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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丘陵区坡坎的水土保持技术初步研究

刘刚才 , 廖晓勇 , 张先婉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 为充分开发利用四川盆地丘陵区占总土地面积 15%的坡坎 ,研究了坡坎的水土保持技术:稻草覆

盖、集水坑洞、种植黑麦草和等高扎稻草埂的效益。 结果表明这些措施都有一定效果 ,其中 ,种植黑麦草在

试验条件下 ,对提高土壤含水量有较好的作用 ,其次是扎草埂和稻草覆盖。 保水效益较好的是稻草覆盖和

集水坑洞措施 ,因为它们在雨后几天内能释放其接纳的部分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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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for Steep Sloped-land

in Hilly Area of Sichuan Basin

LIU Gang-cai , LIAO Xiao-yong , ZHANG Xian-w an

(Chengdu Institute of Mountain Hazard and Env iron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

Chengdu 610041, Sichuan Province , PRC)

Abstract: The steep sloped-land o f purple hi lly a rea o f Sichuan basin account for 15% of to tal area. In o rder

to utili ze the steep sloped-land completely and rational ly, the follow ing designed approaches fo r soi l and w a-

ter conserv ation of sloped-land w ere investig ated: cover st raw ( CS) , co llect w ater wi th pond and pi ts ( CW-

PP) , plant st raw-blocks along contour ( PSB) and plant ry e-g rass ( PRG) . The results show n tha t all this

practices bear a certain ef ficacy as expected. Among this alterna tiv es, PRG ranked first in increasing soil w a-

ter content for the research condi tions, and PSB, CS ranked second. From the aspect o f preserving the sta-

bi li ty o f soil moisture, the desi red results appea red in CS and CWPP, f rom which some rainfall-intercepted

w as discharged during a few days af ter rai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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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盆地有约 70%的紫色山丘区 ,盆地中部有

大面积的天然梯地 ,每一层梯地就有一个边坡 ;边坡

的高度从数十厘米到几十米不等 ;这些边坡的面积占

该区总土地面积的 15% [1 ] ,光、热条件较好 [2 ] ,但由于

坡度较大 ,开垦后水土流失严重 ,尤其是保不住水而

造成利用上的困难。随着人口的增长 ,劣地的开发利

用也势在必行
[3 ]
。 本文为充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解

决该类坡坎的保水、保土问题而做的研究。

1　试验地点与研究方法

1. 1　试验地自然概况

田间试验设在中国科学院盐亭紫色土农业生态

站 ( 31°16′N, 105°28′E)所在集水区的中台位——坡

坎 ,坡高 2. 5m ,坡长 5m ,坡比降约为 5∶ 9。

1. 2　研究方法

1. 2. 1　试验设计　 ( 1) 稻草覆盖 ( CS):用稻草均匀

盖坡坎 ,厚 5 cm; ( 2)微水利设施 ( CWPP):在小区的
坡顶挖一集水坑 ( 3 m× 1m× 1 m ) ;坡面掏 3个圆柱

形的集水小圆池 (洞 ) (直径 20 cm ,高 50 cm ) ; ( 3)对

照 ( CK): 坡面不作处理 ,只用除草剂除掉杂草 ; ( 4)

种植黑麦草 ( PRG):坡面松整后 , 5月中旬种黑麦草 ;

( 5)稻草埂 ( PSB):坡面匀整后 ,沿等高线扎入 3行

稻草埂。以上小区斜面积 4m× 3m ,边界用牛毛毡分

隔 ,重复 3次 ,随机排列 ,各小区下面挖一个集水沟

(用牛毛毡构成瓦形 )和集水小池 ( 50 cm× 50 cm× 50

cm ) ,以便测定水土流失量 ,以上处理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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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田间试验处理平面示意图

1. 2. 2　测量方法　 降雨后分别隔 1, 2, 4, 8, 16 d

……在每个小区沿顺坡中线的上、中、下部位分别取

0— 5, 5— 15和 15— 25 cm层土样测含水量 (烘干—

称重法 )。水土流失测定按以下步骤:在发生侵蚀时 ,

分批 (按重复 )用水桶收集径流 ,并记录所收集起止时

间 ,然后量取桶中 1 000ml径流样带回实验室测含沙

量 ,再从自记雨量仪记录纸上查出测定时的雨强 ,根

据有关参数算出单位雨强下的水土流失量 [4 ]。

研究期内 ,所测得的降雨状况如表 1所示 ,反映

出该年 6月降雨 (多年平均 93. 7mm )偏少约 50% ,

而 7月 (多年平均 181. 8mm )则偏多约 30% 。
表 1　研究期内的降雨状况 mm

日期 --0606 --0628 --0701 --0704 --0706 --0707 --0713 --0723

雨量 2. 4 49. 0 26. 0 28. 0 56. 4 30. 4 25. 0 69. 2

2　结果与讨论

2. 1　不同处理措施对坡坎土壤含水量的影响

研究所设计的坡坎水土保持措施是否能提高其

土壤含水量。首先从单次典型观测结果 (图 2)来看 ,

其共同特点是 ,所有措施对提高所测定土层的总体含

水量 (其值= 含水量×土层深 )有一定作用 ,但在 7月

份已表现得不明显 ,可能是降雨次数 ( 6次 )和降雨量

( 235. 0mm)多 ,土壤含水量较高的原因 ,表 1已具体

说明了这一点。另外一特点是 ,不同测定期 ,提高效果

表现的部位不一样 , 6月的表现在测定中层 ( 5— 15

cm )及底层 ( 15— 25 cm) , 7月的含水量层次性差异没

规律。从提高的程度来看 ,最好的是种植黑麦草处理

的坡坎。

图 2　不同处理措施下的土壤含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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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月所观测的综合结果 (图 3)反映出与单次观

测类似的结果。不同的是 ,所有措施提高土壤含水量

主要表现在测定中层 ( 7月份无规律 ):扎草埂较对照

提高 1. 5倍 ,种黑麦草的提高 1. 0倍 (与稻草覆盖的

相近 ) ,微水利设施的提高约 0. 2倍。

图 3　不同措施的土壤水分变化过程

2. 2　不同处理措施对坡坎水分变化的影响

研究期间 , 6月降雨量和次数较少些 ,根据雨后

不同天数所测得的含水量 ,可反映出不同处理措施对

土壤水变化过程的作用 (如图 3) ,对照和草埂处理的

土壤含水量基本上呈直线递减 ,尤其是后者递减更

快 ,其它处理都有一缓变过程。 稻草覆盖和微水利设

施处理后 ,含水量在雨后 2～ 3 d内还有增加趋势 ,说

明稻草上或集水池 (洞 )接纳的饱和水在雨后一部分

供给了其土壤。 种植黑麦草 ,雨后 2～ 3 d内 ,土壤水

减少较慢 ,说明起到了一定保水作用。

2. 3　不同处理措施对坡坎侵蚀的影响

表 2是坡面一次典型观测 ( 7月 20日 ,雨强 40. 8

mm /h)结果 ,反映了微水利设施的水土流失最多 ,其

次是对照的 ,说明坡坎无植被 (或植被很少 )时 ,水土

流失较严重。 水土流失最少的是稻草覆盖 ,径流和泥

沙较对照减少 25%和 65% ,其次是扎草处理的坡坎 ,

分别减少 15%和 40% ,种植黑麦草也显示出了一定

作用 ,虽然不很明显 ,但随着生长年份的增加或日期

增长 ,会起到较好的效果 ,这一点的确定 ,有待进一步

研究。这些结果与上述结果有一定的一致性 ,反映了

增加覆盖、等高拦截对防止坡坎水土流失有明显作

用 ,对提高土壤含水量也有一定的效果 ,特别是在降

雨较少的情况下。

表 2　单位雨强下各小区的水土流量

处　　理 　
径 流 量 /

( ml· h· mm- 1 )

蚀 土 量 /

( g· h· mm- 1 )

稻草覆盖 300 2. 6

微水利设施 480 12. 0

对　　照 400 6. 3

种植黑麦草 360 3. 2

扎 草 埂 340 4. 0

3　结　论
通过本次初步研究 ,结果表明提高坡面覆盖度 ,

能显著防治水土流失 ,对提高土壤水分也有一定作用

—— 特别是活覆盖 (种植黑麦草 ) ,坡面小型集水设施

对其土壤水有一定调节作用 ,但应结合覆盖措施 ,才

有更好的保水保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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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余来大力治理的成效相吻合。治理成就不仅反映

在土壤侵蚀总面积的减少上 ,也反映在侵蚀强度等级

的下降上。由于山高坡陡 ,很多地区坡耕地经坡改梯

等方式治理后尚保持一定坡度 ,仍属侵蚀范畴 ,只是

强度下降。从现有资料看 ,贵州土壤侵蚀面积 1954年

占 14. 19% , 1987年占 43. 53% , 1999年为 41. 62% 。

1987— 1999年间统计资料表明 ,累计治理面积已达

16 431. 59 km
2 ,这使侵蚀总面积下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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