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2 卷第 l 期
-gn g Z年 2 月

水土保持通报
B u l l e七i n o f 5 0 11 a n d w a t e r C o n s e r v a七i o n

V o l
.

12 N o .

1

F e b
. , 19 9 2

小良水土保持试验站综合洽理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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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应用广东省小 良水土保持试验站综合治理取得的实际效益
,

用静态
、

动态
、

分析方

祛
,

并参考有关技术规范
,

对小 良水保站的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
、

社会效益等各个方面进行

了定量或定性的深入研究
。

结果表明
:

该站的综合治理效益费用比为 1
.

33 , 内部回收率为

3 4% , 保土效率为 82 % , 现有森林孤盖率达到 5 1%
。

这些结果表明
,

小良水土保持试验站

综合治理的经济效益是明显的
,

生态
、

社会效益也是好的
。

在对已取得的效益进行国 民经

挤分析和财务分析的基础上
,

还对未来效益作了科学的预测
。

关健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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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概 况

(一 ) 自然情况 小良水土保持试验站位于北纬 2 1
0

2 7 ` 4 9
“ 、

东经 1 1。
“

54
` 1 8l’ ,

地 处 广东省

电白县西南部小良镇滨海台地异属热带气候北缘地区
, 原始植被类型为热带季雨林

。

全站总面积 3
.

1 6 6 k m
“ ,
多荒山荒坡

,
少耕地

。

地形起伏
、

·

地势较低
、

相对高度 50 m 左右
,

坡度平缓
,
在 5

。

~ 25
“

之间
。

本区气候温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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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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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 1 70 om m
,

多集中在 5 ~ 9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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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降雨量仅占全 年 总 降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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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甫
,
最 大日降雨量 2 00 m m 以

上
。

每年平均蒸发量 1 2 00 ~ 2 3 00 m m ,
蒸发量高的年份比年平均降雨量多出 8 00 m m

, 『~ 9 月

份雨季的降雨量和蒸发量相当
,
较少早情发生

,
10 月至次年 4 月份早季的蒸发量大于降雨舀薯石 例

如
, 12 月份的平均蒸发量为降雨量的 18 倍

。

由于本站距南海岸较近
, 只有 5 k m ,

常年受海风影响
,
风力 2 ~ 5 级

,
每年要遭受 4 ~ 5次

台风袭击
,
最大风力超过 12 级

,
加剧了水土流失

。

本区地带性土壤为砖红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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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形成的红壤土渗透性较差
,
土层中还隔有铁锰结核或铁盘

。

土壤呈强酸性反应
,

如H值 4
.

2 ~ 5
.

0

之间 , 土壤贫痔
,
有机质含量仅 p

.

76 %~ .1 5%
。

据历史记载
,

10 0多年前
,
这里还是茂密的森林

。

后来
,
由于滥伐

、

乱垦
,
发生了严重 的水

土流失
。

建站前
,
这里光山秃岭

,
沟壑纵横

,
有 26 个光秃山头

, 1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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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 ,

面蚀占40 %
。

(二 ) 社会经济情况 全站现有干部职工 83 人
,
站部设人秘

、

保卫
、

生产和科技 4个股
, 一『

设水保
、

先锋
、

共青
、

山心和菠萝山五个生产队
。

职工收入靠工资或完成承包任务后 由超额部分

所得
,
另加超额奖金

。

同时除完成站的生产任务外
,
还搞各种副业

。

(三 ) 水土保持科研开展情况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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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在极端恶劣的 自然环境条件下
,
发扬南泥湾精神

,
天天开山不止

,
年年种树不休

, 同时开展 了

许多有推广应用价值的科研活动
。

70 年代 以前
,

主要进行基础性的生物工程防治措施
,
到 1 9 6 7年

, 已将 26 座光山 全 部 绿
’

化成

林
。

其中营造校树林 3 00 0亩
,

松树林 90 0亩
。

建土谷坊 1
.

5 22 座
,
修沟道工程 27 00 om

。

山扩水库 3

座 , 开垦梯田 640 亩
,
完成总土方 46 0 0“ m

“ 。

这些措施闲
.

保持小良站的水土资源
,
改善生态 环境

.

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
。

向年代以后
,
为了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

,
开始走遏治理开发

、

边利用的路子
, 因地制宜

,

开

辟了 10 个果区
。

还为当地农民培养了大量苗木 ? 收到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
’

与此同时
,

经过多年定位观察
,
对各种林区的防护效益和生态效益进行了深入的对比分析

, ,

取得了较多的科研成果
。



水土保持通报 第2 1卷

(四 ) 土地利用现状 该站 3个试验地面积分别为
: 1号 (混交林 ) 9 6

.

1 4亩 ; 2 号 (纯 按

林 ) 5 6
.

2 9亩 ; 3号 (光板地 ) 5 5
.

92亩
。

该站土地利用分布统计
。

房屋
:

站部及 5 个生产队住宅及其范围内的利用地
,
合计 4 5

.

8亩 ,

果园区
:
荔枝 30 0亩

,
杨桃 24 亩

,
橙子 9 亩

,

黄皮 5 亩
,

龙眼 30 亩
,

合计 3 68 亩 , 经济园
:

胡椒 70 亩
,

蒲葵 1 50 亩
,

合计 2 20 亩 ;林区
:

混交林 40 0亩
,

湿地松 4 00 亩
,

马尾松 12 亩
,

外国松试验林 60 亩
, (包括

试验地 ) 其他草木林 27 亩
, 纯按林 2 9 5 8

.

8 6亩
,
光板地 55

.

92 亩合计 3 9 1 3
.

78 亩 ; 农 作 耕 地
:
水

佃 13 亩
,
早地 33 亩

, 山扩 7
.

4亩 , 合计 5 3
.

4亩 ; 水库及土坝
:
水库 72

.

12 亩
,
土亏坝 12 亩

,
合 计

名4
.

1 2亩 ; 道路占地
: 全长 9 4 7 0m ,

平均宽 4
.

3 m
,

计 4 0 7 2 1m “ ,
合计 6 1

.

0 5亩
。

二
、

投入产出说明

(一 ) 投入说明 原则
:

( 1 ) 投物
、

( 艺 ) 投入分年
、

分类
、

治理试验投资则不计入
;

分项
,
分别统计 ;

投劳均按当时价格折算为货币
,
并和投入资金相加 ,

( 3 ) 这里的投资只 限于纯治理性质的投资
,
失败的

( 4 ) 对于公共部分
,

如办公楼
,
道路

, 以及其他公共设施的投资
,
由

于是试验
,
治理后共同使用 , 可以以各自的投资额作为权重

,
进行费用分摊

。

1
.

梯田
:

梯田投资按亩数乘以平均单位面积造价来计算
。

t

同一年内修筑梯田的总投资除以

当年修筑梯由面积数
,

郎为平均单位面积投资
。

梯田投资包括
:

砖
、

石
、

水泥
、

钢筋等材料投资 ; 桥
、
涵

、

路的建筑费
;
梯田 的机械施工

、

人工施工等费用
、
另加规划设计费

。

2
.

人工造林
:

按亩数乘以平均单位面积造价来计算
。

同一年内人工造林总投资除以当年人
.

工造林面积数
,
即为平均单位面积造价

。

人工造林投资具休包括
:
苗木种子费

、

裁植费
。

对于本站抚育的苗木也按当时的价格折算计

入
。

3
.

水平沟
、

鱼鳞坑
、

谷坊
。

水平沟
: 长度乘以平均长度造价 ; 鱼鳞坑

、

谷坊
:

个数乘以平

均单个造价
。

4
.

人工种草
:

参照人工造林
。

5
.

其它一切一次性投资
、

投劳
、

投物
。

(二 ) 年运行费 1
.

生产维护费
:

苗木种植
、

打农药
、

施肥料
、

摘
、

销售
、

房屋
、

农具等固定资产维护 ; 2
.

管理费
:

管理人员工资
、

日常开支
:

如税金
、

招待费等
。

1 9 8 3年后开始有税金
,

每年 2 50 0元
。

灌溉
、

工程维护
、

果实采

附加工资 ; 3
。

其它一切

(三 ) 综合经济效益 1
.

棍交林
,
纯按林

。

①乔灌木 : 活立木蓄积
:
通过调查得出现有活

立木蓄积量
,
再据其各年生长情况推算出历年活立木蓄积量

。

间伐采割
:
按实际收入记入

。

②草 :
饲料

,
药材等实际采割收入 ;

③拦泥减沙
:

采用替代法
,
每年拦蓄的泥沙量乘以小型水库平均单位面积造价 ;

④其它 :
种籽

,

绿肥
、

燃料等直接收入
。

2
.

果园
、

经济园
。

各类果实历年实际产量乘以当时销售价格
。

销售部分以及赠送给别人的

部分
,
均按当时销售价格折算计入总产值

.

3
.

其它效益
。

( 1 ) 乔木效益
:
参照混交林

、

纯按林

( 2 ) 其它
:

除乔木外其它一切经济效益
, 如养殖业

、

小型加工业
、

粮 食
、

蔬 菜 及其它副

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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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原始资料中未计入拦沙效益
,
现计算如下

:

①混交林
、

果园
、

经济园及其它用地
,
采用 1号试验地侵蚀模数资料

,

纯按林采用 2 号试验场侵蚀模数资料
。

(表 1 )

(采取了综合措施 )
,

表 l 三个径流径流场土壤侵蚀模数 〔七/ ( k m
Z · a ) 〕

年 份

…
` ” 8 3年

…
: 。 8`年

…
19 85年

198 6年 1 198 7年 } 1 98 8年 } 19 89年 平均 l 和 1号场相比减少见

333
。

3777 98
。

1222 2 9
。

1 5
...

000 0
。

0 888 000 000 1999

888 9 999 1 4 5 777 2 2 3333 1 19444 1 1 1999 4 2 777 1 2 5
.

333 1 2 2666

222 87 000 5 0 9 666 1 1 7 1222 6 0 0666 6 8 5222 5 2 5888 5 0 7000 6 1 2333

②据调查 ,
80 年代当时小水库平均单位库容造价为 0

.

2元 / m
“ , 泥沙 比重取 1

.

5 t/ m 3 。

③采用替代法计算
。

④各类地开始有其它效益产出时
,
开始计入拦沙效益 (表 2 )

。

表 2 各类地年拦沙效益折算值

混 交 林 经 济 园

(元 )

纯 按 林

(元 )

果 园

(元 ) (元 )

其它用地

(元 )

( 40 0亩 ) ( 2 958
.

86亩 ) ( 3 6 8亩 ) ( 22 0亩 ) ( 49 9亩 )

1 2 88

三
、

经济效益分析

(一 ) 分析前的说明 1 二本文仅作小 良站综合经济效益分析
,
其原因是

: ( 1 )

行各种措施增产的分摊调查研究
,

( 2 ) 到 目前为止
,
造林种草措施效益都算作水保

,

本站未进

还是要和

其它生产来分摊
,
如分摊又怎样分摊

,
尚是研究中的问题

。

2
.

本文财务分析属治后评价
, 即对小 良站综合治理 以来 已发生的实际投入产出进行分析

。

国民经济分析中
,
则把投入产出预测至 2 0 00 年

,

再进行分析
,

这是符合有关规范规定 30 ~ 50 年

分析期的
。

(二 ) 财务分析 ( 1 ) 原则
:

只考虑技术 内部直接费用和效益 ; ( 2 ) 价格
:

采用当时

价格
;

( 3 ) 投资
: ,

国家加集体 (水保事业公益性很强
, 国家投资纯属财政 补 贴

,
无 偿还回

收
,
这一点和丁般企业不同 ) ; ( 4 ) 运行费

:

除一般性 的生产
、

维护
、

管理外
,
还包括税金

等 ; ( 5 ) 效益
:

本站实际获得的各项收入
。

分别进行静态
、

动态分析
。

方法指标依据 《水利经济计算规范》
,

详见表 3 (原始资料略 )
。

(三 》关于经济分析 原则
:

既考虑技术内部的直接费用和效益
,

也考虑技术外部效果的间接费

和效益
,
不考虑原属于国民经济内部转移的效益和费用 ; ( L ) 价格

: 以不变价代 替 影 子 价

格
。

全部投入费用
,

效益产出
、

均按物价上涨指数折算到 1 9 8 0年 ; ( 2 ) 投资
: 国家加集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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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小良站效益分析结果表

收限回资年投累计净效益
(元 )

效益费用比

…
投资回收年限累计净效益

(元 )
效益费用比

内部收益率
( % )

9
。

4

3
。

7

3
。

3

一匕庄ù46
甘口氏O口OUCJ

.

…
O自O曰1孟O自

ù .几

19 8

5 3 1

39 1

3 18

9 2 3

00 7

6 13

3 3 2 1
。

3 3 7
.

7

1工ù”n60Q自Oé

90 4
73 5

}
1

.

5 0

{
6

.

。

||日卜陈日|ó厂一冲9
。

1

3
。

6

3
。

2

QUI占一勺noO自只Unon“
.

…
Odo口9曰0自

,占

混交林

纯按林

果 园

经济林

1 48 3 87

2 11 3 09 2

28 1 99 4

9 4 9 80 4

财务析分

7 5 9 33 3 1
。

2 7 6
。

4

它站其全

经济分析 全 站 2 6 22 29 2 } 1
。

2 3 6
。

0

说

①财务分析年限
:

19 5 7一 19 89 年

②国民经济分析年限 : 19 5 7一 2 00 6年

①参照 《水利经济计算规范》 贴现率取 6 %
,

②基准点取 199 0年年初 ,

③财务分析年限
:

19 5 7一 1989 年
:
国民经济

分析年限
:

19 57一 20 06年

( 3 ) 运行费
:
一般按生产

、

维护
、

管理等项费用
,
不包括税金 ; ( 4 ) 效益

:
指本站 自身直

接的经济收入
,
另加用替代法估算的拦沙效益

。

预测
: ( 1 )投资

。

考虑到目前小良站 已达到相当规模
, 1 9 9。一 2 0 0 6年间不予投资 ; ( 2 ) 年

运行费
。

取 1 9 8 9年值 ; ( 3 ) 效益产出
。

取 1 9 8 7年
、

1 9 8 8年
、

1 9 8 9年 3 年平均值为水平值
,
再向

后推算
, 以消除林木生长大小年

、

病虫害等自然因素的影响
。

由于 1 9 8 9年前后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工造园 (果园
, 经济园 )

,
按照林木生长规律

,
参

考有关资料
,
并留有充分余地

,
果园产值按 20 %递增 至 2 0。。 年

, 经 济 林 按 20 % 递 增 至 1 9 9 5

年
,
然后正常产出

,
其它用地维持水平值产出

。

分别进行静态
、

动态分 析
。

方 法
、

指标
、

依据

《水利经济计算规范 》
。

由于国民经济分析进行了预测
, 为测定方案 的稳定程度

,

特进行了敏感性分析
,
详见表 4 。

表 4 小良站敏感性分析表

一…
原·

…
投

一…
投

一
运行费增加 } 运行费减少 } 效益增加 } 效益减少

10% 10% 15% 15%

,

土庄占1几

,工,上,几…
且,.........f.,.

投 资 (元 )

运行费 ( 元 )

毛效益 (元 )

净效益 (元 )

效益费用比

5 55 13 4 } 1 7 10 64 7 1 5 55 13 4 55 5 13 4,上1人O甘

1上1上八Onó 。O.Rù

`

1OU工卜曰左占ǹn0U0自nO

98nU

OUOUS
八O DUO自月̀

·

0n舀

1上八O月任

1上1上,上

.

l
ar
.且

se...二..............胜
..
1
`
.̀.we...

es

ee
2 09 0 90

}
` ,

7 5 8 9 59 1 1 6

29 9

75 8

74 9

09 0

1 5口5 13 4

12 4 28 9 9 9

16 758 95 9

2 77 4 82 6

10 1 69 18 1 2 9 9 09 0

9 59 9 5 9

旦 9 04 7 35 } 3 2 22

16 7 58

5 03 4 6 44

l
。

3 Q 1
。

29 1
。

3 2 1
。

2 0 1
。

43

2 7 2 8 0 3

4 18 5 79

.

1
。

50

55 5 1 34

29 9 0 90

24 5 1 1 5

39 0 89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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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土1二



第 1期 陈法扬等
:

小 良水土保持试验站综合治理效益分析 7 5

分析结果表 明
,
各项指标均符合规范规定

。

证明本方案在财务上是可行 的
, 经济 上 是 合 理

的
。

四
、

蓄水保土效益

水土保持各种措施的根本 目的是蓄水保土 , 只有蓄水保土取得了效益
,
才有可能产生经济

、

社会
、

生态效益
。

1
.

蓄水效率月 , :

,
!

(% , =

竿
X

(会 )
· ` X `。。%

由于治理前后都采取多年平均降雨量 X 年

a,úaa一
. l

一一

:
.

上式 , : =

罕
=

气黑里后竺
=

。 , ·

争
。 3 +

鲁一
: +

争
。 、

a 。 一 云
`

a 3

式中
: w

— 治理前多年平均径 流量 , △ w

— 治理后多年平均拦蓄量 ,

w 尹

— 治理后多年平均径流量 , a

— 治理前多年平均径流系数 ,

a 尹

— 治理后多年平均径流系数 , a :

—
光板地试验区多年平均 径 流 系 数

0
.

1 8 6 (实测值 ) ,

a :

— 纯按林试验区多年平均径流系数 0
.

3 06 (实测值 ) ,

a :

—
混交林试验区多年平均径流系数 0

.

0 06 (实测值 ) , F 光

— 光 板

地
、

房屋
、

道路用地 ( 1 65
.

62 亩 )

尸纯

— 纯林地面积 ( 3 4 3 0
.

8 6亩 ) F综

— 综合措施面积 (混交林
、

果园、

照片 光板地水土流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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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园
、

耕地
,
共 1 0 6 8

.

4亩 ) , F

— 全站面积
: 4 7 49 亩

由于 3号实验区基本上保持了治理前的情况
, (照片 1 ) 可采用 3 号 区试验资料作为治理前

有关数据的参考
。

计算求得
: a / 二 。

.

2 2 9

刀
1

( % ) 二 1 一 a /

/ a = 1 一 0
.

2 2 9 / 0
.

18 6 = 一 2 3%

刀:
为负值

,
说明治理后形成径流的能力比以前更大

, 土壤保水量反而减少
。

分析原因有两点
.
一是纯按林面积大

,
约占有林地总面积的 70 %左右

。

因而纯校林的保水效

益好坏
,
对整个治理区的保水效益产生很大影响 , 二是纯按林下既无草皮保护又无 枯 枝 落 叶

,

(枯枝落叶经常被群众扒走 ) 势必加剧地表径流而减少土壤蓄水量
。

见照片 2
。

此外
,
按树根系

发育
, 吸水力极强

,
树体蒸发量大

, 当地群众称为
“
抽水机

” 。

由此而产生负蓄水效率
。

由此可

见
,
大面积纯按林的保水效益不好

。

职片 2 纯校林地表水土流失情况

要想改变这种情祝 , 必须保住林下的枯枝落叶层 , 禁止在林区内捡拾柴薪
。

同时 要 改 造 林

湘
,
变纯按林为棍交林

。

这样 , 蓄水效率必然会增大
.

2
.

保土效率 .

刀: (% ) == 1 一 M
,

/M
= 1 一 1 1 0 4 / 6 1 2 3 = 8 2%

M
`

—
混交林试验区多年平均侵蚀模数

: 1 9 t / k m Z
年 (实测值 ) ,

M
:

— 纯按林试验区多年平均侵蚀模数
: 1 22 6 t/ k m

“

年 (实测值 ) ,

万
3

— 光板地试验区多年平均侵蚀模数
: 6 1 23 t/ k m 2

年 (实测值 ) .

F光
,

F 纯
, F 稼

,

F 意义同前 ,

计算求得 . M
尸 = 1 2 0 4 ( t )

3
。

削峰效率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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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小良站地形平坦
,
不能形成封闭

、

半封闭的地表径流
,
站域内所有地表径流 都 是 分 散

的 , 因此无法测定其流量
,
故削峰效率刀

。
难以计算

。

五
、

生态效益

随着植物群落从荒坡 , 松按纯林~ 多层多种阔叶混交林的过渡
,
其林间湿度也随之增加

。

人

工森林生态系统逐渐由恶性循环变为 良性循环
。

1
.

保护野生动物
,

增加生物群落
。

随着植被的恢复
, 出现了多样性的昆虫

、

鸟类
、

土壤

动物和微生物
,
并且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

、

相互制约
、

相互促进的食物链关系
。

结果 ,

不但减轻了人工林的病虫害
,
而且还促进了植物群落的生长

、

发育和后代的繁衍
。

2
.

植被增加率
。 ,

` (火卜里号皿
x ,。。%

这里
: F :

为 O F为 4 7 4 9亩

下面计算 F Z :

据实地调查
,
几类地地表覆盖情况如下

:

混交林
:

10 0% 果园
:

10 0% 纯林
、

经济园
:

45 %

求得
:

F : = 2 4 3 8亩

刀`
(% ) 二

F
Z 一 尸 l _ 2 4 3 8 告 。

`

F 一 4 7 4 9
x 1 0 0% = 5 1%

目前植被被盖率达到 51 %
。

3
.

小气候效应
。

①温度年振幅度小
。

据测定
,
气温年振幅从荒坡的 1 4

.

3℃下降为混交林的

娜℃ (林间平均 ) :
且阔叶混交林全年各月温度均低于按树林和荒坡地 , ②大气 相 对 湿 度 增

木
。

荒坡
: 8 3

.

2% ; 混交林
:

8 7
.

3% ( 1 5 0 c m处 )

4
.

水文效应
。

①地表径流泥沙冲刷量显著降低
。

据实测资料
,

多年平均荒坡地为 1 9 89 7 k g /

( h a
·

a) ; 混交林为 3 k g / ( h a
·

a)
。

前者为后者的6 6 0 0倍
; ②表层土壤含水量逐渐提高 .

如 1 9 8 2年 1 月份 1 c0 m土层含水量情况
:
荒坡地 9

.

8 % , 混交林地 1 3
.

2%
。

③地下水位提高 :
垂

直变化 (离地表高程 )
:

荒坡
: 3 m ~ s m ; 混交林 l m~ 4 m

。

虽然林冠蒸散使混交林水分耗量加大
,
但由于其涵养水源功能提高

,

故总的水分补给量大于

水分消耗量
,

地下水位高而稳定
。

5
`

土壤效应、 ①土壤透水性和保水性越来越好
。

容重降低
,
土壤 团粒结构增加

,
土壤含水

量
、

最大毛管持水量提高
。

②土壤理化性质越来越好
。

有机质含量
:

据测定
,
荒坡地土壤有机

质含量只有 0
.

6% ; 而混交林为 1
.

13 %
。

最高的达 1
.

70 %
。

土壤 p H值
:

荒坡
: 4

.

5 混交林
: 5

.

7

6
.

风蚀危害大大减轻
。

由于采取了强有力的水保措施
,
特别是林草措施

,
大大抑制了台风

对土壤的侵蚀
。

六
、

社会效益

小良水保站在取得可观 的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的同时
,

也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
。

1
.

水旱灾害减轻
,
附近农村生产有 了保障

。

在治理水土流失 以前
,
这里都是一片红色风化

壳
。

每遇降雨
,

·

大量的黄泥水向低处倾妈
,
淹没 了不少农田

。

据调查
,
该站周围 四 五 十 k m

Z

范

围内
,
从 30 年代到 1 9 5 7年建站前

,
有将近 1 0 0 00 亩耕地被泥沙埋没而荒废了

。

因此
,
过去的农 业

生产没有保障
,
稻谷十种九不收

,
有收也只有 1 00 ~ 2曲 k g

。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
: 1 9 5 9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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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下了一场0 1o m m的暴雨
,
由于小良站水保措施的拦沙作用

,
使附近数午亩水 田 免 遭 淹 没 之

灾
。

2
.

科研成果显著
。

小良站在艰苦条件下坚持了 30 多年的科学试验
,
终于把光板地恢复为

森林
,
为荒山绿化

、

水土保持
、

发展生产提供了样板
。

综合试验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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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获中科院科技进

步一等奖
, 1 9 8 9年 7 月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又如
:
引种澳大利亚相思树取得了成功

,
为华南

水土保持增添了新的树种
。

仁 3
.

示范推广
,
星火燎原

。

为了让更多的群众了解水保
,
力争尽快使科技成果转化为社会

生产力
,
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
该站十分重视科研成果的示范推广工作

,
他们及时组织人员到小

良站参观
,
为他们举办各种形式的短期训练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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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名技术千部

,
建立 了 11 个水保专业队 ; 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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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0多名农民技术员
,
积极推广该站的成 功 经

验
。

4
。

开放交流
,
影响扩大

。

自1 9 7 7年 以来
,
共接待过世界各地 10 多个国家共 60 多人次的专

家
、

教授前来参观访间
。

水利
、

林业
、

环保部门还先后在该站召开了各种类型的现 场
.

经 验 交流

会
,
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

七
、

评 价

1 9 8 4年
,
中科院生物学部组织 27 个单位的专家

、

教授
、

学者对小 良站的成果 鉴 定 后 认为
,

“
小良试验站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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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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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是对小 良站 自建站以来
,
经过艰苦奋斗所获得的科学成果 的精辟总结

。

小良站的理论

成果和科研成果
,
在我国南方类似地区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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