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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践证明
,

进行 以坡改梯 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是砂岩山区
“

旱农
”

开发的最佳途径
。

按照 目前旱作农业开发的技术要求和经济
、

技术条件
,

以 及群众自力更生承包治理的 承受能

力
,

坡改梯 必须坚持施工方便
、

省工
、

省料
、

进度快的小型工程设计标准
。

通过在泰安市砂岩山

丘 区 5 年的试验
,

结果表明
:

小型梯 田可省工 50 纬
.

节省材料费 40 肠
.

治理速度提高近 1 倍
;
较

坡耕地水保效益提高 7 5 % 以 上
,

保 肥效益提高 85 % 以上
,

讯期土壤含水率增 加 28 %左右
,

单

位面 积增产 3 。 %
,

土地利用率提高 40 环
.

经济效益的增加
,

调动了群众坡改梯的积极性
,

试验

期内试 区辐射面积 s o o h m
Z ,

全市推 广面积近 S 0 0 0 h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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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有坡耕地 1 2
.

03 万 h m
, ,

土质痔薄
,

抗旱抗蚀性差
,

水土流失严重
,

产量低而不稳
,

经济效益低
,

是典型的低产田
,

群众称之
“

望夭收
” 。

据调查
,

山区坡面流失沙量的 70 %以上来

源于坡耕地
。

由此
,

坡耕地的持续利用
,

不但会导致其生产 力的递减
,

而且将会恶化农业生态环

境
,

危及 山区的经济建设
。

所以说
,

坡耕地改造是开发建设山区的基础工程
。

由于坡耕地所处地理环境的特殊性
,

多分布于无水利开发条件的砂岩山丘地区
,

决定了其

开发利用模式为进行坡改梯农田工程建设
,

发展旱作农业 (亦称雨养农业 )
。

泰安市山丘区无水

灌溉耕地面积
.

约占总耕地面积的 60 %
.

因此
,

发展旱作农业是泰安市开发建设 山区和搞高
、

加强农业的战田杂潜施
。

1 坡改梯的规划设计

1
.

1 坡改梯规划布 局

其原则应是立 足于水土保持
,

合理开发利用水土资源
.

开发建设山区
。

因此
,

在规划布局上

要因地制宜
,

根据 自然资源
、

社会经济条件及发展前景
,

着眼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

和发展商

品经济
,

为山区综合开发创造条件
。

泰安市坡耕地大多分布在 o5 一 1 5
。

的坡面上
。

从地形
、

土壤
、

气候
、

技术
、

劳力条件
,

都可进

行坡改梯
.

实现综 合治理开发
。

具体讲
,

在规划治理顺序
_

匕优先选土层深厚
、

土质好
、

近村傍

水
、

坡面完整
,

交通方便地段进行改建
.

以后逐步推向边远地区
。

在结构布局上
,

应根据区域种

植和不同立地条件
,

分 片划段
,

合理布局
;兼顾群众承包

、

治
、 `

营
、

用的要求
。

同时规划中必须注

意梯田集中连 片
、

连续治理
。

逐步扩大战果
,

规模治理
、

规模经营的要求
。

发挥群体优势
、

整体

功能和规模效益
。

1
.

2 坡改梯定位布设

坡改梯布设 内容
,

应包括梯 田田块
、

路
、

渠道
、

排水沟渠道
、

防护林带的定位布置
。

做到田
、

林
、

路
、

渠 合理布局
。

1
.

2
.

1 道路布设
。

梯田建设必须坚持道路先行
。

以山定路
,

便于机耕
,

安全行驶
,

少占耕

地的原则
.

采取 以分水岭
、

沟边回旋定线布设
。

达到田 田通路
,

内外道路相接
。

主干道宽 s m
.

支

道宽 3 m
。

1
.

2
.

2 梯 田 田 块布设
。

要求以路定田划片
,

尽量与基本农 田连片
.

便于区域性开发利用
。

(1 ) o5 一 1 0
“

缓坡 区梯 田布设
:

此处坡 面沟蚀轻 微
,

坡 面较完整
.

土 层较厚 (一般耕 作层

25 c m 以上 )
.

且分布均匀
。

可修建面宽 5一 10 m 的三合一土堰梯 田
。

为了便于恢复地力
.

和消除

常年连作带来的品种退化和病虫害
.

新修梯田可以花生~ 地瓜轮作
.

逐步发展为经济作物或小

杂粮商品生产基地
。

堰边则配置花
、

桑等不同种植结构的生物堰
.

开发堰埂经济
。

如果劳力紧张
.

5
“

坡区也可建成坡式梯 田
.

以后逐年改平
.

成为二次性修平的梯田
。

( 2 ) 1 5
。

一 2。
。

陡坡 区梯 田的布设
:

该地段一般沟蚀 活跃
.

坡面较为破 碎
.

土 层浅 且多不均

匀
。

可修建面宽为 3 ~ 4 m 的窄面梯田或水平阶
.

为名果商品生产基地
.

堰边可配植棉槐 条
.

发

展条编加工
。

1
.

2
.

3 排水渠道布设
_

。

可借用原有石底冲沟
.

或沿 山坡迁迫连接梯田 内沟
·

并汇入小溪
。

沟距 50 m 左右
。

1
.

2
.

4 林带布设
。

可与道路一致
.

尽量构成护 田林 网
。

总之
.

做到 田
、

林
、

路
、

渠成形
.

逐步实现园林化
。

1
.

3 梯田断面
、

规格建议

考虑到 山区群众的经济
、

技术条件的滞后性
.

和适应 目前旱农耕作技术水平要求 ; 并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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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取材
,

施工方便
,

省工费
、

治理速度快
、

方便耕作
、

增产效果好
,

符合群众 自力更生治理开发

承受能 力的原则
,

参照 5 %暴雨频率保证安全系数等等这些制约因素
,

梯 田断面
、

规格设计标

准
,

则宜小不宜大
,

即以小型工程为主
。

梯 田断面采用内沟外埂
,

统一堰坡三合一式梯 田类型结

构
。

建议见表 1
。

表 1 梯田断面
、

规格参考表

堰地臼少讨%地与娜田宽讨椒创(m地面
坡度 (

。

)

梯 田

堰高
梯田

堰坡 (
。

)

( m )

沟
、

埂
断面
( e m )

梯田

长度
( nr / h m

Z
)

田宽力椒耐(m

5

l 0

l 5

2 O

1 0
.

0 1
.

1 0

1矛3 6

1
.

4 0

1
.

3 0

5 0

5 0

5 O

5 0

3 0 X 3 0

3 0 X 3 0

3 O X 3 0

3 0 火 3 0

1 0
.

9 0

7
.

6 4

5
.

1 6

5
.

1 0

9 0 9
.

0

1 3 0 9
.

5

1 9 3 5
.

0

1 9 6 2
.

0

l 4

2 2

3 l

1
.

4 梯田施工设计

1
.

4
.

1 定线
。

根据梯 田田块规划布局
,

地形和土质条件
,

在山坡上 由上而下定出层层梯 田

的毛宽线和开挖线
。

定线时利用中线法首先定出开挖线点
,

再以定出的中线点 (开挖线点 )
.

顺

坡用相同的方法和丈量数据定出毛宽线点
。

要求是
:

堰坡的质量就是梯田的质量
。

考虑到堰坡

持久稳定
,

设计土堰限制高为 1
.

3 m 左右
,

并以此为控制数来限定梯 田毛宽与 田面宽
。

根据这

一要求定线时在不同坡度坡面上
,

用设计的堰高所限定的毛宽
, `

定出层层梯田的开挖线和毛宽

线
。

此操作方法简便
,

群众易懂
、

易掌握
,

操作工具也简单
.

只需直尺一支
,

皮尺 一卷就能完成

操作任务
。

定线中应按等高线走向环山划定
,

本着大弯就势
.

小弯取直
,

田面
、

堰高整齐均称
,

因

山就势形成层层等高条带梯田
。

1
.

4
.

2 施工
。

根据群众个人承包
、

治
、

管
、

用

的要求
,

设计采用人工修梯田的方法
。

因砂石山流

失区不同地形条件和部位
,

风化层深浅不一
,

新修

梯 田必须采用爆破挖填
。

施工内容为筑堰和整修

田面
。

施工步骤为
:

( 1) 表土集中
; ( 2) 炮挖土石方 ;

( 3) 筑地堰
、

田面整修
; ( 4) 挖沟培埂 ; ( 5) 田面深翻

( 4 0 e m ) ; ( 6 ) 回填表土
。

施工 中应特别注意
:

( 1) 田面修成内向反坡 ;

( 2) 内沟修成竹节沟
; ( 3) 土堰必须夯实打紧

,

达到

规定堰坡标准
。

1
.

5 新修梯田的培肥与管护措施

新修梯 田填土部位密实程度多不同
,

会导致

直 R

l 2/ 设计堰高

地面坡度
祖必本粼之[

1/ 2 毛宽
开挖线点
(中线点 )

艳脚田辑迎l

一层梯田毛宽 地面线
/

’

、
一层梯田毛宽线点

不均匀沉 阳
,

使梯 田易遭破坏
。

同时 由于不可避 附图 开挖线
、

毛宽线定点操作示意图

免地打乱土层
,

土壤结构遭破环
,

导致耕作层内有

机质和其它养分含量相对减少
,

土壤肥力降低
,

生产条件相对恶化
,

不利于作物生长发育
。

为了

保证当年产量不减和逐年增加收益
,

必须注意土壤改 良和培肥
,

加强管护
,

保证梯 田的完好状

态
。

1
.

5
.

1 保 留表土
。

表土经过多年耕作和管理
,

具有一定的肥 力
,

适于作物生长
。

据试验
.

保留表土比不保 留表土增产 3。 %左右
。

1
.

5
.

2 深翻改 土
。

深翻能促进土壤熟化
,

增加团粒结构
.

提高孔隙度
,

改善土壤理化性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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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作物生长提供 良好土壤条件
,

5 年试验结果表明
:

深翻土壤 3 c5 m 比 20 C m 者增产 28 % 以上
。

1
.

5
.

3 增施肥料
。

新修梯 田有机质含量低
,

氮
、

磷养分缺乏
,

因此要大量增施有机肥和氮
、

磷化肥
。

借以改 良土壤
,

提高上壤肥力
。

5 年观测结果
·

每 h m Z

施有机肥 1 5 0 0 0 k g
,

比不施者增

产 40 %左右
。

同时为了平衡田面耕层肥力
,

还应注意在取土部位施偏肥
。

1
.

5
.

4 播种先锋 作物和推广轮作
。

新修梯田土质瘩薄干旱
,

在前一两年内应播种些适应

性强和养地作物 (如花生
、

地瓜等 )
,

经过耕作
、

土壤管理
,

土壤性状改良后
,

再改进种植制度
,

用

养地效果好和经济效益高的作物轮作取代
,

据 4 年的试验资料分析
,

花生~ 地瓜轮作
,

比花生
、

地瓜连作
,

一个轮作周期平均增收 23 %以上
。

1
.

5
.

5 及时检查整修地堰
。

土堰的持久稳定
,

是梯田质量的重要标志
,

因此
,

管护好
、

利用

好地堰
,

是保证梯田完好率
,

充分发挥梯田防护与增产效益的关键措施
,

每年冬春或暴雨后
,

都

要对梯田进行检查
,

发现问题
,

及时整修
,

避免造成恶性循环
,

降低梯田质量
。

2 新修梯田效益分析

由于试验期短
,

观测资料系列也就短少
.

林带未成形
,

生物堰也才刚刚进人初果期
,

这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 了对
“
三大效益

”

的分析
,

现根据 5 年 ( 19 8 8一 1 9 9 2 年 )试验期间设计的观测项目

所得资料
,

重点对经济效益作了分析
。

初析结果如下
。

2
.

1 治理工费省
、

速度快
、

提高土地利用率

通过施工 中测量不同坡度
、

不同面宽梯田的工程量
,

投工
、

投资情况分析所得经济技术指

标反映的对 比效益看
,

以 1 00 坡面的坡改梯为例
,

这次设计的旱作窄面梯 田
,

较之 60 年代所建

的宽面梯 田
,

单位面积投工减少 50 %
,

材料消耗减少 40 %
。

田面率与提高土地利用率接近
,

治

理速度却提高近 1 倍
。

按年劳投工 100 个计
,

年劳治理面积可达 。
.

1h4 m
2 。

同时
,

在试 区垦殖指

数达 50 % 的情况下
,

坡改梯提高土地利用率接近 40 %
。

可见
,

坡改梯设计体现了省工
、

节资
,

提

高治理速度和土地利用率的要求
。

2
.

2 水保效益显著
5

。

与 1 00 坡度小区 5 年观测资料分析结果表明
:

坡改梯减 少径流效益均在 7 5 % 以上
.

减沙

保肥效益均 在 8 0 %以上
,

如 1 9 9 0 年
“ 7

.

1 7 ”

暴雨
,

2
.

6 小时降雨 1 0 4
.

7m m
,

最大 I Om i n
降雨

27 m m
,

频率达 5 %
,

雨后调查
,

梯田完好率达 85 % 以上
。

可见窄面梯田的水保效益仍是显著的
。

2
.

3 改善了土壤理化性状

由于坡改梯后显著的保水
、

保土
、

保肥效益
,

和耕作管理的改进
,

土壤理化性质得到明显改

善
。

据 5 年测试结果表明
:

土壤容重平均减少 3
.

7 %
.

土壤含水率提高 28 %
,

土壤养分增加
.

有

机质为 18 %
,

N
、

P 养分增加 5 % 一 8 %
。

土壤肥力有了明显提高
。

2
.

4 增产效益明显

坡改梯后土壤养分含量有了提高
.

土壤质地得到了改善
.

生产力不断提高
。

花生增产率由

25 %一 3 6 % ; 堰边开发利用种植的山植每 h m
之

堰长 3 年 累计产果 4 6 k2 g
.

以此计算的投
、

产补

偿周期为 2
.

8 年
。

由于坡改梯技术设计体现了施工方便
,

工 费省
、

治理速度快的特点
,

取得显著的水保与经

济效益
,

适应了群众承包治理的承受能力
,

极大地调动了农 民搞好坡耕地治理开发的积极性
。

试验期内试区辐射面积 5 0 o h m
Z ,

全市推广面积近 5 。。 o h m Z 。

依据试验资料分析结果推算
,

可减

少沙化面积 l o oh m
Z ,

每年减 少 N
、

P
、

K 养分流失 。
.

n 万 t 。

增加土地利用面积 Z 0 0 0 h m
Z ,

年增

产粮食 1 40 。 万 k g
,

堰边开发每年增加果品产量 7 00 多万 k g
。

效益是极其可观的
,

对缓解人地

矛盾所起的作用
,

是不可忽视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