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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水土保持考察纪实

郭 志 贤

(陕西省水土保持局 )

提 要

澳大利亚仅有2沁年历史
,

水土流失的发生和发展时间不算很长
。

随肴大型农业机 械 的

应用
,

采矿业的迅速发展的国际 市场对农牧业产品的溢要从增加
,

造成过度砍伐林木
,

过度

垦殖
,

过皮放牧
,

使良好的天然植被邀到毁灭性的摧残
,

加
.

七暴雨较多等等
,

异致了水土流

失的发生和发展
。

石到这些变化之后
,

引起澳大利亚各级政府和科学家对上壤保持的垂视
。

有关部 门相继颁布一各种严格的法规
,

成立了常设机构
,

委派专人负责
。

他们始终不渝地 以

法治理水土流失
,

丰窗多样 的治理措施
,

先进的试验研究手段
,

非凡的管理方法
,

一切为生

产服务
,

讲求实效
。

前两年
,

我们有幸对澳大利亚的水土保持工作作了一次考察
。

在考察期间
,

接待我们的是新

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的土壤保持部门
。

25 天时问
,

行程 6 ,

00 0公里
,

考察了一些 水 土保持大

区 和小区
、

科研
「
!
,心

、

小流域治理
,

水库建设和煤矿更新区等
,

并访问了不少土地所有者及 J七雇

工
。

现就所见所闻纪实如下
。

一
、

大洋洲上一个独特的国家

澳大利亚的一年四季
,

正好和我国 扣反
,
;专自然环境也比较 独特

。

说来奇怪
,

一个孤总 J
“

海

洋
、

四面环海的地方
,

大部分地区却是处于千 -41 半
二

l
:

早状态
。

这是因为它位于赤道以南
,

南回归

线正好横贯该大陆的中央
,

因此
,

全部大陆具有热带和亚热带两种不同的气候类型
。

山于副热带高

压带下沉气流的控制
,

再加上东部有一南北走向的大分水岭山脉象一道天然屏障
,

llF 挡了太平洋

海风带米的水气
。

所 以四面虽然临海
,

而厂
`

大内陆却呈
二「早区域

,

约占全澳陆地的2 / 3
,

年 降 水

量有 2 / 3地区为 25 0一 5 00 毫米
,

多以暴雨形式 出现
。

沿海边缘一带
,

多在80 0皂米以上
,

有的高达
2 ,

00 。毫米
、

论起它的地形
, 总的是平坦地多

,

山地较少
,

在东西 4 ,

0 07 公里长
,

南北 3
,

10 0 公 里

宽的境内
,

地势比较单调
,

起伏不大
,

土层很薄
,

一般厚 15 一 30 厘米
,

也有 30 米厚的
,

但范 I卜!却

很小
。

全澳仅有新南威尔士州的岗那达地区属于这一类型
,

号称主要产粮基地
。

水资源 JJ七也是世

界上最少的大陆
,

地表水少
,

地下水多
,

全澳河流水量每年为 3 00 立方公里
,

这个数 J改小 :J
“

地 球

河流全部水量的百分之一
。

地下水虽比较多
,

但因盐分过高
,

很少用来灌溉
。

就共动植物分布而

言
,

由于它孤悬于海洋中这种独特的位置
,

对生物界的孤立性
、

特殊性
,

具有很大的形响和
“
独

到之处
” 。

地球上被海洋包围的大块陆地共有 6块
。

澳大利亚大陆是其中面积最小的一块大陆
。

如果与

共它大陆相比
,

约为欧亚大陆的 1 / 7
,

非洲大陆的 1 / 4
,

南极大 陆 的 1/ 2
,

和 欧 洲 的 面 积 差 不



多
。

全澳共辖 6州 2区
,

总土地面积为 7 6 8万平方公里 (约为我国总面积的80 % )
,

其中
:
耕地约 占

5
.

8%
,

牧草地占5 8
.

4%
,

林地 占4
.

5%
,

荒沙等非生产地占 3 1
.

3%
。

总人口 1
,
4 40 万

,

85 %为城市

人 口
,

农村人口只占15 %
。

农牧业生产以牧为主
,

粮食作物主要种植小麦
。

小麦占耕地面积 60 %
,

年产量 1 ,

50 。万吨
,

80 %输出国外
,

仅次子美国
、

加拿大
,

居世界第三位
。

养牛 3
,

4 00 万头
,

养羊

1
.

3亿只
,

最高达到 1
.

8亿只
。

羊毛产量和出 口量一直占世界第一位
,

素有
“
骑在羊背上国家

”
之

称
。

铅矿贮量居世界首位
,

铁贮量居第四位
,

因而又得到了 “坐在矿车上国家
”
的桂冠

。

所以
,

澳大利亚在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
。

澳大利亚由于开发的时间仅有 2 00 年的历史
,

这也决定了它的水土流失的发生和发展的 历 史

不算很长
。

在欧洲殖民主义者还没有入侵前
,
这里只居住了当地 30 万土著人

。

据说这些居民
,

是

在很早以前
,

由马来西亚分批移入的
。

他们既不会种地
,

又不会饲养
,

终年以狩猎为生
。

那时
,

除中部沙漠外
,

满山遍野森林茂密
,

灌草丛生
,

没有什么水土流失
。

总之
,
澳早期的农业是一个相

当脆弱的体系
。

自从 1 7 8 8年英国第一批移民来到这里
,

掀起淘金热潮后
,

一批欧洲移民便接踵而

来
,

擅 自占地圈地
,

任意毁林开垦种植
。

1 8 5 1年第一批华人也到 了维多利亚州
,

投入淘金热潮行

列
,

各处留有华工的足迹
。

全澳随着大型农业机械的应用
,

采矿业的迅速发展
,

国际市场对农牧

业产品的需要量增加
,

造成过度砍伐林木
,

过度垦殖
,

过度放牧
,

使这块没有被开垦的处女地
,

原来 良好的天然植被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
。

陪同人员告诉我们
,

全澳 1 9 5 8年有农地 2 , 7 02 万公顷
,

到 1 9 6 9年因毁林毁草
,

农地一下增加到 4
, 4 61 万公顷

,

12 年增大 65 %
。

2 00 年前
,

新南威尔士州森

林面积为 6 ,

00 0万公顷
,

现仅存在 1 , 6 00 万公顷
,

减少 7 3
.

3% , 维多利亚州 1 85 0年森林面积占全州

的 75 %
,

目前仅占25 %
。

林地变为农地后
,

不合理的耕作
,

以及开矿破坏
,

野免成灾和暴雨较多

等原因
,

这就 自然而然地导致 了水土流失的发生和发展
。

我们在和新南威尔士州土壤保持局 副首

席土壤保持师尼拜尔先生交谈中
,

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数字
:
新州土壤侵蚀面积达 1 , 7 00 万公顷

,

占

该州总面积 21 %
,

其中23 万公顷属严重侵蚀
,

780 万公顷属中等侵蚀
,

9 60 万公顷属面蚀 ; 另外
,

还有 74 0万公顷遭受严重风蚀
。

特别是 1 92 0年和 1 9 3 0年两次红色尘沙风暴
,

严重地危害了南 部 各

州的农田作物
、

水利工程和城乡居民
。

人们看到了这些土壤的变化后
,

从而引起了各方面对土壤

保护的重视
。

之后
,

有关部门相继制定了 《禁止破坏森林》
、

《禁止放火燎荒 》 和 《治理沙漠法 》

等
。

1 9 3 8年联邦和各州部长会议上
,

把土壤保持作为一项议题进行讨论
,

决定各州成立水土保持

机构
,

并制订了土壤保持法
。

1 9 4 6年又建立了联邦土壤保持常设委员
,

会
,

以协调各州与联邦政府

间 的土壤保持活动
。

同时
,

政府每年还给各州拨出专款
,

对土壤保持治理和科学研究予以支持
。

所有这些
,

各州 已走过 了很长的一段路程
,

逐步摸索出了适合 自己国情的一套有效治理措施和管

理办法
,

这就为全面开展土壤保持奠定了良好基础
,

而且在这方面充满着信心
。

二
、

象保护眼珠一样重视土壤保持
“
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
是澳大利亚桂冠之一

,

给人们的印象当然是畜牧业发达
,

必然是林草

覆盖大地
,

土壤侵蚀轻微了
。

然而
,

所见所闻
,

其水土流失状况并非人们所想象 的 那 样
。

这 一

点
,

前面 已作了叙述
。

正是由于他们过去无计划的大量毁林垦植及过度放牧
,

加之普遍都是 15 一

30 厘米厚的薄土层
,

因而造成了土地严重退化
,

给各方面带来极大损失
。

维多利亚州负贵水土保

持的议贫说的好
:

对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来讲
,

土壤是大家生命的基础
;
为了下一代必须保护好

土壤
。

正是从这点出发
,

政府十分重视对土壤的保护
。

州州立法
,

以法治土
,

一旦通过
,

人人遵

守
。

这一措施是很过硬的
。

从我们接触到的上层有关部门负责人
,

到基层的工作人员
,

从室内听

介绍情况到野外实际考察
,

这方面有很多生动事实
。

全澳从 19 3 3年以来
,

都相继制定了 :tt 仁壤保护



法
” 、 “

森林法
”
及

“
风沙治理条例

”
等

,

经过多次修订
,

已成为指导土壤保持工作的准则
。

就

国内各州各部门而言
,

凡涉及到土壤侵蚀的
,

土壤保持局就有权按法规施加管理措施
。

比如对煤

矿的开采
,

凡占用 1公顷地
,

煤矿经营者按照规定
,

应先向当地政府交更新治理费 9
, 。00 澳元

,

由

土壤保持部门负责更新 ; 若矿山部门自己治理
,
便可将钱退还

。

我们在新南威尔士州 的 抗 特 流

域
,

曾看了海威科煤矿更新区的现场
。

主管这个煤矿更新区的斯柯恩研究中心负贵人告诉我们
,

这个矿区共 1
,

50 0公顷大
,

年产煤 3 00 万吨
,

是个露天煤矿
。

煤层约在距离地面 15 0米深处
。

1 969

年开始采煤
, 1 9 7 2年就进行更新

,

现在已更新 1 10 公顷了
。

他们的办法就是开采一部分面积 随 即

更新 , 开采完了
,

也就更新完了
。

在这个过程中
,

由煤矿经营者提供机械
,

」二壤保持部门监督更

新
,

并进行技术指导
,

负责把所有矿渣回填坑内
,

再将原堆放一旁的表土盖上
,

最后种上草或栽

上树
,

就算更新了事
。

对于违犯土壤保持法的
,

不管职位多高
,

土壤保持部门有权向司法部门提

出起诉
。

维多利亚州土壤保持局局长米切尔先生
,

向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件事实
。

这个州的二廿也利

用部在管辖的公用地中
,

部长打算将一块地卖给私人经营
,

土壤保持局认为这将会造成新的土壤

仅蚀
。

对此
,

按照土壤保持法第38 条规定
,

土壤保持局曾劝阻这位部长不要卖
,

但他不听
,

」二蜒

保持局便要登报批评
,

最后那位部长不得不收回了原米的意见
,

因为他怕在报上一奈
,

就要引起

公论
,

部长这个宝座就保不住了
。

搞工作
,

干事业
,

没有一套人马不行
。

他们是这样讲的
,

也是这样做的
。

国家把加么杭钩人

员当成重视土壤保持很重要的工作
。

机构健全
,

人员稳定
,

从上到下
,

自成体系
,

垂直领异
,

保

证了土壤保持业务的独立性
。

全澳土壤保持最高权力机关
,

是由各州业务部门参加的联邦水主保持

委员会
。

这个委员会于 1 9 4 6年成立
,

目的在于协调州与州之间的合作任务
,

总结工作
,

批布经背

计划和商定一些有关政策性的问题等等
。

常委会设立 以来
, 已经召开过 42 次例会

。

州水土保持权

力机关是州土壤保持总部 (或局 )
,

州以下设土壤保持大区
,

大区以下设小区或流域机构
,

还有

科研中心
,

均属州土壤保持总部垂直领导
,

一杆子插到底
,

人钱物由总部统一安排
,

与地方无隶

属关系
。

地方上还设有群众性的土壤保持议事组织
。

当我们问到各州土壤保持机构的组织形式租

人员是否一样时
,

陪同人员告诉我们
,

这不尽相同
。

有的是独立机构
,

大部分是附属 于 农 业 体

门
,

这也就决定了人员多少不一
。

新南威尔士州土壤保持局就是个完全 自主的机构
,

编制 800 人
,

其中州级 10 0人
,

大区
、

小区和科研中心 70 0人
。

维多利亚州22 0人
,

州级总部 1 10 人
,

下属 90 人
。

领导部门的班子都很精干
,

州总部 (局 ) 一般由局长
、

副局长和总工程师三人组成
。

各州土壤保

持机构的领导和人员的任用及职能的发挥
,

均不受执政党的变更和政治
z (候的变化而变化

,

从而

保证了业务工作按步就班地正常进行
,
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

。

当我们询问到政府从物资上怎样重视和扶持土壤保持工作时
,

友人们解释到
:
联邦政府每年

向各州投有相当数量的专项经费
,

基本上都能保证工作的需要
。

如 1 9 8 2年政府给新南威尔士州上

壤保持费达 2
,
5 00 万澳元 (当年每澳元合人民币 1

.

74 元
,

下同 )平均每户土地所有者 20 8元
。

另外
,

土地所有者投资额为 1
,
250 万澳元

,

占国家投资的50 %
。

除此之外
,

银行还采取低息贷款的办法
,

利息为 4
.

5一 5% (其它贷款利息为 12 % ) 巧年还清
。

在使用方向上
,
属于 田间工程的

,

由土地所

有者负责治理
,

政府不补助 , 属于跨地区的公益工程
,

政府补助一半 , 属于侵蚀严重的大型防洪

工程及涉及城镇安全的
,

全由国家投资兴建
。

同时
,

州政府还积极组织农林水和环保等部门
,

紧

密配合
,

协作治理
,
对防止土壤侵蚀

,
洪水灾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三
、

形式多样的治理措施

我们乘坐的汽车
,

从世界上最美丽的天然良港— 悉尼
,
到大洋洲的花园— 堪培拉

、

墨尔

5 6



本
,

从繁荣的大中城市到东部的科迪山上
,
从孤独的农村到土地所有者的大田里

,
室 内 室 外 交

谈
,

现场参观典型
,

在思想上逐步形成了一个概念
,

他们的各种水土保持治理措施
,

完全是以当

地地多人稀
、

暴雨集中强度大
、

耕作粗放
、

机械化程度高等特点进行 布 设
,

非 常 注 意 讲 求 实

效
。

从预防土壤侵蚀上看
,

众所周知
,

澳大利亚的畜牧业居世界之冠
,

平均每户土地所有者养羊

1, 00哆只
,

且 以放牧为主
。

如何管好养好大批羊只放牧
,

保护好草原
,

不至引起新的土壤侵蚀
,

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
。

为此
,

每户土地所有者都将自己经营的45 。一 7 00 公顷的土地
,

采用铁

丝围栏的办法
。

一般是每户土地面积有多大
,

围栏划块围多大
,

既当作各家的地盘标志
,
并防止

他家牛羊侵入
,

对庄稼
、

草地乱啃滥踏
,

破坏植被 ; 又实行了轮封轮牧
,

避免草场退化
,

保护土

壤不被侵蚀
。

同时
,

对流域内 18
。

以下的坡地林木
,
不准采伐

,

要采伐必须得到批准
。

从治理农耕地措施上看
,

由于各地土壤侵蚀多为风蚀和水蚀
,
而且以面蚀较为普遍

,

部分地

方已形成沟蚀
,

但并不象我国黄土高原沟壑区一下下切百十米深
,

一般沟深 1一 3 米
,

少量的也

有 10 米深的
。

对此
,

陪同人员向我们介绍
,

他们始终把水土保持工作的重点放在治理农耕地上
,

特别是农地里的水蚀危害上
,

其形式大体有以下几种
:

对于 已形成沟蚀的沟道
,

为了防止继续下

切
,

沟壁扩张
,

便在沟道里节节筑坝拦蓄
,

滞洪调洪
,

缓冲径流
,

并在沟头上修土围埂
,

或修水

泥跌水缓冲
,

预防保护 ; 对于起伏不平
、

有集流槽的坡地
,

按照大型机械耕作的要求
,

修成间隔

90 多米的软捻拦蓄径流
。

拦蓄不了的多余洪水
,

再让流入草皮排水道
,

或流到蓄水池
,

或流入下

游平坦地里漫灌
,

或流入河道 , 对于坡度不明显的农耕地
,

主要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措施
,

如带状

间作
、

沟垄种植
、

少耕法
、

免耕法等
,

以起到减缓径流
,

拦截泥沙
,

增加土壤水分的作用
。

从开展形式上看
,

基本上都是以小流域为单元
,

包括一个集流槽在内
,

因地制宜地布设各种

工程措施
、

耕作措施和林草措施
,

进行综合治理
。

遇到较大的流域或集流槽
,

由地方政府出面
,

组织土地所有者和有关部门统一规划
,

联合防治
。

在维多利亚州我们看了一条面积有 2
,

00 0 平 方

公里的艾帕老柯流域治理
,

友人详细地讲述了这条流域的治理情况
。

从 1 9 6 0年起
,

他们组织农林

水及环保等 5 个部门及其土地所有者
,

按规划对上游 8 00 平方公里进行联合治理
,

到 1 9 7 5年 建 成

了一座 3 亿立方米的水库
,

修拦洪坝 33 5座
,

跌水 4 00 个
,

种草 2
.

1万公顷
,

植树 12 万株
。

至此以后
,

当地农户和城镇以及下游
,

再未受过洪水的威胁
。

总之
,

在现场参观和询问各有关方面人士中
,

他们在水土保持治理上
,

给人们一个很明确的

印象是
,

每搞一项措施
,

都是由土壤保持部门的技术人员
,

根据土地所有者的要求或征得同意后

才搞起来的 , 同时
,

有不少工程都是土地所有者出钱干的
。

因此
,

在治理措施的规划布局和施工

方面
,

没有图形式
、

瞎指挥的现象
,

基本上都是因害设防
,

注意质量
,

讲求实效的
。

四
、

先进的试验研究手段

提起澳大利亚的水上保持科学研究工作
,

尽管他们那一套作法是从欧美引进的
,

然而却有着

长足的进步
。

无论是先进的测试手段还是在研究机构和方法上
,

都有了很大的发 展
。

从 总体 上

看
,

全澳的水土保持科研工作
,

主要围绕着生产的需要
,

以土壤侵蚀的发生和发展陆续开展起来

的
。

在科研体制上
,

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和各州的土壤保持研究部门都有着紧密 的联系
,

上

下 已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科研体制
。

如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 的土壤保持部门设有专管科学研

究的研究计划处
,

或研究调查处
,

州以下设有直属的研究中心
,

专门从事科学研究
。

新南威尔士

州的科学研研人员占全系统的 25 %
,

下设 6 个研究中心
,

每个中心都有它的研究测重点
,

有的 以

土地利用研究为主
,

有的以理论研究为主
,

有的以土壤侵蚀和沿海水域研究为主
,

各有分工
,

重



点突出
。

州政府每年拨给的科学研究经费约6 1 0万澳元
。

所有研究中心
,

都有自己完整的 实 验室

和 1 00 一 2
,

00 0 公 顷的试验基地
。

在研究的总任务上有两大项
: 一是为推广治理服务的技术帮助

,

即所谓短期性的研究 ; 二是

基础理论的研究
,

即所谓长期性的研究
。

对于科学研究专题的选择
,

根据其研究的总任务
,

结合

生产的需要
,

围绕土地资源开发利用
,

土壤评价
,

土地退化和不同治理措施
,

以及水土流失规律

方程预报等进行试验
。

其重点有
:

土壤侵蚀
,

土地管理
,

土壤盐碱化
,

不同耕作措施
, 」:壤的物

理
、

化学和机械性
,

保持土壤的林草
,

煤矿更新
,

大气测试与环境保护等
,

而 以典壤和农牧业生

产研究占的比例较大
。

在 测试手段上
,

先后从欧美国家和 日本引进了很多先进仪器和设备
,

使科学研究 逐 步 走 向

电子计算机系列化
,

既能很快取得数据
,

又保证了精度
。

如对径流泥沙的测试
,

采用
卜

墩水捻的形

式
,

自然集水区在一公顷以上
,

甚至一条小流域
,

径流测验用的自记仪
,

泥沙用沉沙 池 取 样 计

算
。

有的对雨量
、

水位
、

采样都是通过在观测房安装的自动测试设备
,

把降雨
、

洪水过程
、

雨虽

大小
、

水位高低和分段采样等
,

在 16 毫米的记录纸带上清楚地表示出来
,

然后再用 电 脑 计 算 成

果
。

这种仪器叫美司伊万特记录器
。

在布兰 内特地区
,

克软斯先生向我们作了操作表演和讲解
,

使人倍感兴趣 ; 当问这一套设备的价值时
,

回答 2
,

00 0澳元
。

又如对土壤性能的研究 测 试
,

从土

壤的结构
、

坚实度收缩系数到含水率及物理
、

化学等特性上
,

墓本上也都引用了先进 的科 学 仪

器
。

象考拉研究中心对土壤坚实度的测定
,

通过土壤能量坚实测试仪很快可以掌握土壤址坚硬时

为 19 公斤 /平方厘米
,

最松时为 2公斤 /平方厘米
。

根据这一数据
,

就可使土地所有者决定川 大 马

力还是小马力的拖拉机翻耕
,

并提出用石膏粉及其它肥料进行改 良
,

为农业生产服务
。

由 J
:

各地

的各项测试手段先进
,

自动化程度又高
,

所以取得的资料又快又多又精确
,

省时省人省财力
。

如

维多利亚州土壤保持局内搞径流观测的只有 6 人
,

就负责了 4 个测验区 19 个径流观测点
,

每个观

测区相距在几百公里
,

在一星期内可拿到全部记录资料
。

应用卫片
、

航片先进的遥感技术来评价土壤资源潜力和评价土壤侵蚀程度
,

已很普遍
。

由于

方法先进
,

所以效率很高
。

在新南威尔士州土壤保持局参观时
,

友人告诉我们
,

他 们 用 卫片
、

航片结合勘测
,

一般每天可完成制图任务 6
,

00 0一 7
,

00 0公顷
。

一张 l / 1 0万面积 1
,

100 万 公顷的地

图
,

巧个月就可完成
。

洛克兰大区两个工程师 7一 8 天时间
,

做完了 4 万公顷土地资 源 勘 测任

务
,

将土地分成 25 种 (类 )
,

并绘制不同要求的 1 / 1 0万的土壤图 6张
。

这不但为作各类土壤保持

规划提供了依据
,

而且为土地所有者和有关部门在进行土壤保持工作时
,

明白那些先治理
,

那些

后治理
,

做到心中有数
。

五
、

非凡的管理方法

最后
,

我们 还想把澳大利亚在土壤保持上高水平的组织管理和经营管理情况作些介绍
。

因为

这一点
,

给我们 的印象太深了
,

确实令人钦佩
。

机构管理精干
,

分工明确
。

以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为例
,

土壤保持局一级负责人仅有

3 人 (两位局长
,

一位总工程师 )
。

维多利亚州土壤保持局共设 5 个业务处室
,

每个处室只有一名负

责人
,

其中地县处虽管 90 人
,

而 87 人分布在基层 8 个大区
,

处内仅有 3 人
。

由于机构精干
,

分工明

确
,

任务具体
,

工作搞得井井有条
。

我们亲眼看到
,

两个州土壤保持局的传达
、

打字
、

电话
、

收发
、

接待等工作
,

全由一名女职员负责
,

工作不忙不乱
;
就是在基层也是一样

。

如新南威尔士州的耐

毛大区土壤保持局
,

共有 70 人
,

以技术推广为主
,

行政人员仅占总数 8
.

5 %
,

技术人员占 4 2
.

9%
,

生产工人占48
.

6% (主要是机械手 )
。

几个科研中心
,

一般只有 10 人左右
,

每年搞的科研项 目就



有 7一 8个专题
。

象在考拉科学研究中心参观人工模拟降雨表演时
,

两人一组
,

既是试验员
,
又

是驾驶员
。

组织管理相当科学
,
人人把时间看得十分宝贵

,

没有吃
“

大锅饭
”
的现象

,

工作效率

确实很高
。

这要按深圳人的话说
:
时间就是金钱

,

效率就是生命
。

机械管理有方
,

租赁有余
。

根据土壤保持法规定
,

新南威尔士州土壤保持局帅先于 1 9 4 7年开

始搞修筑工程机械设备租用计划
,

现已拥有 1 02 台运输和推土机械和辅助设备
,

成为与土壤 侵 蚀

作斗争的重要力量
。

这些机械分布在基层 60 多个小区内
,

作为土壤保持局向土地所有者建造防蚀

工程而租赁的
,

其使用和管理很有成效
。

1 9 8 1一 1 9 8 2年的财政年度内
,

收 入 及 利 息总 额 达 到

9 0。万澳元
,

做到 自给有余
,

无需补助
。

在经营管理上
,

先和租赁者签订合同
,

实行一人一 机 的

办法
,

提出定额
,

限期完成
。

据帕尔柯斯小区土壤保持局负责人介绍
,

这个局有 4 台机械
,

固定

到人
,

一机每天推土 3 ,
0 00 立方米

,

一年收入 7
.

5万澳元
。

如减去工人工资
、

油料消耗
,

一机年净

收入 3万多澳元
。

这一点不要说和我 国相比
,

就是和西方一些国家相比
,

也算得上是独特的
。

农场管理科学
,

一人多能
。

澳大利亚土地所有者
,

有的也 叫农场主
,

一般拥有土地 45 0公顷
,

也有 70 0的
,

还有 1 ,

00 0公顷的
。

各户经营的土地
,

除少数土地所有者管理不过来雇用一 两 个 人

外
,

绝大部分都是 自己经营管理 的
,

当然机械化程度很高
。

一户约有各种大中型农业机械 30 一 40

台
,

有的还有农用飞机
。

土地所有者既是驾驶员
,

又是多种机器的修理员
。

他们在管好这些土地

农牧业生产的基础上
,

还请当地土壤保持局帮助他们搞水土保持治理规划
,

修筑各种保水保土工

程
。

如维多利亚州考挠流域有一户叫朗瑞达克拉斯的土地所有者自我介绍
,

他家有 5 口人
,

就他

一个劳力
,

经营 7 70 公顷土地
,

种作物的地有 29 0公顷
,

养羊 1 ,

20 0只
。

每年收入小麦 6 50 多吨
,

卖

给政府 50 0吨
。

为了把土地管好
,

防止土壤侵蚀
,

除请技术人员帮助搞土壤保持规划外
,

自 己 动

手修建防洪工程
,

大部土地上 已摆上了各种治理措施
。

S u m m a r y o f 5 0 11 e o n s e r v a t i o n i n s P e e t i o n

i n A u s t r a ! i a

G “ 0 Z h艺劣云往几

( 8 0 云l a , d W a t e , C o o s e , 。 a t` o : B 二 : e a o o f S h
a a : : ` P , o , 公: c e )

Ab s t r a c t

A u s t r a l i a h a s a 2 0 0
一

y e a r s 一 l o n g h i s七o r y
,

七h e p e r i o d o f 5 0 11 10 5 5 15 n o t l o n g e r .

A s i t

d e v e l o p o t h a t l a r g e 一

t y p e f a r m m a e h i n e 15 u s e d ,

m i n i n g 15 o n
,

i n 七e r n a七i o n a l m a r k e七

n e e d s m o r e p r o d u e t s f r o m f a r m a n d h u s b a n d r y
,

i七 e a u s e s e x e e s o i v e e u 七 t o t r e e s , e x e e s -

s i v e r e e l a i m e a n d g r a z i n g
,

w h i e h d e v a s 七a Le s t h e n a七u r a l P l a n t a七i o n o f g o o d q u a l i t y
,

b e s i d e s t h e s e f r e q u e n 七 s七o r m s r e s u l t i n t h e o e e u r r e n e e s a n d d e v e l o Pm e n 七 o f 台0 11 10 5 5 。

H a v i n g s e e n 七h e e h a n g e 日 , a u t h o r i七i e s a七 a l l l e v e l s a n d s e i e n t i s 七 o f A u s七r a l i a P a y m u e h

a t t e n t i o n t o 5 0 11 e o n s e r v a t i o n .

B r a n e h e s r e l a t e d p r o l n u l g a七e s v a r i o u , 。 Le r n r e g u l a t i o n s

o n e b y o n e , e s t a b l i s h i n g p e r m a n e n t o r g a n i z a t j o n s w i t h s p e e i a l p e r s o n i n r e s p o n s i b i l i
-

t y
.

T h e y h a r n e s o 5 0 11 10 5 0 s t e a d f a s t l y w i t h r i e h a n d v a r i e d m e a s u r e s , a d v a n e e d e x 一

p e r i m e n 七 m e t h o d a n d o u t s t a n d i n g m a n a g e m e n 七
.

A l l s e r v e s p r o d u e 七i o n
, s t r e s s i n g p r a e ·

t i e a l r e s u l七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