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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该文对坡耕地改造途径进行 了研究
。

结果表明
:

坡耕地修建成坡式梯田
,

并逐步改造成水平梯

田
,

经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

是一条改造坡耕地较好的途径
,

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

同时修建坡式梯田较

一次性修成水平梯田
,

减少用工 80 %
.

减少土方量 75 %
;

节约经费 73 %
。

并实现当年不减产
,

第 2 年

增产
,

3 至 4 年后增产幅度在 10 肠以上
。

关键词
:

坡式梯 田 水平梯田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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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任务

宁南山区坡耕地总面积 8 53 万亩
,

占耕地总面积的 73 %
,

是低产和水土流失严重的主要原囱
。

,

改造坡耕地 已成为山区防治水土流失
,

改善生产条件
,

提高土地生产力
,

解决农民温饱的紧迫
。

修建水系梯田是卖现上述 目标的根本措施
,

水平梯 田保水保肥
,

最高产量已达 介 s k g /亩
,

均亩产也在 1。。k g 以上
,

较坡耕地增产 30 %以上
,

甚至成倍增长
。

土熟化又慢
,

因而全面将坡耕地修建成水平梯 田在短期内很难实现

但修建水平梯田工程量很大
,

。

截止 1 9 8 9 年底
,

全区累计水平

一l文稿日期
: 1 9 9 2一 0 9一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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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田面积仅 1 03 万亩
,

说明坡耕地改造任务十分艰巨
,

所以单靠目前常规的一次性整平修建梯田这

一种办法
,

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大面积坡耕地防治水土流失和提高粮食产量的紧迫任务
,

因此
,

尽快

探索投入少
,

进度快
,

既保水保肥
,

又稳定增产的坡耕地改造方法是势在必行
。

坡式梯 田是一种渐变形式的梯田
,

它采用筑地埂
、

截短坡长
,

通过地埂的逐年加高
,

坡耕地在多

次农事活动中定向深翻
,

同时土壤在重力作用下的下移和坡面径流的冲刷
,

逐渐变为水平梯田
。

这

种梯田也称大埂梯田或长埂梯田
,

50 年代曾在黄土高原普遍推广过
,

但由于对建设坡式梯田的技

术和效益系统研究不够
,

实施中埂地间距太宽
,

埂子质量差等原因
,

影响了坡式梯田的声誉
,

而被一

次性整平的水平梯田所代替
。

一
、

试验区概况

试验区设在彭阳县北部的草庙乡赵木湾流域内
,

属 黄土丘陵第二付区
。

该区多年平均气温

6
.

5℃ ,

无霜期约 1 50 天
,

降雨量 4 67 m m
,

年干燥度 1
.

48
,

为温凉半干旱气候
。

海拔约 1 7 50 m
,

沟壑

密度 kZ m k/ m
Z ,

地面组成物质为黄土
,

侵蚀模数约 6 0 00 t/ (k m气 a )
,

土壤为细黄土
,

有机质含量

l 鲍k/ g 左右
。

该区属一年一熟冬春麦混作区
,

夏粮占 60 % 以上
,

畜力耕作
,

每年耕
、

种共耕作 3 次
.

二
。

坡式梯田犁平次数试验

坡式梯 田犁平次数
,

以坡地通过单向耕作变为水平梯 田所需要的耕作次数表示
。

在正常情况

表 1 坡式梯田犁平次试验方案

变量实际值 试验结果
残留坡度 (

。

)I 犁平次数 (次 )

800
月悦1人,曰

…
1人n甘1上

坡度 ( ` )

1 3
.

4 ( 1 4
.

6 )

1 3
.

4 ( 1 1
.

9

5
.

6 ( 5
.

9 )

5
.

6 ( 5
.

6 )

1 5
.

0 ( 1 4
.

9 )

椒地一12545

6 ! 4
.

0 ( 4 9 )

8 )

4 )

9 )

5 )

3 )

6 )

0 )

田宽 ( m )

1 2
.

5 ( 1 2
.

8 )

5
.

5 ( 5
.

6 )

1 2二 ( 1 2
.

5 )

5
.

5 ( 5
.

6 )

9
.

0 ( 9
.

0 )

9
.

0 ( 9
.

0 )

1 4
.

0 (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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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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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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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0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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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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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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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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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8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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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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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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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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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3 5

0
。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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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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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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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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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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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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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5 0

5 2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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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坡地的耕作是结合农事活动进行的
,

每

年耕作约 3次 (伏耕
、

秋耕收墒
、

播种 )
。

为

了缩短试验周期
,

我们采用了连续耕翻与

镇压相结合
,

直至 田面变平的办法
。

(一 )试验设计及实施 在固定耕

作因素下
,

只选田面宽度和坡度 2 个因子

作为参试因子
,

其上下限分别为
:

14 ~ 4 m ;

1 50 ~ o4
,

采用二 因素五水平正交旋转组合

设计
。

按试验方案
,

选择接近设计要求的坡

地 1 6 块
,

每块 l一 2 亩
。

在每个试验地块顺坡方向取两个 固定

横断面
,

用 以测定犁翻过程中田面坡度变

化值
。

在观测断面自下向上每 隔 Z m 确定

一个测定点
,

并用水准仪测量各测点高程
。

然后在地边沿等 高线方向培地埂
,

埂断面

为梯形
,

高 0
.

6 m
,

上顶宽 。
.

4 m
,

埂侧坡约

7少 (见图 1 )
。

从埂外侧取土培埂
,

并夯实

修平
,

然后连续耕翻
。

每耕 1 次糖平后再

耕
,

每耕 2 次
,

用水准仪测量各点高程
。

当

地边 田面高程接近埂高时
,

加高地埂再耕
,

直到 田面基本平整为止
。

统计耕作次数
,

并

7

8

9

1 0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9
.

5 ( 9
.

9
.

5 ( 8
.

9
.

5 ( 7
.

9
.

5 ( 9
.

5 )

9
.

3 ( 1 0
.

0 )

9
.

5 ( 8
.

6 )

9
.

0 ( 9
.

0 )

9
.

0 ( 9
.

0 )

5 0

6 4

注
:

①
、

表中括号外数字为设计值
,

括号内数字为实际值 ,

②
、

试验地 1与 2 ; 1 3与 8 , 7 与 9号为上下相连地块
,

2
、

8
、

9 号地受取土培埂影响
,

试验结果偏小
。

计算 田面的残留坡度
。

各地块的犁平次数及残 留坡度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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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埂 `叨

图 1 坡式梯田断面示意图

试验用犁为当地农户通用的新式步犁
,

犁幅
、

犁深
、

犁速均按中等水平掌握
。

试验过程中这些因

素的水平尽量保持前后一致
。

`

(二 )试验结果分析 对表 1试验结果进行二

次正交旋转组合回归分析
,

试
.

验的失拟误差在

7 5纬的信度上不显著 [ F ( 3
,

7 ) = 0
.

8 7 < F o
.

2 5 ( 3
,

7 ) 一 1
.

7 2〕
,

说 明失拟平方和是偶然因素等引起

的
,

试验结果可靠
。

绷诞启曰

根据表 1 试验结果
,

得出影响犁平次数和效果的相关因子及犁平次数相关曲线 (见图 2 )
。

从图

3 看出
,

在相同的耕作条件下
,

犁平次数随坡度和 田宽 的增减而增减
,

但尤其与田面高差 (即田坎

处与田边的高程之差 )的变化一致 性好
,

犁平次数与坡度的相关系数为 0
.

6 86
,

与田宽的相关系数

为 。
.

57 。
,

而与犁平净高差的相关系数为 0
.

8 4 9
。

也就是说
,

坡度相同或田宽相同
,

但田面高差不同

的地块
,

其犁平次数不同
;
而坡度和 田面宽均不相同

,

但 田面高差相同的地块
,

则有基本相同的犁平

次数
.

如 3 号和 4 号试验地坡度基本相同 (5
.

9
。

和 5
.

60 )
,

但 田面高差不同 (1
.

29 m 与 。
.

55 m )
,

则犁
, .

平次数也不相同 ( 44 和 20 次 ) ;
再如 3 号和 10 号试验地

,

坡度不同 ( 5
.

90 和 8
.

50 )
,

田宽也不相同

( 12
.

s m 与
.

g m )但田面高差相近 (l
·

29 m 与 1
.

3 5 m )
,

则犁平次数基本相同 ( 44 和 42 次 )
。

由此可将

犁平次数与坡度和 田宽两个变量的关系
,

改为气田面高差这一个变量的关系
,

根据回归分析
,

得出

在试验耕作条件下 (新式步犁
,

犁幅
、

犁深
、

犁速均取中等水平 )
,

犁平次数 N 与田面高差的关系为
:

N = 1 1
.

2 + 2 8
.

6 H 或 N = 1 1
.

2 + 2 8
.

6 ( B X t g A )

R ~ 0
.

8 4 9 0 ; S = 1 1
.

4

式中
:

A
、

B 分别为规划的田面坡度和宽度
,

H 为田面高差
。

仓 乃 一
,

一 一

气 / 、 _
~

_
~

_

八\\ l 、

犁平商度曲

犁平次数 ( N乡

fl l面宽度 ( B)

111而坡度 ( A)

户攀
、、、飞

1

1,、八、

叨
i比阵以日
卜匕(A’16f llZ[ l叶|才砍

回叮|仆
奋
|昨||井||昨|孔、 ll

esj

l
卜含十
l̀厂esesresL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试验地块号

图 2 犁平次数相关因素曲线

12 】3 14

“

连台效应
”
对坡式梯田变平速度的影

响
。

所谓
“

连台效应
” ,

就是在同一面坡
,

层

层建设坡式梯 田时
,

上下相邻的田块从坎

下取土筑埂
,

引起下部田块田面高差降低

的现象
,

即人工的平整作用
。

经计算
,

田宽

为 7
.

s m
,

坡度 15
。

的耕地
,

田 面 高 差为

2
.

o l m
,

经培埂
,

可降低田面高差 0
.

6 9 m
,

占总高差的 34 %
.

本试验上下相连的地共

有 6 块
,

即 1 号与 2 号
,

7 号与 9 号
、

8 号与

13 号地上下相连
,

其中 2
、

8
、

9号系取土地块
,

有
“

连台效 应
” ,

因此这三个试验的犁平次数均偏小

2 0 %以上
,

这个结论告诉我们
,

在建设坡式梯田时要集中连片
,

这样不但有助于加快坡式梯 田变平

的速度
,

而且有很好的水土保持作用
。

三
、

耕作因素对犁平效果的影净向

(一 )试验方案设计及实施 犁平效果的耕作因素主要有犁型万犁幅
、

犁深
、

犁速等四项
,

同时
,

不同坡度下各耕作因素对犁平效果的影响也不一样
,

所以耕作因素要与坡度一起考察
。

采用正交试

验法布设试验
,

各因子试验水平归纳为表 2
。

根据上述参试因子
`

A
、

M
、

w
、

D
、

V 及交互项 A X M
、

A

X W
、

A X D
、

A X V 等共 9 项
,

选用 2 7 ( 31
3

)正交表
,

共取 27 个试验地块
,

地块的田面宽度均为 I 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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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及测量方法同前
。

表 2 试验因子及水平表

水水平平 因
`

子子

坡坡坡度 AAA 犁型 MMM 犁幅 WWW犁深 DDD 犁速 VVV

11111 5
ooo

尖犁犁 小犁幅幅
.

浅耕耕 中速速
22222 1 0

000

晰式步叫叫 中犁幅幅 中耕耕
`

快逮逮
1 33333 5

000

烤式步叫叫宽犁幅幅 深耕耕 慢速速

.

取同一断面耕作 6 次后 田边测点高程的

净增量△ h
:

和 田坎测点的高程 减少量△ hz

的合计值除以 6
,

求得每耕作一次的犁平效

果值
,

用△ h 表示
,

即

△ h = (△ h :

+ △h
:

) / 6
`

同理
,

求得每地块 3 条断面的△ h 值
,

作

为同一试验条件下的 3次重复
,

见表 3
。 二

:
.

·

“

(二 )试验结果分析 1
、

直观分析
。

分析表 3
,

可得出如下几
4

点结论
:

( l) 不同的耕作因素组合
,

其犁平效果大不一样
。

第 25 表 3 各因素犁翻效果试验方案及结果

号试验
,

平均每耕作一次可降低田面高差 sl m m
,

而第 3 号试验

只降低 37 m m
,

前者是后者的 2 倍多
,

说明优化耕作条件组合极

为重要
。

( 2 )对参试的 5 个 因子
,

按犁平效果的影响大小依次排列

为
:

犁型> 犁幅> 坡度> 犁速 > 犁深

(3 )同一因子不同水平对犁平效果的影响是犁型
: 旧式步犁

优于新式步犁优于尖犁
;
犁幅

:

小犁幅优于 中犁幅优于宽幅
;
坡

度
:

陡坡条件优于缓坡
,

即在较大坡度上建设坡式梯田更加省工

效宏
;
犁深

:

深耕优于中耕和浅耕
;
犁速

:

快速优于中速和慢速
`

`

即犁平效果最好的耕作组合是 A
3

M
3

W
:

D
3
V : ,

( 1 50
、

老式步

犁
,

小犁幅
,

深耕
、

快速 )在这种耕作组合下
,

每耕一次可降低田

面高差 8
·

I c m
o

( 4 )从二元交互作用分析可以着讼
,

在坡度 x 犁型
、

坡度 x

犁幅
、

坡度 X 犁深
、

坡度 X 犁速的交互作用中
,

其作用效果与单

项因子基本一致
,

但在缓坡条件下
,

中深度中犁幅耕作
,

犁平效

果好
。

2
、

方差分析
。

从方差分析中看出
:

在各参试因子及交互项

中
,

犁型
、

犁幅
、

坡度各水平间的犁平效果差异十分显著
;
坡度与

犁幅
、

犁深的交互作用各水平间也十分显著
;
犁深

、

坡度与犁型

各水平间无明显差异
。 ’

利用回归方程
,

预测各因子在任意水平

组合下单犁次消减高差△ h 的多项式回归方程为
:

恃恃姗姗
’

试验结果 ( m m /次 )))
一一

茸茸茸茸茸茸茸茸茸茸茸茸茸茸茸茸茸茸茸 IIIIIII !!! XXX 合计计 平均均

11111 666 1 333 888 2 777 999

22222 4 555 2 333 3 444 1 0 222 3 444

33333 333
。

222 666 1 111 3 777

44444 3 333 3 555
a

2 888 9 666 3 222

55555 2 888 3 000 2 000 7 888 2 6
---

66666 3 999 2 444 2 000 8 333 2 888

77777 5 666 4 000 4 222 1 3 888 4 666

88888 2 888 3 333 3 666 1 0 222 3 444

99999 3 OOO 2 666 2 777 8 333 2 888

111 000 4 999 7 000 6 777 1 8 666 6 888

111 111 2 888 1 222 1 222 5 222 1 777

111 222 1 333 555 1 999 3 777 1 222

111 333 5 999 7 888 5 888 1 9 555 6 555

111 444 2 lll 2 777 2 lll 6 999 2 333

111 555 3 444 3 777 4 333 1 1 444 3 888

111 666 g333
.

7 000 7 333 2 3 666 7 999

111 777 8 999 4 000 3 777 1 6 666 5 555

111 888 5 111 2 666 3 777 1 1 444 3 888

111 999 3 444 3 666 3 5
··

1 0 555 3 555

222 000 2 999 2 999 2 444 2 222 2 777

222 111 4 888 3 000 3 9
___

1 1 777 3 999

222 222 3 222 2 333 6 000 1 1 555 3 8
,

333

222 333 3 444 7 999 8666 1 9 999 6 6
.

333

222 444 2 9
’’

3 888 3 666 1 0 333 3 444

222 555 9 000 8 111 7 222 2 4 333 8 111

222 666 3 555 2 111 2 000 7 666 2 555

222 777 4 333 4 999 8 OOO 1 7 222 5 777

△ h 三一 4 8 7
.

6 5 8十 1 0 1
.

0 3 2A 一4
.

2 5 1 A
2

+ 1 1
.

3 1M + 2 9 9
.

4 l l W一 6 4
.

4 9 3 W
2

一 7 1
.

5 4 4 A W + 3
.

2 8 A 2
方 + 1 4 : 8 3 6A W

2

一 0
.

6 6 8 A
2

W
2

+ 1 2 9
.

2 5 D 一2 9
。

8 8 D
吕

` 1 5
.

5 7 2 A D 干Q
.

2 5 3 A
2

D + 2
.

9 9 8 A D
2

+ 3 7
.

0 2 V一 6
.

6 3 V名
一 l

。

0 5A V

( S二 士 1 1
.

7 4 ,

F = 1 5
.

4 0 )

应用计算机模拟 5 因子 百水平所有组合下
,

每耕作一次坡地 田面消减的高差△ h
,

得出提高犁

平效果的最优耕作组合是
:
在缓坡 (5

。

左右 )为 M
3

W
Z
D

:
V

Z ,

即老式步犁
,

中犁幅
、

中深度耕作
,

耕作

一次可消减高差 5
.

7c m ;
在中坡度 ( 10

。

左右 ) 为 M
3

W
:

D
:

V
: ,

即老式步犁小犁幅
、

中深度耕作
,

单犁

次消减高差 8
.

sc m ;
在陡坡 ( 1 50 左右 )为

.

M
3

W
:

aD V
: ,

即老式步犁小犁幅深耕
,

单犁次消减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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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c6 m
。

最不和的组合
,

在缓坡为 M
:

w
Z
D

3 ,

在中陡坡为 M
:

w
3

D
: 。

宁南山区从 50 年代后期以来
,

先后建设了一些坡式梯田
,

经过多年的耕翻至 目前已成为水平

梯田或接近水平梯田
。

对这些坡式梯田进行调查
,

可以掌握综合因素作用下的坡式梯田变平速度
。

在调查的 22 个地块中
,

有 n 块初次培埂时间小于 6 年
,

n 块大于 6
`

年
。

小于 6年的地块
,

田面

平均消减高差大部分在 2 c0 m 以上
,

平均为 35
.

I c m
。

据现场分析
,

培埂时间短的地块
, “

连台效应
”

起主导的作用
.

如 1 9 8 6 年秋培埂
,

1 9 8 7 年 n 月调查时
,

有的坡度从 18
.

40 降为 n
.

oZ
,

两年消减

高差达 1 1 9c m
,

而培埂时间 6 年以上的 n 块地
,

各地块平均每年消减的高差比较接近
,

.

为 10
.

3 ~

1 5
.

3 e m 平均为
.

1 2
.

Z e m / a 。

根据试验和调查的结果
,

说明了坡式梯田年平均消减高 1 0c m 左右这样一个事实
,

这个数值反

映现行耕作制度下的耕作
,

水土流失
,

人工培埂平整等综合作用下坡式梯田的变平速度
,

因此可以

用来简单地估算目前耕作制度下
,

某一田宽和坡度的田块从初次培埂到 田面变平大概需要的年数
。

其估算方法是
:

坡式梯田变平所需年数 = 田面高差 /年平均消减高差一 B x gt A 0/
.

10

式中
:

A 是耕地原坡度
; B 是设计田面宽

; 0
.

10 是综合作用下田面年均消减高差值
`

四
、

坡式梯田效益

图 3 坡式梯田拦蓄断面图

建设坡式梯田
,

其效益是多方面的
,

与坡耕

地相比
,

具有保持水土和增产作 用
,

与水平梯

田相比
,

具有省劳节资和防止近期粮食减产的

特点 二 现根据 1 9 8 7 年
、

1 9 8 8 年
、 ·

1 9 8 9年 3年的

观测调查资料和摸拟计算
,

分析如下
:

(一 )拦泥蓄水效益 坡式梯田的拦泥蓄水

效益取决于由地埂形成的埂前拦蓄库容的大

小
。

从图 3 看出
,

坡式梯田的单宽拦蓄库容为
:

V = 1 / Z X h X b = 1 / Z X h X h ( 1 + e t g a
) = 1 / Z X h ( 1 + e t g a )

式中 V

— 单宽拦蓄量 ( m
3

)
; h

— 地埂高度 ( m )
。

— 地面坡度 (
。

) ,o

而坡式梯田次暴雨的
,

来水量 W 为
:

W一 B X H
,

X 外 X 10
.

式中 W— 单宽来水量 ( m ,
) B

—
田面宽度 ( m )

H p 、
甲P
分别为设计暴雨和径流系数

.

根据王洼水土保持试验站径流小区资料
,

在 1 9 8 1一 1 9 8 5 年的 36 场产流暴雨中
,

o9 坡耕地径流

系数最大值为 0
.

42
,

14
.

50 坡耕地 0
.

55
,

为便于计算
,

这里不考虑坡度
,

均按 0
.

55 计
。

`

要使坡式梯田达到预定的拦蓄能力
,

则必须使
:

V ) W

即
·

1 / Zh ( 1 + e t g 。
) ) B X H

p
X , p

整理上式
,

可得到不同规格坡式梯田在不同设计暴雨时的地埂高度公式为
:

h ) 而不不;
x w

p

/ ( 1 + e t g 。
)

应用上式的右半部分
,

可计算出不同规格坡式梯田在不同设计暴雨时埂前水深
,

计算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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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设计暴雨坡式梯田埂前水深
...

坡度 o( ))) 梯田埂坎高度 ( m ))) 田面净宽 ( m ))) 埂前水深 c( m )))

1111111110 年一遇遇 20 年一遇遇 50 年一遇遇

55555 1
。

000 1 1
。

444 2 999 3 222 3 444

11111
。

555 1 7
。

111 3 666 3 999 4 222

忍忍忍
。

000 2 2
.

999 4 111 4 555 4 999

111 000 1
。

000 5
.

777 2 888 3 111 3 333

、、、
1

。

555 8
.

555 3 444 3 777 4 111

22222
。

000 1 1
.

333 4 000 4 333 4 777

111 555 1
.

555 5
.

666 3 333 3 666 3 999

22222
.

000 7
。

555 3 888 4 222 4 555

22222
.

555 9
。

333 2 222 2 444 2 666

222 000 1
。

555 4
.

444 3 222 3 555 3 888

22222
.

000 5
.

555 3 777 4 000 4 444

22222
.

555 6
.

999 4 111 4 555 4 999

注
:

H 24
.

1 0 % = 8 4
.

8 H 2 4
.

5% = 9 9
.

0 H 2 4
.

2% = 1 1 7
.

7 甲= 0
.

5 5

从表 5 看出
,

在设计暴雨为 50 年一遇降雨时
,

坡式梯田埂前水深最大为 4 c9 m
,

而实际埂高为

6 0c m
,

也就是说新修的坡 式梯田
,

其拦蓄能力可达到 50 年一遇暴雨的能力
。

随着犁翻和泥沙淤积
,

拦蓄库容将相应减小
,

但地面坡度也会随之变缓
,

径流系数相应变小
,

来水来沙量也相应减小
,

因此

一般 5 年左右加高一次地埂
,

可保证坡式梯田有足够拦蓄能力
。

坡式梯田拦泥蓄水效益的大小
,

主要取决

于规划布局和施工质量
,

只要规划布局合理
,

田

面宽度适宜
,

确保筑埂质量
,

做到 由梁弗顶向坡

下层修建
,

节节拦蓄
,

克服径流汇集
,

则可以 不

产生水土流失
。

据 1 9 8 7年
,

19 8 8 年暴雨后调查

的玻式梯 田拦泥蓄水情况
。

.

这两场暴雨后坡耕

地细沟状面蚀明显
,

普遍发生
“

挂椽
”

现象
,

而坡

式梯田大部分达到水沙不下坡
,

实现了就地拦

蓄利用径流泥沙的要求
。

调查的 7个地块平均
,

—
坡拼地

一 一一 一 水平梯川

一 一
.

一 坡式梯川 尹狠
\\

气
ǎ思势关长澎石

【5八 0 5八 1

图 4 土壤水分变化曲线图

坡式梯田的埂前拦泥量折合为 1 2 49 m
“

/ k m
Z ,

拦蓄径流 9 “ 9 m
3

/ k m Z ,

另对草庙村武庄队的里洼

和草庙队的杨家湾调查
,

在 1 9 8 9年 8 月 4 日降雨 81
.

6 m m ;
其中 Zh s o m in 分降雨 52

.

l m m 的暴雨

中
,

没有发生径流下坡的现象
.

这两个地方丛梁如到坡脚均建起了整齐的坡式梯田
,

田面坡度已从

1 40 左右降为 6 ~ o7
,

各田块的径流泥沙均能被地埂有效地拦蓄
。

(二 )增产效益 1
、

土壤水分变化
。

1 9 8 8 年 4 月至 n 月份对坡耕地
、

水平梯田
、

坡式梯田 3 个

地类 。~ 80
c m 深度的土壤含水量进行定点定时观测

。

每地类 2 个地块
,

每地块按梅花形布 5个点
,

每隔 10 天观测一次
,

遇雨产生径流加测
;
根据观测结果绘出土壤水分变化曲线 (见图 4 )

。

从图 4 曲线看出
,

三种地类以水平梯 田的土壤含水量最高
,

变化幅度小
,

观测期土壤平均含水

量为 n
·

62 %
;
坡式梯 田土壤含水量高于坡耕地

,

接近水平梯 田
,

变幅居中
,

平均含水量 10
·

97 %
;
坡

耕地土壤含水量变幅小
,

平均含水量 9
.

90 %
。

在同一地块内
,

坡式梯田的土壤水分以埂前 4 m 以内

最高
,

从地边到地坎土壤含水量逐渐减少
。

2
、

土壤肥力水平
.

对坡耕地
、

水平梯田
、

坡式梯田
、

新修水平梯田土壤肥力化验结果表明
,

各地

类土壤肥力从高到低依次排列为
:

水平梯 田> 坡式梯田 > 坡耕地> 新修水平梯 田
。

即坡式梯 田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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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力低于水平梯 田而高于坡耕地
,

与新修水平梯田有明显差异
。

3
、

作物长势
。

坡式梯田 内作物的长势从田边 向地坎处有由优向劣的变化规律
,

作物的穗长
、

千

粒重
、

产量及株高有着相同的规律
。

4
、

作物产量
.

1 9 8 7~ 1 9 8 9年连续对当地主要小麦河南红在各地类的产量进行测产
,

连续 3年

小麦的株高
、

穗长
、

千粒重及产量
,

都是水平梯田 > 坡式梯田 > 坡耕地
,

平均亩产分别为 1 21
.

3k g ,

1 09
.

3k g ,

83
.

k7 g
。

如山坡耕地产量以 10 。%计
,

则水平梯田为 1 44
.

8 %
,

坡式梯田为 1 3 .0 5 %

必须指出
,

坡式梯田是由坡耕地逐渐变为水平梯田的
,

因此
,

增产幅度也是从低到高逐渐增加

的
。

在建设初期
,

地埂前 l ~ Z m 增产明显
,

培埂 3 ~ 4 年后增产宽度可达到 3~ 4 n 、 ,

当田面坡度降到

6o 以下时
,

基本可实现整个田面均衡增产
。

.

(三 )省劳节资效益 建设坡式梯田的省劳节资效益
,

主要体现在直接投入的工 日和补助资金

减少两个方面
。

因为建设坡式梯 田的直接投入只有培地埂一项
,

其余的都是通过例行的农事耕作活

动来完成
, 因此

,

与一次性修成的水平梯田相比
,

人工移动的土方量减少
,

用工量和补助资金也相应
`

减少
。

平均而言
,

与水平梯田相比
,

建设坡式梯 田
,

可减少人工移动土方 75 %
,

节省劳力 80 %
,

节省

补助资金 73 %
。 ,

由此可见
,

建设坡式梯田
,

确是一条改造坡耕地费省效宏的途径
.

五
.

结 论
(山 )采用修建坡式梯田改坡耕地为水平梯 田

,

在理论上成熟
,

在实践中可行
,

是一条改造坡耕

地费省效宏的途径
,

有广泛的适宜性
,

应与建设水平梯田同等对待
,

可在广大黄土地区大力推广
,

特

别要将以坡耕地为主
,

人少地多 (人 口密度小于 80 人 k/ m
Z

)的地区作为重点推广区
。

(二 )坡式梯田的变平速度在 目前的经营条件下
,

每年大约降低田面高差 1 0c m
,

按水平梯田规

格计算
,

从初次培埂到 田面平整所需的时间一般为 15 ~ 25 年
。

(三 )采取老式步犁
、

小犁幅
、

深耕的耕作方式
,

可显著地提高犁平效果
,

缩短坡地变平时间
.

(四 )建设坡式梯田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

与一次性修建成水平梯田的方法相 比
,

采用坡式梯田方

法
,

改造同样面积的坡地为水平梯田
,

可减少用工 80 %
,

减少人工移动土方量 75 %
,

节约补助费约

7 3 %
。

(五 )建设坡式梯田可实现当年不减产
,

第 2 年增产
, 3一 4 年后增产幅度在 】

.

0 %以上
。

此外
,

坡

式梯 田也有较好的拦泥蓄水效果
。

为了进一步搞好坡式梯田建设
,

特提如下建议
:

1
、

搞好规划设计
.

坡式梯田建设要集中连片
,

从梁那顶开始逐步向下修建
;
如坡中上部为荒山

,

要先治理荒山
,

然后再修坡式梯 田
,

以保证每个地块有适宜的拦蓄量
。

坡式梯田田面宽度要按照水

平梯田规格设计
,

在满足耕作方便的条件下
,

不要追求太宽的田面
。

2
、

提高筑埂质量
:

埂的断面为梯形
,

顶宽不小于 。
.

4 m
,

埂高 。
.

6 m
,

侧坡 70
。 。

埂沿等高线修筑
,

在集水线处向上弯曲呈拱形
,

并加高厚埂子
,

在埂 内每隔 10 m 打一不影响耕作的软土横档
,

以控制

埂前的径流左右流动向一块集中
。

筑埂时间选在土壤湿度好时进行
,

注意夯实拍平
。

3
、

优化耕作条件
,

提高翻平效果
,

伏耕晒土和秋耕收墒采用翻土效果好的老式步犁或新式步犁

进行小犁幅深耕
,

并适当增加耕作次数
,

这不但有助 于加快变平速度
,

而且更有助于熟化土壤
,

蓄

水保墒
,

实现粮食增产
。

4
、

及时修补加高地埂
。

任何一项措施都不是完美无缺的
。

坡式梯 田由于埂子断面小
,

坡地易产

生集中径流及鼠害等
,

埂子易塌 或冲断
,

因此要经常注意修补缺 口 ; 田面 接近地埂高时要及时加

高
,

以保证埂子一直有较好的拦蓄能力
。

5
.

人工辅助平整
:

在田面变缓后
,

犁平效果逐渐变差
,

这时再辅以人工平整
,

则花工不多
,

效果

显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