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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水土流失及其治理措施

郑 伟 民
(泉州师范学院 地理系 , 福建 泉州 362000)

摘　要:分析了泉州市水土流失的特点和原因 , 认为频繁的台风暴雨以及多山地丘陵的地形特征为水土流

失的发生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动力;抗蚀性较弱的地面组成物质 ,尤其是花岗岩风化壳的发育是造成水土流

失的内在因素;而人类不合理的土地利用 , 如破坏植被 、陡坡开垦 、顺坡种植以及工矿交通等基本经济建设

等 ,是水土流失发生 、发展的主导因素。应该注重坡耕地的改造 ,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措施 , 并以小流域为基

本单元 ,实行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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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and Water Loss and Control Measures in Quanzhou City

ZHENG Wei-min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 Quanzhou Normal College , Quanzhou 362000 , Fujian Province , PRC)

Abstract:Based on analy se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soil and w ater loss in Quanzhou ci ty , Fujiang

province , it is clear that the f requent typhoon and rainsto rm , and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ountain and

hills , are the st rong potential erosive power.The low resistant erosion ability of g round substance ,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granite weathering crust is the inner cause of severe soil and w ater loss.And the human unreason-

able land use , such as vegetation dest ruction , slope land cultivation , cult ivation down the slope and the basic eco-

nomic const ructions , is the primary causes of soil and w ater loss.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 ruct slope land , and car-

ry out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ion tillage measures.What is more , comprehensive control in the small watershed as

a basic unit is needed in order to control soil and w ater loss ef 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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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市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地区 , 界于东经

117°25′—119°25′和北纬 24°30′—25°26′之间 ,土地总

面积为 10 865 km
2
(不包括金门面积),是福建省经济

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在全省的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在历史上泉州曾是山清水秀之地 ,但近

年来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加之人口的超高密集 ,土

地开发利用程度的提高 ,植被遭到了严重破坏 ,导致

生态环境质量日益恶化 ,水土流失日趋严重 ,成为福

建省最严重的水土流失区之一 ,并已经成为制约该区

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威胁 。本文详细分析

了泉州市水土流失的特点与原因 ,并探讨了其相应的

治理措施 ,希望对泉州市乃至福建省的经济发展与生

态环境保护间的协调共处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

1　泉州市水土流失的特点

据泉州市水土保持办公室 1984年全市水土流失

普查资料统计 ,全市水土流失面积达 2 320 km
2
,占土

地总面积的 21.4%。水土流失遍布各县(市 、区),尤

以惠安 、南安 、晋江和安溪县(市)最为严重(表 1)。

泉州市水土流失以水力侵蚀为主 ,主要发生在坡耕

地 、山地丘陵区以及砖红壤性红壤和红壤地带 ,尤以

5 —8月暴雨和台风暴雨季节最为严重 。

表 1　泉州市各县(市 、区)水土流失状况 %

县(市 、
区)

流失面

积占总

面积/ %

水土流失程度

轻度 中度 强度 水田隐匿
评　价

泉州市 21.4 41.8 29.7 17.5 11.0 严　重

鲤城县 7.2 60.0 27.7 8.8 2.5 一　般

惠安市 56.6 50.2 34.7 12.7 2.4 强　烈

晋江市 23.0 28.4 43.4 28.2 严　重

南安县 28.7 47.0 20.1 22.2 10.6 较强烈

安溪县 17.9 29.4 43.0 18.9 8.7 严　重

永春县 18.4 36.7 17.5 18.3 27.4 较严重

德化县 7.3 54.7 7.7 0.4 37.4 一　般

　　注:晋江市数据包括石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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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从分布的乡镇看 ,全市 130 个乡镇中有 30

个属强烈水土流失区 ,占 23.1%;13个属较强烈流失

区 ,占 10%;28个属严重流失区 ,占 21.5%;24个属

较严重流失区 ,占 18.5%;18 个属一般流失区 , 占

13.8%;17个无明显流失区 ,占 13.1%。属于一般和

无明显流失区的乡镇主要分布在德化大部分地区 、永

春西部 、洛江北部和晋江 、石狮的一些平原地区。

(2)从分布的地貌类型看 ,丘陵地水土流失最为

严重 ,流失面积 1 094.4 km2 ,占丘陵面积的35.4%和

全市水土流失面积的 47.2%。丘陵又以低丘陵流失

严重 ,约占丘陵流失面积的 68.7%,主要分布在晋江

中下游的惠安县和晋江市。山地水土流失以低山为

主 ,流失面积 738.7 km2 ,占山地面积的 13.8%和全

市流失面积的 31.8%。平原水土流失面积 486.7

km2 ,占平原地区总面积的 21.2%和全市流失面积的

21.0%。

(3)从分布的流域看 ,晋江流域 、洛阳江流域和

氵产溪 、蕉溪 、双芹溪流域(闽江水系大樟溪上游)水土

流失面积分别占其流域总面积的 21.8%, 31.6%和

8.2%;分别占全市流失面积的 53.0%, 6.6%和

5.5%。

(4)从分布的岩性和土壤类型看 ,水土流失严重

的地区绝大部分发生在侵入岩 ,尤其是燕山早 、晚期

花岗岩分布地区;含黑云母花岗岩分布地区流失最为

严重 ,如安溪县的官桥 、龙门 ,南安市的美林 、康美 、仑

苍等地 。全市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砖红壤性红壤和

红壤地带 ,占全市流失面积的 84.9%。

(5)从水土流失的形式和分布时间看 ,泉州市是

以水力侵蚀为主的类型区 ,水力侵蚀遍及全市 ,尤以

5—8月的暴雨和台风暴雨季节最为严重 。风力侵蚀

主要分布在泉州市沿海地带 ,在大风(10月至翌年 3

月)和台风(6—10月)季节较为严重。风力侵蚀程度

自沿海向山区逐渐减弱。

(6)从分布的土地利用类型看 ,坡耕地水土流失

最为严重 ,流失面积占坡耕地总面积的 83.5%和全

市水土流失面积的 22%。沿海县(市 、区)为轻度和

中度侵蚀 ,山区县为中度 、强度流失 。无林地水土流

失仅次于坡耕地 ,流失面积 482.9 km2 ,占全市流失

面积的 20.8%,以中强度流失为主 ,沟蚀严重 、崩岗

频繁 ,主要分布在外安溪 、南安 、惠安和晋江县(市)的

低山丘陵地。疏林地水土流失也相当严重 ,多为面蚀

和沟蚀。晋江 、惠安和南安县(市)分别有 100%,

86.8%和 68.0%的疏林地发生水土流失 ,其中晋江

市有 85.3%的疏林地为强度水土流失。有林地水土

流失主要分布在惠安 、晋江和南安县(市)低山丘陵的

马尾松纯林 ,这 3个县(市)有林地流失面积分别占其

有林地面积的 68.2%,61.2%和 22.8%。茶果园发

生水土流失也相当严重 ,全市茶园和果园发生水土流

失的分别占 81.0%和 53.9%,主要发生在幼龄茶园 。

茶园发生水土流失主要集中在永春和安溪县 ,发生水

土流失的茶园分别为 92.0%和 87.7%。果园水土流

失集中在南安 、永春县 ,占全市果园流失总面积的

79.6%。水田隐匿主要分布在德化 、永春 、安溪和南

安县(市)坡度在 10°以上的山垅田和山排田 ,流失面

积占全市流失面积的 11.0%。

2　水土流失的原因

水土流失的发生 、发展是外营力的侵蚀作用大于

土体抗蚀力的结果 ,而侵蚀力和抗蚀力的大小受自然

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自然因素主要包括

地质 、地貌 、气候 、土壤和植被等 ,是水土流失发生发

展的潜在条件;人为因素主要包括破坏植被 、陡坡开

荒 、顺坡耕作和工业交通及基本建设工程的影响等 ,

是水土流失发生发展的主导因素。

2.1　自然因素

2.1.1　岩性　在地质因素中岩性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较大。岩性对风化过程 、风化产物 、土壤类型及其抗

蚀能力都有重要影响 。

泉州市水土流失区绝大部分分布在侵入岩分布

地区。全市侵入岩分布广泛 ,有大小岩体 253 个 ,分

布面积2 606.7 km 2 ,占全市总面积的 24%。岩性以

酸性花岗岩为主 ,中—酸性的闪长岩 、石英闪长岩和

花岗闪长岩次之 。其中燕山期各类花岗岩分布面积

2 136.7 km
2
,占侵入岩分布面积的 81.97%。燕山期

花岗岩主要为含黑云母花岗岩(黑云母花岗岩和黑云

母二长花岗岩等),中细粒至中粒结构 ,构造裂隙和节

理非常发育;分布面积 1 948.52 km
2
,占各类花岗岩

分布面积的 91.18%。其中又以燕山早期侵入岩为

主 ,规模较大 ,分布广 ,面积达 1 747.12 km2 ,占燕山

期花岗岩的 89.66%,是泉州市含黑云母花岗岩的主

体 。含黑云母花岗岩矿物成分主要为钾长石 、斜长

石 、石英和黑云母等。由于钾长石 、斜长石和黑云母

极易风化 ,矿物颗粒大小不一 ,石英和长石的膨胀系

数相差接近 1倍 ,因此 ,在热胀冷缩的物理过程中 ,岩

石容易崩解 ,使颗粒间失去固结力而散碎 ,易于风化;

同时花岗岩裂隙和节理非常发育 ,有利于地表水沿节

理渗入和地下水的活动 ,促进了花岗岩红色风化壳的

发育
[ 3]
。

花岗岩风化壳水土流失强烈与其风化壳剖面特

性有关 。花岗岩风化壳剖面自上而下为:因受铁的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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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物渲染成褐红色或深红色的红土层;呈现红白相

间的网纹层;仍保持原来岩石结构的构造残积层。红

土层由胶结紧实 、透水性差 、黏粒含量较多的土体组

成。网纹层有斑纹出现 ,长石 、云母已分解 ,含沙粒较

多并合有岩屑碎块 ,颜色黄白 。构造残积层中花岗岩

结构仍保存 ,云母和长石还没有完全风化 ,保留有大

量块状风化石蛋 ,沙粒含量大 ,渗透性强 。由于红土

层中含黏粒较多 ,网纹层中含沙粒很高 ,所以在侵蚀

上有利于冲沟和崩岗发育 。在花岗岩分布地区 ,当地

面植被遭到破坏后 ,首先出现较强烈的面状冲刷 ,导

致表土的红土层受到不同程度的流失 ,严重的甚至切

入网纹层或构造残积层 ,形成宽度小但深度大的冲

沟。这种线状冲刷发展到一定程度 ,在流水和重力的

共同作用下发生崩岗 。泉州市域低山丘陵的花岗岩

风化壳发育 ,安溪县官桥风化壳厚达 35 m ,水土流失

严重 。全市水土流失区的年侵蚀模数在 3 142 ～

6 122 t/km2 。在南安县的美林 、康美 、溪美 、仑苍 ,安

溪县的官桥 、龙门 、城厢 ,惠安县的黄塘 、螺阳 、辋川 、

涂岭和晋江市的磁灶等地的一些花岗岩低山丘陵无

林地 ,许多地段已是红土层流尽 ,网纹层 、构造残积层

甚至母质层出露 ,原来完整的坡面已被切割得支离破

碎 ,光山秃岭 ,沟壑纵横 ,崩岗成群 。

2.1.2　地貌　水土流失与坡度 、坡长 、坡形和坡向等

密切相关 ,下面着重分析坡度的影响。地面坡度直接

影响地表径流的冲刷能力 ,在其它条件相同时 ,一般

坡度愈大 ,径流流速愈大 ,水土流失量也愈大 ,即坡地

的侵蚀力与坡度成正相关 。惠安 、南安 、晋江和鲤城

县(市 、区)的坡耕地坡度较小 ,主要发生面蚀和细沟

侵蚀 ,多为轻度和中度水土流失 。永春 、安溪和德化

县的坡耕地较大 ,因陡坡开垦 、顺坡耕作而主要发生

面蚀和沟蚀 ,多为中度和强度水土流失。另一方面 ,

地面坡度大小还通过影响风化壳的厚度来影响水土

流失。山地和高丘陵的坡度较大 ,一般在 25°～ 35°以

上;剥蚀速度比风化速度快 ,风化残积物难以保存 ,因

而风化壳浅薄或构造残积层甚至母岩裸露。低丘陵

地面坡度较小 ,一般为 15°, 25°,高度小;剥蚀速度小

于风化速度 ,风化残积物易于保留;地表径流缓慢 ,易

于下渗 ,地下水活跃 ,有利于风化壳发育 ,因而风化壳

深厚。因此 ,在植被破坏和不合理耕作下 ,低丘陵水

土流失比高丘陵和山地严重。泉州市山地(低山为

主)、高丘陵 、低丘陵和平原水土流失面积分别占全市

流失面积的 31.8%,14.8%,32.1%和 21.05%。

2.1.3　气候　气候因素对水土流失的影响大体上有

两方面:其一是降水和风等对土壤的直接侵蚀作用 ,

一般说 ,暴风骤雨是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的直接动力。

其二是降水 、温度和日照等的变化对植物的生长 、植

被类型 、岩石风化 、成土过程和土壤性质的影响 ,进而

间接影响水土流失的发生发展过程 。

泉州市大部分地区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年

均气温 17℃～ 21℃,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 23℃～

29℃,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 7℃～ 12℃,冬夏平均温

差 17℃。极端最高气温 39.3℃, 极端最低气温

-6.2℃,冬夏极端温差达 45.5℃。年平均日照数从

北到南约 1 800 ～ 2 200 h ,多年平均降水量 1 010 ～ 1

756mm ,且由东南向西北递增。泉州市气候暖热湿

润 、温差较大有利于花岗岩化学风化作用的红壤化过

程发展 ,干湿交替则引起季节性地下水位升降 ,使化

学风化的氧化还原作用交替进行 ,有利于花岗岩红色

风化壳的发育。

短历时降雨是泉州市水土流失的最主要外营力 。

泉州市雨季集中在 3—9月 ,尤其在 5—8月的雷雨和

台风暴雨季节 ,4 个月降雨量占全年的 60.0%,时间

短而集中 ,强度大。泉州暴雨(>50mm/d)日数每 1 a

约 6 d。南安是全省 4大暴雨中心之一 ,曾创1 d的台

风最大降水量 590 mm 的记录[ 1] 。由于充分的前期

降雨(3—4月)已使土壤含水量增大 ,加上暴雨地表

径流大 ,雨滴击溅作用强 ,冲刷剧烈 ,往往造成严重的

水土流失 。因此 ,泉州市水土流失在 5 —8月期间最

为严重 ,在这 4个月中 ,西溪和晋江干流的输沙量分

别为全年的 83%和 88.5%。

风力侵蚀和台风暴雨侵蚀也造成严重的水土流

失 。泉州市沿海地带由于大风和台风的作用产生风

沙侵蚀。沿海大风主要出现在 10月至翌年 2 月期

间;由于台湾海峡的颈束作用 ,增大了大风的强度 ,吹

拂时间也较长 。泉州市沿海地带年均 8级(17.2 ～

20.7 m/ s)以上的约 100 d 左右 ,风速和天数从沿海

半岛向内陆逐渐递减 ,如惠安县达 110 d ,鲤城区为

57 d。台风主要出现在 6—10月 ,以 7—9月最多;对

泉州影响较大的有 5 ～ 6 次/a ,最大风力在 10 级

(24.5 ～ 28.4m/ s)以上 。这段时间恰是干季 ,土壤干

燥 ,在植被受破坏的情况下风沙侵蚀严重 。

2.1.4　土壤　土壤是侵蚀作用的主要对象 ,因此 ,土

壤的透水性 、抗蚀性和抗冲性对水土流失的影响很

大 。泉州水土流失区土壤以砖红壤性红壤和红壤为

主 。砖红壤性红壤和红壤质地黏重 ,多黏土和壤黏

土 、结构紧实 、块状结构 、孔隙少而小 、含有机质较少 ,

因而透水性差 ,持水量较小 ,易产生较大的地表径流

和冲刷 。前期充分的降水 ,提高土壤温度降低土壤透

水性 ,是后期降水水土流失严重的原因之一。由于腐

殖质较少 ,胶结力较差 ,土壤的抗蚀力和抗冲力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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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测定[ 2] ,粒径为 0.7 ～ 1 cm 的土块 ,在静水中 1

min内全部分散。因此 ,砖红壤性红壤和红壤分布地

区水土流失严重 。由于砖红壤性红壤土体深厚 ,黏粒

含量高 ,腐殖质少 ,所以砖红壤性红壤水土流失重于

红壤 。

2.1.5　植被　植被是防治水土流失最积极 、最经济

的手段 ,几乎在任何条件下都有缓和水蚀和风蚀的作

用。泉州市无林地 、疏林地由于缺乏植被保护而水土

流失严重;马尾松纯林 、幼龄茶果树因郁闭度小 、枯枝

落叶层薄 、根系单一 ,因而防治水土流失的功能较差。

沿海地带则因防护林遭受严重破坏 ,植被覆盖度低而

水土流失较强。

2.2　人为因素

人类活动打破了自然界各种因素之间的相对平

衡 ,使水土流失现象由自然侵蚀状态转化为加速侵蚀

状态 。

2.2.1　破坏植被　乱砍滥伐 ,铲草皮 ,放火烧山 ,使

植被遭到破坏 ,失去蓄水保土的作用 ,并使地面裸露

直接受雨滴的击溅和流水 、风力的侵蚀 ,加速了水土

流失 。据调查 ,泉州市因植被破坏而造成水土流失面

积达 512 km
2
,占全市流失面积的 22.07%。

2.2.2　陡坡开荒 ,顺坡耕作　陡坡开荒不仅破坏了

地面植被 ,而且翻松了土壤 ,容易导致水土流失。顺

坡耕作使坡面径流顺坡集中在犁沟里下泄 ,造成沟

蚀。全市由于陡坡开荒 、顺坡耕作 ,造成水土流失面

积达 19 133 hm2 ,占全市水土流失面积的 8.25%。永

春 、安溪 、德化等县因陡坡开荒 、顺坡种植茶果树等经

济作物 ,产生中度和强度水土流失 ,流失量高达 2 250

～ 3 000 t/hm
2
。20世纪 60 年代 ,安溪县长坑 、尚卿 、

虎丘 、蓬莱 ,德化县三班 ,南安市美林等地大搞开山造

田 、人造平原 ,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水土流失。

2.2.3　不合理的农牧业生产　在坡地上广种薄收 、

撂荒轮垦使土壤性状恶化 ,作物覆盖率降低;缺乏合

理的轮作制度和施肥措施;过度放牧使植被受破坏后

难以恢复 。

2.2.4　工矿交通和基本建设工程 　开矿 、建厂 、筑

路 、挖渠建水库中破坏地表 ,乱弃矿渣 、土石 、尾沙以

及基建贪图省工引水冲刷弃土等都会造成严重的水

土流失 ,全市因开山采石造成水土流失的达 100%。

如安溪潘洛铁矿每产 1 t铁矿石 ,废弃土石 、矿渣达

1.76 t ,这些废弃物全部倾倒在陡坡处 ,每逢暴雨就造

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又据调查 ,惠东南 44条灌溉 60

hm
2
多农地的主干渠道因开山采石年淤积量达3.2×

105 m 3 ,其中有 21条灌溉效益已明显下降 ,有 8条已

无法使用 。

3　水土流失的治理措施

3.1　修梯田与间作套种改造坡耕地

无论什么地区 ,凡是坡耕地在暴雨中都有不同程

度的水土流失。在山地丘陵区 20°～ 30°以上的陡坡 ,

水土流失最为严重。

3.1.1　改变坡地小地形 ,修梯田　在山地丘陵区开

垦土地应修建水平梯田(地),而不应顺坡种植 ,以免

地表径流顺犁沟集中 、加大水土流失。如果因人力 、

财力和时间的限制 ,可先采用水平等高程耕作等横坡

耕作方式 ,使第一条犁沟和第一行作物都成为一道防

线 ,对拦蓄地表径流和减少土壤冲刷有一定效果。因

此 ,把坡地有计划按一定距离分成若干地段 ,并采用

横坡耕作 ,每年翻地时坚持用山地犁或双向犁向下方

翻上 ,使地面逐年变缓 ,若干年后逐渐变成水平梯田 、

水平台地。泉州水土流失区花岗岩资源丰富 ,应逐步

使土坎向石坎过渡。

3.1.2　间作套种 、增加地面被覆和改良土壤　一般

采用高秆作物与簇生作物间作套种 ,禾本科作物与豆

科作物间作套种 。高秆作物与簇生作物隔行相间 ,利

于通风透光促进作物高产 。这 2 种作物先后或同时

种植 ,可增加地面被覆 ,并且由于收获期不同延长了

地面覆盖的时间 ,有利于水土保持。而豆科作物根系

有根瘤菌能改良土壤。从泉州市的自然条件和社会

经济条件出发 ,可采取以下间作套种模式:①薯田间

作套种:早薯苗期一边套种大豆 ,一边套种花生 ,或早

薯套种芝麻 、西瓜 、菜瓜等;晚薯套种秋大豆 、秋花生 、

大小麦和蚕豌豆等;②花生地间作套种:花生苗期畦

中套种晚薯 ,沟底间作高粱 、玉米 、九月豆等;③蔗田

套种:蔗田苗期套种大豆 、花生 、番茄 、矮脚菜豆 、黄瓜

和绿肥等;甘蔗生产后期 ,利用粗蔗秆搭架种植蘑菇

等食用菌。

3.2　乔灌草结合 、长短效益结合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

益并重 ,综合治理流失坡地

3.2.1　乔灌草结合　在水土流失区造林 ,应着重搞

好造林树种选择 ,造林密度和不同树种的混交 ,形成

适应水土流失区条件 ,多树种 、多层次 、高密度的水土

保持林 。

水土保持树种要求繁殖容易 ,生长迅速 ,耐瘠薄 ,

保土能力强 ,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泉州地区山地丘陵

除马尾松是较好的先锋树种外 ,杨梅和油柑是 2种很

好的先锋果树。杨梅是常绿灌木或乔木 ,树形圆整 ,

枝叶茂密 ,叶为草质 ,根系分布深广 ,须根发达 ,有菌

根固氮 ,性喜温湿气候和酸性土壤 ,耐瘠薄。油柑是

大戟科油柑属落叶性南亚热带果树 ,根系发达 ,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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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强 ,耐旱耐瘠 ,适应性强 ,不论高山 、丘陵地带均

可种植。杨梅和油柑生长快 ,病虫害少 ,寿命长 ,耐粗

放管理 ,技术简便易推广 ,经济效益高 ,是水土流失区

保持水土的理想果树 。经过在南安和惠安县试点后

泉州市已确定把杨梅和油柑作为生态效益和经济效

益兼优的水土保持树种加以推广种植。

不同树种混交 ,能更充分地利用土壤和空间 ,同

时相互促进 、补充并加快林木生长 ,增加地面的覆盖

度和时间 ,更好地发挥水土保持作用。马尾松纯林因

林相 、根系单一 ,树冠郁闭度较小 ,易受松毛虫危害 ,

水土保持作用较差 。因此 ,在远山 、陡坡和山顶营造

水土保持林 ,应实行乔灌草混交 ,可以选择马尾松 、杉

树 、落地松 、台湾相思 、小叶猪屎豆 、小毛豆 、赤宝草和

香根草等混交。对于疏林地 ,可补植树木 ,增加造林

密度 ,也实行乔灌草混交 。在沿海风沙侵蚀区的滨海

沙滩 ,可种植木麻黄 、湿地松等 ,营造混交防风林带 。

3.2.2　林间套种　在低山丘陵的山腰和缓坡地种植

杨梅 、柑橘 、茶树等 ,应采取在果茶树间套种果树 、牧

草 、中药材 、豆科植物等措施 ,提高水土保持效果和经

济效益。南安市在杨梅树中套种桃李 、菠萝;在边角

空隙地 、阶埂 、边坡套种小叶猪屎豆 、印尼绿豆 、无刺

含羞草等豆科绿肥。

永春县在柑橘园:①套种紫花角豆 。紫花角豆是

多年生葡伏茎豆科植物 ,生长特快 ,根系大 ,固土能力

强 ,有提高土壤肥力改良土壤的作用。紫花角豆可作

饲料 ,也可埋进柑橘树的根部充当肥料;②套种牧草。

永春山地一般较阴湿 ,牧草生长快 ,可以套种印尼小

号牛草 、澳洲牧草等;③套种衍生快 、根系大 、覆盖快

的中药材 ,如香茅 、乌蛇藤 、枸杞 、六陵菊和小黄菊等。

在较高的园地里套种香茅;山脚园地套种枸杞 、车前

草等喜阴药材;阳坡地套种小黄菊 、黄桅;阴坡园地套

种乌蛇藤 、板兰根 、六陵菊等。晋江市在低丘陵坡地

幼龄龙眼果园中套种周期短的香蕉 、泰国番石榴或树

冠矮小的桃李 ,树下套种花生 、大豆等 。在沿海防风

固沙林的网络内可以种植沙滩柑橘 ,在柑橘间套种西

瓜 、花生 、大豆 、甘薯等 。

上述措施对于提高果茶林和防风林的覆盖度 ,促

进郁闭成林 、减少水土流失 ,防止杂草滋生 ,改良土

壤 ,提高经济效益都具有很大作用。

3.2.3　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结合治理冲沟和崩岗　

在强度和烈度流失区 ,冲沟崩岗发育 ,水土条件相当

严重。因此 ,要封山育林 ,采用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

结合 ,以达到工程养植物 ,以植物养工程的目的 。对

于沟壑 、崩岗采取“上截 、下培 、中绿化”的方法 ,即在

崩岗顶部坡面和崩岗边缘修地埂 ,阻止径流流入崩岗

内以控制崩塌 ,在崩岗口砌筑土石谷场 、拦沙坝拦泥

固沙;大崩岗可在崩岗内沟底节节砌筑土石谷场。在

崩岗中种植速生快长 、根系发达的麻竹 、绿竹以截水

固土 ,在崩岗内壁上密植胡杖子等攀缘植物。

3.3　以小流域为单元 ,山 、水 、田 、林 、路 、村全面规划

综合治理

治理水土流失要力求治理与开发相结合 ,生态效

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因此 ,要以小流域

为单元 ,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 ,根据区域的气候特点 、

土地条件以及流失状况进行山 、水 、田 、林 、路 、村全面

规划 ,合理布局 、综合治理。在规划的总体布局中要

求达到远山 、陡坡和山顶林草带帽 ,近山 、缓坡和山腰

果树成带 ,沟旁 、路旁 、堤岸旁树竹成行 ,采取乔灌草

一起上 ,多树种多层次高密度的做法 ,合理利用土地

资源。此外 ,对开山采石 、兴修道路和水利设施 、建房

倒土取土都要求有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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