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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了紫色土地区等高垄作法耕作中垄和沟的侵蚀特点,结果表明: 等高垄作法在无覆

盖时(包括植被) , 相对于平板耕作法有保水作用,而无防蚀效果;侵蚀主要发生于垄上, 以流失土

壤物理性粘粒为主, 而平板地流失土粒无选择性,结构系数明显相对减小,导致了土壤性能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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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rosive characterist ics o f ridg e and ditch under co untour t illage are studied in

purple so il. T he results show that , comparing w ith conv ent ional t illage( CK) , the runof f o f

co ntour t illag e ( CT) is diminished, but the sediment is not . When ther e are not any cover

( including veg etable cover) on so il , the sedim ent of CT is mainly physical clay coming fr om

its ridge, but that of CK is sim ilar to the part icle dist ribut io n of it s so urce soil and its co ef fi-

cient of soil st ructure is decr eased sig nif icant ly . It suggests that cover on ridg e of CT w 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trolling ero sion, and CK w ill led to soil degr adatio n no t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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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高垄作法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较有效的水土保持耕作法。近年来, 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了

格网种植、接垄种植等保土耕作法,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以垄和沟为基本单元,因此研究垄、沟

各自的水土流失特点, 将为这些保护性耕作法提供更可靠的种植技术依据。

1　研究方法
1. 1　试验设计

观测径流场设在中国科学院盐亭紫色土农业生态试验站。设以下处理,随机排列, 重复3次。

( 1) 膜盖垄( T d)。将原有小区聚土免耕法[ 1]的垄和沟修整标准(成为垄沟各1 m 宽的等高

垄作法) ,然后将垄盖上双层农用塑料膜,膜边缘嵌入垄沟交界处, 并用水泥沙浆压实,拟研究

沟的侵蚀特点。

( 2) 膜盖沟( T r )。与 T d不同的只是将膜盖在沟部, 拟研究垄的侵蚀特点。

( 3) 无盖( T rd)。与 T d不同的是不需任何覆盖。拟研究等高垄作法总体侵蚀特点。

( 4) 平板地( Tck)。把地块浅松耕并平整,无任何覆盖。拟研究对照处理的侵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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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测试项目与方法

( 1) 水土流失量: 人工观测, 详见文献[ 1]。( 2) 土壤机械组成:“PD—型颗粒分析特种自控

吸液仪”的直测重量法。( 3) 土壤含水量:用烘干—称重法。

2　结果与讨论
2. 1　垄沟水土流失量的特点

表 1是 1994- 1995年的观测结果, 从中看出, 膜盖沟的侵蚀量多于膜盖垄, 即表明,等高

垄作法中,土壤侵蚀主要发生在垄上,特别是降雨强度大于 50 mm / h时,尤为明显。垄沟发生

的径流量差异因不同雨强而异, 当雨强小于 50 m m/ h 时,垄上径流深仅为 1. 2 m m, 即垄在这

样的条件下, 几乎能全部入渗降雨, 而沟内有明显径流(径流深为 22. 5 mm ) , 当雨强大于 50

mm / h时,则是垄上的径流量较沟中的多,这可能是沟在较大雨强时, 拦留的径流深增加而增

大入渗的结果。

表 1　每 100mm 降雨量垄沟的水土流失量

平均雨强/ ( mm·h- 1) 项　目　 　 膜盖垄 膜盖沟 无盖 4 平板地

< 50
径流深/ mm 22. 5( 9. 8) 1. 2( 8. 9) 31. 5( 10. 1) 40. 8( 11. 7)

侵蚀量/ ( t·hm- 2) 1. 68( 18. 2) 1. 90( 17. 6) 1. 0( 19. 9) 0. 6( 21. 2)

> 50
径流深/ mm 71. 6( 11. 1) 80. 1( 12. 1) 84. 4( 10. 6) 88. 9( 11. 9)

侵蚀量/ ( t·hm- 2) 12. 0( 20. 8) 18. 3( 18. 9) 17. 1( 21. 3) 12. 7( 19. 4)

　　注: 表中“( )”内值为变异系数。

等高垄作较其垄或沟并未减少径流,但较平板地明显减少。而侵蚀量,较平板地反而增加,

表明等高垄作确有拦流作用,但泥沙浓度较大(主要来源于垄) ,因而在没有植被条件下,它并

不能防止土壤流失,也就是说该方法具有显著的水土保持效益是离不开覆盖的,这阐明了它强

调垄上连续覆盖,连续免耕留茬的理论依据,也是生产实践中的技术关键,否则不能发挥其各

种功效。

图 1　侵蚀后与侵蚀前土壤机械组成的比值

2. 2　垄沟水土流失质的特点

2. 2. 1　土粒流失特征

图 1是不同处理的土壤表层侵蚀后与侵蚀前

各级土粒含量之比值,从图中可以看出: ( 1) 侵蚀

后,垄上减少的是细小土粒部分,尤其是物理性粘

粒 ( < 0. 01 mm ) , 其含量为侵蚀前的 0. 72 倍。

( 2) 沟内流失土粒的大小总体说来, 仍是流失细

小土粒部分。无盖的处理,细沙部分( 0. 1～0. 01

mm )为侵蚀前的 1. 32 倍, 表现出相对累积; 盖膜

后, 其细沙和物理性粘粒部分, 分别是侵蚀前的

0. 86倍和0. 89倍。( 3) 垄和沟与平板地比较,粗砂

( > 0. 1 m m)以上部分未流失,而后者则有较明显

流失,为侵蚀前的 0. 87倍, 这证明了常规耕作法

(平板地)受降雨侵蚀的破坏是全方位的,可导致

土壤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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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细小土粒, 不利于土表结壳的形成, 而且会增加、增大土壤孔隙, 有利于增加降雨入

渗,减轻侵蚀;但从另一过程(干旱)看,这种损失不利于抑制土壤的蒸散和保水,因为物理性粘

粒是土壤结构及稳水贮水的重要物质。因此,垄作流失的土粒对土壤有利也有患。

2. 2. 2　团聚体流失特征　等高垄作法表层微团聚体的破坏表现出以下特点(图 2) : ( 1) 侵蚀

后与侵蚀前的微团聚体含量比值较 1的变异为垄大于沟,表明其团聚体的破坏主要发生在垄

上。( 2) 垄部侵蚀后中微团聚体( 0. 25～0. 1 mm 级)增多而其它部分减少, 表明其粗(大)团聚

体遭破坏,而小团聚体被流失。( 3) 沟部侵蚀后微团聚体组成的变化不大, 只是分散系数差异

较大。( 4) 平板地微团聚体的变化与机械组成类似,且其结构系数是侵蚀前的 0. 48倍,说明侵

蚀导致平板地结构破坏,土壤板结,从而使入渗等多种性能恶化。

图 3可进一步表明等高垄作法水土流失质的特点。膜盖垄(侵蚀后期)的侵蚀沙中物理性

粘粒部分含量比原土少约 4% ,细沙部分多约 5%,是因为侵蚀产沙全来自沟内,且径流搬运力

较大,加上侵蚀前期其小土粒已被蚀出,导致蚀出较大土粒。其它处理的侵蚀产沙中土粒组成

与流失的土粒(或者说与土表土粒的变化)具有一致的对应性。

图 2　侵蚀后与侵蚀前土壤微团聚体组成的比值　　　　　图 3　侵蚀产沙中的土壤机械组成

3　结　论
( 1) 降雨侵蚀使得等高垄作法的垄较沟多流失 50%左右的土粒。

( 2) 垄和沟在降雨作用下, 流失细小土粒(物理性粘粒)部分,而平板地流失土粒无选择

性,导致多种性能恶化。

本研究从另一角度揭示了垄作法垄上覆盖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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