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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宁南山区的气候特点和生产现状
,

通过截流蓄水种植沟
,

保护垄 (埂 ) 和地膜覆

盖为一体
,

采取耕作
、

栽培
、

轮作培肥
、

蓄水保墒管理
,

在坡耕地截流蓄水沟耕作技术下
,

以夏

秋作物单种
、

套种等形式
.

建立 了以旱坡耕地截流蓄水保墒
,

促进农 田水分转化效率与大幅

度提高农田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耕作技术体系
。

结果表明
:

该项耕作技术能有效地增蓄天然

降水
,

控制水土流失
,

提高作物防旱抗旱能力
,

明显提高作物对有限降水的生产效率
。

粮油作

物单种和分带套种增产 60 % 以上
,

作物生长期间抗旱保墒率提高 14
.

6% ~ 1 7
.

8 %
,

蓄墒率

提高 4 2
.

5 % ~ 71
.

5%
,

水分生产效率提高 40 % 以上
。

关链词
:

旱坡地 截流蓄水种植沟 耕作技术 水分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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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区坡耕地
“
径流

” “

集流
”
农业的发展 已普遍受到国内外的重视

,

并已取得很多研究成果
。

在宁南山区由于自然
、

川 史等
一

多种原因
,

农业发展滞后
.

是西
一

化有名的落后贫困地区
。

近 10 年

以来在旱地农业发展中实施了 一系列整体技术的改进与单一技术成果的推 J一结 合
,

涌现 出不

少先进典型
。

然而
.

针对严酷的 千旱气候
,

如何推进坡耕地农业生产发展进程
,

已受到广泛关

注
。

围绕提高农田水分利
.

用
、

蓄墒率和保墒率
,

不断开发坡耕地降水生产潜 力
,

通过抗风蚀
、

水

蚀的保护耕作技术
,

农 田用养结合的施肥制度
,

改进作物种植制度
,

以及优化栽培技术体系
,

采

取多种
“
控流

” 、 “

集流
”

和
“

截流
”

的径流农业技术 已成为大幅度提高半干旱地区坡耕地生产力

的关键
。

l 总体设计与研究思路

针对干旱半干旱 区降雨稀少
、

变频大
、

季节分配不均
,

强烈的蒸发
,

以及蓄水保墒技术难 以

在坡耕地大范围突破实施
,

使大量水分无效消耗和本来不足的降水显得更为馈乏等事实
。

本项

研究是在宁南 山区对旱作农 田地力与降水转化效率相关显著的一致认识基础上
,

面对山区农

业
“

大旱绝收
、

小旱减产
、

平年平收
、

丰年增收
”

的不稳定周期农业
,

探讨怎样提高和整治丘陵山

区 7 0%以上坡度在 1 5
“

一 2 5
。

农 田耕地质量
.

建立多途径的能使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的抗旱减灾

型稳产高产耕作技术
.

以推动坡耕地农业的持续发展
。

本项试验通过建立多点试验示范区
.

重点研究其耕作技术对土壤肥力
,

水分贮蓄动态诸因

素相关所产生的直接效应和综合效应
。

采取
“
改土截流蓄水种植沟

”
( 以下简称截流蓄水沟 )耕

作方案所涉及的水分
、

肥力
、

经济和生态效益
,

以提高农田抗旱蓄水保墒为重点
.

以优化耕地质

量 为中心
,

以大幅度增进农 田产出量为 目的
,

拟对 自然降水实行
“
时间

”

与
“
空间

”

有效聚集
,

建

立坡耕地减少
“
径流

”
与增加

“

蓄水
”

强度和提高农田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耕作技术体系
。

试验方法
:

在继承传统耕作法的某些优点基础上
,

将坡耕农 田沿等高线由低向高依次规划

成 1
.

Zm 或 2
.

Zm 宽的耕作带
,

采用 人
、

机结 合把第二耕作带 内的活土层叠加移翻到第一耕作

带
,

移填时深施农家肥和化肥
,

构筑成净带 0
.

g m 或 1
.

s m 的微型水平式截流蓄水沟 (耕作带内

活土层加厚 5 0 %一 1 00 % )
,

依次类推
。

对截流蓄水沟 ( A
;
)和传统顺坡耕作法 ( A

:
)实行主要夏

秋作物单种和分带立体复合套种
,

研究其农田水分贮 蓄动态
,

水分生产效率
,

水分转 化效率和

作物生存环境与水肥的关系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截流蓄水沟理化指标与蓄水保墒效应

2
.

1
.

1 耕 作措施对土壤理化性 状的影响 实行
“

截流蓄水沟
”

耕作技术后
,

与传统耕作法 比较

使土壤理 化性状有 明显的改善作用
。

据测定
:

土壤落差稳定期 。~ 50
。 m 土壤容重较传统耕作

法降低 0
.

10 一 0
.

1 29 c/ m
, ,

孔隙度增加 5
.

0%一 6
.

4 %
。

由于活土层加厚作用明显的改善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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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提高土壤养分含量 及有效转化率
,

使土壤基础肥力提高 (表 1 )
。

土壤有机质比传统耕作

法和机修梯 田分别增加 1 4
.

倒乞和 6 1
.

0 %
,

全氮量分别增加 1 7
.

5% 和 52
.

6写
,

速效氮含量分别

增 加 33
.

5 %和 85
.

5 %
,

即 同 层 相 当 比 传统耕作 法 和 梯 田 增 加纯 氮素 42
.

o k g / h m
,

和

6 9
.

o k g / h m
,

2
.

1
.

2 耕作措施 与土攘水分周期循环及调 节能力 丘陵 区坡耕地土壤对作物供水来源主要依

懒于 自然降水
,

但自然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且大部分田块抗侵蚀能力差
,

常常产生雨水地表径

流和大量 的无效蒸发
。

因此农业发展很大程度受致于水分不足的制约
,

加之肥力低下使 自然降

水利用率很低
。

截流蓄水沟正是沟
、

垄 (埂 )相间的保护屏障
,

相当程度的抵御水土流失灾害作

用
,

目标性变
“

径流
”
为

“

截流
”

入沟
,

作物生长期同步实行覆盖 (地膜
、

秸秆 )保墒措施
,

减少了土

壤水分的无效蒸散
,

增强了土壤水分周期性良性循环和调节能力
。

从春季作物播种至 土 壤封 冻 表 l 截流蓄水沟与土壤养分的关系比较

期
,

无论宽带型还是窄带型种植沟
,

土壤含水量均比传统耕作法高
。

作

物播种
、

收获 阶段 。一 ZO c0 m 土层

含水量 (贮水量 )多点平均经传统耕

作法分别高 1
.

1 %一 2
.

2% ( 22
.

7一

3 7
.

6m m )和 1
.

5% ~ 2
.

8乡石( 3 9
.

9一

4 6
.

3m m )
,

抗 旱保水效率 提高 1 4
.

6 %一 17
.

8 %
。

土层封冻阶段 (稳墒

项 目
有机质

( g / k g )

速 效氮

m g / k g

速 效磷

rn g / k g

14141312..99
截流蓄水沟

传统耕作法

机 修梯田

深度

( e m )

0 ~ 20

2 0 ~ 4 0

0 ~ 20

2 0 ~ 4 0

〔)~ 2 0

2 0 ~ 4 0

全量氮

( g / k g )

0
.

9 8 6

0
.

9 5 0

0
.

7 8 4

0
.

7 0 7

0
.

6 6 4

0
.

6 0 5

全量磷

( g / k g )

0
.

8 1 4

0
。

8 0 1

0
.

7 2 6

0
.

7 0 0

0 6 9 7

0
.

6 5 2

6 8
.

0 18
.

6 6
.

5 17
.

5 3
.

5 15
.

4 3
.

3 15
.

3 7
.

0 13
.

3 5
.

5 13
.

注
:

种植一年后
,

第 2 年春季播种前取 样测定
。

期 )较传统耕作法同层土壤贮水量增加 30
.

9一 38
.

从耕作措施对土壤水分季节性变化动态
.

( 附图 )看
,

由于截流蓄水沟具有沟
、

垄相间对

降雨 的控 流 蓄 水增渗作 用
,

加之 切 割 土 体

20
c m 以下犁底层

,

孔隙度等物理性状的改善
,

雨水入渗强度增大
,

因此
,

土壤水分周期变化

l m m
,

保水率提高 1 0
.

5%一 1 1
.

5写
。

趋势显著于传统耕作的过程
。

2
.

1
.

3 截流蓄墒效果 坡耕地
“

截流蓄水沟
”

的拦洪抗流作用可征服雨季来势凶猛的水土

流失灾害
。 “
土壤水库

”

效应是最大限度的蓄

贮 7 ~ 9 月份雨季降水的集中体现
。

它如同一

条条拦水 坝
,

不仅有效地减少了地面径流
,

而

且可 以有 效地控制水土流失
,

垄顶可将降雨

目标性分向截流入沟
,

即减少了径流强度
,

同

,, `〕 泛》 忿二` 子
尹

’

一

一
二二二文文

春春小麦田田

一一
_ 一 /哎丁之卜、、

ǎ E吕ù关公翻迷书

附图 耕作措施与作物季节性 。~ Zm

土层贮水圣变化趋势

时垄体能使种植沟相对增加 20 % ~ 3。%单位面积的降雨量
。

因此蓄水能力显著提高 (表 2 )
。

试

验结果表 明
:

在特定严重秋旱 ( 19 9 3年 )和严重春旱 ( 1 9 94 年 )及历史少见的特大春旱 1 9 9 5年

发生年 7一 9月份雨季降水量不及正常年份的 70 %
。

蓄墒期 (7 月中旬~ 10 月中旬 )巧
。

坡耕地

构筑
“

截流蓄水沟 ” 一 2 0 c0 m 土壤增蓄水量 1 03
.

2一 1 29
.

3 m m
,

较传统耕作同层增蓄水量 7 3
.

3

~ 1 1 4
.

s m m 多贮蓄水分 1 4
.

5 ~ 2 9
.

g m m ; 2 5
0

坡耕地同层土壤增蓄水量 8 6
.

3 3 ~ 12 7
.

Zm m
,

较

传统耕作法 50
.

4 ~ 99
.

l m m 多贮蓄水分 28
.

1一 3 5
.

g m m
,

土壤蓄墒率提高 42
.

5%一 71
.

5%
。

可

见
,

这种耕作可有效地蓄积降水
,

从而提高了土壤蓄墒率和保墒率
,

具有显著的蓄水保墒效应
,



水土保持通报 第 71卷

为旱坡地翌年春季作物生长奠定了良好的水分条件
,

其生产意义是巨大的
。

田间径流观察表明
:

符合设计标准的
“

截流蓄水沟
”

可拦蓄连续 1h2 内 20 一 40 m m 的全部

降雨
,

且不产生径流冲刷现象
。

例如 1 9 9 5年 8 月 28 日在一次连续 18 h 降雨量 58 m m 的情况

下
,

顺坡传统耕作农田受到严重冲刷现象
,

而
“

截流蓄水沟
”

几乎完好无损
。

雨后测定田间持水

量 (表 3 )
,

o 一 60
c m 土层 田间持水量 比传统顺坡耕作法增加 172

.

95 m
,

h/ m
Z ,

即本次降雨过程

使传统耕作 田因径流侵蚀同层土壤相对少入渗降雨 17
.

Zm m

2
.

2 耕作措施水肥利用与收益指标的关系

2
.

2
.

1 水 分生产效率与增产效 果
“

截流蓄水沟
”

通过改土聚肥和覆盖保墒增温等措施的实

现
,

充分提高了作物对降水的转化效率
,

从而使作物产量亦成悬殊的增产
。

水分生 产 效 率 表 2 坡耕地不同耕作措施与雨季蓄墒关系 (7 月中一 10 月中 )

(W U E ) 是衡量旱作

农业 技术对农 田 水

分转化效率高 低 的

指标之一
,

用下 式来

表示
:

W U E -
y

`

R + R 。
一 R I

式 中
:

W U E

— 作

物 生 产量 每毫 米 水

分 公 顷 k g (/ m m
·

h m
,
) ; 少

`

— 作物经

济 产 量 k( g / h m
Z
) ;

R

— 时 段 降雨 量

( m m ) ; R
。

— 处理

区前 作 收 获 期 土壤

项项 目目 1 5
0

耕地地 2 5
。

耕地地 舜雨量量

((((((((((((((((((((((((((((((((((((((((((((((((((((( m m )))
蓄蓄蓄渗水量 A l 较 A : 蓄墒墒 蓄渗水量 A l 较 A :

蓄墒墒墒
((((( m m ) 增 加 ( m m ) 系数数 ( m m ) 增加 ( m。 ) 系数数数

111 , 。 3 年 A

交
k ))) 10 5

.

2 0
.

飞55 777 1 0 0
.

3 0
.

5 7 111 1 7 5
.

888

111 99 4 年 A

立
k ))) 2 9

.

999 30
.

111 1 9 1
.

333

111 9 0 5年 A

交
k ))) 7 3 3 0

.

4 1 777 7 0
.

2 0
.

3 3 999 2 1 7
。

666

平平 、 A

交
k ))) 10 9

.

8 0
.

57 444 8 6
.

3 0
.

4 5 111 1 9 4
.

888
11111 9

.

000 35
.

99999

99999 0
.

8 0
.

4 7444 5 0
.

4 0
.

2 6 33333

11111 29
.

3
.

0
.

5 9444 1 2 7
.

2 0
.

5 8 44444

11111 4
.

555 28
.

44444

11111 14
.

8 0
.

5 2 777 9 9
.

1 0
.

4 5 55555

11111 14
.

1 0
.

58 777 1 0 5
.

3 0
.

5 3 99999

22222 1
.

111 26
。

88888
99999 3

.

0 0
.

4 7 333 7 8
.

5 0
.

3 7 66666

耕 作

表 3 耕作措施与 。~ 6 c0 m 土维田间持水 t

一一一一庙面待永矗 i而功而两

—
下一 增加量

又 } m 3 /h m Z 写

截流蓄水沟

传统耕作法

1 7 3 9
.

5 5 1 8 2 5 5 0

1 6 4 1
.

1 5

1 8 5 6
.

2 5 18 0 8
.

0 5
1 72

.

9 5 1 0
.

5 8
1 5 5 7

.

0 0 1 7 0 4
。

3 0 16 3 4
.

1 0

贮水量 ( m m ) ; R
:

— 处理区本茬作物收获期土壤贮水量 ( m m )
。

据水分生产效率测定
:

在 1 9 9 4 和 1 9 9 5年出现严重春旱 的情况下
, “

截流蓄水沟
”

秋施肥

( N 7 5
.

o + P 3 7
.

5 ) k g / h m
, ,

春小麦
、

地膜玉米各分别较传统耕作同处理增产 2 7
.

6 0% 一 4 3
.

1 3%

和 2 9
.

8 0一 3 6
.

1 4%春小麦 (覆草 )
、

玉米 (覆膜 )较露地分别增产 1 3
.

9% ~ 1 8
.

36%和 4 7
.

9 6%

~ 5 4
.

4 7%
。

1 5
。

一 2 5
0

坡
“

截流蓄水沟
”

每 h m
Z

秋施 N 2 2 5一 3 o o k g (有机肥占 1 / 2
,

磷素占氮素 1 /

2 )肥力条件下
,

春小麦单种每 h m
Z

产量 1 32 7
.

20 ~ 2 4 81
.

1 k5 g
,

较传统顺坡耕作同处理增产 1

倍以上
,

W U E 为 2
.

9 4 0一 4
.

8 0 0 k g /m m
·

h m
, ;
地膜玉米每 h m

Z

产量 6 一6 5一 7 6 2 9k g 较传统顺

坡耕作法同处理 3 6 1 2
.

0一 4 2 0 6
.

o k g 增产 6 5
.

1% ~ 8 1
.

4%
,

W U E 平均由 8
.

I k g /m m
·

h m
,

上

升到 1 1
.

8 7k g /m m
·

h m
, 。

两种作物单种水分转化效率提高 1 8
.

9%一 4 0
.

0%
。

一5
0

一 2 0
0

坡
“

截流 蓄 水 沟
”

秋 施 肥 ( N 1 5 o
.

7 5 k g / h m
,
) 种植胡麻每 h m

,

产 量 1 4 6 7
.

0一

一 9 5 0 k g
,

较传统耕作法同等肥力每 hm
,

产量 7 5 6
.

0一 l o 5 0 k g 增产 8 8
.

1%一 9 4
.

0%
,

水分生产

效率分别为 3
.

6 9一 4
.

7 4 k g / m m
·

h m Z和 2
.

1 4 5一 2
.

7 3 k g / m m
·

hm
, 。

上述结果证明在坡耕地构筑蓄水沟不仅种植夏秋粮油作物获得高产
,

而且还能有效地调

整坡耕地种植业结构即适当扩大玉米种植面积
,

对开发山坡地生产潜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

“
截流蓄水沟

”

分带作物套种结果 (表 4) 表明
:

在蓄水保墒
、

施肥和栽培措施密切配套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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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
,

农田水分条件可满足发展春小麦 // 玉米 (膜 ) ;春小麦 // 马铃薯和粮经间套套种植结构
。

如 25
。

实行
“

截流蓄水沟
”

与传统顺坡耕作法在同等肥 力 ( N 1 50 + P 7 5 k g h/ m
Z
) 条件下

,

春小麦

// 马铃薯带套种每 h m
Z

产量分别为 3 4 6 8 k g 和 2 4 1 0
.

sk g 增产 43
.

9%
,

水分生产效率分别为

7
、
1 8 5 k g /m m

·

h m
,

和 4
.

g o s k g / m m
·

h m
, ,

水分转化效率提高 4 6
.

5 %
。

宽带型蓄水沟 (沟内净

宽 1
.

s m )实行春小麦 // 玉米 (膜 )每 h m
,

产量为 5 9 2 2 k g 较传统耕作法 同处理每 h m
Z

产量 3

6 1 5 k g 增产 6 3
.

5%
,

水分生产效率分别为 1 1
.

2 9 5 k g /m m 和 7
.

3 3 5 k g /m m
,

水分转化效率提高

5 4
.

0 %
。

小麦玉米套种比玉米单种水分转化效率提高 1 9
.

0%
。

分带套种使土地当量 比 (L E R )

达到 1
.

2 4 6 ~ 1
.

4 5 1
,

即套种比单种土地利用率提高 2 6
.

4 %一 4 5
.

1%
。

2
.

2
.

2 截流蓄水沟经济效益分析 坡耕地实行
“

改土截流蓄水种植沟
”

能够产生非常可观的经

济效益
。

从劳力
、

物化投入成本和经济效益等方面与改造大块梯田比较分析
,

它是一项相对用

工量少
,

投资不高
,

见效快即增产增收
,

又能达到水
、

土
、

肥
、

综合治理
,

促进和改善土壤生态环

境良性循环
,

防旱抗旱减灾的有效技术
。

表 4 “

截流蓄水沟
”

作物套种对产 t 与水分生产效率的影响

耕耕 作作 春小麦 // 马玲薯 (膜 ))) W U EEE 春小麦 // 玉米 (膜 ))) W U EEE

((((( k g / h m Z ))) ( k g /m m
·

h rn Z ))) ( k g / h m Z ))) ( k g / m m
·
h m Z )))

籽籽籽粒 薯块 万万万 籽校 落块 万万万
截截流蓄水沟沟 1 0 8 9

.

0 23 7 9
.

0 3 4 6 8 000 7
。

1 8 555 14 4 4
。

5 4 4 7 7
。

5 5 9 2 2
。

000 1 1
.

2 9 555

传传统耕作作 7 5 7
.

5 16 5 3
.

0 2 4 1 0
.

555 4
。

9 0 555 10 8 7
.

5 2 5 2 7
.

5 3 6 1 5
.

000 7
.

3 3 555

增增减 (土 ) %%% + 4 3
.

8 十 4 3
.

9 + 4 3
.

999 + 4 6
.

555 + 3 2
.

8 + 6 3
.

4 + 6 3
.

888 + 5 3
.

999

注
:

马铃挤块折粮按 1/ 5 计

按照耕作技术体现效益的原则
,

依干旱区蓄水沟种植春小麦
、

玉米
、

马铃薯三种作物 5 种

组合形式
,

实行单种与分带立体复合种植 (表 5 )
,

生产中实现了可观的产量和产值
。

( l) 以产投

效益排序
:

夏秋作物套种效益 > 夏秋作物单种效益
; ( 2) 套种效益比较

:

春小麦 // 玉米 (膜 )效益

> 春小麦 // 马铃薯效益
,

生产收益分别为 9 3 96 元h/ m
Z

和 7 81 0
.

5 元 h/ m Z ,

产投 比在 6
.

9 元 /

h m
,

以上
,

较传统耕作同组合收益增加 75
.

6% 一 90
.

0% ; ( 3) 以单种组合比较
:

玉米 (膜 ) > 马

铃薯 (膜 ) > 春小麦等
,

生产收益率较传统耕作法提高 5 1
.

8%
。

因此
,

山坡耕地构筑
“

截流蓄水

沟
”

在合理轮作制度下可适 当扩大粮油分带套种
,

并且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

2
.

2
.

3 截流蓄水沟生态效益分析 按照耕作制度所顾及的种植制度优化
,

养地制度合理和农

田保护制度协调稳定的原则
,

在不断体现增产增收和水肥高效转化利用的前题下
,

使农田生态

效益趋于对 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 良性运转
。

从截流蓄水沟能量投入产 出
、

水分生产效率
、

光

能利用等生态效益 (表 6) 分析表明
:

春小麦 // 马铃薯和春小麦 // 玉米其农田生态效益居上
,

即

能量投入 8
.

4 8 2~ 1 0
.

o 3 8 x l o , k J / h m
’ ,

产出能量为 2 8
.

6 1 0一 3 7
.

4 7 2 x l o 7
k J / h m

, ,

能流产投 比

为 1 : 3
.

3一 4
.

0
,

较传统耕作法同组合各项生态指标提高 37
.

5写一 5 3
.

4%
。

其次是玉米
、

马铃薯

单种居中上水平
,

投入能在 7
.

6 9 7 ~ 5
.

1 7 9 x 1 0 , k J / hm
, ,

产 出能在 2 0
.

0 7 4 ~ 3 1
.

2 0 6 X l o , k J /

hm
Z ,

能流产投 比 1 : 2
.

6一 3
.

8
,

较传统耕作法生态指标提高 18
.

8%一 67
.

5%
。

光能利用率以套

种 > 单种
,

大秋作物 > 夏粮作物
。

从农田轮作制考虑
“

截流蓄水沟
”
应实行 4 年轮作制

,

其轮作方式如下
:
( l) 春小麦一豆类

一春小麦一糜 (谷 ) ; ( 2) 豆类一春小麦一春小麦一胡麻
; ( 3) 玉米 (膜 )一玉米一豆类一春小麦

;

(4 )夏秋作物套种或多年生紫花首猎与粮油作物分带种植或果树套种经济作物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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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坡耕农 田耕作措施与种植形式经济效益分析 ( 9 194 一 19 9 5)

经济产量

( k g / h n r之 )

2 5 7 1
.

0 0

9 3 9 4 5

6 6 26
.

52

3 29 1
.

0 0

合计
生物 产量

( k g
.

h n rZ )

7 54 9
.

5 0

3 4 1 1
.

75

19 8 7 9
.

5 0

总产值 总投入
耕作措施

A 1

A
Z
( ek )

A
1

A
Z
( ek )

A 1
.

A
Z
( ek )

A
1

A Z ( ek )

A l
份 .

A Z ( en r)

2 5 7 1
.

0 0

( 元 / 1
1

m Z )

5 18 1
。

0 0

产投比

(元 /元 )

植式种形

小麦单种
9 3 9

.

4 5

6 6 62
.

25 些艺3 7 1
。

2
.

8 0

1
.

8 6

4
.

5 8

00一35

87一64
玉米单种

00一4 04 0一 00
5 194

.

5 0+ 5 82 7
.

5 0

7 7 1
.

75 十 3 094
.

8 0

旦星丝二

6 吕吕艺
-

l () 6 04
.

23 9 5 2
.

( 元 / h m Z )

4 4 2 1
.

8 5

19 3 8
.

15

106 02
.

5 1

5 33 8
.

8 0

119 79
.

6 0

些旦全
258 2

.

纯收入

( h m Z ) 元

28 4 0
.

8 5

89 7
.

0 0

8 284
.

5 是、

34 7 8
.

吕 rl

9 3 9 7
.

2 0

00一 00

小麦 // 玉米

28 5 9 3
.

7 5

2 0 03 1
.

0()

3 8 6 6
.

5 5

5 7 18
.

7 5

3 5 7 12
.

9 0

2 14 7 6
.

10

9 7 2 0
.

6 0

7 109 1
.

4 5

糕
7 14 7

.

5 0

23 9 10 0缨6 为艺匕.

3
.

8 3

马铃薯单种
4 0 02

.

6 0

5 8 5 7
.

5 0

6 28 9
.

8 0

9 9 1 1
.

4 0

9 19 1
.

25

2 10 0
.

0 0

4 29 8
.

5 5

7 8 1 1
.

4 0

.

::

5 0一 0055一 00

小麦 // 马铃薯
172 5

.

0 0十 2 29 12
.

5 〔)

6 27
.

0 0十 5 5 1 10
.

0( ) 3 7 29
.

() 09 7 27
.

5 06 7 1 1
.

0 07 32 1
.

5 044 4 7
.

5 0

4
.

7 2

3
.

5 8

注
: *

玉米
、

小麦
、

马铃薯 (鲜 ) 分别按 1
.

4 / k g
、

1
.

5 / k g
、

0
.

3 元 / k g
,

胡麻籽 1
.

8 元 / k g
,

作物秸杆 0
.

2 元 / k g
,

干薯蔓 0
.

0 5

元 / k g 计价
。

* ,

表示麦薯
,

麦玉套种组合分别在小麦收获后接茬复种蔬菜
。

表 6 坡耕农田耕作措施与生态效益比较

种植制度 代号
产出能 投入能

(万 K J / 1
1 n , 2 ) (万 K J / l

、
rn

Z
)

能流

产投 比

耗水 系数

tn m
.

h tn Z / k g

认
『
U E

k g / m m
.

h rn Z

光能

利 用率 ( % )

春小麦 A
, 1 1 7 3 8 4 18 9 2

.

8 0 0
.

2 8 4 3
.

5 25 0
.

3 0

单 种 A Z ( e k ) 3 4 8 3 2 7 0 2 1
.

2 9 0
.

5 6 0 1
.

7 8 5 0
,

15

玉 米 A l 3 1 2 0 6 8 1 7 8 3
.

8 2 0
.

1 1 1 8
.

9 8 5 0
.

70

单 种 A Z ( e k ) 1 6 5 7 0 7 2 7 5 2
.

2 8 ( )
.

1 83 5
.

4 4 5 0
.

5 0

玉米 // 春小麦 A l 3 7 4 7 2 9 4 7 1 3
.

9 6 0
.

0 98 10
.

2 1 5 0
.

7 6

一蔬菜 A : ( e k ) 2 5 0 8 7 8 2 7 8 3
.

0 3 0
.

1 36 7
.

3 5 0 0
.

5 8

马铃薯 A
l 2 0 0 7 4 7 6 9 7 2

.

6 1 0
.

1 25 7
.

9 8 0 0
.

6 8

单 种 A Z (
e
k ) 15 4 9 8 6 1 9 0 2

.

5 0
.

1 50 6
.

6 70 0
.

5 5

马铃薯 // A l 2 8 6 0 7 8 4 8 0 3
.

3 7 0
.

() 8 5 1 1
.

7 4 5 0
.

7 3

_ 引

春小麦一蔬菜 A ;肛k Z
. .

… 17 6 2 0 222鱼 鑫鱼里 垦丝旦一 卫
竺

旦Q旦
一

一
~

止二一 一

一
-

3 生产应用前景

坡耕地实行改土
“

截流蓄水种植沟
”

耕作技术很适 合在半干旱类似地 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

该项技术的正确实施确能大幅度提高坡耕地产量
,

其增产潜力是巨大的
。

同时也对
“
径流

”

农业

技术贮备和进一步完善径流农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

它是一项实用性强
,

较人工修筑大块水平

梯田宏效省工的强化蓄水保墒的耕作措施
,

在年降雨量 3 50 ~ 47 Om m 的 1 50 以上坡耕地均可

推广
。

据调查
:

宁面山区 5县 (除径源县 )半干旱区 1a5 以上坡耕地 10 万 h m
,

左右
,

农业人 口约

3 0 万人
,

这类耕地质量很差
,

风调雨顺年份生产水平勉强温饱
,

遇干旱年或大旱年份人均粮油

自给率只有 44 %左右
,

粮食短缺非常严重
,

如果在这类地区大面积实行
“

截流蓄水沟
” ,

加之其

它径流农业工程技术
,

如机修梯 田
,

窖窑灌溉结合蓄水沟应用于生产
,

可彻底解决这部分农 民

的温饱问题
,

并向富裕过渡
。

同时该项技术可促进和改变坡耕地种植结构
,

如扩大地膜玉米
,

实

行麦薯
、

麦玉套种上坡
,

亦可种植瓜果 (园 )
、

蔬菜
、

旱生药材等经济作物
。

因此
,

旱坡地截流蓄水

种植沟耕作技术是干旱丘陵地 区抗旱减灾
,

稳产丰收的一项重要技术措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