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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耕地治理是四川省丘陵区防治

水土流失的根本途径

赵燮京 吕世华 贾 纯 张 奇

(四 Jl l省农科院土壤肥料所 )

提 要

丘陵区是四川省粮
、

油
、

棉
、

麻
、

果
、

猪等的主产区
,

水土流失是该区农业发展中的主

要问题
。

降水集中
,

强度大 , 地形起伏丘 陵面积占80 % 以上
,

侏罗系和白垄 系紫色沙泥岩风

化物和其土壤松软
,

抗冲抗蚀力弱 , 加上人口密集
, 521 人 / k m

乞 ,

是该区水土流失的主要 原

因
。

典型调查表明
,

占耕地4 5
.

5 8% 的早坡地是该区水土流失的主要源地
。

因此
,

改造坡耕地

(坡改梯
、

培肥土壤 )
,

推广沟
、

坎
、

池
、

幽结合的蓄排工程
,

沙山
、

蓄水池
,

粪池三池配

套经验
,

是治理丘 陵坡地行之有效的措施
。

文章从坡地治理的责权利等农村 政 策
、

资 金 投

放
、

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等方面
,

提出搞好坡地水土流失治理的措施和意见
。

一
、

四川省丘陵区基本情况

四川省丘陵区面积 12
.

1万 k m
Z ,

占全省幅员面积的 21
.

3%
,

包括 84 个县 (市
、

区 )
。

据 1 9 8 6

年统计
,

该区总人 口 6 3 0 6万
,

其中农业人 口 5 5 4 9万
,

分别 占全省的5 7
.

9 %和 5 6
.

1%
。

耕地面积

5 4 5 6万亩
,

其中田 2 9 3 9万亩
、

土 (早地 ) 2 4 8 7万亩
,

分别 占全省耕地和田
、

土面积 的 57 %
、

5 9
.

9%和 5 6
.

1%
。

四川省丘陵区历来是四川农业
,

特别是种植业的主要基地
。 1 9 8 7年

,

该 区 粮

食
、

油料
、

甘蔗
、

棉花
、

麻类
、

水果总产量分别占全省的 63
.

2%
、
5 9

.

3%
、

61
.

6%
、

98 %
、

78 %
、

69 %
,

生猪出栏率占全省的 64 %
。

有的农产品在全国也占有重要比例
。 1 9 8 5年

,

四川丘陵 区 以

占全国 3
.

64 %的耕地
,

产 出的粮 食
、

蚕茧
、

柑橘和出栏肥 猪分别占全国 的 6
.

3 %
、

2 7
.

5 %
、

2 7
.

3%和 1 1
.

7%
。

以上数据说明
,

四川丘陵农业在全省和全国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

四川省丘陵区是一个人 口和农业高度密集的地区
,

具有人多地少底子薄的特点
,

资源 破坏

和水土流失都十分严重
。

该区每平方公里达 52 1人
,

为全国的 3
.

7倍
;
人均耕地仅 0

.

9亩
,

约为全

国的一半
;
人均收入仅 94

.

32 元
,

为全国的 1 6
.

1% , 区 内垦殖指数达 40 %
,

个别地方达 70 % ; 多

数县森林覆盖率不足 10 %
,

有些县曾一度低于 1 % ; 1 9 8 6年水土流失面积 占幅员面积 6 2
.

9 %
,

个

别县甚至达到幼% 以上
,

全 区平均侵蚀模数为 48 9 6七/ k m
Z ·

y 一 ’ 。 C ` 〕

该区具有明显的雨养农业特征
。

尽管全区年降雨量达 8 00 ~ 1 20 o m m
,

但由于在时空 上 分

布不均
,

加之水利设施差
,

使得该区具有冬干
、

春旱
,

夏秋旱涝交替的特点
。 1 9 8 5年至 19 8 7年

,

全省受灾面积 6 6 84 万亩
,

主要集中在丘陵区
,

共损失粮食 30 亿 k g 多
。

控制水土流失
,

发展农业

生产是该 区当前的重要问题
。

二
、

四川省丘陵区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

1
.

降雨盆集中
、

强度大 该区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区
,

根据川中丘陵区资阳县 1 9 5 7~ 1 9 8 5年



气象资料
,

该县年均降水量为 96 5
.

s m m
,

最高年份达 1 29 o
.

6m m
, 7

、

8 两月降水量占年均 降

水量的 4 3%
,

12 月和 1 月的降水量仅 占年均降水量的 2
.

5%
。

该县月最大降水量达 40 5
.

7m m ; 日

最大量为 26 3m m ; 1 小时最大降水量为 93 m m ; 10 分钟降水量达 3 0
.

3m m
。

降雨多在 夜 间
,

可
一

达年降水量的 72 %
。

暴雨和大雨 日数年平均为 3
.

2天和 9
.

1天
,

且多集中在夏秋两季
。

雨量集中且

强度大
,

这不仅加重了该区灾害的发生
、

而且加剧了水土流失的严重性
。

2
.

地形起伏
,

母岩易于风化 四川
.

丘陵区海拔不超过 80 Om
,

相对高度在 20 o m 以下
,

地形起

伏
,

切割严重
,

山头多
,

坡度大
。

内江市丘陵面积为 1
.

17 万 k m
“ ,

占幅员面积 的 87
.

9 %
。

据 调

查
,

该市每平方公里有山头 2
.

2个
,

有些地方甚至在 20 个以上
。

这些馒头山和桌状方山遍布 丘 陵

区每个角落
,

给水土流失提供了极好的地形条件
。

丘陵区河流纵横
,

内江市涪江流域河网密度为

0
.

2 4 4 k m / k m
“ ,

沱江主要支流河网密度达 o
.

s k m / k m
Z 。

达县市流域面积在 l o ok m
“
以 上 的

河 流中
,

丘面就占流域面积的 97 % 〔“ 〕 。

丘陵区纵横而众多的河网为水土流失提供了搬运 条件
。

四川丘陵区土壤多系侏罗系和 白奎系紫色砂泥岩风化而成
。

紫色砂泥岩岩性松软
,

易风化崩
,

解
,

抗蚀力弱
,

成土迅速
。

有人曾对四川丘陵区紫色岩风化速度作了研究 〔 3 〕 ,

试验结 果 表明
,

5 00 ~ 7 0 0 9 一块的母岩自然风化一年后成土率平均达 1 8
.

13 %
,

个别达 5 1
.

27 % ; > 10 m m 的碎屑

量为 24
.

14 %
,

个别仅为 0
.

26 %
。

经三年风化后
,

成土率平均为 4 4
.

4 0%
,

个别达 96 % ; > 10 m m

的碎屑量仅为 1 3
.

49 %
,

部分样品为零
。

其中遂宁组泥岩有较高的成土率与较低的化泥率
,

故形成
.

的初育土往往质地较粗
,

极易被冲刷
。

遂宁水保站试验也表明
,
荒坡母质年侵蚀模数 达 28 2 5昧

/ k m “ 。

由于风化速度与抗蚀力呈反相关
,

所以紫色岩的风化特征是本区水土流失严重的内因
。

3
.

人 口和农业高度密集
,

资源破坏严重 仅以内江市为例
。

该市解放初期农业人 口 4 8 1
.

93 万
,

耕地面积 8 9 7
.

8 5万亩
,

人平耕地 1
.

8 6亩 , 19 85年 已达 6 0 6人 / k m
“ ,
增 加 5 3

.

4 1%
,

耕 地 面积
1 12 7

.

5 7万亩
,

人平耕地 1
.

39 亩 (如果按统计数据
,

人平耕地仅。
.

98 亩 )
。

垦殖指数从 1 9 4 9 年 的

4 4
.

8%上升为 1 9 8 5年的 5 6
.

3 5%
。

建国初期
,

内江市有森林 31 1
.

7万亩 ( 20
.

8万 h a)
。

覆盖 率 为

15
.

7%
,

面积虽不大
,

但树木茂密
,

绿树成荫
。

安岳县 1 94 9年森林覆盖率为 2 1
.

5 %
,

几次破坏后

曾一度下降为 0
.

82 %
,

曾经是
“
离州行二十余里

,

丛林在望
,

苍翠扑人
”
的简阳县

,

在 1 9 5 8年遭毁

灭性破坏后森林覆盖率仅为 2
.

4 %
,

经过 30 余年努力
,

至今也只有 1 3
.

6%
,

且多为幼树疏 林
。

此

外过度开荒
,

不合理的种植方式和对土壤的掠夺性经营都对水土流失起了推波助斓的作用
。

三
、

坡耕地是四川省丘陵区主要的水土流失源

四川丘陵区共有早地 2 4 8 7万亩
,

占耕地面积的 45
.

58 %
,

其中坡台土为 1 6 94
.

4万亩
,

占早地

的 68
.

13 %
,

三台土以上的早地为 6 14
.

3万亩
,

又 占坡台土的 3 6
.

2 5%
。

根据琼江流域调查
,

5o 以

上的 22 3
.

73 万亩早坡地
,

面积仅为流域面积的 34
.

45 %
,

流失量却达流域总流失量 的 64
.

5 % ;
简

阳县坡耕地 80
.

7万亩
,

占幅员面积 32 8
.

2万亩的24
.

59 %
,

年泥沙流失量却达 5 64
.

9万七
,

占全县年

泥沙流失量 62 1万 t的 9 0
.

97 %
。

以上数据充分说明
,

四川丘陵区的水土流失源主要是坡耕地
。

同时
,

坡耕地的陡缓对水土流失有着巨大的影响
。

根据简阳县农业局 7 年径流试验资料
〔摇 〕 ,

坡度为 5
“ 、

1 0
“ 、

1 5
。 、

2 0
。 、 2 5

0

的坡耕地年侵蚀模数分别为 1 7 2 2七/ k m “ 、
4 9 9 2七/ k m

Z 、 6 5 4 7
.

5

七/ k m
“ 、

1 0 7 7 3七/ k m
“ 、 1 2 7 5 6七/ k m

Z ,
表土 ( Z o e m ) 被全部冲走的时间依次为 1 3 1年

、
4 5年

、

3 4年
、

21 年
、

18 年
;
而根据遂宁水保站试验资料

,

在同一种耕作条件下
,

5
“ 、 1 0

“ 、
1 5

。 、
2 0

。 、

2 5
。

的坡耕地年侵蚀模数分别为 7 1 0七/ k m
“ 、 6 5 7 0七/ k m

“ 、 9 2 7 0七/ k m
“ 、 1 2 9 5 0七/ k m

“
和 1 4 8 2 。

t/ k m
“ ,

冲光表土的时间依次为 3 17 年
、

33 年
、

24 年
、

17 年
、

15 年
。

故一些专家们曾预测
,

土层厚

约 100 多m 的黄土高原侵蚀 3 0 00 年后可能变为戈壁
,

而土层浅薄 的四川丘陵区如不及 时 治 理
,



300年后便可成为光山秃岭
。

事实上
,

丘 陵区不少地方经侵蚀后 已经成为寸草不生的石 头 山
,

这

充分揭示了四川丘陵区坡耕地水土流失 的严峻性
。

土壤的含水量随坡度增高而呈现下降的规律
。

简阳县农业局试验表明 〔` 〕 ,
5

。 、
1 0

。 、

15
。 、

20
。 、

25
。

的坡耕地的土壤年平均含水量依次为 1 9
.

3%
、

18
.

6%
、

1 7
.

2%
、

1 6
。

9 %
、

16
.

5 %
,

从而

使作物产量呈现随坡度增高而下降的趋势
。

此外
,

随坡度增高土层亦趋于浅薄
,

使土壤整体的蓄

水保水能力下降
,

进一步影响作物生长和加剧水土流失
。

四
、

坡耕地的治理是防治水土流失的根本途径

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到
,

要搞好四川丘陵区水土流失的治理工作
,

必须根据该区人多地少底子

薄的特点
,

从该 区雨养农业的实际出发
,

在农民力所能及的条件下
,

依靠生物措施
、

农艺措施和

小型水利工程措施相结合
,

对小流域的农业环境进行综合治理
。

改善坡耕地的水土条件
,

不仅能

防治水土流失
,

而且是发展丘陵区农业的重要措施
。

三台土 以上的坡耕地由于土薄地 瘦 易 受 侵

蚀
,

一般年亩产粮食较一台土低 1 00 ~ 1 5 Ok g ,

只要治理好了
,

四川丘陵区一年就可多收 粮 食 6

~ 9 亿 k g 。

早坡地的治理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
:

1
.

坡耕地的改造 坡耕地是四川丘陵区最主要的水土流失源
,

但由于人多地少
,

要解决吃饭

间题
,

就不可能在现有条件下使大量的坡耕地退耕还林
,

植树种草
。

因此对现有坡耕地治理是控

制丘陵区水土流失的关键
。

坡耕地的改土工作是四川省丘陵区广大农民从长期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一条培肥土壤
、

提高

李书华承包地改士

后粮食产量曲线

ǎ全à板佃

全社平均粮食

产 量 曲 线

麦米小玉

红 落

全王被食

-
O么

、J |nUó仆」ù J.nUn目山滩.ṑ
,

产量和控制水土流失的重要方法
,

历来被视为农 田

基本建设的重要内容
。

大规模的改土始于合作化时

期
,

到 1 9 7 7年
,

全省改 田
、

改土共 2 2 58 万亩
,

其 中改

土 60 0万亩 以上
。

简阳县 1 9 7 8~ 1 9 8 8 年改造低产 田

土 40
.

81 万亩
,

其中坡改梯 13
.

46 万亩
,

占现有早地

面积的 1 2
.

13 %
,

坡耕地面积的 16
.

85 %
,

取得了一

定效果
。

例如该县柏林乡劳动村坡改梯 3 21 亩
,

土

层 由原来的 7 ~ 20 c m
,

增厚到 50 c m
,

小麦亩产由

原来的 1 2 5~ i s o k g提高到 1 5 0一 1 7 5 k g ; 玉米亩产

由原来的 1 5 0 ~ 1 7 5 k g 增加到 2 0 0~ 3 0 0 k g
。

武庙乡

云龙村社员李书华 1 9 8 2年承包 三 台以上的坡 耕 地

1
.

3 4亩
,

平均土层不足 I Oc m
,

瘦膺 难 耕
,

只好采

用传厢聚土的方法进行耕作
,

每米才能 聚 一 条 埂

子
,

苦心经营结果
,

当年小麦
、

玉米
、

红薯亩产分

别为 l o o k g
、

15 ok g
、

60 Ok g ,

低于 全社 平 均 产

量
。 1 9 5 5年他开始改土

, 2 9 5 6年就见到了效益
, 19 5 5

年小麦
、

玉米
、

红薯亩产分别达 2 2 5 k g
、

23 5 k g
、

2 4 00 k g ,

比 1 9 8 2年平均增产 4 70 k g /亩 (折合标准

粮 )
,

比当年全社平均粮食亩产高 3 4 1k g , 1 9 8 8年

在气候异常
,

雨水过多的情况下
,

尽管红薯亩产下

降幅度较大
、

他的承包地全年的亩产粮食 8 1 o k g ,

比全社平均亩产高 37 2 k g
。

(见图 ) 改土后的承包

19吕5 19日6 13 8了 198 8 (年 )

图 坡耕地改土增产效果



地不仅地平土厚
,

而且提高了土壤的蓄水保墒能力
,

他形容是下雨不见水
,

雨后才有水
,
玉米 的

抗早 日数增加 7 天以上
,

大大地减少 了水土流失量
。

在改土砌坎的同时
,

在地埂上大种果树
,

把

绿化与经济效益结合起来
。

社长李书祥深有感触地说
,

现在社员们都认为改土比修房子合算
,

是

一劳永逸的大事
。

2
.

坡耕地的水系治理 四川丘陵区水利设施条件较差
,

解放以来
,

全区仅修建大 型 水 库 四

座
,

库容 22
.

4亿 m
“ ,

有效灌溉面积 占耕地的24
.

5%
,

比全省和全国的 4 3
.

3% 和 4 5
.

4 % 都 低得

多
,

而且主要灌溉水田绝大部分坡耕地均靠雨养
,
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

这种情况不可能得到

根本改变
。

因此
,

因地制宜的建立坡耕地的蓄排系统
,

不仅能有效地防治水土流失
,

而且是利用

天然降水解决坡耕地缺水
、

发展农业的好办法
。

简阳县武庙
、

五龙等乡
,

近年来结合坡耕地的改

土工作
,

大搞早坡地三池配套
,

沟
、

坎池
、

幽相结合的小型蓄排工程
,

在农业生产上和防治水土

流失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

针对坡耕地易早易受冲刷的特点
,

社员李书华在改土的同时
,

在原

沙幽下方打了一个 10 m 3多的蓄水池和一个小粪池 (即三池配套 )
,

基本上解决了承包地的 灌溉

用水问题
,

并且大大地节省了劳力
。

以前种小春
,

坡下挑水需 20 多个工
,

现在从蓄水池中挑水仅

需 4 一 5 个工
。

以前沙幽一年淤沙 2 吨多
,

现在由于土改平了
,

每年仅淤沙 1 00 多 k g ,

沙幽也成

了蓄水池
。

同时
,

还可利用蓄水池沤绿肥或养鳝鱼
,

集水
、

肥
、

土为一体
,

充分发挥了蓄排工程

的效益
。

四川丘陵区历来有挑沙面土和啄石骨面土的习惯
,

把小型蓄排工程的修建
、

维护与改土

相结合
,

更能取得费省效宏
,

一举两得之利
。

五
、

如何搞好丘陵区坡耕地的治理工作

1
.

政策问题 由于土地承包责任制恢复了以农户为单位进行生产的传统农业特征
,

很难象以

前 邵样进行大规模的治理工作
,

而且许多农民因土地产权属于国家
,

担心今后要调整土地
,

所以

不愿在治理上投工投劳
,

使得坡耕地治理工作近几年进展不大
。

简阳县是四川丘陵区历来改土工

作抓得较好的县
,

但 1 9 8 2年至 1 9 8 6年 5 年仅坡改梯 3
.

02 万亩
,

相当于 1 9 7 8年至 19 8 1年 4 年坡改梯

面积的 39
.

6%
。

从 19 8 7年起情况才又逐步好转
。

该县武庙乡政府近两年来针对上述问题采取了一

些较好的措施和政策
,

促进 了农民改土的积极性
,

主要有以下几点
:

( 1 ) 乡政府通过全面的调查研究
,

确定了今后一段时期乡政府的中心任务是治水
,

重点工

作是改造低产 田土
。

在县农业局科技干部的帮助下
,

详细制定了该乡治水改土的三年规划
。

( 2 ) 在作好宣传工作的同时
,

抓好典型
,

带动全面
,

充分发挥党员
、

团员的骨 干 带 头 作

用
。

乡村干部深入基层
,

为困难户解决改土所需资金和工具等具体间题
。

( 3 ) 乡村二级建立了改土领导小组
,

作到层层有领导负责
,

有专人领导
,

并把治理工作成

绩作为干部考核的内容
。

( 4 ) 强调谁治理谁受益
,

打消群众顾虑
,

作到奖惩分明
,

政策兑现
。

乡政府规定
,

经治理

验收后的耕地
,

如需调整
,

新承包者必须按 1 00 元 /亩对 原 承包者 进行补偿
,

对不进行 治 理者
、

社上可将其承包地好调差
、

近调远
、

整调零
。

按标准进行验收
,

坡耕地治理后必须坡 度 小 于 5

度
。

上厚 4 c0 m 以上
,

土坎地埂要砌牢扎直
。

合格一亩奖励现金 35 元
、

标准氮肥指标 l o k g ,

当场

验收
,

当场兑现
,

不合格者不予验收
。

2
.

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 一般来讲
,

坡耕地愈多的地方
,

经济就愈落后
,

要把丘陵区坡耕地

治理好
,

国家和地方财政都应予 以必要的支持
,

增加投资并作到专款专用
。

简阳县 自 1 9 8 0 年 至

1 9 8 8年
,

改土经费都呈下降趋势
,

给治理工作带来一定困难
。

四川丘陵区坡台土只要土层平均增

加 Zo c m
,

每年就可保水 5 亿 m “ 以上
,

相当于一座大型水库
,

对增强农业后劲有重要作用
。



3
.

坚持因地制宜
,

综合治理的方针 四川丘陵区坡耕地治理历史较长
,

各地农民都有很多成

功的经验
,

不少科研人员也对此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
总结出了许多行之有效

、

费省 效 宏 的 办

法
,

如
:

聚土改土
,

逐年改平
;
深翻石骨

,

一次改平 , 分级砌埂
,

内挖外填
,

并结合挑沙面土
、

啄

石骨面土等
。

各地可根据当地坡耕地土块大小
、

母岩硬度
、

坡度和劳力等情况灵活运用
。

与此同

时
,

作好荒山荒坡的开发利用
,

在土坎地边种植果树和经济林木护土保坎
,

并配以合理的耕作方

式和种植制度
。

四川丘陵区的水土流失是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的
。

本文引 用 了内江市水电局张义祯和 简阳县 农业局土肥站部分资材
,

并得到 简阳县武庙 乡政府

大 力支持
,

一并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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