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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坡垄槽栽培矮化果桑效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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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 81 0 0)

提 要

陡坡垄槽栽培矮化果桑效益研究结果表明
:

产桑根汁较对照提高 5
.

25 倍 ;土壤侵蚀较对照

( 0
.

7 9 9 ~ 1 0
.

s t /亩 )降至零 (无侵蚀 ) ; 5 0 与 1 0 o e m 深土壤全氮含量为对照的 9 0 %和相同 ,全磷含量

提高 2
.

9 %和 2 6
.

2% ,全钾含量提高 3
.

18 %和 8
.

01 %
,

水解氮均为对照 的心1
.

5 % ,速效磷提高

39
.

02 %和 97
.

72 %
;

速效钾为对照的 91
.

48 %和 92
.

54 %
,
经济效益较对照高 5

.

55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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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采摘桑果为主的桑树称果用桑
。

它具有堪多味甜的特点
,

栽培成乔木型
,

一般结 白堪
。

如白

桑
、

大宜白
、

大白粉等 (中国桑树栽培学第 50 页 )
。

紫黑 色果桑全国各地亦有栽培
,

桑搭可 洪药用
,

呈

红紫色时采收
,

晒千或蒸后晒干
。

《滇南本草 》云
: “

益肾脏固精
,

久服黑发 明目
” , 《随息居饮食谱 》云

:

“

滋肝肾
、

充血液
、

祛风湿
、

健步履
。 ’ ,,
性味

:

甘
、

寒
。

功用
:

补肝
、

益肾
,

熄风
、

滋液
。

临床应用
: 1

.

解酒毒
。

鲜桑堪 30 一 6 0 9
,

水煎服
; 2

.

习惯性便秘
。

鲜桑堪 6鲍
,

煎水内服
。

桑堪对习惯性便秘有良效
,

且甘寒

养津
,

久服黑发明目
,

又解酒毒
,

为中
、

老年保健常用有益佳方
。

桑堪酿制成桑桩酒
,

桑格汁香槟及汽

水等系列保健饮料和桑堪膏等保健食品都有益于健康
,

其开发利用的前景广阔
。

我省) 25
。

陡坡耕地达 1 3 84
.

5 05 万亩
,

占全省总耕地面积的 1 7
.

01 %
,

陕北为 6 94
.

49 万亩
,

陕

南为 4 24
.

27 万亩
,

关中为 2 65
.

75 万亩
。

这些陡坡耕地《水土保持法 》规定要求退耕植树种草
,

或修

收稿 日期
: 19 9 2 一 0 8一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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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梯 田方可耕种
。

上述措施历史经验证明
,

虽有

利于水土保持
,

但由于水分不足
,

只能长成灌木

林
,

经济效益不高
,

修成梯 田不仅投工量大
,

投

资亩均达 1 24 元以上
,

并只能修成坎高面窄的

梯田
,

耕作不便
,

因而群众不乐于接受
,

成为治

理的难点和重点
。

水土流失严重不仅造成陡坡

耕地严重缺水和土壤肥力减退
,

农作物产量低

而不稳
,

经济效益不高
,

致使人 民生活贫困
,

农

村人均纯收入大大低于全国全省农村人均纯收

入水平
。

因此
,

巫待研究出经济效益高及水土保

持效益明显的生态农业新技术
。

我们于 1 9 8 6年

以来开展了陡坡垄槽栽培矮化果桑效益研究
。

一
、

试验研究方法

试验设在米脂县孙家沟村白家赤
,

试验地

坡度为 35
。 ,

坡向东北
,

海拔 9 00 m
,

当地年平均

气温 8
.

4℃ ,

年降水量 4 5 1
.

6 m m
,

无霜 期 16 2

天
,

年日照时数 2 7 6 0
.

9h
。

试验区面积 1 3 60
.

36 m
, ,

其中包括水土保

持监测面积 81
.

48 m
2 ,

坡脚建有集流池
,

试验设 照片 1 果桑定植于靠隔坡水平槽埂

两个处理
,

不设重复
,

直接进行 比较
。

设计修建水平槽容量以陕北历年一次性最大降雨量和雨强及

黄绵土易遭侵蚀等特点为依据
。

处理 I
。

垄槽

区
:

面 积 1 3 0 6
.

0 4

m
, ,

新 修槽深
、

宽
’

各 l m
,

隔坡投影行

距 Z m
,

株 距 0
.

5 5

m
,

因坡 陡地形复

杂
,

水平槽很难修

得 标准水平
,

对高

低不同的槽段
,

在

高低相接处筑一横

埂
,

以免高槽段拦

蓄的暴雨径流向低

槽 段 汇集 冲毁垄 照片 2 果桑矮化垄槽生物工程垄

埂
。

果桑定植于靠隔坡水平槽埂 (照片 l )
,

随果桑逐年长高与树冠不断扩展
,

每年结合清理隔坡小

径流汇入槽中泥沙培于桑树基部
,

为便于田间管理与收获作业
,

并结合桑基培土取隔坡脚之土加

高
、

加宽
、

加固桑垄埂
,

使槽宽保持 l m
,

深度 0
.

s m 以上
。

树型矮化培养
,

并逐年形成牢固的果桑矮

化垄槽生物工程垄 (照片 2 )
,

故称为陡坡垄槽栽培矮化果桑新技术
。

矮化果桑垄拦水及防淹
,

槽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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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保土建立土壤水库防旱
。

处理 I :

传统植桑小区
,

面积 27
.

16 m
, ,

紧靠水土保持监 测地右测
,

隔坡宽及株距与处理 I 相

同
。

供试果桑品种
:

从新疆等地引进洛杭 n 号
、

墨玉 8 号及和 田白等耐寒耐旱和丰产优质等果叶

兼用 良种
。

二
、

试验研究结果

(一 )陡坡垄槽栽培矮化果桑对产量的影响

垄槽栽培矮化果桑试验桑园水平槽修建于 1 9 8 7 年 6 月
,

果桑定植于同年 n 丹
,

栽植时亩施复

合肥 2 5 k g
,

1 9 5 9一 1 9 9 2 年每年开春桑树萌芽时
,

亩 施氮肥 1 5 k g
,

并 以 1 0 , 4 ,
5 之 比增施氮

、

磷
、

钾
,

同时加强除草及防治病虫害等各项 田间管理
。

6 月上旬桑堪开始成熟时调查其产量
。

如三龄洛

杭 n 号果桑 品种连续多年垄槽 区平均单株年实产桑 搭 kI g 以上
,

高者可达 3k g
,

亩产不低于

6 0 0 k g ,

榨汁率一般在 7 5 %
,

若以 5 0 %计
,

亩产桑
.

堪汁 3 0 0 k g
,

较对照亩产桑堪 4 8 k g
,

高 5
.

2 2 倍
,

结

果见表 1
。

表 1 矮化果桑不同栽植方式对产量的影响

从表 1 可以看出
,

陡坡垄槽

栽 培矮化 果桑 亩产桑堪汁可达
3 o o k g 以上

,

为对照 4 8 k g 的 6
.

2 5

倍
。

栽栽 植植 栽 植植 单株桑桑 亩产桑桑 指 数数 亩 产产 指 数数
时时 间间 方 式式 堪产量量 棋 量量 ( % ))) 桑棋汁汁 ( % )))

((((((( k g ))) ( k g ))))) ( k g )))))

111 9 9 0 ~ 1 9 9 2年年 垄 槽槽 111 6 0000 6 2 555 3 0 000 6 2 555

对对对照 ( C K ))) 0
.

1 666 9 666 1 0 000 4 888 1 0 000

(二 )陡坡垄槽栽培矮化果桑水土保持效益

在每次降雨产流后
,

测定各区的水土保持与流失量
。

先测集流池中的径流总量
,

同时采样测定

其泥沙含量
。

1 9 8 8一 1 9 9 1 年桑树生长旺盛期的 6
、

7
、

8 月份
,

其各年汛期降雨量分别为 3 58
.

s m m
、

1 9 0
.

4 m m
、

1 9 0
.

s m m 和 2 4 8
.

l m m
,

年产径流和泥沙量经测定
,

结果见表 2
。

表 2 矮化果桑不同栽培方式径流
、

泥沙测定

年年 份份 处 理理 6~ 8 月月 投 影影 径 流 量量 含沙量量 试区泥泥 侵蚀量量
(((年 ))))) 降雨量量 面 积

...

( m 3 ))) ( k g / m , ))) 沙总量量 ( t /亩 )))

((((((( m m ))) ( m Z ))))))) ( m , )))))

111 9 8 888 垄 槽槽 3 5 8
.

888 1 3 0 6
.

0 444 。。 000 000 000

对对对照 ( C K ))))) 2 7
.

1 666 1
.

7 999 1 6 9
.

3 333 0
.

1 2 666 8
.

1 6 333

111 9 8 999 垄 槽槽 1 9 0
.

444 1 3 0 6
.

0 444 000 000 000 000

对对对照 ( C K ))))) 2 7
.

1 666 0
.

2 3 222 , 1 7 3
.

0 444 0
.

0 0 1 555 0
.

7 9 999

111 9 9 000 垄 槽槽 1 9 0
.

888 1 3 0 6
.

0 444 000 000 000 000

对对对照 ( C K ))))) 2 7
.

1 666 0
.

6 7 666 1 3 4
.

5 888 0
.

6 7 666 2
.

3 8 2 444

111 9 9 111 垄 槽槽 2 4 8
.

111 1 3 0 6
.

0 444 000 000 000 000

对对对照 ( C K ))))) 2 7
.

1 666 2
.

6 5 000 1 6 6
.

0 000 0
.

1 6 666 1 0
.

8000

由表 2 看 出
,

陡坡垄槽栽培矮化果桑 园内的水土流失
, 1 9 8 8 ~ 1 9 91 年汛期的单位面积侵蚀量

为零
,

较对照 。
.

7” 一 1 0
.

8t /亩相比
,

水土保持效益比较显著
。

在 1 9 8 9 ~ 1 9 9 2 年连年伏旱后期的 7 月或 8 月中下旬
,

用土钻分别取各试 区 50 与 1 0 Oc m 深的

土样
,

测定土壤含水量
,

结果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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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矮化果桑不同栽植方式土壤含水量测定

年年 份份 处 理理 取 土土
`

湿土重重 千土重重 水分量量 土 壤壤 指 数数
(((年 ))))) 深 度度 ( g ))) ( g ))) ( g ))) 含水量量 ( % )))

((((((( e m ))))))))) (烘千土 )))))

((((((((((((((( % )))))

111 9 8 999 垄 槽槽 5 000 6 7
.

3 3 444 6 1
.

5 6 333 5 7 7 111 9
.

3 7 444 1 2 0
.

5 1 999

对对对照 ( C K ))))) 5 2
.

6 8 555 4 8
.

8 8 333 3
.

8 0 222 7
.

7 7 888 1 0 000

垄垄垄 槽槽 1 0 000 5 6
.

1 3 000 5 0
.

7 9 555 5
.

3 3 555 1 0
.

5 0 333 1 2 1
.

4 3 666

对对对照 ( C K ))))) 5 5
.

4 2 222 5 1
.

0 1 000 4
.

4 1 222 8
.

6 4 999 1 0 000

111 9 9 000 垄 槽槽 5 000 2 4
.

4 2 000 2 2
.

5 5 000 1
.

8 7 000 8
.

2 9 333 1 1 6
.

6 5 000

对对对照 ( C K ))))) 2 4
.

6 3 555 2 3
.

0 0 000 1
.

6 3 555 7
.

1 0 999 1 0 000

垄垄垄 槽槽 1 0 000 2 4
.

7 5 000 2 3
.

0 0 000 1
.

7 5 000 7
.

6 0 999 1 2 7
.

0 9 222

对对对照 ( C K ))))) 2 4
.

4 3 000 2 3
.

0 1 000 1
.

3 8 000 5
.

9 8 777 1 0 000

111 9 9 111 垄 槽槽 5 000 6 3
.

2 2 222 5 9
.

7 8 000 3
.

4 4 333 5
.

7 5 999 1 1 0
.

2 0 000

对对对照 ( C K ))))) 5 7
.

3 8000 5 4
.

5 3 000 2
.

8 5 000 5
.

2 2 666 1 0 000

垄垄垄 槽槽 1 0 000 6 3
.

1 2 333 5 8
.

8 6 333 4
.

2 7 000 7
.

2 5 555 1 0 8
.

2 777

对对对照 ( C K ))))) 5 9
.

8 7 000 5 6
.

1 1 000 3
.

7 6 000 6
.

7 0 111 1 0 000

111 9 9 222 垄 槽槽 5 000 6 8
.

7 555 6 1
.

5 000 7
.

2 5 000 1 1
.

7 9 000 1 3 3
.

6 777

对对对照 ( C K ))))) 7 4
.

0 000 6 8
.

0 000 6
.

0 0 000 8
.

8 2 000 1 0 000

垄垄垄 槽槽 1 0 000 6 7
.

0 000 5 9
.

0000 8 0 0 000 1 3 5 6 000 1 6 5 3 777

对对对照 ( C K ))))) 6 6
.

0 000 6 1
.

0 000 5 0 0 000 8
.

2 0 000 1 0 000

由表 3 看出
,

陡坡垄槽栽培矮化果桑 50 与 1 0 0c m 深的土壤
,

较对照土壤含水量 ( 写 )分别高

10 % ~ 2 0 %和 8 %一 “ %
。

表明
:

陡坡垄槽矮化果桑栽培新技术土壤蓄水保墒效益显著
。

(三 )陡坡垄槽矮化果桑栽培土壤肥力提高

陡坡垄槽矮化栽培果桑试验园建于 1 9 8 7 年 n 月
,

施肥等栽培管理技术均与对照相同
,

1 9 8 9

年 8 月 14 日用土钻分别取 50 与 I O0c m 深土样
,

测定其氮
、

磷
、

钾含量
,

结果见表 4
。

表 4 矮化果桑不同栽植方式保肥情况

处处 理理 取 土土 湿土重重 全 氮氮 指 数数 全 磷磷 指数数 全 钾钾 指 数数
深深深 度度 ( g ))) ( g / k g ))) ( % ))) ( g / k g ))) ( % ))) ( g / k g ))) ( % )))

((((( e
m )))))))))))))))))

垄垄 槽槽 5 000 6 7
.

3 444 0
,

1 888 9 000 1
.

0 666 1 0 2
.

999 1 6
.

222 1 0 3
.

111

对对照 ( C K ))))) 5 2
.

6 888 0
.

2 000 1 0 000 1
。

3 000 1 0 000 1 5
.

777 1 0 000

垄垄 槽槽 1 0 000 5 6
.

1 333 0
`

1 999 1 0 000 1
.

3 000 1 2 6
.

222 1 7
.

000 1 0 8
.

0 111

对对照 ( C K ))))) 5 5 4 444 0
,

1 999 1 0 000 1
。

3 000 1 0 000 1 5
,

777 1 0 000

处处 理理 取 土土 湿土重重 水解氮氮 指 数数 速效磷磷 指 数数 速效钾钾 指 数数
深深深 度度 ( g ))) ( m g / 1 0 0 ))) ( % ))) ( m g / 1 0 0 ))) ( % ))) ( m g / k g ))) ( % )))

((((( e m )))))))))))))))))

垄垄 槽槽 5 000 6 7
.

3 444 0
.

3 0 888 6 1
.

4 888 1
.

4 2 555 1 3 9
.

0 222 6 8
,

777 9 1
.

4 888

对对照 ( C K ))))) 5 2
.

6 888 0
.

5 0 111 1 0 000 1
.

0 2 555 1 0 000 7 5
`

111 1 0 000

垄垄 槽槽 1 0 000 5 6
.

1 333 0
.

3 0 888 6 1
.

4 888 2
.

2 5 000 1 9 7
.

7 222 7 6
.

999 9 2
.

5 444

对对照 ( C K ))))) 5 5
.

4 444 0
.

5 0 111 1 0 000 1
.

1 3 888 1 0 000 8 3
,

lll 1 0 000

由表 4 看出
,

陡坡垄槽栽培矮化果桑园 50 与 l o oc m 深土壤全氮含量分别为对照的 90 %和相

同
,

全磷高出 2
.

9 %和 26
.

2写
,

全钾高出 3
.

18 %和 8
.

01 写
;而水解氮均为对照的 61

.

48 %
,

速效磷高

出 3 9
.

0 2 %和 9 7
.

7 2 %
,

速效钾 为对照的 91
.

48 %和 92
.

54 %
,

表 明
:

陡坡垄槽栽培矮化果桑 园不 仅

有较好的防治水土流失的作用
,

而且还有效地防止了施入土壤中的肥料的流失
,

并在土壤含水量较

大的条件下
,

其肥料能得到较充分的分解而被果桑吸收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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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经济效益评估
、

’ 一
、 ’

几
·

:

陡坡垄槽栽培矮化果桑园
,

从 1 9 8 9一 1 9 9 2年桑树在连续 4 年遇伏旱的情况下
,

三龄起垄槽矮

化果桑年均亩产桑堪达 6 0 0 k g 以

上
,

部 分 单 株 达 3k g
,

亩 均 以

6 o o k g 计 、榨汁率为 75 写
,

若以

50 %计
,

亩产桑堪汁 3 o ok g ,

而对

照亩产桑堪汁 4 8k g
。

按有关部门

收购价为 6一 8 元 k/ g ,

现以 6
.

00

元k/ g 计算产值
,

其经济效益十

分显著
。

见表 5
。

-

表
.

5 矮化果桑不同栽植方式经济效益

栽栽 植植 收 入入 支 出出 效 益益 指 数数

方方 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 (元 ))) ( % )
`̀

单单单单 价价 亩产值值 亩工程程 亩工程程程程
(((((((((((((元 ))) (元 ))) 用 工工 投

`

资资资资

田田田户荣荣荣荣 ( 日 ))) (元 )))))))

梅梅梅 汁汁汁汁汁汁汁汁
((((( k g )))))))))))))))

垄垄 槽槽 3 0 000 6
.

0 000 1 8 0 000 1 111 4 4
.

0 000 1 7 5 666 6 5 555

对对照 ( C K ))) 4 888 6
.

0 000 2 8888 555 2 0
.

0 000 2 6 888 1 0 000

由表卢可以看出
,

陡裨垄槽栽培矮化果桑新技术
,

较传统坑栽植法的经济效益高 5
·

5 5 倍
。

·

三
、

结 论

(一 )陡坡垄槽栽培矮化果桑技术
,

国内外未见有应用
,

亩产桑堪汁可达 3 0 o k g 以上
,

较对照

4 8 k g 增加
·

5 倍多
,\

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

对治稗开发与合理利用陡坡耕地及拓宽栽桑生产门路
、

建立

桑堪浆果生产基地
、

发展果汁保健饮料
,

促进乡镇企业发展
,

提高人民生 活与健康水平有着重要意

义
。

(二 )陡坡垄槽栽培矮化果桑新技术是防治陡坡耕地水土流失的有效措施
。

因等高水平垄槽将

长坡均等分割为 Z m 长的隔坡
,

且果桑枝叶覆盖率较高
,

防止暴雨冲击坡面
,

槽聚蓄隔坡小径流水
、

肥
、

土于槽中
,

避 免再继续下冲犯集形成大径流
,

遇大暴雨也能有效地使水肥就地入渗拦蓄
。

如

1 9 9 1 年 6 月 7 日
,

米脂县遭受大暴雨袭击
,

在不到 Z o m in
时间

,

降雨 6 4 m m
,

局部村镇达 1 1 0 m m
。

有

36 4个村遭灾严重
,

受灾人 口达 1 3
.

6 万人
。

冲毁农田 1 0
.

6万亩
,

桥涵 68 座
,

毁坏公路 43 1
.

kZ m
,

线

路 41
.

6 k m
,

直接经济损失达 2 7 4 1
.

4万元 (榆林报 1 9 9 1年 6 月 13 日报道 )
。

孙家沟白家赤牧荒沟

24 m 高土坝也被冲毁
,

而陡坡垄槽栽培矮化果桑园经受了 40 年一遇暴雨的考验
,

并将所降雨水拦

蓄于槽中入渗
,

实现了水不出沟
,

土不下山的愿望
。

亩均产沙由 。
.

79 9 ~ l o
.

st 降为零 (无侵蚀 )
,

入

河泥沙明显减少
,

改善了生态环境
,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较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

(三 )陡坡垄槽栽培矮化果桑新技术
,

是建立陡坡桑 园深层土壤水库
、

防汛抗早机制的有效途

径
。

经多年调查 50 与 I O 0c m 深桑根主要分布层土壤含水率较对照分别高出 10
.

2 %一 33
.

67 %和

8
.

27 % ~ 65
.

37 %
,

蓄水保墒效益显著
。

主要原因是陡坡垄槽可将全年夭然所降雨水完全拦蓄 ;入渗

于垄槽土壤中
。

遇暴雨聚水保土保肥不被流失
,

供干旱少雨时期果桑利用
,

起到 了调节雨水余缺的

作用
,

为喜湿果桑实行旱作奠定了丰产基础
。

陡坡垄槽栽培矮化果桑新技术
,

既便于果桑生产管理

与桑 堪收获
,

又能提高产量
,

发展果桑商品经济
,

垄槽聚水保土保肥
,

垄埂为果桑避水防淹
。

因此
,

该

项新技术不仅适合于黄土高原少雨干旱丘陵陡坡治理开发推广
,

亦适用于长江流域多雨湿润红黄

壤丘陵山区陡坡耕地治理开发应用
。

它既可满足矮化果桑生长发育对水分的基本要求
,

也解决了矮

化果桑虽喜湿
,

但又不宜久淹久早等问题
。

为我国矮化果桑上 山创立了新的规范化栽培技术
,

提供

了科学依据
。

(四 )陡坡垄槽栽培矮化果桑新技术
,

是培肥陡坡耕地土壤与施入肥料不被流失充分利用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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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

据调查桑根主要分布在 50 与 1 0 0 c m 深土壤
,

较对照全氮含量低 10 %和相同
,

全磷含量高出

2
.

9 %和 2 6
.

2 %
,

全钾含量高出 3
.

18 %和 8
.

01 %
,

水解氮均为对照的 61
.

5 %
,

速效磷较对 照高出

3 9
.

0 2 %和 9 7
.

7 2 %
,

速效钾为对照的 9 1
.

4 8 %和 9 2
.

5 4 %
。

(五 ) 陡坡垄槽栽培矮化果桑新技术
,

亩产桑堪可达 6 o ok g 以上
,

桑搭汁不低于 3 0 0 k g ,

毛收入

不少于 1 8。。 元
,

较对照增加 5
.

55 倍
,

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

对建立丘陵沟壑区桑根生产基地
,

脱贫

致富
,

调动农 民治理开发丘陵山区陡坡耕地
,

防治水土流失的积极性
,

变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等
,

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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