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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坊沟流域土地资源的数量质量评价

张 方 李壁成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纸坊沟流域是延河支流杏子河下游的一条小支沟
,

沟长 8 公里
,

集水面积 8
.

3平方公里
。

流

域内包括两个行政村的纸坊沟
、

寺嚷现
、

瓦树塌三个自然村
,

共有 82 户
, 3 65 人

。

人口密度 每 平

方公里 4 4
.

2人
,

每人平均土地 34 亩
。

由于新构造运动的影响
,

加之垦耕指数越来越大
,

土壤侵蚀十分

强烈
。

尤其是上游重力侵蚀 活跃
,

沟头不断延伸
,

沟间地被切割和蚕食
,

造成地面支离破碎
,

土

地类型复杂多样
,

为典型的梁状黄土丘陵地貌
。

为了深入研究陕北黄土丘陵区的土地类型结构和土地利用现状
,

为这一地区合理利用土地资

源
,

改善生态环境
,

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的总体功能提供依据
,

我们对纸坊沟小流城进行 了土地 资

源调查
,

编制出 1 :
5

, 0 00 的土地类型图和土地利用现状图
,

并对土地适宜性和合理利用作出评价
。

一
、

自然地理概况和土地类型

纸坊沟属暖温带半干早气候区
,

年平均温度 8
.

8℃ ,

年平均降水量 54 9毫米
,

年总 幅 射 量 为

12 6
.

2千卡 / 平方厘米
。

其地质基础为深厚的中生界河湖相沉积岩系
,

岩层水平
,

构造简单
。

地面

组成物质最老的地层为侏罗系砂岩以及砂岩
、

泥岩和页岩互层
,

其上覆盖着 1 一 5 米三趾马红土

和约 50 米厚度不等的马兰黄土和离石黄土
。

在离石黄土内含有古土壤条带
,

沟谷
、

川台有冲积而成

的次生黄土分布
,

夹杂砂砾石
,

厚度不超过 1 0米
。

流域内地面起伏频率很大
,

海拔最高点为 1 ,

42 5
.

7

米
,

沟口最低点为 1 , 0 53 米
,

高差 3 7 2
.

7米
。

梁赤顶部最大相对高差 2 0 5
.

7米
,

上 下 游 沟 床 高差

21 0米
,

平均纵比降 37 编
,

沟谷大都深切入基岩
。

同时陡坡面积比例也很大
,

沟 间 地 中> 25
。

的

面积 占4 9
.

2%
,

沟谷地内> 25
“

的面积 占82
.

7 %
。

沟壑密度每平方公里 5
.

08 公里
,

沟 谷面积占总

、
一

面积的 6 3
.

5%
,

也就是说
,

一大半地面已被沟谷所蚕食
。

流域中的地带性土壤— 黑沪土因长期遭受剥蚀
,

现仅零星分布于分水嫣部和沟 台等 地 势

低平处
,

而绝大部分耕作土壤是在黄土母质上发育而成的幼年土壤— 黄绵土及硬黄土
。

此外还

有红胶土
、

五花土
、

石泡土
、

洪淤土等
。

这些土壤由于水土流失严重
,

耕层有机质含量仅为 0
.

3:

一 。
.

59 %
,

氮磷俱缺
,

土壤疮薄
。

流域内的土壤种类大体呈微域垂直分布
。

纸坊沟地处森林草原

地带
,

40 年前曾分布着茂密的次生梢林
。

后来由子人口 盲目增加
,

毁林开荒加剧
,

至今森林已经

绝迹
,

灌丛零星分布
,

形成了以干旱草本群落占绝对优势的植被
。

1 9 7 4年以来
,

流域内开展了人

工造林
、

种草
,

并封 山封沟育林育草
,

植被有了较大恢复和发展
。

由子流域内有着多种多样的地貌形态 、
.

土壤积草被类型
,

水热分布及各自然因素大都存在明

显差异
,

因此土地类型也具有复杂多样傀
、

根据组鹰土她要素的分异规律
,

并结合群众生产实际



中的实用性
,

我们将土地划分为

裹 1

4类
,

包括 25 个型
,

其分类系统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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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土地类型结构及适宜性评价

( 一 ) 土地类型结构分析

纸坊沟流域 由于地形破碎
,

土壤侵蚀强烈
,

厂— 一

丫

丫 轰
一坡 嘟 线 一 一 一 火~ }

竺划
.

… 撬溉焦
圈 1 纸坊沟土地类型给构示愈圈

因此地形地貌是划分土地最低级别 (地块 ) 的主

导因子
。

从总体地貌上
,

我们可以划出 4条线
:

梁筛顶部的分水线
,

梁赤与谷坡分界的命边线
,

谷坡以下的坡脚线
,

沟谷中的流水线
。

这 4 条

线可作为划分土地类型的基本界线
。

在黄土丘

陵区
,

利用这 4条线
,

并结合土壤
、

植被等因子

进行土地资源调查和制图
,

具有较大的实用价

值
。

现将各类土地特征分述如下
:

I一梁奔山地
。

此类土地是奔边线 (谷缘

线 ) 以上的沟间地
,

地势高亢
,

土层探厚
,

地

形起伏
,

坡面多被细沟或浅沟侵蚀
。

土壤绝大部分为梁奔黄绵土
,

目前除少数梁奔种植有柠条
、

刺

槐林外
,

其余均 已开垦
。

这类山地面积为 4 ,
5 19

.

7亩
,

占总面积的 36
.

5%
,

其中小于 25
“

的缓坡地

(包括如盖
、

缓坡山地等 ) 占50
.

8%
,

大于 25
。

的陡坡地 (包括山圾
、

山湾等 ) 占4 9
.

2%
。

以离村庄

距离为标准
,

又可分为的低山地
,

有 1 , 4 60 亩
,

占3 2
.

3% ,
远山高山地有 3

,

05 9亩
,

占6 7
.

7%
。

上述

特征中
,

以坡陡
、

距离远对土地适宜性限制较大
。

陡坡山地多分布于梁弗的阳坡和半阳坡
,

土壤多为黄绵土或硬黄土
,

其上浅沟密布
,

并发育

着切沟和冲沟
,

冲刷强烈
。

但这些土地由于光热条件较好
,

又是本区山地小麦主要产地
。

每年小麦

收获后进行伏耕
,

因正值雨季
,

疏松裸露的坡面在暴雨冲刷下
,

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

一 次暴雨即

可冲出一条条 3一 5 厘米深的细沟
。

这里不仅是水土保持的重点部位
,

而且也是土地合理利用的



重要课题
。

l

— 沟谷坡地
。

分布于赤边线以下至坡脚线之间
,

面积为 5
, 4 57 亩

,

占总面积的44 %
。

其中各

类土地有如下特征
:

坡圾地
。

这是 25
“

一 35
。

的陡坡
,

现已开垦 41 8亩
,

土壤主要为二色土和五花土
,

土层浅薄
,

肥力低
,

粮食单产只有50 一 60 斤
,

应退耕种草
。

沟圾地
。

这是 35
“

一 45
。

的急陡坡
,

共有 1
, 8 08 亩

。

农民利用其自然肥力开荒种植
,

二三 年 后

肥沃土层流失殆尽
,

便自行弃耕撂荒
,

等到地力有所恢复又开垦种植
。

这种掠夺式生产
,

对土地

资源的破坏很严重
。

因此禁止在这些陡坡上开荒
,

营造水土保持和薪炭林
,

是保护土地资源的重

要措施
。

崖圾地
。

这是 45
。

一 60
。

的陡崖
,

共有 1 , 2幻 亩
,

因坡度太陡而难 以利用
。

这些陡坡崖上生长着

菱篙
、

铁杆篙
、

白羊草
、

杠柳
、

扁核木等植被群丛
,

是低劣的牧荒地
。

可采取封沟加补种的办法
,

种上柠条
、

狼牙刺
、

酸刺等灌丛
,

恢复植被
,

防止崖壁重力侵蚀和沟谷扩展
。

破掌地
。

这类地分布在众多支沟的沟头
,

地块十分破碎
。

大者 3 一 4亩
,

小的仅有几分地 ,

有的塌陷成台阶
,

有的交错分布在陷穴悬沟周围
,

其面积 15 4亩
。

这里宜修建谷坊
、

鱼鳞坑
,

营造

山桃
、

山杏
、

文冠果
、

梨树等经济林木
。

此外
,

石圾陡崖属于非生产地
,

分布于主沟和支毛沟沟槽两侧的岸坡和悬崖上
,

面积分别为

1 , 5 ? 7亩和 2 99 亩
,

由于黄土流失
,

岩层出露
,

在风化和重力作用下
,

局部岩块崩塌
,

从而影响坡

谷的稳定
。

目前
,

沟谷坡地的陡坡开垦面积较大
,

有的虽已造林
,

但林牧矛盾尖锐
。

幼林管护较差
。

从

土地利用和水土保持着想
,

沟谷坡地大部分应为造林地
,

少部分平缓坡地也应修成水平梯田
,

方可

作为农地
。

l

— 境塌地
。

这是梁命山地的滑塌土体
,

也是黄土丘陵区较为特殊的土地类型
,

其面积约

1
,

76 3亩
,

占总面积的 1 4
.

2%
。

根据地面侵蚀程度又可分为三个类型
:
地面完整 平 坦的叫掩地

,

波状起伏的叫塌地
,

遭受强烈侵蚀而较破碎的叫湾地
。

一般说来
,

掩塌地坡度在在 5
。

一 15
。 ,

地

下潜水比较丰富
,

易于修成水平梯田
,

因此是良好的农地
。

目前尚有 8 27 亩需修成梯田
,

有 5 48 亩

需改土和防治滑溜
。

主要措施是在掩塌地下部和下湿溜泥湾处大量栽植柳树
、

紫穗槐
、

乌柳
,

并

开沟导水
,

修柳谷坊等
。

W

—
谷底地

。

这是分布在坡脚线以下的沟台
、

河滩地和阶地
。

这类土地在流域内很少
,

共有

65 5亩
,

仅占总面积的 5
.

3%
。

因地面平坦
,

交通方便
,

并具有一定的灌溉条件
,

宜建成高产稳产

农田
。

对于土层较差
、

坡度较大的沟台地
,

宜营造用材林或人工草地
。

沟滩地还可种植芦苇
、

柳

树
。

有条件的小沟谷还可打坝淤地
,

发展沟坝地
。

(二 ) 土地适宜性评价

土地评价的实质是土地适宜性
,

而土地适宜性最基本的原则是在发挥土地 自然生产力和保持

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的基础上
,

最大 限度地提高土地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

同时
,

土地的适宜性还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

因此土地适宜性也是分阶段的
。

我们根据土地适宜性和土地

利用最佳方向的一致性
,

土地限制因素和改造利用难易程度的一致性和土地合理利用与实际生产

可能的一致性等原则
,

将流域内土地划为 8 个等级
。

在划分 8 级土地的基础上
,

按照农
、

林
、

牧用地的
「

质量要求和拟序关系
,

又划分出宜农
、

宜

牧和宜林地
,

并落实到地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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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2 纸坊沟土地适宜性分林图

从左图可以看出
,

I
、

亚
、

I 等地全部为宜农

地
;宜牧地在 W等地中占17 %

,

V 等中占75 %
,

VI 中占18 % , 宜林地在万等地中占 4%
,

V等中

占2 5%
,

VI 等中占82 %
,
皿等中占24 %

。

宜农地

又分为上
、

中
、

一般
、

下四等
,

面积为 3 ,

07 8亩
,

占可利用土地总面积的 29
.

7% ; 宜 牧 地 分 为

上
、

中
、

下三等
,

面积为 3 , 5 57 亩
,

占可 利 甩

土地总面积的 3 4 , 3% ; 宜林地为 3 , 7 37 亩
,

占

可利用土地面积的 3 6
.

0%
。

考虑到宜林地因不

同林种要求立地条件差异不大
,

适应性广
,

所以

未分等级
。

同时还可以看出
,

I 一 ! 等优质上

地面积很少
,

仅 2 , 2 35 亩
,

占总面积的 18 %
,

占

可利用面积的 21
.

6%
。

这说明 80 % 的土地质量

较差
,

有的需要进行治理和改造
,

有的目前尚难以利用
。

总之
,

宜农地较少
,

而 70 %的土地可以

种草和造林
。

这就从土地资源上决定了纸坊沟流域 以牧畜为主
,

农林牧结合的农业生产格局
。

三
、

土地利用现状及合理利用规划意见

由于旧的耕作制度和
“
左

”
的政策影响

,

纸坊沟的农业经济结构是以农为主的广种薄收
,

粗

放经营
,

显然土地利用不合理
,

农林牧比例失调
,

其土地利用现状如下表
:



单位
:

官

面 积

每人平均

每户平均

每劳平均

占可利用土地 ( %)

项项 目目 可利用用 农 地地 林 地地 牧 地地

土土土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面面面面 积积 其中
:

秋田田 面 积积 经 济 林 {{{ 柠 条条 面 积积 人工种草草

面面 积积 {{{ 4
一

4 2 8
。

555 1
,

72 8
。
555 1 7 3

。
888 7 7 1

。
999 2

, 6 82
,

222 4 5 0
。
000

每每人平均均 10
,
a 6 s

.

i { 5
, 。 4 5

.

::: 1 1
。

777 4
。
777 0

。
555 2

。

111 7
。
333 1

。
222

每每户平均均 2 8
.

,

i
, 6

.

222 5 2
。
888 2 1

。
111 2

。

111 9
。
444 3 2

。
777 5

。

555

每每劳平均均 1 2 6
.

4 7 2
。

555 2 7
。

888 1 1
。
222 1

。

111 5
。

000 1 7
。
444 2

。
999

占占可利用土地 (% ))) 6 7
。

8 3 8
。
666 4 1

。
333 16

。
888 1

。
777 7

。
444 2 5

。
999 4

。
333

11111 0 0
。
0 } 5 7

.

333333333333333

{{{{{{{{{{{{{{{{{{{

不难看出
,

农地面积占可利用面积的 5 7
.

3%
,

高出宜农地面积的 2 7
.

6%
。

相反
,

现有林地和牧

地又分别比宜林
、

宜牧地少 1 9
。

2 %和 8
.

4 %
,

因而违背了土地适宜性这一 自然和经济规律
,

使土地

广 阔这一优势变成了广种薄收
、

水土流失严重的劣势
,

造成土地生产率很低
,

群众生活贫困的恶果
。

为此
,

按照土地适宜性和发展商品生产的 目标
,

调整农林牧用地比例
,

进而用系统工程的方法

优化农林牧结构
,

逐步建立一个合理而又高效的农业生态系统
,

是该流域治穷致富的根本途径
。

近期应抓好以下关键措施
:

第一
、

抓紧川坪
、

沟台
、

云奄塌的土地平益和土滚培肥
,

建立高产毯产的基本农田
,

要有步骤地

坚决将 2 5
。

以上的陡坡耕地退耕还林还牧
。

流域内 I 一 I 级土地每人平均 6
.

1亩
,

作为农地完全可

以实现粮食生产 自给
,

但由于土地不平整
,

施肥水平低
,

耕作粗放
,

因而亩产仅 10 0斤 左 右
。

群

众说
: “

地远不如地近
,

地近不如上粪
。 ”

这些土地都是距村庄较近的 良好土地
,

只要认真实行

科学种田
,

就能大幅度提高单产
,

从而为大面积退耕陡坡农地打下坚实基础
。

第二
、

大力发展人工种草
,

建立祖定的牧草基地和优良牧草种子繁殖基地
。

流域内由于垦耕

指数大
,

草场面积缩小
,

草质退化
,

已严重影响到传统的养羊业的发展
。

现在不少农 户 已 不 养

羊
,

羊的数量大量减少
,

这不仅影晌群众经济收入
,

而且也减少了肥料来源
。

为此
,

必须以草为

突破 口
,

草灌先行
,

尽快建立牧草基地
。

首先将退耕地种植沙打旺
、

首楷
、

红豆草等优质牧草
,

条件好的 W级地还可建立种子基地 , 其次要有计划地封山育草
,

轮封轮牧
,

保护和更 新 草 场 资

源
;
再次养羊要实行

“
三改

” ,

提高饲草转化率和畜产品的商品率
。

第三
、

适地适树造林
,

扩大经济林面积
,

提高林业的经济效益
。

流域 内人工造林发展较快
,

现

在每人平均有林 4
.

7亩 (不包括疏林和四旁植树 )
,

群众燃料基本解决
。

但经济林少
,

每人平 均

仅 0
.

5亩
。

今后要大力发展农户小果园
、

小桑园
,

并在四旁和沟圾
、

河滩遍栽杨
、

柳
、

白榆等 速

生用材林
,

同时要管护好现有林
。

在搞好水土保持
、

恢复生态平衡的基础上
,

努力提 高 经 济效

益
,

进一步提高群众的造林积极性和管护责任心
。

第四
、

要加强流域的全面综合洽理和系统开发
。

首先将寺腰崛林场以上建成农林牧综合治理

样板
,

进而加强沟口裸露地段的治理
,

逐步将陡坡耕地退下来种草
,

并在村庄周围大力发展果桑

园
,

全面开展种植业
、

养殖业和加工业等多种经营
。

全流域总体开发和综合治理
,

应把发展生态农业作指导思想
,

努力建立最佳的生 态 经 济 模

式
,

实现物质和能量的良性循环
。

本流域正在开展生态户和生态村的实验
,

应加强科技指导
,

总

结经验
,

大胆探索
,

在黄土高原闯出一条治穷致富
,

恢复生态平衡的新路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