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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我国人口不断增长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耕地面积逐步减少 ,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土壤中

的养分进入河流、湖泊 ,引发水体富营养化。为了从源头上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必须根据土壤生物热力学

原理 ,以土壤为中心 ,大力治理坡地。在查阅文献的同时 ,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 ,发现在坡地营建等高固氮

植物篱是一项有效措施 ,既可以利用生物固氮 ,减少化肥施用量 ,维持土壤一定的生产力 ,又能够防止水土

流失 ,拦截、减缓地表径流 ,吸收土壤中的养分 ;氮、磷在岸边植被带的截留率分别为 89 %和 80 % ,还可以

带来一些经济收益。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坡地固氮植物篱的若干关键营建技术及应注意加强抚育管理 ,防

治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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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Non2point source pollu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in China wit h pop ulation growt h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 ment . Thus , sloping lands are paid a great at tention in order to gain much more prod2
uct s. While forest coverage decreases t here , when heavy raining happens , soil erosion get s worsening. In

t his case , much more nut rient s enter rivers and lakes which result in eut rop hication. For cont rolling non2
point source pollution f rom t he sources , sloping land management in the headwater regions is necessary. It

has been approved t hat contour hedgerow system is the most favorable art for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

which is considered as a vital measure to cont rol agricultural non2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p ractice. By imple2
menting hedgerow intercropping , it can fix nit rogen t hrough plant s so as to reduce chemical fertilizers inp ut ,

p revent soil erosion , uptake soil nut rient s , and hold up pollutant s. Through hedgerows , N and P are reduced

by 89 % and 80 % respectively , which provides habitat s for wildlife. Moreover , t he planting techniques of

hedgerows in sloping lands are also discussed such as design of t he system , met hods of site p reparation , and

type of planting , as well as tending and maintaining measures.

Keywords : non2point source pollution ; hedgerow intercropping; sloping land

　　我国的国土面积有 9. 60 ×106 km2 ,但耕地资源

很少 ,全国的耕地仅约 1. 00 ×108 hm2 。随着人口增

加和城市化进程加快 ,耕地面积特别是高质量的耕地

逐年减少[1 ] 。1978 —1997 年间 ,每年净减少的耕地

面积高达 2. 50 ×105 hm2 ,而同期我国人口每年净增

1 450 万人。这种持续的耕地减少和人口增长的双

重压力 ,进一步加剧了本来就十分突出的人地矛盾。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 ,导致毁林开荒和陡坡

耕作愈演愈烈 ,形成大面积的坡耕地。目前 ,坡耕地

有约 4. 00 ×107 hm2 ,很容易引发水土流失[2 ] 。



全国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3. 67 ×106 km2 ,占国土

面积的 38. 2 % ,其中水力侵蚀面积占 49 %。每年我

国流失的土壤达 5. 0 ×109 t ,每流失 1 t 土壤中 ,含氮

2. 55 kg ,磷 1. 53kg ,钾 5. 42 kg[3 ] 。造成水土流失的

主要原因有两个 :其一 ,坡耕地面积及陡坡耕作大量

增加 ,又缺乏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 ;其二 ,地表自然植

被的不断破坏和减少加剧了水土流失。水土流失使

生态环境恶化 ,土地生产力下降 ,耕地减少 ,江河、湖

库淤塞 ,加剧旱涝和山地灾害 ,直接威胁城市和乡村

的安全。水土流失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污染水质 ,造

成水体富营养化。

我国湖泊的总面积约为 83 400 km2 ,约占国土总

面积的 0. 8 %。大型淡水湖泊和城市湖泊均为中度

污染 ,75 %以上的湖泊富营养化加剧[4 ] 。研究表明 ,

对于湖泊、水库等封闭水域 ,当水体内无机氮总量大

于 0. 2 mg/ L ,磷酸盐磷浓度大于 0. 01 mg/ L 时 ,就

可能引起藻华现象的发生。据调查 ,在太湖流域 ,农

田的农药、化肥等流失对城镇地区地表水氨氮的贡献

率超过 50 % ,总磷超过 30 %[ 5 ] ;以致引发影响极大的

2007 年夏季无锡太湖水污染事件。滇池污染中 ,农

业面源污染对于总氮、总磷含量的贡献率已分别高达

43. 3 %和 37. 1 % ;巢湖全流域每年因大量使用化肥 ,

致使至少 6 000 t 氮和 2 800 t 磷入湖 ,目前巢湖水的

氮磷比已经接近蓝藻暴发的临界点[6 ] 。我国目前有

近 1/ 2 的湖泊都处于严重的富营养化状态 ,而农业面

源污染是主要的原因之一[4 —5 ,7 ] 。

因此 ,采取营建固氮植物篱等有效措施对坡地进

行治理 ,防治水土流失 ,减轻农业面源污染 ,对于合理

利用土地 ,涵养水源 ,保护人民身体健康 ,推动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8 —9 ] 。

1 　农业面源污染源头控制原理

农业面源污染的形成有多种原因 ,从本质上讲 ,

农业面源污染物来自于土壤中的农业化学物质 ,因

此 ,它的产生、迁移与转化过程实质上是污染物从土

壤圈向其它圈层特别是水圈扩散的过程[10 ] 。与工业

污染、生活污染相比 ,农业面源污染分布面积广 ,污染

在空间上、时间上的不确定性较大 ,因此 ,治理和控制

的难度更大 ,任务更艰巨[4 —5 ,11 ] 。

从农业面源污染的发生及其产生的后果来看 ,有

3 种途径可以进行控制 ,分别是源头控制、过程控制

和末端控制 (改善水质) [12 —14 ] 。无疑 ,在这些途径中 ,

进行源头控制是最重要的。源头控制目的是控制与

削减源头的污染源 ,减少面源污染物如化肥、农药等

的施用量 ,改善土壤性状 ,防止或减少水土流失 ,从而

达到控制水体的面源污染负荷量。

从这里不难看出 ,源头控制的研究对象是土壤 ,方

法是培肥土壤 ,改善土壤理化性状 ;增加森林覆盖 ,减

少水土流失[15 —16 ] 。根据土壤生物热力学原理 ,土壤肥

力不是土壤含有养分的多少 ,而是调节供应养分的能

力 ,土壤本身有肥气 ,通过代谢可以产生出作物需要养

分的 40 %左右 ,有时可以供应到 60 %[17 ] ,不足的部分

才需要施肥。培肥土壤 ,提高农业产量 ,首先要平衡施

肥 ,其内涵就是实行 3 个“平衡”,即有机肥与无机肥平

衡施用 ;氮、磷、钾素平衡施用 ;大量元素与中微量元素

平衡施用。针对现在通常的肥料施用状况 ,一是要增

加有机肥的投入 ,培肥土壤肥力 ;二是要控制和减少氮

肥量 ,协调氮、磷、钾使用比例 (最佳为 1 ∶0. 3 ∶

0. 5) [18 ] ,增加施用硅肥、硼肥和锌肥等 ;加强生物固氮 ,

如豆科作物和非豆科作物间作及施用含固氮菌的菌

肥 ,可以减少化学氮肥的施用量[19 ] 。

一般的评价土壤肥力的指标有 N , P , K 养分含

量 ,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土壤结构状况等静态指标。这

些指标可以从土体性质的不同侧面说明土壤肥力的

高低。但是 ,土壤肥力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 ,静态

指标不能全面、综合地评价土壤肥力状况。有鉴于

此 ,人们又提出了土壤系统熵的概念[17 , 20 ] 。

土壤系统熵可表示为 :S =∫d H
G

式中 :G———单位面积上因能源物质分解形成的有效物

质或人工输入的物质; d H ———相应的物质势能损失。

在土壤中 ,有机质和土壤腐殖质是能源物质 ,在

没有人工施肥的土壤中 ,农作物的经济输出是以消耗

土壤腐殖质能量为代价的。由于腐殖质的 C/ N 接近

于一个常量 ,一定氮素的矿化相应的分解一定量的腐

殖质。土壤系统熵可以通过下式来定量计算。

ΔS =
单位面积腐殖质量×DN ×φN - 单位面积产量×K1

单位面积全氮重量×DN

式中 : DN ———腐殖质和有机氮的矿化率 ; φN , K1 ———

分别为腐殖质和农作物种子的折能系数。按此 ,熵的

意义就是不施肥的土壤每消耗单位重量土壤有机氮

所带来的能源物质势能的损失 ,它是物质能量转换效

率的表现。

根据土壤生物热力学原理 ,培肥土壤 ,提高农产

品产量的措施主要有 : (1) 营造农田防护林 ,改善农

田环境 ; (2) 种植绿肥 ,进行复合经营 ,促进生物固

氮 ; (3) 施有机肥和固氮菌肥 ; (4) 自然免耕等。

为此 ,应当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气候、

土壤等自然条件 ,因地制宜 ,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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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坡地农林复合经营 ,以林促农 ,减少对土壤的扰

动和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的施用量 ;在沟坡和水岸构

建植被缓冲带 ,减少水土流失 ,涵养水源 ,控制农业面

源污染[21 —22 ] 。

2 　坡地固氮植物篱的作用与效益

在农业面源污染中 ,土地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 ,它

直接遭受危害 ,导致理化性状、肥力水平等变差 ;另一

方面 ,土地受到污染后 , 含较高浓度污染物的表土容

易在风力和水力的作用下分别进入到大气和水体中 ,

导致大气污染、地表水污染、地下水污染和生态系统

退化等其它次生生态问题。

河流、湖泊、水库等的上游地区基本是以农业生

产为主。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 ,在不断改进良种

的情况下 ,耕作也更加精细 ,经营更加集约。化肥、农

药、除草剂等的施用量逐年加大 ,土壤处于过营养状

况[4 , 23 ] 。而这些地区又以坡地为主 ,下雨时 ,容易发

生水土流失 ,使土壤中的养分进入水系 ,导致水体富

营养化。在这种情况下 ,进行坡地等高固氮植物篱建

设是非常必要的。

等高固氮植物篱是一种农林复合经营方式 ,或称

为植物篱间作 ( hedgerow intercropping) ,是将木本

固氮植物在坡耕地上沿等高线带状密植 ,通过生物固

氮 ,减少化肥施用量 ,保持土壤一定的生产力 ;进行适

时修剪 ,将其控制在适当高度 ,避免与农作物发生光

热竞争 ,同时刈割枝叶作为绿肥或覆盖物施人相邻的

作物种植带[24 —26 ] 。

由此可见坡地固氮植物篱有如下特点。(1) 应用固

氮植物配肥土壤。与化学固氮相比 ,生物固定的氮能全

部为植物利用。据估算 ,2 t 化肥纯氮的效果才相当于 1

t 生物固定的氮 ,即 1 t 生物固定的氮至少相当于 4. 4 t

尿素。全球年生物固氮量为 1. 40 ×107 ～1. 70 ×107

t [27] ,即相当于 6. 16 ×107～7. 48 ×107 t 尿素 ,而且更重

要的是 ,生物固定的氮及其过程不会污染环境。(2) 控

制水土流失。通过植物篱的拦截和对土壤物理性质的

改善 ,能有效减少养分流失 ,提高土壤生物活性。(3) 产

生一定的经济效益。植物篱常由多年生常绿固氮植物

组成 ,许多固氮植物嫩枝叶含有丰富的粗蛋白 ,如新银

合欢(Leucaena leucacephala)枝叶干物质粗蛋白含量达

18 %～24 % ,是优良的牲畜饲料 ,可以通过发展养殖业提

高农民经济收入 ,促进山区产业结构的转变。(4) 植物

篱还可提供薪柴。例如在坡耕地上间距 4 m 的新银合

欢等高植物篱 ,每年提供枝叶可以达到 14～ 30. 5 t/

hm2 ,可以缓解当地居民的生活能源问题 ,从而有利于保

护植被[28 —29] 。

在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方面 ,在河流、湖泊、水库等

的上游或岸带 ,通过建设以坡地植物篱为主的生态沟

渠、生态拦截系统 ,一是可以通过减缓地表径流 ,阻截

大部分农田损失的养分 ;二是可以利用不同植被对土

壤养分吸收能力的互补性 ,吸收、利用土壤中过量的

氮、磷等物质 ,加强氮、磷等在陆地生态系统内的循

环 ,从而在根本上减少对水体的污染[30 —31 ] 。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 ,美国农业部水保局就提出

了应用植物篱。1991 年美国开展了用植物篱控制水

土流失的研究。结果表明 ,植物篱可减少 60 %的地

表径流和 75 %的泥沙[32 ] 。1994 年以来 ,植物篱已作

为一种有效的水保措施在美国得到广泛推广应用。

国外研究发现 ,氮在岸边植被带的截留率为

89 % ,而农田作物的截留率仅为 8 % ;磷的截留率分

别为 80 %和 41 %[18 , 32 ] 。可见乔木植被带截留和调

节控 制 氮、磷 的 能 力 比 农 作 物 强 得 多。孙 辉

等[26 , 33 —34 ]在四川的研究表明 ,不同等高固 N 植物篱

模式中 ,植物篱下面及两侧 20 cm 以下土层有效磷含

量均低于种植带中部 20 cm 以下土层 ,表明植物篱根

系吸收土壤中有效磷效果明显。

在坡耕地上种植植物篱后 ,缩短了地表径流在坡

上运动的长度 ,能降低径流的流速 ,而且坡耕地的地

表径流通过植物篱的层层拦截 ,一方面延长了地表径

流的下渗时间 ,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地表径流的速

度 ,加上土壤水分入渗率的逐年改善 ,因而能使坡耕

地的水土流失得到十分有效的控制。廖晓勇等[35 —36 ]

通过定位研究 ,发现地表径流降低的幅度在种植植物

篱 3 a 后可达 50 %～70 % ,降低土壤侵蚀的幅度达

97 %～99 % ,使土壤流失得到完全控制。

经过几年的常规耕作 ,植物篱之间的耕作带可形

成梯地 ,而且这种梯地与工程修建的梯地相比 ,具有

明显的优越性 ,既能起到坡改梯的作用 ,在减少化肥

用量的情况下又能保持土壤肥力 ,而且还能够生产饲

料、果品等 ,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基本上达到了坡耕

地治理的目标。

因此 ,在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中 ,应以改良土壤性

状 ,防治水土流失为中心。其中 ,发展坡地农林复合

经营 ,构建植物篱是十分有效的措施[13 , 37 ] 。

3 　坡地固氮植物篱营建技术

植物篱为无间断式或接近连续的狭窄带状植物

群 ,由木本植物或一些茎干坚挺、直立的草本植物组

成。它具有一定的密集度 ,在地面或接近地面处是密

闭的。一般是在土埂或坡地上种植多年生且有一定

经济效益的木本或草本植物 ,从而控制水土流失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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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经济效益。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经济植物篱 + 农

作物 ,二是经济植物篱 + 经济作物[ 38 ] 。

3. 1 　设计原则

在实践中设计上强调对面源污染的控制 ,合理地

设置等高固氮植物篱的位置是其有效拦截雨水径流 ,

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根据实际地形确定 ,一般设置

在坡地的下坡位置 ,与径流流向垂直布置。在坡地长

度允许的情况下 ,一般沿等高线设置多条等高固氮植

物篱 ,以削减水流的能量[39 ] 。如果选址不合理 ,大部

分径流会绕过等高固氮植物篱 ,直接进入受纳水体 ,

其拦截面源污染物的作用就会大幅降低。水体周边

等高固氮植物篱一般沿河道、湖泊水库周边设置 ,利

用植物或植物与土木工程相结合 ,对河道坡面进行防

护 ,为水体与陆地交错区域的生态系统形成一个过渡

缓冲 ,强调对水质的保护功能 ,达到控制水土流失 ,有

效过滤、吸收泥沙及化学污染 ,降低水温 ,保证水生生

物生存 ,稳定岸坡的作用。

坡面防水蚀植物篱要根据坡面坡度、坡形、土壤

物理学性质等具体情况 ,在坡耕地上每隔 3～7 m ,沿

等高线高密度种植单行、双行或多行生长快 ,耐平茬 ,

萌芽力强 ,根系发达 ,固土能力强的木本植物或草本

植物。草本或小灌木株距 5～10 cm , 行距 20～60

cm ,其它树种株行距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40 ] 。生态

效益好 ,经济效益佳的木本或草本植物 (包括农作物、

经济树种或目标用材树种) 种植在两层植物篱之间。

在此种植物篱的建设中 ,尤其要注重有固氮能力 ,可

以培肥土壤的树种或草种的应用。

3. 2 　整地

3. 2. 1 　整地方法 　

(1) 带状整地。这种整地方法适合在山地、丘陵

或者北方草原区的植物篱建设时应用。山地丘陵带

状整地要沿等高线进行。带状整地宽度多在 30 cm

以上 ,根据实际地形等条件可以适当进行调节。带长

根据地形确定 ,不能过长 ,每隔一定距离保留 1. 0 m

左右的自然植被[ 16 ,22 ] 。

(2) 穴状整地。穴状整地是山地、丘陵、平原地区

广泛采用的整地方法。山地陡坡、水蚀和风蚀严重地

带更应该用采用此种方法。整地规格 ,穴的口径 10～

60 cm ,植物篱为灌木及草本植物时 ,穴口径要适当小

些。在山区或丘陵地 ,一般不提倡全面整地或高规格

整地措施的应用。

3. 2. 2 　整地深度 　针叶树种造林整地密度应达到

30 cm ,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应达到 40 cm。阔叶树

种造林整地深度应大于 40 cm[8 , 37 ] 。经济林和灌木、

草本植物整地深度 ,根据造林树种和苗木大小确定。

3. 2. 3 　整地时间 　一般应在造林一个月前整好地。

有冻拔害地区 ,可不预先整地 ,造林时挖穴栽植。干

旱、半干旱地区造林整地应在雨季前或雨季进行。

3. 3 　建植技术

3. 3. 1 　植苗方法 　

(1) 挖穴栽植。穴的大小和深度应略大于苗木

根系。苗木要竖直 ,根系要舒展 ,深浅要适当 ,填土一

半踩实 ,再填土踩实 ,最后覆上虚土。应用带状整地

或开缝栽植方式植苗。松柏类小苗造林 ,在整好的造

林地上用锄或锹开缝 ,放入苗木 ,深浅适当 ,不窝根 ,

拔出工具 ,踏实土壤。

(2) 栽植深度。根据立地条件、土壤墒情和树各

确定栽植深度。一般应略超过苗木根颈部。干旱地

区、沙质土壤和能产生不定根的树种可适当深栽。

(3) 苗木处理。造林前根据树种、苗木特点和土

壤墒情 ,对苗木进行剪梢、截干、修根、剪叶、摘芽、苗

根浸水、蘸泥浆等处理 ;也可采用促根剂、生根粉、蒸

腾抑制剂和菌根制剂等新技术处理苗木。苗木都要

分级造林。容器育苗须拆除根系不易穿透的容器。

(4) 分殖栽培。

①插条造林。穗条应采用 1～2 a 生优良萌条 ,

插穗长度 30～50 cm ,直径 1. 5～2. 0 cm。干旱地区

应深埋少露。竹类主要采用分蔸造林方法。

②插干栽培。插干材料应采用截根苗木、萌生

枝其长度应为 3～3. 5 cm ,干径 3 cm 以上。栽植深

度在 50 cm 以上。干旱地区 ,地下位 2 m 左右的宜林

地 ,杨柳类树种可以钻孔插干深栽[25 , 41 ] 。

3. 3. 2 　播种方法 　种子来源较充足 ,易于发芽生根

并有一定抗旱性能的树种 ,可采用播种造林。人工播

种造林 ,一般要先整地 ,墒情较好时采用穴播或条播 ,

在操作困难的地段 ,可在雨季采用撒播。播种量根据

种子质量、立地条件和造林密度确定。穴播、条播覆

土厚度 ,一般为种子直径的 3～5 倍 ,土壤黏重的可适

当薄些 ,沙性土壤可适当厚些[12 ,19 ] ,也可以覆盖火烧

土或狼萁。

3. 3. 3 　造林季节

(1) 春季造林。应根据树种的物候期和土壤解

冻情况适当安排造林 ,一般在树木发芽前完成。南方

造林 ,土壤墒情好时应尽早进行。北方造林 ,土壤解

冻到适宜深度即可进行。

(2) 雨季造林。小粒种子播种造林和容器苗造

林。要注意雨情动态 ,适时造林。

(3) 秋季造林。冬季无冻拔危害的地区 ,可在秋

末和冬初造林 ,秋季适宜阔叶树植苗造林和大粒、硬

壳、休眠期长、不耐贮藏种子的播种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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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苗和带土坨苗木可不受季节限制 ,适时造

林。造林季节天气干旱 ,土壤含水率过低 ,又无灌溉

条件的 ,可延期造林。

3. 4 　抚育管护技术

(1) 松土除草。植物篱建成后应根据实际需要

及时进行松土除草 ,与扶苗 ,除蔓等结合进行 ,做到除

早 ,除小 ,除了。对穴外影响幼苗生长的高密杂草 ,要

及时割除。连续进行 3～5 a ,每年 1～3 次。有冻害

的地区 ,第一年以除草为主 ,可减少松土次数。松土

除草应做到里浅外深 ,不伤害苗木根系 ,深度一般为

5～10 cm ,干旱地区应深些 ,丘陵山区可结合抚育进

行扩穴 ,增加营养面积[ 21 ] 。

(2) 补植、补播。植苗成活率不合格的地段 ,应

及时进行补植或重新栽植。补植应用同龄大苗。

(3) 幼苗田间管理。播种后至以幼树生长稳定

前 ,应进行 1～2 次间苗定株 ,使单位面积株数达植物

篱密度的要求。

(4) 平茬复壮。对具有萌芽能力的树种 ,因干

旱、冻害、机械损伤以及病虫兽危害造成生长不良的 ,

应及时平茬复壮。

(5) 病虫害防治。病虫害防治应贯彻预防为主 ,

综合防治的原则 ,及时、准确地做好病虫害的预测预

报 ,采取生物、化学、物理等防治措施。剪除病虫枝、

叶、果 ,挖掉危害严重的病虫植株 ,并给以烧毁 ,严格

控制病虫蔓延。加强苗木检疫 ,禁止到疫区调动苗

木。防治病虫害要选用高效低残毒农药品种 ,以及适

宜的剂量和施药方法。经济作物果实上农药的残留

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提倡使用生物农药。提

倡生物防治措施 ,保护和利用害虫天敌 ,改善害虫敌

的繁衍和生存环境。

对新建植的植物篱要进行适当保护 ,防止人为破

坏 ,可以有计划地割草 ;易受冻、旱害的针叶树种 ,当

年冬季应采取覆土 ,盖草等防寒 (旱)措施[31 , 42 ] 。

4 　结 论

针对我国主要水域水体营养负荷过大 ,水质下降

的状况 ,农业面源污染源头控制方法 ,就是根据土壤

生物热力学原理 ,以土壤作为主体研究对象 ,围绕发

展生态农业 ,进行农林复合经营 ,依靠生物措施培肥

土壤 ,减少农业化学品的投入 ,改善农业生产环境 ,从

根本上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鉴于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是由地表径流而引起 ,因

而治理水土流失是解决水体污染的根本之策[43 ] 。水

土保持措施可从 2 个方面来探讨 :一方面是使表土稳

定化或以植被覆盖来减少雨点对表土的冲击 ;另一方

面是降低坡度 ,以渠道化手段分散径流或降低流速 ,

以减弱径流的侵蚀力 ,并减少雨水在地面溢流的数

量。围绕这 2 个方面 ,许多水土保持技术都在水体污

染防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我国发展起来的在坡

耕地上种植植物篱 ,由于缩短了地表径流在坡上运动

的长度 ,能降低径流的流速 ,而且坡耕地的地表径流

通过植物篱的层层拦截 ,一方面延长了地表径流的下

渗时间 ,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地表径流的速度 ,加

上土壤水分入渗率的逐年改善 ,能使坡耕地的水土流

失得到十分有效的控制。

通过在水源区建设以固氮植物篱为主的生态沟、

生态拦截系统 ,注重培育河流、湖泊、水库等的上游或

岸带地区森林资源 ,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 ,增加群众

收入 ;充分发挥森林多种功能 ,改善环境 ,减少水土流

失 ,涵养水源 ;阻截大部分农田损失的养分 ,减轻土壤

污染 ;吸收、利用农村生活污水中的氮、磷、有机物等

物质 ,可以起到净化农业径流中的氮磷及有机物 ,加

强氮磷等物质在陆地生态系统内的循环 ,吸收土壤中

营养物质的作用 ,从而缓解土壤过营养化的状况 ,控

制水土流失 ,减少对水体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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