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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坡耕地不同治理措施的保土增产效益

孙 书 堂

(吉林省伊通县水保办 )

提 要

本文通过试验实测结果
,

论述了东北长白山区黑 土地带的水士流失规律
。

同时对国家商品

粮基地的低 山丘陵区坡耕地
,

在采取不同治理措施后
,

保持水土 的效果和增产效益进行了分

析
,

以及对如何改造中低产 田
,

增强山 区农业发展后劲
,

提出了有效的防治措施
。

此试验成

果有普遍推广应用的价值
,

并对实现农业发展新突破
,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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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在当今世界上 已经成为一种公害
,

特别是坡耕地的水土流失
,

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

的发展
。 l

一

针于土壤侵蚀越来越严重
,

坡耕地水
、

土
、

肥不断流失
,

地力不断减退
,

土 壤 逐 渐 痔

薄
,

严重的已砂石裸露
,

不能继续耕种
,

阻碍着生产的发展
。

因此
,

摸清水土流失规 律 及 其 危

害
,

’

节握防治措施
,

研究新的增产途径
,

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

这对发展山区生产建设有着重要的

意义
。

为了研究 山区
、

半山区
、

丘陵区中坡耕地不同坡度
、

植被
、

耕作方法和治理措施
,

不同降雨

条件下对水土流失量的影响
,
以及合理开发利用坡耕地

、

改造中低产田
、

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

充

分发挥坡耕地的增产潜力
,

我们在伊通 县水土保持试验站
,

进行了坡耕地不同治理措施对控制水

土流失的作用和经济效益的试验
。

现将试验概况和取得的初步成果略述如下
。

一
、

试验区概况

伊通县水土保持试验站
,

地处吉林省中部低山丘陵区
,

位于 长白山脉的大黑山主峰北侧
,

属

土石山区
,

系松花江水系
,

伊通河流域
,

海拔高程 2 72 ~ 42 4m
。

试验区总面积 1 89 亩
,

设置 2 19 个

试验小区
,

其中有90 个测流小区
,

共分为 6
“ 、

10
“ 、

15
“ 、

20
“

等 4 个不同坡度试验区
。

治理坡耕地措施试验区
,

设在试验站的东山坡上
,

土质为黄沙壤土
。

该试验区只 是 坡 度 不

同
,

而试验的内容
、

措施和小区布设等均相 同
。

每个试验 区内又分为 12 个试验小区
,

每 2 个小区

为 1 组
,

搞两次重复试验
。

试验小区呈纵向布置
,

每个小区的规格为
:

20 m x s m
,

面积 10 o m
2 。

在同一个坡面上
,

均布置 了顺坡垅
、

横坡垅
、

免耕法
、

覆膜地
、

地埂地
、

水平梯 田等 6 个不同的

耕作措施和工程措施
,

以便在降雨量相同的情况下
,

观测各项不同治理措施对控制水土流失的作

用和经济效益
。

二
、

试验观测方法
,

为了搞好不 同治坡措施效益观测试验
,

在试验区内设气象哨 1处
,

观测内容有风 向
、

风速
、

气温
、

地温
、

降雨
、

蒸发
、

日照
、

冻土等 8 项
。

对各小区坡面产生的径流量和土壤侵蚀量
,

是通过设在小区下方的测流桶
,

采用体积法进行

观测的
。

其不同治坡措施效益观测
,

主要有降雨量
、

径流量
、

土壤侵蚀量
、

养分流失量
、

地温
、

土壤含水率
、

作物生长情况
、

粮食产量和经济效益等
。

重点阐述以下几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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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径流观测 在降雨后小区坡面产生径流时
,

均用设在小区下方的测流桶
,

采用体积法

观测
。

(二 ) 土滚俊蚀观测 在每次测取水样后
,
用过滤法和烘干法测出水样中的泥沙量

,

经过微

机计算
,

取得每次产流后所产生的土壤侵蚀量
,

再通过化验取得土壤中流失的有机质和氮
、 .

磷
、

钾等养分
。

(三 ) 土壤含水率和地温观浏 根据试验要求
,

对每个小区各阶段的土壤含水率
、

地温也要

进行定期观测
。

土壤含水率用取样桶和烘千法测取
。

地温用地温表定时定点测定
。

( 四 ) 作物生长情况和产且观测 为了取得试验的经济效益
,

对每个小区的作物
,

从整地
、

施肥
、

播种
、

生长到收获等各主要作业情况
,
要定期观测

,

秋收后进行实打实测
,

取得粮食实际

产量
,

并进行效益分析
。

三
、

试验结果分析

为了研究坡耕地不同治理措施对控制坡耕地水土流失的效果
,

现将测得的儿个主要方面的数

据作如下分析
:

(一 ) 降雨皿与水土流失的关系 据该试验站气象哨观测记录
, 1 9 8 3年 由于降雨量不大

,

日

最大降雨量和一次最大降雨强度较小
,

因此各小区均没有产生径流
。 1 9 8 4年至 1 9 8 9年由于降雨量

较大
,

日最大降雨量和一次最大降雨强度较大
,

年降雨量 7 年平均值为 6 67
.

9m m
,

最低年 1 9 83

年为 5 2 6
.

5m m
,

最 高年 1 9 5 5年为 s 2 4
.

s m m
。

汛期 6 ~ 9 月份多年平均降雨量 5 4 3几 m
,

占年降雨

量的 8 1
.

3%
。
日最大降雨量达 1”

.

2 .IT m ,
降雨强度最高每小时达 85

.

7m m
,

致使各小 区 每 年产

生径流 6 ~ 13 次
。

通过观测记录分析
,

说明降大雨
、

暴雨次数越多
,

降雨强度越大
,

径流量和土

壤侵蚀量也越大
,

具体历年降雨情况表略
。

(二 ) 径流盆与水土保持的关系 ]
.

9 84 年以后 由于汛期降雨量较大
,

特别是中到大雨的次数

较多
,

而且降雨的强度较大
,

所 以治坡措施试验区分别有 1。
、

1 2
、

1 1
、

1 1
、

6
、

13 次产生径流 (各

小区历年径流量表略 )
。

从径流量对照表可以看出
,

年径流量较大的是顺坡垅小区
,

以 1 5
。

坡试验

区记录
,

为 1 7 5 9
.

6 5m
“

/ h a ; 径流量较小的是水平梯 田小区
,

为 5 5 9
.

18 m
“

/ h a 。

梯 田小区的径流

量比顺坡垅小区减少 68
.

3%
。

试验表明
:
有保水措施与无保水措施的坡耕地

,

其径流 量 明显 不

同
。

( 三 ) 土滚俊蚀里与水土保持措施的关系 由于每次降雨量和降雨强度不同
,

各次径流量也

不相同
,

而土壤侵蚀量也随之各有差异
。

从观测中可以看出
,

年土壤侵蚀量较多的是没有治理措

施的小区
,

如 1 5
。

坡试验区为 48
.

4 5t / h a , 土壤侵蚀 量 最 少的是梯 田小区
,

即4
.

5 6七/ h a ,

比前者

减少 96 %
。

这说明水平梯田具有显著的水土保持效益
。

(四 ) 土壤养分与保土措施的关系 由于治理坡耕地措施不同
,

在土壤流失中
,

土壤养分流

失也随之变化
。

从土壤养分流失量来看
, 土壤中流失有机质数量最少的是梯田小区

,

每公顷年流

失 1 46
.

4 k g ,

占土壤流失量的 3 % , 土壤中流失有机质较多的是没有工程措施的小区
,

每公顷年

流失 1 56 4
.

22 k g
,

占土壤流失量的 32 %
,

比流失量 最少的梯田小区多 8
.

6倍
。

氮
、

磷
、

钾养分流

失量最少的仍是梯 田小区
,

每公顷年流失 4 49
.

03 k g ,

占土壤流失量的 9
.

8% , 氮
、

磷
、

钾养分流

失量较多的还是役有工程措施的小区
,

每公顷 年 流失 1 21 1
.

18 k g
,

占土壤流失量的 25 %
,

是梯

田小区的 2
.

6倍
。

从而表明
:
水平梯田具有显著的保水保土保肥效应

。

(五 ) 粮食产盆与治坡措施的关系 从试验来看
,

由于治理坡耕地的各项措施不 同
,

其保水保

土保肥的作用也不一样
,

因此各小区种植的玉米产量各异 (各小区历年粮食产量表略 )
。

从测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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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可明显看出
,

粮食产量最高的是地膜覆盖小区和梯田小区
,

每公顷达 7 86 1 k g 和 7 28 6
.

7 k g ,

产量较低的是没有治理措施的顺坡垅小区
,

每公顷 5 4 1 6
.

6 k g ,

比前者分别减少 32 %和 26 %
。

这

说明治理坡耕地措施不 同
,

对作物生长发育的影响不一样
,

因而在粮食产量上有明显差异
。

(六 ) 经济效益与治理措施的关系 经过试验
,

从各试验区不 同治理措施的经济效益来看
,

是

各有差别的 (各小区历年经济效益表略 )
。

从各试验区经济效益情况来看
,

梯田试验区经济效益

较高
,

比没修梯田试验区年增加收入 64 % , 其次是免耕法试验区
,

比一般试验区增加收入 62 %
。

特别是梯田区水土保持效益较其他试验区均好
。

四
、

试验初步结论

经过 7 年对坡耕地不 同治理措施的试验
,

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

( 一 ) 水平梯田具有显著的水土保持效益
,

是治理坡耕地的有效措施和成功经验
,

不仅在东

北地区而且在全国都应积极提倡和大力推广 据试验观测
,

水平梯田年径流量比没修梯田地减少

6端
,

土壤侵蚀量减少 9 0
.

6%
,

而粮食产量增加 34 %
。

所以
,

今后应把坡耕地逐步建成水平梯 田
,

把跑水跑土跑肥的
“
三跑 田

”
变成

“
三保 田

” ,

将低产 田变成高产 田
,

这是发展山区农业生产的

物质基础
,

不能把肥沃的土壤鉴流失掉了再去治理
,

那将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

到那时就悔之

晚矣
。

(二 ) 坡耕地实行免耕法
,

对减少水土流失
,

已表现出良好的效果
,

应有计划地加以推广 据

试验
,

免耕法地 比没实行免耕地的年径流量减少 32 %
,

土壤侵蚀量减少 67 %
,

而粮食产量却增加

25 %
。

因为免耕法是农业生产上一项科学的耕作技术措施
,

由于一次整地
、

施肥
、

撒药灭草
,

减少

了中耕次数
,

所 以有着明显的减少水土流失的作用
。

因免耕法具有省工
、

省时
、

产量 高等优点
,

有利于保持水土
,

今后应在水土流失的山区
、

半山区
、

丘陵区积极推广这项保持水土增产增收的

科学耕作措施
,

提高坡耕地的土壤肥力和增产潜力
。

总之
,

通过 7 年试验
,

从所取得的试验数据来看
,

坡耕地平均每年流失掉 0
.

65 c m 厚表层 土

壤
,

而东北土石质山区的耕作层一般仅有 3 c0 m 厚的黑土层
,

这样用不上 50 年时间就会全 部 流失

掉
,

即需要在二三百年时间才能 由岩石风化成 1 c m厚的土壤
,

仅在一年多的时间就 流失掉了
。

其

流失过程是土层由黑土侵蚀成黄土
,

由黄土侵蚀成砂石裸露
,

最 后不得不停耕撂荒
。
因此

,

控制

坡耕地水土流失 己迫在眉捷
,

刻不容缓
,

如果在不抓紧综合治理工作
,

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

为

此
,

应积极推广水平梯田
,

使这项保水保土保肥增产增收
,

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根本措施
,

在山

区农业生产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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