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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我国水土保持耕作法 的创始
,

历史甚为悠久
。

据史 书记载
,

早在后被时代就采

用了圳 (刚 ) 田法
。

从地下 的发掘中
,

发现甲骨文有 “ 圳 ,, 字
,

证明这一史实是可信 的
。

依照 《汉书》的记载
, “
圳田法是用两耙合并在一起

,

在耕地上开沟
,

开出来 的沟一尺宽
,

一尺深
,

即叫做圳
。

圳 和亩等长
,

每亩有三圳
。

… … 庄稼种在圳 中
” 。

《吕氏春秋》 将古

代 的圳田法进一步发展为高低畦种植法
,

其所采用 的办法是使高畦 (亩 ) 和低畦 (圳 )

相间排列
,

要求 “
_

_

卜田弃亩
,

下田弃圳
” ,

即在高亢 的干早地只种低畦
,

在下湿地只种

高畦
,

使低畦在高 花的土地上起拦蓄水土的作用
,

在下湿地起排涝和洗盐碱的作用
。

此

后
,

西汉时期的 《记胜之书》 及南北朝时期 的 《齐民要术》 提 出了区田法
,

将这些经验

发展到更新的阶段
。

近代山区群众采用的 “
垄作

” 、 “
水平沟耕作

” 、 “ 掏 钵 种
” 、

“ 穴种 ” 、 “
窝种

” 和
“

坑田
,
等

,

就是由圳田
、

区 田演变而来的
。

这些措施在改变微

地形
、

拦蓄径流
、

减少冲刷
、

增加生产等方面
,

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

本文以总结群众经

验为基础
,

结合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
,

述评以下三个问题
。

一
、

儿种传统水上保持耕作措施

水土保持耕作措施通常简称为耕作措施
,

它和工程措施
、

林草措施并称为水土保持

的三大措施
。

为了探讨耕作措施的效果
,

剖析增产原因
,

研究它与别的农业增产措施的

关系
,

必须先阐明它的定义
,

讨论其分类
。

所谓水土保持耕作措施
,

即以保水保土保肥为主要目的的提高农业生产 的耕 作 措

施
,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

,

所有好 的水土保持耕作措施
,

必须有保水保土保肥 的明显效

果
.

并能有效地提高生物产量
。

依据对现有耕作措施的剖析
,

凡是改变了微地形 (或小地

形 ) 增加了地面糙度
,

或增加了地面覆盖度
,

或改善了土壤物理性状
,

均可达到上述目的
.

(一 ) 改变了橄地形
,

增加了地面糙度

l
、

等高耕作 (或称横坡耕作 )
。

这是指沿等高线
,

垂直于坡度走向
,

进行横向耕

作
。

`

臼是坡耕地实施其他水土保持耕作措施的基础
,

其它水土保持耕作措施都要在此基

础上进行
。

沿等高线进行横坡耕作
,

在犁沟平行于等高线方向会形成许多
“ 蓄水沟

” ,

能有效地拦蓄地表径流
,

增加土壤水分入渗率
,

减少水土流失
,

有利于作物生长发育
,

从而达到增产
。

2
、

等高沟垄耕作
。

这是在等高耕作 的基础上进行的
,

即在坡面上沿等高线开犁
,

形



成沟和垄
,

在沟内或垄上种植作物
。

因沟垄耕作改变了坡地小地形
,

将地面耕成有沟有

垄
,

使地面受雨面积增大
,

减少了单位面积上 的受雨量
。

一条垄等于一个小土坝
,

因而

有效地减少了径流量和冲刷量
,

增加了土壤含水率
,

减少了土壤养分的流失
。

属于沟垄
·

种植这一范畴的耕作方法
,

各地都有不少
,

归纳起来
,

主要有以下几种
:

( 1 ) 垄作 区田
。

即在坡耕地上犁成水平沟垄
,

作物种在垄的半坡上
,

在沟中

每隔一定距离作一土挡
,
以蓄水保肥并防止横向径流的发生

。

( 2 ) 套犁沟播 (又叫套二犁 )
。

方法是沿等高线 自坡耕地的上方开始
,

逐步
-

向下
,

每耕一犁后
,

再在原犁沟内再套耕一犁
,

以加深犁沟
,

加大其拦蓄量
。

这样自上而

下的推土
,

即形成深 22 一 25 厘米的垄沟
。

在套二犁的同时
,

应特别注意施上肥料
,

将种子

播在沟底或垄 的下半坡上
,

结合打土块
,

用脚踢土盖籽
。

犁沟的宽度按所种的作物种类而

定
。

( 3 ) 平播起垄
。

这是用犁沿等高线隔行条播种植
,

并进行镇压
,

使种子和土婴

密接
,

以利于出苗
、

保墒 , 在早期保持平作状态
,

在雨季到来 以前
,

结合中耕
,

将行间

的土培在作物根部
,

形成沟垄
,

并在沟内每隔 1 一 2 米加筑土挡
,

以分段拦蓄雨水
。

这

种方法的优点是
,

在春早地区
,

它可 以避免因早起垄而增加蒸发面积造成缺苗现象
,

影

响产量
。

它还能在雨季充分接纳和拦蓄雨水
,

故蓄水保土和增产作用较显著
。

3 、

区 田
,

也叫掏钵种植
。

是我国一种历史悠久的耕种法
。

具体作法是在坡耕地

上沿等高线划分成许多 1 平方米的小耕作区
,

每区掏 1一 2 钵
,

每钵长
、

宽
、

深 各约

50 厘米
。

掏钵时
,

用铣或撅
,

先将表层熟土刮出
,

再将掏出的生土放在钵 的下方和左右两

侧
,

拍紧成埂
,

最后将刮出的熟土连同上方第二行小区刮出的熟土全部填到钵内
,

同时将

熟土与施入的肥料搅拌均匀
,

掏第二行钵时将第三行小区 的表层熟土刮到坑内
,

依次类
-

推
。

这样自上而下地进行
,

上下行的坑作
“ 品”

字形错开
,

坑内作物可实行密植
。

每掏一

次可连续种 2 一 3 年
,

再重掏一次
。

掏钵 1 亩约需 3 一 4 个工
。

在实践中
,

群众还创造

了人工加畜力 的掏钵方法
,

值得推广
。

4
、

圳 田
。

实际上这是宽约 1米的水平梯田
。

具体作法是
,

沿坡耕地等高线作成水

平条带
,

每隔 50 厘米挖宽
、

深各 50 厘米的沟
,

并结合分层施肥将生土放在沟外拍成垄
,

再将上方 1 米宽 的表土填入下方沟内
。

由于沟垄相间
,

便 自然形成了窄条台阶地
。

此法

亦可采用人畜相结合
,

以提高工效
。

5
、

水平防冲沟
,

也叫等高防冲沟
。

这是在 田面按水平方向
,

每隔一定距离用犁横
·

开一条沟
。

为了使所开犁沟能充分保持水土
,

在犁沟时每走若干距离将犁抬起
,

空很短的
·

距离后再犁
,

这样在一条沟 中便留下许多土挡
,

使每段犁沟较为水平
,

可以起到分段拦

蓄的作用
。

同时应注意
,

上下犁沟间所 留土挡应错开
。

犁沟的深浅和宽窄
,

在 20
。

的 坡

地上沟间距离约 2 米左右
,

沟深 35 一 40 匣米
。

为 了经济利用田面
,

犁沟内亦可点播豆类
`

作物
,

并照常进行中耕除草
。

此法也可用在休闲地上
,

特别是夏闲地上
。

( 二 ) 增加了地面覆盖度

l
、

轮作
,

即倒茬
。

按照生产任务和种植对象
,

通常将轮作分为大田轮作和草田轮作

两大类
。

大 田轮作 以生产粮食或工业原料为主
,

它包括为了满足专门的生产要求而建立
、

的专业轮作
,

为了能多方面满足国家对农产品需要而建立的水早轮作
,

以及为后茬作你



,

提供较好水肥条件的休闲轮作
。

草田轮作以生产粮食作物和牧草并重
,

它包括利用空闲

季节或作物行间隙地种植绿肥
,

是用地养地相结合的粮肥轮作和绿肥轮作
,

以及以生产
/

饲料为主
,

向时也种植粮食作物或蔬菜作物的饲料轮作
。

不同作物具有不同的覆盖度
。

如玉米
、

马铃薯等中耕作物的株行距大
,

植株对田面

的覆盖度小
,

加之中耕易引起土壤侵蚀
;
麦类

、

谷糜和豆类
,

播种株行距离较窄
,

对田

面的覆盖度较中耕作物大
, 一年生和多年生牧草由于枝叶繁茂

,

对地面视盖度大
,

加之

能增加土壤有机质
,

创造 良好的土壤结构
,

增强土壤的抗蚀能力
,

因而保持 水 土 作 用

大
。

合理安排这些作物进行轮作
,

就能起到防止水土流失
,

增加产量 的作用
。

2
、

间作
、

套种和混播
。

这是我国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逐步认识并掌握各种农

作物的特性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

积极利用作物互利的条件
,

克服不利条件而发展起来的一

项增产保土措施
。

它是我国劳动人民的科学创造之一
。

间作是两种作物同时在一块土地上间隔种植的一种栽培方法
,

如玉米间套大豆
,

玉米间套洋芋等
。

套种是在同一块地上
,

不同时间播种两种以上的不同作物
,

当前作未收时
,

就把

后作播种在前作的行间
,

如小麦套黑豆等
。

混播是指两种作物均匀的撤播
,

或混播在同一播种行内
,

或在同一播种行内进行
·

间隔种植
,

如小麦混豌豆等
。

间作
、

套种和混播
,

本来是增产措施
,

但由于增加了植物覆被率和延长了植被筱盖

时间
,

因而仍属于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的范畴
。

3
、

等高带状间作
。

等高带状间作是沿着等高线将坡地划分成若千条带
,

在各条带

上交互和轮换种植密生作物与疏生作物
、

或牧草与农作物的一种坡地保持水土的种植方

法
。

它利用密生作物带覆盖地面
、

减缓径流
、

拦截泥沙来保护疏生作物生长
,

从而起到

比一般间作更大的防蚀和增产作用 , 同时
,

等高带状间作也有利于改良土壤结构
,

提高

土壤肥力和蓄水保土 的能力
,

便于确立合理的轮作制
,

促使坡地变梯田
。

等高带状间作可分农作物带状间作和草田带状间作两种
。

4
、

等高带状间轮作
。

这是我们最近一两年在延安地区安塞县茶坊水 土 保持 实
·

验区试脸的一种方法
。

试验 的全称为
“ 山坡地粮草带状间轮作试验

” 。

这一实验要求将

坡地沿等高线划分成若干条带
,

根据粮草轮作的要求
,

分带种植草和粮
,

一个坡地至少

要有二年生 (四 区轮作 ) 或四年生 (八 区轮作 ) 草带三条 以上
,

沿命边线则种植紫穗槐

:或柠条带
。

利用此法的好处
,

一是可促进坡地农田退耕种草
,

即一半 面 积 种 草
,

一半面积种

粮
, 二是把草纳入正式的轮作之中

,

固定了种草的面积
; 三是保证粮食作物始终种在草

茬上
,

可减少优质厩肥上山负担
,

以节省大批劳畜力
, 四是既改良了土壤结构又提高了

上壤蓄水保土能力 , 五是既确立了合理 的轮作制
,

又可促使坡地变成缓坡梯田
,

等等
。

(三 ) 改兽了土滚物理性状
1

、

少耕法
。

这是指减少耕翻次数
,

如将每年深翻一次改为隔年深翻
,

或三年深翻

一次
。

2
、

免耕法
。

这是指不耕不耙
,

也不中耕
,

它是依靠生物的作用进行土城耕作
,

用



化学除草代替机械除草的一种保土耕作法
。

免耕法也有人把它称为零式耕法
。

采用少耕或免耕法
,

不仅利于抗早保墒
,

提高地力
,

降低生产成本
,

促 进 作 物增

产
,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减轻土壤的风蚀和水蚀有着十分显著的作用
。

土壤耕作的一个重要作用
,

就是使土城具有适当的三相 比 ( 固相
、

液相和气相 )
,

以便能够同时满足作物对水
、

肥
、

气
、

热的要求
。

传统耕法是靠物理和机械 的方法来达

到的
,

而免耕法是靠生物
,

包括作物的根系
、

土壤微生物
、

蜕绷等的活动来实现的
。

作物 的根系穿擂和分割土澳
,

在其死亡和被分解 后就形成了细管状 的孔道和大小不

同的孔隙
,

在不进行土澳翻耕的情况下
,

这些孔洞不被破坏
;
如果连续种植作物

,

则在

每次种植后都将有新的根系进行进一步 的穿插
。

同时在土体内有与作物相适应的多种微

生物群系
,

有的根际微生物帮助植物吸收养分
,

有的微生物能固定空气中的氮
,

有的将

作物残体进行分解
,

为作物提供矿质养分
。

在不翻动土层的情况下
,

留在土壤中大量的

残根
,

在土壤微生物的作用下
,

又可以重新合成新的
、

更为复杂的而且比较稳定的有机

化合物
,

即腐殖质
,

它可使土粒胶结在一起
,

形成很好的团粒
,

从而改 善 了 土 壤的结

构
。

二
、

增产效果和原因的剖析

水土保持耕作措施
,

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

已经有很多改进和提高
,

同时由

于和其它农业技术措施相配合
,

增产效果和经济收益更为显著
。

(一 ) 增产效果显著

水土保持耕作措施的效果
,

表现为农作物的产量显著增加
。

如陕西省延安地区最近

几年推广的山地水平沟种植法和川地垄沟种植法 (简称两法种植 )
,

在增加本区粮食产

量上起到了极显著的作用
。

据延安市农技站调查研究
, “

两法种植
” 与过去的老种法相

比
,

川台地机开沟种植玉米要比老种法增产 2 76 斤 /亩
,

畜力套犁开沟种玉米要比老种法

增产 15 6斤 /亩
,

平均增产 32
.

7% , 山地水平沟种植法和老种法相 比
,

谷子每亩增产 13 2
.

5

斤
,

即增产 1
.

3倍
,

洋芋每亩增产 60 2
.

6斤
,

增产 103 %
,

其它作物
,

如小 麦
、

大 豆
、

糜

子等
,

每亩可增产 5 8
.

7一 1 14
.

4斤
。

如果配套措施好一些
,

则增 产 幅 度 更 大
。

实 践证

明
, “
两法种植

” 不仅是干早地区解决粮食低产间题的有效途径
,

也是夺取高产再高产

的有效措施
。

现在延安市山地水平沟谷子的单产
, 已由开始推广的 20 0一 30 。斤

,

提 高到

40 0一 50 0斤
,

高的如蟠龙公社史家沟队山地水平沟谷子亩产达到86 0斤 ; 川台地玉米的

单产
,
已由开始推广垄沟种植时的 7 00 一 8 00 斤

,

提高到 1 , 0 00 斤
,

高的达到 i , “ 4
.

4斤
。

由于大面积推广两法种植
,

把整个延安市的栽培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

全市推广的后三

年 ( 1 9 8 0一 19 5 2年 )
,

年平均总产为 12 , 4 8 7万斤
,

比前三年 ( 29 7 7一 29 7 9年 ) 示范推广

阶段 增产 26
.

7 %
,

比 19 7 0一 1 97 6年平均总产增产 3 1
.

6 %
。

“
两法种植

”
推广的结果

,

不仅为解决干旱
、

半干旱地区的粮食高产稳产间题找到

了一条出路
,

而且对农业生产的结构也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
,

确有一项改革牵动农
、

林
,

教
、

副全面发展之势
。

再如
,

山西省试验推广的
“
早农蓄水聚肥改土耕作法

”
(也称丰产沟 )

,

十多牟来
,



无论是早原梯田还是山坡陡地
,

无论是降水丰年还是严重干旱少雨年
,

均有显著的增产

效果
.

通过多点试脸示范
,

操田
“
蓄水聚肥耕作

” 比常规耕作
,
一般增产 3 2

.

3一 81 %
,

最

低增产 2 7
.

3 % ,
坡地蓄水聚肥拼作比常规耕作一般增产 58 一 11 8

, 8 %
,

最高增产 1 54
.

6 %
,

最低增产50
.

7%
。

早坪及高寒残垣地
,

蓄水聚肥耕作 比常规拱作一般增产 33 %
。

东北地区试验示范的少耕法
,

以陈礼耕同志在克拜黑土地区的少耕法试验为例
,

第

一年 (1 98 0年 } 少耕法区玉米比平翻耕法区增产 1 6
.

0 %
,

第二年 ( 19 81 年 ) 大 豆 增 产

12
。

5沁
,

第三年 ( 1 9 82 年 )’J 、
麦增产邵

.

2 %
。

轮作周期少拚法区粮豆总产为 1 , 0 79
.

7斤
,

比平盆耕法区多收 1 52
.

6斤
,

平均增产 1 6
.

5 %
。

(二 ) 经济收益增加
。

农产品的生产过程既是生产的消费过程
,

又是新产品的创造过程
,

生产一 定数最和

质量的农产品
,

必然要花费与此相适应的各种物化劳动和活劳动
。

所 以粮食生产经济效

果的大小
,

不仅取决于生产出粮食的数量和质量
,

而且还取决于生产过程中物化劳动和

活劳动消耗 的增减程度
。

水土保持耕作法比普通种植法在单位面积土地上必然要投入较

多的劳动力
,

这些多投入的劳动消耗
,

最终都要反映在农产品的成本上
。

产品成本是已

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支付劳动报酬的货币表现
,

是经济效果上综合性的重要指标之

1
、

延安地 区的
“ 两法种植

” 与普通种植法相比
,

在田间作业项 目上增加 了开沟
、

起垄
、

作挡
、

培土
、

松土
,

虽然增大了劳动消耗
,

但经过延安地 区水土保持研究所 1 98 卜一

1 , 82年两年试验
,

采用两法种植与普通种植法种植谷子
、

糜子
,
单位面积实际用劳和生

产效果是
: 采用两法亩平均用劳 10

.

8个
,

畜力 2
.

5个
,

收入粮食 18 7
.

2斤
,

每劳动工 日收

入粮食 1 7
。

3斤 ; 普通种植亩用劳 8
.

5个
,

畜力 2 个
,

收入粮食 10 0
.

5斤
,

每劳动工 日收入
1 1

.

8斤
。

两法每劳动工 日可多收 5
.

5斤
,

亩多用工 2
。

3个
,

畜力 O
。

5个
,

多收 入 粮食 86
。

7

斤
。

由于两法粮食产品的增加数量超过了多投入的劳动消耗
,
产品的成本相对降低

,

收

益增加
,
两法种植

,

并配合其它技术措越
,
如增施肥料

、

合理密植等
,

则效 益 更 为 显

著
。

川台地垄沟种植玉米
,

每亩多追施尿素 10 斤
,

多收入 粮 食 10 7
.

1斤
,

以 30 斤玉米价

格抵消 10 斤化肥后
,

纯增加粮食 3 7了
.

1斤卜 其中除化肥的增产效益外
,

两法的技术措施起

到主要作用
。

2 、

山西省 的 “ 早农蓄水聚肥改土耕作法
”

_

比常规耕作每亩多用工 5 个左右
,

但由

于土地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
,

使得单位面积产值的增长
,

大于劳动消耗的增长
,

最终显

著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

以史观义在赵家山试验点 19 7 5年资料为例
, “
蓄水聚肥耕作

”

每投一工比常规耕作多产玉米 2 1
.

3斤
,

谷子 1 2
.

8斤
,

高粱 29
.

4斤
,

冬小麦 2
.

6斤
。

按 现

行粮价计算
,

种植玉米每投一工收入增加 2
.

45 元
,

高粱收入增加 3
.

06 元
,

谷子增加 1
.

5 2

元
,

冬小麦增加 0
.

45 元
。

“ 蓄水聚肥耕作” 亩耗用活劳动较高
,

但在物化劳 动 (指种子
、

肥料等 ) 相同的情

况下
,

粮食成本显著降低
,

单位投资效果显著
。

再 以 1 9 7 9年赵家山试脸资料为例
,

实际

统计用工和肥料
、

种子
、

人畜作业费用等折算求得亩投资 (一人工按 1 元
,

一畜工按 3

元
,

种子按平价
,

肥料按当地销售价 ) 是
,

蓄水聚肥耕作多 5 元
,

而亩纯收益则比常规



耕作
,

种玉米多收入 5 6
.

9 3元
,

提高 2
.

93 倍; 种高粱多收入 68
.

94 元
,

提 高4
.

6倍 , 种谷

子多收入 41
.

05 元
,

提高2
.

71 倍
。

每元投资产值
,

种玉米高出 1
.

52 元
,

增 加 91 % , 种高

粱高出 1
.

82 元
,

增加 1 10
。

3 % , 种谷子高出 1
.

06 元
,

增加 72
.

1 %
。

粮食成本费
,

每 斤 玉米

降低 0
.

0 33 元
,

减少 1 10 % ;
谷子降低 o

。

0 34 元
,

减少 7 2
。

3 %
。

3
、

少耕法
。

无论从机车下地次数或从节省作业标准亩计算
,

均可比平翻耕法减少

动力消耗
。

据陈礼耕同志试验
,

减少动力消耗 35
.

5 %
,

亩平均节油 1
.

8公 斤
。

一个 生产

队如有耕地 80 一 1 20 公顷
,

则每年可节油 2 一 3 吨
。

同时
,

与之相适应的诸如修理费
、

工时费等也随之减少
,

生产成本当然降低
。

粗略计算
,

采用少耕法生产
,

亩成本费只需

1
.

3元左右
,

而采用平翻耕法生产
,

则需 2 一 3 元
。

(三 ) 提高了土壤肥力

实践和科学研究证明
,

水土保持耕作法
,

所 以能够增产和增加收益
,

主要是提高了

作物赖 以生长的土集肥力
。

当然
,

影响土壤肥力 的因素是很多的
,

而水土保持耕作法主

要是
:

拦蓄了雨水径流
,

减少 了土壤冲刷
,

结果是增加 了土壤水分
,

保持了土壤养分
。

1
、

拦蓄雨水径流
,

增加土壤水分
。

延安地区水土保持研究所 1 9 8 1年在 23
“

坡耕地

上进行垄沟耕作试验
,

在产流量 2 90
.

7 毫米 的情况下
,

垄沟耕作每亩径流 5 立方米
,

一

般耕作 12
.

1立方米
,

减少径流 5 8
。

8 3 %
。

山西省水土保持研究所 1 9 8 1年在 1 6
“

坡耕地上进

行早农蓄水聚肥改土耕作试验
,

在 降水 26 7毫米的情况下
,

一般耕作每亩流失水量 46
.

32

立方米
,

一

早农蓄水聚肥改土耕作没有流失水量 , 在 2 1
。

坡耕地上进行试验
,

在相同 雨 量

下
,

一般耕作每亩流失水量 5 7
.

9立方米
,

早农蓄水聚肥改土耕作只流失 4
.

34 立方米
,

减少

水土流失 92
.

5一 1 00 %
。

如果陕西省在 l , 5 00 多万亩未治理 的耕地上
,

2 / 3实行垄 沟耕作
,

1/ 3实行丰产沟耕作
,

土壤即可多蓄水 3
.

2亿多立方米
。

黑龙江省水土保持研究所克山实

脸站 19 8 0一 19 8 2年在克山县 3
.

6
“

的土地上进行少耕法试验
,

根据 19 8 2年秋季测定
,

在完

成一个轮作周期 后
,

少耕法区耕层 的渗透系数为 27 毫米 /分
,

比平翻耕法 区 大 0
.

83 毫米

/分 , 一小时的渗透量为 19 3
。

4毫米
,

比平翻耕法区多 8 1
。

3毫米 , 0一 20 厘米土层含水量

比平翻耕法区多 2
。

80 %
,

多贮水 4
.

2吨 /亩
。

2 0一 40 厘米土 层 多 3
.

40 %
,

多 贮 水 5
。

1吨 /

亩
,
贮水深度达 1 60 厘米

,

比平翻耕法区增加一倍
。

2
、

减少土壤冲刷
,

保持土壤养分
。

延安地区水土保持研究所试验证明
,

垄沟耕作

每亩可减少土壤冲刷量 90
。

8一 94
.

46 %
,

少流失表土 0
.

65 吨
。

根据土壤养分化验 分 析
,

表土中含全氮 Q
。

1 63 %
、

全磷。
。

1 28 %
、

全钾 l
。

47 %
,

.

有机质 0
.

5 1 %推算
,

在 O
。

65 吨表土

中
,

共含全氮 1
。

06 公斤
,

全磷 O
。

83 公斤
,

全钾 9
。

56 公斤
,

有机质 3
.

32 公斤
。

这些养分相

当于 5 00 斤农家肥料
,

或 4
.

6斤尿素
, 9

.

8斤过磷酸钙
,

34
.

7斤氯化钾
。

延安地区 采 用草

木择与谷类 5 年轮作制
,

保土效果也很显著
。

据试验
,

草木择地比农耕地和 自然坡地分

别减少土壤冲刷 7 3
。

5 %和 4 7
.

7 %
。

他们的垄沟耕作试验
,

同样是 23
“

坡耕 地
,

垄沟耕作

比一般耕作减少泥沙流失 9 4
.

4 6 %
。

如果陕西省在 1
,

60 0多万亩未治理 的坡耕地上
,

普遍推

行水土保持耕作法
,

则每年可减少输入江河的泥沙 1
.

1亿多吨
。

山西水土保持研究所 1 9 8 1

年早农蓄水聚肥改土耕作试验
, 1 6

。

坡耕地一般耕作每亩流失土壤 9
.

98 吨
,

而早 农 蓄水

聚肥改土耕作没有土壤流失
; 21

。

坡耕地试验
,

一般耕作每亩流失土壤 1 0
.

46 吨
,

而早农

蓄水聚肥改土耕作仅流失土壤 0
.

55 吨
,

保土作用达 89 一 1 00 %
。

黑龙江省水土 保持 研究



所克山实验站 9 18 0一 19 8 2年进行少耕法试验
,

由于少耕法改善了耕层构造
,

调整了土城
` 三相

” 比例
,

提 高了地温
,

从而增强了土城微生物的活性
,

加速了土坡养分的转化过

程
。

另外
,

由于少耕法具有减轻风蚀和水蚀的效果
,

也就减少了土镶肥分的摄失
。

一个轮

作周期后采耕层 ( O一 2 0厘米 ) 土集分析
,

少耕法区全量氮
、

磷转化较快
,

所余含量较

试验前稍有下降
,

但仍比平翻耕法区分别高 10
.

2 % 和 1 1
。

3 % , 水解氮
、

速效磷及有机质

含量则均较试验前有较大福度增加
,

并显着高于平翻耕法区
。

其中水解盆比平翻耕法区

高 1
.

1%
,

速效磷高 1 6
.

4 %
,

有机质高 18
.

8 %
。

这说明
,

少耕法对保特土 集 供肥能力有一

定作用
。

三
、

几个重要问题

纵观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各种水土保持薪作措施
,

大概有如下三个特点
: 一是和其

它农业技术措施紧密结合
; 二是各种水土保持措施互相交错

,

综合运用 , 三是因地而异
,

困地制宜
。

(一 ) 关于和其它农业技术措施紧奋给合的向题

延安市农技站通过对
“ 两法种植

” 的试验示范和推广
,

认为
“
两法种植

” 把整个栽

培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

促进了各项农业技术措施的紧密配合
。

l 、

改革了种植方式
,

增加 了密度
。 “
两法种植

”
由于沟深垄宽的原因

,

要求玉米 的行

距必须达 80 一 100 厘米
,

较过去增加了 20 一30 厘米
。

这样有利于玉米的合理 密 植
,

现在

玉米的密度由过去的 2
,

0 00 一 2
,

2 00 株 /亩
,

提高到 2 , 8 00 一 3 , 2 00 株 /亩 , 单产也有了大幅

度的提高
,

全延安市平均亩产达 6 00 斤
,

增产 50 %
。

山地水平沟播种
,

也实 行了 宽行密

植
,

谷子密度一般为 1
.

5一 2
.

0万株 /亩
,

高的达 2
.

0一 3
.

0万株 /亩
,

比过去有了成倍的提

高
。

2
、

促进了畜力中耕
,

提高了中耕质量
。

玉沐 中耕过去全靠人工幼
,

速度慢
,

质量

差
,

每人每天仅锄 1
.

5一 2
.

。亩
,

深中耕仅。
。

4一 。
.

5亩
,

秋收时田间充满了细毛草
,

每平

方米达 2 00 余根
。

垄沟种植后
,

普遍实行畜力中耕
,

一般中耕两次
,

苗期松 土一 次
,

深

度招一 17 厘米
,

拔节期一次中耕培土
。

一畜二人一 日可耕 20 余亩
,

人均 10 亩多
,

且质量

达到了深 中耕的要求
,

秋收调查 田间几乎没有杂草
。

这一措施 已成为玉米垄沟种植系列

化措施之一
。

山地实行水平沟宽行种植
,

对中耕作业也非常方便
。

3
、

加速了良种
、

化肥
、

农药
、

农业机械 的推广
。

因为过去实行广种薄收
,

群众不

重视新技术
,

故良种
、

化肥
、

农药
、

农业机械等
,

长期推广不开 , 推行
“
两 法 种植万

后
,

现在这些技术推广较快
。

过去推广金皇后玉米用了 8 年
,

而近年推广中单二号玉米

2 年就普及了
。 19 7 5年全延安市用化肥 2 ,

0 00 一 4 , 0 00 吨
,

现在施用近 10
, 。00 吨

。

过去有

病虫不防治
,

现在 出钱请人防治
。

4
、

推动着农业技术措施不断向系列化和标准化的方向发展
。

实行
.
两法种植

, 以后

显著的增产效果
,

吸引着广大农民
,

大家都想获得更高产里
。

但实映的结果总是效果不

一
,

增产的幅度从 40 一 4 00 %甚至 500 %
。

其原因是各地对
`
两法种植

,

的系列化措施理解

不深
,

对严把措施质量关认识不够
,

才出现了这样极不一致的效果
。

现在一个围绕提高



“ 两法种植
”
质量的措施系列化和标准化的技术推广 工作

,

正在向纵深发展
。

(二 ) 关于相互交错
、

综合运用的问皿

以早农蓄水聚肥改土耕作为例
,

此耕作法把土地耕作成种植沟和生土垄两个截然不

同的部分
,

种植沟内肥土厚
,

以利种植作物当年增产
。

凸起 的生土垄种绿肥
,

利用根部

固氮
,

地上部刘割压青
,

增加土壤有机质
,

再经 过风吹
、

日晒
、

雨淋
、

根系穿插
,

加速

了土壤熟化和团粒结构的形成
,

使土坡结构变好
,

肥力增高
,

水
、

肥
、

气
、

热协调
。

据山西省水土保持研究所 19 7 8一 1 9 7 9年 的试验资料
,

在生土垄上亩施 黑 矾 10 0斤
,

风化煤 4 00 斤
,

种植怪麻
、

草木择
、

大豆等绿肥作物
,

当年每亩产草木择 65 6斤
,

大豆蔓

85 6斤
,

怪麻 98 2斤
,

翻压入生土垄
。

据洲定
: o一40 厘米土壤容重减小 0

.

18 一 0
.

21 克 /立

方厘米
,

有机质达到 0
.

66 一 0
.

91 %
,

比常规耕作增加了 0
.

13 一 。
.

38 %
。

在第一年 亩 产

玉米 1
,

2 9 0
.

4斤的基础上
,

次年种谷子亩产 6 9 1
.

3斤
,

种玉米亩 产 9 9 8
.

3 斤
。

第二
、

三
、

四年
,

可采用三种方法耕作种植
:
一种是从第二年起仍按一般耕作法种植

,

初步资料证

明
,

搞一年蓄水聚肥改土耕作可增产三年
,

第四年则有减产趋势
, 4 年总计能增产 36 % ,

第二种方法是
,

第二年继续在生土垄上种绿肥作物
,

种植沟内条施肥
,

就 地 耕 翻 种作

物
,

第三年再按一般耕作法种植
。

此法既能有效控制坡耕 地水土流失
,

减少耕翻用工
,

又能在三年内压二次绿肥
,

增产显著
,

3 年平均亩增产 9 2
.

6% , 第三种方法是
,

在同块

地年年搞蓄水聚肥改土耕作
,

垄上种绿肥作物压青
,

形 成一个以地养地 的耕作制度
。

初

步资料证明
,

这种方法是加速坡地变平
,

解决缺肥
,

提 高土壤肥力
,

获得高产稳产的有

效途径
。

4 年粮食总产是 3 , 0 9 9
.

3斤
,

比常规耕作亩总产 1 , 9 7 9
.

了斤
,

增产 72
.

3 %
。

产鲜

草 3 , 2 02 斤
,

等于每年亩增施厩肥 1 , 0 00 斤
。

分析蓄水聚肥改土耕作
,

具有以下特点
。 1

、

把深耕和集 中施肥结合了起来
,

而且

实现了肥料深施
; 2 、

把种绿肥和种粮结合了起来
,

并实行了绿肥压青
, 3 、

把深耕和

留垄结合了起来
,

实质是深耕和少耕 (指垄不是年年耕 ) 相结合
; 4

、

当然也配合实行

了密植
、

增施肥料等措施
。

这就实现了各种措施相互交错
,

综合运用
,

故 增 产 效 果显

著
。

(三 ) 关于因地而异
,

因地翔宜的问题

全国各地现在实行的水土保持耕作法
,

确实不少
,

虽然基本作用一致
,

但均根据各

地的实际情况而有所差别
。

其目的是适应各地的具体情况
,

做到了因地制宜
。

陕西省延安地区推广的
“ 四法

”
种植 (指山地和坡耕地 的水 平 沟 种 植法

,

适宜于

川
、

原
、

台
、

沟
、

坝地和较为平坦土地的垄沟种植法
,

间作套种法和油
、

豆
、

草为主的

的生物肥田法 )
,

由于适合延安地区的实际情况
, 1 9 7 9一 1 9 8 2年四年 间

, “ 四法”
种植

面积达 6 6 0万亩
, 19 8 2年种植面积达到 2 64 万亩

,

占粮田面积 47 % ; 累计增 产 粮食 4
.

0亿

斤
,

使全区粮食已进入一个稳定增产的新阶段
。

4 年平均总产 9
.

4 25 亿斤
,

比 19 7 8年增

产 10
。

89 % , 亩产 1 72
。

28 斤
,

比 1 9 7 8年增长 14
。

85 % , 人均生产粮增加 10
.

48 %
,

人均口

粮增加 8
.

29 %
。

四川省实行的水早耕作法
,

采用梯田整地
,

拦蓄天然雨水
,

既可种植水稻
,

又可栽

培早粮作物
,

因此水早耕作面积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一半 (约 5 ,

00 0万亩 )
。

当 然 由于各

地气候因素
、

地形
、

地貌
、

地质
、

土壤和人工水利条件不 同
,

水早耕 (下转第85 页 )



4
、

曹养成分 (见衰 1 )
。

从表 1中看出
,

高羊茅草粗蛋 白质和钙的含量均高于无芒

雀麦和老芒麦
。

襄1 离羊茅草 , 养成分

谬退
、

…
高羊茅草

无芒雀麦

老芒麦

粗蛋白质 粗灰分 水 分 { N

分 析 单 位
( % ) (% ) (% ) (% ) (% )

C a

( % )

1 2
。

4 0
。

3 1 ! 0
。

5 9

1 0
。

9 0
。

5 6 : 0
。

4 7

】
” ·

5 6

【
。 ·

“

本所

若尔盖

红原县草原站

1

1
...卜............................. J

4
,1OJ

…
弓口斤̀户O

三
、

试验分析

l
、

离羊茅草根系发达
,

固土力强
。

在播种行距 0
.

8米
,

株距 0
.

3米的情况下
,

播种

当年草根密布于 o 一 40 厘米土层中
,

交错成网
,

把表土刨出后
,

可看出土与须根固为一

体
,

土不能散落
。

同时地上茎叶茂盛
,

可盖住地面
。

这充分说明
,

高羊茅草是保持水土的

优良牧草
。

2 、

高羊茅草抗寒
,

耐旱
,

抗逆性极强
。

在陕北 10 月下旬气温降至 一 4
.

2 ℃时
,

叶

色仍为浓绿色
,

到 n 月中旬才开始枯黄
,

冬季气温在 一 23 ℃以下能安全越冬
。

生长情况

比同期引入的俄罗斯黑麦草
、

西伯利亚冰草
、

长穗冰草
,

中华羊茅等都好
。

在武功夏季炎热
, 19 8 0年气温高达 40 ℃时

,

多数牧草因高温生长受到抑制时
,

但高羊

茅草仍能旺盛生长
,

叶色浓绿
,

有极强的抗干热风性
。

到 12 月中旬气温降到 一 3 ℃时
,

高羊茅草叶色仍深绿
,

心叶仍有缓慢生长现象
。

3
、

高羊茅草膏草期长
,

草质好
,

产草 t 高
。

在陕北 3 月下旬返青
,

11 月中旬枯黄
,

青草利用期 2 40 天左右
; 武功 2 月下旬返青

,

12 月上旬枯黄
,

青草利用期 2 90 余天
。

该草

茎叶柔软
,

适 口性强
,

各种家畜都喜食
。

特别是刘割后再生力强
,

耐践踏
,

是放牧牲畜

的优良牧草
。

种子产量高
,

成熟期较一致
,

便于采收及草地的天然更新
,

是陕北黄土丘

凌区改良天然草场及建造人工草地的优良牧草之一
。

日日 9日与它 9 9 9呀l分日习日 g 曰 g石、分日分曰 g呀旧石}g曰 g 曰巧曰 g呀 19石 } 9 9 9石 }分日分日巧呀19 9分9分日牙曰分日分白巧曰 g曰 g曰习曰分日分日9日g曰日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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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分为冬水种稻
、

水早轮作和半早式耕作三种
。

甘肃等省区实行的砂 田
,

则适用于特 别干旱的地 区
,

它既可蓄水保墒
,

防早抗早 ,

又可改善农田热量状况
,

还可减轻盐碱
、

风蚀
、

水蚀的危害
。

湖北省片麻岩山地茶园实行的双条丛密植免耕和青草覆盖
, 浙江省低丘红壤实行的

等高撂壕改土栽培 , 湖南省实行的柑桔套种耕作法 , 东北地区普遍试验示范的少耕覆盖

拼作法等
,

均由于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
,

因地制宜
,

因而在生产上都产生 了巨 大作

用
。

这就告诉我们
,

水土保持耕作措施
,

和其它农业技术措施一样
,

也应因地而异
,

因

地翻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