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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岗 片 麻 岩 地 区 坡 耕 地

改造途径及其效益分析

魏
,

玉杰 李 华

( 山东省泰安市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
。

泰安市
·
2 7 1。。0)

提 要

通过对花岗片麻岩山丘区坡改梯方法进行实验研究
,

结果表明
:

采取一次性窄面水平梯田治理

坡耕地
.

施工简便
,

费省效宏
。

如 o5 与 10
。

坡改梯较传统方法省工 25 %左右
,

省料 30 %左右 .较坡耕地

水保效益提高 75 沉以上
,

土壤养分 报失明显减轻
,

讯期土壤含水量增加 15 % ~ 20 %
,

粮食增产 20 另

~ 35%
,

提高土地利用率 40 %~ 50 %
。

关健词
:
花岗片麻宕地区 坡耕地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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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位于鲁中山区
,

属暖温带大陆性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
,

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690
。

s m m
,

多集中在 6~ 9 月份
,

占全年降雨量的
一

70 %左右
;
多年平均气温 13

.

15 ℃ ,

) 10
。

的积温 4 3“ ℃ ,

年

蒸发量 1 7 52
.

4m m
,

无霜期为 1 95 天
,

适宜小麦
,

玉米
,

地瓜
,

花生等农作物的生长
。

全市耕地面积

39
.

5 万 ha
,

其中坡耕地 12
。

o 万 ha
,

占 30
.

4%
,

坡耕地耕作层厚度一般在 3 c0 m
,

土壤痔薄
,

颗粒粗
,

收稿日期
:
i , , 1一 1 1一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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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性强
,

抗冲能力差
,

侵蚀模数一般在 6 0 00 ~ 10 。。 o t / k( m气 a )
。

其水土流失危害主要有
:
1

.

每

年剥去坡耕地 4 ~ 7m m 厚的土层
,

直接损失氮
、

磷
、

钾养分 1
.

6~ 2
.

6 万 t ,

有机质 0
.

9 ~ L S 万 t 沼
·

砂砾化面积以每年 l %~ 2%的速度增加
,

按此计算每年约损失坡耕地 1 2 00 ~ 2 4。。h 。 ; 3
、

淤积河

道
,

水库
、

塘坝等
、

仅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约 4 co 万元
; 4

、

土壤理化性状恶化
,

地力下降
,

产量

低而不稳
,

据测算单位面积产量仅为基本农田的 20 % ~ 30 %
,

所以坡耕地就成为限制山丘区经济

发展的制约因素
。

实践证明
,

坡改梯是治理坡耕地的有效措施
,

但传统的坡改梯方法要求统一的大标准
,

因而进

度慢
、

费工
、

效果差
,

为此结合当前农村经济政策
,

寻求一种进度快
,

费省效宏
,

群众乐意接受的坡改

梯方法是必要的
。

于 1 9 8 7年我们选取坡耕地集中
,

具有代表性的新泰市北师乡狼毛沟小流域做为试验研究区
,

这里属低山丘陵
,

地面坡度在 3o ~ 1 50 之间
,

坡面垦殖指数为 30 % ~ 50 %
,

多收一季花生 (纯连作

制 )产量一般在 1
.

s t/ ha
,

土壤为花岗片麻岩风化粗砂土
,

微酸性
, p H 值为 5

.

8
,

风化层厚度 30
c m

,

水土流失严重
,

侵蚀模数 8 o 00 t / (k m
,
.

a)
,

土壤干早瘩薄
,

有机质含量 5~ 7 9 k/ g ,

氮福磷
、

钾含量分

别为 0
.

3 5 9 / k g
, 0

.

6 1 9 / k g 和 2 0
.

4 9 / k g
.

一
、

试验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 )试验研究内容

1
、

不同坡度坡改梯效益对比试验研究
;

2
、

梯田堰边不同利用的效益对比试验研究
。

(二 )规划布置与设计施工

1
、

规划布置
。

布设具有代表性的 o5
、

1 00 两组试区
、

处理为坡式梯田
、

水平梯 田
,

原坡面 (坡耕

地 )对照
,

5o 坡布设在南支沟东坡 (阳坡 )
,

10
。

试区布设在南向西坡 (阴坡 )
。

总面积 3
.

s ha
,

区内按 15

~ ZOm 间隔规划排水沟道
,

并与梯田内沟相联
,

构成排水系统
;
在试区 内坡下部位分别设置 5

。

及

10
。

坡耕地
,

坡式梯田
,

水平梯田径流
,

泥沙观测小区
,

面积均在 10 Om Z以上
。

并选取 o5 坡地水平梯田

的堰边栽植山植
、

黄花菜
,

1 00 坡栽植黄花菜
。

2 、设计施工
。

( l) 坡改梯设计施工
.

5
。

坡改水平梯田面宽 4 ~ 6m
,

10
。

坡田面宽 3~ 4m
,

田面外高

内低
,

内沟外埂
,

土层深 4 0c m
,

回填表土
,

堰坡比 1
:
1

,

踩实打紧
;
内沟为断面 3 0c m x 3 0c m 的竹节

沟
,

蓄排兼用
。

坡式梯田
,

田面宽 4 ~ 6m
,

堰坡比 1
:
1 ;

.

土层厚 4 0c m
,

回填表土
。

(2 )生物措施设计施工
。

①堰边山植
:

在梯田外缘 l m 外
,

按 3m 株距挖 l m X l m X l m 穴
,

并放

入土杂肥 1 5 k g ;
选优质嫁接苗栽植

,

浇定根水
,

封土保墒
,

60
c m 处截干

;
生长旺盛季节及时浇水追

肥
,

秋季结合扩坑换土增施有机肥
;②堰边黄花莱

:

在堰埂
、

堰坡按 0
.

s m 穴距挖 0
.

3m 见方的穴
,

埂

上单行
,

坡上双行
,

上下呈
“ 品 ”

字形排列
,

于雨季选择须根量多失水轻的壮苗
,

采用根兜栽植
,

并浇

足定根水
,

花前注意浇水结合追肥
。

③花生栽植
:

每年 4 月份均应结合放土杂肥 22
.

s t h/
a ,

将试区

土层深翻
、

整平
。

于 5 月初按 2 0c m x 3 0c m 株行距穴播
,

播种量 2 70k g h/
a ; 5~ 6 月间松土除草 3~ 4

次
,

注 意防治蚜虫
。

(三 )调查
、

测试内容和方法

1
、

不同坡度坡改梯技术经济指标调查分析
。

用统计方法主要测算不 同坡度
,

不同田面宽梯田挖

运土方量
,

投工
、

投资量
,

回收率
,

堰坡率
、

提高土地利用率等项指标
。

2
、

不同坡度试区土壤理化性状的测试
。

( 1) 土壤容重
、

粒级组成
。

于各试区不同部位耕作层 (0

~ 3 0c m )中分别取样
,

汛后测试一次
; (2 )土壤含水量

。

汛期每月 3 次 ( 5
、

1 5
、

25 日 )于试区不同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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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层分别取样
,

暴雨后加测
;
( 3) 土壤养分含量

。

于花生播种前和收获后
,

在各试区不同部位土层

中分别取样
,

测定 N
、

P
、

K 和有机质等
。

3
、

不同坡度试区汛期产流
、

产沙及其理化性质的测试
。

每次降雨记录降雨历时
、

雨量
,

雨强
、

径

流量
、

冲刷量
,

逐次测定径流泥沙中有机质
,

N
、

P
、

K 等化学指标和粒级组成物理指标
。

4
、

生物量观测
。

利用田间试验方法
,

观测物候期单位面积花生 (地上和地下 )生物总量和经济产

量
。

二
、

试验结果分析

(一 )坡改梯节约劳力和经济开支
,

治理速度快
,

提高土地利用率 坡改梯有关经济技术指标见

表 l
。

( 1 )
、

5
。

坡修建水平梯田
,

较坡式梯田
、

单位面积需挖运土方量增大 30 % ~ 35 %
,

1 00 坡增大

23 % ~ 34 %
; 5o 或 1 00 坡改梯较传统修法单位面积节省材料费 30 %左右

。

从投工量来看
,

o5
、

1 00 坡投

工 7 5 0一 ” 00 个 / ha
,

投纸年每劳投工 ` “ “ 个计
,

年劳治理面积达 “
·

0”一 “
·

1 1“ “ ;
由此

,

坡改梯技术

设计和治理速度都是可取的
。

(2 )
、

坡改梯后 田面率可达 85 %
,

提高了垦殖指数
。

原坡耕地集中地

区
,

垦殖 指数在 30 % ~ 50 %
,

按此计算
,

仅试验区所在的北师乡
,

从 1 9 8 7一 1 9 9 1 年共增加耕地面积

1 5Oh a ;
产值按 3 600 元 / ha 计

,

每年可增加收入 54 万元
。

表 l 试区坡改梯经济技术指标

坡坡度度 类 型型 田面宽宽 挖运土方量量 投 工工 耗材料费费 田面率率 堰坡率率 提高土地地

(((
。

))))) ( m ))) (m 3

/h
a ))) (个 / h a ))) (元 /h a ))) ( % ))) ( % ))) 利用率 ( % )))

55555 坡耕地地地 2 5 0 555 2 1 00000000000

坡坡坡式梯田田 555 2 5 9 555 5 2 555 4 8000 9 000 1 0
、、

5000

水水水平梯田田 444 3 3 9 000 8 5 555 9 0 000 8 666 1 444 3 666

111 000 坡耕地地地 2 5 0 555 3 7 555 2 7 000000000

坡坡坡式梯田田 444 2 7 3 000 6 0 000 6 7 555 8555 1 555 3 555

水水水平梯田田 333 3 3 6 000 9 0 000 1 1 2 555 7 555 2 555
、

3 000

(二 )水保效益显著 测算结果如表 2
、

表 3
。

o5
、

10
。

坡改梯减少径流分别为 35
.

9% ~ 56
.

5%和

6 8
.

2 %~ 9 3%
;
减沙效益分别为 83

.

3%和 96
.

2%
;
梯田 (包括窄面及基本农田 )完好率在 85 %以

上
,

而坡耕地沟蚀面蚀严重
,

导致大幅度减产
,

因此
,

窄面梯田与传统的梯 田具有同等水保效益
。

(三 )改善土壤理化性状 1
、

土壤容重
。

每年汛后土壤容重测定结果见表 3
、

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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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试区土壤容重年际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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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试脸小区径流泥沙测算

年年份 (年 )))项 目目 坡面坡度 (o )))坡面坡度 (o )))

1 555555555000

入入入入

坡耕地 坡式梯田 水平梯田田 坡耕地 坡式梯田 水平梯田田

9 1118 999汛期降雨量 ( m m )))2 8 5
.

32 58
.

32 8 5
.

3332 58
.

32 58
.

3
.

2 8 5
.

333

降降降雨次数 (次 ))) 1 31 3111 1 1 111 3 3 3 3

产产产流雨量 ( m m ))) 0 0 000 6 7
.

6 5 7
.

56 7
.

555

产产产流次数 (次 ))) 0
·

0
.

000
.

1 1
’

lll

径径径流深 (m m ))) 0 0 000 5
.

2 7
.

2 0
.

444

侵侵侵蚀深 ( m m ))) 0 0 000 0 0 000

1119000 9汛期降雨量 ( m m )))8 42
.

68 42
.

68 42
.

6668 42
.

68 42
.

68 42
.

666

降降降雨次数 (次 ))) 32 32 222 3 32 32 3222

产产产流雨量 (m m )))8 50
.

2 58 0
.

2 8 50
.

222 75 4
。

7 75 4
.

5 7 74
.

777

产产产流次数 (次 ))) 8 8 888 1 1 1 1 1 111

径径径流深 ( m m ))) 1 12
.

8 73
.

6 72
.

222 32 1
.

2 50 5
。

49 1
.

000

侵侵侵蚀深 ( m m ))) 0
.

3 70
.

12 0
.

0 666 1 4
。

02 2
.

3 70
。

5 444

1119 9 111汛期降雨量 ( m m ))) 1 5 3
.

9 51 3
.

9 51 3
.

999 51 3
.

9 51 3
.

9 1 5 3
.

999

降降降雨次数 (次 )`̀ 4 4 4 4 4 444 4 4 4 4 4 444

产产产流雨量 (m m )))2 6 3
.

42 6 3
.

42 6 3
.

4442 6 3
.

42 6 3
.

42 6 3
.

444

产产产流次数 (次 ))) 5 5 555 5 5 555

径径径流深 ( m m )))22
.

32 1
.

2 9
.

7775 3
.

2 2 6
.

9 16
.

999

侵侵侵蚀深 ( m m ))) 0 0 000 0 0 000

注
: l

、

流失泥沙容重取 1
.

5 49/ cm, ; 2
、

流失泥沙重为推移质与悬移质之和
。

表 3 1 9 8 8~ 1 9 9 1年试区土壤容重统计表

年年份份 5
。。

1 0
000

(((年 )))))))))))))))))))))))))))))))))))))))))))))))))))))))))))))))
坡坡坡耕地地 坡式梯 田田水平梯田田 坡耕地

、、

坡式梯田田水平梯田田

((((( g c/ m
, ))) ( g /

e m , ))) ( g c/ m
, ))) ( g / e m

, ))) ( g c/ m
, ))) ( g /

e m , )))

111 9 8888 1
。

57 777 1
。

5 6 777 1
.

5 6 222 1
.

5 7 666 1
.

57 000 1
。

5 6 444

111 9 8999 1
。

56 666 1
。

5 6555 1
.

4 8888 1
.

57 000 1
.

5 6 999 1
。

5 5 777

111 9 9 000 1
。

56 222 1
。

4 6999 1
。

4 5333 1
。

6 1 000 1
.

5 6 555 1
。

52 666

111 9 9 111 1
。

5 4 222 1
。

4 5 444 1
.

4 5 000 1
.

6 2 0
、、

1
.

5 2999 1
。

51 777

( l) 两组对比区坡耕地土壤容重均大于

梯田
,

5o 区坡耕地较坡式梯 田
、

水平梯 田土

壤容重增加 3
.

1%和 4
.

6%
,

1 00 区坡耕地较

之坡式梯 田
,

水平梯田土壤容重增加 2
.

3纬

和 3
.

4%
.

( 2) 两组对比区随着利用年限的延

续
,

梯田土壤容重减小的程度依次多于坡式

梯田
,

坡耕地
,

5o 区水平梯田 7
.

22 %
,

坡式梯

田 7
.

2。%
,

坡耕地 1
.

855
,

10
。

区水平梯田 3
.

01 %
,

坡式梯田 2
.

61 %
,

坡耕地 2
.

79 %
。

2
、

土壤颗粒级配
.

据 1 9 8 8年~ 1 9 9 1 年试区汛末 o~ 3 0c m 土层颗粒级配测定如表 4 ,

水平梯田

表 4 试区土壤粒级构成年际变化统计

坡坡面坡坡 类 型型 1 9 88 年年 1 9 89 年年 1 9 9 0 年年 1 9 9 1 年年

度度 (
0

)))))))))))))))))))))))))))))))))))))))))))))))))))))))))))))))))))))))))))))))))))))))))))))))))))))))))))))))))))))))))))))))))))))))))))))))))))))))))))))

粒粒粒粒级组成 (m m % ))) 粒级组成 ( m m % ))) 粒级组成 ( m m 肠 ))) 粒级组成 (m m % )))

>>>>>>> 1. mmm ,

~im0
, ,, .l ’

默默
<0

.

1口口口 > 1口 mmm 】~ 0
.

2555〕
.

2卜 OOO <0
.

】m mmm > 1口 mmm ,

~m0e
, 555 )

.

2卜 0
...

<氏】口 mmm
> l

m mmm ,

礁
, ,, : 25

~ 氏氏 <o
.

l m mmm

mmmmmmmmmmmmmmmmm口口 m mmmmmmmmm m mmmmmmmmm 口口口口

55555 坡耕地地 6 7
.

222 2 5
.

333 4
。

333 3
。

222 6 8
.

999 23
。

666 4
。

111 3
.

444 6 6
。

111 2 5
.

999 5
.

444 2
.

666 6 0
.

333 2 9
.

999 7
.

000 2
.

888

水水水平梯由由 6 2
。

999 2 4
.

111 6
.

999 4
。

111 6 2
。

444 2 5
。

000 8
.

444 4
.

222 6 3
.

888 3 0
.

000 3
.

555 2
.

777 6 3
.

999 2 7
.

555
.

5
.

777 2
.

999

111 000 坡耕地地 6 5
.

444 2 6
。

777 5
.

222 2
。

777 6 9
。

666 2 3
。

000 4
。

999 2
.

555 6 9
.

000 2 6
.

444 3
.

111 1
.

555 6 0
。

999 3 0
.

111 7
.

000 2
.

222

水水水平梯田田 6 3
。

111 , 只 月月
8

。

000 3
。

555 6 9
。

888 2 2
。

333 5
。

000 2
.

999 5 5
。

999 3 7
。

666 5
.

999 2
。

666 5 5
。

111 3 4
。

888 7
。

111 3
。

000
111111111 .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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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流失较轻
,

土壤中细粒含量相对增加
;
而坡耕地流失严重

,

土壤中许多细粒被带走
,

大颗粒含量

相对增加
,

质地变劣
,
o5

、

1 00 区水平梯田土壤中 < 。
.

l m m 的细粒含量减少
,

平均为坡耕地 32 %
,

水

平梯田 23 %
; 1 9 9 1 年雨量较小

,

无土壤流失
,

试区土壤中 < 0
.

l m m 的细粒含量有所上升石

另据径流泥沙样的颗粒组成分析如表 5
。

发现 5o 和 10
。

区坡耕地泥沙中 < 。
.

l m m 的细粒均高

于相对应的水平梯田
,

分别为 25 %和 29 %
” 。

表明水土流失促使土壤砂砾化
,

而采用试验的窄面梯

田可防止土壤砂砾化
。

表 5 1 9 9。 年试区流失泥沙粒级组成表

坡坡 度 (
o

))) 类 型型 粒级组成 ( m m % )))

>>>>>>> l m mmm 1~ 0
.

2 5m mmm 0
.

25~ 0
.

l m mmm < 0
.

l m mmm

55555 坡耕地地 65
.

222 2 7
。

333 5
。

000 2
.

555

水水水平梯田田 5 3
.

555 3 9
。

111 5
.

444 2
。

000

111 000 坡耕地地 6 7
。

000 2 5
.

111 4
.

000 4
。

000

水水水平梯田田 4 3
.

333 4 7
.

000 6
.

555 3
.

111

3
、

土壤含水量
。

根据几年来的实测结果
,

水平梯田 。~ 3 c0 m 土壤含水量依次高于坡式梯 田
,

坡

耕地
。

据土壤含水量测定 (图 2 )
,

水平梯田土壤含水量依次高于坡式梯田
、

坡耕地 10
。

试区土壤含水

量又高于相对应的 o5 试区
。

其差异尽管与试区的坡度
、

坡向有关
,

但坡改梯后能使土壤含水量提

高
。

………………………{{{{{{{{{{{{{{{{{{{{{{{
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鬓

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图 2 1 9 8 8年 ~ 1 9 9 1年试区 。~ 3 0c m 代表性土壤含水率比较图

4
、

土壤养分含量
。

实测结果 (见表 6) 水平梯 田较坡式梯田
、

坡耕地氮
、

磷含量平均分别增加 5~

8 9 / k g 和 5~ 1 2 9 / k g
,

有机质分别增加 s ~ 1 3 9 / k g 和 1 5一 2 0 9 / k g
。

随着梯田利用时间的延长
,

土壤

养分含量也逐年增加
。

其中坡式梯 田增加氮
、

磷含量 8一 14 9 k/ g
,

有机质 1~ 39 k/ g ;
水平梯 田 15 一



第 6期 魏玉杰等
:

花岗片麻岩地区坡耕地改造途径及其效益分析

3 09k / g和 2 ~5 9k / g,

而坡耕地由于逐年流失的原因
,

N
、

P 含量平均每年减少 2~ 4 9 k/ g ,

有机质 10

~ 2 0 9 / k g
。

(四 )经济效益显著 1
、

经济产量提高
。

坡改梯减少了水土流失
,

改善了土堆的理化性状
,

为植

物生长发育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

因而提高了土地生产力
。

据测定
,

水平梯田较坡耕地增加生物总量

25 % ~ 35 %
,

经济产量 20 %一 36 %
;
较坡式梯田增加生物总量 13 线~ 15 %

,

经济产量 10 % ~ 16 %
,

见表 8
。

表 6 1 9 88 年 ~ 1 9 89年试区土壤养分含量统计

年年度度 o5 坡面面 1 0
0

坡面面

(((年 )))))))))))))))))))))))))))))))))))))))))))))))))))))))))))))))))))))))))))))))))))))))))))))))))))))))))))))))))))))))))))))))))))))))))))))))))))))))))))))))))))))))))))))))))))))))))))))))))))))))))))))))))))))))))

坡坡坡耕地地 坡式梯田田 水平梯田田 坡耕地地 坡式梯田田 水平梯田田

有有有机机 NNN PPP KKK 有机机 NNN PPP KKK 有机机 NNN PPP KKK 有机机 NNN PPP KKK 有机机 NNN PPP KKK 有机机 NNN PPP KKK

质质质质质质质 质质质质质 质质质质质 质质质质质 质质质质质 质质质质质
((((( g / k g ))) ( g / k g ))) ( g /k g ))) ( g / k g ))) ( g /k g ))) ( g / k g )))

111 9 8 8 年年 7
。

7 333 O
。

3 777一 s ddd卜
:

·

。。 6
。

2 111 O
。

3〔〔 l
。

6 222

卜
。

·

lll R l qqq

卜
` 111

.

1
。

7 999 0
。

222 7
.

9 111 O
。

4 CCC 1
。

7乏乏 0
。

444 7
。

3 999 0
.

3 999 1
。

7〔〔 3 9
.

fff 8
。

0 111 0
。

4 555 2
·

。

{{{
4 9

。

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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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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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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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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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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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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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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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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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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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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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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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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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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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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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000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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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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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

·

〔〔 8
.

3 000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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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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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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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扭扭1
。

7乏乏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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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33 0
。

3 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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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

3 111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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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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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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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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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试区花生产量比较

坡坡度度 类 型型 1 9 8 8 年年 1 9 8 9 年年 1 9 9 0年年 1 9 9 1 年年

(((
。

)))))))))))))))))))))))))))))))))))))))))))))))))))))))))))))))))))))))))))))))))))))))))))))
生生生生物总量量 其中经济产产 生物总量量 其中经济产产 生物总量量 其中经济产产 生物总量量 其中经济产产

((((((( t /h
a ))) 量 ( t /h a ))) ( t /h a ))) 量 ( t /h

a ))) ( t / h a ))) 量 ( t八a ))) ( t /h a ))) 量 ( t / h a )))

55555 坡耕地地 6
.

5111 1
.

2 111 6
.

1 888 0
.

9 111 1 0
.

7 777 1
.

6 3 555 6
.

6555 1
.

3 333

坡坡坡式梯 田田 7
。

6 777 1
。

9 555 5
.

8 888 1
.

1 777 1 1
.

7 000 1
.

6 999 1 0
.

6222 1
。

5 333

水水水平梯田田 1 0
。

0 111 1
.

5 000 7
.

0 111 1
.

2 666 1 1
.

9 000 1
。

7555 1 1
.

0 999 1
。

6 0 555

111 000 坡耕地地 6
.

1 888 1
。

2 777 8
.

3 444 0
.

9 666 8
.

6 444 1
。

4 777 8
。

7 999 1
.

1 888

坡坡坡式梯田田 8
.

2 555 1
。

2 4 555 1 0
。

0 111 1
.

1 777 9
.

6 000 1
.

7 222 9
.

1 444 1
。

5 111

水水水平梯田田 1 0
.

4 111 1
.

5 666 1 0
。

6 111 1
.

3 666 1 0
.

7 444 1
。

8 2 555 1 0
.

5 999 1
.

7 0 555

住
: l

、

本表所列产量均指湿重
; 2

、

经济产量鲜
,

干 (毛果 )比为 1 : 0
.

7

可见
,

新法修成的窄面梯田随着梯田逐年培肥
,

土壤理化性状不断改善
,

梯田的增产效益将会

越来越显著
。

2
、

堰边利用
。

主要是堰边山植和黄花菜
,

尽管由于旱涝不均
,

管理较粗放
,

影响了其生长和经济

效益
,

但堰边利用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见表 9 )
.

表 8 堰边利用情况统计

种种 类类
.

栽植时间 (年 ))) 产 量 (k g /卜a)))

1111111 9 9 0年年 1 9 9 1 年年

山山植植 ]
.

9 8888 1 1 444 1 0 888

11111111111 9 8 999 3 3 000 8 2 555执执化裂裂裂裂裂

注
: 1

、

山植每 l h a 堰长 1 s o o m
,
6 0 0 株

2
、

黄花菜每 l h a 堰长 1 9 5 o m
,
3 3 0 0 株

从表 9 中可以看出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山

植
、

黄花菜的产量及效益会逐年增大
。

四
.

结 论
。

(一 )试验表明
:

一次性修成小型窄面梯田
,

费省效宏
,

是加快治理坡耕地行之有效的措施
。

试验期间
,

工程费用平均减少 30 %
。

按每年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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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雇工 100个计
,

年
、

劳治理面积 0
.

09 ~ 90 ha 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

可加快治理速度 20 % ~ 25 %
。

(二 )在大力推广窄面梯田建设的同时
,

不能放松对有灌溉条件的地区
,

修建 农田基本建设
,

为

农田灌溉
,

机械化作业和集约经营
,

提供便利条件
。

(三 )窄面梯田水保效益及经济效益明显
。

据试验
,

比坡耕地减少径流 75 % 以上
,

减沙保肥效益

在 8 0% 以上 ;土壤含水量 (在汛期 )增加 15 %~ 30 %
;
土壤养分含量增加 1 5写~ 20 %

,

新修梯田当

年增产 20 % ~ 35 %
,

如搞好梯田土壤培肥
,

增产效益将会更明显
。

(四 )窄面梯田的土堰
,

尚可发展堰边利用
,

据试验山植和黄花莱均可种植
,

其产量也随种植年

限增加而增多
。

(上挨第 20 页 )

10 0c m 深的渗水孔适宜
,

平缓坡地采用 50c m 渗水孔
。

至于拦流埂
,

一般能达到导流入孔的高度 ( 10

~ 1 5 c m )即可
。

(三 )渗水孔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

一是拦蓄
,

试验表明平均每亩拦蓄清水径流 10 am 左

右
,

回收径流 71 %
,

地孔回收 32 %
;
拦蓄的泥沙

,

以 目前土壤肥力计
,

相当于当前平均化肥的施用

量
;
二是增产及提高水分利用率

。

由于拦蓄不仅改善了土壤水分状况
,

并形成利于作物根系利用的

水分垂直分布状态
,

而且又保护了土壤肥力
,

从而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
,

试验表明
:

渗水孔可增产

74 %
,

地孔增产 32 %
,

示范田比大田增产 60
.

8%一 14 6
.

3%
。

由于径流入孔下渗
,

增加土壤深层贮

水
,

减缓蒸发
,

使水分利用效率明显提高
,

渗水孔 比对照提高水分利用率 54
。

67 %
,

地孔提高

1 7
.

4 8%
。

( 四 )试验结果表明
:

渗水孔的拦蓄能力
,

农作物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随孔深增加而提高
,

但不

同孔深相比
,

.

以 7 0c m 渗水孔的效果较佳
,

而且省工
、

易于拚作
。

不同作物相比
,

春小麦和洋芋都可

使用该项技术
,

但用于洋芋的效果更显著
,

经我们田间试验的农户示范均得到相同结论
。

(五 )该项技术即有利于保持水土
,

又能增加农作物产量
,

而且经济效益也较好
,

春小麦每亩扣

除投劳净增收入 3
.

51 元
,

洋芋亩均净收入 1
.

24
.

94 元
。

.

从当地历年平均种植的洋芋面积 ( 98
.

21 万

亩》及坡耕地面 78
.

77 万亩看
,

有推广应用条件
。

若按每 4
·

人一亩洋芋
,

用渗水孔技术种植
,

则可增

加净收入 3 7 74 万元
,

全区农 民人均增 加收入 17 元
,

若按
J

试验及示 范田增产幅度推算可增加

6 9 5 4
.

1 7~ 8 2 8 1
.

7一万元
、
每人增加 3 1

.

2 4 ~ 3 7
.

3 1 元
。

可见
,

应用推广该项技术具有广阔的前

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