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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是在学术访问的基础上参考有关资料写成
。

文内对印度土壤侵蚀现状
、

水土保持科

研的任务
、

内容
、

重要成果 和方向等作了较详细的论述
,

同时总结了主要的经验 供 我 们 借

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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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
,

土地总面积按印度方面的统 计为 328 万 k m
“

(按 我 国公 布的 数 字为

2 9 7
.

5万 k m
Z

)
。

全境按 自然条件分为西北部边疆高山区
,
恒河流域平原区和印度半岛 区等 三个

大区
。

在全国总土地 面积 中
, 约有 2 50 万 k m “ 的土地易遭水害

。
1 75 万 k m

“
的土 地因 土壤侵 蚀而

退化
。

据 D
.

C
.

达斯 ( 1 9 7 7年 ) 的材料
,
全 国片蚀面积约 1 60 万 k m

Z ,

其中72 万 k m
“
分布在红 壤

区 ,
年侵蚀模数 4 0 0一 1 o o o t / k m

Z ,
8 9万 k m

Z

分布在黑土区
,

年侵蚀模数 1 1 0 0一 4 3 0 0 t / k m
“ ;

切沟侵蚀面积 4 万 k m
Z ,

年侵蚀模数
, 3 3 0 0 t/ k m

“ ;
边坡侵蚀面积 13 万 k m

Z

的 年侵 蚀 模 数
,

8 00 。灯 k m “ 。

根据最近对全印土壤侵蚀率的分析 ( 1 9 8 3年 )
夕
仅仅由于农业及其耕作活动

,

每年

土壤的流失量约达 53
.

33 亿 t
,

其 中29 %随河流输入大海
,

10 %被拦蓄在水库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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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水土保持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印度的水土保持工作始于 0 5年代初
。

1 9 5 4年在原林业研究所下属的土壤保持中心和沙漠绿化
`

研究站的基础上
,
成立中央水土保持局与并开始工作

。

在第 1 和第 2 个五年计划期间
,

该局建立

了一系列水土保持研究
、

示范和培训中心
。

这些中心以后在 1 9 6 7年转归印度农业 研 究委 员 会管

辖
。

1 9 7 4年农业研究委员会将这些研究中心联合
,
建立中央水土保持研究和培 训 所 ( C S W C R

-

T l)
,

协调全国的水土保持发展
、

研究和培训工作
。

该研究所总部设在台柱登 ( D e h ar D u n )o

下设 7 个研究室
, 即土地和水资源研究室

、

植物研究室
、

水文和工程研究室
、

早地农业和水资源

管理研究室
、

经济和统计室
、

推广和流域项 目办公室
、

培训部等
,
并在全国不 同类型 (地貌

、

土

壤
、

植被
、

气象等 ) 区 , 分设 8个研究中心
,

即昌迪加尔 ( C h a n id g ar h ) 中心 (位于中央直辖

区 )
、

科塔 ( K o t a) 中心 (位于拉贾斯坦邦 )
、

瓦萨特 ( V as a
d) 中心 (位于古吉拉 特 邦 ) 亚

格拉 ( A g r a ) 中心 (位于北方邦 )
、

达梯奥 ( D a t i a ) 中心 (位于中央邦 )
、

贝 拉 里 ( B e l l a _

r y ) 中心 (位于卡纳塔 卡邦 )
、

卡拉普特 ( K o ar p u 幻 中心 (位于奥里萨 邦 ) 和 奥 塔 坎 蒙 特

( O ot ac
a m u n

d) 中心 (位于泰米尔纳杜邦 )
。

有针对性地开展 以防治水土流失为 中心的 科 学

研究
,

主要为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服务
。

`

二
、

水土保持科研现状和成果

(一 ) 水土保持研究任务 在中央水土保持研究培训所的统一规划下
,
根据该国 的 农 业 气

候条件
,

确定水土保持研究的主要任务为
:

( l ) 评价不同土地利用系统下的土壤侵蚀和水土资

源保护问题 , ( 2 ) 评价流域的水文特性和流域管理
。

减少输沙量和改善水分状况 ; ( 3 ) 根据

地力评价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鉴定的适生植物种 ; ( 4 ) 发展适用技术
,
增加侵蚀地和退化地的

产量
; ( 5 )

.

监测土地利用和管理措施对环境变化的影响
;

( 6 ) 发展旱地农业和有效的水资源

管理技术
; ( 7 ) 开发稳定沟壑

、

滑坡
、

治理坡面急流的技术 ; ( 8 ) 培训水土保持 千 部 和 人

员 ; ( 9 ) 示范农田增产 的水土保持措施
。

(二 ) 水土保持研究内容 根据上述研究任务
,

目前水土保持科研主要围绕下列内容展开
。

( l ) 水
、

土资源方面
:

资源评价
,

、

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
,
侵蚀危害估价

,

地方和土地生产率评

价等
; ( 2 ) 旱地农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

:

旱作和有限灌溉条件下的增产技术
,
适宜作物

.易种的

选择等
; ( 3 ) 植物科学方面

:

保护土地和水道的植 物种的鉴定和评价
, 草地管理

,

森林作用
,

园

艺保护等 , ( 4 ) 流域水文和工程设计方面
:

降雨一径流关系
, 泥沙和径流控制

,

产水量
,
径流

农业
,

控制侵蚀的建建工程等
;

( 5 ) 效益计量方面
:

水土保持措施的经济评价
,
项 目 评 价方

法
,

试验设计等 ; (6 )培训人员方面
:
培训计划协调

,

水土保持人员培训和研究生培养等 ; ( 7) 推广工

作方面
:

技术转让
,

土地综合利用 的流域管理规划制定
,

科研一开发机构一农业社间联 系 的 建 立

等
。

(三 ) 水土保持研究的主要成果 通过科技人员 30 多年的努力
,

印度 的水土保持研究在 以下
、

几个方面取得 了重要的成果
。

( l ) 基础理论方面
。

根据降水
、

土壤植被和土地利用的资料
,
完成了印度土地资源分区

和分带图
。

全国共划分为 ” 0个土地资源厚
, 各区 又进一步划分成基于特殊土地利用的 若 干 资 源

带 , 在分析 日
、

周
、

月
、

年降水资料和计算 它们在 80 %
、

50 %和 1 0% 的概率值基础上
,

完成 了印

度降雨分带图
; 为分布在印度北部

、

中部
、

东部
、

西部和南部的 42 个站
,
完成 了 雨 强

、

降 雨 历

时
、

重现期方程
、

侵蚀力分析和诺模图
;
计算了全国不同地 区的 44 个 站 的 月

、

季
、

年侵蚀指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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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
绘制了全国等侵蚀线图 , 用合理化方法

、

库克法和水文土壤覆盖综合法绘制了三张测算小流

域最大流量的诺模图 ; 通过在不同自然条件下对土壤侵蚀预报的研究
,

确定了通用土壤流失方程

式在印度的各种参数
。

( 2 ) 应用研究方面
。

根据农业气候条件
, 进行水土保持区划

。

全国已划分 10 个水土保持
,

内
,
并按各区特点

,
分别确定治理方向和重点治理内容

,

制定了治理措施 , 在不 同的农业气候带

区
。

根据约 3 0 0 0个径流小 区的观测资料
, 测定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流失量

,

其排列顺序一

般为
: 天然地面覆盖 < 草皮 < 饲料 + 绿肥草地 < 豆科植物 < 非豆科植物 < 裸露休闲地

;
制定了坡

耕地的农业工程措施
。

如阶式梯 田
、

缓坡堤
、

等高耕作等
。

确定了不同区域农地减少土壤流失
、

获得较高收成的作物混作
、

间作和带状条作方式
。

以及在早作和灌溉条件下的种植制度和作物品

种
;
提出了保护陡坡

、

侵蚀地
、

多石地和土层痔薄地等非农地免遭侵蚀
,
成为有生产效能的土地

的途径和措施
, 包括种草

,
发展饲料

、

燃科林
、

园艺场等
,
恢复人工和天然植被 ; 成功地为不同

地区
、

不同地类选择了适宜的树草种和乔
、

灌
、

草配置方式 ; 在 8 个水土保持区
,
有 31 个河谷工

程和许多农业和非农业小流域
,
制订并实施着土壤保持计划

,
总面积达 77 万 k m

“ 。

三
、

水土保持科研的发展方向

根据当前国际水土保持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印度的实际情 况
,
该国的水土保持科研工作

,
今后

将着重从 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试验研究
:

和生物措施的比较和经济合理性评价 ;

1
.

在一定的地力级和农业气候区内各种水土 保 持 工 程

2
.

混农林 (农林间作 ) 的研究
;

侵蚀和山区洪流的治理方法 ; 4
.

各种测试设备的研制和测定方法 ; 5
.

性研究
。

3
.

滑坡
、

开矿
、

路边

水土保持的社会
、

经济

四
、

水土保持的主要经验和特色

30 多年来
,
印度的水土保持科研

,
结合生产实际

,
因地制宜地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 取得了显

著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
。

(一 ) 统一协调管理全国的水土保持研究 如上所述
,

印度的水土保持研究是在中央水土保

持研究和培训所的组织领导下
, 由总部和下设 8个 区域研究中心协调进行和完成的

。

全部工作统

一规划
,
统一部著

, 因而可以集 中力量
。

统一方法
, 重点投入

。

解决若干全国性的基础理论和应

用研究的重大课题
。

如编制全国等侵蚀线图
,

确定通用土壤流失方程式在印度的 各 种 参 数 ; 同

时
,
也能顾及各地面临的与水土保持有关的经济建设和生产实际问题

,

这种对科研工作
、

研究资

料和成果的协调管理休制
,

有利于学科的发
.

展和水土保持规划的实施
, 是值得我们借 鉴 和 学 习

白勺
。

(二 ) 注重研究和生产结合 印度的水土保持研究很重视与应用和生产相结合
, 研究所和研

究中心都有面积很大的试验站 (或试验农场 )
,
研究课题多来自生产

, 成果则为生产服务
。

作为

研究单位
,
他们十分注意人材的培训和成果的推广

,
连研究所的名称和内部设置的机构都包括了

这两方两的内容
叭 可以说

,
他们把科研

、

示范
、

培训
、

推广四者有机地联系起来
,
构成了一条龙

的科研生产体制
,
成为印度水土保持研究的重要特色

。

(三 ) 实行流域管理
, 开展综合治理 印度的科学家认为

,
在流域的基础上采用适当的水土

保持措施
,

是改善该国环境的唯一途径
。

但是
,
为了获得对流域综合管理 (包括早地农业和农村

地区的综合发展 ) 这一概念的认可
,
他们用了 30 多年的时间

,

主要通过 中央水土保持研究和培训

所及其区域研究中心长期示范工作之后才取得的
。

1 9 8 2年在全国发展缓慢地区
,

为 17 个流域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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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流域管理规划
。

在这些规划中
, 因地制宜地采取了包括工程

、

农业
、

林草
、

园艺等多种措施
。

进

行综合整治
。

正如 《印度水土保持杂志 》 主编 5
.

P
.

巴尔特瓦杰所说
: “

在流域基础 上综合科

学管理自然资源
, 主要是土壤

、

水
、

植物
、

人和动物以及环境
, 以优化食物

、

饲料
、

燃料
、

纤维

和水果的产量
,
满足不断增加的人 口和动物增长的需要

,
是印度获得持久繁荣的关键

” 。

在这方

面 ,
施瓦里克 ( S h w al i k ) 地区的苏科梅杰里 ( S n k o m aj ir ) 流域被认为该国小流域综合发 展

的范例
,

为山麓地区的发展开阔了新的前景
。

印度政府和邦政府要求在全国同类地 区推广
。

(四 ) 实施大流域综合管理规划必须顾及群众利益 总结多年实践经验和教铆11
,
印度科学家

认为
, 为使流域管理规划得 以顺利实施

, 必须保证有群众的参与
,

使他们确信
,

他们能够从中得

到好处
,
满足他们的要求

,
解决他们的间题

,
减轻他们的困苦

。

而且还要酝酿一个短期计划
,

使

他们尽快得到实利
。

这样的规划最好以村为单位
,
并把所有自然资源公平地分配给村里的各个家

,

只有这样考虑和规划问题
,
流域综合管理才能速效

,

否则最终还会被群众的盲 目行动毁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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