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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开垦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郑世清 王 占礼 陈文亮 周佩华

水土流失不单受自然因素的影响
,

也受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

人类活动对植被的破坏
,

陡

坡开垦 以及不合理的采矿
、

取石等
,

都是加剧土壤侵蚀
,

造成新的水土流失的重要因素
。

为 了进一步阐明陡坡开垦
、

植被破坏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

我们在野外调查的基础上
,

对富县

北道德源边坡地进行了模拟降雨试验
,

主要研究不 同土地利用
、

不同植被覆盖
、

不同降雨强度以

及人为破坏植被之后
,

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

一
、

试验结果

在 自然界中
,

植被对防止水土流失起着积极的作用
,

在任何条件下都有减缓水蚀和风蚀的作

用
。

植被既能拦截降水
,

减少径流
,

增加入渗
,

又能分散和削弱雨滴的动能
,

减少土壤侵蚀量
。

土壤侵蚀量不仅与自然植被
、

坡度
、

坡形
、

土壤
、

降雨强度
、

耕作措施等有关
,

而且与土壤紧实

度也密切有关
。

我们曾在 1 98 3年野外考察期间
,

在一次大暴雨之后
,

在安塞县茶坊 试 验 区 附近

27
。

山坡
、

坡长66 米的坡面上对 5 年撂荒地与农地进行了对 比量测
。

撂荒地植被覆盖 度 为 50 %
,

雨后 无细沟
,

而农地植被覆盖度为 30 %
,

细沟
、

浅沟均出现
,

侵蚀量达 15
, 3 8 0

。

7 8吨 / 平方公里
。

对植被覆盖度为 40 %
、

坡度 3 5
。 、

坡长 40 米
、

当年种植的沙打旺坡地与 平 播 农 地 (无 植 被 ) 进

行了对比量测
。

量测结果
,

农地侵蚀量为 26
, 4 70 吨 / 平方公里 , 当年种植沙打 旺 的 坡 地

,

侵蚀

量为 8 ,

5 5 9吨 / 平方公里
,

两者相差 3 . 1倍
。

土壤翻耕
,

不仅破坏 了地面植被覆盖度和残留根茬对土壤保护的作用
,

而且改变了地面紧实

度
,

增加了土壤侵蚀量
。

在陕北地区
,

夏季常因麦田翻耕正值雨季而产生严重的土壤侵蚀
。

1 9 8 3

年在同一场大暴雨之后
,

在茶坊站
,

我们对同一坡面上翻耕麦田与无翻耕麦田进行了对比量测
,

坡面坡度同为 35
。 ,

坡长60 米
。

无翻耕麦田细沟
、

浅沟的侵蚀量为 17
,

49 2
。

88 吨 / 平方公里
,

翻耕

麦田细沟
、

浅沟的侵蚀量为 36
, 7 5 4

。
1 1吨 /平方公里

,

其侵蚀量相差2
.

1倍
。

1 9 8 5年 9 一 10 月野外模拟降雨试验中
,

共布设了林地
、

农地
、

撂荒地
、

荒草地 4 种不同利用

形式
,

两级坡度
, 8种不同植被覆盖度

。

实验过程 中
,

对部分小区采取 自然状态
、

割草
、

开垦对

比试验
,

其目的是为摸清植被地上和地下部分
,

以及荒地开垦
、

植被破坏后影响拦蓄泥沙效益
。

根据径流小区实验结果
,

在坡度
、

土壤容重
、

降雨强度几乎相同的情况下
,

植被覆 盖度 为

9 5 %的径流小区与植被覆盖度为 10 %的小区
,

其侵蚀量相差 3 3
.

5倍
。

植被覆盖度为 60 %的径流小区

与植被覆盖度为 30 %的小区
,

其侵蚀量相差 4 倍
。

由此可见
,

植被一旦遭受破坏
,

其侵蚀量会剧增
。

对于坡度为 8
。 、

植被覆盖度为 2 5 %的荒草地
,

割掉地上植被后 侵 蚀 量 增 加 了 1
.

65 倍
,

并

计算出地上植被可拦蓄21 47 %的泥沙
,

根部拦蓄 3 9
。
2 6%的泥沙

。

这种比例关系是随着地面植被

覆盖度的变化而相应变化
。

对本小区采取 自然状态与开垦对比试验中
,

荒草地开垦之后
,

侵蚀量



增加 9
。

2倍
。

坡度为 1 5
。 、

植被覆盖度为0 7%的荒草地
,

开垦之后
,

通过对比试验
,

降雨侵蚀量可

增加 21
。
2倍

。

黄土高原部分地区
,

陡坡开荒
,

一般坡度均大于 2 5
。 ,

由试 验 数 据 可知
,

陡坡 开

荒后
,

其侵蚀量十分惊人
。

根据王恒俊等人的调查资料
, 1 9 7 9年富县全县开荒 39 3

.

4公顷 , 1 9 8 2年仅交道乡 开 荒 就 达

1 34 公顷
,

1 9 8 3年交道乡的白家村
、

西桐村
、

交道村等 1。个村
,

4 一 6 月开荒就达 61 公顷
。

从植被

破坏
、

陡坡开垦造成水土流失剧增以及这种人为破坏因素而又未能加以限制的现象来看
,

说明了

生物措施的重要性
。

二
、

讨 论

为什么植被遭受破坏之后其侵蚀量如此剧增呢? 首先
,

消除了地面多层遮蔽物
,

减少了植被

拦截降水
,

分散和削弱雨滴动能的作用
。

雨滴对地面的直接打击破坏
,

使混浊的水滴四溅
,

混浊

的水滴中所含土体的量
,

又随着雨滴的大小
、

速度和降雨强度的增加而增加
。

混浊的水滴四溅
,

还能填塞土壤空隙
,

影响土壤入渗能力 , 其次
,

雨滴对地面的直接打击
,

还能增强降雨径流中的

紊动作用
,

使土壤被分散的物质呈悬浮状态
。

陡坡地经开垦之后
,

不仅破坏了植被地上部分拦截降水的作用
,

而且破坏了植被根系部分对

土壤的缠绕
、

网络和固结作用
,

还能使土壤紧实度发生变化
,

影响土壤的抗蚀性
,

从而增强了降

雨侵蚀量
。

根据实验中观测
,

新开垦荒地
,

地面降雨积水开始时与林地基本相同
,

实测为1
.

1一 1
.

5分钟
。

径流小区坡面积水开始时
,

常因小区内土壤前期含水量
、

降雨雨滴分布差异以及植被覆盖度的不同

而有所不 同
。

农地
、

撂荒地坡面降雨积水开始时
,

一般为 30 一40 秒
。

从降雨径流开始时间来看
,

新

开荒地
、

农地
、

撂荒地都是 2 分钟之后产生
。

从降雨积水与降雨径流产生的时间差可以看出
,

新

开垦的荒地易遭受降雨的侵蚀
。

从降雨前后土壤水分含量相差数据来看
,

林地
、

新开垦的坡地上
,

土

壤水分入渗能力强于其它利用形式的径流小区
。

但新开垦的坡地疏松
,

抗分散和移动能力很弱
,

很容易在雨滴的直接打击破坏下
,

打实和填塞土壤表层
,

形成结皮
,

从而降低土壤水分的入渗能

力
,

相应地增强了地表径流的冲刷作用
。

三
、

结束语

综上所述
,

陡坡开垦对加速土壤侵蚀起着重要的作用
,

使土壤肥力减退
,

粮食减产
,

地面破

碎
,

是造成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

人为活动所造成的加速侵蚀
,

是现代土壤侵蚀的特点
,

所造成的损失与后果十分严重
,

至今

还未引起人们和有关部 门的足够重视
。

边治理边破坏
,

是造成黄河泥沙仍未 明显减少的原因之一
,

应引起切实的重视
。

各种水土保持措施既能保持水土
,

又能提高群众的经济收入
,

让群众在水土

保持工作中
,

得到好处
,

从而提高群众搞好水土保持工作的积极性 ; 否则将会直接影响工农业生

产的发展
。

采用野外人工模拟降雨和径流小区进行研究
,

是当前土壤侵蚀研究的先进手段
。

开展这项科

研工作
,

对我们来说还是一项新的课题
,

尽管在实验过程中
,

受到一些 自然因素的影响
,

在使用上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
,

但其可利用性
,

在野外实验中已得到了证实
。

它可以根据人们的所需尽快地获

得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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