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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立陡坡蚕桑水保经济

的前景与效益分析

李 自莲 吴远举

(陕西省农科院黄土 高原治理研究所
·

米脂县
·

7 1 8 1 0 0)

摘 要 丝织品销售量在国内外市场 呈上升趋势
,

我国近年蚕丝出 口创汇 30 亿美元
,

占世界

贸易量的 40 %
。

陕西丘陵山区以陡坡灌桑垄槽栽培新法在 25
”

以上退耕坡地植桑
,

每 h m ’
产桑

叶 9 0 0一 1 8 o o o k g ;

每 hm
Z

养蚕 1 5一 3 0 张
,

产茧 4 5 0一 9 0 Ok g
,

每 h m Z

桑年获利 3 0 0 0一 6 0 0 0 元

以上
,
水土保持效益 6 0 00 一 12 0 00 元

。

陕西省有我国《水土保持法 》规定 2 5
’

以上陡坡应退耕坡

耕地 9
.

22 x 10
5
h m Z ,

可发展 4
.

33 只 10
5

hm
2

灌桑垄槽桑园
,

亦不与粮食 及其它经济作物争地
,

农工商利税可达 1
.

53 又 1 01
”

元
,

在为国家创汇的同时
,

可获 2
.

6 义 1 0
9

一 5
.

2 又 l 护 元的水土保持

效益
。

关键词 陡坡地 灌桑垄槽 水土保持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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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th e r e e o n o m ie e r o p s
.

A g r ie u l tu r a l
,

i n d t一s t r y a n d b u s i n e s s t a x e o u ld b e a e h i e v e d t o t h e a m o u n t o f

1
.

5 3 X 1 0 ’ 。 y u a n
.

A t t h e s a m e t im e o f g a i n i n g f o r e i g n e x e h a n g e f o r h o m e la n d
,

2
.

6 x l o ,

~ 5
.

2 X

1 0 ,
y u a n o f 5 0 11 a n d w a t e r e o n s e r v a t i o l l b e n e f it e o u ld b e g o t t e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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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由于 自然条件差
,

坡耕地多
,

严重水土流失的面积达 1
.

4 x l o s
k m

Z ,

占全省总面积

的 68
.

3%
,

年输沙量达 9
.

12 x 1s0 t ,

土地痔薄与洪涝及干旱灾 害频繁
,

农作物 产量低而不稳
。

基础设施差
,

抗灾能力低
,

人民群众通过修梯 田等来改善生产条件的成绩虽然很大
,

但人 口 剧

增
,

城乡建设发展迅速
,

流失面积未得到有效控制
,

全省大于 25
。

以上陡坡粮农耕地达 9
.

22 x

10
5
h m

“ ,

侵蚀模数达 15 o 00 t/ k( 耐
· a )

,

随水土流失的氮
、

磷
、

钾等矿质养分与防灾等费用达

3
.

1 81 x 10
“

元
,

严重地制约着当地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属全国贫困省份

之一
,

农村 人均纯收入大大低于全国水平
。

县财政收入远远低于支出的状况在全省各地普遍存

在
。

还由于陡坡地修梯田
,

不仅用工多
,

投入费用每 h m
,

平均达 4 5 00 元以上
,

而且只能修成窄

面梯 田
。

由于窄面梯田坎高
,

土地利用率低
,

农事操作不便
,

难以推广
,

成为治理的焦点和难点
。

若采用陕西农科院黄土高原治理研究所的蚕桑科技人员 1 9 8 7 年在米脂县孙 家沟村的 35
。

坡

地
,

投 影 面积 1 33 3
.

4 m
, ,

海 拔 9 00 m
,

年 平 均 气 温 8
.

4℃
,

最 低 气 温 一 25 ℃
,

年 降 水 量

45 1
.

6m m
,

无霜期 1 62 d
,

年 日照时数 2 7 60
.

h9 等物候条件下的陡坡地灌桑垄槽栽培法
,

陕北
、

关中和陕南建立 4
.

33 x 1 0 5
h m

“
陡坡蚕桑丝绸生产基地

,

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

年蚕茧 生产及其附加值可达 5
.

84 x 1010 元
,

水土保持效益可达 1
.

5 x 10 10 元
,

使 贫困地 区群众

可脱贫
,

并使地方财政收入大于支出
,

获得根本性转变具有重大意义
。

1 国内外蚕桑发展趋势

目前
,

中国蚕丝产量达 5
.

6 x lo
` t

,

出口创汇 3
.

o x l护 美元
,

占世界贸易量的 40 %
,

与国际

粮农组织预测 1 9 9 5 年世界需生丝 8
.

5 义 1少 t 人均不到 1 7 9 还差 2
.

9 又 10 4 9
。

1 9 8 9一 1 9 9 5 年印

度和 巴西计划增长 6 50 0t 和 6 o ot 旧 本因高科技产业发达等原因减产 3 s o ot 和 69 0t
,

增减相

抵净增 2 60 6t
,

其它国家不可能有多大增长
。

因之
,

蚕丝绸价格上涨
,

给世界发展中国家发展蚕

丝生产带来了机遇
。

印度取得世界银行及瑞士等国家约 4
.

6 火 1 05 美元的财政支持
,

意大利向

韩国提供 3
.

0 x l口 美元无息贷款
,

欧共体向泰国提供 2
.

0 x 1 07 美元无息贷款
,

越南取得联合

国 2
.

4 x lo
,

美元资助进入世界蚕丝竞争行列
,

然而
,

19 8 8 年世界纤维行业人工劳动成本韩国

为 日本的 1/ 5
,

巴西为 日本的 1/ 13
,

中国为日本的 1 / 5。
,

显然我国在劳力上有竞争优势
。

随着

世界环保运动的发展
,

有回归大 自然的消费趋向
,

穿着有益于健康的真丝绸的需求日益增长
,

现在仅占纤维总量的 0
.

18 %
,

人均 1 79 的蚕丝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

高
,

进一步增强与各国的交往和扩大丝绸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贸易活动及满足 1
.

1 x lo
,

多人

口 的国内市场供应
,

我国今后蚕丝绸要求年递增 3% ~ 4%是必要的
。

同时
,

蚕业生产由经济发

达国家 向发展中国家 和地 区转移
,

以及从我国沿海地区向内地转移的趋势日益 明显
。

如 1
.

02

x 1 0 ,
k m

Z

土地
,

4
.

2 0 8 x l O7

人 口
,

人均占有耕地 4 0 0
.

0 2m
2

的浙江省现有桑 园 8
.

7 3 x 1 0 `
h m

Z ,

占总耕地面积的 4
.

6 %
,

再发展 已明显受到耕地限制
,

产茧 1
.

39 x l护 t
。

而陕西省总土地面积

2
.

0 6 x 1 s0 k m
, ,

为浙江省的 2 倍多
,

人均占有耕地 0
.

1 8 h3 m
2 ,

为浙江省的 4
.

6 倍
,

现有桑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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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仅为浙江省的 34
.

96 % ;
产茧量不到浙江省的 10 %

,

据此可以认为
,

陕西省有广阔的土地资

源可用于蚕桑丝绸生产经济开发
,

并很有发展前途
。

2 振兴陕西省蚕桑业的可行性及必要性和构想

桑树 虽然属温带和亚热带树种
,

但对土壤要求不高
,

p H 值 4
.

5一 .8 5
,

年积温 2 6 00 ℃以

上
,

无霜期 1 2 d0 以上
,

年降水雨量 40 0 m m 左右
,

皆可正常生长并有一定经济效益
。

桑树喜光
,

宜土层深厚
,

产叶量与水热正相关
,

但 7 月份高于 40 ℃
,

1 月份低于 一 20 ℃为受限温度
,

经济生

产要求产叶量不低于 7 50 o k g / h m Z ,

实验证 明陕北丘陵区栽桑符 合上述要求
。

关中
、

陕南水
、

热

量使桑产叶量平均可达 18 o o ok g / h( m
, · a )

,

陡坡地多的县市亦符合栽桑要求
。

陕西省栽桑要求不与粮食和其它经济作物争地
,

皆用 《水土保持法 》规定 2 5
。

以上退耕坡

地 的 47 %
,

仅 占全 省总 耕地 面 积 的 7
.

85 %
,

与 我 国南 方 江 浙
、

广 东等 蚕 茧 主 产 省 人均

4 0 0
.

o Zm
,

耕地相比
,

大力发展栽桑养蚕不愁没有耕地
。

单位面积产量虽然没有其它省高
,

但光

照较足
,

温差大
,

有利光合产物积累
,

桑叶品质好等
,

全年可饲养多丝优质家蚕品种
,

市场竞争

力强
。

丝绸产品单位重量价值高
,

按照全省山区 目前交通状况
,

也较其它农副产品外销贮运方

便
,

应优先发展
。

第一
,

陕西省地处黄河
、

长江两大水系中上游地段
,

水土流失严重
,

经济贫 困
,

陕北为革命

老区
。

栽桑养蚕可脱贫致富建设老区
,

保持水土
,

绿化山坡
,

改善生态环境
,

无论从当前或长远

看
,

皆应优先资助发展
。

我省丘陵山区沟深坡陡降水量有限
,

分布不均
,

而且集中多暴雨
,

水土

流失严重造成洪灾和旱灾
,

陡坡地营造乔木林大都失败
,

2 5
。

以上坡地修梯 田的效果远不如灌

桑垄槽栽培法
、

新法既可有效聚水
,

保持水肥土于槽 中不再白白流失而被利用
,

又能使桑树对

旱洪灾害的抵抗能力大大增强
,

丰产稳产
,

修建垄槽工程投入仅为修建梯 田的 1 3/
。

如陕西省

黄土高原治理研究所
,

19 8 7 年 n 月份建立的灌桑垄槽栽培试验桑园 1 33 3
.

4 m
2 ,

宽行带状栽

植耐寒耐旱的新疆等地的白桑系品种
,

其密度为 9 株 / l o m
Z ,

年施氮素 1 5 k g
,

并以 1 0 : 4 : 5 的

比例补充氮
、

磷
、

钾
,

除草防治病虫等桑园管理
。

1 9 8 9 年和 1 9 90 年两年 9 月初测产
,

皆达 6 o o k g

以上
。

说明以此栽植及管理
,

两年后每 hm
,

平均可养 15 张蚕
,

同时水土保持效益显著
。

1 9 9 1年

6 月 1 3 日榆林报报道
,

6 月 7 日
,

米脂县遭受大暴雨袭击
。

在不到 20 m in 内
,

降水 64 m m
,

局部

村镇达 l l o m m
,

有 36 4个村遭灾严重
,

受灾人 口达 1
.

3 6又 2 0 5

人
。

冲毁农 田 7
.

0 7 又 1 0 ,
h m

Z ,

桥

涵 68 座
,

毁坏公路 4 31
.

sk m
,

线路 41
.

k6 m
,

直接经济损失达 2
.

74 1 火 1 07 元
。

孙家沟村牧荒沟

24 m 高土坝被冲毁
,

而灌桑垄槽栽培试验桑园经受了 40 年一遇暴雨考验
,

并有效补充土壤水

分
,

满足每 h m
,

平均桑叶年产 10 s o ok g 左右蒸腾 的需要
。

1 9 9 2 年灌桑垄槽桑 园在无定河断

流
,

当地不少农作物青苗枯萎的情况下
,

桑树仍正常生长
,

经调查
,

50 一 1 00 m m 的桑树根系层

土壤含水率达 1 1
.

7 9 %和 一3
.

5 6%
,

较对照高 3% 一 5%
,

平均 产叶量仍达 9 o o o k g / k m
Z

以上
。

降

水量和热量高于陕北的陕南和关中地区陡坡地灌桑垄槽栽培的效果可能更佳
。

第二
,

据 19 8 8 年出版的《陕西农业地图册 》记载
,

陕北
、

关中和陕南 山区 2 50 以上陡坡耕地

分别达 4
.

6 3 x 1 0 5
hm

2 ,

1
.

o g x 一o s
h m

,

和 3
.

s o x l o s
h m

Z ,

主要种植 收入较高的薯类等作物
,

每

h耐 平均收入 3 0 00 元左右
,

土壤侵蚀模数达 1 50 t / h( m
, ·

a) 以上
,

流失的氮
、

磷
、

钾等矿质元

素达 2 5 5 k g
,

造成产量低而不稳
,

生态恶化
,

越垦越 穷
,

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
。

例如延安
、

榆林两

地区农业人均耕地达 。
.

27 ~ 1
.

3 h3 m
, ,

经济贫困仍成为水土流失防治的难点
。

若以 “ 6
.

7一

1 33 3
.

4 m
2

左右植桑
,

进行科学管理
,

陕北每年每 hm
,

平均养蚕 15 张
,

目前群众在养蚕设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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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较差
,

饲养管理水平不高的情况下
.

艾家赤村平均每张蚕产茧 3 5 k g
,

五儿凹村平均每张蚕产

茧 32
.

g k g
,

孙家沟村每张蚕产茧 32
.

I k g
,

每 h m
Z

蚕产值 皆达 2 21 5元以上 ;
关中

、

陕南年每 h m
Z

平均养蚕 30 张
,

每张蚕产茧 3 o k g
,

平均产值可达 n 70 0 元 h/ m
Z ,

与陡坡薯类作物 比较每 h m
,

可净增产值分别为 3 0 00 元和 7 50 0 元以上
,

且水保生态效益显著
,

在目前收入水平条件下
,

要

求以桑代薯
,

灌桑垄槽栽培
,

保持水土
,

防汛 防旱减灾
,

稳产丰收
,

提高效益
,

群众是 愿意接受

的
。

第三
,

陕西省可建立优质蚕丝生产基地
。

陕西省黄土高原治理研究所
,

1 9 90 年 9 月份试养

的秋蚕每张种产茧达 44
.

g k g
,

以现价计每张蚕产值可达 7 12
.

56 元和江浙等地春蚕类似
。

叶质

优 良是主要因素之一
,

而且蚕期温湿度较南方蚕区适宜
,

桑叶与蚕病虫害较少
,

夏秋季节亦能

饲养春用优质多丝桑蚕品种
。

据试验示范调查
,

壮蚕塑料折簇片叶立体饲养新技术的上簇
、

上

茧率可达 %
.

41 %
,

鲜统茧出丝率可达 15
.

56 %
,

较全国 目前出丝率 n %提高 4%
,

说明该省将

可依靠科技进步与得夭独厚的物候条件建立高产优质蚕丝基地
。

陕 北 榆林
、

延 安 两地 区
,

虽 然一 年 一 熟
,

土 地 无 复 种指 数
,

但人 均耕面积 达 0
.

27 一

1
·

2 h7 m
2 ,

人均拿出 .0 0 67 一 0
.

1 3h3 m
2

左右的 2 5
“

以上退耕坡地栽桑养蚕
,

对当地粮农及其它

经 济作物 生产无不 良影响
。

因此
,

榆林地 区的米脂县
、

靖边县或 神木
、

昊堡县各上 3
.

33 x

1 0 ,
hm

Z ,

定边或府谷 县 6
.

6 7 x 1 0 , hm
, ,

佳县 1
.

0 又 l o 4
h m

Z ,

绥德县 1
.

3 3 火 l o 4
h m

, ,

横 ILJ
、

清涧县

各 2
.

0 又 1 0 `
hm

, ,

子州县 2
.

6 6 X 1 0 `
h m

Z ;
延安地 区的甘泉

、

延长
、

宜川县各上 6
.

6 7 x 1 0 `
h m

Z ,

延

安市 1
.

0火 l o 4
h m

, ,

延川
、

安塞
、

志丹
、

吴旗县各 1
.

3 3 x l o ` h m
, ,

子长县 2
.

o x 1 o `
h m

Z 。

陕北总计

2
.

1 3 X x o
s
hm

Z

分布于 1 8 县 (市 )
。

关中地区人均耕地 0
.

1 13 一 0
.

34 hm
, ,

虽没有陕北富裕
,

但系 1年 2 熟
,

在水土流失严重的

县
、

市适 当发展是可行的
。

渭南地区的蒲城县和渭南市各上 6
.

67 x 10
3
h m

2 ,

白水县 3
.

33 x

1 0 ,
hm

, ,

韩城县 2
.

0 x 1 0 ,
h m

Z ,

华县 1
.

3 3 x l o 3
h m

2 ;西安市的兰 田县 3
.

3 3 x l o ,
h m

Z :

铜 川市的耀

县 3
.

3 3 x l o 3
h m

Z ,

宝鸡市的千阳县 6
.

6 7 x l o 3 h m
Z ,

关中总计 3
.

3 3 火 1 0
`
h m

z

分布于 s 县 (市 )
。

农业人均桑田面积为 4 6
.

6 7~ 6 2 6
.

7 o m
, 。

陕南秦巴 山区商洛
、

汉中
、

安康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为 74 0
.

01 一 3 0 66
.

82 m
, ,

不仅无霜期

较长
,

而且雨量也较多
,

1年 2 熟
,

旱涝保收基本农 田单产较高
,

物候亦更适宜栽桑养蚕
,

可适

当安排 25
“

以上坡耕地发展灌桑垄槽栽培桑园
。

商洛地 区的商县
、

柞水县各上 3
.

33 又 10
,
h耐

,

山阳县 6
.

6 7 火 1 0 ,
h m

, ,

镇安县 1
.

0 义 一。`
h m

Z ;汉中地 区的汉中市 6 6 6
.

7 hm
Z ,

南郑
、

城 固
、

佛坪县

各 1
.

3 3 x l o ,
hm

Z ,

洋县
、

勉县各 2
.

o x l o ,
h m

Z ,

西乡县 8
.

0 又 10 ,
hm

Z ,

宁强
、

镇 巴
、

略阳县各 1
.

6 7

又 1 0 `
h m

Z ;
安康地 区的宁陕

、

镇坪
、

白河县各 3
.

3 3 x 1 0 ,
hm

Z ,

汉阴
、

石泉县各 6
.

6 7 X 1 0 ,
h m

Z ,

岚

皋
、

旬阳县各 1
.

o x 10
`
h m

Z ,

平利县 1
.

33 x l o `
h m

Z ,

紫阳和安康县各 2
.

0义 10
`
hm

, 。

三地 区总计

1
.

8 7又 1 0弓h rn
Z ,

分布于 2 4 县 (市 )
,

农业人均新上桑园面积为 2 6
.

6 7一 1 0 6 6
.

7 2m
2 。

上述安排的栽植面积以不影响各县粮农和其它经济作物生产面积为原则
。

要求陕北 2
.

13

x l o s
h m

Z ,

年每 h m
,

平均产桑叶 9 o o o k g
,

养蚕 15 张
,

产上茧 4 5 o k g ;
关 中 3

.

3 3又 l o 4
hm

Z

和陕

南 1
.

8 7 又 一O s
h m

Z ,

年 每 h m
,

平均产桑叶 1 8 0 0 0 k g
,

养 蚕 3 0 张
,

产上茧 g o o k g
。

全省 5 0 个 县

(市 )新上 25
“

以上坡地灌桑垄槽桑园 4
.

33 火 l o s
h m

, ,

年养蚕 9
.

80 x l 护 张
,

总产上茧量 可达

.2 94 X I护 t
,

产丝 4
.

41 X 10 ,t
。

若能真抓实干
,

只要 5 年时间便可达到上述规模效益
。

3 主要措施

第一
,

在政策上
,

为 了调动群众真心实意在 2 5
“

以上陡坡耕地上投入蚕桑水土保持经济开



第 2 期 李自莲等
:

陕西建立陡坡蚕桑水保经济的前景与效益分析

发治理
,

按规范化技术标准要求建立灌桑垄槽桑园
,

经县政府有关部门组织检查验收后发给证

书
,

谁投资和兴建
,

归谁使用
,

可以继承
。

对稳定发展蚕桑丝绸劳 力密集型产业
,

解决我省城乡

劳力过剩问题和 自然转移将意义重大
。

第二
,

在技术方面
,

先要培训技术骨干力量
,

建立完善蚕桑基地县
、

乡技术网络
,

以便全面

推广普及陡坡地灌桑垄槽栽培技术和壮蚕塑料蚕簇片叶立体饲养技术及无毒乐桑保无公害技

术研究新成果
。

其经济效益较对照分 别可提高 n
.

88 倍
,

3 3
·

3 6%一 3 6
·

6 7 %和 14
·

92 %一

3 9
.

0 7%
。

为了做到典型引路
,

需在陕北
、

关中
、

陕南各建立 6
.

67 h m
2

示范村 1 个
,

试验示范村

建设任务可由陕西农科院黄土高原治理研究所承担
,

为我省蚕桑水土保持经济开发治理提供

规范化技术样板
。

还有笔者 70 年代后期以来提 出的家蚕少回精细高效饲育技术和稚蚕防病稳

产饲育技术及壮蚕塑料大棚简易高效饲育技术研究成果亦属重要试验示范 内容
。

其经济效益

较对照分别可提高 12 1
.

79 %
,

40 % ~ 50 %和 36
.

1 8%
。

第三
,

在苗木准备上
,

陕北除选用吴堡桑
、

甜桑和吴旗桑等当地农家品种外
,

还可引用山西

格鲁和新疆白桑系等耐寒抗旱性强的高产优质嫁接 良桑
。

关中
、

陕南除发展周至 1 号和安康藤

桑及西乡 2 号等当地农家品种外
,

可大力推广应用抗旱性强和高产优质高效 的 70 7 等良桑品

种
。

家蚕 品种可选用蔷松 x 皓月等高产优质多丝桑蚕品种
,

为双高一优奠定基础
,

为市场竞争

创造条件
。

桑树育苗原则上要求 自繁 自育 自栽
,

必要的 良种苗木引进例外
,

尽量避免从外地大

调大运
,

严禁调运不适应我省各地物候特点的桑种或苗木
。

陡坡地灌桑垄槽栽培桑园按每 h m
Z

桑苗 9 0 0 0株的密度标准
,

6 6 6
.

7 h m
Z

的县需桑苗 g x l o ,

株
,

4
.

3 3 又 1 0 ,
h m

,

需 5
.

8 5 x l o , o

株
。

第四
,

在组织上
,

各基地县应成立蚕桑服务体系
,

可 由陕西农科院黄土高原治理研究所蚕

桑研究室 负责技术指导与省
、

地县部门统一起来
,

使栽桑
、

水保
、

丝贸协调发展
。

该项 生产规模

大
,

工作面宽
,

环节多
,

并涉及许多部门
、

由省政府组织有关部 门成立蚕桑丝绸公司
,

实行栽桑

养蚕
、

缥丝织绸
、

印染服装等深加工的农
、

工
、

商
、

贸与科技一体化的全程服务
。

地
、

县 亦成立相

应的机构
,

将技术
、

资金
、

物资
、

利润等合理安排与贯彻实施
,

以利协调
,

一抓到底
,

稳定发展
。

第五
,

关于投入
。

陡坡地灌桑垄槽栽培的县
、

乡
,

皆属水土流失严重与经济贫困之地
,

为国

家扶持对象
。

因经济基础薄弱
,

除群众投劳修建垄槽等 自筹部分资金外
,

建立这样规模的蚕桑

基地
,

还要请国家各有关部门给予一定扶持
,

不足部分给予贷款
。

国内外对养蚕新基地的建设

都优先提供资金
、

器材
、

配备指导人员
。

由于养蚕基本设 备及技术培训等一次性 投资 较高
,

每

hm
Z

平均 1 50 0 元
,

全省总需投资 6
.

5 亿元
。

另外
,

每个示范村每年需试验经费 2 万元
。

4 效益评估

全省新上的陡坡灌桑垄槽桑园投产后
,

年新增蚕茧产量可达 2
.

94 x l护 t
,

按 目前国家鲜统

茧收购价 13
.

OG 元 /’k g 计
,

可 新增 产值 3 8
.

2 2 亿元
,

50 个 基地 县 ( 市 ) 农 业 人均 产值可 达

3 19
·

56 元
,

若进一步按《蚕业文摘 》 1 9 9 3 年第 4 期第 2 页记载
: “

kI g 上茧通过缥丝
、

织绸
、

印染

到服装等深加工
,

其产值可增加 14 倍
”

的报道评估
,

丝绸及服装工业总产值可达 5 35
.

08 亿元
;

还有 么 94 又 1护 t 蚕茧缥丝后
,

可剩鲜蚕蛹 2
.

0 58 x I O 5 t
,

为富蛋白
、

脂肪物
,

可提取或加工高级

营养保健食品
,

以目前市场价 4
.

00 元 k/ g 计
,

可达 8
.

32 火 105 元 ; 另外年养蚕 9
.

80 x 106 张种
,

每张可产干蚕粪 S Ok g
,

粗蛋白等各种营养元 素丰富
,

可作家畜饲料后为氮
、

磷
、

钾丰厚的优质

肥料双重利用
,

每 k g 以 。
.

3 元计
.

总产值可达 1
.

47 x 1 0s 元 ; 桑条可作造纸或作纤维板生产原

料
,

或农家用作燃料
,

以 0
.

1 元 k/ g 计
,

每 h m
Z

桑年均最 少可产干桑条 2 7 0 0 k g
,

总产值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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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7 x 1 0s 元
。

综上农
、

工
、

副各项总产值可达 5
.

84 x 1 01
。

元
。

全省人均产值可达 1 9 46 元
,

若再

加商贸收入效益更可观
,

省
、

地
、

县各级并获得可观的财政收入
。

同时
,

还有水土保持和保肥及

减灾效益
,

据《榆林报 》 1 9 9 4 年 4 月 21 日报道
,

榆林水保监督站
“

关 于加强城郊水土保持预防

监督工作的通知
”

按实际破坏面积每 m
Z

应缴纳 0
.

4一 0
.

7 元的水土流失防治费和 0
.

2一 0
.

5元

的补偿费
”

并规定评估
,

年均每 h耐 效益可达 6 0 00 一 12 0 00 元
,

总效益可达 2
.

6 x 10
”
一 5

.

Z x

1 0 9

元
,

农
、

工
、

商利税可达 1 52
.

88 亿元
,

并使我省 47 %的 25
。

以上陡坡耕地获得根本性的开发

治理与合理利用
。

陕西省陡坡地灌桑垄槽栽培与养蚕等系列技术开发治理的蚕丝绸基地建成后
,

将为水土

保持
、

生态环境改善
、

经济发展等增强后劲
。

研究结果表明
:

水土保持效益极其显著
,

投入较少

且附加效益值高
,

在有效转移全省粮农生产劳力过剩的同时
,

对有效控制水土流失
、

减轻汛期

洪水危害等具有重大意义
。

为迅速搞好全省水土保持
,

应以建立 4
.

33 x l o s
hm

,

陡坡地灌桑垄

槽栽培蚕桑基地为突破 口
,

作为陕西省经济新的增长点
,

以经济效益来调动农民治理开发和 合

理利用陡坡地的积极性
,

寓水保效益和生态效益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中
,

为加快开发治理

我省水土流失区建设步伐
,

变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
、

脱贫致富
、

努力奔小康等都有着积极的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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