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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川中丘陵区的地埂利用

江 光 富

(四川省德阳市水土保持办公室
,

四川德阳 )

提 要

本文把地埂作为 一种土地资源
。

论述了川中丘陵区 的地埂利用
,

应促进以饲用植物为核

心的经济开发
,

并服务于
“
水土保持型农田防护植被网 ” 的建立

。

文章还论述了桑树在地埂

利用中的地位及植被结构优化原则
,

植物种类选择和影响结构设计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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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埂是人类改造 自然的特殊历史产物
。

对于有效利用地埂维持人类生存
,

以及改善人类生存

环境中的巨大作用
,
已有不少论述 “ ’ `“ ’ ,

同时中外学者在科学试验研究和生产实践中解决了大

量的技术性问题
,

并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

川中丘陵区 日趋尖锐的人
、

地矛盾与严重的水土流失
,

突出了地埂利用的地位和 迫 切 性 问

题
。

邱进贤 ( 1 9 8 6年 ) 从造林绿化的角度阐述了川中丘陵区地埂的特点
,

树种选择和造林技术
。

更多的则是单方面强调种植灌木
,

如马桑
、

紫穗槐之类
,

以解决薪柴或防止地埂 冲 塌 (如 李 昌

平
, 1 9 8 6年 )

。

这些研究无疑对该区地埂利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但是由于地埂利用尚未纳入

系统研究与生产实践
,

缺乏足够的信息贮存
,

目前研究多带有专业倾向性
。

地埂是一个相对独立

的地类
,

具有特殊的时空分布规律和立地条件
,

在我国现行土地利用现状系统中
,

地埂不属于耕

地
,

林地
、

园地
、

牧草地等任何一种具有明确用途的地类
,

被列为概念模糊的
“
未利用地

” 。

因

此
,

地埂应该是农业生态系统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
。

为此本文对川中丘陵区地埂利用提 出一

些肤浅的认识
,

以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



第 3期 水土保持通报

一
、

建立以饲用植物为核心的地埂经济植被

(一 )饲用植物是地埂开发中的孟要资源 川中丘陵区是四川省粮
、

棉
、

油
、

猪
、

蚕
、

桔
、

蔗的重要基地
,

由于人多地少
,

粮
、

经牧矛盾十分突出
。

据四川省综合农业区划资料
,

该区总面

积 3
.

05 万 k m
Z ,

农业人 口 1 6 30 万人
,

人均 占地不足 3 亩
,

人均耕地仅 1 亩左右
,

局部地区 在 0
。
5

~ 0
.

6亩以下
,

而且人 口的增加和耕地的减少至少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是该地区发 展 趋势
。 因此

要靠占全省 5
.

39 %的耕地
,

养活占全省 1 8
.

6% 的人 口
,

矛盾是十分尖锐的
。

必然在一定程度上粮

食作物要排挤经
、

牧作物在耕地中的地位
, 1 9 8 9年的粮食增产 己显示出这种趋势

。

在粮
、

经
、

牧争地矛盾 中
,

许多经济作物如棉
、

油
、

蔗具有不可替代性
,

并要求较高的土壤

肥力和较严格
、

细级的田间管理技术
,

所以应在种植业结构与合理布局 中予以保留并得到相应的

发展
。

饲用植物种类多
,

适应性广
,

并可以一种代替另一种
,

获得相同的饲养效果
。

因此
,

饲用植

物将会以间套方式安排在耕地 中或逐步退出耕地
。

然而
,

人 口的增加
,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又意味着对畜禽产品需求量的增加
,

从而要求畜

牧业进一步稳定发展
。

在生产力不高
,

饲用粮已达到粮食总产量近 20 %的情况下
,

发展草食性畜

禽是该地区一项费省效宏的途径
。

无论是稳定发展生猪
,

还是扭转草食性畜禽日趋减少 的局面
,

都需要积极发展饲用植物
。

因此
,

饲用植物 自然而然地要转向地埂
。

(二 ) 地埂是饲用植物开发的理想基地 川 中丘陵区地埂一般 占耕地的 10 %~ 20 %
,

局部地

区可达 30 %以上
。

以德 阳市为例
,

全市丘陵总面积 4 4 1
.

4 7万亩
,

其中地埂面积 为 44
.

05 万 亩
,

占

总土地的 9
.

95 %
,

占耕地面积 2 3 3
.

5 7万亩的 1 8
.

8 6%
,

为林地面积 1 0 9
。

0 5万亩的 4 0
.

3 6%
,

据德阳

市农业区划报告资料反映
,

地埂是该地区的三大土地资源之一
。

开发饲用植物和经济植物具有广

阔的前景
。

地埂具有优越的光热条件和土壤资源
,

便于建立多层次的植被结构
。

首先由于地埂两侧连接

较为宽阔的耕地
,

植物相互间的遮荫可由侧方光照给 予补充
,

低矮的农作物又几乎不对地埂造成

遮荫
,

因此地埂较相 同坡面上的成片林地或园地的植被结构易于设计和调整 ; 其次在 土 层 厚 度

上
,

地埂一般比耕地厚
,

而且明显厚于同一坡面上的林业用地
,

因此较林地更具有建立多层植被

结构 (地上和地下 ) 的空间条件
。

l可前川中丘陵区千丈一胡豆 (豌豆 )
,

李 (桃 ) 一红菩
,

恺木

一南瓜等地埂植被类型已较为普遍
,

虽然这些不是优化类型
,

但却体现 了地埂在开发饲用植物方

面的巨大潜力和实践纂础
。

地埂位置特殊
,

便于集约经营
。

地埂以条状地物镶 嵌于耕地之间
,

并有道路的功能
,

有利于

种
、

管
,

收的全部生产过程
。

同时容易将农作物的集约管理方法推广到地埂植物的管理上
,

或纳

入同一管理体系
。

但是由于 11前地埂划为
“ 未利用地

”
类别

,

所以该地区地埂多以林业
“ 四旁

”

绿化地出现
,

这虽然也为地埂利用的一种方式
,

但不能充分体现地埂利用的价值
。

(三 ) 地埂是栽桑养蚕的基地 川中丘陵区是四川蚕桑基地
,

面积大而集中
,

其中地埂栽桑

(
“
四边

”

桑之一 ) 具有悠久的历史
,

在蚕桑面积 中
,

占有较大的比重
,

形成了一些完整的农 田 “
桑

网 ” 。

充分利用这些 “ 桑网
”
有利于尽快建成多层饲用性经济植物结构

,

主要是
:

1
.

桑树的根系主要分布 30 ~ 40 c m 以下土层内
,

与树下草本植物的地下部分无明 显 竞争
,

有利于林下植物的生长
。

2
.

桑树枝少叶茂
,

但属叶饲性植物
,

树叶部分采摘后
,

对林下虽有一定的遮荫作用
,

但又

具有较好的光照条件
。

3 。

地埂桑多采用矮林作业
,

高约 3 ~ 4 m
,

在桑带以上建立高大乔木层
,

对桑树本身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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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
。

4
。

成年桑树能给新植乔木幼树以侧方遮荫
,
促进其生长

。

二
、

建立水土保持型农田防护植被网

作为一种资源
,
川中丘陵区的地埂应促进 以饲用植物为核心的经济开发

, 同时要起到保护农

田的作用
。

川中丘陵区是四川省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
据遥感技术资料

, 区内遂宁
、

内江
、

南

充 3市 (地 ) 水土流失面积 2 3 6 s 3
.

i s k m
“ ,
占幅员面积 3 5 5 7 9

.

3 i k m
“
的 6 6

.

5 6% , 年均侵蚀模

数 8 1 4 0 t / ( k m
“ ·

a)
。

坡耕地是水土流失的主要来源地
,
而耕地上地埂植被的建 立

, 必然对坡

耕地径流泥沙有一定的拦蓄作用
。

同时川中丘陵区是干早严重的地区
,
索有

“
川 中 老 早 区 ” 之

称
,
春

、

夏
、

伏早交替发生
,
夏旱频率达 60 % ,

其中严重干早达 20 %
。

因此
, 地埂植被的建立应

考虑对耕地的适当遮荫
, 以减小 日照强度

,
缩短 日照时间

,
降低土壤蒸发量

。

也就是说
,
不但要

有饲用价值高的灌木和草本
,
还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乔木

。

川中丘陵区的地埂利用
,
实质

_

l二是建立

拥有高效生态功能的饲用性经济的植被带
。

这种生态功能与农田防护林 网的要求一致
,
而且地埂

的分布本身就具有网络规律
, 由于地埂植被的 l习的在于控制水土流失

, 因此应视为 “
水土保持型

农田防护植被 网
” ,

在地域上属于长江上游防护林体系
。

三
、

地埂植被结构的优化

(一 ) 结构优化原则 1
.

物能转换效益最优原则
。

即选择最佳植物种组合
, 在一定空间与

时间排列下
,
对光

、

热
、

土壤等各项资源的综合利用率达到最大程度
, 或者说具有最高经济产量

和收获物最优品质
。

2
。

种间关系最优原则
。

即各植物种在生长上应互相促进
,
对资源的利用互

为补充
,
并且互相创造适宜的生境

,
无共寄生病虫 (包括与农作物 ) 等等

夕
从而保证植被结构

,

按照设计很快形成和保持平衡
。 3

.

防护功能最优原则
。

地埂植被的防护效益有正负之分
, 正效

益指对网格内气温
、

地温
、

蒸发
,
风速等因素的影响

,
而有利于缓解农作物的过度遮荫和植物根

系与农作物争水争肥矛盾
。

所谓防护功能最优
,
就是地埂植被结构能满足正效益最大

,
负效益最

小
。

(二 ) 植物种选择 在结构优化原则指导下
,
川 中丘陵区地埂植物种类的选择应满足如下条

件
。

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

( 1 ) 疏冠型落叶树种 ( 1 ) 树冠中等密度
,

( 1 ) 多年生
,
株高在灌木层以下

可饲性成份产量高 ( 2 ) 耐早耐荫
,
竞争力强

( 2 ) 高大通直 ( 2 ) 有一定主干 ( 3 ) 适 口性好

( 3 ) 根深型直根系 ( 3 ) 根系发达
、

呈辐射状 ( 4 ) 发达须根系
,

分布在 3 c0 m 土

层 以内

在上述中
,
乔木层树冠位于灌木层冠顶一定高度

,
不对灌木和草本产生压抑

,
稀疏的树冠对

农作物既有一定的遮荫又不障碍其生长发育
。

而落叶树种缩短了遮荫时间
,
使小春作物在生育期

内具有充分的光照条件
。

灌木有一定主干
,
为草本植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境

,
地埂不象耕地一

样常年翻耕
,
采用多年生草本有利于控制水土流失

。

(三 ) 立体结构的设计 地埂植被立体结构设计与建立 , 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
涉 及 许 多 因

素
,
按照生态学原理选择好互补植物

,
依照优化原则落实到生产实践

, 必须科学配置与设计
。

1
。

地埂类型
。

地埂类型直接影响乔
,
灌木数量

,
栽植位置和栽植方式

,
高而 宽 的 地 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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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
、

灌木均可在 1行 以上
,
在水平方向上的排列

,
亦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
外坡平坦者可用大穴植

苗
,

由于行间草本植物接受侧方光照少
,
行距应大一些

,

使其有充分的上方光照
;
外坡陡峻者

,

大穴易引起人为的水土流失
, 宜采用小穴植苗或直播

,

减小动土面
,
行距亦可适当小一些

。

2
.

地埂的方 向性
。

地埂的方向包括坡向与走向
, 它主要通过与光线的不同交角来影响植被结

构
。

从理论上说
, 由于阳光的照射方向不同

,

位于不同坡面相 同结构的植被
,
某一时刻光的分布

不同
。

因此
,

相 同的植物种组合要在不同坡向的地埂上达到相同的效果
, 需要设计不 同的结构

。

地埂的走向一方面影响 自身的种间排列
,
一方面又影响到农作物遮荫的范围

、

时间和程度
。

关于

后者 已有些定量描述
` “ ’ ,

如太阳直射光透过植被冠幅后的光强可表示为
:

I
。 = I

。 ’ x p 〔一 ( a + b ) F e s e h
。
〕

式中 I
。
为太阳初始直射光强

夕 a
、

b分别为植物叶的反射系数和吸收系数
; F 为叶面积指数 ;

h
。
为太 阳高度角

;
最优结构必须使 cI 等于作物生育的最适光强 I

。 。

由于这描述比较繁琐
,
且 尚未

达到完善的程度
,

超出了本文的内容
。

3
.

田面宽度
。

地埂植被的防护距离
,
遮荫 范围均与植物高度有正比关系

。

因此 , 田面宽度

将影响地埂植被结构设计
, 田面宽

,

植被带宜 高
,
反之宜低

。

4
。

农作物种类
。

相邻耕地的农作物种类不同
,
对光热条件的要求不 同

,
对光照条件要求高

者如玉米
, 地埂植被的透光度应大一些

,

反之如红苔
夕
透光度可适当小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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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9 中可看出
,

坡改梯后
,

土壤肥力明显提高
,

有机质
、

全 N 分别增加 7 2
.

5% 和 62 %
。

植

物所能直接吸收的水解 N
、

速效 P分别增加 47 %和 12 2% ;
沟坝地与坡耕地比较

,

有机质
、

全 N 分

别增加 1 倍多
,

水解 N
、

速效 P
、

速效 K
,

则分别增值 1 11 %
、

33 2%和 1 22 %
。

综上所述
,

在裸露片麻岩区
,

采取抽槽整地
,

选择生长力强的速生树种
、

坡改梯
、

闸沟淤地

等改变土壤理化性状
,

加速土壤形成和熟化过程的水利
、

森林等工程技术和生物措施
,

是治理和

改造裸露风化片麻岩侵蚀区的成功经验
。

通过上述技术措施
,

土壤的水
、

热
、

气
、

肥条件得到改

变
,

土地的适宜性逐年提高
,

从而改变了土地利用的不合理状况
,

为防治土壤侵蚀
,

发展农林牧

等诸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