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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地开发利用中的水土保持新技术
——介绍山边沟及其应用前景

史 德明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南京市·210008)

1　我国山坡地开发利用概况

我国高原、丘陵、山地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 70% ,地势高,坡度大,是形成土壤侵蚀最基

本的潜在因素。我国 1亿 hm
2耕地中,有 30%分布在坡地上,其中大于 25°的陡坡地有 6. 67×

106
hm

2以上,坡耕地的土壤流失量构成全国土壤侵蚀量的主要来源。

自古以来,我国积累了丰富的坡地水土保持经验,但由于我国地域辽阔, 自然条件复杂,经

济不平衡,各地的坡地利用方式和水土保持措施也各不相同(如有梯田、保土耕作、农林果复合

系统、聚土免耕等) ,特别是近 10多年来,小流域综合治理成为我国水土保持工作中一项十分

成功的经验, 对促进我国坡地水土保持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我国人口和耕地面积的反向发展, 人均耕地量继续下降, 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

学技术的进步, 促进坡地利用方式日趋多元化, 坡地开发利用带来的土壤侵蚀问题将更加突

出。为了防止产生新的水土流失,保障坡地的持续利用, 必须采用有效的坡地利用方式和水土

保持新技术。

2　山边沟新技术

山边沟(又称廖氏山边沟)是以廖绵浚博士为首的水土保持工作者们在总结台湾多年来的

水土保持实践和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创建的。山边沟的做法是在原坡面上每隔适当距离,沿等高

线方向修建的反坡式浅三角形沟,用以缩短坡长,分段拦截径流,防止冲刷,达到保育土地的目

的。由于沟形断面宽而浅,可为坡地机械化提供作业道路,降低田间劳动消耗和工本,而且施工

较易,便于推土机修建, 具有省工经营的优点。山边沟长以 100m 为限, 单向排水, 沟长超过

100m 时可作双向排水或集中于中间排水,因而在两端或中间应有纵向的排水总沟。山边沟的

坡降以 1%为准,最大不超过 1. 5%, 其出水口必须与纵向排水沟相连接。两个相邻山边沟的垂

直间距按公式计算决定之。在果园建设中,其沟间距离按坡度允许沟距范围内, 依照 3～5行果

树行距及机械作业(如喷药)范围距离决定之。

山边沟有宽型和窄型两种(图 1,图 2) ,前者多在土层较厚和坡度较缓的坡面上修建,后者

则在土层较浅和坡度较陡的坡面上修建,它们的比降分别为 1%和 1. 5%。

为了防止山边沟的侵蚀,必须采取在沟道和上下边坡种植密生的匍匐性草类——覆盖植

物和地面覆盖,以及排水道种草等组合措施。这样不仅可以增强水土保持效果,提高坡地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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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宽型山边沟断面　　　　　　　　　　　图 2　窄型山边沟断面

的生产效率, 同时具有绿化美化环境等多种功能。试验表明:覆盖植物中以百喜草适应性最强,

初期形成覆盖层快,保水保土效果好,同时具有生态保育功能。覆盖能保持土壤水分,调节土

温,供应肥分,并有改良土壤物理性质等功能。在特定坡长条件下,覆盖与等高密植相结合,其

流失量可控制在土壤容许流失量范围以内。台湾的实践和研究证明,在原坡面上等高种植作物

(或茶、果) ,配合山边沟、覆盖作物和覆盖措施, 不修梯田和平台,同样可以达到保持水土的目

的,与修梯田相比,可节约 2/ 3的劳动日,是一种复耕、低成本、省工经营的好方法。1990年卢

程隆等的试验研究表明,在原坡面种植的果园中,明显地减少了水土流失量, 其拦沙率达 62%

～73% ,在草类全部覆盖后, 其拦沙率高达 91%, 由于土壤流失减少和覆盖草类的残体增多,

使土壤有机质增加 1%, 提高了土壤肥力。

3　山边沟的应用前景

多年来, 山边沟在台湾以果园为主的坡地栽培中,已构成现代化坡地农业经营和水土保持

技术新体系, 对保育水土资源和绿化坡地, 促进台湾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作用。这一技

术在国际上也受到好评,它相继在美国、日本、南非、东南亚、中南美洲及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

得到采用和推广。1989年 3月“国际山坡地保育研讨会”在台湾召开, 使这一水土保持技术获

得了进一步的肯定,成为世界性的坡地开发利用典型。近年来,在福建省建阳、将乐、南靖等县

已有推广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江西、江苏一些地区也正在进行试验推广工作。

山边沟在台湾得到应用和推广, 是水土保持工作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台湾工

商业的发展,人口逐渐流向城市,农村劳力缺乏, 加之,坡地非农业利用面积愈来愈大,促使各

界对水土保持工作愈加重视,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新的水土保持技术便应运而生。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坡地农业和水土保持将有着更多更迫切的要求。从发展观点

看,今后坡地开发、果园建设及其水土保持技术,应向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和便于机械

化作业的方向发展,同时要适应绿化美化环境的要求。因此, 山坡地的整治开发及坡地水土保

持与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如何协调起来?水土保持如何与工、农、林、果、牧、旅游业的发展结合

起来?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根据各地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应用和推广山边沟,

对许多地区特别是我国热带、亚热带地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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