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2 卷第 1期
1 99 2年 2月

水土保持通报
B u l l e t i n o f 5 0 11 a n d W

a t e r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V o l
。

12 N o 。

1

F e b
. , 1 9 9 2

广东省小良水土保持试验站科研成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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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广东省小 良水土保持试验站自 1 9 5 7年建站以来
,

在省
、

地
、

县各级党政领导部门的重视

和关怀下
,

在有关部门的配合支持下
,

30 多年来
,

经过全站科技人员的艰苦创业
,
不仅小 良

站科研
、

办公
、

住宿等条件得到了改善
,

而且在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曾多次荣获国家
、

.

部
、

省级奖励
。

当前小良站对外活动频繁
,
国内外交往日益活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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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基本情况

小 良水土保持试验站位于北纬 2 1
“

2 7了 4 9
“ ,
东经 1 1 0

“

54
产 1 8

“ , 地处广东省 电白县西南 部 小 良

镇滨海台地
,

’

属热带北缘地区
。

地带性土壤为砖红壤
。

原始植被类型为热带季雨林
。

由于受人为

活动的影响
,
原始森林已遭破坏

,
水土流失历史达百年之久

。

全站总面积 3
.

1 6 6 k m
’ ,
多荒 山荒

坡
,
少耕地

,
水土流失严重

。

地形起伏
,
地势较低

,
相对高度 50 m左右

。

坡度平缓
,
在 5

“

一 2 5
。

之间
。

气候温暖
,
常年高温多雨

,
年平均温度为 23 ℃左右

, 最热月是 7 月份
,
平均为 29 ℃ ,

极端

最高气温 3 6
.

5℃
。

最冷月是 1月份
,
平均为 15 ℃ ,

极端最低气温是寸
.

7 ℃
。

裸露地地表最 高 温度

达 6 2
.

9 ℃ ,
有

“
火焰 山

” 之称
。

年降雨量 1 4 0 0~ 1 7 0 0m m
,

多集中在 5 ~ 9 月 (即为雨季 ) ,
其

降雨量占全年总降雨量的 7 5
.

8 %
。

而 10 月至次年 4 月为早季
,
降雨量仅占年总量的 2 4

.

2 %
。

干湿

季节分明 ; 早季长达半年
。

降雨方式多 以暴雨或暴风雨 (台风雨 )
,

最大日降雨量 20 0 m m 以上
。

每年平均蒸发量 1 2 00 一 2 3 00 m m
。

蒸发量高的年份 比年平均降雨量多 出80 0m m
, 5 ~ 9 月雨季

的降雨量与蒸发量相当
,
较少旱情发生

。

10 月至次年 4 月早季 的蒸发量大于降雨量
。

例如
, 12 月

的平均蒸发量为平均降雨量的 18 倍
。

又如 1 9 6 4年 1 1月和 1 2月两个月的平均蒸发量为平均降雨量 的

3 3倍
。

本站距离海岸较近
,

常年受海风影响
,

风力 2 级至 5 级
。

每年要遭受 4 一 5 次台风的袭击
,

最大风速超过 12 级
,
加剧了水土流失

。

在建站前
,
这里光 山秃岭

,
沟壑纵横

,
有 26 个光秃山头

,

1 53 7条大崩沟
, 2 07 条侵蚀沟

。

据当时调查
,
水土流失类型 以沟蚀为主

,
沟蚀面 积 占总 面 积 的

6 0% , 面蚀占4 0%
。

土壤成土母质是花岗岩风化物
,
红色风化壳厚达 20 m

。

由花岗岩风化物形成的红壤土
,
多石

英
、 `

砂粒
。

1
.

纯梭林
.

(扰动土
、

砂质粘土 ) 其颗粒组成为 20 一 2 m m
、

占13 % , 2 一 。
.

05 m m
、

占6 1% , 0
.

0 5~ o
.

o o s m m
、

占 6 % , ( o
.

o o Zm m 占 s %
。

2
.

育昆交林区 (扰动土
,

砾质中壤土 )

其颗粒 组 成 2 0~ Z m m
、

占1 2
.

5% ; 2 ~ 0
.

o s m m
、

占 5 0
.

5% ; 0
.

0 5~ o
.

o o s m m
、

占 1 9 % ,

< 0
.

00 5m m ,
占6

.

5% , < 0
.

0 0 2 m m
、

占1 1
.

5%
。

3
.

光板地区 (扰动 土
、

砾质轻壤土 ) 其 颗

粒组成 2 0一 2 m m
、

占1 8% , 2 ~ o
.

0 5m m
、 `

占5 0% , 0
.

0 5一 o
.

D0 5m m
、

占1 9% ; ( o
.

o o s m
.

m
、

`

占 4 % ; < 0
.

O 0 2m m
、

占 8 %
。

土壤渗透性较差
,
渗透 系数为

: 3
.

83 x 1 -0
7 c m / 。

。

土层中还隔有铁锰结核或铁盘
。

土壤呈

强酸性反应
, p H值 4

.

2~ 5
.

0之间
。

土壤贫痔
,
有机质含量 0

.

76 %~ 1
.

5%
。

据历史记载
, 100 多

年前
,
这里还是茂密的森林

。

后来
,
由于滥伐森林

,
乱垦山坡

, 因而变成光山秃岭
、

沟壑纵横
,

发生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

二
、

创业史

小
一

良水土保持试验站创建于 1 9 5 7年
。

当初只有 9 名干部
, 他们满怀改天换地的决心

,
在自然

环境极端恶劣的小 良安营扎寨
,
打起了小良水土保持试验站的牌子

。

他们发扬南泥湾精神
,
自己

动手搭茅棚
,
向光山野岭进军

,
开始了艰苦的创业

,
他们 以愚公移山的壮志

, 天天开山不止
、

年

年种树不休
,

坚持不懈地修梯田
、

筑谷坊
, 同时开展了许多有推广应用价值

·

的科学实验
。

, 。 : 。尔
I n 日 狱 .)T 铺云吹

, I、 自 惦下协婚 由 自且骊异
。

共乌具太保站合并
,

人员由 9 人增加到1 9 6吕年 I V月 ,
搔让地女枪小 民拍 r 肚骊 吧 目云秘寸

,
厂刊酋

J/ 、

外翔 口 7 1 ’ / 、
男

.

囚
“ / 、

一

曰 刀 H

~
15 人

,
任务也随着示范区扩大而增加

。

当时人们对水土保持工作的认识 比较粗浅
。

在具 体 措施

上 ,
也只是单纯地采取一些工程措施

。

例如
,
修谷坊

、

筑拦沙坝
、

挖鱼鳞坑
、

堵截崩 口等等
。

这

些措施虽然在短时间内控制了水土流失
,
但是由于缺乏生物措施 的配合

,
一是 已建工程不稳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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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只能治表
, 不能治本

。

有的水保工程很快又被暴雨冲跨
,

·

或者淤满谷坊和拦沙坝
,
造成新的

水土流失
。

同时
,
由于工作的艰苦

,
群众又不 了解内情

,
都说这班人是

“
补岭同志

” 。

当时亦有

少数人经不起冷言冷语和艰苦的考验
,
思 想动摇

,
离开 了水保站

。

但是绝大多数干部在各级党委

和政府的领 导和关怀下
,
特别是在 1 9 5 8年全国水利会议精神鼓舞下

, 更加坚定了信心
,
重新制定

规划
。

实践证明
,
要巩固水土保持成果

,
必须把水土保持与水土资源开发利用结合起来

。

全站职

工开始了新的创业
,

.

修梯田
、

营造林
、

`

种果树
,
各种措施结合

, 互相补偿
。

工程措施在短时期内

起到了一定的拦沙作用
,
保护 了农田

,
防止黄泥水对农作物的危害

。

因而受益 的群众对水土保持

工作的重要性开始有了一定的认识
。

如 1 9 5 9年 6 月份下了一场 1 00 m m 的暴雨
,
由于小 良 水保站

水保措施的拦沙作用
,
使附近数千亩水 田免遭黄泥淹没之灾

。

为 了让更多的农 民了解 水 土 保 持

试验站
, 站上十分重视示范推广工作

,
请当地干部群众到小 良站参观

,
为他们举办各种形式的短

期训练班
。

从 60 年代 以来
,
采取了试验站与群众相结合的方式

,
深入到农村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

的水土保持工作
。

并为当地培训了 60 多名技术干部
,

建立 了月个水土保持专业队
, 同时还先后到

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小 良
、

旦场
、

南海
、

七径等地
,
帮助培训了 1 2 0 0多名农民技术员

,
积极推广

我站的成功经验
。

通过这些活动
,
促进 了电白县的水土保持工作

。

至 1匀8 8年
,
全县共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 320 多 k m
“ ,
占应治理面积 36 9 k m

“
的 8 6

.

7%
。

与此 同时
,
农业生态环境得到了改 善

,
促

进了农
、

林
、

牧
、

渔各业生产 的发展
。

例如
,
沙院乡木苏村水稻年均亩产由治理前的 1 6 o k g 提高

到 65 Ok g
。

各地还仿效小 良站的做法
,
纷纷办起了林场

、

农场和果园之类的综合性生产基地
,
从

而进一步推动了水土保持工作的发展
。

我们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 我们的工作任务也逐渐加重
。

4 3人
, 干部 4 人

,
设 5 个生产队

,

分住在下属 5 个点
。

1 9 6 7年 (建站 10 年 ) 全站已有工人

经过 1\0 年的艰苦奋战
, 已将 26 座光山全部

绿化成林
。

其中营造按树林 3 0 00 亩
、

松树林 9 00 亩
,
修建了土谷坊 1 522 座

,

扩水库 3 座
,
开垦梯田 64 0亩

,

生态环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

沟恤工程 2 7 o o o m , 山

完成总土方 46 00 Om “ ,
这些措施对站上水土资源的保护

,
及改善

使小良站这片光秃的土地
, 开始焕发出绿色 的生机

。

三
、

科学试验 繁花似锦

进入 70 年代以后
, 为 了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

, 开始走边治理
、

制宜 , 开辟了扣个果区
,
共计 2 56

.

5亩
。

其中
,

种植满葵 51 00 0株
,
边开发

、

边利用的路子
。

杨桃 2 0 1 3株
,
计 3 2亩 ,

1 6 3 7株
,

计 39
.

6亩 ;
.

荔枝 2 2 2 4株
,

计 93
.

8亩 ,
木菠萝 1 6 c6 株

,
计 48

.

6亩
。

还有其它果树

因地

芒果

为当地农 民培养繁殖了大量的苗木
, 收到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在科学试验方面
,
对人工营造的各种林相林种的效益进行了观察分析

。

8 3 7株
。

还

林和纯按林对保持水土的效果不 明显
。

纯松林虽然远看一片碧绿
,

结果表明
,

木
,
赤土裸露

,
水土流失照样发生

。

同时
,

但地表既不生杂草
,

人工纯松

也不长灌

光秃
,

呀有枯枝落叶
,
没有杂草丛生

,

松毛虫的危害也相当严重
。

又如纯按林林下也是一片

下间种其它阔叶树 的试验

水土流失也很严重
。

针对这种情况
,
我站又开展 松

、

按林
,
把纯林改造成为混交林

。

层次
,

多种阔叶树种混交的试验
。

其中
,

1 9 7 3年
,
从外地引进了 18 4种树种

, 进 行多

鸡尖
、

檀香
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植物 70 多种

。

如沙锣
、

白格
、

黑格
、

、

白木香
、

鸡藤
、

砂仁
、

益 智
、

母生
、

海南红豆
、

黄枝子等
。

栽培试验
,
结果比较好的有 6 个组合

。

( 1 ) 白格
、

鸡尖
、

檀香组合 ;

( 3 ) 白木香与苏门答腊
、

银合欢组合
,

( 4 ) 沙锣与酸枣组合
;

( 5 )

( 6) 模仿天然林的混合组合
。

通过十几个组合的混交

( 2 ) 白格与黑格组合
,

黑格与柠 檬 木 组 合 ,

在模仿天然林混奕的基础主
, 进行了天工按树林的块状

、
`

带状
、

行间
、

株间的混交试验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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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不 同林相下套种适应生长的各种名贵树种
、

药用和工业用树种
。

形成多层次的乔
、

灌
、

草结

构
。

以上混交林的搭配是
: ( 1 ) 选择速生

、

耐早
、

耐痔的按树和松树
,
先建先锋树种群落

, 以

改善恶劣的立地条件
, 为后期植物的生长奠定必要的基础

; ( 2 ) 配置多层次
、

多品种阔叶混交

林
。

在按
、

松林初步形成 以后
,
再模仿热带天然林群落结构

, 在按松林中套种阔叶树种
。

经过 10

年的试验结果表明
, 以上配搭方式是正确的

,

符合自然规律
。

现在
,

人造混交林内树木茂密
,

层

峦叠嶂
, 一派原始森林的风光

。

有位外 国专家称赞道
: “

到了这里
,
好象到了天堂

” 。

为了进一步探索水土流失规律
,
在上述各种林相 内

,
建立 了水土保持径流场

, 以研究各种林

相在保持水土方面的作用
。

同时
, 还配备了气象

、

生态
、

土壤等多学科研究必需的有关仪器
、

设

备
, 开展 了科学试验活动

,

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

在进行了大量的基础性研究之后
,

引起了

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
。 1 9 7 9年

, 中国科学院选定小 良站作为全国十个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察站之

一 ,
同时由华南植物研究所选定科研项 目

。

具体有
:

陆地生态系统的结构
、

功能和生物生产力的

研究 ; 热带人工森林生态系统的建立和控制研究等
。

从此
,

小 良站便成为国家的综合观察和科研

基地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 9 7 1年实施 了一项
“
人与生物圈

” ( M A B ) 计划
,
其中一个项 目是

t

“ 日益增长的人类活动对热带
、

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的生态影响
” 。

我国是 M A B 计划的协 作国

家之一
,
小良站也被选定为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站

。
1 9 8 3年 11 月 , 联合国

“
人与 生 物 圈

” 、

中国

M A B国家委员会组织一批专家一行 36 人来站考察时认为
。 “

小 良站利用人工植被改造 自然所取

得的成果
,

不仅具有科学上的重要价值
, 而且为我国南方的水土保持工作闯出一条符合自然规律

的新路
” 。

并评议
: “

小 良热带人工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
,

是改良贫痔土地营 造 人 工 林群

落
,
协调生态环境而建立的

,
多年来

,
在科技人员和当地有关学者的积极合作下

, 经过反复试验

和研究
,
将一片水土流失严重

、

寸草不生的侵蚀地治理成为一片绿地
, 不仅改善了这里的生态环

境
,
而且提高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
为我国热带

、

亚热带地区重建人工植被提出了一些经

验
” 。

中国M A B 国家委员会主席
,

中国科学院顾 问泰力生说
: “

小 良从一个光板荒山
,
水土流

失严重的地方变成现在基本上是多层次结构的林区
,
是水土保持 比较典型的地方

,
是 比较成功的

地方
。

我们科学院也有好多水土保持点
,
水利部门也有好多水土保持点

, 我看过几个单位
, 没有

小 良站好
。 ”

经过多年定位观测
,
对各种林相的防护效益和生态效益进行了深入的对 比分析 (详见附表 )

,

取得 了大批科研成果
。

其中
“
水土保持样板林

”
试验

, 1 9 8 1年获湛江地区水利系统科技进步一等

奖
。

1 9 8 4年
,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组织的 27 个单位的专家

、

教授
、

学者鉴定认为
:

小 良试验站成

附表 不同植被类型林下大气相对湿度年内变化丧

(月 )

植被类型 年平均
n自一月̀叮碑nU,人一月̀7件

.,
1一工aC口nù,孟一OUQUOLJnU一叮.民习14,上一00000曰

一7一以阳处一
- .一OUO口00一,一

00叮.
4一贬一

ǎ匕OUOU

混交林 (% )

按树林 (% )

光板地 (% )

22222 333 444 555 666 777 888 999 1000 1 111

87
。

3

8 5
。

5

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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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人工森林群落样板地是国内首创的
,
水平是先进的

, 它的成果在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及社会

效益等方面都提供了有益 的经验
,
这一经验是成功的

,

可以在华南类似地区推广使用
。

该项试验

成果
“
广东热带沿海侵蚀地的植被恢复途径及其效应

” , 1 9 8 6年 6 月获 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 , 1 9 8 9年 7月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此外
, 冲刷严重的地方引种澳大利亚相思树并取得

成功
,
为华南水土流失地区增 添了新的水土保持树种

。
.

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成果
。

1 9 8 4年
,
小 良站被授予

“
全 国水土保持先 进 单 位

”
光 荣称

号
。

1 9 8 5年被广东省 人民政府和省环保委员会授予先进单位称号
。

1 9 8 2年
、 1 9 8 3年连续两年

,
广东省和湛江地区环保办

,
分别向小 良站颁发先进奖

。

据统计
,
省级单位颁发的奖状有11 张

,
地区颁发的奖状有 15 张 , 县级颁发的奖状有 18 张

。

到

1 9 8 8年止
, 站上共有奖状 50 张

。

四
、

对外开放
,

国内外交往活跃

近年来
,
前来小 良站参观考察的国内外专家

、

学者
、

教授
、

领导
、

记者乃至中
、

小学师生络

绎不绝
。

( 1 ) 1 9 7 7年 9 月 7 日
,

由联合国粮农组织
“
林业支持农业

” 考察组一行 17 人前来考察
。

( 2 ) 1 9 7 7年 9 月 19 日 , 由联合国
“
水土保持和管理

”
考察组一行 19 人来站考察后

,
赠送联

合国国旗一面作纪念
。

( 3 ) 1 9 7 9年 7 月 2 3日 , 墨西哥恰宾戈 自治大学教授
、

生物学家澳
·

卡玛来站作生态学方面

的考察
。

( 4 ) 1 9 8 0年 2 月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协调理事会顾问
、

西德汉堡大学教授布朗

尼博士第一次来站考察时说
: “

光板地死气沉沉
, 我象站在月球上

,
很可怕

” 。

( 5 ) 1 9 8 0年 3 月 ,
由澳大利亚以切米尔和奈坡尔 2 人组成的

“
水土保持

”
考察 组 来 站访

问
。

( 6 ) 19 80 年 5 月 25 日
,
联合国林业考察团一行 17 人前来考察

。

( 7 ) 1 9 8 0年 8 月 ,
美国派来我国中山大学留学研究生 4 人前来了解森林演变情况

。

( 8 ) 1 9 8 1年 1,1 月 9 日 ,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阿密德市新英格兰大学教授约翰

·

纳尔逊来

站访问
。

( 9 ) 1 9 8 2年 7 月 19 日 , 菲律宾国家资源部副部长一行 4 人来站参观访问
。

( 1。 ) 1 9 8 4年 6 月 17 日
,

联合国沙漠防治训练班学员
,
包括亚

、

非
、

拉
、

欧四大洲 12 个国家

1 6位外宾来站参观考察
。

( 1 1 ) ]
.

9 84 年 6 月 29 日
夕

.

澳大利亚澳中友好协会秘书长普伦博士来站访问
。

( 1 2 ) 1 9 8 5年 7 月 8 日 ,
美国 3 位大学教授来站访问

。

( 1 3) 1 9 8 5年 11 月 5 日 , 联合国教利
一

文组织顾问布朗尼博士第 2 次来站考察
。

( 1 4) 19 8 6年 2 月 2 5日一 27 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布朗尼 (第 3 次 ) 为首连同西德教授

3 人
、

奥地利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高斯曼博士和 D S E秘书绮丽女士共 6 位外宾来站举办
“

中

国热带
、

亚热带土地资源保护利用开发系统方法培训班
” 。

( 1 5 ) 19 8 6年 7 月 19 日 ,
应 中国

“
人与生物圈

” 国家委员会邀请
, 由西德汉堡大学教授布朗

尼
·

}再士 (第 4 次来站 ) 率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组一行 3 人来站考察访问
。

( 1 6 ) 1 9 8 6年 12 月 17 日 , 法国植物学家科研工作者
,
一位女教授来站考察访问

。



水土保持通报 第 1 2卷

( 7 1) 19 8 7年 4 月 22日 ,
联邦德国卡斯尔大学波尔教授和斯可夫博士 2 人来站考察访问

。

( 1 8 ) 19 87 年 9 月 2 日 ,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汉斯教授 1 人

, 由林科院林业研究所李昌哲副研

究
.

员等陪同专程来站考察
。

( 1 9 ) 1 9 8 7年 9 月 29 日一 30 日 ,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调和主持的中国和联邦德国生态研究

合作计划成员 以西德汉堡大学世界森林研究所所长布朗尼 (第 5 次 ) 为首率领法国勒斯普 (女 )

博士
,
联邦德国教授威克曼

、

多姆斯克博士
,
加拿大印森博士 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 中国人

.

员

格哈特 (女 ) 一行六位外宾到水保站试验区进行野外考察和办班讲学 (中国学员 46 人 )
。

( 2 0 ) 19 8 8年 2月 23 日~ 26 日 ,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调和主持的中国和联邦德国生态研究

合作计划成员
, 以布朗尼博士 (第 6 次 ) 率领 四位外宾来站考察

。

( 2 1 ) 1 9 8 8年 3 月 23 日 ,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南亚科学技术办事处资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协调
,
由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主办

的 “
东南亚热带森林植被恢复培训班

”
成员

,
一

印度尼西亚学者 1 人
,
菲律宾学者 2 人 , 马来西亚

学者 2人和泰国学者 2 人
,
共七位外宾来站进行野外参观

。

( 2 2 ) 1 9 8 8年 4 月 24 日
,
应中国

“
人与生物圈

” 国家委员会的邀请
,
联邦德国 科 技 部 官员

(女 ) 1 人来站参观考察
。

( 2 3 ) 1 9 8 8年 5 月 16 日 ,
应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的邀请

,

澳大利亚昆虫专家华裔雷超惠博士
,

由该所廖崇惠同志等陪同来站考察
。

( 2 4 ) 1 9 8 8年 10 月 5 日 ,
中国联邦德国生态研究合作计划 ( C E R P ) 第一批 3 人 来 站 进斗

野外工作
。

( 2 5 ) 1 9 8 8年 10 月 14 ~ 21 日 ,
中国联邦德国生态研究合作计划 ( C E R P ) 第二 批 学 者 2 人

来站进行野外工作
。

( 2 6 ) 1 9 8 9年 3 月 23 日
,
中国与联邦德国

“ 生态研究合作计划
”
成员斯托洛斯基博士 i 人前

来考察
。

( 2了) 1 9 8 9年 5 月 30 ~ 31 日 , 我国农业部长何康在 1 9 8 7年世界粮食理事会部 长 级 会 议上宣

布
:
在华南农业大学建立

“
中国国际农业培训 中心

” ,
旨在培训发展中国家政府农业官员

,
该中

心的第一期学员
、

包括非洲五 国的 26 位农业官员来站进行生态考察
。

( 2 8 ) 1 9 8 9年 10 月 2 2 日~ 2 9 日 ,
中国与联邦德国生态研究合作计划 ( C E R P ) 西德学者 3人

来站进行野外工作
。

( 2 9 ) 1 9 8 9年 n 月 21 日一 28 日
,
中国与联邦德国生态研究合作计划 ( C E R P ) 成 员 西 德学

者 4 人来站进行野外工作
。

五
、

小良水土保持试验站资料汇编主要内容

整个 《汇编 》 的主要 内容分两大部分
:

第一
, 上篇

。

原始资料汇编
。

第一章为气象资料汇编
,
有降雨

、

蒸发
、

最 高 最 低 温 度
、

日

照
、

相对湿度等 ; 第二章为水文测验资料汇编
,
有地表径流

、

含沙量
、

输沙率
、

泥沙测验
、

洪水

特征
、

地下水测定等 , 第三章为生态环境
,
有土壤水分

、

温度湿度
、

枯枝落叶
、

土壤微生物
,
土

壤养分
,
鸟类

、

虫类等
。

第二
,
下篇

。

试验资料统计分析
。

第一章水土保持生态效益
:

(一 ) 蓄水保土效益 (重点分析花岗岩强度侵蚀区水土保持工程和生物措施的作用 )
。

( l)

不同处理土壤侵蚀量与 30 m i n降雨强度的关系多 ( 2 ) 不 同处理土壤剖 面 含 水 率 变 化 规 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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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不同处理地下水位变化规律 , ( 4 ) 不同处理地表径流变化规律 ; ( 5 ) 不同处理树

冠截流变化规律
。

(二 ) 削峰效率
。

不同处理降雨一径流 (洪峰 ) 一含沙量变化规律
。

(三 ) 水土保持经济效益
。

( 1 ) 不 同森林类型年生长量测定结果分析 ; ( 2 ) 小 良站

投入一产出结果分析
。

①效益一费用比 ( R ) , ②内部何 收 率 ( )I ; ③投资 回 收 年 限

( T )

(四 ) 水土保持社会效益
。

①示范推广作用 ; ②推广项 目的名称
、

推广面积
、

估算

所创造的价值
。

(五 ) 需说明的问题

( 1 ) 汇编的依据
。

①汇编依据水利部 1 9 8 8年颁发的 《水土保持技术规范 》 和 《水土保持试

验规范》 , ②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 ; ③其它有关资料
。

( 2 ) 汇编的方法
,
采用计

算机技术
,
对小 良水土保持试验站从 1 9 5 6年至 1 9 8 8年近 30 年原始资料的数十万个数字

,
全部在微

型机上实现系统化管理和进行规律性研究
。

《水土保持通报》 第二届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 编

: 杨文治

昌lJ主编
: 唐克丽 刘玉 民

编 委
:

(按姓 氏笔划排列 )

卜崇德 (宁夏回族 自治区水利厅 )

于 丹 (水利部松辽委 )

于 兆英 (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 )

王礼先 (北京林业大学 )

石 福 田 (辽宁省水利 电力厅 )

卢宗凡 (中科院水利部西北水保所 )

李国忠 (河北省水利厅 )

刘玉民 (中科院水利部西北水保所 )

刘足征 (湖南省水利 电力厅 )

刘 德 (山东省水利厅水保办 )

刘 复新 (江苏省水土保持委员会 )

刘海峰 (甘肃省水利厅水保局 )

未安国 (贵州省农学院 )

邹 良兴 (江西省水利厅 )

杨文治 (中科院水利部西 北水保所 )

张仲子 (中科院水利部西北水保所 )

张书义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 )

张大全 (陕西省水土保持局 )

张胜利 (黄委会水利科研所 )

张淑光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研所 )

陈国良 (中科院水利部西北水保所 )

杨永生 (安徽省水利厅 )

陈法扬 (水利部南昌水利专科学校 )

邵明安 (中科院水利部西北水保所 )

何玉麟 (云南省水土保持委员会 )

杨艳生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步兆鹤 (河南省水利厅 )

武 相 (山西省水利厅 )

庞志桐 (黑龙江省水利厅 )

周伏建 (福建省水土保持委员会 )

郭廷辅 (水利部农水司 )

郭厚祯 (长江水土保持局 )

段泽民 ( 四川省水土保持委员会 )

赵诚信 (黄河 中游治理局 )

唐克丽 (中科院水利部西北水保所 》

哀磊业 (青海省水土保持局 )

黄宏基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 )

景 可
,

(中科院北京地理所 )

谢礼雄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 )

曾昭仁 (湖北省水利 电力厅 )

廖安中 (广东省水利电力厅 )

魏振海 (吉林省水利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