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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造成的土壤肥力退化及其逆转途径

李鼎新 汪美玲 徐建荣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提 要

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对土壤肥力退化的影响
,

主要表现在农林牧生态功能失调
,

土壤

资源遭到破坏
,

非地带性土壤取代地带性土壤
,

资源恶化 , 土壤物质循环受到损坏
,

大量养

分流失
,

产投比失调
,

土壤素质下降
,

由此诱发干早和贫瘾
。

逆转途径是
: 1

、

合理 利 用土

地
,

建立农林牧 综合体的保护性农业
,

促进 良性循环 , 2
、

加快治坡
,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

建

立高产农田 ; 3
、

增加有机和无机物质投入
,

强化物质循环的效能
,

建立良性生态农 业 的物

质循 环体系
。

黄土地 区的国土资源
,

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它不仅地域宽阔
,

而且 自然资源

丰富
,

对西北经济区的开发起关键性的作用
。

这个地区最突出的矛盾是水土流失严重
,

它不仅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

千早和地力 卜降
,

农林

牧业全面衰退
,

而且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威胁
。

因此
,

黄土地 区的水土流失 问 题
,

引起

人们的普遍关注和疑虑
。

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估计
,

全世界每年损失的可利用的耕地 约 为 5 00 一

7 0 0万公顷
,

到本世纪末可能上升到1
,
0 00 万公顷

,

其中占世界粮食生产一半的
,

包括我国和关
、

苏
、

印等国
,

每年损失表土达 1 32 亿吨
,

印度流失表土约60 亿吨
,

澳大利亚约 1 / 3 的 国土遭受

侵蚀的危害
,

人类 l曲渝危及生存的严峻挑战
。

现根据 19 8 6一 1 9 8 7年在黄土地区对土壤养分资源和存在的问题进行考察的 磷础上
,

参考有关

资料
,

着重研究分析水土流失对土壤肥力和生态的影响
,

为采取相应的对策
,

合理利川国土资源
,

建立 良性的生态环境提供依据
。

一
、

水土流失概况及对土壤肥力的影响

(一 ) 水土流失的概况
。

黄土地区水土流失面积约43 万平方公里
,

J洲
,
严爪流失的而积为 28

万 平方公里
,

占我国水土流失而积的2 8
.

0 7 %
,

占黄土高原总面积 74
.

0 %
。

这里约有50 %的地 区

侵蚀量超过 5
,

00 0吨 / 平方公里
,

址严重的地 区达 2 一 3 万 吨 / 平方公里
,

陕北
、

晋西和 陇 中部

分地 区高达 4 万吨 / 平方公里 (陈永宗
、

景可
: “

黄土高原国土整治
,
!

, 儿个问题探讨
” )

。

为了阐

明黄土高原不 同地 区水土流失的现状
,

我们收集了黄河各干支流站有关泥沙的观测资料
,

见表 1 。

从表 1 资料可知
,

除涅水
、

祖历河
、

挑河
、

径河和汾河各干支流的土壤佼蚀模数术1对较低外
,

其

它的
,

如皇甫川
、

窟野河等流域
,

土壤侵蚀模数均超过 1 万吨 / 平方公里
,

佳芦河最大
,

高达 3

4 6



表 1 黄河各主千支流多年平均俊蚀模数和冲沙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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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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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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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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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温家川

中家湾

张家山

祖历河

惶 水

办 。6

30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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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阳旗宁和咸红会民

河河河河延径渭挑

万吨/ 平方公里
。

黄河各千支流域产沙的来源
、

方式和悬移物颗粒大小尽管不同
,

但流经三 门峡的16

亿吨的泥沙中
,
我们可以作一粗略的估计

,

如其中约50 一60 % 的泥沙来自沟谷部分
,
那么余下的

侧来自丘陵坡地和源面
。

按这个数字推算
,

黄河流域每年损失的表土达6
.

4一8
.

0亿吨
,

折合损失

农耕地约40 一48 万公顷
。

(二 ) 水土流失对土壤和肥力的影晌
。

水土流失危害的外在形态是切割地面
,

破坏了耕地
。

根据对延河支流调查的资料表明
,

杏子河流域地面切裂度为5 5
.

4 %
,

沟道密度为 5 一 6 公里 / 平方

公里
,

特别严重的地 区
,

土层清薄
,

红土和基岩 出露
,

土壤沙化和岩性化
。

1
、

地带性土壤遭到破坏
,

岩性土取代了地带性土壤
。

黄土地区面积广大
,

生物和气候存在

着明显的差异
,

土壤类型多样
,

代表性土壤有搂土
、

黑沪土
、

栗钙土和灰钙土等
。

除了源 区阶地

和盆地外
,

凡低山和黄土丘陵区
,

由于严重的水土流失
,

大量的表土流失殆尽
,

尤其是半干早地

区
,

黑庐土剖面残存无儿
。

据调查资料表明
,

保存完整剖面的黑沪土
,

腐殖质层厚约 50 一1 00 厘

米
,

有机质约1
.

64 %
。

这说明
,

本区在历史上曾是植被茂密
,

牛羊成群
,

土地肥沃之地 ; 如今岩性土

取代了黑坊土
,

成为木区代表性土壤
,

生态环境恶化
。

表 2 是
.

我们在陕北杏子流域对黑沪土调查

钓资料
。

表 2 资料表明
,

由于水土流失
,

流域内地带性黑坊土表层变薄
,

土壤向岩性化方向演化
。

现

在保留较完整的黑沪土的面积仅有4 0 1
.

2 6公顷
,

占全流域地带性土壤总面积的0
.

23 % ;
岩性上为

1 3
.

6万公顷
,

占地带性土壤的9 9
.

71 %
。

从宏观分析可以看出
,

杏子河流域黑护土资源减少
,

岩性土增多
,

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
,

当

地的地带性土壤资源遭到破坏
,

自然肥力退化
,

而且残留的黑沪土
、

岩性土类
,

在口前粗放种植

钓制度下
,

土壤资源仍在继续遭受水土流失的危害
。

2
、

农业生态系统恶性循环
,

土壤肥力严重退化
。

实践证明
,

在自然生态体 系 遭 到破坏之

后
,

重新建立高效人工生态体系
,

是件十分困难而艰 巨的任务
。

目前
,

开展植树 造 林
,

改 善生



表 2 杏子河流域燕幼土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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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

调节生态功能做了一定 的工作
。

但支
,

新建立的生态系统十分脆弱
,

而几 自然生态系统还在

不断的破坏
,

大而积土地资源还在滥垦
,

未受到保护
,

很多地区的土壤一生态 系统还处于恶性掀

环之中
,

水土流失日益严重 ; 加之种植内部结构不合理
,

用养比例失调
,

使土壤养分索质下 降
。

岩成土养分的含贫见表 3 。

表 3 黄土地区岩性土养分含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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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资料可知
,

新成的黄土类土壤
,

不论养分的总储量或有效养分的含量
,

都接近母质的

含量水平
,

尤其是土壤有机质和全氮
,

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

这些都和土壤侵蚀程度密切相关
。

随

着土壤侵蚀的加剧
, 土壤养分呈由高到低的变化趋势

。

我们选择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典型区 4 处
,

分别对土壤养分的含量进行了统计 (表 4 )
。

从统

计中可以看出
,

区域土壤侵蚀特征和土壤养分的关系
。

衰 4 水土流失典型地区土坡养分的含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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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 资料可知
,

不同区域土壤侵蚀的强弱和土壤养分的含量密切相关
。

陇东高原和陇巾丘

棱区水土流失严重
,

用养失调
,

土壤肥力下降
。

土壤有机质小于1
.

0 %的占耕地 60 %左 右
,

全 氮

小于0
.

1%的占60 一 75 % ; 有效养分更低
。

尤以陕北和晋西黄土丘陵区
,

土壤侵蚀严重
,

岩 性 土

取代了地带性黑沪土
,

土壤素质明显下降
。

而海东地区
,

相对来说
,

除丘陵区外
,

一般中高山区

植被覆盖较好
,

侵蚀轻微
,

仍以地带性土壤为主
,

土壤素质较好
。

3
、

土壤养分源源外流
,

农田生态系统物质循环遭到破坏
。

水土流失使大量的养 分进 入 各

千支流
,

汇入黄河
,

淤积河床
,

损失了大量养分和肥力
。

据有关资料报道
,

黄河中 上 游 地 区每

年流失氮磷钾的数量
,

约相当于 1 9 8 3年我国化肥生产的总量
,

高于美国七十年代初期全国化肥使用

量的两倍
。

因之
,

农田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处于恶性状态
,

土壤资源质量变劣
。

表 5 是黄河各千支流

钓泥沙养分含量
。

从表 5 资料可知
,

黄河各干支流泥沙的养分含量和各流域内土壤养分的含量密切相关
,

即土壤

养分含量高的
,

流失的养分含量也高
。

泥沙养分流失量最为严重的为土壤侵蚀模数小的渭河
,

依

次为延河> 大理河 > 祖历河 > 其它支流
。

延河和大理河泥沙养分的含重
,

高于 黄绵土和黑沪土养分

的均值
。

延河泥沙的养分接近搂土养分含量
,

渭河则高于缕土的均值
,

尤其有效养分达到丰富的

程度
。

表 5 资料还表明
,

各千支流土壤侵蚀模数越大
,

河流泥沙流失量也大
,

养分损失的总量也



表 5 黄河各千支流泥沙的养分含l

质 } 全
水系名称 测 站

有 机

(% ) (% )

‘

⋯
鉴

(% )

速 效 氮

(m g / 1 009 )

速 效 磷

(p p m )

丹Jn�吸U6九O众甘,臼
�勺O口2441632124140614010876806314237

乃自1�O口片才八O,工R�左�八U皇甫川

窟野河

无定河

大理河

0 。 0 7 1 3

0
。

04 6 6

0
。

1 74 6

0
。

6 64 2

0
。

9 4 1 3

0
、

2 4 6 9

1
。

0 47 5

0
。5 2 5 0

0
。2 5 2 8

0
。 1 4 0 9

祖历河

徨 水

0 35 1

0 1 4 3

0
。 1 2 5 3

0
. ! 1 24

0
。 1 1 3 4

0
。

0 9 9 4

0
。 1 3 2 8

0
。

! 31 7

0
。 1加 2

甫川口德异口阳都远

家谷

皇温川绥咸甘交靖乐

河河河延洛渭

越多
。

相反
,

渭河土壤侵蚀模数虽然小
,

泥沙量不大
,

但养分的损失却十分严重
。

二
、

水土流失对生态和农业的影响

农林牧业的生产依赖于 土壤中的物质基础
,

当土壤肥力下降后
,

生态环境变坏
,

诱发干早风

沙
,

导致农林牧业减产
。

表 6 是杏子河流域不同侵蚀土壤上小麦产量调查的资料
。

表 6 不同怪蚀程度黄细土小麦的产t

}
度 { 侵蚀度 有机质

(% )

全 氮
土地类型

( % )

碱 氮

( p p m )

速效磷

( PP m )

产 爪
(公斤/
公顷)

早梯田

缓坡地

坡 地

坡 地

沟城地

< 3
。

3一 12
。

无

轻 度

「

于
,

度

强 度

极强度

0 。 4 8 4
。

0

3 。 9

2
。 0

1
。0

4 9 5
。

0 1 00
。

0

坡

一

0 。

4 6

0
。3 6

3 9 7
。 5 80

。

3

n�O��bl�Jn��勺J任qU口J
J

OO片了心自n甘叮理
-

沙孟任叮口0口,自,曰凡曰O
�八UCU几U..

⋯
n甘八Unun�八目�

1 2一2 5

2 5一 3 5 。

0
。3 2

0 。

3 1

3 15
。

1 4 4
。

6 3
。

6

> 35
。

痕 1 1 2 . 5

3 6
。

3

2 2
。

7

从表 6 资料可知
,

岩性黄绵土养分总储量低
,

尤以有效养分更低 ; 力口之干早
,

农作物产五l水

平排徊在每公顷 100 一40 0公斤左右
。

并且
,

随着土壤侵蚀的加剧
,

土壤肥力退化 口益严爪
,

农作

物每公顷只有约10 0公斤的水平 , 如以梯田小麦产量为 10 0 %
,

则坡地或沟抓地只有 梯 田 产 从的

2 2
.

7一3 6
.

3 %
。

调夯资料还表 明
,

该流域的上游地区多年粮食平均每公顷产量低 于 75 0公 斤
,

出 现 的 频率

为 10 0 % , ‘
!

,
游地 区粮食低产和极低产出现的频率为 80 % , 下游地区历年单产为正常频率的 8 1

.

1

一93
.

8 %
,

但仍为低产 区
。

从表 7 资料可知
,

水土流失与作物生物量关系密切
,

坡度大
,

冲刷 贫 也大
,

而生物总址就

越小
。

如以 5
。

坡地上的侵蚀星和生物量与17
。

坡地比
,

前者增加5
.

6倍
,

后者降低了22
.

2 %
。

随着水土流失加剧
,

干早灾害更加频繁
。

宁夏固原县 1 9 5 1一 19 7 3年严重千早上升到 4
.

6 年一



表 7 水土流失与农作物生物l 的关系 (天水站)

坡度
坡长

(米 )
坡向 土壤

降 雨 量

(毫米 )

径 流 量
(立方米 /
平方公里)

侵 蚀 量
(吨 / 平方

公里 )

生物总量

(公斤 / 公颐) ;

l‘.
....几.
.
k
匕..
.
胜
es
.
月.
..,.....

卫
.......

1
胜.ee
.月

sen‘八6nJO自
.

⋯
匕Jl�Jlbl卜」叮百叮口讨了呼」九七Ah�丹匕八O

黄土

黄土

黄土

黄土

冬小麦和荞麦

冬小麦和荞麦

冬小麦和荞麦

冬小麦和荞麦

4 8 6 。

4

4 8 6
。

4

4 8 6
。

4

4 8 6 。

4

19
,

3 10

16
,

7 2 0

16
,

7 0 6

1 8 一2 5 6

7 0 8
。

8

2 , 302
。

0

2 ,

74 1
。

2

3 , 93 5
。

4

8 , 63 1
。

0

7
,

78 0
。

5

6 8 , 3魂0
。

0

6 , 72 1
。

5

EVVV8冲即冲n��月�内U八们�,曰O‘,自O山

几
月.

月
月..几
月几

.月. ..,月.月月,月
.
...月口.月.. ...月. .月
口,

..月.
,
月 ..口..月..
口
. .月

月
.. .口月 ..月
月

.口 ...
卫
.... .

0O

00通�内才一�曰00嘴.�,上

注
: 1 9 4 6

、 1 9 4 7
、 1 9 4

·

9
、 1 9 5 2 、

1 95沙共 5年平均值
。

次
,

陕北 1 6 2 9年到1 9 4 9年发生干早 13 1次
,

平均每2
.

5年一次
, 1 9 5 0年以来上升为 2 年一次

。

在以

粮食生产为主的单一经营条件下
,

生态条件恶化
,

水土流失愈严重
,

人民生活贫困
,

交通
、

文教

事业无力发展
,

产生愈穷愈开垦
,

愈开垦愈流失
,

愈流失愈穷的恶性循环
。

‘

三
、

土壤肥力退化因素的分析

(一) 农林牧业生态体系功能失控
,

土坡和养分大 t 流失
。

目前
,
黄河流域的土地利用和种植

现状
,

破坏了生态平衡
。

据调查资料表明
,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地区
,

农地面积占总土地面积

的4 1
.

8%
,

林地 占7
.

6%
,

畜牧地 占3 4
.

2 % ; 如按可利用土地计
,

农地高达 50 %
,

农林牧之比为5
.

5

: 1 : 4
.

5
。

农地面积大
,

林牧业受到挤压
,

导致乱开荒
。

根据在陕北杏子河排来沟和寺 沟 等两

条沟的调查资料
,

乱开荒占沟圾地总面积 (5 5
.

1公顷) 的27 %和 (8 5
.

3公顷) 的26 %
。

乱开荒和

粗放经营
,

加速表土和养分流失
。

根据西峰
、

天水
、

延安
、

离石等 4 个站自19 5 4一 1 9 6 3年 9 年间

农地测试小区泥沙观测的资料
,

并根据土壤含氮量 ( % ) 分别计算出氮的流失量 (公斤 / 公顷 ) 。

西峰站年流失的氮量为6
.

38 公斤 / 公顷
,

最高为 1 2
.

83 公斤 / 公顷 , 天水站年流失氮量为 6
.

68 公

斤/ 公顷多 延安站为5
.

78 公斤/ 公顷
,

离石站为4 0
.

6 5公斤/ 公顷
,

最高为 1 26
.

15 公斤 / 公 烦
。

彭琳在此基础上划分氮流失指标
:
高流失区流失氮大于 2 6

.

2 5公斤/ 公顷
,

小子 7
.

5公斤 / 公顷为

低流失区
,

黄土高原每年通过水土流失的氮量为
:

1
、

渭北和陇东早源氮低流失区
,

年农田流失的氮量为 1 ,
0 19 万公斤

。

2
、

陇中和宁南干早丘陵氮低流失区
,

年流失氮量为 2 ,
8 26 万公斤

。

3
、

陕北和陇中丘陵沟壑氮低流失区
,

年流失氮量为 3 60 万公斤
。

4
、

陕北和晋西黄土丘陵氮高流失区
,

年流失氮量为 2 , 6 45 万公斤
。

5
、

陕北和蒙南风沙氮高流失区
,

年流失氮量为 98 9万公斤
,

合计农田每年因水土流失 损失

的氮为 5
,

37 1万公斤
,

同时还有大量的有机质和氮磷钾的流失
。

(二 ) 黄土高原干早地区
,

农村燃料严重缺乏
。

在一些燃料奇缺的地区
,

挖树根
、

铲草皮做

燃料
,

大量应予还田的秸秆
,

甚至连牲 口粪也付之一炬
。

甘肃省的靖远和景泰两县
,

分别有7
.

9万

和3
.

2万家农户燃料不足
,

如每户每年需燃柴 5 , 。。。公斤计
,

共需燃柴3
.

92 亿公斤和 1
.

60 亿公斤
。

两

县农 田秸秆的总产量约为4
.

5亿公斤和 2
.

0亿公斤
,

扣除饲草和其它用的材料外
,

不足部分靠挖草

根补充
。

尤其在燃料困难的山区
,

如青海的乐都
、

化隆等县
,

连牛驴粪也当作燃料
,

能提供给农

田的秸秆
,

粪肥的数量很少
,

大部分地区每公顷施粪肥7 50 公斤左右
,

还约有 1 / 3 的卫 生 田白



籽
一

r.’地
,

靠丢荒轮休
。

由于人 日增长
,

轮荒年限缩短到 3 一 4 年
,

地力也难以得到恢复
。

(三 ) 赖 以改善土壤营养物质的有机和无机肥投入数里少
,

远不能起到改土培肥
,

提 高土坡

养分的 目的
。

黄上高原土地资源丰富
,

每人平均土地面积特大
,

布局零散
,

因而养成了粗放经营

的习惯
。

加之农村经济不发达
,

有机和无机肥投入量甚少
,

农田生态系统物质循环是低水平的
。

如宁南山区 7 个县
,

通过有机肥投入的氮磷钾数量
,

平均每公顷为 20
.

10
、

10
.

“
、

20
.

85 ; 化 肥

投入为 1 1
.

85
、

4
.

35
、

0
.

15 公斤
。

以氮素来说
,

每公顷投入3 1
.

95 公斤氮
,

如以50 %的利用率计
,

仅

够维持 7 50 公斤产鱿
。

投入的磷
‘了7 5 0公斤产丝所携走的P

Z

O
。

址相当
。

又如榆林和延安两个地区
,

自1 9 5 5年开始施用化肥
,

20 年来共投入纯氮7 7 7
.

5万公斤
、

磷 5 3
.

5万公斤
,

合每公顷纯氮 6
.

75 公

斤
、

磷。
.

6。公斤
。

甘肃靖远县 19 7 9年化肥投入 9
,
8 35 吨

,

到19 8多乒
,

平均投入化肥从为 12
.

2万吨
,

平均每公顷施化肥82
.

5公斤
,

折氮10
.

5公斤
,

纯磷 1
.

35 公斤
。

种植牧草或合理轮作
,

通过生物固氮作用来改善土壤营养条件
。

但认
,

单种的牧草未纳入轮

作系统
,

好的花 IJ豆类播种而积减少
,

只占12 % 以上
。

渭北和陕北以大豆为主体 的豆粮烦积减少

10 万公顷
,

以豌豆为
:

:三体 的夏熟豆类减少 6
.

7万公顷
,

仅此两项农田应增加的氮减少约纯氮 60 。万公

斤
。

相反
,

需氮从大的禾谷类作物面积扩大
,

使土壤氮素供给趋向新的矛后
:

氮收入减少
,

支出

增多
,

农田 土壤肥力很难得到补充恢复
。

四
、

黄土地区土壤肥力逆转的途径和措施

显然
,

黄土地区土壤肥力的退化已 日趋严重
,

其原因除自然因素外
,

主要是土地资源利川不

合理
,

土地资源的功能未能发挥 ; 尤其是开荒对土壤肥力的潜在影响估计不足
,

违背自热规律
,

使土壤肥力发生退化
。

只有从本区土地资源结构和功能出发
,

考虑改善生态环境
’J 经 济 发 展击

要
,

合理利用」: 地资源
,

土壤肥力退化 毖可 以逆转的
,

建立 良性的生态农业系统儿可 以实现的
。

为实现这个日标提出以下途径和措施
。

(一 ) 调整土地利用方向
,

建立保护性生态农业
,

改善生态环境
,

保护土壤肥力资源
。

在黄

土地 区
,

防治水 土流失
,

制止土壤肥力退化
,

是土地合理利用的关键
。

181 此
,

检旋土 地 利 J}j是

否合理的标准
,

足这种土地利了}J结构对防治水土流失的效果
。

我们认为
,

本地 区农 业 结构 不合

理
,

功能未能发挥
,

主要原因足
.

单一的农业生产倾向很严重
。

这种倾向不 似影响上地资源淤力的

发挥
,

而且造成严厄的水土流失
。

因此
,

调整农林牧用地比例及布局势在必行
。

调整的方自足修

筑水平梯田
,

建立稳产高产川
,

压缩坡耕地
,

因地制宜地扩大人工草地和林地
,

并 :;冬农 川
、 ‘

草地

和林地布局到最适宜的地段上
,

建立保护性生态农业体系
。

研究表明
,

黄土地区森林硬盖率很低
,

约 5 %左右
,

而且主要分布在华家岭
、

六盘山
、

子午

岭和陇山等大小山
,
扛

,

其余广大黄土地区林木稀少
,

只在村庄附近或部分沟谷地
,

丁见
。

对天然林

地要坚决杜绝滥垦滥伐
,

要进行人工管理
,

研究更新技术措施
,

保护现有的林地
,

充分利 ; }J宜林

的荒山荒坡造林
,

增加森休 !盯积
。

在
「

卜高山地带
,

造水源涵养林
,

建立
“
绿 色水库

” , 在黄土丘

陵区以营造薪炭林为主
,

适当发丧圣济林
;
在水土条件好的沟谷部分

,

应乔灌结合
,

适当增力廿乔

木比重
。

整个黄土地区
,

天 然草地质量差
,

普遍超载过牧
,

草地退化严重
。

因此
,

保护好现有草

地
,

发展草原建设
,

对水上条件较好为草地采取翔拼冲草
,

补播牧草等措施
。

在 口前草地改 良有

困难情况下
,

采取轮牧轮封方式恢复植波十分必要
。

同时
,

在年降水量40 0毫米的地区
,

人
.

几种

草条件较好
,

见效快
。

据甘肃省统计
, 1 9 8 4年底全区人工种草达 4 6

.

1万公顷
,

占全省同期种草烦

积的76 %
。

人工种草 1 9 8 5年比 1 9 8 4年增加2 8%
。

由于大面积仲草
,

畜牧业发展了
,

为农业提供了

肥料
。

山西右玉 县欧家村乡花柳沟村
, 19 7 8年退耕32 % 的耕地种草

,

每公顷产草比天然草地增加



7 倍
,

促进畜牧业的发展
: 1 9 8 3年大牲畜增长 63 %

,

羊增长 34 %
,

畜牧业为农业提供了肥料
,

每

公顷由过去1 50 担增加到 4 50 担
,

粮食增加20 %
。

(二 ) 加快坡地的治理
,

大力修建水平梯田
。

实践证明
,

在黄土高原地区兴修水平梯田
,

是

控制水土流失
,

发展农业的重要手段和措施
,

防治水土流失效果明显
。

但是
,

在修筑梯田的过程

中
,

因不注意保留表土
,

生 土出露
,

加之投入的物质又少
,

往往笼梯田的产量低于坡耕地
,

影响

群众的积极性
。

所以新修梯田的关键是培肥地力
,

不仅要保持水土
,

而且要发展农业
。

试验资料

表明
,

新修梯田每公顷施优质农家肥 3 7
.

5吨
,

可以做到当年不减产
;
每公顷施75 吨

,

增产15
.

4 1%,

超过 7 5吨的
,

比每公顷施肥 3 7
.

5吨的增产 8 %
。

一般新修梯田每公 顷施 农 家 肥 37
.

5一60 吨为

宜
。

老梯田每公顷施肥 30 吨为宜
。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

修筑水平梯田应按流域实 行 统 一规

划
,

分片包干实施
,

连成一片
,

使梯田起到防治侵蚀
,

达到蓄水保肥增产多功效的目的
。

在修筑梯田较困难的土地类型上
,

可 以先推广保土耕作法
。

调查 表明
,

山地水平沟足行之有

效的水土保持措施
,

很受群众欢迎
。

据延安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
,

山地 水平沟种植法 与 普 遍 法

比
,

谷子每公顷增产 9巧公斤
,

小麦和大麦每公顷增产 43 5公斤和85 5公斤
,

洋芋增产 1 03 % , 如措

施配套
,

则增产幅度更大
。

地孔法足西北农业大学萧俊璋提出的试验
。

结果表明
,

地孔法保土增产显著
, 1 9 8 4年 8 月 2 7

日一次降雨为 4 7
.

3毫米
,

地 孔法田块泥沙冲刷量每公顷为 2 10 公斤
,

比对照田块减少 9 7
.

。%
,

地

孔法洋芋较对照增产 2 1
.

4%
。

(三) 增加化肥投入
,

改善土坡营养状次
。

研究资料表 明
,

黄上高原地区
,

尤其她水土流失

严重地区
,

土壤肥力严重退化
。

作为土壤肥沃程度的有机质来说
,

大多地 区小于 1 %
,

与全国比

较
,

属最低水平
。

土壤氮素也很缺
,

介于 0
.

03 一 0
.

05 %之间 ; 尤以速效养分缺乏
,

缺 磷 更 为 突

出
。

全地 区自五十年代推广施用化肥 以来
,

化肥投入量有较大的增长
,

产量也增加
,

但足与先进

地 区比
,

总投入量还处于较低水平
,

能量和物质循环是不稳定和低效能的
,

养分循环 出现负值
。

为此
,

增加化肥投入
,

调节改善土壤营养状况
,

提高物质转化效能势在必行
。

根据 田 间 试 验资

料
,

坡地每公顷 1 公斤纯氮增产谷子66 公斤
,

川地 1 公斤纯氮增产玉米 1 71 公斤
,

每 公 斤 P
Z

O 。

增产谷 子 In 公斤
,

川地每公斤P
Z

O
S

增产玉米51 公斤
。

氮磷配合施用
,

无论在坡 地 或 川 地
,

均

较单施增产明显
,

一般较单施增产 25
.

4一 32
.

1 %
。

增加化肥投入促进增产的同 时
,

也 改 善 了土

壤养分的状况
。

如不施磷肥时
,

土壤有效磷为4
.

op p m
,

每公顷施入 1 50 一 60 0公斤 磷 肥 后
,

则

土壤有效磷增加 7
.

5
、

8
.

0
、

10
.

6 p p m
。

甘肃靖远县农业技术推广站资料
,

侮公斤氮肥仃 公 顷增

产小麦 1 5一 2 2
.

5公斤
,

秋谷3 0一 4 5公斤
,

玉米 4 5一 6 0公斤
,

薯类 9 0一 2 0公斤
,

油菜籽 2 5 公 斤
,

氮磷配合增产幅度与土壤
‘
!

,

氮磷比有关
。

根据土壤中氮磷联应值计算结果
,

坡地联应位侮公顷为

5 25 公斤
,

川地 1 1 2
.

5公斤
,

梯田 75 公斤
,

塌地 1 35 公斤
。

坡地亥 出其它土地类型的 6 一 7 倍
。

此外
,

为改善」:壤营养状况
,

结合当地肥料资源情况
,

如施腐殆酸肥料
、

长效肥
、

微肥
,

均

可获得明显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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