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7卷第 8期
19 8 7年 6月

水土保持通报

Bu l l e乞 i h of 5 0 11 a n dW
at er Cs o n er vat i o n

Vo l
。

7,

N o
。

8

J u n e ,
1 9 8 7

甘青黄土地区水土流失危害

和提高怪蚀土壤生产潜力的途径

张淑光 王恒俊 谢永生 马俊贤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土肥所 )

组 共

甘青黄土地区
,

包括甘肃省 40 个县 (市 ) 和青海 11 个县 (市 ) 的广大地区
。

由于严重的

水土流失
,

风蚀沙化强烈
,

土城资源不断道到破坏
,

生产潜力得不到发挥不解决的主要措施

有
. 1 、

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

建设高效的农业土旗 , 2
、

增加农业投资
,

改善农业土城生产

条件 , 8
、

用地养地结合
,

建立优性的农田生态系统
。

甘肃和青海黄土地区
,

位于黄河中上游
,

东起子午岭
,

西达 日月山
、
乌鞘岭

,

北临宁夏
、

内

蒙
,

南至秦岭
,

包括甘肃省40 县 (市 )
,

青海省 n 县 (市 ) 的广大地区
。

一
、

自然概况

这个地区海拔大都在 l
,

0 00 米以上
,

是一个 山地形高原
,

主要山体大部是西北一东南走向
,

山脉纵横
,

丘陵起伏
,

高原山地面积占总土地面积 70 % 以上
。

光热资源比较丰富
,

但由于深居内

陆
,

远离海洋
,

湿润气流不易到达
,

成雨机会较少
,

大部分地区气候比较干早
。

气候的纬度变化

和垂直地带性都比较明显
,

降水量从东南到西北递减
:
陇东

、

陇中南部
,
年平均降水量 4 00 一 60 0

毫米左右
,

森林植被覆盖度大的地区比较湿润 , 陇中北部年平均降水量 1 80 一 4 00 毫米
,

为干燥和

半千燥气候 ,甘南年平均降水量绝大部分地区为 5 00 一 6 00 毫米
。

植被类型从南到北可分为夏绿阔叶林带
、

森林草原带
、

草原带和荒漠草原带
。

秦岭北坡由阔

叶林过渡为针阔混交林
、

针叶林和山地灌丛草地 , 祁连山东部自山脚到山顶垂直带为
:
荒漠草原

一高山灌丛草甸一高山草甸
。

境内最大水系黄河的年径流变化大
,

每年 6 一 9 月降雨增加
,

流量增大
,

占年径流量的 60 % ,

渭河
、

径河上游降水较多
,

径流也集中
,

流域内黄土分布广泛
,

河流平均含沙量 48 公斤 /立方米
,

挑河
、

七里河
、

大通河上源海拔高
,

植被覆盖较好
,

降水多
,

气温低
,

冬季积雪多
,

融雪和冰川

水补给河水
,

各河流含沙量 1一 9 公斤 /立方米 , 祖历河
,

宛川河及庄浪河等黄河支流流域 属 干

早区
,

降水量少
,

蒸发强烈
,

干早季节河水量小
,

其中祖历河因流经会宁
、

靖远高含盐量地层
,

河水及流域内地下水矿化度高
,

既不能灌溉
,

也不能饮用
。

黄河干流在本区多峡谷盆地
,

水能蕴

狱 t 大
,

对发展本区浪概农业极为有利
。

本区为古代多民族游牧地区
,

农林牧业发展的历史悠久 , 在绵延的山岭丘陵地带
,

有茂密的

森林和丰美的草原
。

远在石器时代
,

此地便有原始的农耕活动
,

距今约 7 , 。00 余年
。

目前甘 肃孟省

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占71
.

69 %
,

林业占 2
.

27 %
,

牧业占16
.

20 %
,

其余比值均低
。

在种植业中
,

粮



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 8 4
.

4%
,

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只占6
.

82 %
。

粮食作物中
,

X 粮面积

占 63 % ,
单产每公顷 1

.

71 吨
。

全省人口 1
,

9 18 万人
,

平均每人占有粮食2 5 6
.

5公斤
,

人口比 1 9 4 9年

翻了一番
,

吃商品粮的人增加了 31
.

48 倍
,

每人平均增加的农产品数量不多
。

每个劳力平 均 生产

粮食 8 55 公斤
,
每人平均创造农业总产值12 4元

,

比全国分别低 11 4公斤和 1 24 元
。

目前甘肃省境内

虽有水地面积 48
.

“ 万公顷
,

但广大山原地区水地面积较少
,

早地较多
,

增产潜力大
。

本区农业地域性差异明显
,

侵蚀土城耕作栽培制度各区不一
,

陇中采用一年一季的半休闲耕

作 , 地广人稀的山区或灌溉水不足的地区
,

实行全休闲耕作制 , 陇东多为二年三熟的 半 休 闲 耕

作
。

根据耕作的时间分为夏耕
、

秋耕
,

中部干早地区还有沙田耕作等
。

二
、

俊蚀土壤分布特点与水土流失程度

本区地处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
,

地形高差变化极大
。

由于季风的影响
,

气候和植

被的变化不仅表现在纬度上
,

也表现在经度上的差异和垂直带谱的变化
。

在不同的生物气候条件

下
,

全区俊蚀土族共有土类23 个
,

其分布情况分述如下 (附图 1)
:

I一陇南渭河流城粘黑沪土和揭土区 ,

I一陇东黄土坦黑沪土和黄绵土区 ,

I 一陇中黄土丘睦黄绵土和黑麻土 区 ,

万一陇中北部和涅水两岸灰钙土区 ,

V一青海东部黄土地区黑钙土和果钙土区
。

口 1 甘 , 黄土地区 . 位土滚分布示 , 口

I一陇南润河流垃枯燕护土和福土区
。

本区包括天水市
、

秦安
、

甘谷
、

武山的南部
,

渭河
、

箱河等川台地和两岸丘陵低山
。

年平均气温 9
.

7一 n ℃ ,

年降水量 4 70 一 5 50 毫米
,

粘黑沪土 主 要

分布在渭河两岸高阶地和黄土丘陵沟壑区平缓的梁顶
、

分水鞍和山湾地
,

并与黄绵土交错分布
,

石质低山丘陇为揭土
。

秦岭山区土城垂直分布带谱为揭土一棕城一山地草甸土
。

粘黑沪土土质良好
,

保水保肥
,

土性暖
,

适种作物广
,

平川地区冬小麦
、

玉米产量高
,

多为



二年三熟制 , 产量也较稳定
,

耕作熟化层厚
,

平坦的耕地熟化层厚度一般可超过 30 厘米
。

陡坡地

黄绵土水土流失严重
,

粮食产量低而不稳
。

由于人 口急剧增长
,

毁林毁草开荒严 重
,

植被屡遭破坏
,

水土流失 日益加剧
。

按土城侵蚀等

值线图量算
,

本区年流失表层 土族3
,

19 1
.

48 万吨
,

平均每公顷流失 8 34 吨
,

使土族养分损 失
,

肥

力降低
,

产量不高 , 一般平均每公顷产粮食 7 50 一 1
, 5 00 公斤

,

低者 4 50 一 6 00 公斤
。

由于 重 力 侵

蚀
,

耕地破坏
,

面积减少
,

对水利设施的破坏也很严重
。

据秦安县调查
,

新中国成立以来
,

共建

塘坝 6 23 座
,

已淤积报废 3 40 座 , 杨家沟水库 (库容 n o万立方米 ) 5 年淤平
,

原沟水库 (库容15 6

万立方米 ) 3 年淤平
,

水河湾水库 (库容 4 80 万立方米 ) 15 年淤平
。

I 一陇东黄土坦燕竿土和黄幼土区
。

本叹位于六盘山以东
,

子午岭以西
,

包括庆 阳 地 区 和

平凉地区的 12 个县
,

是黄土高原著名的黄土源分布区
。

土地面积 3 4 6万公顷
,

其中耕地 7”
,

6 40 公

烦
。

源区气候温和
,

年平均气温 7
。

一 10 ℃ ,

年平均降水量 3 50 一 5 50 毫米
。

灵台县南部 7 00 毫米
。

徐六盘山外
,

几乎全部为黄土覆盖
,

其厚度一般10 一 20 米
,

厚者可达 1 00 米以上
。

黑沪土主 要 分

布在庆阳以南的大小源面
,

黄绵土广泛分布在庆阳以北的黄土丘陵和破碎源区
,

子午岭东部
,

分

布有幼年灰褐土 (当地群众称黑壮土 )
。

六盘山土坡垂直分布带谱为黑沪土一灰褐土一山地草甸

土 , 陇山为褐土一棕城一山地草甸土
。

本区黑沪土分布面积最广
、

最集中
,

它的土质优良
,

腐殖

质层深厚 (一般50 一80 厘米 )
。

根据 15 个黑沪土剖面分析结果
,

土城有机质含量 1 % 左 右
,

全 盆

。
.

07 %
,

全礴。
.

n %
,

代换量 12
.

3毫克当量 / l 。。克土
,

土质好
,

肥力高
,

抗早能力强
,

适种作物

广
。

黄绷土侵蚀强烈
,

土城养分贫乏
,

有机质含量小于 1 %
,

全 氮 0
.

03 一 0
.

05 %
,

全 磷 0
.

10 一

心
.

14 %
,

速效磷 1 一 5 p p m
,

土镶保肥保水能力较差
。

本区主要作物为冬小麦
、

玉米 和 高 粱
,

其次是糜谷
、

洋芋
。

南部川源地区二年三熟
,

北部一年一熟
。

本区土质琉松
,

沟深坡陡
,

雨量集中多暴雨
,

加之毁林毁草开荒
,

水土流失严 重
。

沟 头 延

伸
,

沟底下切
,

沟岸扩展
,

水力和重力侵蚀都很活跃
。

年平均侵蚀模数 10 0一 50 0吨 /平方 公 里
,

最高可达 1 0
,

0 0 0吨 /平方公里
。

水土流失面积达 3 10
.

9万公顷
,

占总土地面积的 9 1
.

18 %
。

沟壑不

断扩大
,

源面逐年减少
,

土集肥力下降
,

作物产量不高
。

I 一陇中黄土丘院黄幼土和燕麻土区
。

本区为六盘山以西
,

兰州
、

会宁以南
,

陇南山区以北
,

包括定西地区
,

临夏回族 自治州
,

兰州市和平凉地区的庄浪
、

静宁
。

本区地形比较复杂
,

黄土丘

放低山为主
,

有高起的石质山地如马御山 (海拔高 3
,

6 70 米 )
、

兴隆山 (高 3
,

0 21 米 ) , 山前有面

积不大的洪积扇和源地
。

本区基本上被黄土覆盖
,

黄土层厚达数十米至百余米
,

厚者可达 25 0米左

右
。

年平均气温 3
.

70 一7
.

7 ℃
,

年平均降水量 3 00 一 5 00 毫米
,

华家岭
、

渭源
、

临挑等地
,

受山地

气候影响
,

年平均降水量大于 5 00 毫米
。

侵蚀土城分布情况
,

黄土低山有黑麻土广泛分布
,

间 有

少量黄绵土
。

这里土壤侵蚀比较严重
,

黑沪土剖面大部分已被侵蚀殆尽
,

母质裸尽地表
,

广泛分

布有黄绵土
,

而黑沪土仅残存在平缓的梁顶
、

分水鞍和沟掌
、

山湾地 (凹形坡部分 )
。

山地为黑

沪土一黑麻土一灰褐土一山地草甸土组成的山地垂直分布带谱
。

黑麻土分布海拔较 高
,

气 候 冷

凉
、

湿润
,

土城有机质含量较高 (一般 2 % 以上 )
,

土坡全氮为 0
.

12 %
,

全磷 0
.

14 %
,

但速效养分

含 t 较低
,

当地群众采用烧山灰的方法加速土壤养分矿化
。

农作物以小麦
、

洋芋
、

玉米
、

糜谷为

主
,

其次为X 杂粮和 豆类等
,

也栽培当归
、

党参等药材
。

本区内梁那丘陇起伏
,

沟谷纵横
,

地形破碎
,

坡面侵蚀
、

沟谷侵蚀和重力侵蚀均很严重 , 特

别是散渡河与葫芦河流域
,

年平均侵蚀模数可达 10
,

0 00 吨 /平方公里
。

东部永靖地区
,

梁卯顶 部

的黄土层几乎流失殆尽
,

第三系红土层广泛出露
,

是本区的重要产沙地层
。



那一 .中北娜和泣水两岸灰钙土区
。
本区包括兰州市的永登

、

皋兰
、

榆中县北部
,
白银市

、

靖远
、

永靖的北部和景泰县
,

大部分为黄土筱盖
,

部分山地丘陇和峡谷为石质或裸露的红层
,

北

部地势比较平缓
,

间有盆谷
。

年平均气温 5
.

8一 9
.

0 ℃
,

年平均降水量 2 00 一 3 00 毫米
。

主要分布的土族为灰钙土
,

北部景泰县境有棕钙土
,

此外川平地区广泛分布有淤土
、

盐土
,

石质丘睦和洪积扇部分分布有石质土
。

由于干早
,

农业主要集中在川坪地
。

黄河干流有葫芦状的

盆地
,

是本区农业的精华
。

现有水浇地面积 8
.

3万公顷
,

占现 有 川 地 的一半以上
。

主要农 作 物

有春小麦
、

洋芋
、

谷
、

糜
、

玉米
、

豆类
、
春油菜

、

胡麻等
,

瓜果蔬菜品质较好
,

一 般 为 一 年一

熟
。

本区 由于气候干早
,

常年多风
,

特别是北部土坡风蚀沙化严重
,

南部丘陵低山也有较严重的

水土流失
。

V一 , 海东部黄土地区燕钙土和级钙土区
。

本区包括考察地区西部的青海省境内
,

是青海省

种植业生产比较集中的地区
。
粮油产量分别占全省总产量的80 %和 70 %

,

是粮食
、

油料
、

果品
、

蔬菜的主要产区
。

本区为黄土高原和青截高原的过渡地区
,

山脉绵延
,

地形起伏大
,

海拔 大 多 在 3
,

5 00 米 以

上
.

由于相对高差大
,

气温
、

降水
、

植被随地形海拔高度的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
,

从而形成了显

若的土攘垂直分布带谱
。

分布在东部海拔比较低的黄河
、

徨水河谷地及其两岸黄土丘陵 (海拔 1
,

6 00 一 2 ,
5 00 米 )

,

包
.

括西宁市和它的东部徨水河谷
,

循化东部和尖扎的黄河两岸
,

气候比较干燥
,

主要土 坡 为 灰 钙
土

、

红粘土和紫红色砂页岩风化物上的石质土
,

川地为灌淤灰钙土
、

潮土
、

盐土和新积土
。

分布在 2
,

3 00 一 3
,

20 0米的山地
,

主要有黄绵土
、

黑钙土
、

红粘土和栗钙土
。

随着地形海拔升

高
,

土镶有机质含量增加
,

表层土坡团粒结构好
,
但由于热量条件较差

,

土壤速效养分较缺
,

作

物组合主要为青裸
、

洋芋
、

油莱等
。

分布在海拔 3
,

20 0米以上的山地
,

主要土坡有山地草甸土
、

高山灌丛草甸土和高山草 甸 土
,

土族有机质含量高
,

具草毡层
,

大部分为放牧草场
。

本区
,

特别是浅山地区
,

降雨较多
,

年降水量达 3 00 一 6 30 毫米
,

滥垦滥牧较严重
,

初步治理
.

面积为 19
.

7万公顷
,

仅占流失面积的 9
.

2 %
。

搞好水土保持是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城资源
,

保 障 农
-

林牧各业稳定增长的根本性措施
。

三
、

甘青黄土地区提高傻蚀土坡生产潜力的途径
“
万物土中生

” 。

土城是农业的基础
,

当前世界上还没有大规模
“
无土栽培

” 的农业
。

但是

土族在各种自然因素的作用下
,

有它本身的发生发育规律
。

人类根据土族形成演变的规律性
,

因

地制宜地合理利用土壤
,

以获得丰硕的农业产品
,

促使土城肥力不断提高 , 如果违反客观 自然规

律
,

掠夺式土城经营
,

必将遭受大 自然的无情报复
,

土城肥力递减
,

土城报酬下降
,

自然灾害频

萦
,

人民丧失立足之地 !

为了从侵蚀土族上获取更多的农副产品
,

当前国内外采取的主要途径是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
、

单位面积产量
。

目前本区宜农荒地有限
,

而且分布不均衡
,

自然条件较好的地 区宜农荒地很少
,

象秦安
、

甘谷人多地少的地区
,

从沟底到梁顶除了红粘土和红砂土外均被垦殖
,

已经达到无荒可

开的地步 , 自然条件比较严酷的干早地区
,

垦荒和水是紧密连系的
,

没有灌溉便无农业
,

例如景
·

泰就是这样
。

当然可以种一 点闯田
,

但农业生产 无保证
。

另外现有耕地随着人 口和基建占地的增



加而减少
,

、

而且减少的耕地绝大部分都是良田 , 今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

必将继续出现减少趋

势
。

同时过去片面强调
“ 以粮为纲

” ,

盲目开荒造 田
,

破坏了草原和沙生植被
,

引起 大 面 积 土

坡沙化
,

水土流失
,

草场退化和次生盐演化
,

最后不得不大量弃耕的教训
,

也是极其深刻的
。

我

们认为
,

本区土集生产潜力还有待提高
,

通过进一步提高早作和灌溉农业的土坡生产水平
,

完全

可以达到粮食 自给
。

通过考察
,

我们看到了党的农村政策和开放政策执行后
,

农村发生的重大变

化
,

彻底改变了我们以往对黄土高原整治的陈旧观点
。

30 多年来的科学实验
,

对黄土地区国土整

怡提供了新的可靠的理论依据
。

(一 ) 改 . 农业生态环境
,

趁设高效的农业土滚
。

人们常常把黄土高原和水土流失
、

千沟万
.

壑的景象联系起来
,

这是表面现象 ! 我们认为
,

黄土高原分布的土城黑沪土是好 土
,

被 侵 蚀 之

后
,

现在残留的黄绵土也不是坏土
。

我们在甘青山区考察时
,

常常可以发现
,

哪里有黄土
,

那里

就出现农事活动 , 在甘南山区看到的
“
黄土下山

,

石头出山
”
和石头埋压农 田的景 象

,

和 皇 甫

川
、

徨水河两岸黄土被侵蚀后
,

紫色基岩裸露
,

岩石半风化体直接输入河道
,

披沙石土寸草不生

的红色荒漠景象
,

可以认为
,

这是历史上人们不合理利用土壤的自然报复
。

我们要从侵蚀土壤上获得尽可能多的农副产品
,

就必须提供和这些产品相适应的
、

足够多的

物质原料 , 不能靠掠夺侵蚀土壤资源过 日子
。

这些原料当中
,

包括光热气水肥土
。

在早作农区
,

水肥土是可以受人类支配的
。

这就是说
,

我们要获取预期的农副产品
,

不仅要保护水土资源
,

还要

向侵蚀土坡中补充养分元素
,

以便从掠夺式地索取
“

恩赐
” ,

转变为改善增殖
,

保护资源与合理利

用资源结合起来
,

进一步改善农田生态环境
,

建设高效的农业土壤
,

达到农业高产稳产的 目的
。

目前
,

必须以改土治水为中心
,

搞好农田基本建设
。

丘陵沟壑区
,

做好沟沿 防 护
,

沟 坡 兼

治
,

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
,

预防和治理相结合
,

严防沟壑进一步扩展
,

导致坡面破碎
,

耕

地面积减少 , 黄土源区修好地边埂
,

进行沟壑治理
,

固定侵蚀沟
,

保护源地
。

平整土地
,

兴修水平梯田
,

是变
“
三跑田

”
为

“
三保田

” ,

改善农田生态环境的主要措施
。

据调查
,

梯田减少地面径流 70 %左右
,

增加土壤持水量 30 %左右
,

土壤剖面蓄水量 比坡地深 30 一

40 %厘米 , 老梯 田土壤养分比坡地增加 2 一 4 倍
,

土壤抗逆性极大加强
。

关键是土城培肥
,

加深

熟化土层
,

提高土壤有机质和养分含量
,

促进土肥相融
,

增加侵蚀土壤水稳性团粒结构
,

增强作

物抵抗 自然灾害的抗逆性
,

使功能和生物量稳定提高
。

干早风砂区
,

要特别注意保护草被
,

营造

防风固砂林
,

防风固砂
,

防止土壤风蚀砂化
。

对生态环境进行调控
,

使恶性循环逆转
,

建设高效

能的农业土壤
。

(二 ) 增加农业投资
,

改兽俊蚀土坡生产条件
。

黄土地区侵蚀上壤干早
、

贫瘩
,

耕作粗放
,

耕层浅薄
,

作物抗灾能力弱
,

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袭击
,

是 目前提高侵蚀土城产量的主要障碍
。

本

区 以早作农业为主
,

但是 目前早耕地的生产水平远远没有发挥出自然降水量的生产效益
。

2 米土

层内一般可蓄水 5 00 毫米左右
,

可生产粮食 3 一 3
.

75 吨 /公顷
,

水分利用率高的可达 4
.

5吨 /公顷
。

可见有限的降水蕴藏着极大的增产潜力
。

但由于肥少
、

地薄的限制
,

不可能发挥侵蚀土城现有蓄

水的生产作用 , 肥多的地区
,

由于土层浅薄和忽视蓄水保墒措施
,

干早的条件不能发挥肥的生产

教益
。

通过考察
,

初步改变了我们对黄土高原国土整治的某些陈旧观点
。

一些过去我们认为水土流

失非常严盆
、

生态系统相当恶劣
、

治理比较困难的县
,
如秦安和甘谷等县

,

几年来由于党的农村

赎策和开放政策的实施结果
,

水土流失逐步减弱
,

生态系统显著好转
,

初步解决了粮 食 自给 问

超
,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普追提高
。

他们以乡镇贸易为突破 口
,

获得资金后
,

进行农业投资 (资源



补充》 。

首先是肥料投资 , 其次是地膜班盖
,
改良土镶

,
兴建水平梯田 , 增加水地等

,
提高了侵

蚀土城生产效能和抗灾能力
。

它给我们的启示是
,
尽管属黄土高原国土整治最难的地区

,
也可以

获得快速的改变
,

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增加农业投资
。

`

陇东黑沪土
、

黄绵土
、

灰褐土早农区
,
土族有机质含量大部分在 l %以下

,
可给态氮磷养分

含 t 一般只能满足 1
,

12 5一 l
,

8 75 公斤 /公顷产 t 的需要 , 华家岭
、

甘南和海东等高寒山区的 山 地

草甸土
、

黑麻土
、

黑钙土和栗钙土等土集
,

虽然有机质含 t 较高
,

但土温低
,

有机质分解矿化缓

慢
,

土城速效养分缺乏
,

所以早作农业的着眼点要放在培肥土族上
。

重要的一环是增加 肥料 投

资
,

满足高产作物的物质需要
。

过去我们曾经批评过李比西纯化学观点的归还学说
,

但是李比西

的归还学说在促进农业策荣方面曾经起过不可磨灭的功绩
。

我们要获得计划中的产量
,

就要有相

应的物质佬 t 输入
。

近年来
,

我国开展的土族
、

作物营养诊断和土坡普查
,

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科

学资料
,

为因土施肥
,

合理用肥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

巧施肥
,

以肥调水
,

充分发挥土壤水资

源的生产潜力
,

加深熟化土层
,

提高土壤抗灾能力
。 “ 水路不通走早路

” ,

建设高效能的农业土

城
,

是一条重要的早农出路
。

另外
,

发展灌概
,

增加水地
,

仍然是提高干早地区土壤生产潜力的重要措施
。

甘肃省五十年

代全省有保灌面积 16
.

7一20 万公顷
,

粮食总产 25 0一 3 00 万吨
,

七十年代该省有保灌面 积 60 万 公

顷
,

粮食总产 5 00 万吨
。

中部干早地区建成 67 公顷以上的电力提灌工程 n s处
,

装机容量 34 万千瓦
,

设计灌溉面积 10 3
.

5万公顷
。

这些电灌工程
,

建成竣工对于解决甘肃省黄土高原干早地区的 农 业

灌概和人畜用水间题
,

起了积极作用
。

单产提高
,

一般水地比早地每公顷增产粮 食 2
.

25 吨以上
,

景泰川电灌上水以来
,

为 国家生产粮食 3 8
.

5万吨以上
,

与上水前相 比
,

粮食增长 9
.

2倍
,

农业产值

增长 12
.

5倍
。

对现有工程应抓紧成龙配套
,

注意科学用水
,

节约用水
,

千方百计降低电耗
。

还要调

整全区作物种植比例
,

搞好多种经营
,

增加农民收入
,

严防土壤次生盐演化
。

据调查
,

景泰川
、

皋兰
、

西岔
、

大沙沟和榆中三角城电灌
,

靖会电灌
,

靖远刘川电灌区等地
,

土壤次生盐演化面积

都有不同程度地发展
。

由于灰钙土中可溶性盐含量较高
,

加上超量灌概
,

土地不平
,

渠道渗漏等
,

加快了土城次生盐演化
。

应做好灌排配套
,

渠道衬砌
,

平整土地
,

科学用水
。

目前占70 %的早耕侵蚀土壤
,

不能单纯期望兴修水利来解决干早间题
,

也不能靠天吃饭
,

等

待大 自然的恩踢
。

本区人民历史上即以抗早耕作为主
,

采用了一系列抗早保墒的耕作措施
,

如深

翻
、

秋施肥
、

秋末耙箱
、

冬季镇压保墒
、

早春免耕条播等
,

达到春早秋防
,

秋雨春用
。

关键是培

肥土坡
,

改善土壤物理性质
,

提高土壤水分 利用率
,

减少无效水分消耗
,

充分利用土 壤 深 层 储

水
,

水肥兼顾
,

保证高产稳产
。

(三 ) 用地井地结合
,

. 立优性的农 田生恋系统
。

黄土地区
,

土壤利用不合理
,

是造成目前

水土流失严重
,

三料俱缺
,

人民生产水平低的主要原因
。

为解决吃饭问题
,

发展种植业生产是必

要的
,
但是片面强调粮食生产

、 “ 以粮为纲” 、 “
一网打尽” ,

影响其它各业发展的 做 法 要 改

变
,

必须建立一个农林牧的合理结构
。

在小农业范围内
,

也必须调整农田作物结构
,

建立一个合

理的
、

优性的农田生态系统
。 1 、

用地养地结合
,

粮油和其它经济作物比例合理
,
夏秋作物

,

谷

类
、

豆类作物比例合理 , 2 、

无重大自然灾害下
,

持续稳定增产 , 3
、

土坡肥力最少保持平衡或

者略有提高
。

根据甘肃省农业区划资料
:

五十年代全省夏田面积约占54 %
,

秋 田面积占46 %
,

其

中陇东及秋各半
,

陇中秋大于夏
,

临夏和甘南夏大于秋
。

全省夏田中豆类
、

禾田等夏杂粮面积占

26 %以上
,
定西和临夏地区 占35 %左右

。

后来由于扩大小麦面积
,

夏秋比例发生显著变化 , 目前

全省X 田上升到 69 %
,

秋田下降到 37 %
,

X杂粮只 占夏田 的20 %左右
。

小麦倒茬困难
,

重茬
、

回



茬遥年增多
,

用养失调
,

土壤中某些养分奇缺
。

榆中小麦产量稳步不前
,
陇东平凉地区

,

因长期

连续发生地下病虫危害
,
减产可达 7 %左右

。

全区用水和劳力紧张
,

草荒严重
,

产量变化很大
,

不能稳定提高
。

就整个甘青地区说
,

要因地制宜
,

因土种植
,

在不同的地区
,

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农田作物种

植比例
。

甘肃提出夏秋比例“ : 4 6 , 临夏和陇东以小麦为主
,

合理安排秋 田
,

但小麦面积不宜超

过 70 % , 陇中和渭河 流域夏秋各半
。

适当增加豆类
、

夏杂粮面积
,

使小麦
、

夏杂田各占1邝 的 三

三轮作制
。

发展豆科作物和短期绿肥
,

实行合理 的轮作倒茬
,

协调粮油肥的关系
,

增 施 有 机 肥

料
,

合理使用化肥
,

注意氮磷配合
,

协调侵蚀土壤营养元素
,

提高侵蚀土坡肥力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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