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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国际土壤保持会议概况

唐克丽 巨 仁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一
、

会议的基本情况

第四届国际土壤保持会议于 19 8 5年工1月 3 一 9 日在委内瑞拉的马腊凯召开
,

共 32 个国家
、

Z n

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

其中委内瑞拉本国的代表 1 30 名
,

其他国家的代表 81 名
。

美国出席 的 代表比

较多
,

共 18 名
;
其次为巴西代表

,

共 10 名
;
中国代表共 5 名

,

其 中水电部派出 2 名
,

中国科学院

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2 名
,

台湾省 1 名
。

这次会议是由国际土壤保持组织 (I S C O ) 和委 内瑞拉土壤学会共同组织举办
,

委内瑞 拉中

央大学农学系为东道主
。

发起和赞助的单位有
:

委内瑞拉中央大学 ( U C V )
、

委内瑞 拉 环境与

自然资源部 ( M A R N R )
、

委 内瑞拉农业研究国家基金委员会 ( F O N A I P )
、

美洲国 家土地和

水资源发展中心 ( C I D工A T )
、

美洲国家农业合作中心 (I I C A )
、

国际土壤学会 (I 5 8 8 )
、

世

界水土保持协会 ( W A S W C )
、

美国土壤保持学会 ( S C S A )
。

以上单位除学会和协会组织外
,

其他机构组成了这次会议的组织委员会
,

共 n 名委员
。

其中

以委内瑞拉的中央大学为主
,

占 5 名委员
,

并出任正副主席和秘书长
。

该大学农学系教授
、

委内

瑞拉土壤学会主席 1
.

P la s e n it s担任组织委员的主席
。

会议并聘请了国际上著名的土壤保持专家和学术活动家组成会议的顾问委员会
,

共 19 名 委

员
,

他们是
:

G
.

C h i o e l (意大利 )
、

M
.

F
.

D e B o o d t (比 不11时 )
、

5
.

A
.

E l一 S w a i f y

( 印度 )
、

K
.

认
尹 .

F l a c h (美国
,

国际土壤学会土壤保持与环境分会主席 )
、

F
.

A
.

G u m b s

(特利尼达 )
、

E
.

G
.

H al l w or 七h (联合国
“ 拯救我们的土壤

” 项 目主任 )
、

N
.

H u d so n

(英国 )
、

R
.

L al (尼 日利亚 )
、

W
.

E
.

L ar so n (美国 )
、

F
.

L o m bar id ( 巴 西 )
、

T
.

D e M e e s七e r (荷兰 )
、

W
.

C
.

M o l d e n h a u e r (美国
,

世界水土保持协会主席 )
、

W
。

G
-

N i e k l i n g (加拿大 )
、

E
。

R o o s e (法国 )
、

C
。

R o s e (澳大利亚 )
、

F
。

S u a r e z D e C a s七r o

(哥斯达黎加 )
、

P
.

T r e g u b o v (苏联 )
、

C H
.

V a l e n t i n (象牙海岸 )
、

M
。

P a u l e t (多米

尼加 )
。

二
、

会议的中
』
白议题和专题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为
“
保持水土

,

防止粮食短缺
” 。

重点交流和讨论的内容
: 以维护与增

加农业产量为 目的
,

不同气候条件下水土保持措施的新发展
;
实验室和田间试验研究结果及其推

广应用 , 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进展 , 以及围绕中心议题有关政策
、

经济
、

社 会 学 等方面 的 间

题
。

会上分发的论文摘要集共收集了 93 篇论文
。

大会宣读的论文 62 篇
,

墙报展出的26 篇
。

出席会

议的中国代表均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
,

引起到会代表的兴趣和注意
。



按中心议题与论文内容共分 8个专题
,

每个专题约包括 10 一 12 篇论文
。

按专题顺序进行大冷

宣读
,

每个专题均安排一篇主题报告
,

首先宣读
。

作为墙报形式交流的论文
,

与相应的专题报告

同时展出
。

会议采用英语和西班牙语言
。

除主题报告给 1 小时外
,

其他论文报告的时间均限15 分

钟
,

讨论 5 分钟
,

控制很严格
。

每个专题报告结束后
,

均有 1 一 2 名评论员对论文报告进行评议

和总结性发言
。

从 8 个专题及其各个主题报告的名称和报告人
,

基本上可以了解这次会议的中心

内容
。

第一专厄
:

土壤保持的一般概念和目的
、

土壤侵蚀过程以及有关水土保持的研究方法和仪器

设备
。

主题报告
: “土壤保持的目的

” ,

K
.

W
.

F la c h等 (美国
,

国际土壤学会土壤保持和环境分会

主席 )
。

第二专题
:
土壤退化问题的调查与评价

,

为制订水土保持规划服务的资源调查
。

主题报告
: ( 1 )

“
美国国立土壤侵蚀研究室的研究任务 和目标

” ,

W
.

C
.

M ol d e n h a u er (美

国
,

世界水土保持协会主席 ) ;
( 2 )

“
委内瑞拉农业地 区的水土保持间题

” ,

I
.

P la S e n 七i s( 委

内瑞拉土壤学会主席 )
。

第三专题
:

土壤侵蚀危害的评价和预测
。

主题报告
: “ 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措施对土壤生产潜力的影响

” ,

W
.

E
.

L ar so n (美国 农 学

会主席 )
。

第四专魔
:

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措施对土壤生产力的影响
。

主题报告
: “ 土壤侵蚀一导致土壤生产力降低的研究趋势和国际间的合作间题

” ,

M
.

S t o -

o k i n g 和 C
.

P e a k e (联合国粮农组织 )
。

第五专题
:

水土保持措施经济效益的评价
。

主题报告
: “

传统性水土葆持措施体系的应用问题一
该体系在现代发挥潜力 的 间 题

” ,

E
.

G
.

H al l w or t h (澳大利亚
,

联合国
“
拯救我们的土壤

” 项 目主任 )
。

第六专题
:

预报径流和侵蚀的指标与模式
。

主题报告
: “

热带地区水土保持的研究成就
” ,

R
.

L al (尼 日利亚
,

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 )
。

第七专题
:

水土流失整治体系和水上保持措施的改进— 大区域范围的评价间题
。

主题报告
: “ 以改善半干旱热带地 区降雨农业为目的的不向土壤上水土流失治理 的 比 较 研

究
” ,

8
.

A
.

E卜 S w ia f y (美国夏威夷大学农学和土壤系主任 )
。

第八专题
:
水土流失整治体系的改进— 小区域范围内的评价问题以及风蚀的预报和防治

。

主题报告
: “

土壤风蚀的预报和防治的现代研究进展
” ,

W
.

G
.

N ic kl in g (加拿大 )
。

三
、

会议论文交流简评

从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和各 国提交的论文报告来看
,

当前国际上对土壤侵蚀问题 的 注 意 中

心
,

主要集中在对土壤生产力的影响
,

尤其是对粮食产量的相应影响
。

对土壤保持的概 念 和 目

的
,

不仅限于维护土壤侵蚀过程与成土过程的基本平衡问题
,

而且以能否维护或提高土壤生产力

作为主要目标
,

把防治土壤侵蚀与世界粮食生产的未来紧密结合起来
。

论文报告说明这样一个信息
:
关于防治土壤侵蚀的间题

,

八十年代以来
,

国际上由预测土壤

流失量进入预测土壤生产力的研究
。

在应用并进一步完善土壤流失通用方程式 ( U S L E ) 的基础

上
,

开始了土壤侵蚀一土壤生产力影响关系计算 模 型 ( E P工C一 E or s io n 一 p or d u C幻v it y I m
-



Pa t cC a l c ua lt osr ) 的研究
。

这是一项因子更为错综复杂的数学模型
,

涉及气 象
、

水文
、

土壤

养分循环
、

作物生长
、

耕作措施
、

侵蚀和沉积过程
、

土壤温度
、

经济因子和植物 (作物 ) 环境控

制等
。

美国自19 8 0年起
,

在农业部主持下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
,

在全国布设了1 5 0多个 点
,

进

行 E P I C模型试验
。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主持下
, 组成了有意大利

、

安哥拉
、

挪威等国家参加的

国际合作研究组织
,

进行了不 同气候地带
、

不同土壤共 1 9 5组的试验
。

该模型说明
,

随着土 壤侵

蚀的加剧
,

作物产量具有明显下降的趋势
。

E P I C数字模型对国家制定水土保持方针
、

政策和 规

划
,

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

会议交流的论文报告中
,

明显反映了亚
、

非
、

拉一些国家在土壤侵蚀及防治方面 的 研 究 成

就
,

提交论文共计 53 篇
,

占总数的57 %
。

研究报告多从论述本国
、

本地区自然条件和影响因素的

特点出发
,

提出了防治土壤侵蚀的观点以及取得的成就
,

例如
:

巴西学者提出土壤侵蚀及其保持的

实质间题
,

表现为植物
、

土壤和气候三者之间生态系列的平衡问题
; 尼泊尔学者提出

,

水土保持

应 以维护现代环境中土地一水一植物体系的平衡为中心
。

总的来说
,

国际上把水土保持列入保护

生态环境的综合体系来进行研究
,

以防治土壤退化
,

维护和提高土壤生产力
,

保证当前的粮食生

产及其未来为主要 目标
。

以流域为单元进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

也是会议交流的重要议题之一
。

通常所谓的流域管理

( W at er s h e d m a n a g e m e n 七)
,

是指在一个流域范围内
,

土壤
、

土地
、

水资源的合理规划 与

利用
,

农地
、

林地
、

牧场
、

果园的统一规划和布设
,

梯田的修建和耕作措施的配合
,

小型水利工

程的布设和修建
,

以及住宅
、

游览区的统一规划等
。

在上述各项治理
、

建设
、

管理和养 护 的 基 础

上
,

以保持水土
,

改善和提高生态与经济效益为目标
,
进行全流域的综合治理

,
各项措施的合理

布设
,

及全面的养护与管理
。

我国以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开展较早
,

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效
。

但对各项措施的养护及流域的全面管理注意不够
,

以致水库淤积
,
坡面与沟谷侵蚀不能得到有效

的防止
。

在流域治理上
,

如何取得减沙
、

生态
、

经济全面效益的问题
,

今后应重点予 以 研 究 解

决
。

在坡耕地上
,

实施少耕
、

免耕
、

等高带状间作
、

覆盖等耕作措施
,
仍为世界上广泛采用的经

典水土保持措施
。

在试验研究项 目上
,

除观测径流量与土壤流失量外
,

着重研究土壤侵蚀与土壤

水分
、

养分及生产力的变化规律
。

在半干早地区
,

则把增强 降雨入渗
、

减少径流和抵御千旱作为

研究重点
。

土壤侵蚀机理和水土保持措施原理的基础性研究
,

也是大会交流的重要课题
。

各个国家根据

不同气候带和土壤的特点
,

继续探讨雨滴侵蚀
、

降雨侵蚀力
、

径流侵蚀力
、

土壤可蚀性以及细沟

与细沟间侵蚀的研究
,

改进和提高因子定量评价和预报模式
。

随着研究间题的深入
,

不少国家在

新技术
、

新方法以及人工降雨装置等方面的研究
,

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
。

会上十分重视基础性研

究为生产服务的目的性和应用性
。

会上介绍了美国国立土壤侵蚀研究室的方向任务
。

该研究室在侧

重基础研究的同时
,

加强实验室与田间试验研究结合在生产上的应用 , 并进一步探求更有效的水

土保持新措施
,

以及建立预报土壤侵蚀量与土壤生产力新的数学模型
。

四
、

会议的其他学术活动

为了使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能更好地了解东道国委内瑞拉的自然景观
、

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

的情况
,

会议组织了会前 (1 0月 30 日至 11 月 2 日 ) 考察委内瑞拉的东部 与 东 南 部 , 会后 (1 1月
、

9 一 1 4日 ) 考察委内瑞拉的西部与西北部
。

我们参加了会后 6天的考察
,

以及在会议期间对委内



瑞拉中央大学农学系和阿拉瓜流域的一夫考察访间
。

委内瑞拉位于南美洲北部
,

北临加勒比海
,

西与哥伦比亚相邻
,

南与巴西分界
,

东与圭亚那

接壤
。

境内北部和西北部为山区
,

安第斯山山脉的分支梅里达山脉为境内最大的山脉
,

最高点海

拔为 5 ,

00 0米
。

我们乘坐了四级电缆车由1 , 1 00 米登上了终年积雪的爱斯比乔峰 (海拔 4 , 7 8 5米 )
。

境内基本上属热带草原气候
,

气温与降水随海拔高度与纬度而有变化
。

一般年平均气温 为 26
“

一

28
” ,

降水量 由北部不足 5 00 毫米向南可增至 3 ,

00 0毫米
, 5 一10 月为雨季

。

主要农作物有 玉米
、

甘蔗
、

高粱
、

大米
、

马铃薯和豆类
,

还有芝麻
、

花生
。

咖啡是委内瑞拉主要出口产品
。

土壤有老

成土
、

淋溶土
、

变性土
、

软土
、

新成土和始成土
。

土壤侵蚀起始于委内瑞拉北部和西北部的山区
,

尤其是在农业区的陡坡地上间题比较突出 ;

近年来在西部
、

中部和东部的平原与高原区
,

由于不合理的开垦
,

土壤侵蚀有所发展
,

土壤肥力

急剧下降
。

因此在委内瑞拉
,

人为不合理的土地利用
,

是近代土壤侵蚀加剧的重要原因
。

委内瑞拉主要在农业区的坡耕地上进行了大量的水土保持工作和试验研究观测
,

其中包括修

筑梯田
、

带状间作
、

混播
、

免耕
、

覆盖等耕作措施
。

在流域治理方面
,

注意到修建小型水库
、

谷

坊工程与保护土地资源和植被相结合的措施
,

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

在进行上述治理和 试 验 研 究

时
,

一般采用设置田间径流小 区 , 利用天然降雨与人工降雨的方法
,

对土壤流失量
、

土壤物理性

质与养分的变化
,

以及产量都进行了系统的观测研究
。

委内瑞拉的国土几乎只有中国的1/ 1 0 ,

而人口仅 1
,

00 0余万
。

尽管大面积土地仍为丰茂的植坡

所覆盖
,

但不合理的开垦所导致的水土流失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

高等院校及农业生产部门粕
科研机构已作 了大量工作

,

他们很重视中国的水土保持工作
,

尤其对修筑梯田的经 验 和成豁
兴趣很大

。

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有着许多相似和共同关心的间题
,

通过野外考察又进一步密切了两

国 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友谊
。

五
、

历届国际土壤保持会议概况及展望

关于国际土壤保持会议的第一次会议
,

至今不少人对之不很了解
。

这是一次非正式的国际性会

议
,

于 1 9 7 8年在比利时根特大学召开的
,

会议名称为 “ 美国和欧洲土壤侵蚀评价工作讨论会
” ,

仅为小范围内的学术讨论
,

而且很少涉及土壤保持实施方面的问题
。

会议结束时
,

确定第二次会议

于 1 9 8 0年在英国锡尔索国立农业工程学院举行
,

讨论内容包括基础性的研究和水土保持措施等应

用研究
,

正式定名为
“

国际土壤侵蚀与土壤保持会议
” 。

重点是发展中国家和热带地区以及欧洲
、

北美洲
。

第二次会议共收到 17 个国家的 3 9篇论文
,

实际参加会议的有 35 个国家 1 35名代表
。

我 国

首次派出四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

第三次会议于 1 9 8 3年 1 月在美国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召开
,

中心议题为
“
保护土地

” 。

这次会

议共收到论文 1 42 篇
,

其中美国东道国占了 48 篇
,

亚
、

非
、

拉国家 52 篇
。

我国派遣了两名代表 参 加

了会议
。

在那次会上正式成立了国际土壤保持组织 a S C O 、和世界水土保持协会 ( W A 3 WC ) 以

及国际情报资料网
。

这些国际合作机构的建立
,

对促进国际王壤保持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
,

具有

历史性的重要意义
。

这些组织机构已经并将继续采用协调方式
,

促进成员国有关土壤侵蚀评价
、

预测和防治
,

以及恢复和提高土壤生产力方面的科学技术交流
,

并促进科研成果在生产上的应用

实施 , 此外
,

将协调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研究与培训等方面的工作
,

健进情报资料的交流
。

本届会议结束时
,

讨论确定第五届会议将在 ; 9 88 年 : 月或 : 月在 泰国召 开
。

国 际 土 壤保

持会议基本上每隔两年左右召开一次
,

从各次会议的地点可以看出
,

对世界土壤侵蚀 间题 的关

土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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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的土壤侵蚀及防治对策

陈 家 正

(江西农业大学 )

一
、

防治土壤侵蚀是江西一项紧迫而严重的课题

江西省位于长江中游南岸
,

是一个丘陵
、

山地为主的省份
。

在全省总面积 1 6
.

6 6万平方 公里

中
,

山地
、

丘陵面积为 1 3
.

05 平方公里
,

占全省面积的 7 8
.

3 % , 岗地 1
.

94 万平方公里
,

占总面积

的 1 1
.

6 % , 而平原阶地仅 1
.

25 万平方公里
,

占总面积的 7
.

6% , 水面 0
.

42 万平方公里
,

占总 面 积

的 2
.

5 %
。

地势周高中低
,

向北倾斜
,

这是全省地貌的一个突出特征
。

与此相关联
,

各 种 地貌类

型的分布
,

大体呈现不太规律的环状结构形式
,

从内环的核心 (即都阳湖 )
,

依次向外推进
:

一是

平原与阶地相间的郡阳湖平原 , 二是赣中南丘陵
,

其间镶嵌着不少山间盆地和谷地 , 三是赣东北

县县易攀姆叙装婚易剔鲜廷堪昌昌昌母昌县怪昌是县县县县县县导昌县怪舜昌爱昌县怪昌积契婚县县是昌昌县县昌县昌昌导昌舜县昌昌昌昌县县昌息昌昌舜昌昌导昌县易昌昌裂装络

注
,

由欧洲
、

美洲转回亚洲
。

随着人口增长
、

土地危机以及粮食短缺的间题愈来愈突出
,

再次提

醒人们必须对防治土壤侵蚀引起高度的
、

严肃的重视
,

并立即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

我国地处亚洲
,

人 口众多
,

山地占总土地面积的 2 / 3 ,

水土流失间题十分突出
。

长期以来
,

我国已积累 了丰富的宝贵的水土保持经验
,

并且在科学技术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

但今后的任

务仍是非常艰巨
。

我国黄土高原 的水土流失与黄河 的高含沙量为世界所注 目 , 世界上不同 气候带

的土壤侵蚀类型
,

在我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

防治土壤侵蚀不仅是我国
“ 四化

”
建设的关键间

题
,

今后取得的任何成就在世界上
,

尤其对发展中国家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

基于上述情况
,

中国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正式协定
,

于 1 9 8 4年 7 月 21 日在 中国建立 了

国际泥沙研究培切I中心 ( I R T C E S一 I n t e r n a 七i o n a l R e o e a r e h T r a i n i n g C e n t e r o n E r o “ i
-

。 n an d S ed i m en 切衍。 n)
。 “

中心
”
总部设在中国科学院

、

水利电力部所属水利水电科 学 研

究院
。

该
“
中心

” 的任务包括促进泥沙 (侵蚀 ) 科学研究 , 组织国际培训班和国际学术讨论会
,

建立情报资料中心
,

并承担技术咨询 , 出版
“
国际泥沙研究

” , 协调合作研究
,

并提供试验室和

野外实验基地
。

至今
,

在
“
中心

”
组织领导下

,

有关河流泥沙间题
,

已在中国举行过两次学术讨论会
,

第三

次会议定于 1 9 8 6年 3 月在美国密西西比举行萝并已委托清华大学水利系泥沙研究室举办了第一期

国际水库泥沙培训班 ( 1 9 8 5年 n 月 1 日至 30日 )
。

有关土壤侵蚀方面近期的学术 活动
, “ 中心 ”

已初步议定
,

委托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于 1 9 8 7年举办第一期国际土壤侵蚀及其防治培

训班 , 于 1 9 88 年组织以
“
土壤侵蚀与产沙

、

土壤保持
”
为中心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

当我们在

第四届国际土壤保持会议土传递了这方面的信息后
,

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

不少代表表示了

要到中国参加会议的愿望
。

我们的友好邻邦泰国热切表示
,

双方均可组织规模较大的代表团
,

一

通

过 19 88 年在两国召开的国际学禾讨论会
,

进一步密切两国及其世界友好国家在土壤保持方面的科

学技术的交流与合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