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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岩地区坡耕地径流泥沙

观测试验研究

王 文 林

(湖南省衡阳县水土保持试验站 )

提 要

本文总结分析了三年来对花岗岩地 区坡耕地径流泥沙的观测试验资料
,

得 出以下 结论
:

1
,

荒坡地的泥沙流失量大于作物地 ; 2
.

作物地覆盖度低于30 % 以下则比荒坡地的泥沙流失

量要大 , 3
.

大于 25
。

的坡耕地
,

头两年产量虽然较好
,

但第 3 年以后产量大幅度 下 降
,

并造

成大量的泥沙流失
,

故种多年生植物为佳
。

同时通过试验研究表明
:

在花岗岩地区
,

泥沙流

失量多数来源于坡耕地
。

因此搞好坡耕地的综合治理
,

是防治水土流失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

关键措施
。

关键词
:

花 岗岩 坡耕地

花岗岩地区的沟蚀
、

崩岗严重
,

松
,

通透性 良好
,

保水保肥性能差
。

研究
。

径流泥沙

人均耕地少
,

土地资源珍贵 ; 成土母质含沙 量 高
,

质 地 疏

为了发展山区经济
,

我们对坡耕地径流泥沙进行了观测试验

一
、

试验地概况及设计

试验地均属花岗岩红壤
,

偏酸性
,

适种性广
,

含沙量达 50 %左右
,

胶结性能差
,

土壤肥力低
。

(一 ) 小区设计 根据试验地自然条件布设三组试验小区
,

每组均设对照
。

第一组包括 1
、

2

小区
,

1 区为空白
, 2 区为小冠花或花生

。
i 区面积 2 s

.

5 4 m
2 , 2 区面积 2 s

.

5 6 m
2 ,

坡度 1 8
“

5 0 ` 。

第二组中 3 区空白
,

面积扭 m
“ ; 4 区黄花

,

面积 1 4
.

o g m
“ ,

坡度 14
“

30
` 。

第三组中 5 区红薯
,

面

积 2 1
.

19 m
“ ; 6 区空白

,

面积 2 1
.

9 8 m
2 ,

坡 J夏2 8
0

1 0 ` 。

坡向
:

三组均属北偏西
。

(二 ) 沉沙积水池 当地月最大降雨量为 15 5 m m
,

植被截留与渗入土壤雨 量 为 55 %
,

45 %

为地表径流
。

据此则设沉沙积水池
:

尺寸为。
.

15 5 x 45 % x 积水面积 二沉沙蓄水池 应 有 体 积
。

根

据计算建池体积
:

第一组沉沙蓄水池为 2
.

07 3 m
“

与 2
.

19 8 m
“ ;
第二组沉沙蓄 水 池 为 1

.

3 07 m
“

一

与

i
.

3 9 3 m
3 ,
第三组沉沙蓄水池为 2

。

3 o g m
“

与 2
.

2 6 8 m
“ 。

(三 ) 作物 第一组 19 8 6年 2 区种小冠花
,

属草本植物
,

是引进 国外优 良品 种
,

用 途 可 作

饲料
、

肥料与保土作用
。

经试验在本地只开花不结果
,

生长不 良
,

无法繁殖
,

覆 盖 度 达 60 % 左

右
,

产草量不高
,

试验失败
, 1 9 8了年改种 良种花生

。

第二组 4 区种黄花
,

属草本
,

多年生植物
,

花经处理晒干
,

是优 良食品
。

19 8 6年种植本地黄花
, 1 9 8 7年改种 良种黄花 (孟花 )

。

第三组 5 区

种红薯
,

是当地群众的传统作物
.

种植面积广
,

产量高
,

故选作坡耕地试种 品种
。

二
、

测试项 目与方法

(一 ) 测试项 目 1
。

根据不同坡度及降雨量测定泥沙流失量
; 2

.

根据不同时期测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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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与泥沙流失量关系 ; 3
.

观察记载不同时期作物生 长状况及产量
。

(二 ) 测试方法 1
.

各试验组均设作物与空白对照
,

每次降雨测定径流量及泥沙流失量
,

悬移质每次在池内搅拌均匀后
,

取 1 00 Om l水
,

沉淀后过滤称重 ; 池内推移质全部 取 出 称 重
,

其中取出少量湿沙放入铝盒内称重
。

再烘干称出悬移质与推移质的干沙重 (一切操作均按规范进

行 ) ; 2
.

根据作物生长特性进行观察记载
,

收获后进行效益分析
。

加强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期

的管理
,

探索高产因素
,

以利发展经济 ; 3
.

计算方法均按技术规范进行
。

三
、

结果分析
本试验 自1 9 8 6年开始至 1 9 8 8年底止

,

初步按计划完成试验项目
。

现将资料整理分析如下
:

( 一 ) 降雨与水土流失的关系 降雨量
、

降雨强度
、

降雨时 间
、

降雨次数与径流量
、

冲刷量

有密切关系
。

暴雨越集中
,

水土流失量越大 (详见表 l )
。

表1 花生 (或小冠花 ) 区 与对照区径流皿及泥沙流失皿对比

时

(年
。

月

雨 量 l降雨强度 j 径流量 ( t /亩 ) 泥沙流失量 ( k g /亩 )

( m m ) {( m m / m i n ) { 作 物 { 空 白

0
。

7 8 3 0
。

1 3

5 6
。

7 5

1 2
。

3 8

9
。

6

3 5
。

6 4

1
。

3 6

0
。

5 8

5 8
。

4 3

1 1
。

6 9

2 7 2
。

8 7

2 1 1 7
。

0 9

3 4 9
。

9

1 0 1 4

3 9 0
。

6 7

3 7 3
。

6 3

3 0 6
。

7 7

0 1 3
。

0 9

:
自沙n几」脚合片了迁

dl

1 9 8 6

1 9 8 7

1 9 8 8

1 9 8 8 1 9
。

8 8
。

4

由表 1 表明
:

一次降雨量
、

降雨强度大
,

泥沙流失量大
。

如 19 8 7年 7 月 29 日
,

降 雨 时 间 虽

短
,

但雨量集中
、

雨强大
,

则造成较大泥沙流失量
。

如 1 9 8 8年 6 月27 日降雨量 比 30 日多 1
.

9倍
,

但 30 日比 27 日作物区的泥沙流失量大 1
.

9倍
,

比对照区大 2
。

3倍
。

其原因是 30 日降雨时间虽较 27 日

短
,

但降雨强度 比 27 日大
。

27 日降雨量虽多
,

但久早无雨
,

土壤吸水量大
,

故产生的泥沙流失量却

小于 30 日
。

因此说明降雨量
、

降雨强度
、

降雨时 间与次数均与土壤冲刷量有关
,

但其中降雨强度

影响最大
。

( 二 ) 坡度与水土流失关系 根据 自然条件
,

我们选择了 14
0

30
` 、

1 8
“

50
` 、

28
“

10
`

三种不同

类型的自然坡耕地
,

进行观测试验
。

坡度不同
,

流失量不同
;
坡度越大

,

泥沙流失量越大 (详见

表 2
、

表 3 )
。

从表 2\ 对照区数据分析
, 1 9 8 6年 2 8

0

1 0 ’

观测 区的泥沙流失量比 1 4
0

3 0 产的观测区大 1 0
.

7倍
,

比

2 8
“

5 0 尸的观测区大 9
.

4 6倍
。

1 9 5 7年 2 5
“

1 0 产比 2 4
0

3 0
/

大 6 7 %
,

比 1 5
0

5 0
/

大 1 1 %
。

1 9 5 5 年 2 5
0

2 0 2 比

1 4
0

3 0 产

大 8
.

9 9倍
,

比 1 5
0

5 0 /

大 z
。

2倍
。

从表 3作物区测定数据分析
, 1 9 8 6年 2 8

“
1 0 /

观测区的泥沙流失量比 1 4
0

3 0 /测区大 2 6
.

7倍
,

比

2 8
0

5 0 产

测区大 3
.

5倍
。

2 9 8 7年 2 8
“

1 0 /

比 1 4
“

3 0 /

大 1
.

5 6倍
,

比 2 8
0

5 0 /
大 1 7%

。
1 9 8 8年 2 8

”
1 0 产比 1 4

“
3 0 产

大 8 9
.

5倍
,

比 1 8
0

5 0 产大 1
。

0 6倍
。

.

由表 3 表明
:

作物区的坡度越大
,

泥沙流失量增加的倍数越多
,

泥沙流失更严重
。

说明坡度

与水土流失的关系极为密切
,

坡度与水土流失量成正相关
。

(三 ) 增产效益 防治水土流失
,

发展山区经济
,

要选育宜于山区保持水土的高产作物
,

以

利于水保
、

高产
。

经过 3 年试验
,

现将各类作物产量
、

产值列表如下 (见表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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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坡度 (对瓜区 ) 与水土流失关系

年降雨量

( m m )

最大雨强

(m nx /m i n )

年径流量 (七 /亩 ) 年冲刷量
、

( k g /亩 )

年 份 } 区号 ! 坡 度

径 流 量 比例 ( % ) 冲 刷 量 比例 ( % )

19 86 ·

…山 `
9 49

孟一口瓜
孟

一

…习
一

钾
一

众

1
。

0 3

1
。

3 6

1 1 5
。

8 2

7 7
。

4 3

8 8
。

9 2

1 0 0

一 3 3
。

1

一 2 3
。

2

7 0 2
。

5 2

5 6 5 0
。

8 4

8 2 4 5
。

5

1 0 0

8 0 4
.

4

1 1 7 3
。

7

1 6 2
。

7

1 5 5
。

7

2 3 1
。

8 4

1 0 0

一 4
。

3

1 4 2
。

5

4 1 0 4
。

8 8

6 1 5 8
。

9 3

6 8 7 6
。

1 9

1 0 0

1 5 0

1 6 7
。

5

1
。

3 5

1 3 4
。

5 9

1 4 5
。

8 3

2 6 9
。

6 2

1 0 0

1 0 8
。

4

2 0 0
。

3

6 9 6
,

2 8

3 1 5 1
。

2 5

6 9 4 8
。

9 3

1 0 0

4 5 2
。

6

9 9 9

表苏 不同坡度 (作物区 ) 与水土流失关系

年降雨量

(爪m )

最大雨强

( m m / m i n )

年径流量 (七/亩 ) 年冲刷量 ( k g / 亩 )

年 份 { 区号 } 坡 度

{ { 径 流 量 比例 ( % ) 冲 刷 量 比例 ( % )

1 9 8 6年

1 4
“

3 0 ,

1 8
“

5 0 ,

2 8
“

1 0
产

9 4 9
.

8 1
。

0 3

7 0
。

8或

7 2
。

2 8

8 1
。

0 2

1 0 0

1 0 2

1 1 4
。

4

1 7 6
。

4 5

1 0 8 6
。

6 2

4 8 9 1
。

4 3

1 0 0

6 1 5
。

8

2 7 7 2
。

1

1 9 8 7年

1 4
0

3 0
,

1 8
0

5 0 ,

2 8
0

1 0
产

1 1 2 3
。

4 1
。

3 6

1 5 7
。

5 2

1 5 6
。

2 4

1 9 2
。

4 8

1 0 0

一 O
。

8

1 2 2
。

2

1 7 2 4
。

0 9

3 7 8 7
。

8 2

4 4 2 0
。

4 4

1 0 0

2 1 9
。

7

2 5 6
。

4

J马行̀

I Q0

1 9 8 8年

1 4
“

3 0 ,

1 8
0

5 0 ,

2 8
0

1 0 ,

1 1 7 4
。

1 1
。

3 5

1 1 2
。

1 9

1 3 6
。

7 4

1 8 9
。

3 3

1 0 0

1 2 1
。

9

1 6 8
。

8

6 4
。

3 5

2 8 3 0
。

4 8

5 8 2 3
。

6 3

3 9 8

0 4 9

从表 4 分析
,

黄花产量
、

产值较高
。

1 9 8 8年黄花产值比花生高 7倍
,

比红薯高 7
.

5倍
,

花生 比

红薯产值增加 5
.

5%
。

在试验中
,

第 1 年黄花是本地土花
,

第 2年改种良种黄 花 (孟 花 )
,

第 3

年继续培育
。

该黄花生育期长抽苔较多
,

花粗壮
,

产量高
。

花生是引进湖南省农科院优 良品种
,

籽粒大
,

结实饱满
,

产量高
,

如果管理不善
,

则会影响产量
。

红薯是选用当地 良种
,

但因坡度陡
、

管理条件差
,

产量也会减少
。

总之
,

只要对上述各类作物加强管理
,

产量就能大幅度增加
。

从多

方分析
,

黄花产量
、

产值高
,

保水
、

保土效益好
,

搞好 山区建设
,

充分利用早坡地发展 山 区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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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作 物 产 t
、

产 值 统 计 表

时 间
…

’

公
一~ 。

’

…
` ” `

哀赢一厂
”

,i’
’

…
一

异
一 ’ 一

石下
” 一

公
’

一 鑫
一

’

…_
_

{ }
` k g /亩 , { (元 /亩 ,

…

1 9 8 6年

生花薯花黄红

1 9 8 7年

小 冠 花

黄 花

红 薯

2 4

1 7 2

6 1
。

7

4 2
。

6

2 0 7
。

7

1
.

小冠花生长不 良
,

开

花不结实
,

米作产量计

算
。

2
.

产值均按 1 9 8 9年价格

计算
,

s k g 红薯折稻谷

I k g
。

生花薯黄花红

1 9 8 8年

1 8
0

5 0
,

1 4
0

3 0 ,

2 8
0

1 0 ,

4 4
。

3

1 6 7
。

6

1 5 7
。

4

自勺月峥6

济
,

适当种植 良种黄花
,

是山区人 民致富之路
。

四
、

结 论

根据测定数据
,

现将对照区与作物 区各次泥沙流失量进行 比较
,

取得平均倍数 ( 见表 5 )
。

表5 对照区与作物区 (各年
、

次 ) 泥沙流失且平均倍数汇总表

} 对照区 > 作物区

度 {

{(泥沙流失量倍数 )
年 份 ! 坡

对照区 > 作物区

(泥沙流头量信数 )

对照 区> 作物区

(泥 流沙失量倍数 )

倍倍倍OU工合,自啥上刀毯ù1玉

!!
一

引卫0,IO,j
l

坡份年坡份

1 9 8 6年

1 9 8 7年

1 9 8 8年

1 4
0

3 0

1 4
0

3 0

1 4
0

3 0

8
。

4倍 1 9 8 6年

1 9 8 7年

1 9 8 8年

1 8
0

1 8
。

4
。

3倍

1
。

3倍

I C8 6年 1 0,000八68
00山勺叮̀,éee

lJ

lesl
.

IJ
卜1111

1夕8 7年

1 9 8 8年

!|川|一川川
l

州

。
7倍

。
1倍

八On心

1
.

对照区较作物区泥沙流失量增大 1一 9 倍
。

2
.

作物区地表覆盖率低于 30 % 的
,

泥沙流

失量比对照 区大 20 % 一 40 。%
。

3
.

28
。

以上坡耕地种植作物后
,

第 2 年比第 1 年增 产 20 %
,

第 3 年

比第 2年减产 2 3
.

9 %
。

由此说明 28
“

以上的坡耕地种植作物后
,

因泥沙流失量过大
,

破坏了 土 壤

结构
,

影响了土壤肥力
,

虽第 2年产量有所增加
,
但第 3 年产量大幅度下降

。

实践又一次证明
,

25
“

以上的坡耕地不宜种植作物
。

4
.

据观测所得
,

泥沙流失量多数来源于坡耕地
,

因此进一步加

强坡耕地的综合治理是 防治水土流失的重要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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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七h e P e r e n n i a l h e e d e d t
o b e

P l a n t e d
.

T h e r e s u l t s f r o m 七h e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s o s h o w e d 七h a t 七h e s e d i m e n t

m a i n l y e a m e f r o m s t o P i n g f i e l d i n g r a n i七e a r e a ,
t h e e o m P r e h e n s i v e c o n -

t r o l i n s l o P e e r o p l a n d w
a s t h e m a i n w a y i n i n e r e a s i n g p e r u n i t y i e l d a n d

5 0 11 a n d w a t e r C o n s e r v a 七i o n
。

K e y w o r d s :

G r a n i t S l o P i n g f i e l d S e d i m e n 七 r u n o f f

( C o n t i n u e d f r o m P a g e 2 7 )

T h e e e o n o m ic b e n e f it e v a lu a t io n o n 5 0 11 a n d w a t e r

e o n s e r v a t io n p la n o f Jia n g x i Pr o v in e e

H
e C h a 儿 g g a o

( O f f `
e e o

f 5 0 云l a , 己 W a ` e , C o “ s e r 刃 a 艺玄o “

C o 饥 m 云t t e e ,
J 感a ” g x 感P r o 公` . c e )

Ab s t r a e t

T h e P r e s e n t s i t u a t i o n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o f 5 0 11 a n d w a t e r 1 0 5 5 a n d 一9 8 5 ~

2 0 0 0 5 0 11 a n d w a 七e r e o n s e r v a 七i o n P l a n n i n g h a d b e e n e a r r i e d o u 七 f r o m 1 9 5 4 七。

1 9 8 7 i n J i a n g x i p r o v i n e e
.

T h e e e o n o m i e b e n e f i t o f t h e p l a n w a s a n a l y z e d

b y d y n a m i e m e t h o d
.

T h e r e 名 u l t s h o w e d t h a t t h e b e n e f i t一 e o s t r a t i o w a s

4
.

7 9 a n d t h e i n v e s t m e n 七 r e t u r n i n g P e r i o d w a s 2
.

4 1 W i t h i n t e r n a l r e 七u r n

r a 七10 o f 2 2
.

4 8 %
。

T h i s r e a s o n a b l e P l a n s h o u l d b e e a r r i e d o u t a s q u i e k l y a s

p o s s ib l e t o o b t a i n 七h e b e n e f i t
.

k e y w o r d s :

8 0 11 a n d w a t e r e o n s e r v a 七i o n P l a n e e o n o m i e b e n e f i 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