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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山区花岗岩风化壳崩岗侵蚀及其防治对策

—
以广东省五华县新一村为例

钟继洪 唐淑英 谭 军

广东省土壤研究所
·

广州 市

提 要

崩岗侵蚀是我国南方山区最重要的水土流失形式
,

崩岗侵蚀的治理是水土流失治理的关

此
。

本文以广东省韩江上游五华县新一村为例
,

论述了我国南方山区花岗岩风化壳崩岗侵蚀

的特点
,

分析了花岗岩风化壳崩岗侵蚀特别发育与花岗岩风化壳—
土壤性质的关系

。

并探

讨了采用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法治理花岗岩崩岗侵蚀的效果
。

关键词 花 岗岩 崩 岗侵蚀 风化壳
—

土攘 治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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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岩风化壳崩岗侵蚀
,
是我国南方山区最严重 的水土流失类型

。

对于花岗岩地区崩岗侵蚀

及其治理
,
前人曾做了不少研究工作

。

五华县新一村
,
位于广东省韩江上游梅江支流 五 华河 流

域
,
水土流失非常严重

,
是花岗岩崩岗侵蚀特别发育的典型地区

。

1 9 8 6
~

1 9 9 0 年
, 我们在该村进

行了崩岗治理试验研究
。

本文主要根据新一村的观测资料
,
探讨南方山区花岗岩风化壳崩岗侵蚀

及其治理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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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花岗岩崩岗侵蚀特点

花岗岩风化壳崩岗侵蚀
,
是由流水与重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

其显著的特点是侵蚀强度大
,
对

生态环境影响较大
。

据新一村黄狗坑花岗岩崩岗治理试验点观测
,
几个崩 口治理初期的泥沙冲淤

量
,
都在 9 万t/ (k m

“ ·

a) 以上
。

花岗岩崩岗的崩塌物养分含量很低
,
有机质含量仅。

.
3 %

,
几

乎不含氮素营养物质
,
而> 1 m m 石英砂含量却达40 % 以上

。

因此 ,
崩塌物一旦进入农田

,
便会

使土壤理化性质变坏
, 肥力下降

, 甚至埋没农 田
,
使农田变成沙积地 ; 进入 山塘

、

水库
、

河道
,

则会造成严重淤积
。

据调查统计
,

新一村黄狗坑地区
,

由于水土流失
,

尤其是花岗岩崩岗侵蚀发

育
,
至1985年底

,
被泥沙埋没的耕地达54 亩

,
占黄狗坑耕地的47

。

4
%

。

此外
, 不少农田因泥水入

田造成减产
。

如新一村楼下地 区
, 约20 亩农田因受水土流失影响

,
产量只有150 一20O k g /亩

。

新

一村的大塘肚小水库
,

60 年代末建成
,
其蓄水量原足以发 电与灌溉

,
但因其集雨区崩岗发育

,
库

内淤积严重
,
建成仅一年后便因蓄水不足而无法发电

。

80 年代初
,
水库完全失效

,
库坝成了拦蓄

泥沙的拦沙坝
。

可见
,
花岗岩风化壳崩岗侵蚀

,
是 南方山区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根源

,
成 了制约山区经济发

展的重要因素
。

二
、

花岗岩崩岗发育与其风化壳—土壤性质的关系

南方山区崩 岗发育
,
从根本上来说是植被逆行演替的结果

, 亚热带地区降雨强度大
,

促进了

崩岗的发育
,
地形对崩岗的形式

、

分布也产生影响
。

而崩岗侵蚀在花岗岩风化壳中特别发育
, 则

为其风化壳
—

土壤自身的特性所决定
。

( 一) 深厚的风化壳是花肖岩崩肖俊蚀的物质基础 花岗岩形成的风化壳
,
一般厚达 10 m 以

上 , 深厚者可达20 一30 m
,
甚至更深

。

厚层 的风化壳是花岗岩地 区形成大
、

深崩岗的物质基础
。

( 二) 风化克
—

土滚抗蚀性能差
,
有利于花肖岩崩岗的发育 花岗岩风化壳

—
土壤石英

砂含量很高
, 因而粘结力差

,
结构松散

,
抗蚀性能低

。

据采样分析中
,
粗粒花岗岩风化壳

—
土

壤> o
.
05 m m 砂粒含量在35 % 一 70 %

, 愈往下层
,

> 0
.

05 m m 砂粒含量愈高
。

相反
,

>
0

.

0
01 m m

粘粒含量愈往下层愈少
。

因而与之相关的抗蚀性能愈往下层愈差 (表 1 )
。

因此 , 一 旦 表 土 流

失
, 下伏的半风化体便极易为暴雨径流下切和侵蚀

, 导致崩岗的形成和发展
。

表 l 花肖岩创面物理性质

侵蚀度
.�nU一

沮�一
深 度 >3m m 砾石

颗 粒

(Cm ) (% )
3一0

。

0 5

( 砂粒)

成 (m m
、

% )

0 5 一0
.
001

}
(粉粒 )

< 0
。

0 0 1

( 粘粒 )

< 0
.
01m m 物理

性粘粒 (% )

150一250 (B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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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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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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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55

三
、

花岗岩崩岗的治理对策

花岗岩崩岗侵蚀的治理
,
应采取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的方法

。

由于花岗岩崩岗侵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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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
,
在花岗岩崩岗侵蚀地段

,
如果没有一定的工程措施

,
生物措施不易实施

,

而 单 靠工 程措

施
,

则无法从根本上治理崩 口 ,
一旦工程遭到损毁而失效

,
便会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

因此
,
为了

达到尽快拦蓄泥沙
,
最终稳定崩口的 目的

, 必须把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紧密结合起来
。

崩岗按其发育过程
, 可分为幼年期

、

青壮年期
、

老年期崩岗; 按其形态可分为箕形
、

条形崩

岗等 “ ’。

因此应根据其类型
、

特点实行分类治理
。

新一村的做法是
:
对活动强烈

、

发育盛 期 的

崩岗及条形崩岗
,
并不 强求制止其发育

,
重点防止其造成的危害

,
采取在崩 口或数个崩 口下游修

建拦沙坝
,
堤坝 内外种树种草

,
待其 自然逐步稳定

。

对基本稳定的崩岗
,

一般不实施比较大 的工

程措施
, 主要采取生物措施使之绿化

。

对发育初期
、

崩 口规模较小的崩岗
,
则采取工程措施与生

物措施相结合的方法
, 以求尽快固定崩 口

。

( 一) 工程措施 在崩岗顶部修建天沟或等高沟等沟头防护工程
,
把坡面集中注入崩口的径

流泥沙拦蓄并引排到安全的地方
,
控制崩岗溯源侵蚀

。

在崩 口出 口处修谷坊
,
并配置溢洪导流工

程
,
拦蓄泥沙

、

抬高侵蚀基准面
,
稳定崩脚

。

对较陡峭的崩壁
,
在条件许可时实施削坡开级

,
使

之成为缓坡或台阶化
,
减少崩塌

,
为崩壁绿化创造条件

。

(二 ) 生物措施 为了更好地发挥工程措施的效益
,

在搞好工程措施的基础上
,

切实搞好生

物措施
,
做到以工程保生物

, 以生物护工程
。

(
1

) 谷坊堤坝 内外密植大叶相思
、

湿地松
、

黑荆
、

蔡茹
、

芒箕草等
,
密度每 1 h a 4 50 。株

以上
,
形成

“
绿色坝

妙 。

(
2

) 坝内淤积地
,
种植青皮竹

、

尾叶按
、

南洋楹
、

湿地松
、

白千层
、

枫杨等固土植物
。

(
3

) 崩壁削坡开级后
,
种植大叶相思

、

绢毛相思
、

林下种植糖蜜草
。

林草结 合
,
合 理 密

植
,
林木种植密度每 1 ha4 50 。一9 000 株或更多

,
并适当施用速效肥料

,
促进林草生长

。

( 三 )治理效益 新一村黄狗坑治理试验表明
,

采取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治理花岗岩崩

岗
,
效果是显著的

:
( 1 ) 拦堵了泥沙

,
封住 了崩 口

。

据实测
,
在1985年冬和 198 6年初修筑了

谷坊等工程的 1
、

2
、

5
、

9 号崩岗
, 由于坝体受到植被保护

,
一直未发生坝体毁 损 现 象

,
至

1989年 4年内共拦蓄泥沙量约755 ~ 1 32 5t
,
基本没有泥沙外流

。

没有进行削坡开级处 理 的 5 、

9 号崩 口 ,
虽然仍在崩塌

,

但随着谷坊逐年加高而使侵蚀基准面抬高
,
崩塌量已有了很大减少

。

采用削级工程并结合种树种草处理的 1 号崩岗
,
治理的效果更佳

,
尽管在治理初期由于 动土 面

大
,

泥沙的相对冲淤量比无削级处理崩岗大
,
但种植的相思

、

糖蜜草 2 年后全面覆盖崩壁
, 泥沙

的冲淤量到第三四年便大幅度下降
。

1 9 8 6
~

1 9 8 7 年 1号崩 口的年均 冲淤量是41 8
.
27场 1988 年 便

减少到 148
.2 0七; 198 9年即减少到2

.22 t, 为 已相对稳定的 2 号崩 口 (无 削 级 种 树 种 草 ) 冲淤

量的7
.7 % (表 2 )

。

崩岗侵蚀 已初步得到治理
,
使生态环境 有 了明显 的改善

,
黄狗坑内原来的

沙积地 已没有新的淤积
,
被沙埋耕地得到了复垦

,

种植的荔枝等已部分拄}果
。

( 2
) 改善了崩 口 土壤肥力状况

。

削坡开级结合种树种草
,
不但有效地 固定了崩 口

,

制止了

崩岗的进一步发展
夕
而且还改善了崩 口土壤肥力状况

。

据 3 号崩 口采样分析
,
绢毛相思

、

糖蜜草

下坡壁土壤IO0c m 土层平均含水量为2工
.
17 %

,

要比无林草覆盖 的自然崩 壁同 层 含水 量 高 35 %

(表 3 )
。

植被覆盖崩壁后
,
还提高了其肥力水平

,
如 1 号崩壁土壤有机质含量比对 照 有 所 提

高 ,
C / N 明显减小 (表 4 ) ,

促进 了崩 口植物的生长
,
进一步 固定了崩 口

。

四
、

结 语

我国南方山区花岗岩崩岗侵蚀特别严重
,
除了植被

、

降雨
、

地形等自然因素影响外
, 主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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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岩风化壳
—

土壤性质所决定
。

采取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
,
是治理花岗岩崩岗侵蚀的

有效途径
。

这一方法既注意发挥了工程措施可以迅速拦蓄泥沙
,
减少危害

,
并为搞好生物措施创

造了有利条件功能
, 同时还强调了生物措施可以从根本上治理水土流失

,
改善生态环境的主导作

用 ,
具有普遍的应用价值

。

但应指出护 削坡开级工程虽然治理效果最佳
,
但耗费的人力

、

物力要

比单纯采用筑谷坊
、

植树种草多
。

因此 ,
这一工程措施只能根据具体情况

, 因地制宜采用
。

表2
:

新一村黄狗坑花岗岩崩岗治理效益

)’为岗
一

号
崩岗而积

(m
Z少

筑坝时间

与处理方法

观测时间

(年
、

月 )

年 数 } 总淤积量

(年 ) (m
3)

年均 淤积量

(t/k m
“
)

2 9 8 2

2 1 8 理

3 7 8 3

3 艺7 6

…谷坊与削坡开级
,

{种树种草
;
(1985年12月)

谷坊 }

(1985年12月 ) J

谷坊
「

(
1 9

8 6 年 1 ]J )
l

谷坊 !

(1986年 1 月) }

19 86
。

1
~

1 9
8 7

。

1
2

‘

1

1 9 8 8

.

1 ~
1 9 8 8

。

1 2

}

一

1 9 8 9

.

1
~ 1 9 8 9

。

1 2

1

1 9
8 6

.

1
~

1 0 5 5

.

1 2
1

1 9
8 9

。

i
~

1 9 5 9

.

1
2

,

一

1 0 8 6
.
1 ~ 1 9 8 8

.
1 2

1 9 8 9
.
1 ~ 1 9 8 9

。

1
2

1
9 8 6

.

1 一1088
.
121

{
1989

.
1~ 1989

.12

643
.50

114
.
00

1
。

7
1

5 6 5

。

3
6

1
6

。

3 2

8 4 7

。

1 0

1
6

8

。

0
0

9 4
0

。

9
0

7
8

。

5
4

1
4 0

2 6 6

。

5
9

4 9
6

9
8

。

1 8

7
4 5

。

4
7

1
1 2

1
7

2

。

6
2

9 7
1 4

.

2
9

9
8 2

0 2

。

5 2

5
8

4 2
6

。

9
7

1 2 4 4 5
6

.

3
5

3 1
1

6 6

。

6 6

表 3 生物措施对崩壁含水盘的影响

采 样 深 度 (em )
平均含水量

…
一崩 壁状况

0 ~ 5 5 ~ 10 10 ~ 20 20 ~ 4 0 4 0 ~ 6 0 6 0 ~ 80 80 ~ 10 0 ( ;石

绢毛相思
、

蜜草覆盖
(% )

自然裸露
(% )

20
。

4
0 1

9

。

9 4 2 1

。

5
1 2

1

.

9
9

2
0

。

8
9

2 0

。

6 8
2

1

。

4 6 2 1

。

1 7

1
5

。

2 8 1 2

.

8 6 1 3

。

7
9 1

4

。

3 3 1 5

。

6
0 1 6

。

1 9 1 8

。

2
9

1
5

。

6
7

糖

注
: 3

一

号崩岗
,

1 9 9 1 年 1 月31 日测定

表 4 生物措施对崩壁土坡肥力的影晌 (0 一10c m )

项 日

…
一

、
~
诬
.
一
~

「川瑞令下赢丽
___

·

一 …
4一

1

4
一

…
-

有机质 ‘% ,

{

0
·

2 6

{

0

·

9 3

1

‘
·

‘2

全氮 ‘% ,

{

痕迹
_

}

_ 0 ·

0 4 5

}

“
·

。5 8

注
: i 号崩岗

,

1 9 9 0 年 9 月25 日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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