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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通过沟垄耕作法与平作
、

垄作与堆作
、

间作与单作对比试验
,

表明坡耕地实行垄作与间作耕作技

术后
,

具有明显的蓄水保土增产效益
。

然而 目前该县仍有 30 万亩坡地
,

因此建议在未进行坡改梯之

前
,

应积极推广沟垄与间作蓄水保土耕作技术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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篙县属 山区
,

山坡丘陵占 9 6 %
,

其中坡度在 2 5
0

以下的占 3
.

3 5 % ; 2 6
0

~ 3 0
0

占 2 2
.

7 6 %
, 3 1

0

~ 3 5
。

占 3 1
.

2 1 %
; 3 60 以上占 4 2

.

7. 纬
。

农作物需要的水分全部靠天然降雨
,

该区年降雨量 7 29
.

g m m
,

但分

布不均衡
,

主要集中在
‘

7
、

8
、

9
、

三个月
,

其降雨量占年降雨量的 54 %
。

且常降大雨
,

年均 6一 7 次
,

在

传绒的耕作措施 (平作 )条件下
,

坡耕地易发生径流
,

造成坡耕地土壤侵蚀和养分的流失
,

蓄水保墒

能力降低
,

严重的影响着坡耕地农作物产量的提高
。

近年来
,

坡改梯措施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

但仍有

大面积的坡耕地在短期内不能改造成水平梯田
。

我们试验研究工作从 19 8 7 年开始
,

于 1 9 91 年完

成
。

现对 4 年来的试验研究工作
,

作以分析
。

收稿日期
:
1 9 9 1一 1 2一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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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试验区概况

试区设在眷县水保所西北方向 Ik m 处
,

在黄河流域伊河水系一级支沟焦间川下游二级支沟一

胡沟小流域的出 口处
.

该区为黄土母质所覆盖
,

系黄土丘陵沟壑区第 l 付区
,

由梁命顶
、

梁那坡
、

沟

坡
、

沟底四种地貌组成
,

具有明显的沟沿线
。

试验布设在寺沟小流域内的坡耕地上
,

试区土壤属红粘

土
,

流域面积 1 3
.

3 4 km
, ,

干流长 1 1
.

1 4 k m
,

干流比降为 2 5
.

8 %
,

海拔高程在 3 3 2
.

7 0 ~ 7 3 7
.

om 之间
。

属大陆性季风气候
,

冬寒夏热
,

气温变化较大
,

据我所气象哨多年实测资料
,

年平均气温 13
.

60
,

一

月份最冷
,

最低气温 一巧
.

5℃ ; 7 月份最热
,

最高气温 41
.

5℃
,

年积温 5℃ 以上为 4 7 87
.

9℃
,

10 ℃

以上为 4 3 5 4
.

4 ,C
,

全年日照时数 1 7 9 2
.

2 h
,

无霜期 2 0 9 天
,

年蒸发量 1 1 4 4
.

o m m
。

该流域年降雨量较大
,

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7 29
.

g m m
,

最大年降雨量为 1 0 37
.

4 m m 最小年降

雨量 4 08
.

g m m
,

年际变化大
。

月降雨量极不均匀
.

降雨量主要集中在汛期 (5 ~ 10 月 )
,

其降雨量占

全年降雨量的 75
.

9 % ~ 83
.

8 %
,

而汛期降雨量又多集中在 7 ~ 8 月份
,

这两个月降雨量占全年降雨

量 的 36
.

8 % ~ 44
.

4 %
。

(见表 l)
。

据该流域实测的最大日降雨量 4 15
.

4 m m
,

最大降雨强度为

IOlm m / h (1 9 8 2 年 7 月
.

2 9 日 )
。

按大雨 (2 5 ~ 5 0 m m / 日 )
,

暴雨 (50 ~ 1 0 o m m / 日)标准
,

流域内平均大

雨 日 5
.

8 ~ 7 天
,

最多年份可出现 7 ~ 11 天
,

多年平均暴雨 日 1
.

2 ~ 2 天
,

最多年份可达 3 天 (见表

2 )
。

大雨
、

暴雨多发生在 7 月中下旬和 8 月上旬
,

其中 7 月份降大雨占汛期大雨的 31
.

5 % (不包括

暴雨 )
,
7 月份降暴雨占汛期暴雨的 72

.

7 %
.

表 1 流域雨量站多年平均降雨量情况

时时 间间 站 (哨)名
‘‘

阴阴阴坡岩岩 张旺沟沟 高 垛垛 水保站气象哨哨

降降雨量 (m m ))) 7 月月 1 5 7
。

777 1 8 6
.

444 2 0 3
。

555 2 0 7
。

222

88888 月月 1 1 4
.

444 1 0 7
。

111 1 1 5
.

555 1 1 5
。

999

汛汛汛 期期 5 6 1
。

333 5 7 0
。

999 6 2 7
。

111 6 1 0
.

111

非非非汛期期 1 7 7
。

999 1 2 9
。

111 1 2 6
.

888 1 1 7
。

888

全全全 年年 7 3 9
。

222 7 0 0
。

000 7 5 3
.

999 7 2 7
。

999

占占年降雨量 (% ))) 7 月月 2 1
。

333 2 6
。

666 2 7
。

000 2 8
。

555

88888 月月 1 5
。

555 1 5
。

333 1 5
。

333 1 5
。

999

汛汛汛 期期 7 5
。

999 8 1
。

666 8 3
.

222 8 3
.

888

非非非讯期期 2 4
。

111 1 8
。

444
·

1 6
.

888 1 6
.

222

统统计年份份 1 9 8 7 年~ 1 9 9 0 年年 1 9 8 2 年 ~ 1 9 9 0 年年 1 9 8 2 年~ 1 9 9 0 年年 1 9 8 2 年~ 1 9 9 0 年年

表 2 多年大雨
、

暴雨出现天数

主要作物有小麦
、

玉米
、

红薯
、

花生
、

芝麻
、

黄豆
、

绿

豆
、

红豆
、

棉花
、

烟叶等
。

该区

耕作方式 95 %以上为畜力

耕作
,

在主要农作物的耕作

措施中
,

红薯采用垄作与堆

站站 (哨)名名 > 25 m m 出现天数数 > 5 0rn m 出现天数数 统计年份份

多多多年平均均 最多年份份 多年平均均 最多年份份份

阴阴坡岩岩 6
。

111 777 222 333 飞9 87 年~ 1 9 9 0 年年

张张旺沟沟 5
.

888 888 1
。

222 333 1 9 8 2 年~ 1 9 9 0 年年

高高 垛垛 7
.

000 1 111 1
。

222 333 1 9 8 2 年~ 1 9 9 0 年年

水水保所所 6
。

999 1 111 1
。

222 333 1 9 82 年~ 1 9 9 0 年年
气气象哨哨哨哨哨哨哨

作种植
,

平作极少
;
花生

、

玉米
、

小麦均采取平作方式
。

源地及坡度在 10
。

左右的坡耕地多种小麦
,

并

套种玉米
、

花生
、

黄豆等
。

玉米地则间作绿豆或黄豆
、

肛豆
.

轮作方式为
:
小麦
—

玉米
,

花生— ,J\

麦
;
一部分为小麦

—
豆类

、

谷子—小麦等
.

旱坡地一年只收一季小麦及其它经济作物
。

如
:

大豆
、

芝麻
、

棉花等
。

施肥情况
,

总的趋势是施肥量逐年增加
,

农家肥由 50 ~ 60 年代的 5 00 ~ l 。。ok g /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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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到 2 9 9 0 年的 3 5 0 0 ~ 4 o o o k g /亩
。

化肥使用时间较晚
,

但增长较快
,

由 1 9 7 1 年的 8
.

7 5 kg / 亩
,

提高到 1 9 8 0 年的 5 3
.

4 kg / 亩
。

1 9 9 0 年则达到 g o kg /亩 (磷肥 4 o k g
、

碳钱 5 0 k g )
,

施用化肥后
,

农作物

产量有大幅度的提高
。

篙县 10 年来粮食生产情况见表 3
。

二
、

试验方法及措施

试验方法
:

沟垄耕作法与平作
、

垄

作与堆作
、

间作与单作对比
,

比较其水

保及增产效益
。

观测内容有产量
、

生长

量
、

径流量
、

侵蚀量
、

土壤含水量
、

土壤

养分等
。

试验选用的农作物为当地的两种

主要秋作物
:

玉米和红薯
,

并在玉米地

间作可豆
。

小区布设
:

试验小区分 3 组
,

分别

设在 10
。 、

1 50
、

25
。

坡耕地上
,

每组并列

设置 4 个对 比小区
,

其中一个为平作
,

表 3 育县农作物产量统计(1 9 80 ~ 1 9 9 1 年 )

年年份份 播种面积积 夏
·

粮粮 秋 粮粮 总 产产 单 产产
(((年))) (亩))) (t ))) (t ))) (t ))) (k g )))

111 9 8000 7 3 5 3 4 999 3 8 6 2 555 8 4 4 0 555 1 2 3 0 3 000 1 6 777

111 9 8111 7 2 8 9 5 999 4 2 7 3 000 7 1 5 9 555 1 1 4 3 2555 1 5 777

111 9 8222 7 1 8 26 222 3 7 2 3 555 4 5 4 5 555 8 2 6 9 000 1 1555

111 9 8333 7 0 4 0 666 4 3 4 7 000 7 4 2 0 000 1 1 7 6 7 000 1 6777

111 9 8444 6 0 2 1 4 999 4 2 2 2 555 7 2 5 8 555 1 1 4 8 1 000 1 6 666

111 9 8 555 6 6 7 0 2 555 4 3 5 2 000 3 9 2 9 000 8 2 81 000 1 2 444

111 9 8666 6 7 7 7 1 555 3 8 2 6 111 2 6 0 5 777 6 4 3 1 888 9 555

111 9 8 777 6 7 7 1 6 111 4 8 2 7 111 5 3 8p 666 1 0 2 0 7 777 1 5 111

111 9 8888 6 7 4 5 5 333 4 3 2 6 666 4 5 0 9888 8 8 3 6 4
___

1 3 111

111 9 8 999 6 5 9 1 0 333 5 1 4 0 555 6 0 4 1 555 1 1 1 8 2 000 1 7 000

111 9 9 000 6 6 3 0 3 444 4 8 1 1 555 5 3 8 7 444 1 0 1 9 8999 1 5 444

其它为垄作或间作
。

小区规格为 10 m X sm
,

小区之间设保护行
,

小区顶部均开挖排水沟
,

并在上
、

左
、

右三面用水泥板围砌
,

以阻拦外水流入
。

小区下方设截水槽
、

集流槽
、

集水池
,

集水池内壁漆有水

尺
,

观测时直接读出水尺读数
,

之后将水搅匀
,

用水样筒取得水样
。

·

作物种植措施的配置见表 4
.

表 4 历年试验小区作物种植情况

作作 物物 坡度(
o

))) 区 号号 1 9 8 8 年年 1 9 8 9 年年 1 9 90 年年 1 9 9 1 年年

玉玉玉 1 000 III 玉 米 平 作作 玉米间见豆豆 玉 米 垄 作作 玉米垄作间肛豆豆

米米米 1 555 lll 玉 米 垄 作作 玉米间黄豆豆 玉米平作间虹豆豆 玉 米 平 作作

22222 555 III 玉米间班豆豆 玉 米 平 作作 玉米垄作间班豆豆 玉 米 垄 作作

IIIIIIIVVV 玉米 l旬黄豆豆 玉 米 垄 作作 玉米平作作 玉米平作间肛豆豆

红红 薯薯 1 000 III 堆作作 堆作作 堆作作 堆作作

11111 555 III 堆作作 垄作作 垄作作 垄作作

玉米种植措施用于减流
、

减沙
、

增产及土壤养分的比较
;
红薯则进行堆

、

垄两种措施产量的对

比
。

整地
: 用人力翻耕

,

深 3 0c m
,

翻后平整到所需的坡度
,

沟宽 83
.

3c m
,

玉米株距 49
.

96
c m

,

行距

8 3
.

3e m
,

红薯株距 3 3
.

3 e m
,

行距 8 3
.

3 em
。

施肥量
:

玉米施碳钱 so k g /亩
,

磷肥 4 o k g /亩
;
红薯施碳铁 so k g /亩

。

三
、

试验期间的气象特征及自然灾害情况

该试验起止时间为 1 9 8 8 年至 1 9 9 1 年
。

据我所气象哨实测资料
,

试验期间的气温
、

降雨量等情

况
,

见表 5
、

表 6
、

表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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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 9 8 8~ 1 9 9 1 年禽县试验站气象观测资料

实实 测 结 果果 1 9 8 8 年年 1 9 89 年年 1 9 9 0 年年 1 9 9 1 年年 4 年平均均

年年平均气温 (℃ ))) 1 3
.

888 1 3
.

333 1 3
.

999 1 4
。

1 222 1 3
.

7 888

))) 5℃积温(℃ ))) 4 8 7 0
.

333 4 6 3 4
。

444 4 7 9 6
.

111 4 9 3 4
。

111 4 8 0 8
。

7 333

蒸蒸1 0 ℃积温(℃ ))) 4 5 4 3
。

222 4 4 3 2
.

111 4 5 9 1
.

111 4 4 6 3
。

999 4 5 0 7
。

5 888

陆陆上水面蒸发量 (m m ))) 9 4 2
.

111 8 7 0
.

111 9 4 1
。

888 1 0 6 2
.

111 9 5 4
.

111

最最高气温 (℃ ))) 3 1
。

555 3 0
.

000 3 1
。

777
乃乃

3 0
.

7 333
最最低气温 (℃ ))) 一 4

。

666 一 5
。

999 一 7
.

999 2 9
。

777 一 5
.

777

年年降雨量 (m m ))) 7 0 3
.

888
_

7 8 8
。

999 6 1 7
。

000 一 4
.

444 6 4 3
。

555

555~ 9 月份降雨量(m m ))) 5 7 4
。

222 5 3 0
.

111 4 0 5
。

999 4 6 4
.

666 4 5 9
.

9 555

555~ 9 月降雨t / 全年降雨 t (% ))) 8 1
。

5 999 6 7
.

2 000 6 5
。

7 999 3 2 9
.

666 7 1
。

4 777

555~ 1 0 月降雨量))) 6 2 6
。

777 5 4 4
。

3
...

4 1 8
.

666 7 0
.

9 444 4 8 000

讯讯期降雨量 /全年降雨量 (% ))) 89
.

0 555 6 8
.

8 777 6 7
.

8444 3 3 3
.

333 7 4
。

7 000

77777777777 1
。

7 44444

表 6 1 9 8 8 ~ 1 9 9 1 年篙县水保所气象哨逐月降雨量

年年份份 月 降 雨 量 (m m ))) 年降雨量量 汛期降雨雨
(((年 ))))))))))))))))))))))))))))))))))))))))))))))))))))))))))))))))))))))))))))))))))))))))))))))))))) (m m ))) 量 (m m )))1111111 222 333 444 555 666 777 888 999 1 000 1 111 1 2222222

111 9 8888 000 1 6
。

111 4 2
.

666 4 6
.

777 4 8
.

333 4 777 2 0 9
.

444 2 2 5
.

222 4 3
。

666 5 3
.

222 0
.

666 1 3
.

444 7 0 3
.

8
··

6 2 6
.

777

111 9 8 999 4 8
.

777 5 2
。

333 2 8
.

000 2 5
.

666 2 7
。

888 5 3
。

777 2 7 6
。

111 1 3 1
。

333 4 1
。

222 1 3
.

222 3 9
。

222 3 1
。

888 7 8 8
.

999 5 4 4
.

333

111 9 9 000 3 5
。

999 4 2
。

555 4 1
。

444 3 8
.

333 9 4
。

999 1 2 7
。

222 1 1 3
。

888 2 6
。

888 4 3
。

222 1 2
。

777 3 2
.

888 7
。

444 6 1 7
。

000 4 1 8
。

666

111 9 9 111 5
。

777 2 4
.

666 6 6
。

999 2 3
。

555 1 0 3
.

222 5 5
。

111 5 9
。

888 5 9
。

111 5 2
.

444 3
。

777 7
。

555 3
。

111 4 6 4
.

666 3 3 3
。

333

表 7 试验期间径流次数统计表

年年 份份 总径流次数数 1 0
000

1 5
000

2 5
...

(((年 )
...

(次))))))))))))))))))))))))))))))))))))))))))))))))))))))))))))))))))))))))))))))))))))) 垄垄垄垄垄 平平 平 间间 垄间间 垄垄 平平 平间间 垄间间 垄
...

平平 平间间 垄间间

111 9 8 888 555 333 555 444 333 333 555 555 111 444 555 555 111

111 9 8 999 777 444 777 777 111 444 777 777 111 555 777 777 111

111 9 9 000 444 333 444 444 444 333 连连 444 333 333 444 444 333

111 9 9 111 333 111 333 333 5 7
。

1 444 222 333 333 222 222 333 333 222

总总 计计 1 999 1 111 1 9
...

1 88888 1 222 1 999 1 999
·

888 1 444
.

1 999 1 999 555

比比例 (% ))) 1 0 000 5 777 1 0 000 9 4
.

7 44444 6 3
.

1 666 1 0 000 1 0 000 7 1
。

4 333 7 3
.

6 888 1 0 000 1 0 000 7 1
。

444

四年中
,

19 90 年 7
、

8 月
.

份特别干旱
,

8 月份仅降雨 26
.

sm m
,

造成农作物大面积减产
,

1 9 9 1 年

10 月至 n 月旱象严重
,

两个月仅降雨 n
.

Z m m
,

严重的影响了小麦播种
,

甚至无法播种
.

四
、

试验结果与分析

试验区坡耕地 (10
。

~ 2 50 )采用垄作与间作技术后
,

对蓄水保土及作物增产均起到了明显的作

用
。

(一 )减流减沙效益 试验期间的径流泥沙情况(见表 8 )
。

叭减流效益
。

从 4 年总的趋势看
,

其径流模数分别为
:

玉米垄作 9 6 83
.

25 m
3

/k m
Z ;
垄作间虹豆

4 7 7 6
·

o o m
,

/ k m
, ;
平间虹豆 1 4 4 8

·

6 7 m
3

/ k m
, ;
平间黄豆 2 8 0 2 9

·

8 3 m
3

/ km , ;
平作 18

、

6 1 2
·

7 8 m
,

/

k m , 。

与平作相比
,

其径流量分别为平作的 52
.

02 %
、

50
.

67 %
、

77
.

84 %
、

10 0
.

84 %
。

.

其亩径流量分别

比平作减少 5
.

9 5 m
3

/亩
、

3
.

1 0 m
3

/亩
、

2
.

7 5m
3

/ 亩
、

及增加 0
.

1 6m
,

/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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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1 , 88 ~ 1 9 9 1 年试验区径流量与侵蚀模数及产量对比

坡坡坡 区区拼作措施施 径流模数 (m , / k m Z ))) 侵蚀模数 (t / k m Z )))
,

亩产t (k g ))) 亩生长 t (k g )))

度度度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
。
))))))) 总 盘盘 平 均均 比较 (% ))) 总 盘盘 开 均均 比较( %〕〕总 ttt 平均均 比较(肠))) 总 最最 平 均均 比较(沁)))

lll 000 111 垄 作作 2 8 15 222 7 0 3 888 4 7
。

2 333 6 6 1
。

222 16 5
。

333 5 5
。

5 333 1 7心8
.

2 333 4 4 2
.

0 666 1 0 8
.

7 777 3 9 4 8
。

9 333 9 8 7
.

2 333 1 5 3
.

0 111

,,, 222 平间肛豆豆 2 5 8 2 000 6 4 5 555 4 3
。

3 2
...

7 9444 19 乓忘忘 6 6
。

6 888 1 7 6 0
。

3 444 4 4 0
.

0 888 1 0 8
.

2 888 3 6 7 6
.

2 777 9 1 9
。

0 777 1 4 2
.

4 444

3333333 平间黄豆豆 4 5 17 444 2 25 8 777 18 7
。

8 666 8 1 4
。

888 40 7
。

444 9 2
。

8 111 7 5 555 3 7 8
。

000 1 0 5
.

8 111 1 2 9 1
。

7 333 6 4 5
。

8 666 9 8
.

4 000

4444444 奎间肛豆豆 4 0 8 444 2 0 4 222 4 9
。

9 999 1 1 9
。

666 5 9
。

888 2 7
。

5 222 9 8 5
。

7 333 4 9 2
.

8 777 1 0 8
。

0 666 2 5 3 6
。

1 333 1 2 6 8
.

0 666 1 1 0
。

3 555

5555555 平 作作 5 9 6 2 000 14 90 0
.

555 10 000 1 1 9 0
.

888 2 9 7
。

777 1 0 000 1 6 2 5
。

7 333 4 0 6
。

4 333 1 0 000 2 5 8 0
。

8 777 6 4 5
.

2 222 1 0 000

111 555 lll 垄 作作 1 5 18 555 3 7 9 6
.

2 555 1 8
.

习333 1 7 3 7
。

4 444 4 3 4
。

3 666 5 3
.

2 777 1 4 1 7
。

1 222 3 5 4
.

2 888 9 9
。

8 333 3 0 6 3
。

4 000 7 6 5
.

8 555 1 0 7
.

6 111

2222222 平间肛豆豆 71 9 5 444 7 9 8 8
.

5。。 8 9
。

7 111 , , 幼1 月月
5 5 7

。

8 555 6 8
。

4 111 1 4 8 2
.

000 3 7 0
.

5 000 1 0 4
。

444 2 9 0 2
.

8 000
、

7 2 5
.

宁宁 1 0 1
.

9 777

3333333 平间黄豆豆 5 4 0 7 111 2 7 0 3 5
.

555 9 7
。

2 666666666666666 9 9 9
.

888 1 夕,
_

久 111 7 4 9
。

6 777 3 74
.

8 333 1 2 0
.

0 111 1 2 0 7
.

1 333 6 0 3
。

5 666 1 1 8
.

7 0004444444 ‘,, 8 76 666 4 3 8 333 3 5
。

6 222 1 9 9 9
。

666 1 0 2
。

666666666666666 7 4 4
。

333 3 72
.

1 555 9 6
。

9 999 1 8 6 3
.

6 666 9 3 1
。

8 333 1 0 1
.

8 555

5555555 垄间肛豆豆 8 0 20 666 2 0 0 5 1
。

555 1 0 000 2 0 5
。

222 8 1 5
。

444 1 2
。

1 444 14 1 9
。

5 333 3 54
.

8 888 1 0 000 2 8 4 6
.

8 666 7 1 1
。

7 111 1 0 000

平平平平 作作作作作 3 2 6 1
。

66666 1 0 000000000000000

222 555 111 垄 作作 7 2 8 6222 1 几9 1 1 气气 8 7
。

2 111 3 7 4 7
.

666 9 3 6
。

999 3 6
。

5 999 13 0 1
。

0 666 3 25
。

2 666 10 8
.

6 000 2 6 5 1
。

3 333 6 6 2
。

8 333 1 0 0
.

0 888

2222222 平间肛豆豆 7 6 0 7888888888888888 9 1
。

0 666 4 6 5 7
.

444 1 1 6 4
。

3 555 4 5
.

4 888 1 19 8
.

9 999 2 99
。

7 555 10 0
.

0 888 2 6 3 5
。

7 333 6 5 8
。

9 333 9 9
.

4 9993333333 平间黄豆豆 6 8 9 3444 1 9 0 1 9
.

555 1 1 5
。

3 777 3 8 2 8
.

888 1 9 1 4
。

444 6 6
。

0 888 6 9 8
.

7 333 3 49
。

3 777 12 5
.

4 222 1 1 9 7
。

7 333 5 9 8
.

8 666 1 2 6
.

5 888

4444444 垄间肛豆豆 1 5 8 0‘‘ 3 4 4 6 777 6‘
。

5 000 7 5 3
。

888 3价6
.

999 1 6
。

9 555 7 4 1
.

2 333 3 70. 8 666 1 1 5
.

‘999 1 7 3 9
.

4 666 8 6 9
。

7333 ID 2
。

1 555

5555555 平 作作 8 3 5 4 666 7 9 0 333 10 000 1 0 2 4 1
。

222 2 5 6 0
。

333 1 0 000 1 1 9 8
.

000 2 , 9
。

555 1 0 000 2 6 4 9
.

2 000 6 6 2
。

3 000 1 0 000

22222222222 0 8 86
.

55555555555555555555555

2
、

减沙效益
。

垄作
.

垄间虹豆
、

平间虹豆
、

平间黄豆及平作的侵蚀模数分别为 5 1 2
.

1 9 t/k 扩
、

1 7 9
.

7 7t / km Z 、 6 4 0
.

2 3 t/ k m
, 、

Zo t / k m Z 、 1 2 2 4
.

s o t / k m 2 .

与平作相比
,

其侵蚀模数分别占平作的

4 1
.

8 2 %
、

1 6
.

4 1 %
、

5 2
.

2 7 %
、

8 1
.

8 0 %
。

与平作相比
,

每亩泥沙量分别比平作减少 4 7 5
.

7 k g
、

1 0
.

4 7 k g
、

38 9
.

71 k g
、

1“
.

18 kg
.

而平柞被侵蚀的泥沙总量平均为 81 6
.

5 3 k g /亩
。

由此可见
,

垄作
、

垄间虹豆
、

平

间可豆
、

平间黄豆均 比传统的平作方式径流量
、

泥沙量减少
。

其减少的程度由大到小的排列顺序为
:

垄间虹豆
、

垄作
、

平间可豆
、

平间黄豆
、

平作
。

(二 )增产效益 试验结果表明
:

垄作
、

垄间虹豆
、

平间虹豆
、

平间黄豆的产量均比平作高
。

其平

均亩产为
:
3 7 3

.

4 o kg
、

4 1 2
.

o 6 k g
、

3 6 , 4 4耘g
、

急6 7
.

2 3 k g
、

3 4 6
.

9 4 kg
。

分别是平作产量的 1 0 7 0 7 7 %
、

1 0 6
.

5 2 %
、

1吹
.

7 6 %
、

1 1 4
.

6 1 %
,

每亩分别比平作增产 2 6
.

9 6 k g
、

2 6
.

8 2 kg 、1 6
.

so k g
、

5 3
.

6 5 k g
.

表 9 1 9 8 8 ~ 1 9 9 1 年不同处理红薯产量结果

坡坡度 (
o

))) 种植方式
··

年 份 (年 )))

111111111 9 8 888 1 9 8 999 1 9 9 000 1 9 9 111 合 计计 亩平均均 比较(肠)))

111 000 堆 作作 亩产量量 2 4 7 7
。

999 1 5 9 3
。

3 555 1 6 7 1
。

888 1 1 8 6
。

6 555 6 9 2 7
。

777 1 7 3 2
。

4 555 1 0 000

(((((((k g ))) 3 7 88
.

555 2 2 1 4
.

777 2 5 8 6
。

777 1 6 4 3
。

555 1 0 2 3 3
.

555 2 5 5 8
.

44444

亩亩亩亩生长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
(((((((k 尸 )))))))))))))))))

垄垄垄 作作 亩产量量 2 4 9 1
。

444 1 7 5 3
.

555 2 2 2 9
。

111 1 3 4 0
.

000 7 8 1 3
.

999 1 9 5 3
.

4 555 1 1 2
。

888

(((((((k g ))) 3 6 5 8
.

777 2 5 9 8
。

444 3 1 7 3
.

999 1 9 9 6
.

888 1 1 4 2 7
。

9 555 2 8 5 7
。

OOO 1 1 1
。

777

亩亩亩亩生长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
(((((((k g )))))))))))))))))

111 555 堆 作作 亩产量量 2 4 1 7
.

999 1 5 0 0
。

000 1 6 2 3
.

555 1 0 5 3
.

333 6 5 9 4
.

888 1 6 4 8
.

777 l 0000
(((((((k g ))) 3 6 8 1

.

888 2 0 7 1
。

555 2 9 7 1
。

000 1 4 5 8
.

888 1 0 1 3 3
.

222 2 5 3 3
.

33333

亩亩亩亩生长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
(((((((k只)))))))))))))))))

垄垄垄 作作 亩产量量
.

2 3 2 6
.

888 1 5 8 3
.

333 2 1 6 2
.

5 555 1 2 4 0
.

000 7 3 1 2
.

777 1 82 8
。

222 1 1 0
.

999

(((((((k g ))) 3 6 0 6
.

999 2 3 7 2
.

555 3 9 5 9
.

111 1 84 7
。

888 1 1 7 8 6
.

444 3 3 2 1
。

666 1 3 1
。

111

亩亩亩亩生长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
(((((((k 夕 )))))))))))))))))

其生长量分别是平作的 1 1 9
.

“ %
、

1 05
二

29 %
、

1 1 4
.

09 %和 1 1 2
.

84 %
。

平均生长量分别为
:

8 0 5
.

3 0 k g
、

1 0 2 3
.

2 1 kg
、

7 2 6
.

g o k g
、

6 1 6
.

lo k g
、

6 7 3
.

o 3k g
。

红薯的产量结果见表 9
。

从不同处理产量结

果来看
,

红薯垄作比堆作增产
.

垄作产量为堆作的 In
.

85 %
,

平均每亩增产 Zco
.

8 5 k g ,

生长量为堆

作的 1 1 3
.

9 8 %
。

1 0
0

区产量高于 1 5
0

区
,

1 0
0

区较 1 5
0

区产量增加 1 0 6
.

0 1 %
,

其生长量为 1 5
0

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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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
.

8 2 %
。

(三 )土雄养分 试验结果表明
:

垄作及垄间斑豆的土壤养分含量均略高于平作
。 4

(见表 10 )与

平作相比
,

全 N
、

速效 P
、

速效 K
、

有机质
、

.

水解 N 等 5 种养分
,

垄作的分别比平作的高 4
.

4 0 9 /k g
、

1 8 2
.

7 9 / k g
、

2
.

09 / k g
、

3
.

5 9 / k g
、

5 0
.

1 9 / kg ;
垄间班豆分别比平作高 1 5

.

49 / k g
、

8 6
.

2 9 / k g
、

8
.

7 9 / k g
、

9
。

0 9 / k g
、

及低 9
.

0 9 / k g
。

表 10 玉米在不同耕作措施条件下土坡养分比较

耕耕作措施施 全 NNN 比 较较 速效 PPP 比 较较 速效 KKK 比 较较 有机质质 比 较较 水解 NNN 比 较较

竿竿竿压露露
(肠))) (m g / k g ))) (% ))) (叱 / k g ))) (% ))) (g / k g )))

.

(% ))) (m g 压 g ))) (% )))

平平 作作 0
。

4 5 444 0
.

4 444 1 8
.

3 444 1 8
。

2 777 1 8 4
。

9 222 0
。

2 000 7
。

4 1 666 0
。

3 555 5
.

5 999 5
。

0 111

垄垄 作作 0
。

4 5 666 1
.

5 444 2 1
。

6 999 8
.

6 222 1 8 5
。

2 888 0
。

8 777 7
。

4 4 222 0
。

9 000 5
。

8777 一 0
。

9 000

垄垄间见豆豆 0
.

4 6 111 0
.

6 666 1 9
.

9 222 一 8
。

1 888 1 8 6
。

5 333 一 1
。

6 777 7
。

4 8 222 一 2
。

3 666 5
。

5 444 1 0
。

3 888

平平间班豆豆 0
。

4 5 777 8
。

0 666 1 6
。

8 111 2 7
。

1 555 1 81
。

8 333 一 0
.

7 999 7
。

2 4 111 一 6
.

1 999 6
.

1 777 一 3
。

6 555

平平间黄豆豆 0
。

5 6 33333 1 3
。

822222 1 8 1
。

7 55555 7
。

1 3 77777 3
.

9 66666

平间虹豆与平间黄豆的全 N 及水解 N 均高于平作
,

而速效 P
,

速效 K 和有机质则低于平作
.

依

上述顺序
,

平间虹豆分别增加 6
.

6 9 / k g
、

及减少 5 1
.

5 9 / k g
、

1 6
.

7 9 / kg
、

2 3
.

69 / k g 和增加 1 0 3
.

8 9 / k g
。

平间黄豆的分别增加 5 0
.

69 / k g 及减少 2 7 2一5 9 / k g
、

7
.

99 / k g
、

6一 9 9 / kg 和增加 3 6
.

5 9 / k g
。

1 9 9。~ 1 9 9 1 年对径流泥沙中所含的养分进行了测定 (见表 1 1
,

表 12 )结果表明
:

平作径流泥沙

中养分含量最高
,

平间见豆
、

垄作及垄间虹豆的径流泥沙中养分含量均低于平作
。

据计算
,

每亩流失

的养分量按 N
、

P
、

K
,

水解 N
、

有机质顺序排列
,

垄作的分别为 0
.

o g kg
、

0
.

o o sk g
、

0
.

o 2 5 kg
、

o
·

o 1 3 k g
、

1
.

o 4 kg ; 垄 间 班 豆 的分别为 0
.

o sk g
、

0
.

o o 4 kg
、

0
.

o 2 2k g
、

0
.

o 1 7 kg
、

0
.

9 3 k g ;
平间可豆的分别为

0
.

2 6 kg , 0
.

o l4 k g
、

0
.

o 6 9 k g
、

0
.

o 3 3 kg
、

2
.

so kg ;
平作的分别为 0

.

s lk g , 0
.

o 2 8 kg , 0
.

1 3 8 k g , 0
.

1 1 o k g ,

5
.

8 0 k g
。

表 1 1 土壤养分流失情况比较 (i , 9 0 ~ 1 9 9 1 年)

耕耕作措施施 全 NNN 搏交交交PPP 速效 KKK 水解 NNN 有机质质
(((((尸 /k只))) 、1 . . R

」」

/ k 夕))) (m 口/k 尸))) (m 又八夕))) (尸/ k g )))

平平平 均均 比较 (%))) 平 均均 比较 (% ))) 平 均均 比较 (% ))) 平 均均 比较 (%))) 平 均
‘‘

比较 (沁)))

垄垄 作作 0
.

6 5 4
‘‘

9 4
。

111 3 3
。

6 777 8 6
.

4 222 1 8 1
.

1 777 9 5
。

8 999 9
.

1 000 6 0
.

4 777 7
.

5 333 9 4
.

8444

垄垄间肚豆豆 0
。

6 7 666 9 7
.

2 666 3 6
.

4 777 9 3
.

6 111 1 8 4
。

5 888 9 7
。

6 999 1 4
.

0 000 9 3
。

0 222 7
。

7 444 9 7
。

4 888

平平 作作 0
。

6 9 555 1 0 000 3 8
。

9 666 1 0 000 1 8 8
。

9 444 1 0 000 1 5
.

0 555 1 0 000 7
。

9 444 1 0 000

平平间肛豆豆 0
。

6 8 888 9 8
.

999 3 6
。

1 333 9 3
.

2 555 1 8 0
.

2 555 9 5
.

3 999 8
。

7 000 5 7
。

5 111 7
。

3 444 9 2 4 444

总之
,

垄作
,

垄何虹豆
,

平间可豆 3 种耕作措

施均能起到减流减沙的作用
,

从而减少了土壤养
’

分的损失
,

保持了土壤肥力
。

(四 )土雄含水且情况 主要对不同坡度的土

壤含水量进行了测定
,

见表 1 3
。

在 1 00
、

1 50
、

25
。

不同的坡度上
,

在耕作措施条

件相同的情况下
,

含水量随坡度的增大而减小
。

其

中在 。~ 2 0e m 土层中
,

1 0
0 、

1 5
0

的含水量分别比

2 5
0

的提高 8
.

9 8 %和 3
.

7 0 %
。

土壤容量 (见表 1 4) 随着坡度的增大而增大
.

表 12 每亩流失的养分量比较

耕耕作措施施 平均侵侵 平均养分损失量 (k g /亩)))
’’’

蚀 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kg /亩))) NNN PPP KKK 水解解障机质质NNNNNNNNNNNNNNNNN

垄垄 作作 1 3 8
。

1 444 0
。

0 999 0
。

0 0 555 0
。

0 2 555 0
。

0 1 333 1
.

0 444

垄垄间肛豆豆
,

1 1 9
.

8444 0
.

0 888 O
。

0 0 444 0
。

0 2 222 0
.

0 1 777 0
。

9 333

平平间肛豆豆
.

3 8 1
。

2 777 0
.

2 666 0
。

0 1 444 0
.

0 6 999 0
.

0 3 333 2
。

8 000

垄垄 平平
·

7 3 0
.

3 111 0
.

5 111 0
。

0 2999 0
。

1 3 888 0
.

1 1 000 5
.

8 000

10
。 、

15
。

的土壤容重分别比 25
。

的增加 11
.

45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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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n %
,

土壤孔隙度则依次减小 ?其减小的幅度分别为

表 13 不同坡度分层含水量比较

1 0
.

6 9 %和 5
.

9 7 %
。

坡坡度度 0 ~ 20C mmm 比 较较 2 0 ~ 4 0C 订订 比 较较 4 0 ~ 6 0C犷犷 比 较较
(((

o

))) (% ))) (% ))) (% ))) (% ))) (写))) (%)))

111 000 1 5
.

333 8
。

9 888 1 6
.

1 333 8
。

3 333 1 5
。

6 222 3
.

3 111

111 555 1 4
.

5 666 3
。

7 000 1 4
.

8 000 一 0
。

6 000 1 4
。

3 555 一 5
.

0 999

222 555 1 4
.

0 44444 1 4
.

8 99999 1 5
。

1 22222

臀臀臀 容重重 增减减 孔隙度度 增减减
(((((g / em ,

))) (士 ))) (% ))) (士 )))

111 000 1
。

1 666 一 1 1
。

4 555 5 6
.

1 111 1 0
.

6 999

111 555 1
。

2 333 一 6
。

1 111 5 3
。

7 222 压
.

9 777

222 555 1
。

33333 5
.

0 6 44444

五
、

结 论

在丘陵早坡地上
,

实行垄作与间作后
,

在产流的情况下均比平作增产
,

并可拦蓄较多的雨水
,

减
.

少径流和泥沙
,

从而取得蓄水保土的显著效益
,

是一种有效的水保措施
。

在篙县
,

目前仍有 30 余万亩坡地
,

但坡改梯的速度为 1 万亩 /年
。

因此
,

在未进行坡改梯之前
,

或不能进行坡改梯改造的坡耕地
,

推广应用垄作及间作措施十分必要
。

趁公么副翻衬场旧喻移公翻州分翻扮蛤泪公么卜编义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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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内蒙古西部黄土丘陵区
‘

,

土质较疏松
,

使水分入渗加快
,

加之该地区地表水分蒸发强烈
,

使土

壤水分移动加强
。

3
.

作物生长发育耗水
,

主要来源于该年生育期降雨
,

即汛期降雨
,

而土壤在这里起调节和再分

布的作用
。

4
.

该地区土壤的垂直方向基本可分为三个层次
,

即 。~ 4 0c m
,

40 ~ lo oc m
,

1 00 ~ Zo oc m 这三个

层次
,

不同时期水分含量有一定的差异
。

但主要还是在雨季
。

土壤水分垂直动态变化
,

也主要是随

着降雨的动态变化而变化的
。

‘公翻卜翔冲墉 . 宙越‘. 公么舒取不娜伙沁闷啼匆替刽翻阅冶令刘编旧会取扮蜡弓份孰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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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
·

语

旱源地蓄水保土耕作措施具有投资少
、

见效快
、

方法简单
、

易于推广
、

蓄水保土能力强
、

增产效

益显著等特点
,

因此是早源地区改善土壤水肥条件
,

提高作物产量的重要途径
,

在生产中很有必要

加以推广
。

同时早源地蓄水保土耕作措施的研究是一项持久性的工作
,

目前课题任务虽然已完成
,

但并不意味着研究工作的结束
.

四年来的试验研究工作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
,

但这仅仅是研究工

作的开始
,

今后我们还要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