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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乌破河小流域降雨量大
,

土壤侵蚀营力主要为水力侵蚀
.

十年一遇暴雨情况下
,

雨滴溅蚀
、

地表径流冲刷的能量
,

即可发生严重的面蚀
、

沟蚀
、

崩岗侵蚀
.

从分水岭 顶至 80 ~ 10 o m 的坡面

地段
,

土壤侵蚀最严重
,

应成为全面管护
、

重点治理的地段
。

关键词
:

鸟彼河小流域 降雨 降雨慢性力 土攘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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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县乌破河小流域
,

位于北纬 2 4
0

0 2`

~ 2 4
0

0 7
`
和东经 1 1 5

0

3 8
`

~ 1 1 5
0

4 2
,

之间
,

面积 2 3
.

2 3 k m
, ,

水土流失面积 1 5
.

Zk m , ,

占山地面积 8 1
.

5 %
,

其中面蚀 4
.

2 4 k m
, ,

沟蚀 5
.

o 6 k m
, ,

崩岗侵蚀 5
.

g k m , 。

1 9 84 年资料
,

侵蚀模数 4 42 8t / k( m ,
一

` a ), 崩岗侵蚀模数高达 5一 6万 t/ k( m , ·

a)
,

是五华县乃至广

东省最严重的水土流失地区之一
。

据在该小流域白石塘山西北坡面上调查
,

方法是以绳子圈定 20 m x l o m 的样方
,

从分水岭顶

以下 10 m 起
,

每隔 10 m
,

测定侵蚀沟密度
、

沟宽和 沟间地宽等
,

见表 1
。

据实地考察
,

全坡面都有面蚀现象
,

而沟蚀
,

只有在分水岭顶 以下 6 m 左右起才发生
,

侵蚀沟的

条数有自上而下减少的趋势
,

而侵蚀沟平均面宽
,

是自上而下不断加宽
,

这是由于侵蚀沟兼并合流

的结果
,

有的侵蚀沟发展成为深宽超过 l m 的切沟
,

有的已发展成深宽超过 10 m 的崩岗
,

即面蚀
、

沟

收稿日期
:

19 9 2一 10一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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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
、

崩岗侵蚀在坡面上同时存在
,

坡面被侵蚀得千沟万壑
,

支离破碎
。

表 l 白石塘山坡面土壤浸蚀情况调查

距距分水岭顶顶 侵蚀沟沟 侵蚀沟沟 侵蚀沟沟 沟间士也也 沟宽与沟间间 侵蚀沟沟

距距 离离 条 数数 密 度度 宽 度度 宽 度度 地宽比值值 密度度

((( m ))) (条 ))) (条 / 1 0 0 m ))) ( m ))) ( m ))))) 频率率

111 000 1 333 6 555 2
.

9 222 1 7
.

0 888 1 : 5
.

8 555 0
.

1 2 888

222 000 1 444 、、 3
.

8 444 1 6
.

1 666 1 : 4
.

2 111 0
.

1 3 888
333 000 1 444 7 000 3

.

9 000 1 6
.

1 000 1 : 4
.

1 333 0
.

1 3 888

444 000 1 333 7 000 4
.

2 000 1 5
.

8 000 1 : 3
.

7 666 0
.

1 2 888

555 000 999 6 555 4
.

5 000 1 5
.

5 000 1 : 3
.

4 444 0
.

0 8 999

666 000 1 000 4 555 5
.

2 666 1 4
.

7 444 1 . 2
.

8 000 0 0 9 999

777 000 1 000 5 000 4
.

3 555 1 5
.

6 555 1
:

3
.

6 000 0
.

0 9 999

888000 888 5 000 3
.

6 666
.

1 6
.

3 444 1 : 4
.

4 666 0
.

0 7 999

999 000 555 4 000 2
.

5 999 1 7
.

4 111 1
:

6
.

7 222 0
.

0 4 999

111 0 000 555 2 555 2
.

0 999 1 7
.

9 111 1 :
8

.

5 777 0
.

0 4 999

平平均均 1 0
.

111 2 555 3
.

7 3
...

1 6
.

2 777 1 : 4
.

3 66666

5555555 0
.

55555555555

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在该流域
,

可以说
,

土壤侵蚀主要是降雨侵蚀力与土壤

可蚀性的函数
。

很明显
,

只有降雨侵蚀力大于土壤抗蚀力
,

才有可能发生土壤侵蚀
。

为此
,

我们就乌

破河流域降雨对土壤侵蚀的影响进行分析
。

二
、

降雨侵蚀力

据以五华县 1 9 6 1一 1 9 8 3 年的降雨资料进行排频
,

求得十年一遇年降雨量 1 “ 0
.

7 m m
,

十年

一遇 (下同 ) 2 4 h 最大雨量 3 1 5
.

4 m m
,

6 0 m i n
最大雨强 1 3 2

.

s m m
,
3 0 m i n

最大雨强 8 1
.

4m m
,

1 0 m i n

最大雨强 5 4
.

s m m
。

降雨侵蚀力
,

是降雨雨滴对土壤的击溅分散和地表径流对土壤的分离
、

割切冲刷
、

挟带运移作

的用
。

分两点
.

叙述如下
:

(一 )雨滴溅蚀

暴雨的雨滴直径相对较大
,

贝斯特研究
,

雨 滴大小
,

可表达为
:

D
S。
一 a 尹

,

并据实验
,

求得不 同

情况下的
a 、

b值
,

其 中之一为
:

D
S。

~ 2
.

3 2君b , 8
( 1 )

式中
:

D
S。

— 雨滴中数直径 (m m ) ; I
; 。

—
1 0 : n i ,1 最大雨强

。

代入 ( 1) 式得十年一遇暴雨情况
,

雨滴直径为 4
.

7 7 m m
,

设雨滴为球体
,

它的体积为
:

s
。

= 粤D
3
一 0

.

05 c7 ma
,

其下落速度
,

埃利森研究为 9
.

l m / 。
,

那么每滴雨滴对土壤表面的打击能量
一 “

6 一
- -

一
’

一
`

/ 、

”
“

一一
`

一 、 ’ ` :’’ 一 ` ’ `

一
’

一
’

一 ” 一 ” - - - - - -

一
’

一 ”
-

-

一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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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乙

。

~ 气了 ,刀 V :
艺

= : 。
S

。

V艺/ 29

vo

— 喻滴下落终速
;

( 2 )

式 中
:

m

— 雨滴质量
; ` — 水密度

; g

— 重力加速
。

代人 ( 2) 式
,

求得每滴雨滴对土壤的打击能量
:

oE ~ 16
.

能成正 比
:

砂土溅蚀量 oc 衅
· ’

s gc 时 s/
, ,

弗里研究
,

雨滴溅蚀量与其动

( 3 )

.

壤土溅蚀量 oc 凡
·

“ 几 (4 )

比萨尔 ( iB sa L )关于雨滴对土壤的击溅分散量有如下关系
:

G 一 K D V合

“
(5 )

式中
: k

—
比例系数

。

5一 8月 k 一 0
.

0 1 7 ; 9 一 4 月 k ~ 0
.

0 0 31
.

代入 ( 5 ) 式中
,

十年一遇暴雨情况

下
,

雨滴对土壤的击溅量
:

G 一 。
.

03 ~ 0
.

1 78 9 / m
, ,

相当
.

33
.

0 ~ 1 78
.

o t / k m
, 。

但是若有植被彼盖
,

或

者地表径流深度超过雨滴直径 3 倍时
,

雨滴的溅蚀作用
,

将受到抑制而减弱
。

(二 )地表径流侵蚀和输移作用

雨滴对土壤具有侵蚀作用
,

而输移作用很弱或无
,

但地表径流兼而有之
,

现以小流域白石塘山

为例
,

进行分析
。 `

.

该山的坡长 L 一 1 80 m
,

平均坡度
a 一 3 5

。 ,

相对高程 H 一 L
· s inQ 一 1昭

.

0由
,

属中低丘
,

花岗岩

风化发育而形成的赤红壤
。

分水岭顶光秃
,

坡面植被已逆向演替为稀疏松树的亚热带草坡
,

远观沟

蚀最醒 目
。

十年一遇暴雨侵蚀力情况如下
。

1
.

径流流速
。

按曼宁流速公式
:

’

1 一 。 一
, , “

二
卜

、

口
`

二 立 R Z / 3
5

` 1 2
`

( 6 )
7之

式中
: u

— 地表径流流速
; n

— 曼宁公式中的糙率
,

取值 双 二 0
.

05
;

R

— 水力半径
,

因坡面很宽
,

水力半径近似径流深
; S

— 水力坡降
。

、

代入 ( 6) 式
,

求得径流流速
。 一 2

.

56 m / s 。

2
.

径流量
。

径流量计算公式很多
,

粗略近似
:

、 、产、 J产叮r八八ù矛r.、了,、

口一C l / 1/ t

二二二

— 5 1

7之

, :砂
·

。 5
R

2
·

0 7

式中
:

q

— 径流量
; C

— 径流系数
,

取值 C

t

一
历时

。
、

`
、

’

一 0
.

55 ;
’

I

— 雨强
; A

— 计算面积
;

代入 (7 )式
,

求得单宽流量 q 一 .0 03 6 m
3

s/
;
代入丈8) 式

,

求得 q一 .0 0 3巨m
3

s/
,

径流流速
、

流量与

土壤侵蚀量
、

泥沙输移率均成正比关系
。

’ .

_
.

、
’

` _

3
.

集流时间
。

柯皮切 ( ik rP ic ll) 研究
,

集流时间与坡度
、

坡长关系
,

可表达为
`

:

T = 0
.

2 0五
。

·

7 ,
s 一 。

.

3 5 5
( 9 )

本例 T = 12
.

s m in
,

这意味着
,

十年一遇暴雨情况下
,

降雨 1 2
.

s m in
,

即有泥沙被径流挟带到 山脚
。

4
.

地表

兮 ;

径流的切应力
。

威斯奇迈尔夕于究
,

土壤分离量与径流拖泻应力成正比
:

G 沈 ( r 一 r

户
’̀ ,

而

杜波依斯有关公式为 q
:

一 a( : 一 r0 )
` ,

式中 么 b
、 n
为经验系数

, r

— 切应力
; r 。

— 临界切应力
,

它

们与水力半径
,

水力坡降等有关
,

可表达如下
;

`

r 一
,

几g R S
.

_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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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式
, r = 0

.

4 一k g f / m
, , r 尸 0

.

刷侵蚀
,

是不可避免的
。

孔 = 0
.

7 5` R s I’) : a ( 1 1 )

。26 k g f/ m
, ,

十年一遇暴雨情况下
, r 》 几 ,

地表径流导致土壤被冲

5
.

土粒起动临界
。

马维斯 ( M va is )研究
,

不同粒级的土粒的临界起动流速可表达为
:

V
。

= D
o 4/ ,

( r’
.

一 l )
` / z

( 1 2 )

式中
:

0D —
土粒直径

;
.

.r

— 土粒 比重
,

取值 2
.

“ ,

从上式可见
,

土粒越小
,

临界起动流速越

小
,

前面已计算地表径流流速为 2
.

“ m / s ,

足可将小于 s m m 的土粒起动运移
。

6二地表径流总侵蚀能量
。

关于降雨侵蚀能量指标
.

,

常见的有威斯奇迈尔的 IE
3。 ,

哈德逊的 K E >

2 5等
,

按江忠善降雨动能公式如下
:

E = 7
·

2 9 + 1 1
.

s le g I
3。

’

( 1 3 )

式中
:

君
一降雨动能 J (/ m

, 。

m耐
,

即 iln m 降雨氢在 l mz 土地面积上产生的能量 ( )J ; 几
。

一为

驾豁端戴撇黔
i。

,

代入 ( 2 3 )式 君一 z g
.

4) / (m
, ·

m m )
,

则 E I
3。

,

这里 K E ) 2 5 = 2 9
.

4 J / m ,一
`

,

可表达为
:

一
.

二
E 一几 q ”

22/ 9 + 几 qL ;is ,
.

(l 4)
.

公式符号意义同上
。

可见侵蚀能量与地表径流流量
、

流速及坡度
、

坡长等有关
,

代入 ( 1 4 )式
,

求

得十年一遇 2 h4 最大雨强的地表径流总侵蚀能量 E ~ 3 7 28
.

s k g m , s/
, ,

相当 3 72 8
.

8)
。

可见十年一

遇暴雨所产生的侵蚀能量相当大
。

摩根关于溅蚀输移量的公式如下
:

A = K K E
O

·

8` 5
2

·

3
( 1 5 )

式中
: A

— 溅蚀输移量 g / m , ,

它与 K E > 25 指标和 S 成正比
;

K— 比例系数
,

取值同 ( 5 )

式
,

代入 ( 1 5) 式
·

A 一 23
.

卜 1 28
.

0t / k m
, ,

而地表径流总侵蚀能量大
,

故其相应输移量大得多
,

可表

达如下卜
.

: 会一 85 54
·

时
·

iss) ?.ll as ` .0l sd 粼 :
.

(16 )

式中
:

心一径流侵蚀输移量 g / m
, , d3

,

一
35 呱

,

比表土颗粒还小的颗粒粒径
,

代入 ( 1 6 )式 命

~ 4 9 3 3
.

o t / k m
, 。

一

:
一 ’

三
、

面蚀
、

沟蚀
、

崩岗侵蚀

(一 )面蚀 面蚀占总侵蚀面积 30
.

。%
,

雨滴溅蚀和降雨发生层流侵蚀
,

是面蚀的主要原因
,

在

平缓的坡面上亦可发生
,

是一种不太引人注意而又严重导致土壤肥力下降的侵蚀形式
,

它使土壤腐

殖质层养分和盐基离子淋失
.

。

据苏联学者研究
,

面蚀强度
,

依降雨强度
,

土壤理化性质不同
,

侵蚀模

数可达
t

l 5 0一 2 2 2 o t / k m , ,

据测定土壤养分流失
,

钾元素 ( K Zo ) 3
·

o一 4 4
·

I t / km
,、 ,

磷元素 ( p
Z
o 、

) 0
·

1 5

~ 2
.

Zz t / k m
, ,

氮元素 ( N )
.

0
.

3 ~ 4
.

4 4 t / k m
Z ,

.

耕地面蚀的养分流失量则更大
。

(二 )沟蚀 随着降雨量增加
,

不但有面蚀
,

同时会发生沟蚀
。

沟蚀是否发生
,

取决于弗劳德数

(F ; )
,

当 F r > 1一 2
,

即有细沟或切沟发生
:

F
r

~ 可 ( g
·

R )ll
,

二
( 1 7 )

公式符号意义同上
.

代入 ( 1 7) 式
。

求得 F r 一 3
.

34
,

可见十年一遇暴雨情况下
,

不可避免发生沟蚀现

象
`

由表 1
`

表明
:

在分水岭顶 以下 10 ~ 10 o m之 间的坡面地 段
,

沟蚀最活跃
,

侵蚀沟密度 65 一 70

条 / I OOm
,

在山坡 1 00 m 以下至山脚地段
,

侵蚀沟条数变少
,

仅为 25 条 / I OOm
。

由于任何一个平坦的坡面
,
`

总具有抗蚀力较弱
,

造成地表径流集中为股流的地方
,

股流轨迹
,

是

径流对土壤割切冲刷运移的结果
,

反复进行即形成细沟和切沟
。

如果沟道某处形成跌水
,

即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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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沟头后退冲蚀
,

据加拿大 tS oc ik n g 研究
,

沟头后退侵蚀公式
:

Y 望
`

P I
· “ 4

A
卜 “ ”

H
.O 5 2

式中
:

Y

— 沟头 后 退 侵蚀 速率 ( m ) ; 尸

— 总降雨 量
;

( 18 )

A

— 沟头 前集水 面积
;

H— 沟头侵蚀高度
。

十年一遇暴雨和原有沟头高 0
.

s m 的情况下
,

一年 内沟头后退侵蚀可达

6~ 1 3
.

s m
,

关于切沟
,

活动期发育面积的增长
,

比尔公式为
:

·

人望 8 1
.

4 2尺10
·

0 , 6,

儿
一 o

·

“ “ 石9
0

·

’ ” `
五切

一 o
· ’ ` , , e 一 0

· “ “ △ p
( 1 9 )

`
式 中

:

人
一

沟道增 长 面 积 m(
,

) ;
iR
一

径 流深 (耐
; “

tA 一
梯 田 面 积 m(z

) ;

L g

— 原有切沟长
; 乙叨

— 自切沟末端至分水岭长 ( m ) ; e

— 自然对数的底 ;

△尸— 年降雨量与多年平均降雨量的比值
。

忽略 tA 项
,

设在分水岭顶以下 10 m 的坡面有一

切沟长 l o m
,

代入式
,

其沟蚀年增长扩大面积可达
’

23 2
.

s mz
,

可见沟蚀强度比面蚀强得多
。

·

(三 )崩岗侵蚀
,

`

崩岗侵蚀
,

是 比沟蚀更为严重的侵蚀形式
。

关于崩岗侵蚀
’

,

有两种情况
:

其一

是连绵霆雨
,

继之降暴雨
,

会突然崩山而形成新的崩岗
,

如 1 9 8 6年 7 号强台风
,

五华县局部地方
,

三

天连续降雨 1 0 97
.

6 m m
,

使水土流失面积和崩岗个数倍增
,

这是因为连续降雨
,

而且雨量大
,

使土

壤过饱和
,

导致土体内断裂形成了滑动面
,

于是发生滑坡
、

崩塌
、

剥落
、

泻溜等大块体移动
;
其二

,

崩

岗形成
,

是由于侵蚀沟不断扩大和兼并合流的结果
。 ’

当径流轨迹形成沟头跌水之后
,

水流跌落之处 场能量很大
,

并形成涡流
,

这是旋转的质点群
,

有

两种破坏力
:

一是质点群本身的重力
;二是作旋转运动所产生的离心力

。

使沟头被侧向淘蚀和下切
,

使沟岸端墙更高更 陡
,

当超过临界高度值
,

即有可能崩塌下来而形成更大的崩岗
。

据 T a lo r
研究

,

沟

岸安全临界高度公式如下
:

H
e

= N
, c /介 ( 2 0 )

式中
:

cH — 临界高度 ( m ) ;
’

N
:

— 依崩壁倾角和土壤内摩擦角而定的数
; `

’

— 土壤

内聚力
。

当土壤容重 介 ~ 1
.

3 1 3 t / m
, ,

含水量 35
.

8 %
,

以不排水不固结抗剪强度试验
,

测得土壤内聚

力
` = 0

.

4 t/ m
, ,

内摩擦角 甲~ 20
.

70
,

代入 ( 20 )式 ;求得崩壁安全临界高度如表 2
。

.

由表 2 表明
:

崩壁倾角越大
,

安全临界高度越

tH..3532
.

.26

m度

|
高界一

`

仪川d
`

d
压

l壁崩

|
小

,

即崩塌可能性越大
,

活 动期的崩岗
,

在降雨期

间
,

极易崩塌下来 J据 tS oc ik n g 研究
,

沟壑端墙后退

侵蚀量可表达为
:

Q
,

~ 0
.

01 6
.

3 A
“ 。礼

`

( 2 1)

式中
:

众— 后 退侵蚀量 (k g / m
,

) ; A

— 原

活动期沟壑面积 ( m
Z
) ;
假设一个 hl a

大小的活动期
.

崩岗
,

其后退侵蚀量可达 34 1 0 o t k/ m
Z ,

当地有许多

崩岗
,

已后退溯源侵蚀至分水岭
。

’

在崩岗体内倾角 < 53
。

至沟床的坡面
,

是承接

表 2

崩壁倾角 (
。

)

5 3

6 0

7 0

8 0

崩壁突然崩塌下来的大量泥沙的处所
,

是一个极不稳定的松散的冲积锥
,

其稳定的安息角临界公式

为
:

土壤干燥时
, !

6 一沪 ( 2 2 )

降雨入渗土壤饱和时
,

8 一 ( r ` 一 r 。 ) /介
·

尹 ( 2 3 )

式 中
:

a

— 冲积锥安息角
,

其它符号意义同上
。

据计算
,

土壤干燥时 6 ~ 2 4
O

4 2’
,

降 雨入渗土壤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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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6 ~ 4
O

4 6’
。

可见
,

土壤干燥时
,

崩体内的冲积锥相对较稳定
,

一旦降雨
,

土壤过饱和
,

极易发生泻

溜
、

滑塌而造成大量泥沙下泻
,

并将为径流所挟带
,

冲出崩岗口
,

危害极大
。

爪】 左士
·

4五
` ` J 、 奋口 卜口

1
.

广东省南临浩翰的太平洋
,

终年受海洋性气候影响
,

是全国多雨省份
。

据统计
,

五华县十年一

遇年雨量 1 “ 0
.

7 m m
,

十年一遇 2 h4 最大降雨量 31 5
.

4 m m d/
.

因此
,

土壤侵蚀营力
,

在当地主要是

水力侵蚀
,

崩岗是重力侵蚀类型
,

但归根结底
,

是降雨侵蚀力引起的
。

2
.

十年一遇暴雨情况下
,

每滴雨滴对土壤的打击力量达 16
.

s gc m
,

s/
, ,

地表径流总侵蚀能量达

3 7 2 9 k g m
,

s/
, ,

(相当 3 72 9 ) )
,

径流切应力大大超过临界切应力
,

径流流速
,

亦大大超过土粒起动流

速
,

无疑会发生面蚀
、

沟蚀和崩岗侵蚀现象
,

新的水土流失亦不可避免
。

3
.

据考察
,

一个 山坡坡面
,

最严重侵蚀地段
,

是分水岭顶 以下 10 一 80 m 地段
,

80 一 1 00 m 起到山

脚地段
,

侵蚀现象相对较轻
,

在这一地段上
,

可发现侵蚀沟断头
,

条数减少
,

并且沟间地有落淤现象
,

植被的长势
、

粗盖度亦较好
。

因此
,

治理水土流失的重点地段
,

应当是分水岭及 由分水岭顶起至 80

~ 1 0 Om 的地段
。

而水土流失的治理战略
,

必须要以雨滴击溅
,

径流对土壤颗粒的分离冲刷运移机

理为依据
,

因此
,

水土保持的战略措施
,

主要是防止土壤遭受雨滴打击和对地表径 流实施拦截
、

分

散
、

延缓
、

消化 (增加入渗量 ) 以减缓其侵蚀力为 目标
。

(土接第 54 页 )

二
、

经济效益

水土保持是保护开发利用水土资源
,

改变山区山光
、

地瘦
、

人贫
,

使山区人 民脱贫致富的一项

伟大社会工程
。

小流域治理要实行全面规划
,

山
、

水
、

田
、

林综合治理
,

提高综合效益
,

过去搞水土保

持主要强调蓄水拦沙
,

而忽视了开发致富
,

致使水土保持成果无法巩固
。

近年来强调水土保持要从

提高生态效益
、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个方面考虑
。

乌阪河小流域在治理措施上
,

由单纯的防护性

治理
,

转变为开发性治理
,

根据自然条件有计划的改造自然
,

合理开发利用
,

以生态效益为前提
,

以

经济效益为核心
,

提高农业生产
,

使当地人民尽快脱贫致富
,

调动了山区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

水

土保持得到了不断发展
,

巩固了水土保持成果
。

首先治山
、

修梯田
、

堵崩 口
、

植树种草
、

封 山育林
、

建

立林场
、

山麓沙渍地种果树
,

发展商品经济
,

目前种植的沙田袖
、

荔枝
、

龙眼
、

黄皮
、

柿子
、

柑橙等果品

年产值已达 8 万余元
。

其次是改水
,

固定河床
,

截弯取直
,

河床比降加大
,

提高了河流泄洪输沙能力
,

变河床淤积为河床冲刷
,

河床下降 0
.

2一 1
.

Zm
,

由地面河变成了地下河
,

使河流两岸 44 0 亩落河 田
,

变成了高产的爽水田
,

水稻亩产由 2 00 一 30 o k g
,

提高到 50 0~ s o o k g ,

同时增加了灌溉水源
,

提高了

抗旱能力
,

1 9 9 2 年是五华县历史上最干旱的一年
,

比历史上大旱 的 1 9 4 1 年旱情还要严重
,

但乌破 产

河小流域没有受到干旱的威胁
,

获得了粮食丰收
。

乌破河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

恢复耕地 37 2 亩
,

保护耕地 2 8 40 亩
,

粮食总产由 1 9 81 年

1 1 0
.

1 万 k g
,

增加到 1 9 9 0年 z一6
.

4 万 k g
,

工农业总产值 1 9 5 1 年 18 2
.

6 万元
,

1 9 9 0 年达到 5 6 5
.

5 万

元
,

增长 78
.

9 %
,

人均年收入 由 19 8 1 年的 5 8
.

2 元
,

增加到 1 9 9 0 年的 8 0 5
.

3 元
,

粮食总产量增 长

5
.

4 %
,

人均收入增长 92
.

8 %
,

农业稳产高产
,

人 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