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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岗在我国广东
、

福建
、

江西
、

湖南等地常见
,

它既不同于工程地质学中所指的岩块的崩坍

作用
,

也区别于地貌中通称的冲沟或切沟
。 “
崩

” 是指以崩坍作用作为重要的侵蚀方式
, “
岗

”
则

指所形成的地貌形态
。

因此
,

它具有发生和形态方面的双重涵义
。

由于崩岗在我国热带
、

亚热带

地区发生频繁
,

分布面广
,

其涵义确
一

切而形象
,

已被广泛应用在土壤学
、

水土保持学
、

地理学等

文献中
。

在我国南方上壤侵蚀研究中
,

则被作为重要的侵蚀类型之一
。

崩岗侵蚀产沙量极大
,

单个崩岗每年产沙量可达 5 00 一 1 , 。00 立方米
,

流失泥沙淹没农田
,

淤塞

水库
,

抬高河床
,

破坏农业生产
,

妨碍水利和航运建设
。

由于崩岗发生突然
,

有时引起
“
暴 地

水
” 和 “ 泥沙石流 ” 现象

,

以致冲毁房屋
,

威胁人 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 1 92 1年

,

江西赣县下浓村在

一次暴雨中发生几处大崩岗
,

毁坏农田 1 70 亩
,

冲坍民房 50 余间
,

死伤多人
。

崩岗侵蚀还大量切割

土地
,

使成为难以利用的
“

劣地
” 。

如广东五华县
,

崩岗面积占总流失面积的 30 %左右
,

每平方公里

流失面积平均有崩岗近 30 个 ;
德庆县官好 乡富罗径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崩岗 38 个

,

该县 新好鸡毛涌

0
.

3平方公里面积就有崩岗 39 个
。

南方严重的崩岗侵蚀区
,

崩岗面积可占坡面总面积的 50 %以上
。

崩

岗侵蚀给山区经济建设带来巨大障碍
。

研究崩岗侵蚀的成因及发展规律
,

为制定治理措施提供依

据
,

是南方水土保持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

一
、

分布特征

崩岗侵蚀的分布受到一些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制约
,

具有以下的分布特征
:

1
、

地带性分布
。

崩岗属水力侵蚀范畴
。

崩岗侵蚀与气候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
,

它的分布在

相当程度上也反映地带性的特征
。

我国热带
、

亚热带地区年雨量 1
,

00 0一 2 , 5 00 毫米
,

年径流深度

达 60 G一 1
,

6卯毫米
,

加之常出现每小时 3C 一 150 毫 米 以上的降雨
,

雨量大
,

暴雨多
,

为暴 流 冲

刷导致崩岗发生提供必要的条件
。

因此
,

崩岗侵蚀多分布在我国地处热带
、

亚热带的 广 东
、

江

西
、

福建
、

广西
、

湖南以及云南
、

贵州等省区
。

崩岗侵蚀的分布还受到与地带性有关的风化物厚度的影响
。

在高温多雨条件下
,

岩体风化迅

速
,

多形成巨厚的风化层
。

以花岗岩风化层为例
,

其厚度常达 10 一 20 米
,

甚至 4 0一 50 米
,

而且由

北向南厚度递增
。

在相 同条件下
,

崩岗侵蚀随着风化物厚度的增大而加剧
。

2
、

垂直分布
。

因地形部位和高度的不同
,

风化剥蚀过程亦不相 同
。

地势高
,

风化强度弱 ,

坡度陡
,

剥蚀作用大
,

故风化层薄
。

反之
,

地势低而缓
,

风化强度大
,

剥蚀作用小
,

则风化层较

厚
。

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
,

崩岗侵蚀的分布不仅有一定的高程界限
,

而且有垂直分布的特点
。

如

福建安溪县官桥地区
,

由河谷至两侧山地因风化物厚度不 同
,

崩岗侵蚀程度随之而异
。

剧烈和强

度崩 岗侵蚀多见于海拔 1 50 一 2 50 米
、

风化物厚为 20 一 50 米的花岗岩低丘陵上
; 轻度和中度崩岗侵

蚀则见于海拔 2 50 一 3 00 米
、

风化物厚度为 1。一 20 米的花岗岩高丘陵上
;
而风化物厚度小于 1 米

、



海拔高于 3 00 米的变质岩
、

火 山岩山地
,

未发现崩岗侵蚀
。

江西南部地区花岗岩风化物的 分布高

度
,

大致在海拔 1 50 一 35 0米范围内
,

崩岗侵蚀分布亦大体与之相适应
。

这里崩岗侵蚀的分布地形

主要为低丘 (相对高50 一 1 00 米 )及部分高丘 (相对 高 1 00 一 2 00 米 )
,

二者多处于侵蚀盆地内
,

风化

物厚度较大
,

崩岗较为集中
。

如江西兴国县的杨村
、

丁龙
、

古龙岗
、

永丰公社
,

赣县的田林
、

白鹭

公社
,

于都县的水头公社
,

寻鸟县的留东
、

南桥公社
,

上犹县的金盆形
,

定南县的沙头公社
,

信

丰县的龙舌
、

牛颈公社
,

龙南县的杨村公社
,

都属于这种侵蚀盆地
。

此外
,

广东的五华县
、

德庆

县
,

福建的安溪
、

惠安等县境内
,

均有类似的花岗岩侵蚀盆地
,

崩岗侵 蚀 均 严 重
。

这些盆地在

漫长的地质年代中
,

逐渐形成了低平的剥蚀面 (与山地比较而言 )
,

盆地内气温较高
,

昼夜温差

大
,

地下水活动频繁
,

风化过程强
,

同时因地形较平缓
,

便于保留深厚的风化层
,

而在周围山地

则缺乏这些条件
。

因而
,

低缓的古代侵蚀盆地是风化物发育的先决条件
,

而处于一定的高度范围

内的花岗岩盆地
,

多分布现代的崩岗侵蚀
,

成为垂直分布的重要特征之一
。

3
、

区域性分布
。

岩性是直接影响岩体的风化速度和厚度的重要因素
。

本地区花岗岩岩体中

富含易风化的长石和云母
,

分别达 60 一“ %和 8一 1 3
.

3%
,

加之
,

节理构造发达
,

有利于雨水和

空气的渗入
,

在热带
、

亚热带气候条件下
,

更加速了岩体的风化
,

形成巨厚的风化层
。

节理的发

育
,

特别是垂直节理的强烈发育
,

也有助于崩岗的形成
。

节理面往往成为崩岗的活动面
,

故花岗

岩节理构造多的地区
,

崩岗分布也多
。

根据实测
,

兴国县杨村附近的崩岗区
,

两米以内 85 一 2 6 50

方向的节理可达 19 条
, 1 5。一 3 3 0

。

方向的节理在同样长度内有 4条
。

在崩岗壁边缘有很多垂 直裂

隙
, 2 平方米内裂隙总长达 6一 12 米

,

而且大部分平行于崩岗陡壁
。

这些裂隙除其它原 因形成 的

以外
,

大部分由节理构造形成
。

赣县田村公社金沟形崩岗区
,

崩岗壁上分布着许多几近垂直方向

的节理
,

其间距大致为 50 一 1 00 厘米
,

沿着节理发育的崩岗极为普遍
。

由于上述岩性特征
,

花 岗

岩区往往是严重的崩岗侵蚀区
。

此外
,

以粗砂为胶结物质的砂砾岩
、

泥质页岩
、

千枚岩
、

玄武岩等
,

也易形成 厚 层 的 风化

壳
,

崩岗亦甚多见
。

如江西赣县三溪公社下浓大队发育于砂砾岩上的崩岗
,

大的宽度可达 90 一 1 00

米
,

长达 1 50 米
。

反之
,

抗风化的基岩
,

如石英砂岩
、

红砂岩
、

板岩等
,

风化层较薄
,

崩岗 侵 蚀

较少 或无发生 ; 紫色页岩虽易风化
,

但其碎屑物多发生泻溜易被流水冲蚀
,

堆积物不厚
,

亦难发

生崩岗侵蚀
。

人为活动严重破坏植被的地 区
,

往往是崩岗集中分布的区域
,

使崩岗侵蚀区呈不连续的块状

分布
。

二
、

成因分析

1
、

硫松
、

深厚的风化物是崩岗俊蚀的物质墓础
。

风化物必须疏松而且深厚
,

二 者 缺 一 不

可
。

如果仅深厚而不疏松
,

坚如基岩则不致发生崩岗 ; 相反
,

仅疏松而不深厚
,

如浅薄的土层亦

不致发生崩岗
。

我国西北黄土区崩坍作用所 以盛行
,

而热带
、

亚热带区多崩岗侵蚀
,

均与存在疏

松
、

深厚的堆积物 (黄土或风化体 ) 有关
。

在崩岗发展过程中
,

风化物愈厚
,

形成的 陡 壁 则 愈

高
,

重心就愈不稳定
,

其发展速度则更快
,

规模也更大
。

风化物厚度通常是衡量崩岗侵蚀程度和

预测某一地区能否发生崩岗的重要指标
。

据调查
,

风化物的厚度在 2 0一 50 米之间
,

崩 岗发 生 最

多
,

10 一 20 米次多
, 3一 10 米少量

, 3 米以下一般无崩岗发生
。

土壤或土体的疏松状况可用它们的抗蚀性和抗冲性指标加以比较
。

有机质含量较高的土壤丧

层较有机质含量少的下部土层具有较大的抗蚀性
,

而下部心土层和粘性母质的粘粒及铁铝氧化物

含量较高
,

则具有较大的抗冲力
。

当土壁层和红土层被冲蚀 以后
,

将降低土体的抗蚀抗冲能力
,



加速崩岗的发展
。

花岗岩风化物下部的砂土层和碎屑层不仅有机质含量少
,
< 0

.

01 毫米的物理性粘

粒一般仅 n 一 20 %
,

< 0
.

0 01 毫米的粘粒通常也在 5 % 以下
,

铁铝氧化物含量也不高
。

由于 缺 乏

有机质
、

粘粒和铁铝氧化物作胶结物质
,

它们的抗蚀性和抗冲性均很差
,

水稳性指数和抗冲指数

分别为 5 %和 。
.

22 左右 (表 1 )
。

静水分散试验证明
, 0

.

7一 1
.

。毫米的土粒在静水中 1分钟内全

部分散
。

花岗岩风化层的厚度及主要性态见表 2
。

由表 1
、

表 2可知
,

风化的砂土层和碎屑层不仅疏松而且深厚
,

为崩岗侵蚀提供了物质基础
。

在保留红土层的地段
,

土壤抗冲力较强
,

侵蚀速度较小
,

向下切割至砂土层或碎屑层时
,

抗蚀抗

冲力均明显降低
,

下切速度加快
,

导致崩岗侵蚀剧烈发生
,

乃至球状风化层的抗冲力加强
,

下切

速度因而减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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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花肖岩风化物厚度及主耍性态

风 化 层
厚 度
(米 ) 主 要 性 态

红棕
,

质地粘重
,

块状结构
,

结持紧密
,

透水性差
,

抗冲力较强
,

最大分子持水

红 土 层
`

1一 l
。
2

量 20 一 25 %
,

胀缩度22 一 28 %
。

灰 白或粉红带棕
,

质地砂性
,

散粒状结构
,

结持疏松
,

透水性较强
,

抗蚀抗冲力
砂 土 层 } 1 0一1 5

均差
,

最大分子持水量 13 一 19 %
,

饱和水量 27 一 30 %
,

胀缩度 20 一 26 %
。

碎 屑 层
’

10 一 20

与花岗岩本色相似
,

质地砂性大
,

碎屑状结构
,

结持松
,

透水性较好
,

抗蚀抗

冲力差
,

最大分子持水量
、

饱和水量
、

胀缩度与砂土层相似
。

球状风化层 3 一 岛

与花岗岩岩体颜色基本相似
,

矿物保持原来的晶形与结构
,

以物理风化为 主
,

有较强的抗冲力
。

2
、

径流和重力作用是崩 岗侵蚀的动力
。

崩岗是在径流和重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

二者互

相联系又互相促进
,

使崩岗侵蚀不断发展
。

地表径流一散流和暴流能分散
、

冲刷
、

切割土壤 (或土

体 )
,

并搬运和沉积它
。

据人工降雨测定
,

在 1 5
。

地表无植被花岗岩发育的红壤上
, 0

.

75 毫米 /分

强度的降雨
, 5 分钟后即产生地表径流

,

其径流系数达 0
.

09 左右
。

又据江西兴国城岗水土保持试



验站观测
,

在无任何保土措施的红壤光坡上
,

当降雨强度为 8
.

8毫米 /时
,

即使降雨量不 大 ( 2
·

2

毫米 )
,

也能产生冲刷现象
。

正如上面所述
,

本地常年径流深 6 00 一1 , 6 00 毫米
,

这些以散流和暴流

形式出现的地表径流
,

对地表的刻划作用是非常强大的
。

如广东五华地区
,

在疏松的风化层上
,

60 年内地表平均冲刷 60 厘米
,

即每年地表平均降低 1 厘米 , 南方剧烈流失区
,

侵 蚀 模 数 常 达

1 3
,

50 0吨 /平方公里 以上
,

即每年冲刷地表 1厘米 以上
,

在切入土层并形成陡壁 以前的片蚀和浅沟阶

段
,

由重力支配的崩坍过程不致发生
。

径流对崩岗侵蚀的直接作用
,

集中表现在下切过程中
,

当

地势高差大
,

集流面上来水多
,

径流的切割力量加强
,
下切速度增快

,

从而加大陡壁的高度和不

稳定性
,

为加剧崩岗发生创造条件 , 同时
,

径流对风化物中节理的破坏
,

不断扩大裂隙的宽度和

深度
,

亦加速了崩坍的发展
;
部分水体渗入地下变为潜流

,

形成滑动面
,

也使滑坍现象增多
。

但应该指出
,

崩岗向两侧扩展和后退
,

主要依赖崩

坍作用
。

暴雨季节
,

土体吸水增重
,

并因土体水化而体

积膨胀
,

沿着沟缘陡壁产生大致平行的裂隙
。

当土体重

量大于其内聚力时
,

便失去平衡沿着这些裂隙或原有的

节理方向发生崩坍
,

特别是在降雨量多
、

持续时间久的情

况下
,

崩坍现象更为增多
。

随着径流继续下切和冲刷
,

崩岗壁又复加高
,

边缘裂隙也不断扩大加深
,

为下一次

崩坍作用创造条件
。

因此
,

径流的下切及冲刷过程与崩

坍过程是交替进 行
、

互相 促进的
,

使得 崩岗不断地扩

大
。

径流和崩坍作用与 崩岗发展的关系图式见图 1
。

实

际上
,

大多数崩坍发生的一瞬间
,

径流和崩坍作用往往

是同时同地存在的
,

二者难以截然分开
。

上述图式作为

崩岗侵蚀总的过程而言
,

还是比较合适的
。

只是在径流

和崩坍综合作用下才能产生崩岗侵蚀
,

二者都是不可缺

少的动力
。

3 、

人为破坏活动是加速崩肖怪蚀的主导因素
。

在

自然植被未破坏之前
,

由于地震在个别地段亦可能发生

崩岗
,

但一般情况下
,

自然植被能保护地表
,

减少径流
,

} 、至 ;无 。乍用 }

下 切 } 1揭 钦

陡壁增副 }裂嗦扩大

水 兮作用

口
及水增全 } 1水1七膨服

子
…

圈 1 径流和崩坍作用与崩肖发展的关系圈

防止冲刷和崩坍
,

只有当植被破坏 以后
,

径流直接冲刷裸露的地表
,

才逐渐发展成崩岗
。

从崩岗

发生的历史看
,

绝大多数是现代发育的
,

久的约有 70 一 80 年
,

短的只有 30 一40 年
,

基本上与近百

年来的自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的历史相吻合
。

如广东五华县植被破坏约 1 00 多年
,

崩岗发育 已达相

当严重的程度
,
福建安 溪 县官桥地区崩岗侵蚀剧烈

,

总面积达 64
.

5平方公里
,

特别是近 50 一60 年

来
,

由于植被遭 到 更 大 破坏
,

急剧加速崩岗的发展
。

据 1 9 5 6年调查
,

50 年前 (从 1 9 5 6年起算 )

该县莲美大队有 5 个小崩岗宽 2 一 3 米
,

深 1 一 2 米
,

长约 12 米
,

至 1 9 6 5年已经发展成宽 70 米
、

深 25 米
、

长约 15 0米的大崩岗
,

崩岗头部每年平均前进约 2
.

8米
。

目前那里的崩岗面积 己占坡面总

面积的 50 % 以上
。

此 外
,

从崩岗侵蚀分布情况看
,

约 90 % 的崩岗都分布在植被遭严重破坏 的 地

区 ; 其它如不合理地开挖山圳
、

排水沟
,

乱挖矿砂以及公路
、

铁路两侧缺乏加固措施时
,

也会导

致崩岗的发生
。

这些均说明人为活动对崩岗发展的巨大影响
。

由此可见
,

疏松深厚的风化物以及径流和重力等 自然因素
,

仅是崩岗发生的潜在因素
,

只有

在人为活动破坏了 自然植被的基础上
,

它们才为崩岗的发生和发展提供加速 的条件一动力和物质

基础
,

而人为破坏活动是崩岗侵蚀的主导因素
。

同泥石流相 比
,

崩岗侵蚀受人为活动影响更大
。



据有关方面调查
,

约 70 %的泥石流与人为活动有关
,

30 %的泥石流是由地质因素直接造成而难以

杜绝的
;
而崩岗侵蚀则近 10 0%与人为活动有关

,

它并非不可预防和杜绝的
。

只要发挥 人 为因素

的积极作用
,

对可能发生崩岗的潜在危险区
,

合理利用土地
,

维护良性的生态系统
,

崩岗侵蚀是

可以预防的
。

三
、

发展规律

崩岗侵蚀因其类型不 同
,

发展规律也不尽相同
,

但大部分崩岗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

即

初期阶段
、

中期阶段和末期阶段
。

每个阶段具有不同的侵蚀速度和侵蚀形态
。

1
、

初期阶段
。

径流冲刷能力大于土壤 (或土体 )的抗蚀抗冲能力时
,

开始在地面刻划成许多

细沟
,

细沟未被及时防治
,

则进一步发展为浅沟以至水蚀穴
。

在凹形坡上
,

径流呈扇 形 集 合 方

式
,

先是径流的集合点上 (一般在坡的中部 ) 形成水蚀穴
。

这时由于破坏土体的重力与保持土体

的内聚力之间仍处于平衡状态
,

尚未发生崩坍现象
。

浅沟或水蚀穴形成后
,

汇集了更多的径流
,

便

逐渐向切沟过渡
,

形成陡峭的沟壁
。

切沟的横断面呈 ,rL形
,

狭窄而陡
,

沟底比降较大
,

基本上与

坡面相一致 (图 2)
。

本阶段以径流下切作用为主
,

重力崩坍未显示作用
,

但 切沟已具有一 定 高

度的陡壁
,

为重力作用破坏土体的平衡创造条件 ; 同时在凹形坡上的切沟
,

也由单头的发展成为

多头的
,

向瓢形崩岗阶段过渡
。

2 、

中期阶段
。

随着沟底下切而陡壁逐渐加高
,

其不稳定性增大
,

崩坍现象开始发生
,

其规模

也愈来愈大
,

有时几十甚至几百立方米的土体崩坍下来
,

使边坡扩展和崩岗头部前进速度大大加

快
。

疏散的崩落物极易为径流所挟带
,

造成大量的流失
。

崩落物在未流失之前
,

对崩岗壁有一定

的支撑作用
,

一旦被流失之后
,

下切作用又重新复活起来
; 同时由于崩岗场的扩大

,

径 流 量 增

加
,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下切过程的发展
。

故本阶段径流下切和崩坍作用的相互促进过程表现得

百尸r̀了松、飞
纵断 面

hhaa臆ha

日 2 翔润. 蚀发展阶段示愈圈

最突出
,

它是崩岗发展过程中最活跃的时期
,

流失量最大
,

危

害也最严重
。

这一时期崩岗形态具有高大陡峭的崩岗壁
,

一般

为 65 一 8 5
。 ,

横断面较宽
,

纵断面比降比前 一阶段 显著减小
,

与坡面曲线不相一致 ( 图 2 )
。

在凹形坡常形成肚大 口小的瓢

形崩岗
,

因坡的中
、

上部位土层深厚疏松 (砂土层和碎屑层 )
,

崩坍量大
,

速度快
,

形成高大开阔的大肚子
;
坡下部多质地粘

重的坡积
、

洪积物质
,

而且实际集流面积很小
,

崩坍作用慢
,

在出口 处形成狭窄矮小的巷沟
。

如福建安溪县官桥
、

龙 门 公社

瓢形崩岗分布很多
,

其中有个崩岗发育于中
、

上坡厚度约 3 5米

的砂土层和碎屑层上
。

这部分崩岗宽 80 米
、

深 30 一35 米
,

横断面

宽而深
;
出口处为厚度 3一 5 米的网纹红土

,

形成高仅 2
.

5米的

巷沟
,

横面低矮狭小
,

崩岗的上下部位呈明显的不对称状态
。

3 、

末期阶段
。

崩岗进一步发展
,

其上部逐步扩展到集水

斜坡的上缘和分水岭附近
,

径流的冲刷小
。

由于径流引起的下切和边坡割切作用已基本停止
,

但

重力破坏土体平衡的作用仍然存在
,

崩坍现象亦有发生
,

使崩岗面积逐步扩大
。

因此
,

本阶段内

破坏土体平衡的重力作用 占主要的地位
。

崩岗进一步向分水岭和集水 斜 坡 两 侧逼近
,

使相邻的

崩岗之间形成狭窄的刀背状或塔状峭壁 ; 有时分水岭两侧相对发生的崩岗
,

可将分水岭分割而互

相串通起来
,

仅在中间留下低矮狭窄的陡崖
。

这些低矮的残壁受重力破坏影响已很小
,

即使有崩

坍产生
,

其速度亦很缓慢
,

所以崩岗发展趋 向缓和甚至停止的阶段
。

但崩岗内崩积 物 的 流 失和



徒壁上的泻溜侵蚀仍有发生
。

本阶段的崩岗具有宽阔的崩 岗场
,

场内有泥沙堆积
,

比降小
,

流失

量 也大为减少 (图 2)
。

除瓢形崩岗外
,

条形崩岗基本上也经过这三个阶段
。

后者一般在下坡开始形成
,

逐渐溯源而

上
,

亦可由沿径流线的一连串水蚀穴互相 串通扩大而成
。

当切至砂土层和碎屑层时
,

下切和扩展

速度显著增加
,

但由于上部集水面积不大
,

其发展速度 比瓢形崩岗来得小
。

条形崩岗在直形坡或

凸形坡上多呈平行或放射状排列
,

但到末期
,

相邻几个条形崩岗可以互相串通变成一个大崩 岗
,

使整个坡面变得更加支离破碎
。

除上述的一般发展程序外
,

有的崩岗则不具有完整的三个阶段
,

如弧形崩 岗受上部径流影响

极小
,

主要受曲流捣蚀
、

地下水及重力影响而形成
,

在 山谷 陡 坡 (大于 6 0
。

)
、

山圳
、

水 圳两

侧
,

均可直接形成弧形崩岗
。

四
、

治理措施

根据对崩岗侵蚀成因及其发展规律的分析
,

为了消除或削弱其发生动力— 地表径流和重力

作用
,

治理措施应以拦蓄径流
、

消除冲刷和稳定重心
、

防止崩坍为目的
; 同时

,

为了防止它的发

生和发展
,

必须注意预防
,

`

警惕
“
点点沟穴

,

引起崩 山
” ,

要治早
、

治小
、

治好
;
此外

,

必须采

取生物措施保护土壤和改 良土壤
,

提高抗蚀抗冲能力
。

具体措施是上截
、

下堵
、

中绿化
。

1
、

上截
。

截住崩岗上部来的径流
,

防止下切和扩张
,

即修挖撇水沟
、

竹节排水沟等
,

将径

流引至安全地段排出
; 此外

,

采用植物防护带
,

围绕崩岗头部带状种植草
、

灌
、

乔木林带
。

带间

距离和草
、

灌
、

乔木林带的数量
,

因坡面宽度不 同而异
,

一般根据坡宽带多而稀
、

坡窄带少而密

豹原则加 以配置
,

从上而下依次配置乔灌草带
、

灌草带和草带等
。

2
、

下堵
。

即在坡下修建各类谷坊拦蓄泥沙
,

抬高侵蚀基准面
.

稳定坡脚
,

减少崩坍
。

如采用土谷

坊
、

石谷坊
、

芒箕谷坊
、

编篱谷坊及生物谷坊等
。

根据崩岗比降和集水面积大小
,

选择适当位置

加以修建
。

为了均匀地缩减基准面高差
,

对长而大的崩岗须分段修筑多级谷坊
,

节节拦沙
,

下一

级谷坊的顶部大致与上一级谷坊的基部等高
; 当谷坊淤满时

,

再逐级加高
,

以继续调整侵蚀基准

面
。

3
、

中绿化
。

即在崩岗内植树造林
,

固土改土
。

实践证明
,

谷坊内蓄积了泥沙
,

改善了水分

和养分状况
,

为植物生长提供有利条件
。

在崩岗内种植竹类 ( 毛竹
、

芦竹
、

黄竹
、

万竹等 )
、

杉

树
、

按树
、

乌柏
、

拐枣
、

柳树
、

胡枝子
、

紫穗槐等
,

对固定崩岗内泥沙
,

改 良土壤
,

调整侵蚀基

准面
,

均有 良好效果
;
并可发展一定数量的果树林和经济林

,

增加收益 ; 为了固定松 散 的 崩 落

物
,

在上面撒播树木种子或草
、

灌
、

乔种子混播
,

能加速绿化进度
。

为了加速崩岗壁的绿化并减少重力影响
,

可采用削坡开级方法
,

使陡壁台阶化
,

或修成窄梯

田 (宽 2一 3 米 ) 种植果树或经济林木
,

既固定 了崩岗也充分利用 了崩岗
,

这种方法在江西
、

广

东等地得到了较好的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