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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对我国耕地水土流失现状
,

及耕地退化的影响与根本原因进行了分析
。

在此基础上
,

提出了防治耕地水土流失的技术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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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也叫土壤侵蚀
,

是指地表土壤受水力
、

风力
、

冻融等外力作用发生的各种破坏
、

移动和

堆积过程
,

以及水的损失
。

水土流失不仅降低耕地的生产力
,

而且直接影响并制约着耕地利用的持

续性
。

因此对耕地水土流失的研究是研究耕地持续利用的一项重要内容
。

由于人 口的压力以及不合理的耕作方式
,

水土流失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

据世界观察

学会有关专家估计
,

现在耕地的表土流失量每年均 亿
,

远远超过了新形成的土壤量
。

又据联 合

国开发署估计
,

单单由于水土流失全世界每年就要失去耕地 亿亩
,

到本世纪末要上升

到 亿亩
。

 年我国水土流失面积有 亿亩
,

约占国土面积的
。

其中耕地水土流失面积为

万亩
,

占耕地普查面积的
。

每年流失泥沙 亿
,

其中耕地的表土流失量约为

亿
,

相当于全国耕地平均刮去
。 厚的表土

,

损失的氮
、

磷
、

钾元素达 四千多万
。

据水利统计资

料
,

年我国水土流失面积比 年增加了 亿亩
。

水土流失 已成为我国耕地持续利用的一大制约因素
,

它严重地影响着农业生产水平和经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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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提高
。

我国黄土高原区和西南地区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

同时也是农业生产水平和经

济水平较低的地区
,

如以粮食亩产量和农民人均收入这两项指标看
,

 年全国平均水平为

和 元
,

而黄土高原区却是 和  元
,

西南区是 23I kg 和 444 元
,

都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

因

此对耕地水土流失的研究
,

对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经济水平
、

维持耕地利用的持续性
,

意义重大
。

一
、

我国耕地水土流失现状

据全国第 2 次土壤普查资料
,

我国耕地的水土流失面积达 68 108
.
39 万亩

,

占耕地面积 (耕地

普查面积
,

下同)的 34
.
26 %

。

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区和西南区
,

两区耕地水土流失面积分别占全国

耕地水土流失面积的 24
.
85 % 和 22

.
39 %

。

其次是东北区
、

华北区和长江中下游区
,

分别占17
.
61 %

、

巧
.
41 % 和 10

.
18 %

。

就区域而言
,

耕地水土流失面积占所在 区耕地面积的比重
,

仍以黄土高原区和

西南区较高
,

分别占所在区耕地面积的 71
.
30 % 和 52

.
53 %

。

从全国耕地水土流失程度看
,

以轻
、

中

度水土流失为主
,

占 76
.
78 %

,

强度占 23
.
22 % (详见表 1)

。

表 1 全国耕地水土流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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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水土流失与耕地退化

水土流失可以导致坡耕地退化
,

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一 )水土流失加剧土壤干旱缺水

干旱缺水是坡耕地低产的一大障碍因子
。

黄土高原区坡耕地几乎全部为干旱缺水型
。

坡耕地

土壤 由于其地表倾斜度的存在
,

而使地表在降水后迅速出现沿斜坡而移动的地表径流
,

加上不合理

的耕作
、

暴雨等原因
,

长期下去土壤就形成了既不保水
,

又不耐旱的特点
,

这种不良的水分状况是 由

于坡耕地严重的水土流失而造成的
。

( 二)水土流失导致土壤肥力下降

坡耕地由于水土流失
,

致使养分状况不 良
,

养分严重缺乏
。

据有关方面测定
,

当土壤流失量超过

1 00 0t /k m
,

时
,

就会造成土壤肥力下降
,

表现为土壤养分贮量低
,

养分富集率低
,

养分富集层浅
。

而

我国坡耕地土壤的流失量一般远远超过 1 ooot /k m
,

的指标
。

据甘肃省天水水土保持站的观测
,

坡

耕地每年每亩平均流失水量 9m
3,
流失土壤约 1

.
It ,

约含氮
、

磷
、

钾三要素 sokg 左右
。

由于土壤养分

长期大量流失
,

地力越来越贫痔
,

如陕北坡耕地上的黄绵土
,

有机质含量只有 69 /kg 左右
,

全氮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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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 0
.
49/kg 左右

,

磷的含量仅 1
.
29/kg 左右

。

( 三)水土流失导致耕层浅薄

坡耕地的耕层一般都较浅薄
,

如黄土高原区有近 80 % 的坡耕地为耕层浅薄型
,

坡耕地土壤发

育在岩石风化的残积物或坡积物上
,

水土流失导致地表常以剥离的方式使土体的表层搬运至沟谷

凹地
,

使土层越来越薄
,

甚至完全失去肥沃的表土层
。

如在黄土高原坡耕地上的黄绵土
,

土体深厚而

疏松
,

易被水分散
,

抗冲能力极弱
,

面蚀与沟蚀都比较严重
。

西南区坡耕地上的紫 色土
,

土体疏松
,

抗

蚀力弱
,

侵蚀严重
,

据调查
,

贵州省山区坡耕地每年流失表土层厚度一般为 0
.
1 ~ Zc m (严重的地块

可达 sc m 以上 )
。

有些地区由于长期跑土
,

表土完全丧失
,

只得弃耕撂荒
。

( 四 )水土流失导致土壤沙化

由于坡耕地的水土流失
,

使其土壤的结构状况发生变化
,

细土粘粒越来越少
,

粗骨架相对增多
,

尤其在土石山区
,

这种现象更为突出
。

然而
,

正是这些细小的土粒 (直径小于 0
.
ol m m )及土体中的

有机物具有较高的保水
、

保肥能力
。

如长期流失
,

必然导致土壤过沙
,

保水保肥能力降低
。

三
、

耕地水土流失的主因剖析

(一 )耕地水土流失的根本原因是人为因素
目前一般都把耕地水土流失的成因分为 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

。

而本文在此重点强调的是
,

自然

因素只是为水土流失提供了条件
,

但造成耕地水土流失的根本原因是人为因素
,

是人们对坡耕地不

合理利用的产物
。

众所周知
,

在 自然界生长良好的植被如果不受到人们的破坏
,

即就是抗冲能 力弱的土壤
,

在大

暴雨之下
,

仍然可以保持土壤的正常侵蚀
。

然而陡坡地一旦被开垦
,

就极易产生严重的水土流失
。

这

是因为地面坡度陡
,

表层土壤本来很不稳定
,

种植农作物对表土扰动大
,

加之不合理的耕作方式 (如

顺坡种植等 )
,

作物收获后
,

地面失去保护
,

因而每遇暴雨
,

地表径流携带疏松的表土顺坡下 i曳
,

冲

刷切割坡面
,

形成水土流失
。

可见坡耕地
,

特别是陡坡耕地根本不宜开垦种植农作物
,

人为的不 合理

开发利用坡耕地
,

势必导致水土流失
,

这是造成耕地水土流失的根本原因
。

( 二 )人为因素的分析

对人为因素的进一步分析认为
,

人口的失控增长
,

导致陡坡开荒
、

毁林开荒
、

毁草开荒
,

是耕地

水土流失日趋严重的动力源
,

而坡耕地的不合理利用加剧了人为侵蚀
,

现分述如下
:

1
.
人 口的失控增长是促使坡地开荒的动力源

。

据统计
,

1 9 4 9 年至 199 3年的 43 年 间
,

我国人 口

从 5
.
4亿增加到 n

.
4 亿

,

增长了 In %
,

由于人 口的激增
,

耕地资源短缺问题 日益突 出
,

为此不得

不通过陡坡开荒
、

毁草等方式扩大耕地面积
,

而在我国广大的丘陵山区
,

大部分新开垦的荒地都是

以坡地为主
,

甚至有些地 区从坡底一直到山顶全部垦种
,

又缺少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
,

结果造成严

重的水土流失
,

以宁夏 自治区西吉
、

海原
、

固原 3 县为例
,

这 3 个县从 1950 年至 1980 年间
,

人 口增

加了 1
.
46一2

.
5 倍

,

耕地面积增加了 30 % ~ 200 %
,

平均每增加 1 人新开荒 6
.
34 亩

。

这 3 个县为什

么是贫困县
,

从某一方面讲
,

是与人 口 的失控增长分不开的
,

所以缺乏控制人口的有效措施
,

进行陡

坡开荒
,

是导致耕地水土流失加剧的重要的人为因素
。

2

.

坡耕地的不合理利用和短期行为加剧了人为侵蚀
。

迫于人 口的压力
,

过度开垦
,

以增加粮食

为目的的这种急功近利的短期土地经营行为
,

必将导致对坡耕地的不合理利用
,

加重水土流失
。

长

期以来
,

我国广大丘陵山区农业主要 以单一的种植业为主
,

种植业 中又以粮食作物为主的生产方

式
。

如陕西省山区各县 1989 年粮食作物占农作物总播面积的比例高达 91
.
51 %

,

经济作物和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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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仅
_
占 8
.
49 %

。

由于种植结构单一
,

导致坡耕地用养失调
,

用地作物多
,

养地作物少
,

特别是近

几年
,

绿肥等养地作物锐减
,

再加上对坡耕地的投入减少
,

致使地力逐渐减退
。

由于坡耕地缺乏投入

和改造
,

耕作粗放
,

广种薄收
,

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

可见
,

人为不 合理 的利用坡耕地
,

加剧了侵蚀程

度
,

使人为侵蚀在水土流失中占的 比重越来越大
。

( 三 )影响耕地水土流失的自然因素

不同 自然因素对水土流失的难易和强度有很大影响
,

主要有降雨
、

地形
、

土壤和植被等因素
。

1

.

降雨因素
。

降雨是产生水土流失的先决条件
。

随着降雨量的增加径流量及河流输沙量也相

应增加
。

与降雨量相比
,

降雨强度对土壤流失的影响更为显著
。

2

.

地形 因素
。

地形因素主要指坡度和坡长
。

在相同的条件下
,

若是坡度愈大
,

径流速度就愈大
,

若是坡长越长
,

坡面上汇集的径流就越多
,

从而导致冲刷力增强
,

土壤侵蚀也就越严重
。

需要指出的

是
,

当坡地得到合理利用时
,

坡度等地形因素对土壤侵蚀的影响不大或极小
。

3

.

土壤因素
。

土壤是侵蚀的基本对象
,

影响水土流失的土壤因素主要是土壤结构
,

因为土壤结

构状况主要影响着土壤的吸水性
、

抗蚀性和抗冲性
。

纵观我国水土流失严重的坡耕地上几种主要的

土壤类型
,

如黄绵土
、

紫色土
、

黑沪土等
,

主要是其结构松散
,

极易被迅速形成的地表径流所分散和

冲走
。

4

.

植被因素
。

植被覆盖情况对水土流失的难易与强度影响最大
,

植被可以起到截 留降水
、

减缓

雨水对土壤表层的冲击
、

减少径流
、

增加土壤的抗冲性及改 良土壤和增强降水入渗的作用
。

植被覆

盖率低
,

土壤侵蚀量就大
。

一般耕地上的农作物覆盖率远远低于林地和草地
,

所以坡耕地土壤的侵

蚀模数就大
,

一般相当于草地和林地的 5一 10 倍
。

具体从农作物的种类来看
,

水土保持效益的大小
,

以多年生作物较一年生作物为优
,

豆科作物较禾本科作物为优
,

密生作物较疏生作物为优
。

四
、

防治耕地水土流失的技术措施

从目前国内外水土流失的防治措施看
,

可将防治耕地水土流失的各项技术措施
,

大体分为水土

保持耕作措施
、

坡改梯工程措施和林草生物措施
。

(一)水土保持耕作措施

在坡耕地上特别是缓坡耕地上
,

推行各种水土保持耕作措施
,

能拦截地面径流
,

减少土壤冲刷
,

增加粮食产量
。

据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在安塞县的测定
,

可减少侵蚀模数约 37 % ~ 56 %
,

减少径流

模数的 9% ~ 38
.
5 %

。

山西省太谷县土郊院村
,

1 9 8 8 年推行蓄水覆盖丰产沟种植 70 亩玉米
,

平均亩

产 675k g (最高地块达到 943 k g )
,

比对照 田亩产 430kg 增产 57 %
。

在坡耕地退耕之前或未修水平梯

田之前的过渡时期
,

水土保持耕作不失为一项重要的水保措施
。

从全国看
,

水土保持耕作措施可分为二大类
:
一类是以改变地面微小地形

,

增加地面粗糙率为

主的耕作措施
,

如等高带状种植
、

水平沟种植等
;另一类是以增加地面覆盖和改良土壤为主的耕作

措施
,

如秸秆覆盖
、

少耕免耕
、

间
、

混
、

套
、

复种和草田轮作等
。

在具体采用某种耕作技术措施时
,

一定

要注意它的适宜区域范围
、

适宜条件与要求
,

如等高带状间作
,

适宜范围是全国
,

适宜条件与要求是

(1 )2 5
。

以下
,

坡愈陡作用愈小
;(2) 坡度愈大

,

带愈窄
,

密生作用比重愈大
;(3) 带与主风 向垂直

;(4)

可作为修梯 田的基础
。

而水平沟种植只适宜于西北地区 20
。

以下的坡耕地上
。

(二)水土保持坡改梯工程措施

梯田是改造坡耕地的一项重要措施
,

它可以改变地形坡度
,

拦蓄雨水
,

防治水土流失
,

达到保

水
、

保土
、

保肥和增产的 目的
,

据陕西 省水土保持局的实测资料
,

坡地修成水平梯 田后
,

可以拦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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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 ~ 9 5 % 的径流
,

90 % 一 100 % 的泥沙
,

粮食增产 2 倍多
。

梯田按田面的纵坡不同
,

可分为水平梯田
、

隔坡梯田
、

坡式梯 田和反坡梯田
。

1

.

水平梯 田
。

梯田的田面呈水平
,

各块梯田将坡面分切成整齐的台阶
,

是高标准的基本农田
.
适

宜种植水稻和其它旱作
、

果树等
。

在人多地少的地方
,

应修建水平梯 田
,

修一块成一块
,

一劳永逸
。

2

.

隔坡梯田
。

在坡面上将 1/2 一2/3 面积保 留为坡地
,

1
/2 ~ 1/

3 面积修成水平梯田
,

形成坡梯

相间的台阶形式
,

这样从坡面流失的水土可被截留于隔
·

坡梯田上
,

有利于农作物生长
,

梯 田上部坡

地种植牧草和灌木
,

形成粮草间种
、

农牧结合的方式
,

修建隔坡梯 田较水平 田省工 50 % 一75 %
.
1 亩

隔坡梯 田相当于拦蓄了 2 亩坡地的径流
。

据山西省水土保持研究所的试验结果
,

土壤水分的含量高

于水平梯 田和坡地
,

可控制水土流失 90 % 以上
,

较坡地增产 20 % 以上
。

隔坡梯 田特别适宜于土地

多
、

劳力少的地 区
,

作为水平梯田的一种过渡形式
。

3

.

坡式梯田
。

顺坡向每隔一定间距沿等高线修筑地埂而成的梯田
,

依靠逐年翻耕
、

径流冲淤并

加高地埂
,

使 田面坡度逐渐减缓
,

终成水平梯 田
,

所 以这也是一种过渡形式
。

坡耕地修建成坡式梯

田
,

是一条改造坡耕地较好的途径
,

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

具有投入少
、

进度快
,

既能保水保肥又能稳

定增产的特点
。

据宁夏水土保持站的试验分析
,

修建坡式梯 田较一次性修建水平梯田
,

可减少用工

80 %
,

减少土方量 75 %
,

并能实现当年不减产
,

第 2 年增产
,

3
~

4 年后增产幅度在 10 % 以上
。

4

.

反坡梯 田
。

田面微向内侧倾斜
,

反坡一般可达 2o
,

能增加田面蓄水量
,

并使暴雨过多的径流

由梯田 内侧安全排走
。

适宜种植旱作与果树
。

坡改梯 田是治坡措施中的永久性工程措施
,

推广应用的面广
,

价值大
,

应继续坚持不懈 地搞下

去
,

但梯田的类型
、

规格等可因地制宜
。

(三 )坡耕地水土保持林草生物措施

坡耕地水土保持林草生物措施
,

主要是指在陡坡耕地上实行退耕造林种草
,

在缓坡耕地上实行

间套复种的草田轮作
。

陡坡耕地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
,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措施就是退耕种草种树
。

据测

定
,

黄土高原区陡坡地农作物和首楷的水土流失量相 比
,

首猎比农作物减少径流量的 93
.
7 %
.
减 少

冲刷量的 88
.
6%

。

陡坡地退耕种植林草
,

不但可治理水土流失
,

生态效益好
,

而且其经济效益也比

种植农作物的效益高得多
。

如五华县开垦陡坡地 5
.
56 万亩

,

多年平均粮食亩产仅 sokg 左右
,

年均

总产粮食 288
.
5 万 kg

,

收入 288
.
5 万元

,

陡坡耕地面积占全县耕地的 9
.
8%

,

产量仅占 2%
;而同样

的陡坡地如营造马尾松
,

年均产值达 334 万元
;
种植杨梅

、

三花李等果树
,

年产值达 4 455 万元
。

可

见改变陡坡耕地的利用方式
,

对防止水土流失
,

改善生态环境
,

增加农 民收入
,

均能起到显著作用
。

但目前在如何妥善退耕问题上
,

各地需要采取多种措施
,

绝不应简单从事
,

搞一刀切
。

对于缓坡耕地特别是优质的缓坡耕地实行粮草间
、

套
、

复种的用养结合制度
,

可以达到改土培

肥
、

防止水土流失和提高作物产量的 目的
。

据陕西绥德水保站的调查结果
,

2 年生草木择倒茬
,

种粮

夏 田可增产 50 % 一 150 %
,

秋田 可增产 10 0% 一 24 。%
,

土壤含氮量增 加 0
.
1989 /kg

,

有机质增加

1
.
059 /kg

。

我国坡耕地多
,

分布的范围广
,

适宜种草种树
,

特别是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 区更应大力提倡种

草种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