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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土壤侵蚀
,

促进福建省生态良性循环

连 育 青

(福建农学院 )

提 要

引起土壤浸蚀的因索是多方而的
,

白然因素只是潜在因子
,

而人类对 自然的过度千顶或

破坏
,

则是造成福建省土壤侵蚀的主要原因
。

严重的土壤侵蚀
,

是福建省经济发展 的 最 大 障

碍
。

木文提出土壤侵蚀的防治措施有
:

制定能调动群众治山
、

造林种草积极性的
“

惠民政策
” ,

开展以小流域为单元
,

采取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的措施 ; 发展多样性农村能源 , 加 强 科 学 研

究
,

提高综合治理水平
。

土壤浸蚀是土壤资源趋向贫疥
,

生态平衡严重失调的外在表现
。

它给福建省局部地仄农业生

产
、

农田建设以及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

因此
,

采取有效的措施
,

防治土壤仅蚀
,

促进生

态经济的良性循环
,

对振兴福建经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一
、

土壤侵蚀现状

1 9 5 8年福建省的土壤佼蚀面积只有45 万多公顷
。

1 9 8 4年
,

据有关部门调查
,

土壤 仅 蚀 面积
.

达 1 37
.

1万公顷
,

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n
.

2%
。

26 年来
,

扩大了两倍
,

平均每年增加 3
.

5万公顷
,

年

递增率为 4
.

2%
,

其中
:

轻度仅蚀面积为 64
.

1万公顷
,

中度侵蚀为 2 9
.

2万公顷
,

强度 (包 括 剧烈仅

蚀 ) 面积为 6 4
.

1万公顷; 仅蚀严重的县由 1 9 6 3年的 22 个增加到47 个县
。

按照丘陵
、

山地不 同类型

划分
,

山地土壤佼蚀面积占22
.

8%
,
丘陵占66

.

9%
,

台地
、

盆地占10
.

3%
。

从土地利用类型看
,

侵蚀最严重的二坡耕地
,

浸蚀面积占坡耕地的92 % ; 其次是园地
、

占园地面积的45
.

8%
。

在林业

用地中
,

土壤佼蚀面积占全省仅蚀总面积的 65
.

8%
,

占林业用地的 10
.

7%
,

其中70
.

3% 的未成林

地发生严重的浸蚀
,

其次是无林地和蔬林地
。

土壤侵蚀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是
:
老的侵蚀区没有治

理好
,

新的侵蚀区又在发生
,

过去仅蚀多在低丘台地
,

而现在已向低山
、

高丘陵发展
。

此外
,

1IJ

区 ,
串灌

、

漫灌的山垄田
、
山排田

、

岗坡田
,

因水力冲刷
、

漂刷和垂直 的淋溶作用
,

造成细」泪巴分

流失的水田隐匿流失面积近 60 0万公顷
。

全省土壤佼蚀以闽南的泉州
、

漳州
、

厦门 3 个市最为严重
,

侵蚀面积为 57
.

08 万 公 顷
,

占其

土地面积 20
.

2%
,

尤其是惠安县
,

土壤侵蚀面积达 7 万公顷
,

占该县陆地总面积的71 %
,

比重之

大十分惊人
。

不少地区多数表土己冲刷殆尽
,

心土层和母质层直接裸露地表
,

不 少 的坡 面
,

上

坡为面蚀
,

中坡为浅沟侵蚀
,

下坡则大小切沟
、

崩沟纵横交错
,

把坡 面 切 得 支 离破 碎
,

千 沟

万壑 ; 甚至是墓岩裸露
,

石蛋垒垒
,

变为热带荒漠
。

秋冬早季
,

沿海一带沙尘滚滚
,

风蚀十分严

重
。



二
、

土壤侵蚀对生态经济的危害

严重的土壤侵蚀
,

影响了农林牧渔业的发展
,

并给农业 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

其主要表现

如下
:

1
、

肥土流失
,

地力衰退
。

土壤侵蚀对农业的直接影响是 “ 三跑
” (跑土

、

跑 肥
、

跑 水 ) 严

重
,

地面大量的肥沃表土随水流失
,

耕层日益变薄
,

肥力下降
,

土壤质地变粗
。

据有关部门统计
,

全省每年土壤侵蚀损失的氮磷钾等养分达19 万吨 以上 (折标量 )
,

超过平均每年化肥产量的一倍

多
。

以至化肥越用越多
,

肥效越来越低
,

目前每公顷耕地施化肥 已达 33 0公斤 以 上
,

居全国第 3

位
。

每吨氮肥增加粮食已从五十 年代的 45 吨多降至 15 吨以下
,

有的甚至增肥不增收
。

根据沿海一带

调查表明
,

变为红色荒漠的裸土或裸岩地达 5
.

5万公顷
,

占海岸带丘陵山地总面积的8
.

8%
。

耕层

厚度浅化 ( < 10 厘米 ) 占耕地面积 41
.

3%
,

耕作层沙化达 67
.

8%
,

土层浅薄
、

地力下降
,
无疑会

使耕地生态恶化
。

在惠安
、

仙游
、

漳浦等 6个县中
,

耕地土壤的三类田
,

由 1 9 5 8年的 31
.

2%增加

到 1 9 8 4年的 55
.

6%
,

有机质含量由 2 %下降到 l % 的耕地达 4 1
.

2%
。

一遇大雨
,

泥沙冲压农田
。

群众反映
,

冲压一次
,

不但要多花工
,

多施一次肥
,

而且每公顷还减产 75 0公斤左右
。

2
、

河床抬高
,

港道淤浅
。

由于水土流失
,

大量泥沙下泻
,

闽江
、

九龙江
、

晋 江
、

汀 江等河

流的含沙量 1 9 8 0年为 1 9 5 2年的 1
.

5一 3
.

0倍
,

造成河道泥沙淤积
。

解放以来
,

河床 普 遍抬高 0
.

5一

2
.

0米
,

导致通航缩短
,

1 9 6 0年全省尚有内河航道 29 条
,

计 5
, 1 41 公里

,

到 1 9 8 0年减少到 14 条 3
,
8 56

公里
。

上游土壤侵蚀
,

下游必然遭映
。

位于闽江 口的福州马尾 港
,

本世纪初万吨轮的泊位有 8 个
,

1 9 5 9年只剩 2 个
,

虽然也进行了大量的人工疏浚
,

但目前闽江口 已出现 了 3处浅滩
,

只能乘大潮

通航 6
,

00 0吨级轮
,

再不抢救
,

将成为挖泥过日子的局面
。

泉州后诸港
,

宋代是东 方 大港
,

近 20

年来由于晋江输沙量的急增而使淤积十分严重
,

主航道由五十年代水深 18 米淤浅为 12 米 ; 正在建

设中的 3
,

00 0吨级码头前沿仍不断淤浅
,

面临着报废的危机
,

严重地影响了水路 交 通 运 输 的发

展
。

3
、

水利工程效益低下
。

据统计
,

全省因泥沙淤积成为
“
死库

” 、 “
沙库

”
的 山 塘和水库有

1
,

47 3座
,

淤积总库容达 1
,
5 50 万立方米

。

仙游县盖尾乡 1 个蓄 10 万立方米的水库
,

因四周森林被

毁
,

土壤冲刷厉害
,

淤积严重
,

成了土库
,

无法发挥效益 , 永春县达埔乡顺坡开荒 66 7公顷
,

使坝

高n 米的峪山水库
,

1 年就被泥沙填满 , 花了巨额投资
,

储水 4 亿立方米的南安县山关水库
,

每年

淤积泥沙达 20 万立方米
,

至今半个库区泥水浑浊
,

令人忧虑 , 惠安县绕山的泅洲
、

菱 溪 水 库 干

渠
,

因泥沙淤积
,

每年 已花去 4 万多工 日进行清淤
,

但灌概面积也减少了近一半
。

4
、

生态环境恶化
,

自然灾害加贡
。

土壤侵蚀加剧
,

必然造成生态环境恶化
。

生物的生 长 发

育总是在与环境因素相协调的前提下
,

才能得到保存与繁衍
。

由于各种人为因素的破坏
,

使森林

植被逐渐枯竭
,

乔灌草稀小
,

土壤得不到保护
,

土层越来越薄
,

使林草生长不 良或难以生存
。

生

态平衡失调
,

随之而来的就是自然灾害加重
。

素有
“
闽北粮仓

” 之称的浦城县
,

原来森林资源丰

富
,

降雨量是福建省最高的县
,

有 “ 十早九不愁
” ,

但近 20 多年来
,

森林破坏严重
,

径流加大
,

涝灾加剧
。

1 9 8 2年 6 月 14 日一20 日
,

6天总降雨量 4 0 2
.

8毫米
,

引起山洪暴发
,

河水猛涨
,

该二县

淹没稻田 8
,
8 “ 公顷

,

占耕地 42 %
,

损失产量 1
,
228 万公斤多 毁坏水利工程 1

,

15 7处
,

影响 灌 概面

积 6
,

00 0多公顷 ; 全县交通中断了 3 天
。

30 多年来
,

降雨量 以每年平均 2 8
.

6毫米的速度在减少
。

据统

飞6



计
,

五十年代大约 4 一 6 年出现 1 次干早
,

六十年代 约 3 年 1千早
,

七十年 代 有 5 年 旱 3 年 涝

灾 , 尽管水利设施逐年增加
,

受早而积却越来越大
。

1 9 5 5年大早
,

受灾仅 0
.

5万 公 顷
,

19 8 3年秋

早竟达 2
.

1万公顷
。

5
、

用材短缺
,

能源紧张
。

福建省是全国的主要林业甚地
,

但交通方便的地区
,

森林逍 受 严

重的破坏
。 “

公路通
,

山就空
” ,

土壤侵蚀严重
,

目前用材主要靠远边山区
,

燃料奇缺
。

全省农

村严 爪缺柴的有 1 77 万户
,

一般缺柴的有77 万户
,

分别 占福建省农村总户数的4 2
.

5% $1l 1 8
.

5% ;

特别是闽东南沿海一带
,

农户中不缺柴的仅占2
.

5%
。

很多农民把作饲料
、

肥料的作物秸 秆也充

当燃料
,

又造成伺料
、

肥料紧张
。

用材越来越困难
,

这就导致砍伐幼林
,

挖掘树根
,

铲草皮 1
·

分

普遍
,

植彼严 币破坏
, 才l二态恶性循环

,

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 民生活的改善
。

三
、

造成土壤侵蚀的原因

引起」:壤仅蚀的 咏因是多方面的
,

归纳起来就是人 为因索和 自然因索两大方而
,

J七
`
!
, :

后者只

是引起一壤佼蚀的潜在因子
,

而前者属人类 自觉或不 白觉地违反 自然规律的社会经济活动
,

则是

造成土壤佼蚀的主要原因
。

两者又相互影响
,

更加剧了土壤的佼蚀
。

1
、

过度砍伐是引起土坡侵蚀的根木原因
。

具有良好孤盖 的地面
,

可减少土 壤 的授蚀
,

即使

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

仍可通过 自然调节和人为控制
,

立 即恢复原有的稳定状态
。

但足
.

, 、 ’
1人

类向自然索取超过 J
’

生态阀限
,

将导致土壤侵蚀加剧
。

解放以来
,

福建人 11 增长 J
’

1
.

3倍
,

平 均

每人拥有土地仅 0
.

45 公 顷
,

不到全国每人平均水平的一半
。

由于人 LI 稠密
,

农村集镇 和 乡 办 企

业
,

几乎是 以烧柴为华本能源
。

据调查
,

建阳和三明地 区
,

每年工厂锅炉烧掉的木材有80 万 认方

米
,

更使人痛心的
,

有些纸厂用稻草
、

芦苇做原料
,

以木材当燃料
,

每生产 1 吨纸要烧掉 5 吨木

材
。

议价木材暴涨
,

更加导致乱砍滥伐
。

全省木材蓄积量约 4
.

3亿立方米
,

年增加蓄积里
, l为 1, 8 53

万立方米
,

而年资源消耗址达 2 , 2 38 万立方米
,

赤字 38 5万立方米
。

[J 前计划 内
一

与计划外的消耗 比

重在 l : 3 以上
,

资源消耗比达 1 : 6 以上 ;
不少地区滥樵滥伐幼林

,

甚至把枯枝落叶 和草皮
、

树根都掏尽 了
,

近山低山砍光
,

远 山高 山偷光
,

地表裸露
,

导致上壤仗蚀
。

2
、

不合理开发利用
,

加速了土壤侵蚀
。

福建省丘陵台地土壤佼蚀的重要因素足农业上 的 毁

林开荒
,

陡坡种植
,

铲
.

草皮积肥
,

顺坡耕作
,

广种薄收
。

在开辟农地和茶果园时
,

只强调数以多
,

质量

注怠不够
,

进行掠夺式的生产
,

导致
“
越穷越垦

、

越垦越穷
”

的恶性循环
。

福建省乌龙茶
,

名驰
`
扫外

,

为了尽快地富裕起来
,

近儿年来
,

不少地区都在大垦茶山
,

从山脚一
_

直垦到山顶
,

结果是
“ 一年

红
、

二年白
,

三年泪涟涟
” 。

!
_

1的虽然致富
,

实则笼
“

栽穷根
” ,

第 1 年新垦的荒山
,

看起来好似

一朵红花
,

但地表细土被淋洗后
,

第 2 年就成 了一片白沙砾
,

到第 3 年则满 {
_

J疮 庆
,

沟 壑 纵横

了
。

如安溪县长坑乡
,

山上寸草不生
,

山下溃堤崩岸
,

水压沙埋
,

连原有的沃土 良 fll 也幸存无儿
。

据统计
,

全省因强垦滥种造成的上壤浸蚀面积有 3 8
.

8 3万公顷
,

占土壤仗蚀而积的 2 8
.

6%
。

林业

上的炼 山全垦造林
、

油茶林全垦抚育等
,

使新翻耕的土壤在大雨之后随水
`

卜泻
,

土壤大 叭流失
。

全省新造林地的土壤佼蚀面积达 1 8
.

4万公顷
,

占历年新造林面积 70 %
,

姑福建省林 仄
: 上壤 仪蚀的

重要方面
。

此外
,

最近几年
,

城乡建设中不合理地开矿
、

采石
、

烧窑等
,

任意倾倒
:上石

、

矿渣
、

尾沙
,

也造成严重的土壤佼蚀
。

3
、

土峨系统的脆弱性是 引起俊蚀的基本因案
。

土壤生态系统的核心是土体
,

特别 足 表层土

壤
。

欲得土壤系统稳定而健康地发展
,

首先必须有稳定的土体
。

土体的稳 定 除 受 土 壤 自身 物



理
、

化学和生物化学性质的影响外
,

主要依赖于土壤凭之依托的地貌背景
。

福建省是个多山的省

份
,

丘陵山地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89 %
。

由于断裂构造十分发育
,

使
、

省内断块山
、

断层崖等随处

可见
,

坡度陡
,

并常伴生着深邃的断裂谷
。

雨滴
、

径流对坡地物质的冲击推移作用以及土体 自身

的重力作用
,

使之具有强大的下移势能
。

一旦森林遭砍伐
,

就会造成严重的 土 壤 侵 蚀和岩石崩

坍
,

使植物难于再生长
。

土壤母质多为花岗岩
、

砂页岩
、

火山凝炭岩等
,

在高温多雨条件下
,

风

化强度大
,

分解速度快
,

质地松散
,

结持力差
,

当植被破坏时
,

土壤保水能力减弱
,

出现
“ 一场

雨哗啦啦
,

一晴天干 巴巴”
的易涝易早现象

。

此外
,

福建省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

雨量充沛
,

年降雨量为 1 ,

10 0一 2 ,

0 00 毫米
,

但分布不

均
,

80 %集中于 3一 8 月份
,

尤其 5 一 8 月份
,

常以历时短
、

强度大的暴雨 出现
,

提供了土壤水

蚀的主要动力
。

闽东南沿海一带
,

风力大
,

风向稳定
,

台风作用频繁
,

沙滩遍布
,

为土壤风蚀提

供了条件
。

四
、

防治土壤侵蚀的对策

土壤侵蚀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
,

它使大量的土地资源
、

水资源 遴到破 坏 和损

失
,

使耕地数量减少
,

质量下降
,

环境恶化
,

从根本上削弱了 白然界养活人类的能力
。

因此
,

根

治土壤侵蚀
,

不仅足为 了眼前经济建设的需要
,

也是一项带根本性的长远性的战略任务
,

她改造

自然
,

造福子孙后代的艰 巨事业
。

那 么
,

怎样才能防治土壤 侵蚀
,

促进生态经 济的 良性掀环呢 ?

根据各地 的治理经验
,

提出如下浅议
。

(一 ) 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根据侵蚀 区的自然条件和佼蚀程度
,

以小流域为单元
,

采取因

地制宜综合治理的措施
:

1
、

轻度侵蚀区
。

地面尚有稀疏草丛
、

灌丛和马尾松生长
,

植被恢复较易
,

大都足连年铲草

或垦后撂荒的缓坡地
。

最有效的措施兄封山育林
,

乔灌草结合
,

如无人破坏
,

一般 4 一 5 年时间

即可达到郁闭 ; 坡度 1 5
“

以下
,

土层较探厚的还可 以大穴种植荔枝
、

龙眼
、

板栗等经 济林木
。

2 、

中度
`

仪蚀区
。

淀积层裸露
,

冲沟发育
,

土地疥瘦
,

地面偶尔可见矮小松树或草墩
,

治理

上仍以生物措施为主
,

辅之必要的工程措施
,

结合挖鱼鳞坑
,

水平沟保土蓄水
,

促进林木生长
。

在板而上先打穴种植马尾松
、

相思树
、

胡枝子
、

紫穗槐等适应性强的速生树种
,
灭厨:.l小灌木

,

必

要时可施点磷肥
,

促进地面植被恢复
,

局部地区可适当发展其它经 济林木
。

3
、

强度和剧强佼蚀 区
。

土壤侵蚀 已发展到母质仅蚀
,

地面寸草不生
,

土壤水肥条件极趁
,

治理更为艰 巨
。

这类地区
,

必须采取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相结合
,

改善植物立地条件
。

修建水平

沟
,

水平台地和反坡梯地等工程措施
,

沟内和坡面用客
二
I: 肥土种植马尾松

、

马店
、

相思树等增加

植被覆盖率
,

控制土壤长蚀
。

4
、

风蚀区
。

发生在沿海台地和风沙地
,

应选择抗风力强
,

防风效果显著的耐
卜`

挤乡土树种
,

如木麻黄
、

按树等
,

大力营造海岸基干林带和农田 防护林带
,

林带中间种植沙竿草等
。

此外
,

坡耕地和园地应平整坡地
、

修固地埂
、

挖后沟
、

砌埃岸
,

建设梯田
,

等高种植
,

间作

套种绿肥
、

豆科作物
,

加强地表覆盖
,

提高土壤蓄水量
,

增强 抗 旱 力
,

变
“ 三跑 地

”
为

“ 三保

地
” 。

原为水蚀
、

风蚀十分严重的东山县
,

进行全面规划
,

以 ,
小流域为单元

, “上战秃头 山
,

下战

飞沙滩
” ,

始终坚持以生物措施为主
,

辅之以工程措施
,

在沙地上建起了一条长 30 公里
,

宽 50 一



` ” ”米的基于林带和 1” “条总长 1“ 4公里的护田林带
,

在 4
,
0” ”多公顷荒山造了林

,

四旁栽植了1
, ” 00

万棵树
,

目前森林覆盖率由解放初 0
.

6% 提高到 3 6
.

5%
.

1
.

帷万公顷的流动风沙被固定了
,
0

.

85 万公

顷的水蚀
、

风蚀严重的低丘台地被治理
,

许多侵蚀危害严重而无法耕种的土地
,

能够种植作物
,

犷

大耕地面积 4 00 公顷
,

80 0公顷农地由 1 季改为 2 季甚至 3 季
,

粮食
、

花生等均获成倍增长
,

如今成

为漳州市粮豆油药果笋等生产荃地
。

年平均风速下降16
, 7%

,

蒸发量下降14
.

2%
,

雾 日数 增 加

30 %
,

冬季平均气温提高 7 一 10 %
,

相对湿度提高 6 %
,

、

地表径流减少 6了
.

3一 8 8
.

9%
。

该县的赤

山村当年是
“
乞丐村

” ,

而今变成了幸福村
。

.

(二 ) 建立水土保持贵任制
。

因地制宜地制定能调动群众治山造林种草积极 性 的
“
患 民 政

策
” 。

把荒山荒地承包给农民植树种草
,

明确规定
: “

谁治
,

·

谁 种
,

谁 管
,

谁 得 益
” ,

长期不

变
,

允许继承
,

做到
“ 山定权

、

人定心
、

树定根
” ,

保证林农多得实惠
。

如福清县的前岭埔
,

原

是光山秃岭的严重佼蚀区
,

尽是小石头
,

寸草不长
,

人们望而生畏 , 1 9 8 3年
,

制定了综合治理规

划
,

把 140 公顷山头
,

分别承包到户
,

3 年来
,

共投资12 万元
,

如今成为树木茂密
,

绿 草 如茵的

薪炭林区
,

生态环境逐渐改善
,

经济效益 日益提高
,

现有成片林 22 0万株
,

林木蓄积量可达 1
.

1万

多吨
,

价值 45 万元
,

控制了该区土壤侵蚀
。

实践表明
,

对大规模营造商品型速生丰产林
,

要由国

家进行重点投资
,

而对生态型森林
,

应 同样给予定期资助
,

使其能维持管理费用
,

以达到发挥生

态效益
,

根治土壤浸蚀
,

发展经济的目的
。

对封山育林成绩突出
、

保持水土成效显著的
,

要给予

表彭和奖励 , 滥垦滥伐造成土壤侵蚀的
,

要责令限期治理
,

酿成灾害者赔偿损失或处以罚款
,

情

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
。

(三 ) 发展多样性的农村能源
:

1
、

造林种草
。

结合治山营造薪炭林和种草
,

是解决土壤浸蚀区能源短缺的根本途径
。

应选

择大片土壤侵蚀地
,

在有关部门规划下
,

种些 当年或 2 一 3 年内即有收益的林草果豆类
,

使群众

当年可 以解决部分燃料
、

肥料
、

饲料
,

又能增加群众经济收入
。

长汀县河田区用 1 年生和多年生

禾本科
、

豆科草类混播
, 3 一 4 月播种

,
5一 6 月即覆盖地面

,

每 公 顷 铲 草 2 0
, 2 5。一 43

, 5 00 公

斤
,

不仅有效阻止了水土流失
,

而且改善了生态环境
,

原来的
“
小老头

”
松也恢复了生机

,

长出

几十厘米的新梢
。

以短养长
,

促进能源林的形成
,

这是当前急须推广的重要工作
。

2
、

开发利用当地能源
。

利用秸秆
、

杂草
、

水生植物和农家肥料
,

积极发展沼气
,

是解决燃

料短缺的有效途径
。

农村家用沼气投资省
,

时间短
,

见效快
,

可以 “ 一气 带 四 料
” (燃 料

、

肥

料
、

饲料和工业原料 )
,

节省柴草 3 / 4一 4 / 5
,

既能提高经济效益
,

又能保护植被
,

促进生态系统

的良性循环
。

山地丘陵
,

河网落差大
,

兴建小水电的潜力大
。

永春
、

尤溪等县创造了兴建小水电

的好经验
,

应 当大量推广
。

沿海半岛
、

岛屿地区风能丰富
,

每平方米截面积上每年可捕获的风能

为 1
,

95 。千瓦小时
。

平潭岛成功地建成 中小型家用风力发电机
,
结构轻巧坚固

’ ,

而且成本较低
。

解

决沿海军民的燃料
、

照明等前景极为灿烂
。

(四 ) 合理利用土地
,

防止土坡流失
。

丘陵山地土壤不但具有水平
、

垂直的分异性
,

更有生

态系统的脆弱性
,

物质的输出性
,

且处于现代成土过程与侵蚀过程激烈斗争之 中
。

我们应根据土

壤性状及其周 围环境条件的高度统一规律
,

全面规划
,

合理开发利用
,

做到土壤的适宜性和植物

的适宜性要求的高度谐调和统一
,

是减少土壤侵蚀的关键
。

要彻底杜绝盲目开 荒 扩 种
,
乱 砍滥

伐
, _

毁林种地的不合理现象
,

在丘陵山地开发利用中
,

应一山多用
,

立体布局
。

有 的地 区提 倡
“ 三带

”
垂直种植

,

即山顶营造用材带
,

山腰发展经济作物带
,

山麓种植绿肥牧草带 , 有的地区

低山上部发展马尾松
,

中部发展混交林
、

毛竹林等
,

下部栽种茶或油茶
。

在林业用地中
,

应将用材



林
、

经济林
、

薪炭林统一规划平衡
,

建立多层利用和混交结构
,

块状带状混交等
,

乔灌草配合的多

层次植被结构
,

以及实行林粮间作
、

林油间作
、

林肥间作
,

以耕代抚
,

走农林牧综合发展道路
。

按不同的利用方式
,

配置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
,

改变现行的全垦炼山造林
、

油茶林全垦抚育的作

法
,

以减少土壤侵蚀
。

(五 ) 提高土坡俊蚀治理工作的科学水平
。

从过去一些地方只注意数量
,

忽视质量的粗放治

理
,

转到集约治理上来
,

这是能否取得效益的关键
。

首先
,

加强科学试验
,

进行不同林地下的植

物生长量
、

蒸腾量
、

土壤含水量
、

地下水位
、

地面径流
、

枯枝落叶以及物侯
、

小 气 候 等 综合观

察
,

提高土壤侵蚀治理的理性认识
,

并做好技术推广和技术服务工作
,

把技术措施落实到户
,

落

实到山头地块
,

一丝不苟地提高治理质量
,

其次要克服盲目攀比速度的不良倾向
,

坚持实事求是
,

量力而行
,

制订符合客观情况的年度实施计划 ; 第三
,

应有计划培养
、

扩大技术 队伍
,

以适应治

理研究工作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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