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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东南花岗岩地区土壤侵蚀的研究
卢程隆 黄炎和 郑添发 傅 勤

(福建农学院 ) (福建省水土保持试验站 )

提 要

本文系通过 2 6个径流小区试验
,

经 1 9 8 5年~ 1 9 8 7年 3 年的测试资料统计分析结果
,

阐明 了

在闽东南花岗岩地区的降雨参数在不同坡度
,

不 同生物与工程相结合措施下对水土流失的影

响
,

初步摸出本地区的水土流失规律
,

并提出生物措施是防治水土流失的最有效办法
。

为该

地区进行有效治理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

福建省土壤侵蚀 日趋严重
,

五十年代侵蚀面积 5 4 00 k m “ ,

六十年代即达 7 9 7 o k m
Z ,

到八 十

年代中期普查的结果
,

已达 13 5 60 k m
“ ,

占总陆地面积的 1 1
.

2 %
,

其中花岩岗地区 的土 壤侵蚀

面积占总侵蚀面积的 87 %强
,

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闽东南地区
〔 ` 〕 。

如果把这一地区 的土壤侵蚀

规律摸清
,

对侵蚀的治理
,

将有很大的帮助
。

因此
,

我们在本地 区土壤侵蚀的典型区安溪官桥建

立 2 6个径流试验小区
,

由于地形的限制
,

小区面积为 6 6
.

7m
2

~ l o o m “ ,

按 1 0
“ 、

1 4
。 、

18
。 、

2 2
。 、

26
。

坡度进行不同的生物 (密生作物马唐草 ; 中耕作物大豆
、

茶叶 , 灌丛作 物 台湾 相 思黄桅子

等 ) 与工程 (顺坡抛荒
、

顺坡种马唐草
、

梯田种作物
、

等高平台种作物等 ) 相结合的措施
,

分别

进行测试
,

迄今已有 3 年 ~ 4 年之久
。

从 1 9 8 4年春开始
,

(因考虑第一年扰动土壤等因素而影响

准确性
,

所以只从 1 9 8 5年开始统计 )
。

测试项 目与方法
,

基本上按照水利部水文司的 《径流试验

观测暂行规定》 办法进行 c2 〕 。

兹将影响土壤侵蚀的主要因子
,

如降雨
、

坡度
、

植被及工程 措施

的试验结果
,

整理如下
:

一
、

降雨因素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1 9 8 5年一 1 9 8 7年的降雨量观测
, 3 年平均雨量为 1 5 9 5

.

2 m m
,

主要分 布在 3 月~ 9 月 份
,

其

雨量达 1 Z g Z
.

o m m
,

占年均雨量 8 1
.

1%
,

从 10 月到翌年的 2 月
,

一般为干早季节
,

雨量少
,

只 占

年均雨量的 1 8
.

9%
。

引起强烈侵蚀的雨量主要集中在 5 月一 9 月份的梅雨与雷雨台风季节
,

这时

土壤侵蚀量 占全年的 84 % (其 中 9 月份占全年的 24
.

5% )
,

径流量 占全年的 7 6
.

3% ( 9 月份占全

年的 1 7
.

9% )
。

因此
,

在这一季节中坡耕地
,

果
、

茶园的轮作
,

套种制度必须安排有效的覆盖作

物
,
以加强抗蚀能力

。

从不 同的雨级及其分布情况对土壤侵蚀的影响来看
,

差异很大
。

经 3 年的观 测
,

共 降雨 4 29

次
,

以 22
“

的顺坡抛荒区为例
,

产生径流的有 1 03 次
,

大体上即每降雨 4 次
,

其中即发生 1次产流
。

雨量级小于 10 m m 的次数占总次数的“ %
。

其中产流的很少
,

只 占总次数的 3
.

9%
,

土壤侵蚀量
,

只 占总侵蚀量的 0
.

6%
,

对水土流失影响不大
。

但大于 20 m m 的降雨次数只 77 次
,

占总 次 数 的

1 7
.

9%
,

而产流次数却占降雨次数的 64
.

9 %
,

几乎每降雨 3 次即产流 2 次
,

对土 壤侵蚀影响 很

大
,

如 22
。

的抛荒区
,

在 20 m m 以上的降雨量
,

计流失土壤 60 2
.

4七/ h a 占总流失量的 92 %
。



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雨与暴雨级对土壤侵蚀的特殊影响
,

3 年测试中属于大雨与暴雨级以

上的计有 3 9次
,

占总测数 ( 1 0 5次 ) 的 5 7
.

9%
,

其降雨量 ( 2 3 2 4 m m ) 为总 雨 量 ( 4 7 s s m m )

的4 8
。

6%
,

但其对土壤侵蚀量的影响却是惊人的
,

即39 次的大雨
、

暴雨的侵蚀 量 为 总侵蚀量的

8 1
.

4 %
,

径流量为总径流量的 7 8
.

6%
。

由表 1 统计表明
,

水土流失
,

主要来 自大雨
、

暴雨及大暴雨
,

其危害性特 别 大
,

即说 明 雨

量
、

雨强越大
,

其水土流失量也越多
,

成正相关
。

我们再把 3 年中按不 同的生物措施—
顺坡抛荒区 ( 土壤侵蚀模数和径流深均为 1 0

“ 、

14
。 、

1 8
。 、

2 2 “ 、

及 2 5
“

5 个小区的均值 )
、

中耕作物 (为 2 2
。 、

2 8
“ 、

2 个小区的均值 )
、

顺坡 种 草区

( 马唐草为 2 0 “ 、
14

“ 、
2 6

“
3 个小区的均值 )

、

灌丛区 (为 18
“ 、

2 2
“

2 小区的 均 值 ) 4 种类型及

各小区的各场侵蚀性降雨参数 ( 降雨量
、

平均雨强和 30 分钟的瞬时雨强 ) 与土壤侵蚀量及地表径

流深之间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

探讨其间的相关性
。

1
。

俊蚀模数与降雨参数的关系 在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时
,

以 y 代表侵蚀模数
, x ,

为降雨量
,

x :
为 30 分钟瞬时雨强

, x 3

为平均雨强
。

分析结果如表 2 。

表 1 大雨
、

. 雨对水土流失的影晌表

降雨量

( m m )

产 流 雨 量 大 雨 ( 2 5 ln rn 一 4 9
。
g m m )

年 份
雨 量
( n l m )

产流次数
径流量
( m

3 )
侵蚀量
( k g )

雨 量
( m m )

产流次数
径流量
( m

3 )
侵蚀量
( k g )

0d5
月,

ù

U

…
-,曰月任厅才

八曰
J
弓户口月才厅心绝U月通nn一a一廿00汽D八U行才一̀2

ùNnJ八U.

…
nJ

1上月怡八了111 9 8 5

1 9 8 6

1 9 8 7

合计

1 9
。
2 6

1 9
。
3 3

1 7 1 5
。
4

1 4 2 6
。
9

1 9
。
6 3

5 8
。
2 2

1 2 2 1
。
5

4
,
3 6 3

。

1

2 1 1
。
1

2 0 7
。
6

3 2 8
。
1

7 4 6
。

8

6

6

1 l

2 3
nJ

心1月任00八UnJ口dnIJ上
les
.

es
.̀

.

....

...

.....一. r

.

. L
卜

l!!!
通
`一ó2
1二1

.

…
厅若月马九̀
月
qnJ叮白八0Qd,曰11

J
l
.,.,悦土1上,LnJ

.

I
L

.

J
.

l..仁
一一一一一̀

,,
`
L
L`

!
1

11
1

一óQ八U11n勺
.

…
d
`
1ù八Ul气dnU八Un践O Onni卜J

J任门̀

续表

暴雨 ( s o m m 一 g g
.

g m m ) 大暴雨 ( l o o m m ~ 9 9 m m )

年 份
雨 量
( m m ,)

产流

次数
雨 量
( m m )

产流

次数

径流量
( m

3 )
侵蚀量
( k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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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5

1 9 8 6

1 9 8 7

各计

4 5 7
。

3

4 2 5
。
0

2 2 7
。

9

1 1 0
。
2

4 8 2
。
5

7 0 7
。
7

4 4 2
。
3

1 6 3 2

2 8 0
。

1 8 6
。

。
7 4 9

。
8 1 8

8 8 8
。

1 5 5
。

以 2 2
“

的抛荒区

( 1区 ) 为 例
。

4 6 7
。

0 1 1
。

5 7 1 0 4 3

从表 2 表明
:

降雨量仅仅极显著地影响着顺坡抛荒区的土壤侵蚀模数
。

方程也表明降雨量越

大
,

则土壤侵蚀也越严重
,

但对顺坡种草区
、

中耕作物区和灌丛区的侵蚀量的影响却不显著
,

即

降雨量的大小不是决定这些小区侵蚀量的主要因素
。

这是降雨量对土壤的侵蚀是 由于因降雨产生

径流对土壤有侵蚀力
,

致使土壤流失
。

顺坡抛荒区因没有植被覆盖
,

难以拦阻径流的冲刷力 (径

流系数达 O
.

4 D
,

因而降雨量的大小决定着土壤流失量的大小
。

而在中耕作物区
、

灌丛区还有等

高平台与梯田等工程措施
,

不但抗冲能力强
,

且拦蓄径流量也多 (径流系数 只 0
.

04 ~ 0
.

1)
,

所

以在降雨量相 同的情况下
,

径流量必定 比顺坡抛荒区小
,

从而其侵蚀力也小得多
,

因而这些小区



表 2土壤怪蚀 t与降雨今数的回归分析结果

处 理 样本数 F F iF ZF 3回 归 方 程

J顷坡抛荒区

顺坡草区

中耕作物区

灌 丛 区

1 7 4
。

2 8二 4 5
。

5 6二 1 1 7
。

63二 2
。

8 3

0
。

5 9

1 7
。

4 5二 4
。

4 2 02
。

8 0二 2
。

5 3

y = 一 4 8 9
。

97 + 9
。
7 6 x i+ 4 1

。
4 0 x: + 1 2

。

63 x3

y 二 6
.

6 9+ o
.

o4 x l一 o
.

3 3 x。 + 1
.

63X ,

y = 一 1 8
.

2 7 + o
.

1 8 x t + 1
.

1 7X 2 一 o
.

7 7 x 3

y = 1
.

3 7 + o
.

l o x Z 一 o
.

o s x Z + o
。
7 4 X s

峥̀八0110自nU八O叹Un舀,l

的侵蚀模 数与降雨量相关性很小
。

从表 2 再看雨强的影响
,

可 以知道 30 m in 瞬时雨强对顺坡抛荒区和中耕作物区的侵蚀量影响

最大
,

达到极显著水平
,

即 30 m in 瞬时雨强越大
,

则土壤流失越严重 ; 而对顺坡种草区和 灌丛的

侵蚀量影响却不大
。

其所以有如此的差异
,

是 由于植被覆盖度不 同所致
。

顺坡抛荒区与中耕作物

区由于平均被覆度分别在 O与 50 %
,

因此地表裸露多
,

受 30 m in 特大雨强的影响
,

受急剧的径流

与雨滴的直接冲刷
,

所 以土壤流失量大 ; 顺坡种草区与灌丛区因植被覆盖度超过 70 % 的
,

即使大

雨强
,

也能削弱侵蚀力
,

所 以它对侵蚀量的影响就不显著了
。

而值得引起人们关注的是 70 %的植

被覆盖度
,

可能就是防止土壤侵蚀的临界覆盖度
。

再看平均雨强对各处理侵蚀量的影响力均不显著
,

原因是上半年的梅雨期
。

因降雨历时长
,

平均雨强只 o
.

09 6m m / m in
,

下半年的夏秋时期虽多台风暴雨季节
,

大雨强的时间短
,

而低雨强

的时间长
,

所以平均雨强也不大
,

只 o
.

1 43 m m / m in
,

这样的低强度
,

对土壤侵蚀力是不大的
,

所 以平均雨强对土壤侵蚀量影响不大
。

2
。

径流 l 与降雨参数的关系 以径流深为 y ,

降雨量为 x
, ,

30 m in 瞬时雨强为 x 。 ,

平 均雨

强为 x 3 ,

如上法进行三元线性回归分析
,

其结果如表 3 。

表 3 径流深与降雨参数的回归分析结果

二 …
样本·

一

F F i F Z F 3

回 归 方 程

J顶坡抛荒区

灌 丛 区

顺坡草区

中耕作物区

8 2 1
。
5 1

.

2 2
。
7 8二

1 2 6 7
。

3 7
. ’

2 9
。
8 8 4

3 3
。
1 8

’ .

0
。
3 4 0

。
0 0 4

1 6
。
7 1二 6

。
5 2

操
5

。
0 7

.

0
。
8 2

3 4
。
4 9 二 3 0

。
0 3

带 .
1 9

。
4 1

. ,

y 二 一 5
。
8 5 + 0

.

4 7 x l + 0
。
1 9 x 2 + o

.

0 9 X 。

y = 一 1
.

2 7 + 0
。
0 7 x i + 0

。
0 2 x

2 + 0
.

0 1 x 。

y = 一 4
。
6 2 + 0

。
1 0 x i + 0

。
3 8 x 2 一 0

。
2 8 x 3

y = 一 2
。
8 1 + 0

。
0 6 x : + 0

。
1 4 x : 一 0

。
0 8 x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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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表明
:

降雨量均显著地影响着各处理区的径流深
,

降雨量越大
,

则径流量也越大
。

而 30

m in 瞬时雨强与各处理间按照顺坡抛荒区
、

中耕作物 区 , 顺坡草区~ 灌丛区的顺序分别与径流深

有极显著
,

显著和不显著的关系
。

显著性的这种递减规律与被覆度的递减规律是相一致的
。

即被

覆度越小
,

则 由于雨滴对地面的直接打击而造成土壤孔隙封闭
,

使降雨难以入渗
,

从 而 产生 径

流 , 30 m in 瞬时雨强越大
,

则这种封闭作用越强烈
,

也即降雨的入渗量越少
,

而产流量越多
。

而

对于平均雨强来说
,

由于强度相对较小
,

而与 30 m in 瞬时雨强的作用比较则无足轻重了
,

所以平

均雨强与径流量不存在显著的关系
。



二
、

坡度因素对水土流失的关系

从 3 年的总雨量对水土流失影响看
,

坡度与径流量没有什么规律性
,

但对土壤侵蚀量却有明显

的规律性
,

即随着坡度的增大
,

而侵蚀量也随着增大
,

成正相关
。

从 1 00 ~ 22
“

的增大率缓慢
,

差异不显著
,

可是到 2 6
”

其侵蚀量猛增
,

比 10
“

增长 84 % (径流量也增长 96 % )
。

由于到 2 60 时

因坡度急剧增大
,

径流因加速度关系
,

致使流速激增
,

冲刷力加大
,

流体夹带泥沙增多
,

因而流

失量剧增
,

可认为这是临界坡度
。

所 以国家确定 2 50 以上陡坡
,

为不准垦种的规定
,

这里又得到

证明
。

我们以五个坡度级的顺坡抛荒区
, 1 9 8 5年一 1 9 8 7年 3 年平均侵蚀量

,

可以用 y 二
ab

,

曲线进

行模拟
,

以 y 为土壤侵蚀量
,

x 为坡度
,

得回归方程为
:

y = 1 1 5 1 5
。

5 1
·

0
。

0 3
x ,

相关系数
r = 0

.

9 2*4
, r 。 . 。 。 = 0

.

8 7 8 , r 。 . 。 : = 0
.

9 5 9
,

达到显著水平
,

且接近于 极 显 著 水

对径流量来说
,

只有从单场暴雨的情况进行分析时
,

如果 以 3 年资料进行分析
,

则不具有规律性
。

当各坡度区有了一定的作物覆盖度后
,

情况则改变
,

才是径流量随着坡度的增大而顺减的规
平律

种密生的草类后
,

径流量为 抛荒 区 的

19
.

6%
,

而土壤流失量为抛荒区的 1 % 以下
,

种中耕型的茶
、

大豆等
,

其径流量为抛荒区的 10 %

一 19 %
,

而侵蚀量为 0
.

66 % 一 1
.

5%
。

在相 同的覆盖度情况下
,

坡度与土壤侵蚀量成正 相 关
,

但

差异不显著
。

三
、

植被对土壤侵蚀的影响

在 自然界现象与许多试验证明
,

植被对土壤侵蚀有巨大的制约力
,

我们在闽东南花岗岩的典

型侵蚀区也进行了三年的试验
,

在不同植物措施对土壤侵蚀的影响进行了探索
,

见表 4 。

1 985年~ 1 987年不同植物措施对土坡怪蚀的关系

水水土流失量量 年均雨量量 产流雨量量 径 流 量量 侵 蚀 量量

植植物措施施 ( m m ))) ( m m ))))))))))))))))))))))))))))))))) mmmmmmmmm
3

/ h
aaa 比 例例 ( t / h a ))) 比 例例

原原坡对照区区 1 5 9 5 333

{
1 2 4 1一一 5 7 1 555 1 0 000 2 4

。
444

顺顺坡抛荒区区 1 5 9 5 333

…“
5 ` ·

333 4 7 7000 8 3
。
555 2 1 222

密密生 作物区区 1 5 9 5 333 7 8 1
。
111 8 9 555 1 5

。
777 0

。
7 555

中中利干作物区区 1 5 9 5 333 1 0 1 0
。
111 5 8 4

。
777 1 0

。
222 2

。
4 555

灌灌 丛 区区 1 5 9 5 333

l
` 。“ 7

·
000 4 4 2

。
555 7

。
777 1

。
1 555

我们用无重复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植物措施对水土流失的影响效果是极为显著 的
,

其效 果 比

较
,

如表 5 所示
:

_ _
_ . 、

_
. ,

_ _ _

一
`

表
5

一

表示顺坡抛荒区土壤侵蚀量 比其他各处理都有极明显的差异
,

而对照区土壤侵蚀量只显

著地高于密生作物区
。

而各植物处理间的土壤侵蚀量均无显著的差异
。

一
_

. ,

_
、

_ _
. ` . ,

_

表 6 ,

表示对照区的径流量 比其他各处理都有极显著的差异
,

而顺坡抛荒区的径掀重也比合

植物处理的有极显著差异
。

但各植物处理之间的径流量
`

都无明显的差异
。



表 5 植物措施 ( A 因素 ) 对土坡俊蚀影晌的效果比较 ( k g / 小区 )

平均侵蚀值
措 施 x 一 4

.

3 3 x 一 7
。
7 0 x 一 1 6

。
3 6 x 一 2 4 4

。
4 2

一
一一

一
ù

一

一
一一

一

一
…

一

一
一顺坡抛荒区
原坡对照 区

中耕作物区

灌 丛 区

密生作物区

1 4 1 4 2 7

2 4 4
。
4 2

1 6
。
3 6

7
。
7 0

4
。
3 3

4 0 9
。
9 3 4 0 6

。
5 6 二 1 3 9 7

.

9 1 1 6 9
。
8 4

2 4 0
。
0 9

1 2
。
0 2

2 3 6
。
7 2 2 2 8

。
0 7

6 5

3
。
3 7

表 6 植物措施对径流 , 的影晌效果比较 ( m
“
/小区 )

平均径流量
措 施 x 一 2

.

9 5 x 一 3
.

9 0 x 一 5
。
9 7 x 一 3 1

。
8 0

签笋犷子资{
5 7
一 …

5 4
·
2。 · ,

5 3
一 ” 5 1

一
’ ` 2 5

一
’ `

,’叹坂
严

J记区
}

3 `
·
8 0 , 2 8

·

8 5” 2̀
·

9。” 2 5
·
8 3”

贾生作物区 } 5
·

9 7 3
·
0 1 2

·
0 7

默
物

黝翼 …
。 .

94

从表 6统计数据表明对照区 ( 2 1
“

)
,

坡面未曾动土
,

原有植物为稀疏 矮小的芒 其 与 鹤 鸽

草
,

覆盖度不及 3 %一 5 %
,

土壤紧实
,

渗透性极弱
,

最易产流
,

所以径流量最 大
,

为 各 区 之

冠
,

但因土壤紧实
,

抗蚀力较强
,

土壤侵蚀量并不高
。

顺坡抛荒区因土壤疏松
,

没有植被覆盖
,

虽能吸收渗透一些雨量
,

但很快饱和而产生大量径流
,

冲失大量疏松土壤
,

其径流量只有对照区

的 8 3
.

5%
,

但侵蚀量却为对照区的 8
.

7倍
,

密生作物区以种植牧草—
马唐草为主

,

植物生长密集
,

拦泥率很高
,

水土流失量则只有对照区的 15 %与 3 % (其中有 3 个小区是顺坡种植
,

所 以径流量

略高于中耕作物区 )
。

中耕作物区以种植茶叶与大豆 (后作为乌绿豆 )
,

因修梯 田与台地且常中

耕
,

保水量高
,

拦泥量也多
,

水土流失量只有对照区的 10 %
。

灌丛区系种植台湾相思与黄桅子
,

后来下繁草— 鸡眼草
、

马唐草等也多
,

因第一年生长慢
,

土壤裸露多
,

水土流失量也高 (径流

量达 8 13 m
“

/ h a侵蚀量达 3
.

3七/ h a)
,

后两年植被全都郁闲
,

下繁草也茂密
,

水土流失 量 很 小
,

分别只有对照区的 7
.

7%与 4
.

7%
。

总之
,

不管种植何种植物
,

都能使水土流失 减 到 最 低程度
,

但也因植物生长的快慢
,

其效益发挥也有早晚之差
。

如密生作物
,

特别是禾木科生长快
,

能快速

覆盖地表
,

效益发挥最快
。

中耕作物次之
,

灌丛与林木较慢
,

但它的后期生长繁茂 ( 2 年之后 )

覆盖率高
,

防止水土流失效果最好
。

我们以灌丛区为例看它的发展情况及其效果
。

灌丛区有 18
“

与 2 20 两区
, 1 9 8 4年 2 月种植台湾相思与黄桅子

,

生长很慢
, 1 9 8 4年底 覆盖度

才达 30 %
, 1 9 8 5年树间下繁草有鸡 眼草

、

禾草等
,

下半年覆盖度达 70 %
, 1 9 8 6年 ~ 1 9 8 7年覆盖度达

到 9 5% ~ 10 0%
,

因此前后 4 年间因覆盖度逐步提高
,

对保水拦砂效果也逐渐增高
。

表 7 表 明
,

1 9 8 4年覆盖率低 ( 30 % )
,

其水土流失量最多
, 1 9 8 6年一 1 9 8 7年覆盖率增高到 1 00 %

,

其水土流失



衰了

1 9 8 4

1 98 4年一 1 98 7年滋丛区位被情况及其防蚀作用

年 份 1 9 8 5 1 9 8 6 1 9 8 7

植被覆盖率 ( % )

降雨量 ( m m )

产流雨量 ( m m )

径流量 ( m
”
/ h

a )

侵蚀量 ( t / h a )

7 1
。
2

1 8 0 4
。
5

1 1 9 5
。
6

8 1 3

3
.

3 3

5 0 1
。
0

1 0 0

1 4 8 0
。
1

台湾相思与黄扼子于

1 9 8 4年 2 月初栽培
。

9 6 3
。
1

2
一1

:
2
1几

n月̀氏」几J九bǎb

2 3 0

5 0
。
2

3 1 0
。
5

8 6 2

2 0 5

0
。

1 5

量 已降低至最小程度
,

特别是土壤 已不存在侵蚀现象了
。

由此表明快速提高植被覆盖度是防止水

土流失 最有效的办法
。

我们再从不 同坡度 ( 1。
” 、

14
“

与 26
。

) 的顺坡种草小区上探讨不 同植被覆盖度拦蓄水土的

情况
。

由表 8 ,

可得如下几点启示
。

( 1 ) 5 月份以前牧草覆盖度只在乳% 以下
,

而 6 月以后覆盖

度均在 90 % 以上
,

所 以下半年土壤侵蚀量都比上半年为少
。

( 2 ) 下半年的产流雨量 比上半年多

1
.

6倍
,

一

上壤侵蚀却只有
_

L半年的 30 %
,

差异达显著水平
,

足以说明植被覆盖度对防 治 土 壤 侵

表 8 马唐草被覆盖度对水土流失影响

搜贾尸一一

盖度 与 草

被覆度 3 J」一 5月被斑度 < 5 0% 6月一 9月被覆度 ) 90 %
水土 一
利
户场

产流雨量 1 径流 鼠
( m m ) } ( m

3

/ h a )

侵蚀量

(七/ h a )

产 流雨量

( m m )

径流量

( m
“
/ h a )

侵蚀量

(七/ h a )

备 之上

爪果戈蚀盖
,

明无结度覆侵区无素析盖壤于小却因分覆土高的量
。

两差
.

其著90异流用方明%显V著径
复表50量度而显

R几D月̀月了
.

…
00月了nol勺住口Ot̀乃̀尸a八0工bla1 0

“

顺坡种马唐草

1 4
0

Jl肠i坡种马唐草

2 60 顺坡种马唐草

平 均

4 1 9

2 3 7
。
7

2 1 9
。
7

2 9 2
。
1

0
。
9

1
。
2

1
。
6

1
。

2 3

1 0 5 5

6 4 1

5 3 4

7 4 3

0
。
3

0
。
3

0
。
5

0
。
3 7

8
一ó几J工匕

.

…
占OC口ù勺noJ`It硬氏J性月nJ八JnJCO

蚀的显著作用
。

( 3 ) 在植被覆盖度相同的条件下
,

坡度的陡缓与土壤侵蚀量虽呈规律性
,

即随

着坡度的增加
,

土壤侵蚀量也随之增大 (成正 比 )
,

但差异极不显著
。

而径流量却随着坡度的增

大而呈减小现象 (成反 比 )
,

但差异也未达到显著水平
。

四
、

不同田间工程措施与水土流失的关系

根据本省实际情况设计 田间工程措施
,

设有埂梯田
、

无埂梯田
、

等高平台
、

顺坡宽毗 (以原

坡未耕作对照
、

耕而抛荒及种植牧草 3 种 ) 等 4 种工程
。

经 3 年观测如表 9 所示
:

采用两因素无重复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顺坡抛荒区土壤流失量显著高于对照
、

顺坡种植
、

等

高平台无埂和有埂梯田
; 原坡对照区显著高于有埂无埂梯田

,

等高平台和顺坡种植区
,

而无埂梯

田
,

顺坡种植
,

等高平台和有埂梯田之间却不存在显著差异
。

而原坡对照区径流量显著高于顺坡

抛荒
,

等平平台
,

无埂梯田和有埂梯田和顺坡种植区
,

顺坡抛荒区显著高于顺坡 种 植
、

等 高 平

台
,

无埂梯田和有埂梯田
,

而顺坡种植
,

等高平台
,

无埂和有埂梯田之间无显著差异
。



表 9不同 田间工程对水土流失的影晌 ( 1 9 85年一 1 9 87年 )

径径 流 量量 侵 蚀 量量

((( m
“
/ h a ))) 比 例例 ( t / h a ))) 比 例例

2
。
1 6

3 种坡度 3 小区均值

5 种坡度 7 小区均值

3 种坡度 3 小区均值

5 种坡度 5 小区均值

…
nO工匕Odō.几Jlj顶坡种植 区

等高种植区

无埂梯田 种植区

有埂梯 田种植区

1 0 3 5

87 2
。
5

5 3 6

5 1 7
。
5

上表所以 以原坡未耕区为对照
,

径流量有埂梯田
、

无埂梯田只是对照 区 的 9 %一 9
.

4%
,

即

拦水率达 90 % 以上
;
而等高种植与顺坡种植也只是对照区的巧%一 18 %左右

,

顺坡弃耕的最差梯

田与等高种植工程最佳
,

分 别拦沙率达 97 %
,

91 %
,

9’4 %
,

顺坡种植拦沙率只达 65 %
,

最差是顺

坡弃耕抛荒 区
,

土壤侵蚀量是对照区的8
.

6倍多
。

总之
,

工程措施其保水防冲功能都 比 较 好
,

且

效益 比较明显
。

结 论

1
.

闽东南花岗岩侵蚀区年降雨量大
,

且年际和年内
,

分布极不均匀
。

降雨最多的年份
,

水

土流失严重 ; 在一年中
,

降雨量集中分布于 3 月 ~ g 月
,

土壤流失集 中发生于梅雨和台风暴雨季节

的 5 月一 9 月
。

这是坡耕地
、

果茶园和幼林地水土流失最严重的时期
,

必须搞好水上保持工作
。

2
.

该区产生水土流失主要是大于 20 m m 的降雨
,

尤其是 s o
.

l m m ~ 80 m m 与 > 1 00 m m 这 两

个雨量级
,

其产流次数虽仅有 17 次
,

但土壤侵蚀及其径流量却 占总量约 55 %
。

3
.

降雨量只对顺坡抛荒区的侵蚀模数产生极显著的影响
,

降雨量越大则土壤流失严重
,

而

对顺坡种草区
、

中耕作物区和灌丛区却不起作用 ; 但它却显著地影响各区的径流 深
,

降 雨 量 越

大
,

则各 区的径流量也越大
。

30 m in 瞬时雨强与覆盖度为 。 和 50 %的顺坡抛荒区和中耕作物区的

侵蚀模数和径流深成显著的正相关
,

与顺坡草 区的径流深成显著的正相关
。

平均雨强从单场雨的

角度分析时
,

平均雨强越大则土壤流失越严重
;
从统计的角度分析

,

平均雨强对顺坡抛荒
、

顺坡

草区
、

中耕作物和灌丛区的土壤流失和径流深均无显著影响
。

4
.

在 1 00 一22
。

较低坡度下
,

土壤流失量随着坡度的增大而缓慢增加
,

当坡度到 2 60 时
,

流失量则 急剧上升
,

所以在 2 5 。

以上的山坡不但要禁垦还林还果
,

且要建立永久性的郁闲植物区
。

本文还得出土壤流失量 ( y) 与坡度 ( x) 之间有 y = n 5 1 5
.

51 、 l
.

c 3x 的关系
。

对径流量只有从单场

暴雨分析 时
,

才呈现出径流量随着坡度的增大而顺减的规律
; 如果对 3 年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

则坡度对径流量的影响不具规律性
。

5
.

植被是控制水土流失最有效的因素
,

试验表明有植被覆盖区土壤侵蚀量只有 对 照 区 的

右 %
,

径流量只有 1 1
.

2 %
。

因此
,

对侵蚀区的土地要实行强化 (整地
、

施肥 ) 绿化与覆盖坡地
,

并要安排好轮作与套作
,

使整年都有植物覆盖 以保护土壤
,

保持水分
,

使果
、

茶
、

林
、

农作物能

正常生长
。

闽东南地 区以豆科作物或绿肥套种
,

尤为适宜
,

既改善土壤结构
,

又提高土壤渗透性



与抗冲蚀能力
。

6
。

福建雨量多
、

雨强大
,

田间工程措的防蚀效果显著
,

尤其有埂梯田配套水平梯 田设施更

为重要
。

目前许多开发利用红壤坡地的星火计划
,

多只修平台
,

等高畦
,

甚至顺坡垦种
,

都是不

可取的
,

必须迅速改变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
。

浓本研完蒙福建省科委 自然科学基金会及省水土保持委 员会的资助
,

泉州市水土保持办公室

的 大力支持 以及在试验过程 中得到徐朋 高级 农艺师 的 多次指导
,

不胜 感激
,

特表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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