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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通过对 7 年大量试验数据的统计分析
,

建立了黑龙江省土 壤 流 失 方 程 (简 称 方 程 )

A = R K L S C尸
。

并确定了方程中诸因子的求算方法和数值及黑龙江省土壤允许流失量
,

为方

程的应用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数据 ; 还进行了方程的验证
,

其方程计算值与实测 值 准 确率在

90 % 以上
,

证明方程在实际应用中具有较大的可靠性
。

该方程的建立
,

为监测预报水土 流失

及制定水土保持规划提供了一整套的科学方法和依据
。

关键词 : 土攘流失方程 降雨 侵蚀 力 R 指标 土攘 允许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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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方法

从 1 98 5年开始
,
我们在全省遭受侵蚀的 3 种主要土壤黑土

、

白浆土
、

暗棕壤修建31 个径流试

验区
夕 利用天然降雨

、

人工模拟降雨和收集有关资料等方法
,
观测土壤流失量

, 记录降雨资料及

摘录全省20 个气象台 (站 ) 的有关降雨资料
,
对方程 中诸因子进行研究分析

,
确定适用于全省方

程中各因子的指标
。

二
、

试验设计
该项试验共修建了31 个径流试验区

。

其中
:

R 和K 因子在克 山县 (黑土 )
、

宾县 (白浆土 )

和牡丹江市 (暗棕壤 ) 共设 10 个径 流区
。

克山县和宾县每个试验重复 4 次 ,
试 验 区 面 积 分 别

为2 0 m X Z m 与sm 火 Z m ; 牡丹江每个试验重复 2 次
,

试验区面积为20 m X sm ,
坡度15

.

8 % ,
试

验区均为无植被和无水保措施的裸露 区
。

C 因子试区设在克山县黑土区
,
共21 个试区

, 面积均为sm X Z m ,
坡度 9 %

。

分别 种 植 玉

米
、

高粱
、

谷子
、

大豆
,
小麦

。

其中
,
小麦为平播

,
单设 1 个对照 区

,
其它 4 种作物为垅作

,
共

设 l个对照 区
。

各试 区均为 3 次重复
。

田间管理同当地大田作物
。

P 因子是收集全省实验站
、

实验场
、

科研 网点的试验研究资 料
,
进行整理分析

,
计算出有关

水土保持措施的 P值
。

L S 因子是利用各地的试验资料
,

进行统计分析
,
推导 出其计算公式

。

我们把坡长为20 m ,
宽为Z m ,

坡度为 9 % ,
无植被

,
无水土保持措施

,

径流区 作 为全省的

标准径流区
。

三
、

研究结 是与分析

(一) 降雨侵蚀力 R 指标的确定与R值的计算
1

.

降雨侵蚀力R 指标最佳组合结构的确定
。

降雨侵蚀力是降雨引起土壤侵蚀 的潜在能力
,

通称R 指标
,

它是降雨动能和雨强的函数
。

我 们把克山县和宾县径流小区的实测土壤流失量和降

雨资料
,
进行降雨侵蚀力与上壤流失 量 的 相 关分析

,
并根据 全省侵蚀降雨特征等方面的研究

,

确定黑龙江省降雨侵蚀力 R 的最佳指标
。

其中克山县为 4 年资料
,

分析样本 29 个
,
宾县为 5 年资

料
,
分析样本68 个

。

根据国内外的研究结果
,

R 指标的基本组合结构形式是降雨 动 能 E 与 降雨

强度 I的乘积
,

在这 E l结构 中
,

理想的R 指标 值 主要取决于 E 和I的参数 值
。

为 此
,
我 们 选 定

lo m in
、

2 0 m in
、

3Om in
、

6 0 m in 4 个降雨 时 段
,
将不 同时段的降雨动能 E :

与不同时段降雨强

度I , ,
组成 14 个组合结构形式

,
求出各结构参 数 与 土 壤流失量的相关分析结果 (表 l )

。

暴雨

动能的计算采用维斯奇迈尔的经验公式
:

E = E
, P ( l )

E I = 21 0
.

3 + 8 9 19 1 ( 2 )

式中
: E一一次降雨中某时段降雨量产生的动能 (J / m

“

) ; 尸一某时 没降雨量 (m m ) ,

E ,

一某时段降雨单位面积上每毫米降雨产生的动能 (J / m
“

) ; I一某时段降雨强 度 (c m /h )
。

从表 i 看出
, E 。I,

各种组合结构形式与土壤流失量的相关程 度 以 E
。 。

1
3 。

最 高
,
这 与维 斯

奇迈尔的研究结果 (名 E I3 。

) 不 同
。

分析其原因
, 主要是 由于引起全省侵蚀降雨特征所决定的

:

( 1) 引起全省土壤侵蚀的降雨类型主要是短历时
、

高强度的暴雨
。

这类暴雨持续的时间一般在

i h左右
,
峰顶雨强一般不超过 l h ,

但土壤侵蚀很强烈 (表 2 )
。

而在短历 时
、

高强度的降雨后

期
,
有一段时间较长低强度间歇降雨

,
一般不会引起土壤侵蚀

,

但有一定的雨量
,
按动能计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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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 、
土壤流失量相关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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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宾县不同侵蚀类型降雨动能与土壤流失量比较表

降 雨 量 历 时 雨 强
降雨类型

降雨时间

(年
.

月
.

日) (m m ) (m in ) (m m / m in )

动能 艺 E

(J / m
Z
)

动能 E . 。

(J / m
Z )

俊 蚀 见

(t / h a )

短历时 1 9 8 7 0 8 1 2 0
。

4 6

19 8 8 0 7 0 3

3 4
。

5

3 1
。

1

7 5

8 0

高强度 19 8 8 0 9 17 3 4
。

4

0
。

3 9

1
。

7 2

9 16
。

2 9

8 4 0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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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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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 7
。

49

7 9 5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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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6

1 1
。

7 5

6
。

9 8

8
。

7 8

长历时 19 8 5 0 8 13 18
.

9

19 8 5 0 8 2 0

低强度 19 8 6 0 8 3 1

2 9
。

9

2 6
。

7

6 0 0

4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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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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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l ) 计算结果
,
增加了这部分雨量的动能

。

采用E
。 。

舍去这部分无侵蚀降雨能量
,
从而提高

了与土壤流失员的相关程度
。

同时 ,
若把这部分动能也用来作为计算R 值

,
势必增大了R 值

,
这

与实际情况不符 , ( 2 ) 引起全省土壤侵 蚀的另一种降雨类型是长历时低强度的降雨
,
对土壤侵

蚀很小 (表 2 ) ,
但雨量大

,
计算出的动 能也大 (主要是因公式 ( l ) 中P 的影响)

。

采用 E
, 。

舍掉侵蚀量很小
,

动能却较大的能量
,

计算出的R 值更符合实际情况
。

综合上述研究分析
,

适合全省的最佳R 指标是 E
。 。

1
3 。,

而不是艺 E I 3 。 ,

且计算程序比艺E I 3 。

简便易行
,
所 以

,
确定 E

。 。
1

3 。

作为全省的R 指标
。

即
:

R = E
。 。

1 3 。 ( 3 )

式中
: R

—
一次降雨的侵蚀力 (J / m

Z
) ; E 。 。

—
一次降雨 60 m in 最大降雨产生 的 动 能

(J / m
“
); I 。。

—
一次降雨3 o m in 最大降雨强度 (c 。/ h )

。

2. 降雨侵蚀力R 值的计算
。

应用各地 自记纸的降雨资料
,

.

运用R = E
。。1 3 。的公式计算出全

省各地一次侵蚀降雨的R 值
,
将 1 年内各次侵蚀性降雨的R 值累加得到 l年的R 值

,
将多年的 R值

累加除以年份
,
即得到本地区多年平均R 值

,
亦即方程中R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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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计算全省各地R 值
,
必须首先确定侵蚀性降雨标准

。

其方法
:

利用宾县
、

克山县 标准径流

区的土壤流失量和侵蚀性降雨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
分别求得侵蚀性降雨的基本雨量标准

、

一般雨

址标准
、

瞬时雨率标准和暴雨标准
。

再根据侵蚀性降雨的基本雨量标准 (9
.

sm m ) 和 脚 时雨率

标准 (i o m in 为2
.

om m
、

2 0m in 为3
.

l m m
、

3 0 m in 为3
.

sm m
、

6 0m in 为4
.

g m m ) 摘录了全省

20 个有代表性气象站自记雨量纸的降雨资料计算出 (15 ~ 35 年 ) 20 个气象站的年均 R 值 (结果见

表 3 )
。

表3 黑龙江省降雨侵蚀力R 值计算结果

数算种月眼年计年以
气象站名 资 料 年 限

3130303028352730333230251515232924271830齐齐哈尔 195 6一 19 a5年

19 5 5~ 198 5 年

19 59一 198 5年

19 58 ~ 198 5年

19 6 1一 19 8 8年

达锦西斯

木

丹 江}19 5 3 ~ 198 9年

清}19 58一 198 5年

(无 198 4年
19 8 6年)

.

(无 19 6 1年)

春

山

县

伦

灰 窑

19 56一 19 8 5年

1 95 7一 198 9 年

19 59 ~ 198 9年

19 5 6 ~ 19 8 5年

19 6 2 ~ 198 8年
19 63一 19 8 1年 (无 19 7 1年

安富鸡佳牡宝伊克宾海石

下竺~ 赞}197 2年19 7 3年 198 0年)

伐 木 场}19 7 1一 1 98 9 年 (无 19 7 2年

}1 9 7 3年 1 9 7 5年 197 6年 )

东 风 119 64一 1 9 88 年(无 197 2年
197 3年)

19 57一 1 9 8 5年
19 57一 19 88 ( 无 1 9 61年 19 6 1

年 )

化堡
家

吴绥

桥}19 62年 19 6 6一197 1年
19 62一 19 8 8年

毕 拉 p十119 64一 1 9 88 年 (无 1 9 65年
19 7 1年 )

玛】19 59一 19 8 5年 54 2

2 7
。

1 5

到协摺湍粉征石

牛名一x

占年(% )

上述R 值的计算必须依赖于详细的 自记雨量纸的摘录资料
, 工作量很 大

,
费 工

, 又 耗 费资

金
。

因此 ,
我们分析了R 值的简捷计算方法

, 经统计分 析 发 现 ,
频 率 为 50 % 的 6 h的 降雨 垦

〔H (m m )〕与R 值关系密切
,
是计算 R 值较好的降雨指标

。

有以下关系式
:

R = 0
.

0 2 5H
“

·
’ 1 ‘ ( 4 )

经过验证
,
此公式计算的R 值准确度较高

,
特别是对缺少自记雨量记录地区更 有它的适 用价

值
。

我们用此公式计算出80 多个地区的R 值
,
为绘制全省 R 值等值线图提供了大 量 数 据

,
为R 值

的直接使用提供了更方便 的条件
。

(二) 二土坡可蚀性因子 K值的求算 土壤可蚀性因子是反映在其它影响侵 蚀 因子不变时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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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土壤本身性质不同所引起土壤侵蚀的差异
。

它等于标准径流 区单位降雨侵蚀力的土圾流失量
。

‘

黑龙江省共有 12 种类型土壤
,
其中

,
水蚀以黑土

、

白浆土和暗棕壤最为严重
。

所以
,
我们对

上述 3 种土壤进行了K值的研究
。

它的求算采用实测法
、

诺模 图法和经验公式法
。

3 种方法 以实

测法为准
。

1
.

实测法
。

以克山县
、

宾县和牡丹江市实测的 3 种土壤流失量除以相应的 R 值即可求 得 3

种土壤的K 值 (表 4 )
。

表 4 不同类型土壤的k 值

l|卜阵日
年度

(年)
试区侵蚀量
(t/ h a 一 a )

白 浆 土

年 R 值
(J / m

“)

黑土

k 值 }试区侵蚀量
t / h a ) } (t / h a · a )

年R 值
( J / m

Z )

k 值
(t / h a )

区仅蚀量
t / h a

·

a )

暗 棕 壤

年R 值
( J / m

Z )

k 在汇
(t/ h a )

0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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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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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noCOC‘

0
。

2 6

八UQ‘11OJOU八Ono月任4nOO自OU奋j‘.弓.

O自4CJ八DO自,上OJSA
�OUnUOU1一11nn�4no4OU乃‘n40自

�日�八O

⋯⋯
,工UQR�八04八OnoCj

1.工O自9曰198 5

19 8 6

1 98 7

198 8

19 89

1 9 90

均值 0
。

3 1

月‘民口只J八0
. .上n
月任njCU�X�八01匕八O�匀

‘娜,如

:
J

勺‘4�f口八O�匀4八OO口Q�乃百O‘4�匀9曰,1,八上O,1汤任nUCO00�匀n�OLI1工月了八O
目.工0�透�八O

.

⋯⋯
OUCOO‘O自OU4�匕

碑O
‘.二训勺厅‘1工,二n口

注
:
暗棕壤试区为非标准小区

、

L = 20 m
、

8 二 15
.

8 %

计算公式
:

黑土
、

白浆 上 K =
A

R
(标 准小区 ) ( 5 )

暗棕壤 K = A

R L S
( 非标准小 I孟) ( 6 )

式 中
: K一土壤侵蚀率 “/ ha) ; A 一多年平均

.

单位面积土壤流失虽 ( t / h a ) ; R 一降雨侵蚀力 ,

L一坡长因子
; S一坡度因子

。

2
.

诺模图法
。

根据土壤机械组成
、

有机质含量
、

结构和渗透性 由诺模 图查算不同土壤K值

(表 5 )
。

表5 3种方法求得 3种土蜒的k值

粉砂 + 极

细砂 ( % )
( % )

有机质

( g / k g )

·

⋯⋯
··

⋯ 实测法 ⋯⋯
··

⋯
444 8

。

7 22222 2 777 333 333 0
。

2 666 0
.

1888

555 7
.

8 00000 l 333 222 333 0
.

3 111 0
.

2 555

333 6
.

0 00000 1 999 333 333 0
。

2888 0
。

2 222

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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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经验公式法
。

对于粉砂和极细砂含量小于70 %的土壤
,
诺模图可求解于下列方程

:

.
。 ‘

1 0o R = 2
.

IM
’

‘
’‘

(1 0
一 4

) (1 2 一 a ) + 3
.

2 5 (b 一 2 ) + 2
.

5 (C 一 3 ) (7 )

式中
:
M一土壤颗粒级配参数; M 二 (粉砂 + 极细砂百分数) (10 0一粘土百分 数) ; a

一土壤有

机质百分数 ; b一土壤结构编号 ; 。
一土壤剖面渗透性等级

。

由表 5 看出
,
查图法和公式法求得的 K 值比实测法小30 %左右

。

用这两种方 法求得的K 值必

须增加 30 %
,
才是某种土壤实际的K 值

。

此法可代替实测法
,
这为全省其它各种土壤K 值的求得

提供了简便易行的方法
。

(三 ) 坡长坡度因子 (地形 ) Ls 值的求算 坡长是L 在其它条件相同情况下
,
特定坡长的土

壤流失量与坡长为 20 。的土壤流失量的比
。

坡度是在其它条件相同情况下
,
特定坡度的土壤流失

量与坡度为 9 %的土壤流失量的比
。

L S 因子也称地形因子
,
在实际工作中把两者结合起 来作为

一个复合因子进行综合计算更为方便
。

它是在其它条件相同情况下特定坡面的土壤流失 量 与 标

准径流区土壤流失量的比率
。

将宾县和克山县试验区的有关资料进行研究
,
其坡度 ( 2

。

~ 12
。

) 指数在 1
.

0~ 2
.

3之间
,
坡

长 (2 0 ~ 3 00 m ) 指数在0
.

17 ~ 0
.

19 之间
。

根据坡度
、

坡长与土壤流失
.

量的统计分析
,
推 导 出干

省 L S 因子的计算公式
:

L S =

(晶)
。

一(磊) ( 8 )

或L S = 0
.

0 7 1 9 7 L “ · ‘ 8 0 ’ ·

式中
: L

—
坡长 (m ) ; S

—
坡度 (% )

.

; 0 -

一坡度 (
。

)
。

(四 ) 植被与经营管理因子 C的求算
1

.

农作物C值的求算
。

作物 C值表示在其它条 件 相同情况下
,
某种农作物地土壤流失量与

无草
、

犁耕休闲地土壤流失量之 比值
。

我们 将 玉 米
、

高粱
、

谷子
、

大豆
、

小麦 5 种作物划分 4

个生育期
, 求出每个时期的C值 (C n

值 ) (表 6 )
。

将每个时期的C n
值乘以相对应每个时期的R

值
,

占全年R 值的百分数 即得到每个时期的C n
值 (表 6 ) ,

将 4 个时期 的C
n

值相加即得到每年的 C

值
。

将几年的C值总计除以年份所 得值即为各种作 物的C值 (表 6 )
。

计算公式如下
:

_ A
,

C n = = 二一一

月 2

( 9 )

式中
:

A :

—
农作物地土壤流失量 ; A

:

—
休闲地土壤流失量

。

C == C : R ; + 口Z R : + C 3 R 3 + C
‘

R
‘

式中
:

C
: 、

C
: 、

C 3 、
C

。

—
农作物每个时期的C n

值 ; R
: 、

R
: 、

R 值占全年 R 值的百分数 (% )

(1 0 )

R
3 、

R
‘

—
农作物 每 个 时 期

2
.

草原
、

森林C值的计算
。

直接借用国外的数据
。

草地C = 0
.

01 ~ 0
.

45
,
森林 C = 0

.

001 ~

0
.

1 0
。

但由于翟盖率不同
,
其C值也不相 同 (表 7 )

。

在实际应用中可直接查表使用
。

尸因子是在其它条件相同情况下
,
实行某种保土措施

,
农地土壤流失量与顺坡耕作农地土壤

流失量之 比值
。

全省各种水土保持措施因子的尸值如表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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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种作物的C值八O�一出衣一n一

一C一

作物
年度

(年 )

R n 朴
各生长期C值

C值

1 9 8 6

19 87

198 8

19 8 9

X

3 6 3 0

2 5 2 2

玉米

。

4 12 4

.

3 4 25

。

2 6 9

。

22 5

。

33 6
‘

38 1

。

3 03

4 1 1

0 57

27 1

10 8

2 12 03 53
’

0

:

⋯

{0
。

25 7a

!引习||一|叫词叫
.

|叫司门一洲叫川4训
,

刘门

1819一4026
月明如J刊曲12:0||卜n广�心卜旧f阮阿|叭四|

19 8 6

19 87

198 8

198 9

X

52 40 {o

{{{⋯
4 8 5‘

⋯
0

1 6 4 3
)
o

4 4 4 9
}

3 12 4{0
35工8{0

;⋯⋯⋯⋯
4 77 5

⋯
。

.

4 8 29
。

3 157

。

65 08

。

25 83

。

42 6 9

3 7 16

⋯
。

,

1 6 5 7

尸
·

3 0 0 6

}
1 3 9 9 {o

·

2 4 49 0
。

2 7 3

2 5 6

高 梁

30 4

2 78 04 6 0 :0

.

, 。5 4

⋯
。

。

.

148 6

⋯
。

.

1 14 2}0

13 1 8

⋯
。

3 29 5

. .

⋯

.In厂队1U|Clv|0|n广

.

⋯
一|旧卜厂队四
l||认lU|Inlv|一|卜旧f队归|旧广队旧|Inlv|

n�

l
|||||||l||Al刀|

OO9�
. .工

.

|!1
1‘
,

well|匕刀l一

⋯
l||In|洲l一J||
l
|1
.

|es
l

|泊|
。

5 52 8
。

2 68 4

。

13 6 6

。

48 2 8

谷 子

19 8 6

19 8 7

19 88

19 89

X

。

16 46

。

3 3 04

。

0 68 7

。

2 29 4

.

3 3 60

。

05 4 5

。

51 20

。

0 5 28

。

23 88

222

111
3

111
{{{{{ lll

333 4
‘

888 5 3
.

888

1110
。

333 3 4
。

888 5 3
.

888

⋯⋯⋯ }
...

}
··

1110
。

333 3 4 协888 5 3
。

888 0 3 62 10 1 15 0

.

。。3 1

⋯
。

.

.

。。2

{
。

.

27 72

0 6 4 1 :0 0 0 22 }0 2 6 2已八乙
.

nO�匕

. ...口.... .......

OU

nn�n�八“

...吸...
..、

;
l
es
‘.,......‘....

八01了
.
0口1上

。

4 194
。

14 78

。

0 74

。

13 6

。

1 26 0

。 4 5 6 3

大 豆
。

14 6
。

11 9

。

0 2 59

。

2 0 27

|队M|叭闷||||n厂认月|一|L叮!勺|
.

|o

nn
..,.......

1‘L‘‘
.J

八Ot才吐一�“OUn‘八04

19 8 6

1 9 8 7

19 88

19 8 9

X

林
198 6

198 7

19 88

19 89

X

0 13 5 :0 0 22 2
.

3 17 2 0 3 64 3{0
。

06 9 7
:
。

·

。2 27

}0
0

1 2 3 1

0
.

0 28 7 0
。

20 6 0

0 27 2 }0
.

0 39 3 0
。

0 20 0

111
。

111

111
。

111

111
.

111

.

。4。9

⋯
.

14 64

.

。。2 1

⋯
。

.

。1 32 。2 4 1

⋯n甘

‘屯....r

!‘J八04n�n甘O甘一�JCO
,.小 麦

‘2 2 5

{
0

13 50 }0

·

“‘0 0

;
。

·

。9 3“
0 33 710

.

07 0 4

l认lU|协IUI叭四|价IvL旧|
.

1|以lU|队四

|
|四阮|旧lv|一l匕lIJ厂卜旧尸L陌卜|�山曰|津

浓 R n 为各时期R 值
,

占全年R 值百分数
。

3 个气象站多年均值
。

R n 均值为宾县 (31 年 )
、

克山县 ( 33 年 ) 和牡丹江市 ( 35 年 )

表7 林
、

草不同覆盖度的C值

覆 盖 度 ( % )

种 类

10 0

草 原

灌 木

乔 灌 木

森 林

0
。

4 5

0
。

4 0

0
。

3 9

0
。

1 0

0
.

24 0
。

1 5 0
.

0 9 0
.

0 4 3 0
.

0 1 1

0
。

2 2

0
。

2 0

0
。

08

0
。 1 4

0
。

1 1

0
.

0 8 5 0
.

0 4 0
。

0 1 1

0
。

0 6

0
。

0 6 0
。

0 2

0
。

0 2 7

0
。

0 04

0
。

0 07

0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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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各种水土保持措施因子的 p 值

土壤侵蚀量 (灯 h a)

水保措施 地 点 p 值
保土措施 顺坡耕作

O甘�匕Q自Q自O‘J任��口门r�日�1上O口no
.

⋯
n�nUn“l�11水 平梯 田

地 埂

等 高 垄 作

生物防冲带

克山
、

拜泉
、

青

岗
、

海伦
、

北安

0
。

3 0

1
。

63

3
.

28

2
。

18

10
。

5 1

1 1
。

24

9
。

33

5
。

87

四
、

土壤流失方程的验证

我们用省水保所实验场南
、

北两侧集水区 1 9 8 3年
、

1 9 8 4年
、

1 9 8 5年 3 年实测土壤流失量与方

程计算土壤流失进行比较 (表 g
、

表1 0)
。

集水区面积分别为 1 1
.

8 0h a 和12
.

08 h a
。

南侧 以 林地

为主
,
北侧以农地为主

。

由表 9 和表 10 计算出南
、

北两侧集水区实测与方程计算土壤流失量的误差 分 别 为6
.

69 % 和

7
.

84 %
。

即准确率高达 90 % 以上 ,
足以证明方程在实际应用中具有很大的可靠性

。

表9 实验场南侧集水 区实测与方程计算的土壤流失量

植被与保土 措施 坡
土 壤 流 失 量

实 测 值 ( t / a ) 方程计算值

度
( C

、

P )

( m )

积

( h a )
198 3年 19 84年 198 5年

乔灌混交林
C = 0

.

0 07
,

P = 1
6 1 } 9

.

9 只1 1
.

5

e = 0
.

0 07 ,

p = 1 一
108 5年}105 4年}10 5 5年

5 2 } 1 0
.

2

大豆 }玉米 }玉 米

等高垄作P = 0
.

3 52

1 1 1 1 2 4
.

67

R = 16 1
.

6 0
,

K
二 0

.

3 1
。

只指全部林地 面积
,

而非 I
、

2
。

2 8

赢⋯
W 实 {

⋯
{

1
1 3

.

。l

⋯

单位面积
侵 蚀 量
( t / h

,

a 一 a )

1
。

04

1
。

05

年均值

W 计
(七/ )

12
.

08

6
。

00 1
。

8 0

1 3
。

88

一00一�”一一几乙�‘.上

nO
.

n�

�.

月
,....

.

.....

d�
.4

口‘...........,月月

连�ndO自

l

州
I

钊
I

ee

l到习川划一引

注
: I 号地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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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地 植被与保土措施施 坡坡 坡坡 面面
.

土 坡 流 失 量量

号号号 (C
、

P夕夕 长长 度度 积
························································

(((((((m ))) (
。

))) (ha ))) 实测值 (t/ h a
·

a ))) 方程计算值值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9 8 3年年 19 8 4年年 19 8 5年年 年均值值 单位面积积 年均值值
IIIII n O Q才片片 I n Q 月

碑

你之之 I n Q 代 才仁仁仁仁仁仁仁仁 访实实 授蚀见见 W 计计
IIIIIIIIIIIIIIIIIIIIIII 口 、、 l 于 l卜 。 . , \\\ l 子 l卜

二
, ---

11111
二口 U 口 ~ rrr 几口O 生 ~ rrr l 口U 口 一 r

lll !!! !!! }}} }}} }}} }}}
“ 产

!!!
、 “

“
‘。

一
“ 2

厂厂
气 ‘1 1 1 已

一
“ 侧侧

IIIII }
,

___ { _
、 . ,,

{ 一
。

,, 16 000 2
.

444
’

3
‘

9 22222222222 7
‘

9 555 3 1
。

1666
大大大显 }土术 { 向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

丁丁丁
·

顺坡坡耕作P
:::= 111

. .
一

. . . . . 月. . .
.
户.
目

- ~~~ 民 叮叮
. . . 目 . . . ~ . . . 脚- 一

. . .. . . .. . 月. . 月

一
叫叫

{{{ {{{ }}} {{{
叮 月 月月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n lllll 0 只 QQQQQQQQQQQQQQQ

大大大豆 }玉米 }谷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lllll

等高垄垄作 P
:::二 0

。

3 555

二二 {{{ 111 】】 i 111}}} {{{ I 一一)))
高高高粱 {大豆 {玉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

皿皿皿 婆 高婆婆
ttt 户户

2 0 111 5
.

222 2
.

0888 } 一一!!! } 一一}}} 7
.

9 666 1 6
。

5 666

作作作作 P
:::二 n

_

只弓222}}} }}} } }}}}}}}}}}} l
··

{{{
.....

’J .

~ ‘灿
’月

一 , .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_____ 卜 二 } 二 平 }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万万万 八又 }山小 }

’

口
一

JJJ

6888 8
.

444 1
。

0000 }}} }}} 111 ! 一一 3 2
.

5888 32
。

5888

JJJJJ顷垄耕作 P = lll }}} {{{ {{{{{{{{{{{ } }}}}}}

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

荒荒草地
,

裂盖度为为 6555 1 2
。

lll 2
。

500000000000 2 9
.

3 111

444 0%
,

C = 0
.

15555555555555555555

�......口....毛...

UQOU
.8民口

注百 R = 16 1
.

6 0
,

K = 0
.

3 1
。

五
、

土壤允许流失量的确定

土壤允许流失量是土壤流失方程应用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技术指标
。

根据水利电力部土壤侵蚀

强度分级指标的规定和黑龙江省土层较薄
、

透水性能差
、

侵蚀程度较严重及耕作水平等特点
,
经

有关部 门共同研究
,
把允许土壤流失量定为 3 ~ s t八 h a. a)

。

六
、

结 语

1
.

黑龙江省土壤流失方程的定型模式为 A = R K L S C 尸
。

式中A

—
单位面积多年平 均土壤

流失量 (灯 ha. a ) ; R

—
降雨侵蚀力因子 (J / m

“) ; K

—
土壤可 蚀 性 因 子 (灯ha) ; L 习

—
地形因子 〔L

—
坡长 ( m ) , 厅

—
坡度 ( % ) 〕 ; O

—
植被与经营管理因子

; P

—
水

土保持措施因子
。

2
.

黑龙江省降雨侵蚀力最佳指标为 R = E
。。 I 。。 。

3
.

黑龙江省基本雨量标准为g
.

s m m ,
瞬时雨率标准

:
z o m i n 为 2

.

o m m , 2 0m in 为 3
.

1

m m , 3 0 m i n 为3
.

sm m , 6 0 m i n 为4
.

g m m
。

4
.

黑土江省土壤流失方程各因子值是
: ( l ) 多年平均 R 值为84

.

925 ) / m
“ ,
但年 际 变化

幅度很大
,

最高年可达 61 7
.

4 5 5 ) / 哪
“,
最低年只有3

.

4 89 ) / 。
“ 。

其年内分布全部 集 中 在 5 至 1

月份
,

且 以 6
、

7
、

8 三个月为最高
,
占全年 R 值的9 1

.

2 5 %
。

各地 R 值在3 6
.

2 3 8~ 1 2 7
.

0 1 9 ) / 。
2

之间 ; ( 2 ) K 值
:
黑土 = 0

.

2 6
,

暗棕壤 = 0
.

2 8
,

白浆土 = 0
.

3 1 ; ( 3 ) C值
:

小 麦
== 0

.

0 7 0 4 ,

玉米
= 0

.

2 5 7 8 ,
大豆 = 0

.

2 6 2 6 ,
谷子 = 0

.

2 7 7 2 ,
高粱 = 0

.

3 2 9 5 ; ( 4 ) P值
:
水 平 梯 田 =

(下转第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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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社会效益
。

在 4 年种植制度改革试验中
,

我们始终坚持了以点带瓦 试验与示范推广

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

以户带村
、

以村带村
、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
并已引起固原地委

、

行署和

彭阳县委
、

县政府以及孟源乡政府各级领导的重视
。

1 9 8 9年 8 月 固原地委 书记惠连杰来点检查工

作后
,

深有感触的说
: 洞子硷早农经验

“
有普遍意义

” ,

值得学习和大力推广
。

1 98 6年彭阳县委

用正式文件发至全县17 个乡推广
“
农田种植改革方案

” ,

在 19 88年至 1 989年曾组织 全 县各 科
、

各乡的干部
,

大 队
、

生产队干部几百人来点参观
。

同时在 1 989年和 1 99 0年两届县人大代表会上决

定
,

推广洞硷子早农经验
,

到 19 8 9年推广面积达80 万亩
,

平均每亩增产 15 % 以上 ,
全县总计增产

粮食 1 2 00 万k g ,

增加纯收入625 万元
。

并协助彭阳县北部山区举办早农技术培训班
,

讲课25 次
,

约 15 000 人参加学习
,

来点参观人数达 3 000 多人 (次 ) ,
对外推广作物优 良品种 3 万多 k g

。

《中

国科学报》
、

《宁夏日报》
、

《固原报》 等公开报道介绍了洞子硷早农经验
,
认为该成果

“
为早

农增产探索出一条新路子
” 。

四
、

结 语

宁南山区农业生产存在的问题很多
,
而种植制度不合理

,
栽培技术落后尤为严重

,
因而很难

抗御自然灾害的威胁
, 也难以改变土壤瘩薄现状

,
造成粮食生产低而不稳

。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

我们在综考区划制定农 田改制方案的基础上
, 于 19 8 5年在 自然气候

、

生产条件上具有代表性而又

有较大生产潜力的洞子硷作为早农改制试点
。

经过 4 年实践
,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较好的效益

,

实现了丰年大增产
,
旱年少减产或不减产的目标

,
并对当地及周围县乡 以及毗邻省部分县起到了

示范带动作用
,
为宁南山区早农生产探索了一条可行的路子

,
这条路子可简单概括为

:
化肥是动

力
, 豆类作补充

,
农 田改制是关健

,
良性循环为 目标

。

本项试验在 中科 院
、

水利部西犯 水保所山 仑研究员指导下完成
,
彭 阳县科委

、

农业局给 予大

力支持和 配合
, 并先

一

后 有 3 名技术人 员参加 了该项研究工作
。

(上接第 9 页 )

.

0 2 9 , 地埂 = 0
.

1 4 5 ,
等高垄作 二 0

.

3 5 2 ,
生物防冲带 = 0

.

3 7 2 ; ( 5 ) 在标准状况下

: s ·

(品)
一

(汽)
一

或 L S = ”
·

”‘, ”, L
。 ‘ ’‘”

‘ ’ 3 。

5
.

诺模图和经验公式法求K 值是可行的
。

通过野外观测和室 内化 验 分 析
,
得到 (粉砂 +

极细砂) 百分数
、

0
.

1~ 2
.

om m 粗砂百分数
、

有机质百分数
、

土壤结构和土壤剖面渗透性 5 个参

数
, 经过查图或公式计算求得K 的近似值, 再增加30 % 即得到某种土壤实际K 值

。

6
.

黑龙江省允许土壤流失量为 3 ~ 5七/ (h a
·

a)

7
.

方程经过验证检验
,
准确率在90 % 以上 ,

说 明实用性是 可靠的
,

可在全省 广泛 推 广 应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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