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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该文在对湖北省通城县水土保持试验站
,

所布设的 12 个野外试验观测小区
,

进行多年天

然降雨观测的基础上
,

借助模拟降雨试验方法对红壤坡耕地不同耕作措施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进行了试验研究
。

结果表明
:

1
.

横厢耕作措施是一种很好的水土保持措施
,

纵厢耕作措施 比横

厢耕作的水土流 失量 明显增 加
; 2

.

在横厢耕作农地上实施轮作种植能改良土壤理化性质
,

保肥

增产
,

但对水土流失并没有十分显著的影响沼
.

横厢耕作措施是 一种在陡坡耕地 上也能得到较

好效益 的水土保持措施
。

关健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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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花岗岩发育的红壤地区
,

一般自然条件较优越
,

降雨量充足
,

土壤资源丰富
,

是我国国民

经济发展和粮食生产举足轻重的地区之一
。

但是
,

也是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
。

水土流失是 自然因素

与人为活动综 合作用的结果
,

而人为活动是主导因素
,

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利用
,

导致了严重的水土

流失
,

土地生产力急剧下降
` ’ ·

2〕 ,

近十几年来
,

人们采取相应的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来减少和防治土

壤侵蚀
,

得到广泛推广应用的各种耕作措施也是极其有效的办法
二3

·
` 〕 。

该文在对湖北省通城县水土

保持试验站
,

所布设的 12 个野外试验观测小区
,

进行多年天然降雨观测的基础上
,

借助于模拟降雨

试验方法
,

对不同耕作措施影响红壤坡耕地水土流失进行了试验研究
。

一
、

试验区概况及试验方法

湖北 省通城县
,

地处中亚热带北沿
,

属 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性气候
,

四季分 明
,

气候温暖
.

雨量充足
,

年平均降雨量 1 4 00 多 m m
,

春夏多雨
,

3~ 8 月降雨量超过 1 O 00 m m
,

月平均降雨量大于

1 00 m m
,

冬季少雨
,

夏末秋初干旱
,

日照适中
,

无霜期长
,

年平均为 25 8 天
,

夏季炎热
,

冬季温和
。

通

城县位于湖北东南边缘丘陵山区
,

幕阜山北麓
,

湘
,

鄂
,

赣三省交界处
,

在大地构造上属于江南古陆
,

以燕山运动形成的花岗岩为主
,

酸性结晶花 岗岩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 75 %
,

分布在通城县的中部
、

西南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 区
。

花岗岩地区的地形多为浑圆状 山体
,

风化壳深厚
,

由于水土流失严重
,

一般土层薄
,

质地粗
,

土壤酸性
,

有机质含量低
。

野外观测试验小区
,

布设在距通城县约 k3 m 的县水土保持试验站所属的试验小流域 内
,

1 9 9 1

年根据不同坡度
,

土地利用与耕作措施
,

共布设了 12 个试验观测小区
,

除坚持进行天然降雨观测

外
.

这两年还进行了几次模拟降雨试验
,

获得了大量试验观测数据
。

试验观测小区有几类
:

一类是横

厢耕作小区
,

一般厢宽 0
.

6m
,

厢 长 1
.

s m
,

每个小区设 5厢
,

小区坡度为 1 50 与 25
。

两种
; 另一类是纵

厢耕作小区
,

其厢宽约 。
.

6 m
,

厢长 4
.

7 m
,

每个小区设 2 厢 ; 另外还有坡耕地小 区
,

光板地小区与牧

草小区等进行对照观测
。

这些试验小区的土质基本相同
,

试验小区面积为 Z m x s m 用砖石镶边
,

以

水泥抹边缝
,

防止降雨时水流进入或流出试验小区
。

试验小区下方设集水池
,

集水池内壁镶有水尺
.

天然降雨观测时
,

直接读出水尺读数
,

即为小区径流量
,

将集水池内水搅匀
,

取水样可分析得到水流

含沙量
。

试验所用 下喷 式模拟 降雨机是 由加 拿大引进的
,

采用美 国 S P R A C O 锥形 喷头
,

它 由一套

4
.

57 m 高的单独直立竖管
,

9 c0 m 长的延伸管
,

连结在延伸管末端的喷嘴以及使降雨装置稳定的几

条拉线构成
二5 〕 。

水滴以一定的初速度向下喷
,

可在相对较低的降落高度上模拟天然降雨
。

当降雨高

度为 4
.

57 m
,

供水压力为 6 k7 P
.

时
,

用面粉球法测定雨滴大小分布范围是 0
.

35 一 5
.

35 m m
.

中数直

径为 2
.

4 0 m m
。

雨滴初速度大于 3m / s ,

最初喷出方向与垂直方向的最大偏角为 60
” ,

计算得到大多

数雨滴可以达到其终点速 度
。

在 1
.

Zm m / m in 雨强情况下
,

试验 小区 (2 m 火 2
.

s m ) 内的
.

急动能为

0
.

5 7) / m
,

/ s ,

约相当于等量天然降雨能量的 90 %
,

降雨均匀系数为 0
.

8 9 7 二引
。

如果改换喷头和组 合

方式
,

可以得到不同的试验降雨强度
。

由于这种降雨机结构简单
,

拆装容易
,

搬运方便
,

可以适用于

野外各种条件下
,

甚至在陡坡地上也可以进行模拟降雨试验
。

为了比较不同暴雨在这几种坡地上的

水土流失规律
,

我们的野外模拟降雨试验采用了两种设计降雨强度
,

它们分 别为 。
.

69 m m / m in 和

1
.

Z m m / m i n 。

每次模拟降雨前
,

用十字板剪 力仪测定前期表土抗剪强度 ( 10 次测量值计算平均 )
,

并用环刀

取土样测定土壤容重及土壤水分
。

试验的前期表土状况及降雨情况见表 1
。

在模拟降雨试验过程

中
,

从产流开始
,

在小区末端每隔 3 m in 测一次径流量和取水样测水流含 沙量
,

这样便可以分析与

对比研究径流与侵蚀产沙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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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试验结果与分析

( 一 )横厢与纵厢耕作措施水保效益对比

在红壤地区有很多治理坡耕地
,

防治水土流失的有效耕作措施
,

例如
,

垄作
、

等高耕作
.

水平沟

耕作
、

带状耕作等
,

均有较好的保水保土

作用与增产效益
。

厢式耕作也是一种较

好 的耕作措施
,

这种方法可以截短坡面

水 流流路
,

防止土壤侵蚀物质与径流汇

合为一体
,

大大减轻对耕作土壤表面的

冲刷
,

厢间的沟道利于地面水流的排泄
,

所 以在我国与北美
、

非洲一些地区能为

农民所接受
,

得到较为广泛的推广
二,

·

日, ,

在通城地区这种耕作方式也较为常用
。

但是
,

厢 式耕作的布设方式对 防治

水土流失的作用有很大影响
,

本文将对

横厢耕作方式与纵厢耕作之间的差异作

一些论述
。

在几个横厢耕作方式试验小

—
横箱 1 5

·

一一一一 横厢 2 5’

l — — 纵厢 15
.

l

— 一 坡拼地 1 50 /

小雨强降雨 ,大雨 强降雨 , _ / 一 一 /

/

一一 ~ /

/
尹 一

Z
/

/

/
/

、 / / 、

, ~ ~ /

.

.口汀口.百,口卫.月口
.
.

口

,

一 夕 夕、 ( 扮 / /

、 声一 _ _ 一一 一产

3530252015105(层已\
、

ó)喇璐必宜朽口划研

降雨历时 ( m : n )

图 1 不同试验小区单位时间径流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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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中
.

由于采取不同的轮作措施
,

加上其它因素影响
.

水土流失量有差异
.

本文选择水土流失相对严

重的 2 号试验小区与纵厢耕作措施试验小区对比分析
。

将两种降雨强度模拟试验中
,

不同厢式耕作小区测量得到的单位时间径流量变化点绘成图 1
.

由图 1 明显看到
,

纵厢耕作小区单位时间径流量明显大于横向耕作小区
.

而且这种差异随降雨强度

的增加而加大
。

从图 1 还可以看到
,

当雨强较小时
,

纵厢小区单位时间径流量基本与坡耕地小区不

相上下
。

其原因为
,

纵厢一般是顺坡布设
,

虽然经过人工修整
,

坡度稍小于原始坡度
.

我们所布设纵

厢面积是 。
.

6 m 义 4
.

7 m
.

坡长为 4
.

7m
,

接近坡耕地小区的坡长 s m
,

而坡长是决定水土流失规律的

重要因素
一

9〕 ,

故大大降低厢式耕作的优越性
。

纵厢间的排水小沟
,

入渗率很小
.

所以 在小强度降雨

时
,

纵厢耕作小区甚至较坡耕地小区更容 易产流
。

图 2 显示了不同试验 小区在不同降雨

小雨强降雨
.

大雨强降雨

横厢 1 5
0

横厢 25
.

纵厢 1 5
0

坡耕地 15
。

/

/

/

/

/

/
/

/

/

/

/

/

ǎ
、

一)喇瑞雾ù渺碱

_ _ 一衬三改乏

仁 /
_

, , / -

歹 / _

一 “
-

1 0 乙匀

降雨历时 ( m
l n

)

图 2 不 同试验小区径流量累积过 程线

强度情况下的径流量 累积过 程线
,

揭示出

在 同样降雨 条件下
,

纵厢耕作小区 的累积

径流量过程线比横厢耕作小 区过程线有较

高的斜率
,

而 巨随降雨强度增大
,

过程线的

斜率越陡
。

对模拟降雨试验资料的分析与

统计计算表明
,

各个试验小 区的 累积径流

量与降雨历时之 间有很好的线性关 系
,

从

表 2 中可知
,

每条拟 合直线的相关确定系

数均大于 0
.

99
。

说 明在模拟降雨过程中
.

这些试验小区的径流量随降雨历时延长而

稳定增加
,

而这些直 线斜率大 小只是取决

于土地利用与降雨过程
。

由表 2 计算可得
.

在两 种雨强情况下
.

纵厢耕作 小区拟 合径

流过程线斜率均 比横厢耕作小区大 5 倍多
,

说明每延长单位降雨历时
,

两种耕作措施的径流增加量

相差 5 倍
。

在图 2 中还点绘 了坡耕地试验小区的累积径流量过程线
,

将其与纵厢耕作小区的过程相

比
,

可以清楚看到
,

对于雨强较小的降雨和暴雨初始纵厢耕作小区的径流量要甚至大于坡耕地 小

区
。

表 2 不同试验小区径流量与侵蚀产沙量累积拟 合过程线方程

小小区类型型 坡度 (
“

))) 雨强 ( m m ,
m

, n ))) 累积径流过 程程 累积侵蚀产沙过程程

横横 厢厢 1 555 0
.

6 666 Q 一 一 2
.

2 + 0
.

2 2 TTT S = 一 1
.

3 6 山 0
.

1 6 TTT

1111111
.

2 999 Q 一 2
.

7 8 + 0
.

8 6 TTT 一
: 一 2

·

52 ` .0 71 TTT

一一一一一一一

66666 横 厢厢 l 555 0
.

6 555 Q = 一 0
.

9 5
一

+ 0
.

O 8 5 TTT S = 一 7
.

9 7 十 0
.

5 8 TTT

111111111
.

2 444 Q 一 一 1 8
.

7 + 2
.

7 4 TTT S ~ 一 4 0
.

2 6 + 6
.

O 7 TTT

88888 纵 厢厢 1 555 }}} Q ~ 一 7
.

8 4 十 1
.

5 6 TTT S 一 一 2
.

2 1 十 1
.

6 7 TTT

111111111
.

2 666 Q 一 1 6
.

9 丰 5
.

7 3 TTT S 一 2 6
.

8 1 + 6
.

9 6 TTT

lll 111 坡耕地地 1 555 0
.

7 000 Q - 一 1 4
.

9 十 1
.

0 9 TTT S 一 一 9 7
.

7 2 + 7
.

3 9TTT

111111111
.

2 111 Q
一

` 0 3 9 + 3 0
·

7 8 T 一一S = 一 3 6
.

5 6 + 1 0
.

Z I TTT

注
:

Q一 累积径流量 (L ) ;
S一 累积侵蚀产沙量 ( g ) ; T一 降雨历时 ( m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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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3 中点绘出了不同试验小区不同降雨强度情况下的侵蚀产沙 累积过程线
.

这些过程线同

样显示出横厢耕作措施 比纵厢耕作措施侵蚀产沙量小得多
。

在表 2 中所拟 合的侵蚀产沙过 程直线

方程也是极其显著相关
,

不同的是纵厢耕作小区的侵蚀产沙过程直线斜率要 比横厢小区的斜率高

约 9 倍
,

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差值更大
。

据川中盆地 内江地 区的 试验结 果表

—
横 厢 15

。

_ 一一一 横厢 2 5’

_ 一 纵厢 15
.

大雨强降雨

} /

! /

l
/ ,

_ 一
.

一
`
刘了

- -

一
“ _

`碑沪
一

~ 一 一一 一
.

确尸 一一州~ ~ 一 一~ ~ ~ ~ 一
一

1 0 2 5

降雨历时 ( m 、 n )

图 3 不同试验小区侵蚀产沙量累积过程线

明
:

在 100 坡耕地上横 向开行耕作 比顺 向

开行 要 减 少 径 流 量 2 9 %
,

减 少 泥 沙 量

79
.

9 %
,

玉米增产 25
.

7 %
,

甘蔗增产 12 ; 石
.

而红薯增产达到 71 %
〔 , “ , 。

一般来说等高耕

作较顺坡耕作有较 好的保 水保土 保肥效

益
。

据研究表 明
:

在红壤 丘陵 区的 坡耕地

上
,

顺坡耕作侵蚀严重
,

顺坡耕作坡耕地的

红薯产量 比等高耕作低 20 % 多
。

由于顺坡

耕作
,

坡上部的侵蚀较下部严重
,

土壤表层

的细颗粒物质逐渐 向下坡 运移
,

使得上坡

土壤质地粗化
,

土壤持水量和养分均较下

坡少
。

如江西的一些测试资料表明
:

部分红

壤丘陵的上坡
,

表层土壤多为砂质壤土
,

而

雨降强雨

ù撇|岭赫J附诫

ǎ喇匀祀尸彩碱

,I
/

\

下坡为砂质粘壤土
,

下坡有机质含量为 7
.

59 / k g
,

而上坡仅为 5
.

79 / k g
,

全氮含量分别是 。
.

7 0 9 9 / k g

与 。
.

2 8 39 k/ g
。

土壤持水量则分别为 2 3 % 和 20 %
〔` ’ 〕 。

所以
,

等高耕作与横厢耕作是十分重要的保水

保土保肥增产的耕作措施
。

(二 ) 横厢与轮作
、

牧草措施水保效益比较

推广轮作倒茬的耕作制度
,

将用地与养地结合起来
,

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水土保持与土壤改 良利

用 措施
,

在旱地
、

坡耕地采取蚕豆— 红薯或小麦— 红薯
,

黄豆— 小麦的轮作措施
.

改变以

往旱地长期小麦
、

红薯连作等不 良耕作制度
,

对改善土壤的物理性质和培肥土壤有明显作用
,

这 是

提高坡地持续生产力
,

综合利用坡地资源的基本保证
。

红壤结构不 良
,

大孔隙较少
,

下雨时
,

水分下渗速度很慢
,

保蓄水分 的能力差
。

由于红壤 中粘粒

含量高
,

表面积大
,

被土粒所束缚的水分较大
,

而这些水是作物所不能吸收利用的无效水
。

红壤中的

无效水分含量常常达 12 % 以上
,

比肥沃土壤高出一倍多
。

红壤的水分性质可通过耕作熟化
,

改变土

壤的理化性状而改善
。

长期推行轮作种植制度
,

可以提高土壤熟化程度
,

改善土壤结构
.

增加土壤孔

隙度
,

透水性加强
,

这不仅有利于雨季排水
,

更有利于伏旱期间的水分保持
。

同时由于毛管孔隙与非

毛管孔隙对 比关系的改善
,

水分蒸发相对减少
,

又因土壤熟化
,

无效水减少
,

有效水增多
,

大大提高

了土壤水分的利用率
二, ’ 〕 。

我们对试验流域内 12 个试验小区中的 9个小区采取不同的轮作措施
,

这些试验小区土壤物理

性质和养分的变化
,

以及与作物产量的关系
,

将另有论文论述
。

本文仅对产流与土壤侵蚀的影响作

一分析
。

试验小区均为 1 50 的坡地
,

均采取横厢耕作
,

编号分别为 1
、

2
、

3
、

7
、

9号试验小区
,

采取不同的轮

作措施
,

在表 3 中分别列出了各试验小区在模拟不同降雨强度情况下
,

单位时间平均径流率与最大

径流率
,

平均水流含沙量与最大水流含沙量以及单位时间平均侵蚀产沙量与最大产沙量等
。

从表 3

中可以看到
,

对这几个试验小区来说
,

在不同降雨强度情况下
,

无论是径流量
、

侵蚀产沙量
.

还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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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含沙量
,

它们的平均值与最大值之间的差异都很小
,

大多比值接近于 1
,

单位时间径流量与水流

含沙量的最大比值差异为 1 : 2
,

即使对于单位时间产沙量它们的最大 比值 差异也约为 1 : 3
,

说明在

整个模拟降雨试验过程中
,

产流与侵蚀产沙过程均 比较平稳
,

没有较大起伏
,

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
,

试验测量数据误差较小
。

比较不同轮作措施试验小区之间的径流与侵蚀产沙过程
,

可以清楚看到它

们之间的相对差异是较大的
,

单位时间径流量与侵蚀产沙量有时可以相差 10 倍左右
,

但从实际测

量数值量来看飞其绝对量并不大
,

尤其是将这些不同轮作措施小区之间的径流与侵蚀产沙量差异和

横厢耕作与纵厢耕作
,

25
“

坡度小区之间的差异相比
,

其量值是很小的
。

同时
,

也可以看到
,

这 5个不

同轮作措施试验小区在降雨过程中的平均水流含沙量没有大的不同
,

变化于 0
.

38 ~ 0
.

7 6 k g / m
3

之

间
,

即使在大暴雨情况下
,

其波动范围也仅是 0
.

54 一 。
.

g lk g / m
, ,

基本是清水
。

大量研究成果揭示出
,

坡面径流量是影响侵

表 3 不 同轮作措施对径流
、

侵蚀产沙的影响

小小区区 雨强强 径 流 率率 含沙量量 产沙率率

编编号号 ( m m / m i n ))) ( L / m i
n ))) ( k g / m

’
))) ( g / m in )))

lllll 0
。

6 555 平均值值 0
.

1 888 0
.

6 666 0
.

1 000

11111
.

2 111 最大值值 0
.

2 777 1
.

5 000 0
.

2 777

平平平平均值值 0
.

6 666 0
.

8 777 0
.

5 888

最最最最大值值 0
.

7 666 2
.

0 777 1
.

5 111

22222 0
.

6 666 平均值值 0
.

2 222 0
.

7 666 0
.

1 666

11111
.

2 999 最大值值 0
.

3 000 1
.

0 000 0
.

2 444

平平平平均值值 1
.

7 333 0
.

8 666 1
.

4 999

最最最最大值值 1
.

8 333 1
.

0 444 1
.

8 999

33333 0
.

5 444 平均值值 0
.

0 777 0
.

4 666 0
.

0 333

11111
.

2 333 最大值值 0
.

0 999 0
.

7 333 0
.

0 444

平平平平均值值 0
.

4 555 0
.

5 888 0
.

2 555

最最最最大值值 0
.

6 666 0
.

9 222 0
.

4 888

77777 1
.

1 666 平均值值 0
.

1 333 0
.

9 111 0
.

1 111

最最最最大值值 0
.

1 999 1
.

3 000 0
.

1 777

99999 0
.

6 000 平均值值 0
.

0 999 0
.

3 888 0
.

0 333

11111
.

2 777 最大值值 0
.

1 333 0
.

6 000 0
.

0 555

平平平平均值值 0
.

7 444 0
.

5 444 0
.

1 666

最最最最大值值 1
.

0 111 0
.

9 222 0
.

5 222

蚀产沙的重要因素
,

对于一个特定坡面来说
,

侵蚀

产沙量与径流量之间往往能建立较好 的相关 关

系
〔̀ ’ , ’ 妇 。

为此
,

我们分析与统计计算 了不同轮作

措施试验小区在模拟降雨试验中累积径流量过程

与累积侵蚀产沙量过程之间的关 系
,

它们之间均

呈非常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
,

所计算得到的确定

相关系数均接近于 1
。

但是
,

从表 4 可以清楚看 71]
.

对于不同轮作的试验小 区
,

所拟合得到的直线并

没有很大不同
,

直线斜率均小于 1
,

即使模拟降雨

强度增加一倍
,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
,

直线斜率仍然

是小于 1
。

在这里直线斜率的物理意 义可以解释

为单位时间径流量的侵蚀产沙作用
,

也就是说
,

在

同样横厢耕作措施条件下
,

对于不 同轮作措施小

区
,

因土壤理化性质变化而引起坡 面单位时间径

流量的侵蚀产沙作用差异是不大的
,

即使在大暴

雨情况下
,

径流量对侵蚀产沙的影响也有限
。

以 上对表 3 与表 4 的分析结果可以看 出
,

虽

然 2 年的不同轮作措施
,

可 以改 良土壤的物理化

学性质
,

达到增产保收的目的
,

但是坡耕地水土流

失受厢式措施的影响要远大于不同轮作措施的影

响
,

由于采取不同厢式耕作措施而引起的水土流失量差异要远远大于因采取不同轮作措施而引起

的水土流失量差异
。

在表 3 与表 4 中均同时列出了牧草试验小区的相应数值与拟 合关系
,

清楚显示 出横厢耕作措

施的优越性
,

这 5 个横厢耕作小区的径流量与水流含沙量
,

即使在大暴雨时也小于牧草小区
。

而坡

面侵蚀产沙量
,

小强度降雨时
,

横厢耕作仍有其优越性
,

只是在大暴雨情况下
,

由于牧草小 区的覆盖

度高
,

雨强对其影响极微小
,

此时横厢耕作小区的侵蚀产沙量要略大于牧草小区
,

说 明横向耕作是

一种很好的水土保持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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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不同轮作措施小区累积产沙量与

累积径流量之间的关系

小小区区 雨强 ……累积产沙量与累积积 确定定

编编弓弓 (m m /m ` n’
……一 径流量之间关系系 系数数

lllll 0
.

6 555S= 0
.

4 78 + 0
.

4 1 7QQQ 0
.

9 666

11111
.

2 111 S= 2
.

068 + 0
.

7 28 QQQ 0
.

9 888

22222 0
.

6 666 S一 0
.

9 1 7十 0
.

7 O IQQQ 0
.

9 999

11111
.

999 2 S= 0
.

24 1 + 0
.

8 2QQQ 0
.

9 999

33333 0
.

5444 S一 0
.

04 7十 0
.

3 7 1QQQ 0
.

9 999

11111
.

2333 S= 0
.

1 5十 0
.

54 QQQ 0
.

9 888

77777 1
.

1 666 S= 0
.

18 8十 0
.

84 8 QQQ 0
.

9 999

99999 0
.

666 S= 0
.

09 6 + 0
.

3 03 QQQ 0
.

9 888

11111
.

2 777 S= 1
.

68 5+ 0
.

4 9 1 QQQ 0
。

9 333

注
:

S和 Q符号含义同表 2

(三 )坡度对横厢耕作水保效益的影响

在 地形地貌影响因素中
,

地面坡度是决定水土

流失大 小的重要因子 之一
,

坡度直接影响降雨雨滴

对地面的打击角度与坡面径流所具有的能量与对地

表的冲刷能力
,

坡度对土壤侵蚀的影响是十分复杂

的
,

国内外曾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研

究
〔

.l5
` 6

·
` ,

·
’ 旧

·
’ 的 ,

因地貌
、

土质
、

土 地利用条件和气候

影 响因素不 同
,

它所揭示的规律有较 大差 异
二
.20 ” 〕 。

但是
,

有一点是共同的
,

即在一定坡度 范围内
,

当其

它条件类似时
,

随地面坡度增加
,

各种侵蚀类型造成

的水土流失量增大
,

也就是说坡度陡是水土流失加

剧的潜在影响因素
,

而且在热带与亚热带地 区
,

坡度

对水土流失的影响更加明显
二, , , 。

我 们的试验研究结果说明
,

横厢 耕作措施即使

在 陡坡地上实施也有较好 的保水保土效益
。

从图 2

可以看出
,

对于小强度降雨
,

实施横 向耕 作措施的

2 50 陡坡地试验小区的单位时间径流率与 1 50 小区

并没有明显差异
,

在大暴雨情况下
,

由于耕地表土被水分饱和
,

入渗率大大降低
,

坡度对产流的影响

才逐渐显示出来
,

虽然 2 5
。

试验小区的径流率有较大增加
,

但也远小于实施纵厢耕作的 1 5
“

小区
。

由

图 3 看出
,

在一般降雨
,

以及大暴雨初始
,

同样实施横厢耕作措施的 1 50 小区和 2 50 小区有基本类似

的累积径流过程线
,

只是在地表基本饱和后 2 50 小 区的径流量才有较大增加
。

图 4 比较不同试验小

区的侵蚀产沙过程线
,

也 同样显示出在 2 50 陡坡地实施
,

横厢耕作措施的减水减沙效益
,

也仅仅是

在大雨强
、

大暴雨情况下由于被雨水饱和的表土在陡坡容易失去平衡
,

才使侵蚀产沙量有较 明显增

加
,

而且此时侵蚀产沙量的增加不是平稳与渐进的
,

而是有较大的随机性
。

比较表 2 中的拟合直线

方程斜率也揭示了在 2 5
。

陡坡地实施横厢耕作措施的水土保持效益
。

三
、

结 论

1
.

横厢耕作措施是一种很好的水土保持措施
,

纵厢耕作措施 比横厢厢耕作的水土流失量明显

增加
。

在一般降雨和大暴雨初始与坡耕地的水沙流失过程并没有明显差异
。

2
.

在横厢耕作农地上实施轮作种植能改良土壤理化性质
,

保肥增产
。

3
.

横厢耕作措施是一种在陡坡坡耕地上也能得到较好效益的水土保持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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