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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雄县紫色砂页岩水土流失区

综合治理效益分析

万 少 文

(华南农业 大学
,

广州市 )

提 要

通过 3
t

年的径 流小 区观 测和室 内外调丧分折
,

得 出在水土流失严垂的 丘陵 沟壑区采 取工

程和生物措施
,

可减弱土壤退化过程
,

加快成土过程
,

使风化碎屑再风化
,

其理化性质逐渐

向好的方面转化
,

水上 流失 得到 荃本控制
。

同时为进一步开发利用 该区水 土资源提供 了科学

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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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试验概况

1 9 8 7年~ 1 9 9 0年试验区布设在南雄县太和水土保持站角米形紫色砂页岩严重沟状侵蚀区 内
,

利用同一山头
,

设置一个降雨观测点
, 3 个径流观测小 区

; 以 2号小区光板地为对照点 ; 1 号
、

3号小区的工程措施为拦沙埂
、

林草覆盖率分别为 3 2
.

2 % 和 6 2
.

3%
。

各小区同时进行全年性每次

降雨
、

径流
、

含沙量
、

侵蚀量以及土壤理化性状
,

小气候等试验观测及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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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试验目的

采取小区径流
、

泥沙及土壤 (风化碎屑 )理化性质变化等试验观测对比分析
,

探讨综合治理

保水保土效益及土壤肥力变化等
, 为探索紫色砂页岩区的水土流失及风化碎屑物成土规律

,

为合

理开发利用该区水土资源提出科学依据
。

三
、

试验方法

该试验区范围内装设一台自记降雨量计量器
夕
各小区分设沉沙池与集水池

夕

池内安装 自记水

位计
。

降雨后即可测出各小区 的径流量和流入场面池内的泥沙流失量
。

径流量用容积法与 白记水

位计童度记录推算法综合得出 ; 输沙量由水池内取出水样
、

沙样样本
,

分别烘干
,

求出本次悬移

质与推移质合计总干泥沙量
。 :仁壤理化性质及田间小气候等变化采用常规法

,

室外室内结合分析

钡l]定
。

四
、

观测成果分析

(一 ) 径流泥沙变化 1
.

不 同植被覆盖率与年侵蚀量 的变化
。

表 1 1 988年~ 19 9 0年怪蚀 t 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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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可知
:1

、
3号场与对照 2号场比较

, 1 9 8 8年侵蚀量减少了 75 %和 9 8
.

7% , 1 9 8 9年减

少 了 98
.

6% 和 99
.

2%
。

1 9 9 0年减少了 9 9
.

3%和 9 9
.

4%
。 。

这说明在工程措施基础上随着植物的生

长和覆盖率的增加
,

保水
、

保土作用增强
,

控制了泥沙
、

洪水下泻
,

显示了保持水土的效益
。

2
.

降雨强度与侵蚀量 的变化
。

从表 2 可知
夕

不论暴雨
、

大雨
、

中雨或小雨雨强大小与侵

蚀量大小关系极大
。

比如
:

从 2 号场两次暴雨中看出
:

其雨量分别是 7 9
.

5m m 和 74
.

l m m
,

雨强

分别是 o
.

0 5 6m m /m i n 和 o
.

l o Zm m / m i n
夕

侵蚀量分别是 6 9 2 t / k m
“
和 2 0 5 6

.

4 1七/ k m
“ 。

差异极

大
。

又如小雨
,

雨量分别是 l s
.

4m m 和 1 7
.

5m m
,

雨强分别是 o
.

0 3 5m m / m i n 和 o
.

2 5 0m m /m i n
,

侵蚀量分别是 3 2
.

0 6 t / k m
“
和 3 8 0

.

6 4 t / k m
Z , 相差近 1 2倍

。

(二 ) 土壤 (风化碎屑 ) 理化性质的变化 1
。

各级颗粒大小的变化
。

表 3 水土流失区和非流失区半风化母质碎属物各级颗粒重 , 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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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吸水蒸发及紧实度变化

角米形 2 号径
流场 (原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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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19 8 7年测定的数值可知
, 2号场

、
1号场和 3号场它们各级颗粒重最百分数含量差异

很大
。

2号场大于 10 m m 颗粒高达招%
夕

而小于 l m m 颗粒仅有 3
.

21 %
,

实为母岩碎石颗粒
。

1号

场情况不 同
,

大于 10 m m 颗粒只有 1
.

26 % ,
而小于 1 m m颗粒为 2 1

.

3%
, 3号场的情况更不同

,

大于 10 m m 颗粒也只有 2
.

01 %
夕

而小于 1 m m 颗粒 高达 4 4
.

5%
, 1 9 9 0年 测 定

, 1 号 场
、

3号 场

颗粒大小又有进一步 的变化
, 1 号场大于 10 m m 颗粒由 1

.

26 % 减至 0
.

7%
,

而小 J
几 l m m 颗 粒 由

21
.

3% 增加到 2 5
.

8 %
。

3 号场大于 10 m m 颗粒由 2
.

01 % 减至 0
.

1%
,

而 小 于 1 m m 颗粒由 4 4
.

5%

增力11到 5 3
.

5%
。

表 h 水土流失区和非流失区半风化母质和土坡物理性质变化表

取于羊地点
、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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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 ) {

、 u 了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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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坝 之间

3 号径流场两生

物坝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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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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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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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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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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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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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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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

5 7 8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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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 0
。

2 1

3 5
。

8 1 9
。

5 2 7
.

5 1
.

4 1 O
。

5 2 : 0
。

2 7 : 0
。

2 1

2 9
。

5 1 9
。

3 2 5
。

8 1
。

54 0
。

5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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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8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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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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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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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件卜

上述情况说明
,

由

于在工程措施和林草覆

盖的保护下
,

土壤 (风

化碎屑 ) 免遭侵蚀和流

失
,

大大减弱了土壤退

化过程
,
增强或大大发

展了成土过程
。

各级风

化碎屑继续再风化成不

同大小的石砾
、

砂粒
、

粉

砂和枯粒
。

这是一种由

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

由

表 3 可知
,

经过几年的

变化
,

3号场各级颗粒

重量含量 已接近农民烟

地
。

经室内比重计法测

定
,

二者都是重砾质轻

.

2 2

、 /

2 0 / 4

壤土
,

这说明水土流失

严重的丘陵沟壑区
夕

只

要采用工程措施和林草覆盖措施
夕

2
.

吸水蒸发及紧实度变化
。

10 / 5

附图

30 / 5 2 0 / 6 10 / 7 30 / 7 2 0 / 名 10 / 9 30 / 9 2 0 / 10 10 / 1 1

时间 (日 / 月 )

三种不同治理措施径流场 山腰 自然含水率月变化 图

防治水土流失可逐步把寸草难生的劣地改造成良田
。

从表 4 可知
,

各场的吸水
、

蒸发和紧实度的数值差异很大
夕

经过 8 h 3 om ni 充分吸水后
, 2 号

、
1号和 3 号场的含水量分别为 1 1

.

2 %
、

2 0
.

8%和 3 4
.

7 %
,

紧

实度分别为 1 5
.

6
、

2
.

8和 1
.

3
。

后经恒温 50 ℃ 1 2 h 3 o m ni 蒸发
,

它们的蒸发损失水量 顺序相反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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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8 0
.

3 %
、

7乙
.

5 %和 4 7 %
。

紧实度随含水量的减少而增大
,
分别为 1 6

.

1
、

8
.

1和 6
.

1。

上 述 数

据充分说明 3号场吸水能力最大
,

蒸发损失最小
,

紧实度最小
, 2 号场吸水能 力 最 小

,
蒸 发损

失最大
,

紧实度最高
。

1号场居二者之间
。

上述差异
, 主要由于它们彼此之间颗粒大小及分配不

同所引起的
。

3
.

水文
“
常数

”
等变化

。

从表 5 可知
:

各场的水文
“
常数

” 、

三相比和容重彼此之间大不相同
: 2号

、
1号和 3 号场

田间持水量分别为 7
.

1%
、

9
.

4 %和 13 %
。

饱和含水量分别为 15 %
、

2 0
.

5% 和 2 7
.

3%
。

如 以 1 0c m

土层 (碎屑层 ) 深计算
,

则分别贮水深为 1
.

38 c m
、

1
.

58 c m 和 2
.

05 c m
。

即 1 号场比 2 号场 可多

贮水 2 m m
。 3 号场比 2 号场可多贮水 6

.

7m m
。

3 年后
, 1号场和 3 号场的贮水能力大大增强

,

贮水深分别达 2
。

3 3c m 和 2
.

7 5 c m
。

这时与 2号场相比分别可 多贮水 9
.

sm m 和 1 3
.

7m m
。

总之
,

经过几年的变化
, 1号和 3 号场的蓄水

、

保水能力已接近或达到农 民烟地的水平
。

4
.

自然含水率的变化
。

经连续 3 年的自然含水率的测定
,
各场的含水率以及各 自不同部

位 的含水率大不 相同 (附图 ) 图 1表明 2 号场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内含水量均小于 5 % ,
不少时间

内甚至小于 2 %一 3 %
,

这样严重干早
,

实属罕见
。

3 号场情况不 同
,

除短期含水量小于 5 %外
,

大都在 10 %左右变化
,

不少 时间大于 10 %
,

高者可达 15 %
,

耐早植物在这种条件下是能 够生 长

的
。

1 号场的情况介于二者之间
。

从 3 年典型含水量摘录表 6 可知 夕
不 论 那 一年

,

那一个 季节

(月 )
,

也不论是山顶
、

山腰或山脚
,

含水量大小顺序总是 (个别点例外 ) 3
一

号场大于 1 号场
,

1号场又大于 2号场
。

3 号场比 2 号场的含水量可增加 1 70 % ~ 4 4 2% ; 1号场比 2 号场的含水量

可增 1 18 % 一 2 74 %
。

这无疑更利于植物生长
。

5
.

养分变化
。

表 7 表明
: 2 号

、
1号

、
3 号场的养分含量差异很大

,

主要为全氮含量和有机质含量
,
如以

表 6 1 98 5~ 1 9 00年自然含水班变化表

月平均土壤自然含水量 ( % )

项 目
1号场 (初步治理 ) 2 号场 (原貌 ) 3 号场 (基本治理 )

与 2 号场

对 比

顶

一山

值均平山顶
·

山腰 } 山脚 山顶 { 山腰
山脚

…
平均值

山腰 { 山脚 }平均值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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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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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号场的全氮含量和有机质分别为 1 0 0 ,

则 1 号场分别为 1 99 和 3 40 ; 3 号场分别为 2 47 和 8 6 7。 3年

后
, l 号场

, 3 号场 的全氮量略有降低
,

而有机质则明显提高
。

整体来看
, 1号和 3 号场的养分

状况 已达到了农 民烟地的水平
。

(三 ) 小气候效应 1
。

风速
。

由表 8 可知
,

各场林草覆盖率不同
,
风速也各异 ; 但有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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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水土流失区和非流失区养分含 t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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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刹点日平均风速

1 9 87年夏季 7 月 25 日

~ 7 月 2 9 日

198 7年秋季 11月 12 日

ee 1 1月 1 4 日

19 88年 夏季 8 月 3 日

wt s 月 6 日

19 8 8年初冬 1 2月 5 日

一 12月 8 日

项 目
实 际数
( m / s )

比较值 ( % ) 实 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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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值 ( % ) 实际数
( m / s ) {比较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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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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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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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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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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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D不同测点蒸发 t变化

9 1 8 7年 夏季 9 1 8 7年秋季 19 8 8年夏季 9 1 88年初冬
7月 5 2日 ~ 7月 29 日 J

l l 月 1 2日一 1 1月 1 411 8月 3日一 8月 6 日 { 1 2月 5日一 1 2月 8口

项 目 ( m m) 备注量一户一 |
!

实 际数 }比较值 ( %){ 实 际数
}比较值 ( %){ 实 际数 卜匕较值 ` %,

{ 实际数

OC行4Un44
,土2

。

9

1
。

9

8
。

6

4
。

2

3
。

2

2
。

2

3
。

8

i比较值 ( , 石、 -

一

1 1 0 0

,

6 9

一

8 1

黄擅树
字客叶覆
盖 率
;成 少

0六0QUnnD10
1上40n八4091,山2 号场

l 号场

3 号场

6
。

8

3
。

0

1
。

9

被覆盖 的情况下
夕
其减弱风速是非常明显 的

。
3 号场其风速在夏

、

秋季比 2 号 场 可 减 少 91 %一

73 %
:

即使在初冬由于黄檀树落叶
夕

覆盖率减少
,

也能减弱风速 50 %
。

1 号场比 2 号场可减弱风

速 5 5% ~ 6 9%
。

2
。

土温
:

表 g 表明
, 不论在夏季

、

秋季或初冬
,

在 白天
, 1号和 3

一

号场总是比 2号场土温低
。

其中以

地表最甚
。

最大温度可低 2 4
.

8 ℃
。

从 5 c m 至 2C0 m 土层内
, 大致保持降低 5 ℃左右

,
降温趋势还

是 3 号场最大
。

1 号场次之
。

在夜间差异减少
;
但在寒冷夜间

, 1 号和 3号场最低温度有较明显

的增高
,

这对减少冻害有一定作用
。

3
.

蒸发量
。

由表 10 可知
,
有林草覆盖的径流场

,

不论夏季
、

秋季或初冬均明显地减少蒸发量
, 3 号场在

夏秋季比 2 号场减少蒸发量 4 1%一 72 % , 即使初冬黄檀树落叶也能减少蒸发量 19 %
。

1 号场比 2

号场减少蒸发量 31 % ~ 56 %
。

五
、

结 论

1
.

在紫色砂页岩丘陵严重沟蚀 区
,

按 10 年一遇 日雨量设计拦沙埂和林草覆盖率达 6 5 %
夕

可

基本控制水土流失和改 良田间小气候
。

2
。

侵蚀量 的大小
, 除与降雨量有关还与降雨强度关系极大

夕

如雨量是 7 9
.

5m m 和 7 4
.

l m m

基本相同 ; 而雨强分别为 o
.

o 5 6m m / m i n
、

o
.

I DZm m /m i n
,

侵蚀量差异极大
,

前者为 6 9 0 t / k
;二 “ ,

后者为 2 05 6灯k m
“ 。

是前者的 3 倍
。

3
.

严重沟蚀区
,

由于容重
、

紧实度
、

风化碎屑物和水分状况等物理性质极差
,

寸草难生
,

但 1
、

3 号尤其是 3
一

号场
,

经工程和生物措施综合防治
,

大大减弱 了地质化过程
。

促进了成土过

程
,

地力得到了复恢
,

植物能较好的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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