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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中低丘岗地水土流失规律的观测研究

王汉存 桑燕珠

(江西水利专科学校 )

提 要

由红层组成的低丘
、

浅丘
,

是江西南部地区水土流失的主要场所
。

通过剖析其水土流失

特征与规律
,

认为本区工作重点在于保护土壤
,

治理和控制水土流失
,

步骤是首先选择流失

量大
、

生态环境较好的泥页岩区域恢复其植被
,

同时通过改进耕作
,

加强雨季时的坡面畏盖

等措施
,

消弱土壤侵蚀 ; 岗地是一种具有生产潜力的土地
,

可以改造和开发利用
。

、

江西南部山地丘陵地区的水土流失
,

以低丘
、

浅丘最严重
。

这些地貌类型主要由红 色岩 系

( 中生代
、

新生代的砂岩
、

砂砾岩和页岩 ) 所组成
。

赣中恩江流域的吉 (安 ) 泰 (和 ) 盆地
,

是

一个典型的红色丘陵盆地
,

其自然与水土流失状况
,

颇具代表性
。

我们对吉泰盆地东北边缘吉水

县水土保持站的水土流失状况
,

进行了观测研究
,

试图探讨江南红色丘陵区的水主流失规律
。

一
、

自然概况

吉泰盆地
,

属 中亚热带季风湿润区
,

雨量充沛
,

四季分明
。

据吉水县气象站资料
,

该县多年

平均气温为 1 8
.

3 ℃ ,

平均无霜期为 2 92 天
,

年平均降雨量为 1 , 5 0 3
.

2毫米
,

其 中
: 4 一 6 月 为 雨

季
,

降雨量为 7 12 毫米
,

占年降雨量的 47 % ; 7一 8 月为 3 1 4
.

6毫米
,

占年降雨量的 21 %
。

暴雨集

中在 4 一 8月
,

每年平均有暴雨 4
.

3天 ; 日平均为 150 毫米的大暴雨
,

5 年一遇
。

本区地带性原始

植被
,

以常绿阔叶林为主
,

但由于破坏
,

仅在局部地 区和高丘地 区才见有半原始的常绿 阔 叶 树

林
,

大部分低丘已变为次生灌木草丛
、

荒山草丛
,

甚至童山秃岭
,

寸草不生
。

吉泰盆地
,

地貌类型比较复杂
,

有中山
、

低山
、

丘陵
、

岗地和平原
,

其中
:

丘陵占总面积的

2 8
.

1% ; 岗地占总面积的 10
.

7%
。

中国科学院南方山区综合考察队调查编著的 《江西省泰和县 自然

资源和农业区划》 一书
,

进一步将丘陵划分成高丘
、

中丘
、

低丘
、

浅丘 4 种类型
,

它 的划分标准

见下页农业地貌类型表
:

据此
,

低丘
、

浅丘和岗地面积
,

约占本 区总土地面积 的30 %
。

由于植被的破坏
,

目前这些土地都已发展成为强度和剧烈的水土流失区
,

是江南山地水土流

失的主要场所
。

现将吉水县水土保持站控制区的地貌类型 (图 1 ) 简介如下
。

(一 ) 低丘
。

由白奎系砂砾岩构成分水岭脊
,

地面坡度 3 00 一400
,

海拔高程 80 一95 米
,

切

割裂度在 50 % 以上
。

沟头附近
,

当下伏紫色页岩遭受侵蚀
,

上层砂砾岩悬空时
,

发生少虽崩落
。

由于水土流失
,

基岩和风化砂砾岩裸露
,

水分无法涵蓄
,

生态环境条件极差
,

植被覆盖率为

10 %
,

仅见马尾松
、

刺柏等
。

巧年生马尾松树高仅 0
.

4一 1
.

3米
,

此类土地 目前难 以利用
。

(二 ) 浅丘
。

由砂砾岩
、

粉砂岩和紫色页岩互层组成
,

海拔高 62 一 80 米
,

地面坡度在 15
。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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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江西省泰和县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 》

右
,

沟壑纵横
,

切割裂度约为 50 %
。

根据

植被样方调查
,

覆盖率平均为 28 %
。

此类

土地经改造后
,

部分可 以利用
。

(三 ) 岗地
。

又称高阶地
,

地面完整

平坦
,

坡度为 5
“

一 7
“ ,

由第四纪 网 纹

红土和红壤性土组成
,

土层厚为10 一 12 米
,

下伏墓岩为紫色页岩
。

原地带性土壤一红

壤已流失
,

红色 网纹粘土
、

亚粘土裸露地

表
,

已呈光板地
。

吉水县水土保持站通过

等高挖沟
,

充填垃圾并覆土
、

施肥
,

种植

柑橘
,

间播紫云英
、

若子
、

花生
、

芝麻等
,

长势良好
,

覆盖率为 98 %
,

水土流失不明

显
。

比例尺

二
、

水土流失特征

(一 ) 低丘和浅丘地区
,

属强度
、

极

强度和剧烈流失区
,

其流失具有下列共同特征
。

1一岗地 (网纹红土 ) ,

2一浅丘 (砂砾岩
、

粉砂岩
、

页名

3一低丘 (砂砾岩 ) ,

4一小流域范田 ;

5一从水堰
。

图 1 吉水县水土保持站地貌类型图

1
、

径流系数大
。

低丘
、

浅丘区
,

水土流失严重
,

土层疮薄
,

植被缺乏
,

涵养水 分 能 力 甚

低
,

加之下伏基岩为紫色页岩
、

粉砂岩等
,

渗水能力极差
,

遇雨即形成坡面径流
。

一般降雨悄况

下
,

径流系数为 0
.

6 2 50

2
、

土壤侵蚀强度不大
,

但侵蚀程度严重
。

我们对量水堰实测的小流域 (主要包括浅丘及部分

低丘区 ) 的侵蚀模数
,

进行分析和计算 (包括悬移质和推移质 )
,

得到每平方公里每年 为 3
,

224

吨 ; 此外
,

通过微机验算小流域径流和泥沙资料
,

求得每年每平方公里的侵蚀模数为 3 ,

04 4 吨
。

根据 以上两种计算
,

小流域平均侵蚀模数为 3 ,

13 4吨
。

但根据该县水土保持站在不 同坡 而 埋设铁

钉星算
,

每年平均侵蚀深度为 0
.

59 厘米
,

则坡面侵蚀模数为 7 , g “ 吨 , 又据古树根裸露 高度和 访

问老农
,

推算年平均侵蚀深度约 0
.

5厘米
,

则坡面侵蚀模数为 6 , 7 50 吨
。

山上述计算分析
,

红色岩系组成的低丘
、

浅丘地 区
,

流域内有部分凹地和沟壑
,

灌草丛生
,

滞沙堆积
,

故平均浸蚀模数约 3
,
000 吨

,

属中度侵蚀区 ; 而上述的坡面地 区
,

佼蚀模数高达 7
,
000

余吨
,

属强度侵蚀 区
。

坡面土层和风化壳浅薄
,

加之每年以 0
.

5厘米的速度在流失
,

多数 地 区砂



砾或基岩裸露
,

局部出现铁锰结核和铁盘
,

侵蚀程度严重
,

土地利用困难
。

3
、

土壤侵蚀以悬移质为主
。

低丘
、

浅丘地区的风化产物
,

以粘粒
、

粉粒居多
。

据该站里水

堰 1 9 8 5年实测
,

每年每平方公里悬移质侵蚀模数为 2
,
1 54 吨

,

推移质侵 蚀 模 数 1
, 。70 吨

,
悬推比

为 2 : 1
。

4
、

形成了千沟万壑的侵蚀劣地景观
。

低丘
、

浅丘地 区
,

岩性复杂
,

地面坡度变化较大
,

植

被覆盖率低 ( 5 一 30 % )
,

流水侵蚀作用强烈
,

已经形成了千沟万壑的侵蚀劣地景观
,

切割裂度

平均约在 50 %
。

如不辅以工程措施
,

则恢复植被和利用土地甚为困难
。

(二 ) 岗地流失特征
。

地面多为抗蚀性甚强的粘土和亚粘土物质所组成
,

质地粘重
,

不易渗

水
,

降雨后最易产生地表径流
,

形成面蚀和浅沟侵蚀
。

在植被破坏地段
,

水土流失严重
,

往往形

成寸草不生的红土光板地
。

在低凹处
,

多暂时性的水洼地
,

早季水塘干涸
,

土壤板结
。

三
、

水土流失规律

根据我们观测研究
,
低丘

、

浅丘地 区
,

水土流失规律表现明显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一 ) 径流系数随日降雨 . 的增大而增大
。

径流系数
,
是综合反映地面植被

、

土壤
、

地质
、

地貌等生态环境和水土流失状况的重要指标
,

径流系数的大小
,

受到降水量
、

降雨强度和下垫面

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
。

我们对本站小流域 1 9 8 5年逐日降雨及其径流系数的观测资料 ( 19 8 5年

该站降水量为 1 ,
55 2

.

9毫米
,

而县城平均降水量为 1
,

5 0 3
.

2毫米
,

故选用前者 )
,

采用线性相关法用

微机分析计算
,

认为径流系数与日降雨量的反正切函数值呈线性相关
,

如图 2
。

即
: a = A a r e t g ( x / m ) + B

式中
: a 一径流系数 ; A

、

B一待定系数 ; x 一日降雨量 (毫米 ) , m一常数
。

从图 2可见
,
当日降雨量 < 10 毫米时

,

径流系数在 。一 0
.

42 之间 ; 日降雨 量 在 10 一50 毫米

时
,

径流系数在 0
.

42 一0
.

75 之间 , 日降雨量 > 50 毫米时
,

径流系数在 0
.

75 以上
。

(二 ) 土壤俊蚀 t 与降雨 t
、

降雨强度乘积的幕次方呈线性关系
。

暴风骤雨是土壤佼蚀的主

要动力
,

水土流失量的大小
,

与降雨量
、

降雨强度等一系列降雨特征有关
。

我们对该站小流域 (面积为 0
.

0 5 0 8 8平方公里 ) 1 9 8 5年逐 日降雨和泥沙观测资料的 分 析
,

发

现悬移质和推移质侵蚀量
,

与降雨量
、

降雨程度乘积的幂次方呈线性关系
,

见 图 3
。

即 :

W
。 = A ( x

·

i ) m
,

W
t = B ( x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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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W
。 、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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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n一待定指数 , A
,

B一待定系数
。

如将图 3 中关系式由侵蚀量换算为侵蚀模数
,

其结果为
:

M
c = 2

.

1 6 2 ( x
·

i ) ” ` 2 4 x 1 0
一 s

M
: == 2

.

4 9 6 ( x
·

i ) ”
“ 6 x 1 0 一 “

式中
:

M
。 、

M
t
一悬移质和推移质侵蚀模数 (吨 /平方公里 )

,

其余符号同上式
。

由图 3 及上述关系式可看出
:

1
、

单纯从降雨因素考虑
,

土壤侵蚀量受降雨量和降雨强度的共同影响明显
,

只有在两者都

大时
,

侵蚀作用最强烈
。

这是因为降雨量大
,

降雨强度小
,

降雨历时长
,

因而径流系数小
,

雨滴

击溅和坡面径流侵蚀微弱 , 当降雨强度大
,

而降雨量小
,
则降雨历时短暂

。

2
、

随降雨量和降雨强度的增加
,

悬移质侵蚀量的增加比推移质更显著
。

(三 ) 土坡畏蚀速率随岩性而异
。

为观测不同岩性和坡面的土壤侵蚀
,

水土保持站于 19 8 4年

在小流域埋设铁钉 50 个
,

经过连续 3年的观测
,

部分铁钉被淤埋或丧失
。

根据尚存的半数铁钉的

量算结果
,

不 同岩性侵蚀厚度为
:
紫色页岩 9

.

34 毫米 /年
,

紫色粉砂岩 4
.

93 毫米 /年
,

砂砾 岩 3
.

4

毫米 /年 ; 其面蚀速率之比是
:

砂砾岩 : 紫色粉砂岩 : 紫色页岩 = 1 : 1
.

45 : 2
.

75
。

由此可见
:

1
、

紫色页岩侵蚀速度快
。

由于页岩系由粘土组成
,

为不透水或弱透水松软岩层
,

径流系数

高
,

坡面径流侵蚀强烈
,

降雨期间
,

粘土吸水膨胀
,

雨后又干 缩
,

反复胀缩
,

加速岩层风化
。

有

的吸水粘土产生塑性变形
,

导致重力侵蚀的发生
。

页岩具有薄而细的层理
,

易于层层剥落风化
。

加上岩石色深
,

易于吸热
,

产生热胀冷缩
,

加速风化
。

2
、

砂砾岩系由粗大的石英
、

长石
、

砂砾组成
,

抗蚀
、

抗冲和渗水能力均强
,

风 化 剥 蚀 缓

慢
,

在基岩和砂砾裸露的坡面
,

仅蚀作用也较微弱
。

3
、

紫色粉砂岩的性质和被仅蚀速度
,

介于上述两种岩性之间
。

由上述岩性组成 的低丘
、

浅丘地区
,

由于各种岩性间的浸蚀差异
,

表现出页岩区为沟谷
,

砂

砾岩
、

粉砂岩区为分水岭脊和沟坡
。

(四 ) 土壤傻蚀速率发生过多次变化

l
、

吉水县水土保持站站址
,

原称枫树窝
,

被覆率高
。

由枫 香 (约 占50 % )
、

木 荷 (约占

25 % ) 和马尾松 (约占25 % ) 组成的针阔混交林
,

植被茂密
,

当地老农介绍
: “

常有老虎进村咬

畜
、

伤人
”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部分植被遭受破坏 ; 特别是 1 9 5 4年的龙卷 风
,

2 / 3 的

大树 (直径约 2 米 ) 被刮倒 ; 1 9 5 8年
、

1 9 6 2年和七十年代
,

植被相继多次被破坏
,

变为次生马尾

松疏林
,

林龄 10 一巧年
,

高仅 0
.

5一 l 米
,

覆盖率小于 30 %
。

由植被变化可知
,

本区水土流失始于三十年代
,

距今已有 50 余年
。

2
、

该站小流域境内有残积铁盘
,

系 由铁锰结核组成
,

铁盘直径约 2 一 3 米
,

厚 30 一 50 厘

米
,

由长期淋溶作用而成
。

其上原覆盖一定厚度的土壤和风化壳
,

现已流失
。

由于铁盘坚硬
,

已

突出呈丘顶
,

高出附近地面 1
.

6一 2
.

5米
,

而水土流失的历史约 50 余年
。

可见
,

本区土壤仅蚀曾经

历过一段剧烈过程
,

远大于 目前所测算的每年冲刷厚度 0
.

5厘米的速度
。

故推算出该处土壤仅蚀有

下列几个阶段
:

一是自然浸蚀阶段
。

植被覆盖 良好时期
,

侵蚀微弱
,

以隐匿面蚀为主 ;

二是剧烈侵蚀阶段
。

植被遭受破坏
,

面蚀
、

沟蚀在土壤母质和风化层 中进行
,

土壤仅蚀强度

大 ,

三是中度仅蚀阶段
。

土壤佼蚀 已进入到荃岩
,

坡面水土流失在岩石风化剥蚀的基础上进行
,

表现为
:
风化” 流失 , 再风化 , 再流失

,

两者速度常相一致
,

水土流失由于受从岩的制约
,

流失



速度减缓
,

为中度侵蚀阶段 (目前阶段 )
。

由于沟壑已切入基岩
,

沟床纵比降又较平缓
,

沟蚀作

用不活跃
,

沟壑侵蚀与
’

堆积交替出现
,

转入面蚀为主
。

与上述 3个侵蚀强度阶段相对应
,

土壤侵蚀形式经历了隐匿面蚀阶段
,

以沟蚀为主的侵蚀阶

段 (包括面蚀和重力侵蚀 ) 和面蚀阶段 (目前状况 ) 兼有部分沟蚀
。

四
、

结 束 语

通过对吉泰盆地的观测研究可以看出
,

低丘
、

浅丘
、

红土岗地水土流失特征和规律间有明显

差异
。

为了保护和利用好这些宝贵的土地资源
,

现提出如下建议
:

(一 ) 低丘和浅丘地区
,

是江南丘隆水土流失的主要场所
,

多属强度和极强度流失区
,

, 点

在于控制和治理水土流失
。

1
、

江南丘陵区降雨量丰沛
,

坡面径流侵蚀强烈
,

应尽快绿化荒山荒坡
,

取用先锋林草
、

乡土

树种
、

优质牧草
,

进行乔灌草混交
,

提高植被覆盖率
。

认真封山育林
,

落实
“

自留山
”
与

“

承包

山 ” ,

尽快解决
“

生活能源
”
问题

。

农业用地除逐步实行坡改梯外
,

应科学地实施间作
、

套种
、

轮作
、

横坡耕作等措施
,

提高雨季时的地面覆盖
,

减少土壤侵蚀
。

2
、

由红色岩系组成的低丘
、

浅丘地 区
,

由于差异侵蚀
,

泥页岩区域多已呈现沟壑或凹地
。

但因水分较丰富
,

并富于粘粒和营养
,

有利于恢复植被
,

应由上而下修筑谷坊
、

拦砂坝等
,
拦蓄

泥沙
,

抬高侵蚀基准面
,

削弱沟壑侵蚀
。

在沟壑和 凹地中
,

因地制宜种树种草
,

或 作 为 农 收用

地
,

借以达到控制主要岩层的水土流失和沟壑侵蚀
,

开发利用可 以被利用的土地
,

通过 泥页岩区的

绿化
,

滞洪拦砂
,

削弱相邻 区域的坡面侵蚀
,

改善生态环境
,

为 以后砂岩和砂砾岩区域的治理和

利用创造条件
。

3
、

根据水土流失等级
,

科学地规划土地
。

在强度侵蚀的坡面
,

应 以控制面蚀
,

改善立地条

件为主
,

辅以工程措施
,

在此基础上植树种草
。

(二 ) 岗地是一种具有生产潜力的土地
。

土层较厚
,

地形平坦
,
热量丰富

,

但水源和肥力不

足
,

土层理化性质很差
。

通过灌溉
、

改土
、

增施有机肥料
,

可 以种植早地作物或优质牧草
,
有条

件时应发展效益高的产品及经济作物
,

如柑橘
、

桃
、

茶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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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山县雍水河流域巫待整治

杨 忍 劳

( 陕西省岐山县水土保持工作站 )

提 要

雍水河岐山段
,

水土流失和人为破坏
,

对河床两岸造成极大危害
。

加上上游冯家山水库

灌区瓦岗寨的退水渠道
,

在近几年冬春夏灌溉季节下泄剩余流量
,

致使河床两岸遭到淹没
,

断面冲蚀
,

不断发生崩塌破坏
,

农田面积不断减少
。

当地千部群众强烈要求整治
,

但一直无

人来管
。

现在
,

河床不断扩大
,

严重成胁着两岸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

再次呼吁有关部门重

视这个问题
,

尽快协助解决
。

一
、

流域概况

雍水河流域位于岐山县城南七里源南边
,

涉及到孝子陵乡的温家村
、

庵里
、

粉王
、

太慈
、

曹

交陵 5 个村
,

21 个村民小组
,

马江乡的小营和脱家源 2 个村
,

6 个村民小 组 , 河 长 8
,

5 06 米
,

流

域面积 5 4平方公里
,

水土流失面积 26平方公里
,

河床占有面积。
.

2平方公里
,

全河段到横水 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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