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积1 40 公顷
,

原为台湾相思稀疏林地
, 1 9 8 2年开始封禁补植台湾相思

、

银合欢
、

木麻黄
、

柠 檬

按和金合欢等树种
,

部分流失地块结合整修台地和土谷坊工程措施进行治理
。

1 9 8 6年开始收益
,

共收薪材 75 0吨
,

价值 4
.

5万元
。

经县水土保持部门测址结果表明
,

治理区内薪材储积量的价值为

45 万元
,

而投资 13 万元
,

收益是投资的 3
.

5倍
Q

二
、

草灌先行
,

草灌乔结合

严重水土流失 区
,

山地大面积裸露
,

旱疥矛盾突出
。

这些山地与一般林木的自然生长条件相

差甚远
,

前期的整地施肥还不能改善种植 3 一 5 年 后 林 木生长的土壤和小气候环境
,

单纯造林

难 以改变生态环境
,

为 自身生长创造条件
。

而以草促林
、

林草结合
,

促迸了 “ 老头林
” 的生长

。

目前
,

全省应用的主要牧草
.结种有马唐

、

金色狗尾草
、

圆果雀稗
、

宽叶雀稗
、

鸡眼草
、

多 花 木

兰
、

胡枝子和大翼豆等
,

采用一年生与多年生
、

豆科与乔本科
、

上繁草与下繁草结合
,

在治理强

度流失区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

长汀县河泊镇水土流失极其严重
,

夏天地表 日极端高温达 7 6
.

6 七
。

1 9 3 9年国民党时期 “ 福建省研究院河 田地区土壤保肥试验区
” 的一些专家曾进行过考察

、

研究和

治理
; 解放后

,

人民政府 曾组织 人力
、

财力营造马尾松
,

也没控制住土壤侵蚀
; 直至 1 9 85 年又进

行 2 26 公顷的草地建植试验
,

才使土壤侵蚀得到治理
。

试验前
,

试验区 内地衷裸露
,

土壤有 机 质

含量仅 0
.

3 6 %
,

全氮 0
.

0 28 %
.

全磷 0
.

0 0 4 5 %
,

马尾松数量每公顷为 2
,

2 5 0一 3
,

0 0 0株
,

株高生长量为

5
.

46 厘米
。

通过种草后
,

马尾松侏高年生长 i高度达 6 2
.

24 厘米
,

种后 4 个月就华水控制
一

了土 壤侵

蚀
。 2 3个月后土壤侵蚀量减少了 90 %

,

井且降低了地表温度
,

改善 J
’

土壤水分和养分状况
,

以及

周围的生态环境
; 草山上出现了虫鸟蛇兔

,

使过去那种不闻虫声
、

不 见 鼠迹
、

不栖飞
一

鸟的荒凉景

象不复存在
; 溪沟中出现了泉水细流

,

水 田种植双季稻也扩大 了 6 公顷
。

治理实践表明
,

在严重水土流失区
,

地表裸露
,

尚有少显马尾松疏林时
,

首先应缓解土壤旱

疮的突 出矛盾
,

创造适合树种生 长的上壤条件
。

以草灌促林
,

既可在短期内迅速覆盖地表
,

;咸少

水分蒸发
,

保持水土
,

改善小气候
; }司时了仁种植过程 中

,

通过松土整地
,

土壤物理性 状 得 到 改

善
,

促进了林木根系的发展
。

而枯枝落叶和戏根又为贫疥的土壤提供了有机质来源
,

促进了土壤

微生物的生长繁殖
,

为林木的生长提供 了前提条件
。
长汀河田所选用的草种在第一年能快速覆盖

地表
,

防止水土流失
,

并使原来生长受抑制的马尾松恢复生机
。

这是整地
、

施肥和草生长所引起

的土壤水分
、

养分和地温等土壤环境 改善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

其经济效益主要表现在马尾松林木

生长上
。

因此
,

种草促林是侵蚀劣地改造马尾松
“ 老头树

’夕
的一条有效途径

。

这条途径 比起在侵蚀

劣地上连年造林不见林的情况来讲
,

在技术上是个进步
。

但是
,

也应该看到草场后期 衰 退 的 现

象
,

因此
,

草种的选抒及其组合
、

播种方式和施肥管理等问题
,

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三
、

建立立体果园

水土流失区土壤干旱痔薄
,

种植经济植物要有持续和较高的管理条件
,

而多年生果树要在 5

年以后才正式投产
。

因此
,

前期需要较高的投资和投工
,

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边远山区
,

商 .1泊市场

流通不畅
,

群众一时负担不丁前期较高的投入
;
而在经济发达

、

农业技术较先进
、

靠近村庄和有

窗余劳力的中强度流失区适宜发展
。

目前
,

福建省在立体果园建立过程中
,

所应用的经济作物主

要有杨梅
、

余
一

甘
、

橄榄
、

龙眼
、

荔枝等 民期经济果树
,

还有中期果树水蜜桃
、

芙蓉李
、

三华李
、

菠萝等
,

以及瓜豆等一年生农作物
。

我们利用这些植物在空间和地下的不同分布
,

组成充分利用光

热水肥 的高效农业生态系统
。

南安县美林乡水土流失严重
,

土壤母质裸露
,

有机质含量 0
.

41 % 以 下
,

含 氮 0
.

04 %
,

磷





2
,

34 3元
。

而治理该崩岗的费用为 1
,

6 54 元
, 4 年后收回成本并有盈利

。

/ 、 、 治理途径的评价

上述儿种治理途径
,

由于条件不 同
,

所采取的措施也不一样
,

其收益的年限和单位面积的产

出也是不同的 (如表 1 所示 )
。

封禁治理投资少
,

投资效益高
,

产投比可达 1 3 : 1 ,

但林木生长

周期长
,

单位面积土地上年生产力较低
,

每公顷仅54
.

46 元
。

种草促林的效益
,

主要体现在 林 木

生长上
,

产投 比为 2 8 : 1 ,

而每年每公顷面积上所创造的价值为 4 4 8
.

2元
,

收益所需年限 较 长
。

茶园改造的产投 比为 1 0
.

5 : 1 ,

单位面积 内创造的价值最高
。

这些茶园的茶树大部分处于青中年

期
,

一旦保持水土
,

加强抚育管理
,

就能有效地发挥茶 园增产的潜力
。

立体经济果 园
,

前期需要

较多的投入
,

4 年之内的收入主要靠短中期的经济作物
,

经济效益高的长期果树仅小部 分 开 始 投

产
。

因此
, 4 年之 内的投资大

,

效益较小
,

但其单位面积所创造的价值较高
,

俘年每公顷 达 39 6

表 1 不同洽理途径效益分析表

面 积
’
治理年 限

治 理 ;上 径
.

地 点
(公顷 ) ( 年 )

年 收 入

(元 /公顷 )

年 投 入

(元 /公顷 )

年收入与

年投入 比

ù

封 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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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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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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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9
, 月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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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1
,

8 9 0
。

0

4
。

2

1 6 1
。

1

5 7 。 。

0

9 0 0
。

0

1
,

3 3 工
.

0

2
。

8
:

1

0
。

7 : 1

1 二7
。

O

O
。

3

1 0
.

5 : l

,

参考有关资料
,

按第一年何公 顷治 理费 g G o , : ,

第 2至第 9年坛公 顷侮 年管理费 4 50 元
,

9年平均行 公顷茶 111

增产为 l
,

5 83 公斤
,

每 公斤毛茶价仇 6元 进行 结算
。

元 ; 长期果树一旦全部投产
,

一

单位面积所创 造的 价值将成倍增长
。

这对于人多地少
、

经济发达和

农业技术应用较普遍的地区来 说
,

更有诱惑力
,

也容易推 J
’一 。

崩岗的地形较复杂
,

其综合治理措

施的效益
,

主要休现在崩 岗底 的经济植物上
。

底部 r
.

勺水肥条件较好
,

选用速生高效益的大麻竹
、

绿竹和香蕉等经济作物
,

在短期内同样 也可获得较高 J为经济收入
。

建立立体果园
、 “ 三跑

” 茶园

改造和崩岗治理与利用三条途径 的共同特点
,

是先投入较高的治理资金
,

以利用为 出发点
,

建立

良好 f }勺经济循环
,

并 以经济循环为墓础
,

带 动生态循环 向良性方向转化
。

结 语

以植物措施为主治卫U水
一

L流失
,

少个下排斥工程措施旧重要性
。

工程措施是仅蚀劣地营建植物

措施和获得高产的华 卞条 件
,

而植物措施是实现 良性生态循环的必备条件
,

也是群众治理水土流

失
、

获得经济效益的最直接来源
。

生态效益 与经济效益相结合
,

是水
一

! : 流失治理成败 和发展的关键
。

在经济发达
、

劳力充沛
、

交通方便和农业技术水平较高的中强度水土流失 的山坡地
,

可以 以

开发利用为主
,

开发利用与治理相结合
; 以经济效益为 堪础

,

经济效益的 良胜循环促进生态效益

的 良性循环
,

把水土流失区变成经济作物发展 区
。

建立立体果 园
、 “

三跑
”
茶园的改造

、

崩岗治

理与利用就是这种治理方式
。

在经济不发达 的边远地区和强度流失区的治理应 以生态效益为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