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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南县加速推广等高固氮植物篱技术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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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要介绍了四川省宁南县推广应用等高固氮植物篱技术的经验教训。等高固氮植物篱作为一种坡

耕地水土保持和土壤培肥的有效方式 ,已为宁南县广大干部群众所接受。 为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工作 ,改

善生态环境 ,振兴县域经济 ,提出了大力推广等高固氮植物篱技术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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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liminary ex periences a nd lesso ns for applica tio n of conto ur hedg erow technique in Ning na n

county of Sichuan prov ince a re presented. As an effectiv e technique for soi l erosion contro l a nd fertility im-

provement prov ed by on-site resea rch and demo nst ra tion, conto ur hedg ero w intercro pping has been widely

adopted by local of ficers a nd farmers. In o rder to im prov e envi ronment quali ty and pro tect slope cropland,

m any measures wil l be taken fo r further pro moting the technolog y ex tension in the co ming years by Ning na n

county gov ern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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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宁南县概况

宁南县位于东经 102°27′— 02°55′,北纬 26°50′—
27°18′之间的金沙江畔 ,是中国攀西资源综合开发区

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个山区小县 ,与云南省

巧家县隔江 相望。 全县幅员 1 670 km
2 ,耕地

12 466 km
2
,辖 6镇 19乡 ,总人口 1. 67× 10

5
人 ,是一

个以汉族为主 ,彝族、回族、布依族等多民族杂居的山

区农业县。宁南县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 ,光热资源丰

富 ,县城年均气温 19. 3℃ , 1月平均气温 10. 2℃ ,全

年无霜期 321 d,年均日照时数 2 262 t,年均相对湿度

63. 8% ,气温的特点是年较差小 ,日较差大 ,对植物及

农作物生长比较有利。
宁南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 ,位于横断山区 ,立

体气候特征比较明显。县境内最高海拔 3 919 m,最低

海拔 580m ,相对高差比较悬殊。境内山高坡陡 ,人均

耕地少 ,且旱地和坡地居多。 全县农业人口人均耕地
0. 07 hm2 ,其中坡耕地占 73% , 25°以上的陡坡地约占
耕地的 1 /3。 全县干湿季节分明 ,旱季长达 6～ 8个

月 ,雨量集中在 6— 9月 ,降雨强度大 ,极易在坡耕地

上形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其它一些自然灾害。如何既
解决好坡耕地的持续经营 ,又防止水土流失 ,是宁南

农业能否走上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
改革开放 20 a多来 ,宁南县历届县委、县政府坚

持不懈地带领全县各族人民一方面抓生态环境改善 ,

一方面抓农业产业化建设 ,国民经济取得了很大的成

绩。1999年 ,全县生产蔗糖蚕茧 4 076 t ,生丝 260 t,烤

烟 5 000 t ,农业产业化建设初具规模。全县国民生产
总值 4. 03× 108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 1 649元 ,县财政

收入 7. 12× 107元。

　　 1991年以来 ,宁南县与国际山地中心、中国科学
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合作 ,在坡耕地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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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种与防治水土流失项目上 ,取得了成功经验 ,促进

了生态建设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国内外其它科研机

构合作 ,在金沙江干热河谷植树造林技术、农村可再

生能源建设、水土流失治理、小流域治理、农业综合开

发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全县的森林面积恢复到

38 646 hm
2 ,森林覆盖率上升到 27. 3% 。宁南县先后

成为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治理样

板县、生态农业示范县。

2　等高固氮植物篱技术的发展

1991年 ,根据中国科学院与国际山地中心的合

作协议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与宁南县人民政

府合作 ,由宁南县科技局 (原宁南县科委 )和中科院成

都生物所植物室共同承担具体研究任务 ,在距离宁南

县城约 5 km的披砂镇下村坛罐窑建立试验点 ,开展

“山区坡耕地水土保持实用技术研究” ,试验、研究和

示范等高固氮植物篱技术。经过 3 a的改进和完善工

作 ,等高固氮植物篱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取得了初步成

效。 1993年 ,试验区内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土

壤肥力提高 ,在应用等高固氮植物篱技术的坡耕地上

种植的甘蔗、玉米、花生都大幅度增产 [1, 2 ]。

1994年 ,在国际山地中心的资助下 ,中国科学院

成都生物研究所与宁南县人民政府进一步加强合作 ,

在距离县城 39 km的六铁乡增建村 (马桑坪 )建立 8

km
2的山地农业持续发展示范园和山地农业持续发

展宁南县实验站。 在唐亚研究员指导下 ,宁南县科技

局的工作人员和生物所的科技人员 ,狠抓科技攻关 ,

强化技术创新 ,先后投资 1. 5× 105元建成完善的灌

溉系统和实验设施 ,引进 1. 515× 105多元的科研仪

器。 1994年以来 ,先后在马桑坪实验站引进实验树种

20个、优良牧草品种 10个 ,培植双行植物篱 30 000

m。 在实验站研究工作中 ,结合县域经济的发展深入

开展技术创新 ,创造的 2种配置模式 ,受到国际山地

中心的高度评价 ,并在亚洲大力推广。一是在植物篱

间套种桑树养蚕 ,发展蚕桑业。与传统堤埂桑相比 ,单

叶重比对照提高 5倍 ;单株鲜叶产量比对照高 3. 9

倍。二是在耕作带上培植脐橙 ,脐橙中套种红薯和蔬

菜等植物发展畜牧业。由于等高固氮植物篱脐橙园增

加生物多样性 ,构建稳定的坡地农业生态系统 ,实现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结合 ,大幅度提高

脐橙园的综合效益。投入产出比是对照的 1. 46倍 ,生

物资源种类是对照的 4. 5倍以上。由于化肥、农药对

水果的污染减少到很低程度 ,脐橙品质比对照好。这

2种植物篱模式为贫困山区的农民应用植物篱技术

通过低投入发展无公害农业新产品 ,增加收入 ,实现

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3　等高固氮植物篱技术的推广

等高固氮植物篱技术是运用农林复合经营的原

理 ,采用等高固氮植物篱作为梯埂 ,通过自然耕作构

建生物梯田的一项坡耕地水土保持农业持续发展新

技术。简单地讲 ,等高固氮植物篱技术就是在坡耕地

上每隔 4～ 6 m沿等高线高密度 ( 1株 /5～ 10 cm )种

植 2行 (行距 40～ 60 cm )生长快、耐切割、萌蘖力强

的固氮植物篱 ,并通过切割将植物篱高度控制在 50

cm左右 ;在植物篱之间的耕地上种植经济植物增加

农民收入的简单实用技术。 但是 , 1996年以前 ,大家

认为植物篱模式能防治水土流失 ,改造生态环境 ,可

是缺乏经济效益 ,与县域经济的发展联系较少 ,基本

上没有推广。 1996年 ,随着马桑坪实验点将桑树引种

进植物篱 ,并建成等高固氮植物篱脐橙园和桑园 ,生

物梯田逐步形成 ,生态经济效益越来越显著 ,等高固

氮植物篱技术与宁南县的经济发展结合日趋紧密。加

之 ,国际山地中心和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所每年举办

培训班 ,引起了宁南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

1997年 ,宁南县人民政府要求全县各乡镇大力

推广等高固氮植物篱技术 ,农民每种植 100 m单行植

物篱 ,县政府奖励 10元 ,补助种源费用 1. 25元 ;每种

植 100 m双行植物篱 ,县政府奖励 20元 ,补助种源费

用 2. 5元。这些措施有力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当

年在大同、松林、竹寿等 8个乡镇推广等高固氮植物

篱 333 hm2。

在等高固氮植物篱技术的推广工作中 ,国际山地

中心和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的专家 ,每年都对宁南县和

邻近地区的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民进行培训 ,为推广工

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们先后举办培训班 8期 ,参

加培训的农业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 460人次 ,培训农

民 888人次。

同时 ,宁南县科技局在这项技术的宣传和推广方

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96年以来 ,宁南县科技

局在全县举办固氮植物篱技术培训班 152期 ,参加培

训的农业科技人员和村以上领导干部 840人次 ,农民

7 600多人次。有关乡镇在县科技局指导下 ,组织现场

培训会 180余期 ,培训农民 15 000多人次。 近年来 ,

宁南县科技局还结合 3月科普月活动 ,每年组织 10

余个单位的近 100名科技人员送科技下乡 ,共编写发

放等高固氮植物篱技术资料 6 000余份 ,接受宣传教

育、咨询的农民达 1. 5× 10
5
多人次 ,其中 ,妇女达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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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4
多人次。 到目前为止 ,全县在披砂镇、景星乡、

大同乡等 12个乡镇推广 1 666 hm
2 ,农民年增收 2. 5

× 106元以上 ,年减少土壤流失 1. 0× 104 t,减少地表

径流量相当于修建一个 7. 0× 10
4

m
3
的蓄水池 ,每年

还增加优质绿肥或优质饲料 2. 0× 104
t。与工程坡改

梯相比 ,全县推广该技术累计减少投入 8. 0× 106元

以上。

近年来 ,亚洲开发银行的高级官员南足博士 ,国

际山地中心的主任及亚洲乡村发展基金会和美国、印

度等 10多个国家的近百名专家和官员先后到宁南县

参观 ,实地考察马桑坪示范园 ,对等高固氮植物篱技

术给予了充分肯定。 1997年国际山地中心、中国科学

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宁南县人民政府共同在宁南县召

开了 3个国际组织、 9个国家、 30位专家和学者参加

的水土保持农业实用技术国际研讨会。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黎

安田和民建中央副主席、农业部副部长路明及农业

部、林业部、水利部和四川、云南、甘肃等省的科技、水

保、水利、林业专家、领导先后到宁南县视察。他们考

察马桑坪示范园 ,参观大同等乡镇推广的等高固氮植

物篱梯田后 ,一致认为这项技术具有保水、保土、提高

土壤肥力 ,解决农村燃料、肥料、饲料“三料”矛盾 ,改

善生态环境与提高坡耕地生产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

的作用。这项技术可以使我国正在进行的退耕还林工

作中存在的如何既保持好水土 ,又不降低农民的生活

水平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它在我国水土流失防治技

术和发展生态经济方面获得突破 ,如果在西部地区大

面积推广 ,长江之水变清将不是梦想。

4　推广等高固氮植物篱技术的计划

经过 10 a的实验示范 ,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

到等高固氮植物篱技术的好处。

(1)通过植物篱的层层拦截 ,有效控制水土流

失 ,增加土壤水分含量。采用等高固氮植物篱后 ,在坡

度为 17°～ 25°的坡耕地上 ,有 53% ～ 69%的地表径

流就地渗透 ,土壤侵蚀基本上得到控制。 经过 4～ 7 a

的常规耕作 ,植物篱之间的耕作带可形成以植物篱为

梯埂的梯地。 1997年植物篱处理的土壤侵蚀量减少

到对照的 14. 5% ～ 23. 7% , 1998年侵蚀量仅为对照

的 1% ～ 3%
[3 ]
。

( 2)投资少 ,易操作 ,不受地形和地块的限制 ,效

益多样而持久。建立生物梯田的现金投资仅为等高植

物篱的种子费。单位面积的劳力投入不足工程坡改梯

的 15%。

( 3)采用等高固氮植物篱技术后 ,一方面由于有

效降低地表径流和土壤侵蚀 ,降低了土壤养分流失 ,

另一方面由于每 1 hm2植物篱梯地的植物篱每年可

以提供 8～ 12 t的优质绿肥 ,加之植物篱根系的腐烂 ,

可以有效改善土壤的团粒结构及养分状况。植物篱通

过循环将土壤深层的养分提供给作物使用 ,使低产的

坡耕地变成高产稳产的生物梯地。采用等高固氮植物

篱技术 ,土壤中的全氮 4 a增加 43%以上 ,有机质增

加 13. 7%以上 ,作物大幅度增产。

( 4)在持续利用坡耕地的同时 ,缓解农村饲料、

肥料、燃料“三料”矛盾。

5　计划采取的推广措施

2000年 3月 ,宁南县第十四届三次人民代表大

会通过“关于在全县大力推广等高固氮植物篱技术 ,

加强水土保持工作 ,改善生态环境”的议案。为了加大

等高固氮植物篱技术推广力度 ,我们采取以下措施。

( 1)加强领导 ,建立相应的组织、协调机构 ,将推

广等高固氮植物篱技术作为改善生态环境 ,振兴宁南

县经济的重要措施 ,把这项技术的推广与退耕还林、

水土保持、农业综合开发、生态林建设等工程项目有

机结合 ,统筹安排。

( 2)要求各乡镇按照项目配套 ,因地制宜 ,讲求

实效 ,集中连片 ,滚动发展的原则 ,做好统一规划 ,在

2000年 5月及时将实施方案报县政府。

( 3) 县科技局要为县政府制定技术规程和验收

标准 ,协助县林业局、水保办和有关乡镇搞好规划。同

时要抓好技术培训和督促检查 ,严格按标准验收。

( 4)县林业局、水保办等单位要专人负责 ,切实

抓好技术推广工作。

( 5)县政府将推广经费纳入县财政预算。验收合

格后 ,由县政府按双行绿篱 0. 1元 /m补助农民。年底

召开总结表彰大会 ,表彰奖励先进单位和个人。

( 6)扩大马桑坪示范园 ,与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

研究所共建经济生态示范区 ,进一步开发这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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