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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侵蚀和泥沙淤积

是水土资源遭到严重损失的主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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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魏俊蚀
,

不仅使土层变薄变班
,

早灾绷繁
,

而且造成江河泛世
,

洪水成灾
,

良田毁灭
,

人畜伤亡

的恶果
。

水土保持工作必须本标兼治
,

而以治本为主
。

治本是指各种田土一律实行免耕 , 治 标是 指增

加农业投资
,

大摘农田基本建设
,

广泛植树造林
,

谈深大小河道
,

做到农 田排斑两便
,

江河航运杨通
。

中国人民
,

终将会以改天换地的研究成果
,

实现
“
人定胜天 ” 的诺言

。

“ 水土保持
”
这个名词

,

在人们心 目中几乎就是防止土壤冲刷的同义语
。

这种看法是不够全

面的
,

甚至是不正确的
。

事实是
.
被流水冲走的泥沙

,

绝不象一般人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地经过

澳沟河道直达海洋 , 相反
,

这些泥沙出山不远
,

就开始随着流速的减缓而到处淤积起来
。

久而久

之
,

泥沙层越积越厚
,

便填满塘库
,

抬高河床
,

造成浅滩断流
、

河道曲折
、

妨碍航运
,

最后使得

水利成为水害
,

良田变为不毛之地
。

这一切说明
,

我们绝不能只看到土集侵蚀所引起的土层变薄

变度
、

早灾粼繁的现象
,

还必须看到紧随水土流失而来的江河泛破
,

洪水成灾
,

良田毁灭
,

人畜伤

亡等种种灾难性后果
。

此外
,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有下列几种事实
:

第一
,

在丘睦山区地质地貌比较复杂的地方
,

淤积物厚薄不一
,

造成下渗速度快慢不匀
,

导

致局部潜水位升高
,

良田一变而为冷浸
、

稀烂
、

下湿等低产田
,

严重影响粮食生产
。

第二
,

由于祖溉排水工程在数量和质量上至今还不能尽如人意
,

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
,

特别

在普遍实行 “ 过水田
”
的情况下

,

田土中大量肥泥和养分都被流水落解而流失
,

形成
“
水田侵蚀 ,

的特殊现象
,

其严重程度并不亚于早地
。

第三
,

当前我国城乡工商业 日趋繁荣
,

耕地被大量 占用
。

根据统计
,

因建房
、

修路
、

筑库而

占用的土地面积
,

全国每年多达 60 万公顷
,

仅四川一省 1 9 8 6年也达 8
.

4万公顷
。 “

救救 国 土” 已

成为广大群众紧急呼吁的口号
。

由此可见
,

土城侵蚀和河床淤积所引起的旱洪灾害
,

在长期无法防治的情况下 已经形成极其

明最的恶性循环
。

只举四川奉节县为例
,

该县统计数字表明
:
伏早五十年代平均 4 年 1次

,

六十



年代 2 年 1次
,

七十年代 1 年 1 次
,
暴雨五十年代出现 7 次

,

六十年代 29 次
,

七十年代 37 次 , 洪

涝五十年代没有出现
,

六十年代出现 2 次
,

七十年代出现 4 次
,
冰雹五十年 代 平 均 1年不 到 1

次
,

六十年代 1 年 2 次
,

七十年代每年 4 次
。

这些数字说明
,

土地利肘管理的合理与否
,

不但直

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
,

而且也是早洪等自然灾害日益加剧的根源
。

举世瞩目的中央十三大会议明确指出
:
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 的 初 级 阶 段

,

要 求 万 众

一心
,

加速改革步伐
,

深化改革内容
,

从加强科学研究和农业建设入手
,

设法防治自然灾害
,

纠

正一切不正确的技术措施
。

根据这一指示
,

我们认为
,

今后我国的水土保持工作必须本标兼治
,

而以治本为主
。

所谓治本
,

是指不论山坡地
、

早耕地或水田
,

一律实行自然免耕
,

具体措施是
:

在精耕细作
、

加强培肥
、

促成雨水快速下渗的基础上
,

实行长期免耕和连续复种两项措施
,

保证

土集永久疏松
、

湿润
,

完全没有翻耕的必要
,

也没有地 面蒸发失水使土壤变干变硬的可能
。

这样

做
,

既可根绝土城侵蚀
,

防治水土流失
,

也可看到地面草木繁茂
,

四季长青
,

年年处 处 五 谷 丰

登
,

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喜人景象
。

所谓治标
,

是指增加农业投资
,

大搞农田 墓本建设
,

广泛植

树造林
,

浚深大小河道
,

做到农 田排灌两便
,

江河航运畅通
。

谚语说
“ 人定胜天

” 。

作为党领导

和教育下的中国科学
_

L作者
,

终将会 以改天换地的研究成果
,

为祖国争光
,

为人民造福
。

这里所提出的自然免耕和一般所称的免耕在性质上大不相同
。

自然免耕是指用免耕
、

免灌的

技术改造耕作土
,

要求把现有百孔千疮的国土资源重新恢复它千万年前处女土的本来面日
。

这个

方法也可称为绿 色革命的一种特殊方式
,

它的要点如下
:

一
、

改变土壤水分运动方式
,

使土壤由干湿不 匀
、

流向杂乱的状态转变为上下 干湿一致
,

流

向整齐均一
。

这一点是雨水点滴归田的需要
,

是免灌省水省工的需要
。

实践证明
,

这完全是可能

的
。

原因在于
,

土体上下各层的含水状态
,

如果不能控制在毛管水含量范围以内
,

就会引起上下

各层吸水势的差异
,

从而使水分由地面下渗土层深处或由深处上渗到表土的速度
,

都会发生中途

停滞的现象
。

下渗水停滞的结果
,

地面水土流失必难避免 , 上渗水如果遇到阻碍
,

也会影响到植物

生长不 良
。

只有等速度的下渗和上渗
,

才能使蓄积在土壤深处的雨水随时补充毛管水供 应 的不

足
。

这就是处女土永久保持湿润松软的物质基础
。

二
、

改革种植方式
,

变宽行种植为一年四季土不离根的连续复种方式
。

前者行间土城裸璐面

大
,

燕发失水严重
,

土竣容易变干变硬
,

使土内水分无法上渗和下渗
,

一遇大雨来临
,

大量泥土

随径流损失
,

天气干早又可使作物枯萎
。

三
、

改平作为厢作或垄作
,

并在沟内垫施堆肥和稿秆
,

以利水分下渗和旁渗
,

为厢垄土层全

部持久浸润提供必要的保证
。

为 了顺利实现 以上三项改革
, ;目前的耕作土必须具备精耕细作的条件

。

具体作法是
,

将土块

耕松耙细
,

以保证土镶结构本身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最佳的稳定状态
。

有了这种稳定的结构状

态
,

再通过毛管水的浸润
,

才可进一步导致土壤内部水热气肥始终保持最佳的状态
。

完成了上述精耕细作的准备措施
,

就可 以进行长期免耕
;
也只有长期免耕

,

才能使土城结构

的完整性
、

稳定性和肥沃性随时间而递增
。

农民群众的免耕经验 己经积累的无数事实证明
,

兔瀚

的时间秘长
,

土城越是疏松柔软
,

腐殖质含量和农作物产量也逐年递增
, 同时也证明

,

已经免耕的

土撰
,

只要一次翻耕
,

作物产量立即降低
,

水土流失立 即开始出现
。

自然免耕所以在任何地区和

任何年份都有省工高产
、

抗早抗洪
、

保水保土等一举三得的功效
,

原因就在于此
。

以丁将提出本 所

的一些研究结果
,

说明水土保持设计的根据
。

关于气候
、

地形
、

坡度等生态环境因子如何影响土城冲刷的问题
,

一般己有论述
。

这里只就



和兔耕效果密切相关的土壤渗透性和回润性两种功能
,

说明它们变异的规律和表现差异的原因
,

以便有目的
、

有步赚地用其所长
,

补其所短
,

因地制宜地设计改造生产力的途径
。

我们的研究结

果指出
,

土城母质不 同
,

沉积方法不 同
,

其渗透性和回润性就会有很大的差异
。

表 1列举我国有

代表性的10 种土集在渗透性和回润性方面的差异
,

表 2 是 10 种土壤母质胶体特性和成分特性的差

异
。 ,
从表 1 可以看出

,

不同土城由免耕产生的渗透性和回润性都比较显著
,

但表现程度则各有不

词 , 表 2试图说明
,

土镶渗透性和回润性的差异与土壤本身特性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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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上列两表的数字
,

可 以得到几点重要启发
:
一

、

土壤渗透性和回润性两项水 分 生 理指

标
,

表现出相当明显的正相关
。

例如映西黄土
、

沙溪庙小土
、

遂宁层小土三者
,
都表现为渗透快

,

回润也快
,
云南紫色大土

、

四川沙澳庙大土
、

蓬莱镇大土
,

都表现为渗透慢
,
回润 也 慢

,

甘肃 黄

土
、

差莱镇小土
、

遂宁大土
、

云南老红壤都表现为渗透率居中等 , 二
、

渗透和回润两者都快的 3

种土
,

在土水比增大的时候
,

胶体活性有显著减弱的趋势
,

因同时代换酸
、

代换碱也比较低
,

说

明这些土壤上下各层的吸水势比较弱
,

因此表现为有利于渗透和回润 , 三 、
中性土或大土含磷钾

都比酸性土或小土为多
,

但这与渗透性和回润性并无关系
。

作为本文的总结
,

我们的研究结果似乎可 以得到这样一个初步概念
,

即土坡一次被上渗毛管

水全部浸润 以后
,

就有最大可能在免耕和高度复种情况下
,

大大增强雨水下渗的速度和数量
,

因

而可 以达到免灌或少灌的目的
,

这正是水土保持的根本措施
,

可 以广泛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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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o r e “ t r y
,

h u s b a n d r y a n d

s i d e l i n e P r o d u e t i o n
。

T h e 5 0 一 e a l l e d h a r n e s s i n g o u t w a r d P r o b le m s r e f e r s t o

s u e h a c七iv i七i e s a s i n e r e a s i n g a g r i e u l七u r a l e a P i t a l t o m a k e e a P i t a l e o n s t r u e -

t i o n o f f a r m l a n d g r e a t l y
,

P l a n t i n g t r e e s a n d b u i l d i n g f o r e s t i n l a r g e o e a l e ,

d e e P i n g a n d e l e a r i n g a l l e h a n n e l s i n o r d e r t o m a k e f a r m l a n d b e e a s y t o

i r r i g a t e o r d r a i n , a n d r i v e r s b e u n b l o e k e d f o r s h i P P i n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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