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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麻竹治理崩岗的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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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利用麻竹的生物学特性与崩岗内立地条件的一致性
,

结合
“
上截

、

下堵
、

削坡
”

的工程措施

治理崩岗 (沟 )
,
3 年达到控制崩岗的水土流失

,

改善生态环境
,

经济效益显著的效果
。

关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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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县位于福建 省的东南部
,

戴云 山脉的 东南 侧
,

是晋江东溪西溪的发源地
。

地处东经

1 1 7
’

4 1’6 ”

一 1 1 8
0

3 1‘1 9 11 ,

北纬 2 5
0

13 ,

一 2 5
0

3 3 ‘

之间
。

东接仙游
,

西连漳平
,

北与大田
、

德化交界
,

南与

南安
、

安溪为邻
。

东西长 8 4
.

7 km
,

南北宽 3 7
.

3 k m
,

总面积 1 4 6 3 km
, 。

全县有 2 1 个乡 (镇 )
,

总人 口

5 1 万人
,

其中
:

农业人口 46 万人
,

全县 山地 15 5 万亩
,

人均 3 亩多
,

耕地 2 4
.

3 万亩
,

人均 0
.

5 亩
,

是一个人多
、

耕地少
、

山多的山区县
。

一
、

立题依据

由于历史
、

白然及人为因素等原因
,

该县的水土流失较为严重
。

据 1 9 8 4 年的水土流失普查资

收稿 日期
: 一9 9 4 一 《)3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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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

全县水土流失总面积 4 03 9 12 亩
,

占土地总面积的 1 8
.

4%
,

据山美水库水文站观测资料
,

晋江

东溪上游的桃溪 (该县的主河道 )的土壤侵蚀模数
: 19 5 2 年为 1 2 8 t / (k m

, · a )
,

年输沙量 5 万 t ,

后

逐年增加
,

最高峰是 1 9 8 3 年为 2 25 0t / (k m
, · a )

,

年输沙量 89
.

2 万 t
。

该县崩岗侵蚀是福建省严

重的地区之一
,

大量的泥沙流失
,

危害极大
,

将危及泉州市最大的水利工程—
山美水库的效益

和使用年限
,

直接影响该县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
。

1 98 2 年水土保持机构恢复后
,

县水保办与水

保试验站就开始探索治理崩岗的措施
,

过去 曾以种草
、

种植马尾松
、

桃
、

李果树来治理
,

求表 面上

的绿化
,

但这些草本
、

木本植物初期生长慢
,

干矮
、

树冠稀疏
,

根系不发达
,

不能在短期 内起固土作

用
,

每年的台风暴雨
,

使崩 岗土体崩塌
,

泥沙淹没了树干
,

几经治理都没有得到成功
,

群众失去了

信心
。

70 年代起
,

有些群众在崩岗 (沟 )内种植麻竹治理水土流失
,

效果好
。

经县水保办 (站 )干部

调查和观察发现
,

认为麻竹生长繁殖快
,

杆高冠大
,

根系密集发达
,

郁闭快
,

固土能力很强
,

不怕水

淹土埋
,

因为麻竹的生物量大
,

需要大量的水分
,

且年年都要培土
,

每年又有竹笋和竹材的收入
,

三项效益好
,

是治理崩岗的理想植物
,

深受群众欢迎
。

为了进行细致的观察
、

比较
,

科学地定量分

析
,

以取得可靠的数据
,

为今后大面积推广提供依据
,

县水保办和水保试验站于 1 9 8 5 年元月 申报

了《种植麻竹治理崩岗 (沟 )的试验研究》项 目
,

福建省水土保持委员会于 1 9 8 5 年 4 月批准为科技

试验研究课题
。

时间自 1 9 8 5 年 1 月至 1 9 8 9 年 12 月
,

为期 5 年
。

二
、

崩岗的成因
、

特征
、

分布和危害情况

(一 )成因

1
.

地质土壤因素
。

该县崩岗主要发生在花岗岩发育而成的山地红壤土上
,

风化壳深厚
,

可达

so m
,

含沙量大
、

结构松散
、

孔隙率大
、

胶结弱
、

抗冲强度低
、

渗透力强
,

降雨时土壤水分极易达到

饱和并超过土壤塑限
,

在径流冲刷和重力作用下
,

土体极易崩塌形成崩岗
。

2
、

气象因素
。

该县属南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
,

日照时间长
,

昼夜温差大
,

有利于岩石风化
。

同时该县的雨量充沛
,

年降水量 1 60 。~ 2 10 0 m m 但季节分布不均
,

3 ~ 6 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

的 4 7 %一 4 9 %
,

7一 9 月主要台风雨季 占全年的 37 %
,

由于前期主要是梅雨
,

使土壤水分 已趋于

饱和
,

后期 台风雨季
,

暴雨多
、

强度大
,

极易在 20
“

一 45
。

的坡地上形成迅猛的地表径流
,

把坡面切

割成临空面
,

使其在重 力的作用下产生崩塌现象
,

这是崩岗发生的主要外营力
。

3
、

人为因素
。

由于该县人多耕地少
,

粮食不足
,

在人 口密度大的地方
,

群众曾一度大量上山开

荒种杂粮
,

如地瓜和木薯等
,

年年翻土
,

又缺少水土保持措施
,

当花岗岩风化壳失去植被保护后
,

特别是土壤层和红土层被扰动切穿或被蚀去
,

其抗蚀能力大大下降
,

砂性松散的砂土层和碎屑层

就极易遭受径流冲刷侵蚀
,

进而形成崩岗
,

因此 人为活动为崩岗侵蚀起加速作用
。

(二 )崩岗的分布
、

特征与类型

据 1 9 8 5 年水土流失普查资料汇编
,

全县有崩岗 6 06 处
,

面积 1 136 亩
,

集中分布于达埔
、

蓬

壶
、

石鼓
、

桃城
、

苏坑
、

玉 斗等 乡镇
,

以达埔 镇最 为严重
,

有崩 岗 2 60 处
,

占全县崩 岗总数 的

4 2
.

9 %
,

占全县崩岗总面积的 56
.

8 %
。

崩岗主要发生在海拔 3 0 0 m 以下的 20
。

一 4 50 陡坡上
,

尤以南坡和东坡为多
。

按其崩塌后外表

形态可分为瓢形崩岗
、

条形崩岗
、

弧形崩岗和斗形崩岗等 4 种类型
。

(三 )崩岗的危害

崩岗 (沟 )侵蚀 造成坡 而支离破碎
.

沟壑纵横
.

1: 休崩塌
.

大举的泥 沙泄流而下
,

冲毁淹没农

田
.

1 9 5 8 年一 19 6 3 年达埔镇被泥沙淹没的农 田达 魂31 亩
,

其中 196 2 年一次暴雨就淹没东园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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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11 亩
,

损失粮食 55 00 k g
,

严重阻碍交通
,

冲塞公路水渠
,

淤高河床
,

达埔镇有 1 74 条渠道被冲

坏
,

花费了许多人力和物力清理修筑水渠
。

此外
,

由于森林植被的破坏
,

地表裸露
,

水土流失
,

地表

径流量增大
,

地下水减少
,

地下水位降低
,

大气温度湿度失衡
,

致使环境恶化
,

洪涝干旱灾害频繁
,

影响了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安全
。

三
、

麻竹的特性和栽培技术

(一 )麻竹的特性

麻竹学名 S in oc a m u s L a tig fo y u s (m t , n r o )M e e lu
re ,

属禾本科
,

是亚热带竹类
,

为合轴型的丛生

竹
,

茎粗杆高
,

枝叶茂盛
,

根 系发达密集
,

所以固土能力很强
,

适宜生长在海拔 50 Om 以下
,

土层深

厚
,

土质疏松肥沃湿润的土壤
,

风力小
,

气候温和
,

年平均温度 19 ℃
,

最低温度不低于 3 ℃
,

在这种

环境 中生长迅速 良好
,

是亚热带水土保持的 良好树种之一
。

麻竹的经济价值高
,

用途广泛
,

笋竹两用
,

竹材坚韧
,

可作建筑
、

家俱
、

中药材竹茹
、

快餐筷
、

工

艺品等材料
,

特别是用于制作拜神香的杆材
。

竹笋清脆甜美
,

出笋期长
,

从每年的 6 至 n 月
,

笋可

烹调炒食
,

也可制作笋干或清水罐头
,

是 出口 创汇名优产品的原料
。

竹笋壳可用于造纸
,

竹叶可

制作斗笠或包粽子用
。

在全县的侵蚀 山地
、

崩岗 (沟 )河边均可种值
,

已推广 1 万 多亩
。

19 9 2 年全

县产笋 7 3 00 t
,

仅达埔镇狮峰村产笋 26 4
.

4t
,

邻近的汉 口村香厂
,

以麻竹材 为主要原料制作大量

的神香出口
,

麻竹已成为群众喜爱种值的水土保持树种之一
。

(二 )麻竹的栽培技术

冬季整地挖穴
,

挖穴宽 0
.

6m 见方
,

深 0
.

sm
,

施土杂肥 50 一 l o o k g
,

株行距 sm x 6m
,

22 株 /亩

左右
,

挖取 l 年生的竹苗
,

根系及笋芽要完整
,

竹竿用刀 削去一半
,

保留 2一 3 盘技叶
,

春季 3一 5

月雨季种植
,

种植时土要填满踩实
。

用一叉杆叉住
,

以免摇动过大
,

影响成活率
。

经营管理方面
:

雨水过后
,

竹林开始萌动
,

应将竹丛周围的土挖开
、

晒白增加土温
,

再施 IOo k g 的水肥
,

加 3 一sk g

的尿素
,

以客土和土杂肥培土
,

大量出笋时
,

每 10 夭要施一次水肥
,

笋的产量可增加 1 一 1
.

5 倍
。

防治病虫害方面
:

只发生少量的煤烟病
,

喷施 1 0 0 0 倍的氧化乐果和 7 00 倍液的托布津混合液即

可防治
,

这是一种芽虫吸食叶汁后排泄出来的甜液
、

引起霉变而发黑的煤烟病
,

危害不严重
。

留笋

成竹时间应在立秋—
白露

,

过早留笋成竹
,

即养分和水分都集中在新竹里
,

不利于笋芽的发育
,

以致影响笋的产量
,

过迟即因后期温湿度低
,

不利新竹的形成
,

竹质来不及木质化
,

易遭冻害
。

3

年生以上老竹要砍伐利用
,

旧竹兜要砍成十字形盖土使其腐烂
,

以免占地耗肥
,

以利再发新竹丛
。

四
、

试验的设计与实施

(一 )试验地点与 自然条件

试验地点
,

选择在达埔镇狮峰村的
“

坡缺 (地名 ) ”

崩 岗
,

坡向东南
,

坡度 24
“ ,

面积 6
.

97 亩
,

崩

岗为瓢形
,

海拔 2 60 m
,

平均温度 19
.

S C
,

年降雨量 1 6 00 一 2 1 00 m m
.

无霜期 3 16 天
,

属亚热带区

域
,

该崩 岗发育于 50 年代末
,

已崩塌近分水线
,

土壤为花岗岩 全风化的砂壤
.

砂土层
、

碎屑层出

露
,

崩岗沟壑交错
,

水土流失极其严重
.

最大侵蚀模数达 38 o o o t八 k m
Z · a )

.

试验前以种植木茨
、

蕉芋为主
。

经测定土壤 P H 为 5
.

8
,

有机质含量 3
.

95 9 /k 9
.

全 N O
.

1 99 / k g
·

全 P( P :
0

:

)0
·

4 99 / k g
,

全 K (K :
O )38

.

19 / k g
、

土壤较为清薄
,

试验地靠近村庄的公路 仁侧
,

便于试验观察
。

(二 )试验技术设计与实施

以麻竹为主的植物措施与 工程措施 (上截
、

下堵
、

削坡
、

内外绿化 )相结 合
,

达到 [ 程促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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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护工程
。

1 9 8 5 年 l 月在崩 岗顶修水平梯田种茶叶
,

并修筑排水沟
,

严格封禁
,

以拦蓄地表径

流流入崩岗造成崩塌
,

在崩 岗口及崩岗内的塌沟修筑 3 座土石谷坊
,

(见图 l 及图 1一 (1 )
、

图 1一

(2 )
、

图 1一 (3 ))
,

分级拦截泥沙
,

抬高侵蚀基准面
,

试验山内修筑梯 田和竹节沟
,

挖大穴 0
.

sm x

0
.

7 m 义 0
.

6 m
,

每穴下 10 0 k g 的土杂肥和 25 k g 的人粪尿做基肥
.

同年 4 月选择 l 年生根系完整
,

笋芽 不受 伤的竹苗
,

竹杆用快 刀削去 一半
,

削 口 用塑料薄膜包住
,

以保持水分
,

株行距 4 m 又

4
.

sm
,

3 7 株 /亩
,

共种植 25 9 株
,

加大密度以提早郁闭
。

四周植被严格封禁
,

以保护试验山
。

- - - -

一平
-

一

马尾松林
排水沟

吕十一一 gl
ses

一

—书
勺坝顶 滋水 口

叉巧
~

不司丁口刀 T
’、

谋厂
户
漏 1

卜
,
月

,

厂\ 〔
土

图 l 崩岗平面图

捧一一421 一一一材
卜一一

—
, “5

图 l 一 ( l - 干砌土石谷坊

丁
.

了比

丁
、曰

|跪

卜
o

·

51

0 3 0 3

曰 .

一
‘ 1

一
~ 洲

r 气

一
~

一
一一一于八

一
\\

心 、

了
‘

、卜‘

灿
丁|

.

l
几11丁

吕
、结 合摘

卜一一
一

一 3
·

”‘一一一一叫

图 l 一 (2 》 土谷坊

卜~ 一
一 一

州 一 一⋯
一
叫

图 l一 (3) 土石谷坊

五
、

试验结果分析

(一 )麻竹生长快覆盖率高

试验 山内的麻竹生长快
,

地表得到迅速覆盖
,

观察 16 株
.

3 年即可郁闭成林
,

从表 1 可以看

出
:

第 1 年即 1 9 8 5 年 9 月调查成 活率高达 9 8 %
,

繁殖快
.

当年出笋成竹 12 株
,

占 75 %
。

第 2 年

(19 8 6 年 )出笋成竹 3 5 株
.

平均 彭株出 2 株以上幼竹
,

郁闭度达 0
.

45
。

第 3 年郁闭度达 0
.

8
。

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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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郁闭度达 0
.

95
。

第 5 年郁闭度达 0
.

98
。

单株最高达 22
.

6 m
,

胸径 16
.

Zc m
,

麻竹的主干高大
,

组

成的林冠技叶数量多
,

林冠层厚达 lo m
,

可截持部分雨水
,

分散雨水
,

减缓溅击速度
,

较好地起到

保持水土作用
。

据 1 98 9 年 10 月 5 日测定
,

林冠层的持水量达 3
.

sm m
。

(二 )枯枝落叶多
,

覆盖地表效果好 表 1 麻竹生长情况抽样调查统计表

据 1 9 8 9 年 5 月 5 日测定
:

枯枝落 年份 }观察 16 丛生笋 }平均胸径 成活率

%一98叶层最大的厚度达 1 8c m
,

平均 厚度 (年) } 成竹救不丛尧 D (em )
郁闭度

0.4510.801呱一0.98

2一76一26一39一034一5.一8.一9.一i12一35一42一38一434
.

6c m
,

完全覆盖地表
,

即能保护地表

免受雨滴直接的击溅
,

减少减缓地表

径流
,

增强水分下渗能力
,

起到调节地

表径流的作用
,

据测定
,

枯枝落叶层持

水量是 0
.

g sm m
。

(三 )根系密布
,

固结土壤
,

巩固工程

1 9 8 9 年 1 2 月对根系进行观测
,

1 9 8 5

1 9 8 6

1 9 8 7

1 9 8 8

1 9 8 9

合计

平均株高

R (m )

4
.

5

7
.

0 9

1 0
.

7 9

1 2
.

4 3

1 4
.

2 3

注
:

据 1 9 8 9 年 12 月 18 日调查
,

单株最高 22
.

6m
,

胸径最大达

1 6
.

Ze m
,
1 9 5 9 年对老竹进行间伐

。

在距竹丛的 lm 处
,

其横断面每 10 c m x 10 c m 有根系 n 条
,

其中粗的根径有 1 一 3 m m
,

细的根径

有 。
.

1 ~ 。
.

3m m
,

纵断面根系在深 1
.

sm 处
,

每 1 0c m x 10 c m 的面积内有 14 条
,

根径粗的有 I一

3 m m
,

根径细的有 。
.

1一 0
.

3 m m
,

细根密布
,

在土深 3
.

sm 处仍有大量的根系分布
,

根系的水平分

布范围与株高大致相等
,

大小不等的根系纵横交错
,

形成庞大的固结土壤 网络
,

从而使土谷坊工

程得到控制
,

流失得到治理
。

据专业户李昌炽观察
,

种植麻竹 3 年后
,

就能固定泥沙
,

浊水变清水
,

细水长流
,

旱季不旱
,

保持水土的效果很好
。

(四 ) 改良土壤

麻竹根系能增加土壤中的孔隙度
,

提高土壤的透水性 和持水量
,

枯枝落叶腐烂后
,

在潮湿的

环境里
,

不受 日光直射
,

各种微生物容 易活动和繁殖
,

在土壤的表层形成了腐殖质
,

有利于形成团

粒结构
,

提高土壤的肥力
。

从表 2 可以看出
,

试验 山土壤 PH 值从 5
.

8 增加到 6
.

5
,

由酸性变中性
,

有机质增加了 27
.

5 %
,

全 N 和碱解 N 都有明显增加
,

全 P 全 K 保持原有水平
,

而速效 P
、

速效 K

也分别提高 64
.

94 %和 74
.

61 %
。

见表 2
。

表 2 崩岗治理前后土壤养分变化

时时 间间 pH 值值 有机质质 碱解性 NNN 速效 PPP 速效 KKK 全 NNN P
Z

O SSS K
:

OOO 质 地地

(((((((g / k g ))) (m g / k g ))) (m g / kg ))) (m g / k g ))) (g /k g ))) (g / k g ))) (g /k g )))))

试试验前 1 9 8 5 年 1 月月 5
.

888 3
.

9 555 3 444 4
.

3 3 555 5 111 0
.

1 999 0
.

4 999 3 8
.

111 砂 壤壤

试试验后 一9 8 9 年 1 2 月月 6
.

555 5
.

0 444 5 5
.

111 7
.

1 555 8 9
.

0 555 0
.

3 444 0
.

5 111 3 9
.

333 多砾质轻壤壤

含含量增加 (% ))))) 2 7
.

5 999 6 2
.

0 666 6 4
.

9 444 7 4
.

6 111 7 8
.

9 555 4
.

0 888 3
.

1 55555

试验山土壤的物理性质
,

与对照区对比
,

各项指标都变好
,

麻竹林地土壤的容重减小
,

含水量

增加
,

孔隙度增加
,

细土增加
,

粗粒减少
。

见表 3
。

表 3 土壤物理性状比较

地 类

麻竹林地

C K

容 重

(g /
e m

,
)

1
.

4 1

1
.

5 7

含水量

(% )

最大持

水 量

(环 )

1 7
.

6

1 5

毛毛管孔孔 非 毛管管 含 沙 量 (% )))

隙隙 度度 孔隙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 111 l~ 0
.

555 < 0
.

555 合计计

叹叹为 ))) 又为 夕夕 又n 】n l ))) 气n l m ))) 气1l ln 1 )))))

444 0
.

222 6
.

5 111 2 1
.

222 2 5
.

888 5 333 1 (〕000

渗透总量

3 0 (m in )

1 2 8 5

9 8 9 0

一邓皿

注
:

因林内土壤含水量多
,

气温低
,

故渗透慢
、

少
。

林外 日照强
,

土干燥
.

吸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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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调节了环境温湿度

通过观测 比较
,

麻竹林地的气温和地温都比无林地降低 (在夏季 )
,

湿度比无林地高
。

见表 4
。

地被物的变化
,

麻竹成林后
,

由于林冠茂密

透光少
,

竹根密集
,

故各种杂草不能生存
,

地被物 已基本绝迹
。

(六 ) 拦蓄泥沙
,

保护良田

以麻竹 为主的植物与工 程措施相结

合
,

拦截径流和泥沙下泄
,

从表 5 可以看出

土效益达 8 15 元
。

表 4 温度湿度比较

地地 类类 气温温 地 温 ℃℃ 湿度度

℃℃℃℃℃℃℃℃℃℃℃℃℃℃℃℃℃℃℃ (% )))土土土土深 se mmm 土深 1 0C mmm 土深 1 5 e mmmmm

麻麻竹林地地 2 8
.

666 2 999 2 8
.

666 2 8
.

444 7 9
.

666

无无林地地 3 0
.

555 3 3
.

111 3 1
.

999 3 0
.

888 7 4
.

777

,

共淤积
、

堆积泥沙土 4 07
.

sm
, ,

每 lm
,

以 2 元计算
,

保

保护良田免遭水旱灾害和泥沙的埋压
,

保障了粮食的高产稳产
。

崩岗下部的 1
.

8 亩水 田
,

治

理后产量逐年增加
: 1 9 8 5 年增产 z so k g

,

1 9 5 6 年增产 2 2 5 k g
,

1 9 8 7 ~ 2 9 8 9 年每年增产 3 15 k g
,

4 年

合计增产 1 3 5 ok g
,

每 Ik g 按 0
.

6 元计算
、

净收入 5 10 元
。

表 5 崩岗泥沙淤积观察测算表

年年份份 淤 积 量 (m
,

))) 备 注注

(((年 ))))))))))))))))))))))))))))))))))))))))))))))))))) IIIII 号谷坊坊 l 号谷坊坊 l 号谷坊坊 堆积量量 合计计计

111 9 8 5 年年 5 5
.

222 3 555 8 7
.

44444 1 7 7
.

666 继续崩塌塌

111 9 8 6 年年 3 4
.

444 1 2
.

333 4 2
.

111 3 555 1 2 3
.

888 继续崩塌塌

111 9 8 7 年年 6
.

222 1 6
.

999 1 9
.

777 6 3
.

333 1 0 6
.

111 趋于稳定定

111 9 8 8 年年年年年年年 稳 定定

111 9 8 9 年年年年年年年 稳 定定

合合 计计 9 5
.

888 6 4
.

222 1 4 9
.

222 9 8
.

333 4 0 7
.

555 1 9 8 8 年后淤积量很少忽略不计计

(七 )经济效益分析

自 1 9 8 5 年 1 月至 1 9 8 9 年 12 月
,

各项投资年运行费和产出
,

见表 6
、

表 7
,

资金流量见图 2
。

表 6 项 目投资运行费表

年年份份 分 项 投 入 (元 ))) 合计金额额 每亩平均均

(((年 ))))))))))))))))))))))))))))))))))))))))))))))))))))))))))))))))))))))) (元 ))) (元 )))竹竹竹苗苗 整地挖穴穴 基肥肥 种植工资资 筑土谷坊坊 肥料料 农药药 工资资资资

111 9 8 555 8 4 000 1 3 555 2 2 555 5 000 3 7 666 1 4 0000000 1 7 6 666 2 5 3
.

4 000

111 9 8 6666666666666 3 4 7
.

2 00000 1 0 555 4 5 2
.

2 000 6 4
.

9 000

111 9 8 7777777777777 4 2 5
.

6 00000 2 8 8
.

7 555 7 1 4
.

3 555 1 0
.

2 555

111 9 8 8888888888888 6 3 8
.

4 000 7 000 5 0 444 1 2 1 2
.

4 000 1 7 444

111 9 8 99999999999 5 OOO 7 5 666 7 000 6 3 777 1 5 1 333 2 1 777

合合计计 8 4 000 1 3 555 2 2 555 5 000 4 2 666 2 3 0 7
.

2 000 1 4 000 1 5 3 4
.

7 555 5 6 5 7
.

9 555 8 1 1
.

8 000

表 7 项 目产出表

年年度度 保 土土 保护水 田田 产 笋笋 产 竹竹 产出合计计 每亩平均产出出

(((年 ))))))))))))))))))))))))))))))))))))))))))))))))))))))))))))))))))))))))))))))))))))))))))))))))) (元 ))) (元 )))(((((rn
“
))) (元 ))) 增产 (k g ))) (元 ))) (k g ))) (元 ))) (k g ))) (元 )))))))

111 9 8 555 1 7 7
.

666 3 3 5
.

222 1 8 000 1 0 88888888888 4 6 3
.

222 6 6
.

444

111 9 8 666 1 2 3
.

888 2 4 7
.

666 2 7 555 1 3 55555555555 3 8 2
.

666 5 4
.

999

111 9 8 777 1 0 6
.

111 2 1 2
.

222 3 1 555 1 8 999 1 1 0 0
.

444 6 6 0
.

22222

}一一
1 0 6 1

.

444 1 5 2
.

333

111 9 8 88888 一一「一百而一一
1 8 999 4 2

1

1666 2 9 7 2
.

3333333 3 1 6 1
.

333 4 5 3
.

666

lll生)8 巴))))))))))))) 」」」」」」」」」」」」」」」」」」」」」」」」」」」」」」」」」」」」」 5 1 8〔)
.

77777777777777777
含含ifff l自7

.

555
一

、。

⋯⋯
「 一 一一一

1 8 999 6 2 3 1
.

555 3 9 8 888 7 4 9 3
.

555

⋯
“ ,‘,“

·

777 1 (, 2 19
.

222 7 4 3
.

333
333333333 1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111111111 3几(jjj 8 1 ())) 1 1 5 7 7
,

999 7 6 2 ()
.

555 7 4 9 3
,

555 } !。, (, 3
.

7
-----

14 7 ()
.

555

本试 验 曾
、

面积 6
.

97 亩
.

5 年时问 曾
、

投 资 5 6 5 7
.

9 5 元
.

平均 每 亩投入 8 11
.

8 元
,

曾
、

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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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2 4 9
.

2元
,

平均每亩 收入 1 47 0
.

5 元
,

效益

显著
。

取年利率 7 %
,

进行静态
、

动态分析
,

见

表 8
。

从表 8 可见
,

各项指标均达到水土保持技

术规范 S D 23 8一87 中的要求
,

经济效益良好
。

综上所述
,

对崩岗的试验项 目
,

采取修筑

土谷坊
,

种植麻竹的综合治理措施是可行 的
,

技术路线是正确的
,

效果是 良好 的
,

经济效益

是显著的
,

本试验起 了示 范作用
,

大面积推广
图 2 崩岗综合治理资金流量图

已达 1 万多亩
,

崩岗(沟 )5 20 处 已种上了麻竹
,

占总崩岗数的 85
.

8 %
。

治理成功率达 1 00 %
,

并起

了保持水土作用
,

桃溪输沙量从 1 9 8 3 年最高峰的 89
.

2 万 t
,

已有下降趋势
,

到 1 9 9 1 年 只剩下 37

万

t
。

这一成功的模式
,

省
、

市领导

和有关专家学者来狮峰参观考

察后
,

都充分 肯定了其试验成

果
,

1 9 9 1 年贾庆林省长亲临狮

峰村现场检查指导后说
: “

山地

形形 态态 净效益益 年净效益益 益本比比 回收年限限 内部回收率率

(((((元 ))) (元 ))))))) (% )))

静静态分析析 4 5 9 1
.

2 999 9 1 8
.

2 666 l
盆

1
.

8 111 3
.

5 33333

动动态分析析 2 2 9 1
.

3 44444 l 忿 1
.

6 333 3
.

7 555 3 6
.

777

开发要与水土保持相结合
,

保持生态平衡
,

象永春县达埔乡狮峰村治理崩岗广种大麻竹
,

既可防

风固沙
,

涵养水分
,

又绿化环境
,

增加收入
” 。

六
、

及时进行中间试验
,

加以论证和推广

为了把该试验 山变成治理示范点
,

我们采用了边试验
、

边治理
、

边总结
、

边推广
,

及时在狮峰

全村进行试验和全面推广
,

至 1 9 9 2 年全村共砌筑土石谷坊 55 座
,

种麻竹 1
.

8 万株
,

6 61 亩
,

造林

1 9 0 6 亩
,

修筑梯 田种茶种果 8 87 亩
,

治理 27 处崩岗
,

已得到全部控制
,

全村植被覆盖率达 85 %
,

人均收入 50 0 元
,

全村仅麻竹一项的收入就达 30
.

2 万元
,

昔 日沟壑裸红 (土 )见白(砂 )
,

今日山青

水秀
,

到处是郁郁葱葱
,

狮峰村的巨变
,

成为崩岗侵蚀区群众脱贫致富
,

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功示范

片
,

这说明我们选题是正确的
,

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

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是正确

的
,

切实可行
,

因而得 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

七
、

结 论

1
.

试验结果证 明
:

麻竹株高径大
,

根系多
,

不怕水淹土埋
,

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

很适宜在崩岗
、

崩沟
、

河旁种植
。

2
.

麻竹易栽培
,

生长快
,

覆盖面大
,

种植 3 年郁闭度可达 0
.

8
,

树冠绿叶层厚
,

落叶多
,

具有较

好的拦
、

涵
、

阻水的作用
,

又有固结改 良土壤的作用
,

是治理崩岗(沟 )的优良树种之一
。

3
.

麻竹全身都是宝
,

笋
、

杆
、

叶都可利用
,

经济价值高
,

见效快
,

是山区脱贫致富的好树种之

4
.

治理崩岗采取以种植麻竹为主植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 合
.

采取
“

上截
、

下堵
、

削坡
,

内外

绿化
”

丰日结 合的综合治理技术措施
.

是
一

种投资少
、

见效快
,

效益好的治理模式
,

值得大 力推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