调查
,

一头大牲畜
,

冬春舍饲所需首藉干草约 2 , 1 60 斤
,

只需年产



], 的唇斤干草的首褶地 2
。

16 亩
,

这样的指标
,

水土流失区的人工草地是普遍能达到 的
。

在这样土地面积 卜提高单产
,

同时改进其它作物播种结构
,

增加豆类饲料
,

按增加牲畜

头数进行更广泛
、

更有效的饲料生产
,

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

据国内外经验
,

人工草地建

饮后
,

注意培育
,

可延长其使用年限
; 水土流失区有些老首猎地

,

每割一二 年 进 行 松

土
、

_

上肥或补播
,

可连续生长十余年不减产
。

国外人工草地通常利用数十年
,

甚至近百

年
,

关键是要合理利用和管理
,

对草地施肥和灌溉应该重视
。

美国人工草地施肥总量仅

次于玉米
,

主要是施氮
、

磷
、

钾和某些微量元素
。

在施化肥情况下
,

早年能显著增产
,

湿润年可成倍的增产
,

灌溉可提高牧草产量 3 一 10 倍以上
。

水土流失区多属坡地干早草

场
,

无灌溉之利
,

但每年有40 。毫米左右雨量
,

可搞径流农业
,

或采取保墒耕作
,

或 通

过植物本身调节用水
,

办法还是有的
, 只要重视培育措施

,

其 单产无凝是能得到显著提

}专石
。

(二 ) 怎样改变
“ 滥牧

”
习惯

-

水土流失区饲草饲料普遍缺乏
,

但群众宁种低产粮
,

`

不种高产章
。

历史上种粮食作

物有个好习愤
,

互不侵犯 ; 种草就另一回事
,

即使种在村庄附近
,

亦罕见不被破坏的
。

有的队自己不种 草
,

千方百金味题队的募
了种草进度

。

粮地能管好
,

为什么草地管

牧气 这种不合情理的行为不制止
,

就影响
,

社队之同可否立些乡规民约共同遵循的

制度
,

树新凤
,

创条件
,

促进
一

草地生产
。

否则
,

群众得不到种草利益
,

挫伤 种 草 积 极

性
,

直接影影陕北生产建设
。

为此
,

设专人 或一 定组织形式 以加强草地管理
,

实 属 必
一

要
。

三
、

必要措施

(一 ) 改放牧为舍饲

目前陕北沿用古代原始放牧形式养畜
,

给植被建造带来极大困难
。

人定居
,

畜游牧
,

造成 “ 种草不见草 ” 、 “
种树不见树 ” 。

要迅速恢复植被来解决水土流失问题
,

对目前牧

业经营方式不加改革
,

林草就很难上去
,

粮食也很难得到高产稳产 (如果说水土流失给

水区带来贫穷落后
,

不如说对 “ 四条腿 ”
处理不当造成了

“ 三料俱缺 ” )
。

原始的放牧

业在现代陕北特定条件下
,

根本不允许再继续
一

-\T去
,

要看到陕北已属于开垦率高
、

荒坡

不多的丘陵沟壑区
,

只有在人 上种草的基础
_

匕 将牲畜圈起来
、

发展舍饲畜牧业
,

走集

约式现代化经奋方式才有出路
。

四川简阳县圈养山羊的经验值得借鉴
。

该县 7 月份平均

戈温 2 7
.

8 ℃ ,

一月平均温度了
:

3 ℃
,

7 月平均最高温度达 32
.

2 ℃
,

年降水量 78 8
.

9毫米
,

集中在 6
、

7
、

8 三个月
,

这比秧北气候要潮湿和暖和得多
。
简阳县圈养的方法是

,

集

体养的羊每二三十头有个圈舍
。

圈舍里有料槽
、

睡台 ; 圈舍外有个一两分地 的 活 动 场

研
。

社员圈养的山羊
.

一般都依附在猪圈
、

牛棚旁
,

,

单独饲养
,

促进了羊只大发展
。

该

县山羊在 1 9 6 7年文化大革命中为 7 万多只
,

1 9 7 7年发展到 1 3
.

3万只
, 1 9 7 8年1 8

.

7万只
,

均 79 年圈起来喂很快发展到跳
.

6万只
。

简阳县能圈养山羊
,

陕北气候适宜
,

为什么不能

发挥密洞优势圈养绵羊呢 (陕北绵羊多 ) ? 从简限圈养山羊看
,

其好处是
:

看先能增加社似收入
。

社员用一年时间
,

只花闲散劳力便可将一只满双月的小山羊



喂成 50 斤左右卖 17 一 18 元
,

加上羊粪投资12 元
一

,

共收入 27 一 28 元
,

扣去小羊购买费 6 、

7 元
,

可增加纯收入 20 余元
。

该县一年 出槽 7 万多只
,

得纯收入 1 40 多万元
。

其次
,

为农业提供肥料
,

促进粮神生产
。

施羊粪的棉 田比用同等金额商品肥的棉田

多收皮棉 11 斤 8 两 ; 施羊粪的玉米
,

比施一般猪尿的玉米亩产多收 71 斤
。

简阳群众说
:

同猪多
、

肥多
、

粮多一样
,

羊多
、

肥多
、

粮棉也多了
。

家畜粪尿均是较好的有机肥
,

特

别是羊粪所含氮
、

磷
、

钾量均超过猪
、

牛粪
。

一头猪年产粪尿相当于一袋 ( 1 0 0斤 ) 硫

按
,

一头牛排粪尿相当于 3
.

5袋
,

马 3 袋
,

羊 0
.

5袋
。

这些大量有机肥在水土流失区
,

一场暴

雨就流走了
,

岂不可惜 ! 流走的又何止于是肥料
。

长期来
,

由于滥牧
,

种植业与畜牧业

之间互利不足
,

矛盾有余
。

牧不能促农
,

农不能养牧
,

土
、

草
、

畜达不到相对平衡
,

营

养元素不能循环周转
,

是影响农牧产品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
。

第三要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

对水土流失区来说
,

圈养家畜
,

一方面是改变靠

天养畜
,

掠夺式经营
,

保护现有植被不致继续破坏
, 另一方面是加速经济发展

,

是吸取

农区
、

牧区养畜经验
,

发挥本区优势
,

扬长避短
,

使土地
、

劳力资源得到合理利用
。

众

所 周知
,

农区是我国畜产品主要来源
,

95 % 以上的肉
, 1 00 % 的蛋均来 自农区

。

农 区是

利用农副产品养畜
,

牧区是草地畜牧业
,

以放牧为主
,

有人工草场和天然草场作饲料来

源
。

水土流失区既有残留天然草场
,

又有大面积退耕地可作人工草地
,

农副产品虽少于

农 区 ( 目前情况 )
,

但多于牧区
; 特别是人 口集居

,

劳力资源丰富
,

是牧 区不可及
。

加

上 自然条件适于农耕
,

土
、

水
、

热条件较好
,

光照足
,

温差大
, 7

、
8

、
9 三月雨量有

一定保证
,

宜于多种粮食和饲料作物生产
。

如扩种一些高产优质牧草 (首楷
、

沙打旺
、

草木择 ) 和饲料 (瓜类
、

薯类
、

块根类 ) 很有条件
, 同时也减轻了天然草场超载过牧压

力
,

有利于进行封禁和改 良
。

将这两类草场结合起来建设
,

形成稳定的饲料基地
,

则农

林牧生产就可能有较快的发展速度
。

关健是要突破草地建设
,

打好物质基地
。

要建设好

草地
,

又必须改放牧为舍饲
。

舍饲是 以草定畜
,

控制头数
,

提高畜种质量的必要措施
。

抓

好舍饲
,

犹如举纲张 目
,

能导致本 区经济发展出现新的平衡
。

(二 ) 建立乔灌草相结合的坡地草库伦

草库伦是我国牧区多年来进行草地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
,

它相当于畜牧发达国家用

的 “ 围栏 ” 。

它的好处是便于封育
、

补种
、

翻耕等改 良措施
,

使牧草产量和质量有明显

提高 ;
能贮备饲草

,

抗灾保畜
,

促进畜牧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
,

特别有利于农林牧三者

结合
,

发展多种经营
。

林网化 以后的草库伦
,

改善了小气候和土壤条件
,

是系统进行草

地生态研究的重要场地
。

但是
,

像牧区那样用铁丝围栏
,

造价太 高 ( 围 2 ,

00 0亩需 投 资

9 , 7 0 6元
,

每 亩平均投资 4
.

85 元 ; 围 1 00 亩需投资2 , 1 72 元
,

每亩平均投资21
.

72 元 )
,

水

土流失区难办到
,

但可利用深沟断壁
、

一梁一命的地形
,

组织人工管护
,

同样能起到草库

伦作用
。

宁夏固原县老虎咀生产队 1 9了8年 6 月 以来
,

两个弱劳力共管 2
,

0 00 余亩草 地
,

效果良好
。

宝鸡县北部山地
,

沟沿线以上用洋槐林带护坡
,

坡地种首蓓或农作物
,

效果

也很好
。

这种因地制宜
、

多种办法
,

既不用国家投资
,

亦不用生产队更多劳力
,

群众白

己可以建成千万个乔灌草相结合
,

有实践意义的坡地草库伦
。

(三 ) 改进播种面积结构
,

扩大豆类种植

所谓改进作物播种面积结构
,

是指增加间作
、

混作
、

套种面积的 比重
。

许多事实证



明
,

搞间
、

混
、

套种
,

不需要增地和投资就可以获得 良好效果
。

甘肃秦安等 地
,

素 有
“ 一种三收 ” 习惯

,

即种荞麦时带种草木挥 (首楷 ) 及春油菜
,

一次播种三次收获
,

比

通常
“一种两收

” (荞带草 ) 每亩多收 60 斤油莱籽
。

又如 1 9 7 5年 4 月
,

我们在安塞茶坊

点的川地上
,

将草木择和箭舌豌豆与玉米同时播种
,

6 月 29 日结合中玉米耕培土
,

将草木

挥
、

箭舌豌豆全部压青
,

结果草粮间作的玉米比单种玉米平均每亩增产2了
.

9 %
,

间种箭

舌豌豆的玉米比间种草木挥的产量高
,

前者增产 38
。

3 %
,

后者增产1 7
.

2 %
。

间
、

混
、

套

种增产抗灾的例子到处可以找到
。

在多灾害的陕北地 区
,

很好运用这方面的经验
,

则增

产潜力大有可挖
。

此外
,

如 “ 一种三收 ”
等方式

,

可节省 1一 2 倍的耕
、

种
、

管所化的

劳力
,

对土壤具有免耕意义
,

有利于水土保持
。

苏联在列别金斯基地区耕翻 12 年 的土

壤
,

在 。 一 2 5厘米范围内
,

腐殖质含量减少 0
.

5 % ;
耕翻 37 年减少 1

.

6 % ,
耕翻 1 00 年减

少 3 %
,

氮的含量也相应减少 0
.

03
、

0
.

12 和。
.

19 %
。

在普通黑钙土新垦地表层范围内
,

`

腐殖质的含量比老耕地多。
`

5一 1
.

0 %
。

可见
,

水土流失区尽量少耕
,

借植被或有机肥料

来维护土坡表层 自然状态
,

可以减少土坡腐殖质和总氮量的消耗
。

扩大豆类作物种植面积
,

是建立正确轮作制的需要
。

正确的轮作
,

乃是提高作物产

量
,

并为 日益增长的动物饲养业建立稳定的饲料基础的一个极重要手段
。

在轮作中豆科

作物比例过少
,

或种植年限过短或产量过低
,

均难达到氮素循环作用
。

陕北作物种植面

积
,

历来以禾本科为主
。

今以杏子河流域为例
,

禾科作物 占播种面积 48 一 73 %
,

豆 科 占

4 一 11 %
,

一年生豆科作物虽亦固氮
,

对改 良土壤
,

对后作均有良好影响
,

但与多年生

豆科比又有很大差异
。

例如
,

每亩草木杯可固氮17 斤
,

首楷 44 一 50 斤
,

箭 舌 豌豆 1 2
.

3

斤
,

普通豌豆为 1 0
.

3斤
。

从大牲畜饲料来源来说
,

主要靠禾本科作物干草
,

蛋白质来源

不足
。

为了家畜的健康
,

生产发育正常
。

泌乳
、

产蛋等生产力提高
,

必须增 种 豆 科牧

草
,

如首楷等
,

以增加植物蛋白质来源
。

首楷在豆科牧草中是含蛋白质最高的一种
,

,

也

是制造含蛋白质
、

维生素高的草粉和颖粒饲料的好原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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