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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耕地综合治理生态效益显著

—
以黑龙江省克山县新安小流域为例

张好瑞 董凤民 牛振惠 刘金荣

(黑龙江省克山县 水利局
·

克 山县)

提 要

该文在野外实验观测和室 内分析化验的基础上
,

分析研 究了坡耕地经过综合 治理 后
,

生

态效益 显著提高的几个方面
:

1
。

减水减沙效益显著 ; 2
.

植被覆盖率增加
,

改善了田 间小

气候 , 3
.

土壤蓄水保墒能力明显增强
; 4

.

农 田 生态系统 开始向良胜循环转化 ; 5
.

自然

灾害减少
,

农业抗灾能力增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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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小流域地处克山县城东 1 8 k m 处 , 属于漫岗丘陵地区
。

海拔 2 10 一 3 80 m , 相对高差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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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治理坡耕地生态效益显著 41

~ 40 m
,

地形起伏较大
,
变化较复杂

。

全流域包括 5 个自然屯
, 3 80 户

, 1 7 38 口人
。

总土地面积

21 94 7亩
,

其中耕地 12 3 93 亩
,

大部分分布在 1 一 7 的坡面上
。

由于耕作粗放
,

只用不养
,

土壤

退化比较严重
。

加之黑土上松下粘及顺坡打垄等人为不合的生产活动
,

本区降雨集中
,

且
.

多暴雨
, 坡耕地的

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

根治理前 1 9 7 3年调查
, 流域内耕地黑土层厚度由初 垦 的 60

c m ,
减 到 20 一

30 c m ,
部分耕地 已变成

“
破皮黄

” 、

耕层 (。~ 2 0c m )
,

土壤有机质含量由初垦 的 9 %
,

下降

到 3
.

2 %
,

全氮 由0
.

5 0 9 %一 。
。

3 7 4 % 下降到 0
.

1 7 9 5 %
,

全磷 由0
.

3 0 8 % ~ 0
.

3 一7 %下降到 0
.

0 3 9 5 %
,

粮食亩产由2 00 多k g ,

降到 55 多k g
。

严重的水土流失使该小流域成了有名的
“
三靠村

” (吃粮食

靠返销
, 生活靠救济

,
花钱靠贷款 ) ,

先后有23 户迁居外地
。

为了改变贫穷落后面貌
, 1 9 7 3年该流域群众在村党支部的领导和县水保站的帮助下

,

开始治

理水土流失
, 1 9 7 5年又制定了以综合治理坡耕地为重点的山

、

水
、

田
、

林
、

路综合治理规划
。

其

主要的治坡措施是
:

改顺坡垄耕作为横坡垄耕作 (即改垄 )
,

修筑坡式梯田和水平梯田
,

深松改

土
,

营造地埂生物带和农田防护林
。

为了稳定坡面
,

还对流域内所有的侵蚀沟和零星荒坡采取了

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综合治

上述 各项措施的实施
,

使全流域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水土保持防护系
,

基本实现了坡地梯

田化
,
田间林网化

,

和横垄化
,
过去的

“
三跑田

”
变成了

“
三保田

” ;
粮食亩产由治理前的60 k g

左右
,

上升到 2 00 k g 增加了 2 倍多 ; 人均收入由87 元增加到 5 50 元
, 为 治理 前的 6 倍

。

从根本上

改变了贫穷面貌
。

坡耕地经综合治理后
,
生态效益 比较显著

,

主要表现在 以下儿个方面
。

一
、

减水减沙效益显著

新安小流域耕地水土流失面积 8 96 0亩 ,
占总耕地面积的53 % ,

治理前多为顺坡垄耕 作
, 水

土流失 比较严重
。

据克山县地表水资源调查和小流域径流实验观测资料
, 表明

:

流域内坡耕地多

年平均径流深为 69 m m ,
年平均每 lh a径流量 6 90 m

“,
年径流总量为 4 12 2 00 m

“ 。

同时 根据分地

类
、

野外多点实地调查
,
该流域坡耕地黑土层由初垦的 6 0c m 以

_

仁
,

减少到20 ~ 30 c m
,

年平均表

土流失总量3
.

4万七
,

年平均流失土壤厚度 o
.

57 c m
,

侵蚀模数为 5 7 0 0 七/ (k m
“ ·

a) ,
每年每公顷

流失土壤5 7 t
。

为了防治坡耕地的水土流失
,
该流域采取的主要治坡措施为修筑水平梯田

、

坡式梯田
、

改垄

及挖截流沟
。

从 19 7 3年以来共修水平梯 田 2 1 00 亩
,
坡式梯田 3 25 0亩 , 改垄 60 0亩,

陡坡退 耕还

林3 01 0亩 , 开挖截流沟 5 3 0 0 om
,

全部实现了坡地梯田化和横垄化
。

为了探讨坡耕 地经 治理后

的生态效益
, 1 9 7 5年我们在流域内按治理措施不同布设 了梯田

、

横坡垄地
、

顺坡垄地 (对照) 径

流小区
。

采用体积量法进行 了连续 7 年的径流
、

泥沙对 比试验
,
并将取得的观测资料

夕
分别计算

出了各单项措施的减水减沙效益
。

在此基础上
,
分析了坡耕地各单项措施综合配置下的年平均径

流总量为 1 1
.

9万 m
“ ,

单位面积径流量为 3 00 m
“

/ h a ,
对 比治理前后

,

减水效益 为 5 6
.

6 % ;
年平

均土壤流失量为 1 9
.

G4 t , 侵蚀模数为 4
.

8灯h a ,
对比治理前后

,
减沙效益为 9 1

.

6 % , 见表 1
。

从表 1 看出
,

该流域坡耕地经过综合治理后
, 虽还有一定的径流量产生

,
但土壤流失比较轻

微
。

从而
, 避免一遇暴雨或连雨天

,

耕地断垄出沟或作物受涝害的现象发生
。

实践证明
,
治理后

1 0多年来
,
经过多次大雨

、

暴雨考验
, 如 1 9 7 9年 7 月 2 1 日2 4小时降雨一o lm m , 2 9 8 0年 8 月2 1 日i

h 20 m in 钟内降雨50 m m , 这 2 次降雨均为当地 20 年一遇暴雨
,
该流域坡耕地均未发生毁 埂毁 田

情况
,
耕地内未产生新的侵蚀沟

,
故可认为该流域经过治理后坡耕地栏蓄效益已达20 年一遇暴雨

的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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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植被覆盖率增加
,

改善了田 间小气候

杭被覆盖率增加是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的一个重要标志
。

10 多年来
, 新安小流域共背造丫农旧

防护林带土3条
,

全长一9 4 2 o m
,

副带 ] o条
, 全长 1 7 3 5 m , l直i积为 7 6 4亩

,

水源涵养 林 J 1 2 9 亩,

梯田埂种苔条 (二色胡枝子 ) 8 16 亩
,

侵蚀沟造林 1 64 3亩 , 栽黑豆果30 亩, 造护路
、

护 它林 53 8

亩 , 个流域林地总面积达到 4 92 亩,
森林覆被率由治理前的 1

.

6 %增加到 22
.

4 % , 草地 菠 被 率 为

1 3 % 林
l

详面积达到宜林宜草而积的 96 % ,
人均占有林地 2

.

9亩
。 一

早期营 造 的 落 叶 松
、

杨 树
、

若

条
、

灌术柳现已部分成林成材
。

全流域活立木的木材蓄积量为16 3 4 9
.

9 m
3 ,

价值 3胎万元
,

人均

占有 2 0 0 0元
,

年均活 立木增长量为1 8 80 m
3 。

近年来间伐各种小径材 1 00 m
“ ,

累计收 入 2 万多

元
。

19 8 5一 1 9 8 8年累计收割若条 12 6
.

4万 k g (干重 ) 价值1 2
.

6 4万元
; 1 9 8 4一 1 9 8 8年灌木 柳祟 计

产条员为 2 4 90 m
“ ,

价值 7
.

4 7万元
。

同时由
一

J
“

农田防护林和梯田埂上种植的苔条以及荒坡
、

侵蚀沟和四旁营造的各种林木大都郁
闭成林

,

从而起到了减低风速
、

保护农田的良好作用
。

根据观测
:

在距农田防林林带 平 均 l岛度

(h ) 2 一 8 ;。 (rn 表示林带平均高度) 处
,

风速 比旷野降低 1 3
.

8 % ~ 1 8
.

9 % ,
平均高 1 5 ~ Zo m

处 I泽低 2 0
。

7 % 一 2 1
.

7 %
,

平均高 2 5 ~ 2 6 m 处降低 4
.

9 %一
8

.

9 % (丧 2 )
。

表 l 坡耕地经治理后减水减沙效率

坡耕地总

而 积

(亩)

产 流期
5 ~ 9 ]J )

降雨量
(m m ) 墨斌

:::::⋯:::⋯

!土壤 流失障位面积

项 日 }总 量
}

(万 t)

上壤流失
量

(七/ h a )

减水效 益

(% )

i
减沙效 益

{ (:、)

径流系数%

治理前
(1 9 7 3年前多年平均 )

治理后 ( 1 97 5一 1 9 8 1

年年
”

}心均)

96 0

9 5 0

4 4 2
。

3 1 5
。

6 ! 3
。

4 0 5 { 5 7
。

0
。

1 9 0 4

表 2 农田防护林带减低风速效益

二一二门
一 胜

-

同时根据 19 78 一 19 81 年流域内气象哨实测资料 与县气象站同期观测资料的对比分析
,

新安小

流域 5 一 8 月份平均气温降低 0
.

4 ℃
,

蒸发量 4 年平均值减少27 m m ,
降雨量 4 年 均 值 增 加 6

.

4

m m
夕

相对增加 4
.

7 %
夕

空气相对彭度提高 5 % , 无霜期延长 7 天
。

另外
, 梯 111 埂种苔条 形 成生

物带后
,

不仅保护 j
’

田埂免遭冲刷
,

又提高了梯田标准
,

并且距地面 1
.

5 m 高处的田问风 速 比 llj’
’

野减低 3 4
.

4 % ;
其次找条落叶丰富

,

且易腐烂
夕
撒落田间有利于增加土壤有机质

。

三
、

土壤蓄水保墒能力明显增强

坡拼地通过修筑梯田
、

改垄和深松以后
,

土壤物理性状有了改善
, 主要表现在物理性粘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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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耕地综合治理生态效益显著 4 3

少
,

质地 由粘土向壤土转化
,

土壤容重减小
,

总孔隙度
, 田间持水量和粒径大于 0

.

25 m m 的水稳

性团粒增加
,

见表 3
。

表 3 坡耕地治理后耕层 (0 一 3 0c m ) 物理性状比较

项 口
物理性粘粒

(0
.

0 1 rn m 含 录% )

容 重

(g / e Tn
” )

比 重
;

总 孔隙度
{

(g / e m
”) (9石)

川 问持水量

(旦石重量 )

水稳性团粒
(> 0

.

2 5 m rn 含

量 % )

治理后的坡耕地

未治理的卜理类
_

上壤
坡拼地

4 9
.

9 3

6 2
。

80

1
.

1 5

1
。

3 3

2
。

5 5

2
。

5 8

5 4
.

9 38
.

5

李8
。

4 3
。

2 1

5 8
.

4

5 3
。

2

注
:

治理后的坡耕地物理性状 1 9 87 年 5月测定

坡耕地经过治理后土壤物理性状有了改善
,
从而蓄水保墒能力有明显增强

。

根据 1 9 7 5一 19 8。

年 5 ~ 9 月对梯田
、

横坡垄地进行的 田间耕层土壤含水率的测定
:

在春季 ( 5 月) 干 早 期
,

梯

田
、

横坡华地的土壤含水率与对照 (未治理的同类土壤坡耕地 ) 相比高 1
.

6 % 一 1
.

9 %
。

土壤含水

率每增加 1 %
,

相 当于每亩地耕层多蓄水 1
.

5t , 以此计算
,

治 理后的坡耕地在干旱期每亩多蓄水

2
.

40 ~ 2
.

8 5 t
,

这对抗旱保苗是十分有利的
。

此外
,

横坡爷地也均高于对照
,

见表 4
。

5
、

6 、 7
、

8 月份的土壤含水 率
,

梯田租

表 4 不同地类不同年份耕层 (0 一 20c m ) 土壤含水量

:
年
。⋯
一*一幢议

一

⋯飞
一{旦一、旦⋯

一

川协寸丽⋯扩
一

箭
一

:

土 壤 含 水 量 (;百)

⋯⋯
_

⋯
:

⋯
⋯

⋯⋯
}

⋯⋯
/

⋯⋯⋯
;

⋯⋯⋯
:

二

!
曰

⋯
一

⋯一⋯⋯⋯
⋯

⋯⋯⋯
:

⋯⋯
二

⋯⋯
⋯

⋯
⋯
⋯⋯
/

⋯
.

⋯
. 11

⋯⋯
:

⋯
.

⋯
.

⋯
:

⋯
四

、

农田生态系统开始向良性循环转化

坡拼地经过治理后
,

由于水土流失得到控制
,

土壤物理性状有了改善
,

从而有利于土壤养分

的积累和转化
。

根据 1 9 8 7年 6 月田间多点取土样分析
:

治理后的坡耕地 (梯田和横坡垄地 )
夕

其

耕层 ( o 一 30 c m ) 土壤各种养分含量与1 9 8 。年流域治理初期土壤普查时相比
, 土壤 耕 层养分 含

觉有了明显的提高
; 与流域内未治理的fuJ 类坡耕地土壤相 比

,

提高的幅度则更大
,

见表 5
。

从表 5 看出
,

治理后的坡耕地与治理初期相比
, 7 年内有机质提高35

.

1 %一4 4
.

2 %
.

全氮提

高 2 6
.

6 % 一之。
.

0 %
,

全磷提高3 工
.

4 一 3 6
.

5 %
,

碱解氮提 高 1 5
.

5 % 一 2 4
.

3 %
,

有效磷 提 高 7
.

5 %一

3 8
.

7 %
。

而流域内未治理的坡耕地 (同类土壤 )
,

由于水土流失严重
, 因而与治理初期相 比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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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5 坡耕地治理后土峨葬分含t 变化情况

J

⋯
有机质

(% )

氮 {全 磷
测定点数 PH 值

(% ) (% )

碱解氮

(P Pm )

有效磷

(P Pm )

3
,

2 56 1 7 95 0 39 5 1 6
.

8 5 3 0
。

1 5
1 9 80年

土壤普查时测定

.

卜曰
l

一匕件
尸

地
一

耕一卜一
一

治理初期

定
一Jll叮」

钡月八n年叮
‘OUOU一

|注一

⋯
l,I刁1

1

|月l一|0 51 9

0 53 9 } 20

0 25 4 ! 8
。

6 3

年中有机质含量减少了 5 1
.

5 %
,

全氮含量减少了 5 5
.

0 %
,

全磷含量减少了 3 5
.

6 %
,

碱解氮含量减

少了4 8
.

8 % 夕
有效磷含量减少了 1 3

.

8 %
。

五
、

自然灾害减少
,

农业抗灾能力增强

治理前新安小流域不但水土流失严重
,

而且早
、

涝
、

冰雹
、

低温
、

早霜
、

病虫等 自然灾害比

较频繁
,

据县统计部门资料
,

从 19 5 1一 1 9 7 5年25 年间
,
平均 2 年发生一次早灾 (春早 ) 和涝灾

,

3 一 4 年出现 1 次低温
, 2 年发生 1 次早霜

, 2 一 3 年有 1 次雹灾
,

农田受风灾的情况年年都发

生
。

综合治理后
,

特别是农田防护林郁闭成林后
,

从 1 9 7 5年至现在
,

基本上末发生什么重大的 自

然灾害
。

如 19 8 0年全县早
、

涝
、

风
、

雹
、

早霜五灾俱全
,

受灾面积达 148 万亩
,

占全 县 耕地面积

的SQ% , 当年粮食产量大幅度减产
,
平均亩产仅 10 Ok g 左右

,
而新安小流域的坡耕地仍获得了平

均亩产 1 80 k g 的好收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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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治理坡耕地是增强农业后劲的一项战略性任务
。

黑龙江省是国家的重要商品粮基地
,

水

土保持工作者应为完成这项战略任务做出贡献
。

在这方面
, 新安小流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

10 多

年来
夕

小流域内的群众在各级党政领导 和省
、

市
、

县有关业务部门的重视支持下
, 组织力量

, 坚

持集中治理
, 连续治理

,
综合治理坡耕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 基本控制了水土流失
, 改善了生态

环境
, 为增强农业后劲奠定了基础

, 使坡耕地粮食产量有了成培增长
,
群众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

高
,

改变了昔日那种
“三靠 ” 的局面

。

总之
,

新安小流域的生态
、

经济
、

社 会效 益 都已 显示出

来
夕

达到了试点目的
,

起到了示范作用
。

本 文请黑龙 江省水土 保持研 究所 高级工程师 陈礼耕审阅修改
,

特致讲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