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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坡耕地资源及其治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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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四川省位于长江上游, 坡耕地面积 5. 48×106 hm 2, 占耕地总面积的 83. 07% , 是水土流失的主要侵

蚀源地。本文在介绍四川省坡耕地类型、数量及其分布的基础上, 简述了四川省坡耕地治理的重要性, 提出

了几点坡耕地治理的对策, 主要包括农耕农艺措施、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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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chuan P rovince is located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 iver. Slope cu lt iva ted lands com 2
p rise 5. 48×106 hm 2 of Sichuan P rovince, o r 83. 07% of the to ta l area of the p rovince. Slope cu lt iva ted lands

are the m ain sou rce of eroded so il and lo st w ater. T he paper in troduces the type, quan t ity and sta tu s of slope

cu lt iva ted lands, summ arizes the defin it ion of slope cu lt iva ted lands, and pu ts fo rw ard coun term easu res to

m anage slope cu lt iva ted lands. Coun term easu res invo lve farm ing sk ill m anagem en t, p ro ject m anagem en t and

b io logica l m anage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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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位于西南腹地, 介于东经 97°21′—108°31′

和北纬 26°31′—34°19′之间, 面积 4. 85×105 km 2, 占

全国的 5. 05% , 仅次于新疆、西藏、内蒙古和青海, 为

中国第 5 大省区[1 ] , 是农业和人口大省。

四川山地面积大, 平原面积小, 丘陵山地占

90. 0% , 平原仅占 5. 3% [1 ]。四川省的耕地以坡耕地

为主, 坡耕地在四川省的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和作用。但坡耕地的生产、生态问题十分突出, 坡薄土

比重大, 水土流失严重, 土壤养分贫乏, 这不仅加剧了

四川自身的旱、洪灾害, 同时也加重了长江中下游的

洪涝灾害。为此, 对其分布状况及合理利用途径进行

研究将对加速四川省丘陵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 实现

四川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改善长江上游的农业

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1　坡耕地的类型、数量及其分布

四川省的耕地面积为 6. 60×106 hm 2, 坡耕地面

积约 5. 48×106 hm 2, 占耕地总面积的 83. 07% , 平坝

耕地 (≤2°) 1. 12×106 hm 2, 仅占 16. 93% , 主要集中

分布于成都平原、岷江及长江沿岸的一级阶地上。而

坡耕地指坡度≥2°的耕地, 由缓坡耕地 (2°～ 6°)、漫坡

耕地 (6°～ 15°)、急坡耕地 (15°～ 25°) 和陡坡耕地 (≥

25°) 组成。缓坡耕地 1. 03×106 hm 2, 占 15. 53% , 集中

分布在盆中丘陵区, 地貌以中丘宽谷、浅丘带坝、槽坝

地、一台地以及河流阶地为主; 漫坡耕地面积为 2. 1

×106 hm 2, 占 32. 73% , 主要分布于盆地丘陵内的中、

深丘地貌区; 急坡耕地面积为 1. 64×106 hm 2, 占

24. 82% , 主要分布于盆地丘陵内的中、深丘及低山地

貌区; 其余为陡坡耕地, 主要分布于盆周山区、川西南

山区、盆西高原山区以及盆地内中、深丘地区[1- 2 ]。

2　坡耕地治理的重要性

2. 1　防治水土流失

四川省水土流失面积约 2. 00× 105 km 2, 占全省

幅员面积的 41. 3% , 占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面积的

56. 6% , 是长江上游以至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之一[3 ]。1998 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的特大洪灾无疑与

四川省坡耕地的水土流失加剧密切相关。水土流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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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最大的是 7. 69×105 hm 2 大于 25°的坡耕地和 9. 65

×105 hm 2 尚未改造的 5°～ 25°的坡耕地[4 ]。四川要建

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绿色屏障, 对坡耕地的研究和治理

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2. 2　防止土壤质量退化

目前, 我国不仅耕地面积在急剧的减少, 而且

50% 以上的耕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质量问题, 表现之

一就是水土流失[5 ]。坡耕地水土流失会导致土层变

薄, 土壤养分流失, 最终导致土壤质量的退化, 从而影

响坡耕地的持续利用和生产能力的发挥, 因此, 对四

川省的坡耕地进行深入研究, 提出有效的综合治理措

施, 是防治土壤质量退化的有效途径。

2. 3　稳定耕地数量

四川是长江上游最主要的侵蚀区, 也是西部和长

江上游最主要的农业大省。四川的耕地总量大, 而人

均耕地少, 人均耕地 0. 08 hm 2,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 ]。

据 1952—1994 年数据统计, 耕地减少了 9. 35×105

hm 2, 而人口却增长了 3. 59×107 人, 人均耕地从

1 184 m 2ö人减至 553 m 2ö人, 人均耕地减少了近一

半[2 ]。耕地后备资源贫乏, 未利用土地零星分布在田、

土坎, 利用难度较大; 荒草地可开垦为耕地的不多, 且

多分布于气候、土质、交通条件较差、开垦困难的川西

南山地和川西北高原等边远山区; 盆地区基本无可开

垦荒地; 其它盐碱地、沼泽地、沙地、裸土地等可利用

土地在目前经济技术水平下难以有效利用。加之今后

几年, 25°以上的坡耕地将退耕还林还草, 这意味着四

川将面临人均 400 hm 2 耕地的严峻形势, 如何在 2005

年使四川省仍能保持年人均粮食 400 kg 的水平是当

前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4 ]。

坡耕地虽然是四川省水土流失的侵蚀源之一, 但

对其进行综合治理后, 能够减少水土流失、减少耕地

数量损失, 从而间接起到稳定耕地数量、保证并提高

人均粮食产量的作用。所以, 四川省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主要矛盾在坡耕地, 主要潜力也在坡耕地。

3　坡耕地治理对策

坡耕地治理的重点区域仍放在丘陵地区, 四川省

丘陵区具有暴雨集中、植被稀疏、坡耕地多、产流速度

快、坡面水系紊乱、破坏力大等特点。四川省农区最严

重的水土流失发生在东部盆地紫色丘陵农区, 泥土流

失主要来自坡度≥6°的坡土, 水土流失治理的基本思

想是以集雨拦洪 (地表径流) 蓄水即治水为中心, 旱、

洪兼治, 主要治理途径是充分开发土壤、工程、生物三

大“水库”的拦洪蓄水功能, 有效集蓄和利用天然雨水

资源, 兴利除害, 为持续农业创造良性生态系统[6 ]。

3. 1　农耕农艺措施

3. 1. 1　种植技术

(1) 横披种植法。改传统顺坡种植为横坡间作套

种, 可使地表径流减少 48% , 泥沙流失减少 62% , 养

分流失减少 16. 5% , 粮食单产增加 20% [7 ]; 等高开

“横行”“横带”的横坡等高沟垄两端加挡埂的种植措

施, 较之横坡等高沟垄一端加挡埂、斜坡沟垄一端加

挡埂及顺坡沟垄等 3 种种植措施优越, 横坡等高沟垄

加挡埂能显著减少土壤流失量和径流量, 达到有效保

土、保水、保肥和提高粮食产量的目的[8 ]。

(2)“目”字型种植。“目”字型种植有蓄水抗旱、

增加土温和水土保持的效益, 土壤蓄水 (0～ 4 cm ) 较

常规平作多 20. 55 m 3öhm 2, 各生育期平均延长抗旱

天数 3. 3 d, 增加土温 0. 25℃～ - 0. 94℃, 且减少坡

土地表径流 78% 和泥土流失量 80% , 是四川盆中丘

陵区旱坡耕地较好的保土抗旱措施[9 ]。

3. 1. 2　覆盖技术

(1) 地膜覆盖。能抑制土壤水分蒸发、减少地表

径流、蓄水保墒, 还能增温保温、保护土壤表层、改善

土壤物理性状、培肥地力, 抑制杂草和病虫害, 提高水

分利用率, 促进作物生长发育等。一般覆膜层下 40

cm 土层的土壤含水量可提高 2%～ 5% (重量含水

量) , 可提高地温 2℃～ 4℃。地膜覆盖的方式因当地

自然条件、生产季节、栽培习惯及作物种类而不同, 可

分为先覆膜后播种、先播种后覆膜。覆盖的方法也可

分为行间覆盖、根区覆盖等。

(2) 秸秆覆盖。利用作物秸秆、干草、残茬、树叶

等枯死的植物覆盖在土壤表面上, 秸秆覆盖材料有麦

糠、碎麦秸、碎玉米秸、碎豆秆等, 一般多用麦秸和玉

米秸秆覆盖。秸秆覆盖能有效地抑制土壤水分蒸发、

使地表免遭雨滴直接的冲击、防止地表板结、改善耕

层土壤物理性状、促进微生物活动, 还能减缓或防止

地表径流、增加雨水入渗时间、缓解径流与水分入渗

的矛盾。此外, 也是增加土壤有机物投入的方式之一,

多年连续的秸秆覆盖还田, 能够增加土壤有机质, 培

肥土壤。在 8°和 14°的坡地进行秸秆覆盖, 地表径流

分别为 14. 6mm 和 15. 9 mm , 比对照横坡垄作减少

81. 5% 和 87. 5% , 泥沙流失量分别为 0. 3 töhm 2 和

2. 2 töhm 2, 比对照减少 88% 和 95% , 此外还能使降

雨就地入渗, 增加土壤含水量 5%～ 15% [4 ]。

秸秆覆盖法因当地自然条件、作物种类、生产季

节而不同。据覆盖时间划分休闲期和作物生育期覆

盖。前者是在一年一熟地区, 在作物成熟收获后进行

覆盖, 后者是在作物生育期间进行覆盖。在一年两熟

地区, 秋收作物多采用免耕秸秆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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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3　垄作技术　 (1) 格网式垄作技术是与麦玉苕

相配套的防蚀保土耕作法。(2) 聚土免耕垄作技术是

从川中丘陵实际出发, 总结历史经验提出的一种旱坡

地开发生态工程, 可与坡改梯工程结合实施的高效耕

作技术, 在生态上具有防蚀、抗旱、培肥和自调能力,

在经济上增产增收、节劳省工。

3. 2　工程措施

3. 2. 1　增厚土层　四川省的降雨分布规律为年际间

变化大, 年内时空分布不均, 坡耕地土层薄, 降雨集

中, 土层径流量大, 水土流失严重, 春、夏、伏旱灾害频

繁, 造成坡耕地的水分状况很差。四川省的坡耕地土

层较薄, 大多不足 50m , 有的低于 30m。增厚土层对

增强作物的抗旱能力和减少水土流失的作用很明显。

3. 2. 2　坡改梯　坡改梯是治理坡耕地水土流失较为

有效的措施。对于< 15°的坡地, 沿等高线修筑台式梯

土, 在土层较厚或较为开阔地段修筑水平梯地, 而在

地块狭窄地段可修成具一定斜度的坡式梯地; 土层较

薄、地形较陡的地方或低产区, 可修成坡式梯田, 再逐

步形成水平梯田。对于 15°～ 25°的坡地可考虑其地形

条件, 沿等高线修筑 1. 5～ 2m 以下的梯埂, 台面宽 3

～ 5m , 可为果、林、粮间作创造条件。在缺少石料的丘

陵区, 可应用四川省发明的专用坡改梯预制件。该技

术分析坡坎受力原理, 利用三角形的稳定性, 由三角

架、稳固钉、挂耳和挡土板预制件组成, 比石料砌坎节

约成本。而石质山区、坡土基石裸露较多, 可结合爆破

措施, 清石还土, 相对扩大台地面积、改善耕作条件。

3. 2. 3　实施坡面水系工程　包括排灌渠、蓄水池、沉

沙凼、山平塘等, 可对坡面径流实施有效的拦、蓄、引、

灌、排, 已成为控制水土流失, 充分利用坡面径流, 改

善农业生产条件的重要措施[10 ]。

3. 3　生物措施

目前主要是植物篱技术。它是指坡耕地上的单一

或多种农作物、园艺作物、饲料作物之间的种植树木

或灌木篱。种植植物篱后, 坡耕地上各次降雨产生的

径流和累积地表径流均显著降低, 幅度为 26%～

60% , 其对控制暴雨产生的地表径流尤其有效; 同时

等高固氮植物篱在防治土壤养分退化方面效果明显,

与传统的顺坡种植相比, 在坡耕地上培植新银合欢等

高植物篱和山毛豆等高植物篱, 正常耕作 3～ 6 a 后,

由于肥力状况改善, 农作物产量明显高于传统的种植

产量[11—12 ]。目前研究、筛选的植物篱品种有明显的水

土保持功能和生态效应, 但经济效益较差, 加之植物

篱的品种较为单一, 因此, 大面积的推广应用有相当

难度。而经济植物篱技术是一种特殊的农林复合模

式, 是在坡耕地上沿水平方向带状种植的植物篱, 或

在已改造的坡地土埂上种植的护埂植物带。其功能是

减少水土流失和提高经济效益。

经济植物篱 (埂) 的种类要选择多年生、根系发

达、适应性强、萌生性好的植物, 所选品种要考虑经济

效益和市场前景。植物篱的品种可选择香根草、紫穗

槐、山毛豆、新银合欢、黄花、蓑草、紫背菜、果、桑、椒

等。在高坡度上, 以生态型为主, 在中、低坡度上, 以经

济效益为主。要注意根据土壤母质、立地条件、气候条

件及销售市场等因素, 因地制宜选择适宜种类和品

种; 尽可能成片种植, 发挥规模效益。据现有研究成

果, 在高坡度的或土层瘠薄的地方种植蓑草、紫穗槐,

在中低坡度或土质较好的地方种植的桑、茶、金银花、

牧草、黄花等, 可获得十分良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

用植物篱防治坡耕地的水土流失可获得较好的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易于为

农民所接受。目前应着力开展经济植物篱的品种选

择、构建模式及利用方式等方面的研究, 根据不同生

态区、不同立地条件选择植物篱组合和配套作物, 因

地制宜地建立苗圃基地, 发展加工、销售一条龙企业,

加大植物篱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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