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卷第 1期
1999年 2月

水土保持通报
Bulletin of Soil and Wa ter Co nse rv a tio n

V o l. 19 N o. 1
Feb. , 1999

　

贵州省喀斯特地区解决小流域粮食问题途径
陈 文贵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利管理处· 广州市· 510611)

摘　要　俄脚河小流域 ,因长期掠夺性开发利用 ,使植被屡遭破坏 ,生态环境恶化 ,加上落后的生

产方式 ,造成粮食单产低 ,粮食产量严重不足。根据小流域的特点 ,通过科学配置各项治理措施 ,综

合治理和控制水土流失 ,恢复生态平衡 ,改善粮食生产的外部生产条件 ,建设高标准的水平梯田 ,

提高地力 ,改变传统的耕作制度 ,控制人口增长 ,大力推广良种和高产栽培技术 ,促进粮食的高产、

稳产 ,为喀斯特地区解决粮食问题提供了较好的模式。 中图分类号: F32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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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olution for Food Problem of Small Watershed

in Carst Areas of Guizhou Province

Chen Wengui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Department, the Committee of Zhujiang Water Resources,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 Guangzhou, 510611, PRC )

Abstract　 In Ejiaohe small w atershed, the productivi ty of g rain is lo w and the total food

productio n is seriously sca rce because o f th e out-o f-date mode o f production as w ell as con-

tinuous dest ructio n o f v egeta tion and vi le eco to pe resulted fro m lo ng -term piratica l ex ploita-

tion. Based on the features of small wa tershed, scienti fically configuring manag erial mea-

sures, sy nthetically handling and co ntro lling soil and wa ter loss, and recov ering balance of

nature are necessary to improv e the ex ternal conditio n of productio n. Dev elo ping high stan-

da rd parallel ter race to im prov e the throughput o f soi l, changing tradi tional cultiva tion sys-

tem and controlling the g row th of popula tio n, and ex tensiv ely spreading fine breed and culti-

va tion techno log y o f high production are needed to at tain the hig h and stable productivi ty of

g rain. All abov e wi ll provide a g ood mode to solute the fo od pro blem fo r carst a 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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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喀斯特地区俄脚河小流域是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试点小流域 ,以水土

保持和生态平衡原理为指导 ,科学配置各项治理措施 ,经过 7 a综合治理 ,自上而下建立了坡

面、沟道、基本农田 3级综合防护体系 ,使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同时 ,结合调整土地利用

结构 ,提高土地生产力 ,逐步建立良性农业生态系统 ,探索出适合喀斯特地区粮食生产发展的

模式及如何结合山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发展小流域经济 ,促进山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1　流域自然经济概况
俄脚河小流域位于贵州省水城县西南部 ,为典型的喀斯特地区。流域面积 84. 5 km

2
,共有

2个乡 , 10个自然村 , 1 535户 , 7 396人 , 3 384个劳动力 ,基本产业以农业为主。 流域有耕地面

积 1 869. 2 hm2。农业生产以粮食生产为主 ,粮食作物有玉米、马铃薯、小麦、大豆、荞子 , 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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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总产 1. 857× 10
6

kg,农业人均产粮 251 kg ,农业人均口粮 158 kg ,粮食产量严重不足 ,温

饱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2　粮食生产的阻碍因素
俄脚河小流域在 1989年未治理前 ,由于植被屡遭破坏 ,生态环境恶化 ,致使水土流失严

重 ,土壤瘠薄 ,加上缺水、缺肥 ,人们大多采用广种薄收和轮歇种植的落后生产方式 ,造成单产

低 ,粮食严重不足 ,根本无法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 ,严重影响了群众生产和生活。 为此 ,在开始

进行小流域综合治理时 ,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粮食严重不足的问题。 要提高粮食产量 ,必须找出

阻碍粮食生产的因素 ,以便找出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经过深入地调查研究 ,认为阻碍俄脚河

小流域粮食生产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 1　水土流失严重

俄脚河小流域地质、地貌复杂 ,山高坡陡 ,河流深切 ,地形破碎 ,暴雨强度大。 随着森林、植

被面积的减少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水土流失严重。 全流域原有水土流失面积 46. 5 km2 ,占土

地总面积 55. 0% ,土壤侵蚀模数达 3 022 t /( km
2· a) ,年均泥沙流失量 2. 55× 105

t ,相当于全

流域 1 858. 5 hm
2
的坡耕地平均流失表土 10 mm /a ,损失全氮 460 t ,全磷 310 t。水土流失形式

以面蚀、沟蚀为主 ,主要发生在坡面上 ,所有坡耕地都有不同程度水土流失。 由于耕作层浅薄 ,

石砾含量增多 ,使土壤蓄水保土能力下降 ,养分不足 ,致使农作物根系不深 ,粮食产量降低。

2. 2　农业生产方式落后

小流域内少数民族众多 ,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由于受自然地理和历史条件的限制 ,交通

不便 ,通讯设施差 ,信息闭塞 ,人们的思想仍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 ,加上劳动者文化素质

低 ,对先进的生产技术接受能力差 ,阻碍了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 ,农业技能差。人们总是按

照传统的生产方式 ,只顾年复一年的耕种 ,忽视了土地的保护 ,有的甚至还采用刀耕火种 ,赶山

吃饭的原始耕作方式及广种薄收和轮歇种植的落后生产方式。长期的粗放耕作 ,致使地力减

退 ,土地生产力降低 , 1989年粮食单产仅为 990 kg /hm
2
,远低于全国、全省的平均水平。

2. 3　坡耕地面积大

俄脚河小流域是一个典型的“九山半水半分田”的石灰岩山区 ,农耕地大多分布在河谷、山

川和坡地上。全流域有 1 869. 2hm2耕地 ,其中 ,坡耕地 1 858. 5 hm2 ,占耕地面积的 99. 4% ;水

田 10. 7hm
2 ,仅占 0. 6% 。坡耕地中 ,坡度小于 15°的有 773. 2 hm

2 ,占坡耕地面积的 41. 6% ;坡

度在 15°～ 25°的有 773. 7 hm
2
,占 41. 6% ;坡度大于 25°以上的有 311. 6 hm

2
,占 16. 8%。

2. 4　中低产田面积大

由于严重的水土流失 ,土层变薄 ,蓄水、保土、保肥能力降低 ,造成肥力下降 ,中低产田面积

明显增多。据统计 ,全流域中低产田面积达到 1 588. 8 hm2 ,占耕地面积的 85. 0% ,粮食单产一

直在 1 500 kg /hm
2徘徊。

2. 5　人口增长过快

长期以来 ,由于受“多子多福”和“生育越多劳动力越多”的旧观念影响 ,流域内的人口自然

增长率长期保持在 20‰以上 ,大大超过全国、全省的平均水平。随着人口的增多 ,人均耕地面

积逐年减少 ,粮食不足的问题愈加突出 ,人们为了生存下去 ,不得不大量毁林毁草、陡坡开荒 ,

实行广种薄收、粗放耕种的掠夺性经营 ,以解决吃饭问题 ,形成了“愈生愈穷、愈穷愈垦、愈垦愈

穷”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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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自然灾害严重

小流域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旱灾和涝灾。 1985- 1989年连续 5 a的大旱 , 1989年的暴雨洪

灾 ,都使小流域的粮食生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3　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
俄脚河小流域的特点: 一是山地多、平地少 ,交通不便 ,信息闭塞 ,农村经济文化落后 ,人口

素质低 ;二是坡耕地多 ,地力低 ;三是宜林宜草荒山较多。 根据以上的特点 ,制约粮食产量的因

素以及当地的经济状况 ,解决粮食问题的指导思想是:稳定粮食播种面积 ,主攻粮食单产 ,搞集

约经营 ,实现粮食自给。粮食建设的技术思路: 综合治理和控制水土流失 ,恢复生态平衡 ,改善

粮食生产的外部生产条件 ;建设高标准的水平梯田 ,提高土壤肥力 ;改变传统的耕作制度 ,控制

人口增长 ;大力推广良种和高产栽培技术 ,促进粮食的高产、稳产。

3. 1　综合治理水土流失 ,恢复生态平衡 ,改善粮食生产环境 ,是提高粮食产量的关键

俄脚河小流域自 1989年被列为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试点以来 ,以水土保持为中心 ,

从治山治本入手 ,把治本和治标结合起来 ,注重于整个小流域的生态自然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

的综合治理和改造。 7a来 ,累计完成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43. 3km
2
,治理程度达 93. 1% 。其中完

成坡改梯 457. 8 hm2 ,营造水保林 932. 1 hm2 ,发展经果林 243. 9 hm2 ,保土耕作 557. 9 hm2 ,改

造低产田 92. 3 hm
2 ,封育治理 2 133. 9 hm

2 ;修建谷坊、拦沙坝 33座 ,整治河道 9 415 m。完成总

投资 246. 33万元 ,其中国家补助 117. 65万元 ,群众投劳折资 128. 68万元。全流域宜林宜草的

荒山荒坡全种上了林草 ,疏残林草地全部进行了封育治理 ,植被得到了恢复 ,林草覆盖率由治

理前 ( 1989年 ) 36. 4% ,提高到目前的 50. 4% 。在对荒山荒坡进行综合治理的同时 ,对流域内的

侵蚀沟和主要排洪沟进行了整治。在沟的中上部修筑谷坊、拦沙坝 ;沟的中下部开挖或整治排

洪沟 ,从而涵蓄水量、拦截泥沙 ,既保护了沟道两旁的耕地 ,又减轻了泥沙在沟道中的淤积 ,创

造了良好的粮食生产外部条件 ,为促进粮食生产的稳产、高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2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 ,提高粮食复种指数

俄脚河小流域在进行小流域治理规划、土地利用规划过程 ,根据自已的实际情况 ,保证粮

食生产用地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 ,以解决日益突出的粮食问题。稳定粮食面积 ,首先是全面整治

过去因水土流失造成的石砾滩地 ,使其复耕 ,扩大粮食的生产面积。 7 a来 ,全流域复耕石砾滩

地 33. 9hm2 ,平均每年可增产粮食 1. 129× 105 kg。 其次是利用本流域地处亚热带 ,雨热同季 ,

冬无严寒 ,极利于农作物生长的特点 ,提高耕地复种指数 ,增加单位耕地面积的产出量。其措

施: ( 1)尽可能多种冬种粮食作物 ,将原来的一年一熟改为一年两熟 ,甚至一年三熟 ; ( 2)合理

进行农作物的套种、间种 ,以便充分利用光、热、水资源 ,达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目的。

3. 3　加强农田基本建设 ,建设高标准的水平梯田

加强农田基本建设 ,建设高标准的水平梯田 ,改造低产田 ,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 ,是解

决水土流失区粮食问题的最基本、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对保持水土 ,提高土地生产力水平 ,改善

农业生产条件 ,增强农业后劲 ,促进农业不断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俄脚河小流域在缓坡

耕地上修筑水平梯田 ,扩大灌溉面积 ,辅以石灰改土 ,分片轮作 ,横坡种植 ,绿肥免耕等农耕措

施 ,以达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提高粮食产量的目的。据对 10个自然村 457. 8 hm
2的水平梯田

进行测算 ,修建水平梯田后 ,每年可增产粮食 71. 74 kg (见表 1)。

3. 4　增施有机肥 ,合理使用化肥 ,提高地力

有机农业是我国发展农业的极其宝贵的传统经验。 有机肥具有养育土壤和养育农作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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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功能。要提高地力 ,关键在于用地、养地、改地相结合 ,施肥是养地改土的重要方面。大量

增施有机肥 ,既可增加土壤的养分 ,加速土壤熟化 ,又可以改良土壤结构 ,提高地力。

俄脚河小流域群众把广开肥源 ,增施有机肥 ,培肥土壤 ,提高地力 ,做为促进粮食增产的一

项关键措施来抓 ,落实到实处。
表 1　俄脚河小流域梯田、坡地粮食产量对比表

村名
面积 /

hm2

单　产 /( kg· hm- 2 ) 总产 /104 kg

梯田 坡地 梯田 坡地 梯田 -坡地

噜嘎 45. 6 2550 990 11. 63 4. 51 7. 12

店子 41. 8 2250 1050 9. 41 4. 39 5. 02

大坪 92. 7 2700 1035 25. 03 9. 59 15. 44

转山 25. 4 1950 1050 4. 95 2. 67 2. 28

格丘 8 2250 975 1. 80 0. 78 1. 02

甘塘 8 2100 975 1. 68 0. 78 0. 90

树林 10. 6 2250 1125 2. 39 1. 19 1. 20

发窝 31 2250 990 6. 98 3. 07 3. 91

噜巫 2. 7 2100 1020 0. 57 0. 28 0. 29

台沙 192. 0 2550 750 48. 96 14. 40 34. 56

合计 457. 8 113. 40 41. 66 71. 74

　　 ( 1)积好牲畜肥 ,大力发展养猪、养牛、养羊等大牲畜 ,为积好牲畜肥创造前提条件。

( 2)选择适宜的绿肥品种 ,利用荒山、荒坡、沟边 ,大力发展绿肥生产。同时 ,将绿肥和农作

物进行套种、间种 ,把绿肥生产做为改良土壤结构 ,提高地力的强有力措施。

在施肥技术上 ,坚持“三主三辅”的施肥原则 ,合理施肥。 即以有机肥为主 ,化肥为辅 ;以底

肥为主 , 追肥为辅 ;以早施、深施为主 ,结合具体情况追施化肥为辅。缺什么补什么 ,合理施用。

3. 5　发挥科技生产力作用 ,改革耕作制度 ,保证粮食稳产、高产

要使粮食生产持续稳产、高产 ,必须重视农业科技的推广作用 ,使农业科技知识转化为生

产力。 7 a来 ,市、县、乡 (镇 )各级有关部门 ,在进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同时 ,十分重视农业科

技知识的宣传、培训、普及 ,大力推广石灰改土、地膜覆盖、分带轮作等先进的耕作措施来提高

地力 ,促进粮食的增产。

3. 6　控制人口的增长 ,提高人均粮食占有量

人口的过快增长 ,加大了解决粮食问题的难度。因此 ,各级有关部门对此十分重视 ,采取强

有力的措施 ,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 ,合理调节人口与粮食的供需平衡 ,使人口数量同环境容量

相适应 ,减缓人口对粮食需求的压力 ,提高人均粮食占有量 ,实现粮食自给。

3. 7　大力推广良种 ,提高粮食单产

选用优良品种是粮食增产最经济、最有效的技术措施之一。市、县水保部门根据当地的实

际 ,联合当地的农业部门 ,动员群众对原有的小麦、大豆、土豆等农作物的品种进行更新、改良 ,

选种优质、高产的优良品种 ,提高粮食的单产。

通过采取以上几种途径 ,俄脚河小流域的粮食产量与治理前 ( 1989年 )相比 ,有了一个质

的飞跃 ,粮食总产、单产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粮食总产由 1989年的 1. 857× 106
kg提高到

了 1996年的 2. 978× 106
kg ,增长了 60. 4% ;粮食单产由 990 kg /hm

2提高到 2 415 kg /hm
2 ,增

长了 143. 9% ;粮食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 ,实现了粮食自给或自给有余。

(下转第 6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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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开发与产业化的规划 ,并在不断改善生产条件的基础上 ,选择生产开发项目 ,并逐步实现规

模开发 ,为产业化提供丰富的原材料 ,进而实现产业化 ,这是岗岭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途径 ,也

是农业综合开发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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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俄脚河小流域的实践证明: 粮食的低产和不足 ,是造成水土流失的原因之一 ,又是水土流

失的结果之一。提高粮食单产 ,搞集约经营是水土流失区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 ;综合治理

水土流失 ,恢复生态平衡 ,改善发展粮食生产的外部环境 ,是提高粮食产量的关键 ;加强农田基

本建设 ,建设高标准的水平梯田 ,改造低产田 ,改变传统的耕作制度 ,提高粮食单产 ,是水土流

失区解决粮食问题的最基本、最有效的措施 ;增施有机肥 ,合理施用化肥 ,大力推广良种是粮食

增产最经济、最有效的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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