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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壤丘陵区坡改梯的水土保持效果研究

左长清, 李小强
(江西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 江西 南昌 330029)

摘  要: 针对我国南方红壤丘陵地区坡耕地产生严重水土流失的现状,对比分析了坡改梯以后的水土保持

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坡改梯具有明显的保水保土效果, 并且其保土效果要优于保水效果; 而在同样坡改

梯的情况下,植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的结合, 又能极大地提高保水保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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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errace 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Red-soil Hilly Area

ZUO Chang-qing , LI Xiao-qiang

( Jiangx i Provincial Resear ch Institute f or Soil and Water Conser vation, Nanchang 330029, J iangxi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tus of soil and water loss in Red-soil hilly area of South China, soil and water conserva-

t ion ef fects of terrace 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errace has obv ious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n effects, and its soil conservation benefit is bet ter than its w ater conservat ion benef it . Under

the same condit ion of terrace, biology measure integ rat ing engineering measure can great ly increase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ion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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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壤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红黄壤遍布我国

南方 14个省区,总面积约 2. 18 @ 106 km2,而山地丘

陵红壤面积达到 1. 06 @ 106 km2, 其中低丘岗地的面

积就有4. 30 @ 10
5
km

2
。该区域是我国热带和亚热带

经济及粮食作物的重要生产基地[ 1]。然而在长期的

坡地利用过程中,由于忽视了耕作方式的水土保持工

作,不合理的经营带来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地力

逐年衰退、生态环境恶化、水旱灾害频繁发生的严重

后果。在长江流域, 坡耕地的面积占到流域耕地总面

积的 39%,为 1. 07 @ 105 km2。据估算, 这 1. 07 @ 105

km2 的坡耕地,虽然仅占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的 19%,

但年土壤侵蚀量却达到 8. 0 @ 10
8
t左右, 约占长江流

域年土壤侵蚀总量的 1/ 3[ 2]。特别是在坡度陡、雨量

大、坡耕地多的地区,坡耕地土壤侵蚀量所占比例更

大。因此,在红壤丘陵地区的农业生产过程当中, 坡

耕地的治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改造坡耕地, 建设水平梯田, 是控制红壤丘陵区

坡地开发的水土流失,实现当地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措施。在坡改梯的过程中, 要注重植物措施与

工程措施的合理配置,提高水平梯田的水土保持效

果。并且,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探索费省效宏的水

土保持措施, 寻找最为合理的坡地耕作方式。近年

来,我们在江西省德安县建设了试验区, 开展了红壤

丘陵坡地水土保持与防洪减灾技术等一系列的研究,

期望进一步对开发利用红壤土地资源和治理水土流

失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布设在江西省水土保持生态科技园内, 地

理位置为东经 115b42c38d ) 115b43c06d, 北纬 29b16c

37d ) 29b17c40d, 处于鄱阳湖水系的博阳河西岸。该
地成土母质为第四纪红色黏土发育的红壤, 具有酸、

黏、板、瘦等不良特性。地貌类型为低丘岗地, 海拔高

度一般在 30~ 90 m 之间, 坡度多在 5b~ 25b之间, 是

我国红壤的中心区域,具有典型代表意义。

园区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 气

候温和, 雨量充沛。多年平均降雨量在 1 350 mm 以

上,降雨量在季节分配上很不均匀,雨量主要集中在

4 ) 6月份,而且多以大雨形式出现, 常形成洪涝, 强

大的降雨侵蚀力,导致土壤侵蚀严重。园区的土壤侵

蚀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 属南方红壤丘陵侵蚀区, 土

壤侵蚀方式以面蚀和沟蚀为主。

试验区选择在山坡的中下部, 坡面土层厚度在

0. 5~ 1. 5m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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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单场降雨情况下试验小区水保效果对比

日期 雨 型
降雨量/

mm

降雨强度/

mm/ h

各小区径流量/ m3

10 11 12 13

各小区流失泥沙量/ kg

10 11 12 13

8. 27 大暴雨 43. 4 10. 9 2. 30 0. 11 0. 24 0. 68 39. 67 0. 02 0. 08 10. 07

4. 20 暴 雨 70. 4 2. 8 2. 16 0. 18 0. 21 0. 47 5. 54 0. 05 0. 08 0. 73

5. 29 大 雨 33. 9 1. 7 0. 27 0. 04 0. 05 0. 05 0. 26 0. 01 0. 02 0. 12

6. 19 中 雨 17. 2 1. 0 0. 05 0. 01 0. 02 0. 02 0. 16 0. 01 0. 02 0. 02

4  结  论

梯田与坡耕地相比, 具有明显的保水保土效果,

地表径流量明显减少, 土壤抗蚀性显著增强。因此,

坡改梯是坡耕地治理的重要措施。在有条件的地方,

应将现有坡地改成水平, 以利水土保持。

在同样的水平梯田小区, 辅以植物措施的第 11

小区, 12小区保水保土效果要明显优于第 13 小区,

尤其以保土效果为甚。所以在坡改梯的过程中,要更

加注重植物措施的水土保持作用。在修筑土坎梯田

的区域,应该大力推广梯壁植草。这样,既能有效地

保护梯壁,又能起到良好的水土保持效果。在红壤丘

陵区,径流量和土壤侵蚀量同样存在年内分配不均的

状况, 并且,径流量和土壤侵蚀量随着降雨量的集中、

强度的加大而急剧增加。因此,在雨季尤其是水土保

持的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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