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g卷第 1期
19 8马年 2月

水土保持通报
B u l l e七i no f 50 11 a ndW

a tr eCo ns er v a七l o n

Vo l
。

9 N o
。

1

F e b
。 ,

19 8 9

克服碗厂沟流域刀耕火种
、

广种薄收的陋俗

王 正 垣

(西南农业大学土化系 )

提 要

嘉陵江上游中低山区的碗厂沟流域
,

森林破坏
,

植被稀疏
,

刀耕火种
、

陡坡垦殖
、

广种薄

收的耕种方式习 以为常
。

农业经济发展单一
,
多种经营极不普遍

,

商 品经济意识淡薄
。

水土流

失相当严重
,

群 众 生活还很贫困
。

这种状况的存在和发展
,

势必形成生态环境继续恶化
,

群

众生活愈加贫困
,

水土流 失更加 严重的局面
。

提高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
,

利用 自身的优势发

展多种经营
,

将产品变成商品
,

以搞活农 业 经济
,

是治理该地区小流域的根本途径
。

碗厂沟是嘉陵江上游左岸的一级支流
,

由东北向西南注入嘉陵江
。

沟口距广元市区 5 公里
。

全流域东西长 1 1
.

9公里
,

南北宽 2
.

8公里
,

总面积 32
.

92 平方公里

该流域是米仓山向四川盆地过渡带的一部分
,

属秦巴构造带
,

以构造地貌为主
,

单斜构造 的甲

低山构成中低山峡谷地貌
,

沟谷发育
,

切割较剧
。

地势东北高西南低
,

最高点为龙王乡三颗村红

土关
,

’

海拔 1
,

58 2
.

6米 ; 最低点为工农乡千佛村碗厂沟 口
,

海拔 468
.

1米
。

岩层由低到高依次出露

侏罗系千佛岩组
、

白田坝组
,

三迭系须家河组
、

雷口坡组
、

嘉陵江组
、

铜街子组和 飞仙关组
。

流域内主沟长 1 4
.

8公里
,

平均比降 4
.

6%
,

支沟 6 条
,

总长 8
.

71 公里
。

气候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

是温暖冬干型和寒冷冬干型过渡地带
。

多年 平 均 降雨量为

1
,

100 毫米
,

全年降雨一般集中在 6 一 9 月
。

无霜期 2 63 天
。

由于北方冷空气的很入
,

流域多西北

风
,

最大风速可达 40 米 /秒左右
。

年平均气温 1 6
.

1 ℃ ,

大于 。 ℃的积温 5
,
5 8 5

.

7℃ ,

大于 10 ℃的权

温 5
,

0 6 5
。

4℃ 。

多年平均陆面蒸发量为 47 0毫米
,

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为 l
,
4 7 9

.

5毫米
。

植被为常绿针叶林
、

落叶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等
。

农作物一般一年两熟
,

主要有水稻
、

小麦
、

玉米和红若等
。

土壤有水稻土
、

潮土
、

紫色土和黄壤
。

黄壤面积最大
,

紫色 土次之 (见表 6 )
,

这两种土圾

易遭侵蚀
。

流域总人 口 2
,

4 31 人
,

人 口密度 74 人 /平方公里
。

耕地面积 75 5
.

53 3公顷
,
占流域面积的 2 2

.

9 5%
,

每人平均耕地面积 0
.

31 公顷 ; 林地 (有林地
、

灌木林地
、

疏林地
、

造林未成林地 ) 面积 1 ,

91 5
.

488

公顷
,

占流域面积的 5 8
.

1 8%
,

每人平均林地面积 0
.

79 公顷 ; 荒地面积 5 91
.

5 53 公顷
,

占流域面积

的 1 7
.

9 7% ; 其它用地 (包括居 民点
、

河流
、

道路和难利用地等 ) 为 2 9
.

4 1公顷
,

占流 域 面积的

0
.

90 %
。

平均每公顷产粮 3 , 7 95 公斤
,

每人年平均收入 4 10 元
。

土壤侵蚀现状
r

.

流域属
“ 四川盆地及周围的山地丘陵

” ,

以水力侵蚀为主的类型区
。

土壤侵蚀的主要型式是而



(农地为层状侵蚀
,

非农地为鳞片状面蚀 ) 和沟蚀 (主要为浅沟和切沟
,

也有 部 分 冲沟 ) 两
。

多年平均侵蚀模数为 5
,
7 45 吨 /平方公里

。

土壤侵蚀面积为 2
,

02 8
.

73 公顷 (微度侵蚀不计算在

蚀类

内 )
,

占流域面积的 61
.

63 % ; 危险程度达危险型以上而急需治理的面积达 8 6 8
.

2 1公 顷
,

占流域

面积的 2 6
.

3 7%
。

土壤侵蚀情况见表 1 ,

土壤潜在危险程度见表 2 。

表 1 土 壤 侵 蚀 程 度 表

侵蚀程度 侵蚀面积 (公顷 ) 占流域面积 ( % )

微度侵蚀

轻度侵蚀

中度侵蚀

强度侵蚀

极强度侵蚀

,
2 6 3

.

2 7

6 2 4
。

85

6 1 7
。
7 5

4 9 2
。
9 2

2 9 3
。
2 1

3 8
。
2 7

1 8
。
9 8

1 8
。
7 7

1 4
。

9 7

8
。

9 1

表 2 土 壤 潜 在 危 险 程 度 表

危险程度 所占面积 (公顷 ) 占流域面积 ( % )

无险型

较险型

危险型

极险型

8 9 1
。
7 2

5 3 2
。
0 7

6 8 4
。
8 9

1 6
。
1 7

2 0
。
8 0

1 8 3
。
3 2 5

。
5 7

流域内以千佛村境内土壤侵蚀最为严重
,

坡耕地土层极薄
,

林地林木稀疏
,

荒坡基岩裸露
,

有些地方土壤已被冲光
。

田湾一条侵蚀沟长达 1
,
3 90 米

,

云家山面积为 3 0 x 40 平方米的坡 面上
,

侵蚀沟总长达 3 4 4
。

6米
。

虎星村水土 流失虽较千佛村轻
,

但大量坡耕地和轮歇地的土 壤 侵蚀也很

严重
。

就连水土流失最轻的三颗村
,

每平方米面积上的侵蚀沟长达 0
.

王米的坡面也不在少数
。

流域多年平均悬移质年输沙模数约 3 75 吨 /平方公里
,

每年有 1
.

4万吨以 上的泥沙进入嘉陵江
。

全年流失土壤达 1 8
。

9万吨
,

相当于全年流失表土层厚达 20 厘米的土地 7 8
.

80 公顷
,

为 现 有耕地的

1 0
.

4% (土壤容重取为 1
。

2吨 /立方米 )
。

土壤侵蚀主要原因

1
、

森林植被遭破坏
。

由于历史上众所周知的原因
, 流域内只剩下次生林和人工林

,

有林地面

积只占流域面积的7
。

14 %
。

现有灌丛面积很大
,

占流域面积的 45
.

28 %
,

多数分 布在虎 星村和三

颗村境内
。

千佛村境内云家山顺倾坡长达 1
, 0 27 米的坡面 上

,

植被覆盖度仅 30 % ; 虎 星 村境内红

星组长达 5 44 米的坡面上
,

植被覆盖度仅 1 6
.

5% ; 三颗村境内森林植被较好
,

但做饭取暖均烧柴
,

大皿木材被烧掉了
。

土壤失去植被保护
,

更易遭受侵蚀
。

2
、

广种薄收的落后耕种方式
。

由于对土地不注意培肥
,

致使肥力下降
,

产量减少
。

为了增加

产量就大量垦荒
,

致使耕地坡度越来越陡
,

`

加上均采用顺坡耕作
,

一遇暴雨
,

土壤大量流失
,

养

分也随之大量流失
。

据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资料
,

流失 1 吨土壤中含氮 2 。

55 公斤
,



磷1
。

53 公斤
,

钾 5
.

42 公斤
。

以此推算
,

全流域每年养分流失量见表 3 。

广元市土肥站从几年配方

施肥和肥料试验中得出的数据看
,

扣除土壤供肥
,

人畜粪尿和稿秆还田提供的有机肥后
,

粮食作

物要按每公顷施纯氮 1 50 公斤
,

五氧化二磷45 公斤左右才能满足需要
。
以此推算

,

全 流域 每年所

流失的氮肥可满足 3
, 2 18 公顷土地的正常施用

,

磷肥可满足 5
,

35 9公顷土地 的正常施用
。

氮 l 年流

失量
,

相当于全流域耕地 4
.

3年的正常施用量
,

磷 l 年流失量
,

相当于全流域耕地 7
.

1年的正常施

用量
,

钾肥的流失量尚未计算在内
。

这种惊人的入不敷出
,

长此以往是难以设想的
。

大量养分的

流失
,

使土壤的肥力急剧下降
,

产量也必然下降
。

在肥料的投入受到客观条件限制的情况下
,

就

只能进行撂荒垦殖
,

这又加剧 了土壤侵蚀
。

这就形成 了土壤侵蚀越严重
,

肥力越低
,

产量越低
,

耕种面积越来越大
,

耕地坡度越来越陡的恶性循环
。

表 3 全流域每年养分流失级表

流失范围 氮 (吨 ) 磷 (吨 ) 钾 (吨 )

全流域

每公顷耕地

4 8 2
。

7 2 0 2 89
。

36 0 1
,
0 2 5

.

0 60

0
.

6 3 8 0
。
3 8 3 1

。

35 6

3
、

雨量集中
。

夏季多暴雨
,

强度大
,

多年平均最大 24 小时降雨量可 达 12 0 毫 米
。

一 般情况

下
,

夏季雨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50 %左右
,
多雨年可高达 70 %

,

见表 4 。

雨量的高度集中
,

造成大

量地面径流
,

地面径流越深
,

质量越大
,

产生的能量就越大
,

水力侵蚀的水动力就大
,

对土鞭的

侵蚀当然也更加厉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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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地面坡度大
、

坡面长
。

流域境内为单斜山
,

顺倾坡坡面很长且陡
,

见表 5
。

地面径流具有

的能量是径流质量和流速的函数
,
而径流 的流速又与地面坡度和坡长有关

。

一般来说
,

在一定范

围 内
,

坡度越大
,

径流速度越大 ; 坡面越长
,

径流速度也越大 , 故径流所具有的能量就越大
,

对

土壤的侵蚀就越厉害
。

. ’

5
、

土壤抗 侵蚀力弱
。

流域内有黄壤
、

紫色土
、

潮土 (新积土 ) 和水稻土
,

其中
:
水稻土多分

布在千佛村
,

虎星村也有一些
,

但三颗村无水稻土 ; 黄壤大部分分布在三颗村和虎星村
。

黄坡而

积最大
,

紫色土次之
,

水稻土面积最小
,

见表 6
。

黄壤主要由三迭系页岩
、

沙岩
、

石灰岩和 白云岩

风化发育而成
,

土层浅薄
。

这类土中含半风化岩石
,

土壤质地较粘
,

透水性差
,

在植被遭破坏的

地方或坡耕地上
,

冲刷很严重 ; 有些地方被冲刷后
,

只留下长有稀疏灌草的土堆
。

紫色土主要为

侏罗系的砂岩
、

页岩和泥岩风化而成
,

土层浅薄
,

砾石含量高
,

保水防冲能力弱
,

一遇暴雨
,

冲

蚀相当厉害
。

以黄壤和紫色土而积最大
,

故流域内土壤侵蚀也就显得面宽量大
。



表 5 坡 长 和 平 均 坡 度 表
, , ~ 悦 , , , - ~ ~ , 尸 ~ , 钾 ,

坡长 (米 ) 平 均 坡 度

0000000000
人匕nOC乙。JCO厅15tl,
口

6
内J,J勺自Q自1ù.土1一1山1上1上李家院子东南

胡家坡东北

周家湾

胡家坡
、

小湾子

圈圈岩南坡

李家坪
、

姜家坡

云家山
、

田坝子

贺家娅南坡

龙洞坪
、

李家坡

火把岭
、

赵家岭

5 0 0

6 0 0

9 5 0

,
0 5 0

5 1 5 0

,
1 5 0

,
2怂0

5 4 0 0

,
5 5 0

,

50 0

土 类
}

黄 壤
{

紫 色 土

}
水 稻 土

)
潮 土

占流域面积 ( % ) 8 3
。
0 0 9

。

8 2 6
。
1 3

防治土壤侵蚀的措施

1
、

建设基本农田
,

改变广种薄收的耕作方式
。

选择水利条件好
、

坡缓
、

土厚
、

近村庄的土地作

为基本农田
。

精耕细作
,

种植绿肥
,

实行稿秆还田 ; 增施有机肥料
,

推广配方施肥 ; 改顺坡耕作为

横坡耕作
,

增加复种指数 ; 选用良种
,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对不适宜耕种
、

产量不高的土地退耕

晋蕊蒸牧
,

以减少耕地疏松土壤 的侵蚀
。

千佛村和虎星村
,

可到市区运回粪肥 , 三颗村牧草较丰

富
,

可在畜牧业发展的基础上增加肥源
,

以达到多施有机肥
,

提高土壤肥力
,

增加单位面积产量

的 目的
。

2
、

造林种草
,

增加地面祖盖度
。

大于 2 50 的坡耕地均应退耕还林还牧
。

千佛村境内的云家山

和麻爪石
,

林木稀少
,

基岩裸露
,

虎星村境内大量轮歇地和荒地
,

三颗村境内 的 退耕还 林的 荒

地
,
均可大量造林种草

,

恢复植被
。

在山顶和 山坡上部林草结合
,

在山坡中下部发展柏松等用材

林木
,

在山脚和
“ 四旁

”
选择土层较厚

、

土质较好的地方发展经济林木
。

千佛村和虎星村境内适

宜发展柑橘
,

三颗村适宜发展苹果
、

柿子
、

核桃等
,

以增加地面覆盖度
。

土壤侵蚀达强度 以上的

地方
,

土壤 已基本冲光
,

林草难以生长和恢复
,

应疏松成土母质或适当铺土
,

然后先种生命力强

的草固土
,

到适宜树木生长时再种树
。

三颗村应有计划地发展薪炭林
,

以解决烧柴问题
,

并应尽

快将公路修到产煤的虎星村
,

改烧柴为烧煤
。

据广元市土壤普查时测定资料表明
,

有草被比无草

被的土壤持水量高 5
.

7%
,

失水也较缓慢
,

见表 7 。

恢复植被是流域内防止土壤侵蚀的重要措施
。

3
、

改坡地为梯 田
,

整治水系
,

治理沟蚀
。

流域内大面积的坡耕地是土壤侵蚀策源地
,

坡度越

大侵蚀越严重
。

据广元市土壤普查时测定资料
,

坡度为 25
“

的土层厚度比坡度为 5 ”

的土层薄 5

厘米
,

见表 8
。

必须改坡地为梯地
,

减缓坡度以减少土壤侵蚀
。

流域内坡面上应开挖水平截流沟

和排水沟
,

使水流沿着一定的沟道流入主沟
,

以防止水流冲蚀坡面
。

坡耕地应挖 沟 挡 沙
,

取 沙

铺地以增厚土层
。

在临近侵蚀沟沟头处
,

修防护挡水工程
; ,

防止径流沿沟头 下 泄
,

制 止沟 头发



表 7有 无 草 被
一

情 况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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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 同 坡 度 情 况 表

坡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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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在沟坡上修鱼鳞坑
、

水平沟
、

水平阶
、

反坡梯田
,

造林种草
,

巩固沟岸
,

防止冲刷
,

减少和

减缓下泄到沟底 的地表径流
。

在沟底修谷坊
,

巩固和抬高侵蚀基点
,

拦截洪水泥沙
。

4
、

充分发挥山区优势
,

发展多种经营
,

搞活经济
。

千佛村位于本流域的沟 口
,

交通方便
,

距

沟口不远 的溶剂厂发酵废料是猪的饲料
。

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 千佛岩摩岩雕刻

” ,

距千佛村约 1 公

里
。

沟 口至千佛岩一带可发展饮食服务业
,

以满足游客的需要
。

利用溶剂厂发酵废料发展养猪
,

向广元市区提供肉食
。

据统计资料
, 1 9 8 6年千佛村年末生猪存栏头数为 77 2头

,

出售 53 6头
,

占出

栏头数的 79 %
,

发展养猪是可行的
。

广元市区蔬菜较缺
,

价格较高
」

,
可在水源充足的平缓土地上

建立蔬菜基地
,

除 自食外
,

大部分可 向市区销售
,

以改变买菜吃的习惯
,

同时还可增加收入
。

据

统计资料
, 1 9 8 6年千佛村总收入 4 1

.

04 万元
,

其中畜牧业 (主要是养猪 ) 和饮食服务业 两项收入

达 1 6
.

59 万元
,

占总收入的 40 %强
。

若再把蔬菜基地建立起来
,

其经济收入是很可观 的
。

此外
,

利用交通方便和地理位置 的有利条件
,

发展运输业和建筑业也是很有前途的
。

虎星村处于流域中段
,

简易公路可通到周家岩和师家岩
。

煤炭资源较丰富
,

境内有村办煤矿

梦
,

.

村组联办煤矿 ` 个
,

个人办小煤窑` “个
,

是经济发展的优势
。

据统计资料
, ` 9 8 6年虎星村

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两项收入为 1 7
.

36 万元
,

占总收入 (3 6
.

3万元 ) 的 48 %
,

采煤和运输可 以发展
。

(蓄
` 一 ’

由于开采技术落后
,

且出现伤亡事故
,

应加强管理
,

提高技术水平
,

以增加出煤员和 防止事故发

生
。

值得注意的是
,

采煤的弃土弃石和废渣
,

不能乱堆乱倒
,

必须妥善处理
,

以防出现新的水土

流失
。

三颗村以农业为主
,

经济比较单一
。

据统计资料
, 1 9 8 6年粮食播种面积为 1 62

.

8 公 顷
,

总产

3 3
.

4万公斤
,

农业收入达 1 5
.

36 万元
,

占总收入 12 2
.

44 万元的 68 %
。

但由于耕作粗放
,

每公顷产

量仅 2
,

0 55 公斤
。

这种广种薄收的耕作方式必须 改变
,

将坡陡
、

土瘦
、

距庄远的土地退 耕 还林还

牧
,

缩小耕地面积
,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三颗村林木灌草生长较茂盛
,

用材林
、

经济 林 均 可 发

展
,

畜牧业
、

家禽饲养业也有前途
,

还可发展黑木耳
、

香菌等土特产品
。

据统计资料
, 1 9 8 6年林业

收入 1
.

01 万元
,

畜牧业收入 4
.

34 万元
,

副业收入 1
.

28 万元
,

可见除农业外
,

发展多种经营是有条

件的
。

由于三颗村交通不便
,

信息不灵
,

文化落后
,

全村尚无高中生
,

商品生产意识 淡薄
。

如当
。

地养牛条件很好
,

养牛数量较多
,

除耕地外并没作他用
,

但多余 的也不肯以菜牛供应市场
,

宁可

让其老死
。

近年
,

每人平均收入仅 25 1元
。

必须尽快将公路修通
,

加强与外地的联 系
,

把各种产品



尽快变成商品
,

改变单一的经济面貌
。

在此基础上将电接通
,

_

以解决照明问题和丰富群众的文化

生活
。

-

结 语

嘉陵江上游中低山区
,

不少地方的经济状况还很落后
,

生产单一
,

商品经济不发达
,

群众生

活贫困
。

生产力的发展也极其缓慢
,

刀耕火种
、

轮荒垦殖在一些地方还习 以为常
,

这种现状是难

以脱贫致富的
。

往往水土流失严重
,

生态环境恶化又多是这 些地方
。

由此看来
,

要搞好嘉陵江上

游中低山区小流域的治理
,

首先必须发展生产
,

提高群众生活水平
。

为此应抓住两 个 关 键
,

其

一
,

建立基本农田
,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增加粮食生产
,

解决群众吃粮问题
。

只有这样才能改变

刀耕火种
、

广种薄收的耕作方式
,

使大面积的坡耕地退耕还林还牧 ; 其二
,

发展多种经营
,

增加

经济收入
,

提高群众生活水平
。

发展多种经营必须因地制宜
,

充分发挥当地优势 ; 就是 同一个小

流域内
,

也不能强求一致
,

必须承认差异
,

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特长
,

才能取得明显的效益
。

基

本农 田的建立和多种经营的发展
,

解决了吃粮花钱的问题
,

群众缸里有了粮
,

袋里有了钱
,

进一

步改变家乡贫困面貌的信心就会增强
,

必然给水土保持工作以极大的推动
。

随着水土保持工作的

开展
,

流域的生态环境将会逐步改善
,
粮食产量和经济收入必将进一步提高

,

从而形成一个 良性

循环
。

陈万铃
、

刘夜莺和笔者带领土化系 84 级 18 位同学
,

结合生产实习进行了这项工作
。

四川省林

业科学研究所的王朋和董卫也参加了部分调查工作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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