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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茶区水土流失因素分析及防治对策

赵 和 涛

(安徽省农科院祁门茶叶研究所)

提 要

作者通过调查研究认为茶区地形地貌
、

生态环境
、

土壤质地
、

茶树种植方式和 日降雨量

等是影响茶区水土流失的主要因素
。

并根据上述影响因子
,

提出了重视茶园水土保持工作
,

保护茶区生态环境
,

加强治理措施
,

实行立体复合间作等综合防治对策
。

关健词
:

茶园 水土流失 生态环境 水土保持

安徽省是个老茶区
,

其茶叶产量和出口量均为全国第 3 位
,

现有茶园2 00 万亩
。

近年米随着茶
-

区生态环境和耕作方式的变化
,

茶园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
。

据统计概算
,

全省茶园每年约有 4 ~

5 万 t土壤被冲刷掉
,

约流失氮肥 5 千 t
、

磷素 2
.

5千 t
,

钾素 2 千 t
,

直接和间接损失超千 万 元
。

为了有效地防治 日趋严重的水土流失
,

笔者对造成安徽省茶园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进行了调查分
,

析
,

试图探讨行之有效的防治对策
。

一
、

造成茶园水土流失主要原因分析

(一) 生态环境恶化与水土流失的关系 通过对皖南
、

皖西茶区的生态环境调查发现
,

近三十

年来这些茶区的生态环境已遭到很大破坏
。

其破坏程度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

一是茶区林木遭到大

量砍伐
。

如皖西金寨县50 年代森林覆盖度达38 %
,

而 目前仅有21 %
,

减少 1/ 3
。

又如皖南 祁 门县

6 0年代森林覆盖度高达42 %
,

而 目前不到30 %
,

也减少了1/ 4
。

这些森林面积急剧减 少
,

使 大量

地表裸露
,

一当进入暴雨季节
,

即形成
“飞流直下三千尺

” 的严重土水流失现象
; 二是茶区植被

大量减少
。

以皖南茶区为例
,

50 年代植被植物近4 00 0多种
,

而 目前不到 2 00 0种
,

减少一半多
。

这些植被植物大量减少
,

是加速和增大地表径流加剧土壤侵蚀的重要因素
; 三是茶园土壤理化性

状恶化
。

50 年代茶区大都以施农家有机肥为主
,

土壤理化性状 良好
,

可塑性强
、

胶物多
,

土壤抗

冲抗蚀性较强
。

而 目前茶区一般以施化肥为主
,

土壤理化性状逐渐恶化
,

土壤抗冲抗蚀性能明显

降低
。

据有关资料表 明
:
祁门县50 年代日雨降量 60 功 m 时

,

亩冲刷量只有 0
.

35 m
“

/ 亩
·

日
。

而 目

前在同样日降雨量情 况下
,

亩冲刷量高达 l
.

35 m
“

/ 亩
·

日
,

其冲刷量增大近 3 倍
。

(二) 茶树不同种植方式对茶园水土流 失影响 从表 1可看出
,

在降雨量相差不大的条件下
,

茶树种植方式不同
,

土壤冲刷量有较大差别的
。

在丛栽
、

单条栽
、

双条栽
、

多条栽四种栽植方式

中
,

以丛栽茶园冲刷量最大
,

单条栽次之
,

双条栽居三
,

以多条栽冲刷量最小
。

在日降雨量相同

的情况下
,

多条栽茶园其冲刷量只有丛栽茶园的十分之一
,

所以
,

茶树不 同栽植方式对茶园的水

土流失是有较大影响的
。

(三 ) 茶园地形地貌对水土流失影响 从表2看出
,

当茶园坡度相似
,

而坡长不同
,

其土壤冲

刷量相差 60 ~ 1 05 %
,

一般情况下
,

平均坡长每增加10 m
,

冲刷量增加 5 ~ 14 %
。

当坡长相似
,

而坡

度不同时
,

土壤冲刷量相差1 00 % ~ 1 70 4 %
,

若坡度平均每增加5 。 ,

土壤冲刷量增加20 % ~ 30 %
,

可

见茶园的坡度与坡谁落与水土冲刷关系是很密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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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园坡长坡度对水土流失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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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茶园土壤质地与水土流失关系 表 3表明
:
在种植方式相同

,

日降雨量又相差不大的情

况下
,

茶园土壤质地与水土流失的关系也较大
,

茶园在 3 种主要土壤质地中
,

以壤土的冲刷量最

小
,

重粘土居 中
,

轻沙土最易引起冲刷
。

如处于同一种茶树种植方式
,

当 日降雨量差别不大时
,

重粘土冲刷量是壤土的 2 倍
,

轻沙土 冲刷量是壤土的 3 倍
,

所以茶 园土壤质地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也是较大的
。

表 3
。

茶园土坡质地与水土流失关系

土 壤 质 地
降 雨 量

( m m / 日)

冲 刷 量

(m
“/ 亩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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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日降雨 l 对茶园水土流失的影晌 由 4 表明
:
在相同的茶树种植方式和处于相同坡度

的情况下
,

日降雨量不同其冲刷量相差几倍
,

甚至几十倍
。

不难看 出
,

日降雨量是导致茶园水土

流失的主要原因
。

表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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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茶园防治水土流失的对策

(一 ) 皿视和加强茶园水土保持工作 安徽茶区当前茶园的水土保持工作
,

还没有引起各级

领导和广大茶农的高度重视
,

茶园防治水土流失的工作 尚未列入各级领导的议事 日程
。

目前茶区

的各级领导一般都热衷于茶叶生产和收售工作
,

对于茶园的水土流失往往被认为这是一个 自然现

象
,

无关紧要
。

甚至有些茶农认为李园内有的是土
,

冲刷一点无所谓
。

所以长期以来
,

较大规模

的治理工作尚未正式开展
。

为此有必要指出
:

水土流失决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
,

而是 自然
、

社会

和经济问题的综合反映
,

是土地对人们不合理的利用和过度索取的报复
。

如 果 照 此 下去
,

再过

30 一50 年安徽将有相当一部分茶园最终会出现 ,’j 巴尽土光
,

树死叶枯
” ,

将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

失
。

所以希望各级领导和广大茶农应高度重视茶园水土保持工作
。

目前不但要认真贯彻执行 《水

土保持工作条例》 和因地制宜制定一系列治理措施
,

而且要从政策上保证治理工作顺利进行
。

例

如对于茶园治理工作可适当补助一些资金 (此项费用可从茶叶改进费中开支 ) ,

各级政府应设立

专项治理经费
,

以促使综合治理工作全面展开
。

要象抓茶叶生产和收购工作那样抓茶园水土保持

工作
,

总之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
,

从措施上真正落实
,

使茶园全面治理工作尽快进行
。

(二 ) 保护茶区的生态环境 关于茶区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

第一应严禁砍伐茶园附近和四周

林木
,

尤其是茶园行间
、

地头
、

道路两旁的林木凡遭砍伐的要进行补植
,

尽快使茶园林木覆盖度

达到六十年代前期水平 ; 第二今后一般不得在成片茶园内设厂房
、

修公路
、

筑塘坝
,

对于严重破

坏茶园生态环境并导致水土大量流失的建筑设施应尽快拆除搬迁
,

以便保持生态平衡 , 第三保护

茶区植被植物
,

针对 目前植被植物 日益减少的趋势
,

当务之急是保护和繁衍植被植物
,

应严禁随

意毁林开荒和纵火烧山改种其它作物
。

此外
,

应有计划地恳复和绿化荒山
,

以扩大地面绿色覆盖

度
,

力争在10 年内使常绿植被植物的覆盖度达80 %以上
。

(三 ) 积极推广各种治理保护措施 大量研究表明
:
安徽省茶区行之有效的治理保护措施

。

有以下几项
。

( 1 ) 清理茶园沟
、

路
,

整修茶园梯坝
。

多年气象资料表明
,

安徽茶区的雨季大都在 4 ~ 8

月间
。

因此在雨季来临之前
,

应将茶园的沟
、

路进行全面清整
,

对于过长过陡的的梯坝应进行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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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降坡
,

要使整修过的茶园达到沟路相通
,

路沟相通
,

沟沟相通
,

路路相通
,

以便雨季时能及时

排水防洪
。

( 2 ) 运用铺草措施
。

对于那些冲刷严重的沙土茶园应采取铺草措施
,

茶园铺草既可以减轻

地表径流
,

防止冲刷
,

达到保水
、

保土
、

保肥
,

又能增加土壤有机质
,

改善土壤理化性状
,

还能

提高茶叶产量和品质
,

可一举三得
。

此外
,

作为山区杂草资源丰富
,

取材方便
,

又不增加茶农过

分开支
,

所以是一项较为易行的水保措施
,

应普遍推广应用
。

( 3 ) 改进茶树种植方式
。

对于那些坡度大
,

冲刷严重的丛栽 旧式茶园
,

应进行改造更新
,

逐

步改为多条栽的密植园
。

凡坡度超过3 0
。

的陡坡茶园应退茶还林
;
坡度在 1 5

“

一 2 5
“

之间要 建 成等

高坡式茶园
;
坡度在 1 0

。

左右可建成缓坡等高密植茶园
。

对于那些生态环境较差
,

水土流 失 严重

的地区
,

应积极推广双条栽或多条栽的种植方式
,

以尽量减轻水土流失
。

(四 ) 实行立体复合间作 作为一般丛栽茶园和一些单产低 的单条栽茶园
,

可在茶园内间作

一些油茶
、

油桐
、

漆树
、

山苍籽 (香料植物) 等经济林木
,

还可种植柑桔
、

批把
、

桃树
、

梨树
、

杨梅等果树
,

实行立体复合间作
,

实践证明立体复合间作有四大优势
;
第一可扩大茶园绿色覆盖

度
。

因一般立体复合茶园的绿色覆盖度均超过85 % 以上
,

所 以
,

能显著提高光 能
、

土地 的 利用

率
;
第二可有效地减轻地表径流和土壤冲刷

。

据测试表 明
;
果茶复合间作茶园

,

当 日降 雨 量 为

60 m m / 日时
,

冲刷量还不到 o
.

s m
“

/ 亩 日
,

其 冲刷量只有一般不间作茶园的五分之一
;
第三能调

节水
、

气
、

热
、

光
,

改善茶园小气候
,

有利于提高茶树抗早抗寒能力
;
第四提高经济效益

。

据试

验表明
: 一般果茶复合茶园可提高经济效益 1一 2倍

,

林茶复合茶园可提高经济效益30 % 一50 %
。

因此
,

实行立体复合间作是一种既能防止水土流失
,

又能提高经济效益的高效种植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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