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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耕地蓄水保土耕作技术措施的探讨

尹传逊 尹贻亮

(延安地区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
·

陕西延安市
·

6 7 1。。) 0

提 要
·

根据黄土丘陵区自然环境
、

社会经济条件
,

因地制宜地采取与其相适应的水土保持耕作技术措

施
,

以利于蓄水
、

保土
、

培肥地力
,

提高单产
,

退耕陡坡
,

还林还草
,
·

促使农业生态系统逐渐向良性循环

转变
。

为此
,

在大面积推广水平沟种植的基础上
,

进行了覆盖
、

留茬倒垄
、

沟内加土挡
,

坡地草田带状

间作轮种
、

粮草灌宽带间作
、

川平地覆膜间作套种
、

深耕密植等水保耕作技术措施的试验研究
,

并对

各种技术措施的蓄水
、

挡泥
、

培肥地力
、

增产增收效益作了评价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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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丘陵沟壑 区
,

坡度陡
,

土质松
,

雨量少而集中
,

水土流失严重
。

根据不同地形条件
,

因地制宜

的进行蓄水保土耕作技术措施的试验研究
,

最大限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

提高单产
,

实现增产增收
,

促进陡坡退耕
,

还林还草
,

改变山区落后面貌
,

脱贫致富
,

具有重大意义
。

收稿 日期
:
19 9 1一 1 1一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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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试验区概况

试验区设在陕西省延安城西 15k m 处的枣园乡上贬沟流域
,

海拔高程 1 0 23 ~ 1 3 42 m
,

试验

地属黄绵土
,

土壤容重 1
.

” ~ 1
.

34 9 c/ hi
3 ,

比重 2
.

54
,

粗砂粒 (粒径 1~ 。
.

25 m m )占 32
.

`

5%
,

细砂粒

(粒径 0
.

2 5~ 0
.

0 5m m )占 1 8
.

6 %
,

粗细粉粒 (粒径 0
.

0 1一 0
.

0 0 5m m )占 2 1
.

4%
,

粗粘粒占 8
.

4 %
,

粘

粒 (小于心
.

Ool m m )占 5
.

2 %
,

粗砂砾 (大于 l m m )占 13
.

9 %
,

田间最大持水量 24
.

5%
,

凋萎湿度

5
.

7 %
,

有机质含量 2
.

8一 3
.

2 9 / k g , 0
.

7 2 9~ 0
.

7 9 59 / k g ,

全磷含量为 0
.

9 5一 1
.

0 5 9 / k g
,

全钾含量为

13
.

2~ 17
.

09 k/ g , pH 值为 8
.

1一 8
.

3
.

该区属半干旱气候区
,

春季易千旱
,

日照强烈
,

温差大
。

多年平

均气温 9
.

4℃ ,

最高 39
.

1℃
,

最低 一 25 ℃ ,

无霜期 1“ 天左右
,

年日照 2 4 71 h
,

试验区无灌溉条件
。

1 9 8 6 年至 1 9 9 1 年 1 月至 10 月平均降雨量见表 1
。

·

表 1 上贬沟 1 9 8 6~ 1 9 9。年降雨量观测统计

年年 份份 年降雨量量 生 育 期 降 雨 量 (m m )))

(((年 ))) ( m m )))))))))))))))))))))))))))))))))))))))))))))))))))))))))))))))))))
5555555 月月 6 月月 7 月月 8 月月 9 月月 10 月月 合计计 占全年年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雨量量
((((((((((((((((((((( % )))

1119 8 666 3 8 2
.

心心 2 4
.

777 1 3 0
.

1
...

6 8
。

333 6 8
.

444 1 .0 888 3 6
。

444 3 3 8
.

777 88
.

777

111 9 8 777 4 8 5
。

222 1 9
。

222 8 6
.

666 9 9
。

888 1 50
。

999 2 5
。

999 5 3
。

888 4 26
.

222 87
。

888

111 9 8 888 6 7 2
.

333 6 5
。

000 1 3 0
。

555 2 0 9
.

444 1 7 6
.

111 4 0
.

888 1 3
。

555 6 3 5
。

333 9 4
.

555

111 9 8 999 4 29
.

222 5
.

444 7 8
.

111 7 1
.

444 5 5
.

111 1 0 6
.

777 2 1
。

222 3 3 7
。

999 7 8
.

777

111 99 000 6 3 6
.

888 3 9
。

666 3 1
.

666 2 0 2
。

555 1 2 4
.

888 8 8
。

333 2 5
.

555 5 1 2
.

333 80
.

444

111 9 9 111 4 58
。

333 10 5
。

222 72
。

555 4 8
.

222 6 1
.

333 59
。

333 1 8
.

222 3 64
.

777 7 1
.

444

平平 均均 5 10
.

666666666666666 4 3 5
。

999 8 5
.

444

二
、

试验方法及内容

采取定位试验与定产示范相结合的方法
,

在试验 区内根据不同地类
,

分别布设了水平沟种植
、

沟垄种植
、

间作套种
、 .

粮草轮作
、

粮灌草带状轮作
、

地膜覆盖
、

覆草
,

留茬倒垄
,

8 个试验处理区
,

并布

设了 10 个径流小区
,

测定水平沟
,

留茬倒垄
,

粮草带状间作
,

覆草的径流量和冲刷量
。

在播种前
、

收

获后测定土壤养分
,

在作物生育期内
,

每旬定期测定土壤水分
。

记载作物生长情况
,

结英数
》

千粒重

与产量
.

确定 2。 户村民为试验示范户
.

在梁卯坡
、

沟谷坡
、

圾地
、

沟台
、

川地等不同部位
、

不同坡向
、

坡度的耕地
,

按研究项 目进行试验示范
,

提供产量对比数据
。 `

1
、

水平沟种植
。

在坡耕地上自上而下沿等高线用套二犁开沟播种
,

开沟深度在地面以下 1 c7 m
,

·

沟垄高差
,

播种覆盖土后均达 1 0c m
,

沟距 6 0c m
。

2
、

沟垄种植
。

在川台地上用机具或畜力开沟
,

犁沟深 22
c 沉

,

沟垄高差
,

播种粗土后达 1 3 c m
,

沟

距 8 0 c m
o

3
、

粮食带状间作套种轮作
。

’

分别在上贬沟村的杨家山
、

赵家命
、

老陈山
、

野崔梁如耕地上
,

布设

了 7年生沙打旺茬轮作糜子
; 2 年生草木择与谷子带状间作

;
玉米与黄豆套种试验

。

4
、

免耕与水平沟留茬倒垄
。

在黑吃塌
,

隔坡梯田地上进行耕翻与免耕坡耕地上进行水平沟留茬

倒垄与水平沟
,

普通种植法种植黄豆
、

谷子
、

糜子对比试验
。

’

5
、

地膜覆盖与覆草
。

在川台地上选定试验示范户进行种植地膜西瓜
、

甜瓜示范
,

在杨家山坡上

待作物定苗后在水平沟与普通种植地上进行覆盖
,

与一般种植对比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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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试验结果分析

(一 )蓄水保土培肥效益 1
.

不同耕作法的蓄水保土效益
。

采取水平沟种植和粮草带状间作
,

粮

灌草带状间作等耕作措施
,

在拦泥蓄水
,

抗早保墒
,

改良土壤方面都显示出明显作用
。

从观测结果看
,
(见表 2) 采取水平沟种植

、

粮草带种植
、

粮灌草带状种植
,

不论径流量与冲刷量

均比普通种植法减少
。

径流量分别比平作地减少 29
.

。%和 34
.

8纬
;
冲刷量分别减少 76

.

7% `

78
.

4%和 80
.

5%
。

实施上述三种措施后
,

年平均蓄水 91
.

” m 3 / ha
,

减少流失表土 30
.

96 t ,

据
·

1 9 8 8

年测定
,

表土层中 ( 0~ l o e m )含氮 0
. `

7 8 4 9 / k g
,

含磷 1
.

0 5 9 / k g ,

含钾 1 5
.

2 9 / k g
、

有机质 3
.

19 / k g ,

按

上述数字计算
,

每公顷耕地平均每年减少养分损失折全氮 24
.’
27 k g

、

全磷 32
.

s lk g
、

全钾 47 0
.

5 9 k g
, :

有机质 9 5
.

g s k g
。

.

表 2 坡耕地 ( 2 30 )不同耕地作物方法蓄水保土效益对比

耕耕耕 作物种类类 试验验 产流流 产流流 径 流
’

量量 冲 刷 量量 效 益益
作作

’’’

年度度 雨量量 次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措措措 七年 ))) ( m m ))) (次 ))) ( m ,

/k m
七 ))) 比 较较 ( t压m Z ))) 比较较 蓄

·

水水 拦 泥泥

施施施施施施施施 ( % ))))) ( % ))) ( % ))) ( % )))

水水水 黄 豆豆 1 9 8888 2 4 1
。

888 666 4 9 2 0 0
··

7 4
.

999 2 22 8
.

444 2 5
.

555 2 5
.

111 7 4
.

555

平平平 谷 子子 19 8999 7 9
.

555 111 2 0 000 2 4
.

444 0
.

6 2 000 1 2
.

222 7 5
.

666 87
。

888

沟沟沟 糜 子子 1 9 9 000 2 3 7
。

000 777 3 0 7了222 6 6
.

777 1 G 1000 2 5
.

000 3 3
.

333 75
。

000

谷谷谷 子子 1 9 9 111 1 71
.

666 666 9 9 3 666 3 1
。

333 5 1 4
。

333 1 2
.

777 6 8
。

777 87
。

3
··

平平平平均均均均 2 2 5 1 777 7 1
。

000 9 3 8
.

333 2 3
.

333 2 9 f 000 7 .6 777

粮粮粮 黄豆与草木挥挥 1 9 8888 2 4 1
.

888 666 4 0 2 0 000 6 1
.

222 1 8 4 2
.

000 2 1
.

000 3 8
。

888 7 9
.

000

草草草 谷子与红豆草草
.

1 9 8 999 7 9
。

555 222 6 2 000 7 5
。

666 2
。

3 000 4 5
。

222 2 4
。

444 5 4
.

888

带带带 糜子与草木梅梅 1 9 9 000 2 37
。

000 777 3 4 9 2 222 7 5
。

888 1 4 0 000 3 4
.

卞卞 24
。

222 65
.

333

谷谷谷子与红豆草草
.

1 9 9 111 1 7 1
.

666 444 3 6 7 444 2 6
。

000 2 4 5
。

222 7
。

333 7 4
.

000 9 2
.

777

平平平平均均均均 1只 85 444 6 2
。

666 8 7 2
。

444 21
,

`

666 3 7
.

444 7 8
.

444

粮粮粮 黄豆与柠条条 1 9 8888 2 4 1
。

888 555 3 4 4 0 000 52
.

333 9 6 222 1 1
.

000 4 7
。

777 89
.

000

灌灌灌 谷子与柠条条 1 9 8999 7 9
。

555 111 2 2 000 2 6
.

888 1
.

4 999 2 9
.

333 7 3
。

222 7 0
.

777

带带带 糜子与柠条条 1 9 9 000 2 3 7
.

000 777 3 6 9 2222 8 0
。

111 1 7 1 000
...

1 9
.

999 5 7
.

777
谷谷谷子与柠条条 1 9 9 111 1 7 1

.

666 666 1 1 1 3 666 7 8
。

888 4 67
。

555 4 0
.

111
`

2 1
.

222 87
.

222

平平平平均均均均 2 0 66 9
。

555 65
。

222 7 8 5
。

222 1 2
.

888 3 4
.

888 80
.

555

1111111111111111111 9
。

5555555

普普普 黄 豆豆 1 9 8888 2 4 1
。

888 666 65 7 2 000 1 0 000 8 753
.

333 1 0 0000000

通通通 谷 子子 1 9 8999 7 9
。

555 222 8 2000 1 0 000 5
。

0 999 1 0 0000000

种种种 糜 子子 1 9 9 000 2 3 7
。

000 777 4 6 1 0 000 1 0 000 4 0 4 000 1 0 0000000

植植植 谷 子子 1 9 9111 1 7 1
。

666 666 1 4 1 3 666 1 0 000 3 3 3 7
。

555 1 0 0000000

平平平平均均均均 3 1 6 9 444 1 0 000 4 0 3 444 1 0 0000000

水平沟种植 由于起垄作挡
,

拦蓄了地表径流
,

防止

了水土流失
,

使土壤含水率显著提高
。

经过 4 年实测水
’ `

平沟种植法的土壤含水量
,

表明不同时期各层次的土
; “

壤含水量均比普通种植法高 (见图 1)o 蓬
日

2
.

作物覆草与不覆草蓄水保土效益
。

作物定苗后
,

于 7 月 15 日用青草覆盖地面
,

(草长 2 0一 4 0c m
,

草重
’

{

3 k g /m
Z
)使雨滴不直接击溅土壤

,

削弱 了雨滴对地面

—
水

’

犷人卜扣`肖

_ _ 一 泞妇种功

一一一一一一一

二丁丁二
.

- - - -
一

’乡丁;二二
·

门汉 汁 创

图 1 不同种植方法土壤含水量

的直接打击力
,

增加了降雨的入渗
,

使径流量和冲刷量大大减少 (见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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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坡耕地 ( 23’ )极草与不筱草拦泥蓄水效益对比

试试验年度度 措措 作物种类类 产流次数数 径 流 量量 冲 刷 量量

(((年 )))施施施 (次 )))))))))))))))))))))))))))))))))))))))))))))((((((((((( m,

/ k m
: ))) 对 比 (% ))) ( t / k m

, ))) 对 比 (% )))

111 9 9 000 夜夜 糜 子子 555 3 3 7 3 111 7 7
。

444 1 52 9
.

222 53
。

000

111 9 9 111 草草 谷 子子子 23
.

888 23
.

888 1 4 4
.

222 9
.

999

平平 均均均均均 1 8 1 1 0
.

555 67
。

000 8 3 6
。

222 38
.

555

111 9 9 000 不不 糜 子子 555 4 3 5 8 222 1 0 000 2 88 6
。

444 10 000

111 9 9 000 夜夜 谷 子子 333 10 4 7 888 1 0 000 1 4 5 5
.

555 1 0 000

平平 均均 草草草草 2 7 0 3 000 1 0 000 2 1 7 111 1 0 000

注
:

反草与不班草的径流 t
、

冲剧 t 均为 2 个 1 复小区平均值

从表 3 看
,

采取覆草措施后
,

径流量与冲刷量均比不覆草的少
。

以不覆草为 1 00 %
,

覆草措施要

比不覆草年平均减少径流量 33
.

。%
,

减少冲刷量 61
.

5%
。

由于径流量和表层肥沃的土壤流失量的

减少
,

耕层肥力状况明显好转
,

有利于作物生长发育
,

见表 4
。

表 4 筱草后 。~ 30c m 土壤养分变化

年年份份 p H 值值 全氮 NNN 全礴认O 。。

全钾 K : 000 有机质质 速效氮氮 速效磷磷 速效钾钾

(((年 ))))) ( g /k g ))) ( g k/ g ))) ( g / k g ))) ( g压 g ))) (m g / kg ))) ( m g压 g ))) (m g / k g )))

111 9 8888 8
.

2 000 0
。

7 6111 1
.

0 1 333 1 4
。

1333 2
。

999 3 0
.

333 1
。

3 333 6 3
。

333

77777777777
。

5000 0
。

8222 1
。

0 000 1 9
。

333 3
。

888 3 111 333 6 777

拔拔早刚刚 一 0
。

7 000 0
。

0 666 0
.

0 111 5
。

1 777 0
.

999 0
。

777 1
。

6 777 3
。

777

111 9 89999999999999999999

筱筱草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

增增减减减减减减减减减减

表 5 坡耕地 ( 230 )留茬倒垄蓄水保土效益对比

耕耕作措施施 试验年度度 作物种类类 产流次数数 径 流 量量 冲 刷 量量

(((((年 ))))) (次 ))))))))))))))))))))))))))))))))))))))))))) (((((((((((m
3

/k m
. ))) 对比 (% ))) ( t八 m .

))) 对比 ( % )))

水水平沟留留 1 9 9 000 糜 子子 777 3 1 1 2 222 67
。

555 1 0 1 000 25
.

000

茬茬倒垄垄 1 9 9 111 谷 子子 555 1 0 1 1 888 7 1
.

666 4 7 6
.

777 1 4
.

333

平平平均均均均 2 0 6 2 000 右8
.

555 7 4 3
.

444 2 0
.

222

水水 平 沟沟 1 9 9 000 糜 子子 777 6 9 3 8 666 85
.

444 1 6 6 555 4 1
.

222

11111 9 9 111 谷 子子 666 9 9 3 666 7 0
。

444 5 1 4
.

333 1 5
。

444

平平平均均均均 2 4 66 111 81
。

999 1 0 8 9
.

777 2 9
.

555

免免耕种植植 1 9 9 000 糜 子子 777 4 6 9 2 222 1 0 1
.

8
...

1 9 6 000 4 8
.

555

11111 9 9 111 谷 子子 666 1 9 9 4 000 1 4 1
.

111 2 8 6000 85
.

777

平平平均均均均 3 3 4 3 111 1 1 1
.

000 2 4 1 000 6 5
.

333

`̀ 般种植植 1 9 9 000 糜 子
...

777 4 6 1 0 000 1 0 000 4 0 4 000 1 0 000

11111 9 9 111 谷 子子 666 1 4 1 3 666 1 0 000 3 3 3 7
。

555 1 0 000

平平平均均均均 3 0 1 1 888 1 0 000 3 6 88
.

888 1 0 000

3
、

留茬倒垄蓄水保土效益
.

留茬倒垄种植减少了中耕过程中人力
、

畜力和机具对土壤结构的破

坏
,

减少了土壤水份的蒸发
,

增强了土壤的抗冲力
,

减少径流和 冲刷
,

使土壤含水率显著提高 (见表

5
,

图 2 )
。

采取 留茬倒垄种植
,

冲刷量显著减少
,

土壤含水率在各个层次中都有较大的提高 (见图 2 )
。

2 年

平均水平沟留茬倒垄种植比水平沟种植减少径流量 1 6
.

4%
,

减少冲刷量 3 1
.

8%
,

比一般种植法减

少径流 31
.

5%
,

减少冲刷 79
.

8%
,

土壤含水量提高 0
.

7%
。

免耕种植法比一般种植法减少冲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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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

7%
,

但径流量有所增加
,

土壤含水量提高 0
.

8 %
。

从一 次较大暴雨 观测结果来看
,

1 9 90 年 7 月 31

日降雨量 4 0
.

3m m
,

历时 l h 5 4m i n
,

平均降雨 强度为

21
.

Zm m / h
,

是四年来降雨强度最大的一次
,

因而所有

小区全部发生了径流
,

拦蓄效益见表 6
。

从表 6看
,

各种不同的水土保持耕作措施
,

拦泥效 爸
芬

益均显著
.

但耕作方法不同
,

其拦泥效益明显不同
,

水 嚣

平沟留茬倒垄和留茬免耕种植分别比平作减少冲刷

59
.

4 %和 42
.

1%
,

因而为作物生长发育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
。

据我所 1 9 9 0 年对留茬倒垄种植法谷子播种前和

收获后土壤养分 (0 ~ 3 0c m )的测定对比
,

全氮增 加

水 }
`

沟侧茬倒 节

_ _

一 :二二二
_

~ 二二一一一
:
多` 口一

一

—
洲

。

` 一一一 免习冬种杭

一【0 1 0一 20 2 0一 3 0 3 0一 6 0 6 0一 10 0

侧保 (恤 ,

。
.

05 9 k/ g ,

全磷增加 。
。

0 4 9 k/ g ,

全钾增加 2
.

鲍 / k g
,

有 图 2 留茬免耕土壤含水量

机质增加 。
。

79 / k g ,

见表 7
。

表 6 1 9 9。年一次较大暴雨不同措施效益对比

耕耕作措施施 坡 度度 时间月
、

日日 产流雨量量 径 流 量量 冲刷量量

(((((
0

)))))))))))))))))))))))))))))))))))))))))))))))))))))))))))))))
降降降降降雨量量 强 度度 径流量量 对比 (% ))) 冲刷量量 对比 (% )))

((((((((( m m ))) ( m n
/h ))) ( m ,

八 m Z ))))) ( t / k m
里 )))))

覆覆 草草 2 3
000

0 7
、
3 111 4 0

.

333 2 1
。

222 2 4 7 9 000 1 0 8
.

888 4 0 444 7 7
。

444

水水平沟留茬倒垄垄 2 3
000

0 7
、
3 111 4 0

。

333 21
.

222 1 9 19 000 84
。

222 2 1 222 4 0
。

666

水水 平
.

沟沟 2 3
000

0 7
、
3 111 4 0

。

333 2 1
.

222 2 3 9 9 000 1 0 5
.

333 3 4 000 6 5
。

111

免免 耕 种 植植 2 3
000

0 7
、
3 111 4 0

.

333 2 1
。

222 2 5 59 000 1 1 2
.

333 3 0 222 5 7
.

999

一一 般 种 植植 2 3
000

0 7
、
3 111 4 0

.

333 2 1
.

222 2 2 7 9 000 1 0 000 52 222 1 0 000

粮粮 草 带带 23
000

0 7
、
3 111 4 0

。

333 2 1
。

222 2 1 1 9 000 9 3
。

000 3 8 333 7 3
.

444

粮粮 灌 带带 2 3
000

0 7
、
3 111 4 0

.

333 2 1
。

222 1 9 5 9 000 86
.

000 3 3 333 6 3
。

888

表 7 留茬倒垄
’

。~ 3优 m 土壤养分比较
`̀

时
·

间间 p H 值值 全 氮氮 全 磷磷 全 钾钾 有机质质 碱解氮氮 速效磷磷 速效钾钾
(((月

、

日 ))))) N ( g 压 g ))) P
: 0 555

K
: o ( g / k云))) ( g /k g ))) (m g /k g ))) ( m g /k g ))) ( m g / kg )))

((((((((( g /k夕 )))))))))))))

猫猫神前前 8
。

1777 0
.

8 000 1
。

0 666 1 7
。

999 3
.

333 3 6
.

333 1
。

3 333 6 6
.

777

褚褚鬓浩浩
7

。

555 0
.

8 555 1
.

1 000 2 0
。

555 4
.

000 4 111 444 8000

111 0 1 555 一 0
.

6 777 0
.

0 5
...

0
.

0 444 2
。

666 0
.

777 4
.

777 2
.

6 777 1 3
.

333

增增减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

表 8 水平沟套种拦蓄效益对比

项项 目目 l 水平沟 ]]]水平沟沟 平
`

作作
叹叹叹豆与玉米米

.

黄 豆豆 黄豆豆

坡坡 度度 2 0
000

2 0
000

2 0
000

生生育期降雨量 (m m ))) 6 3 5
。

333 6 3 5
.

333 6 35
.

333

产产流雨量量 24 1
。

888 24 1
。

888 2 4 1
。

888

平平均径流 (m ,
/k m

,
))) 2 2 50 000 26 0 0 000 50 8 0 000

对对 比 (% )
’’

4 4
.

仑999 5 1
.

1 888 1 0 0
··

平平均冲刷量 (t 八 m 皿 ))) 2 1 6
.

666 2 0 1
。

777 7 1 4 1
.

888

对对 比 (写 ))) 3
.

0 333 2
.

8 333 1 0 000

4
.

间作套种蓄水土效益
。

水平沟间作套种与水

平沟间作
,

增加了地表的覆盖度
,

再加上水平沟本身

的拦蓄作用
,

使径流量和冲刷量大大减弱 (见表 8 )
。

从表 8 看出
,

水平沟种植黄豆与水平沟玉米套

种黄豆比平作黄豆径流量减少 48
.

82 %和 55
.

71 %
,

冲刷量减少 97
.

17 %和 96
.

97 %
,

水保效益非常显

著
。

5
.

粮草
、

粮灌带状间作轮种的减沙培肥效益
。

粮草与灌木实行带状间作
,

以灌木林带拦泥固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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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牧草来培肥地力
,

增加有机质含量
。

据多年来的种植试验
,

在粮草轮作区
,

靠上部灌木林带处土层

下切达 0
.

3~ 0
.

7m
,

靠下部林带处上淤达 0
.

3~ 0
.

4c m
,

使原自然坡面减缓 2o ~ 5o
,

逐渐地起到了生

物梯田的作用
,

根据两年农作物与草木择的带状轮作其全氮增加 。
.

1 29 / k g ,

全磷增加 。
.

3 9k/ g ,

全

钾增加 7
.

3 3 9 / k g
,

有机质增加 3
.

3 9 / k g (见表 9 )
。

表 9 粮草带状轮作 O~ 30c m 土壤养分变化

时时间 (年
、

月 ))) p H 值值 全氮 NNN 全磷 P : 0 ,,

全钾 K : 000 有机质质 碱解氮氮 速效磷
...

速效钾钾
((((((( g /k g ))) ( g / k g ))) ( g / k g )

...

( g /k g ))) ( m g /kg ))) ( m g /k g ))) (m g / kg )))

111 9 8 8 0 444 8
。

2 000 0
.

7 7 999 1
。

0 0 777 6
.

1 7 111 3
.

000 3 1
。

333 1
.

3 333 63
.

777

111 9 9 1 0 999 7
。

2 000 0
。

9000 1
.

4 000 2 3
.

555 6
。

333 6 444 666 8 999

增增加加 一 1
。

0 000 0
。

1 2 111 0
.

3 9 333 7
.

3 333 3
.

333 3 2
。

777 4
。

6 777 25
.

333

试验表明
:

根据不同地类条件
,

采取不同的水土保持耕作措施
,

可以改变坡面小地形
,

使光秃秃

的坡面变成起伏不平的沟垄
,

增加了地面糙率度
,

同时地面覆盖增强了降雨入渗
,

减少了雨滴的溅

蚀
,

从而起到蓄水保土作用
。

目前
,

在该区山地水平沟种植
,

川台地区垄沟种植等四法种田已推广 3 00 多万亩
,

取得了显著

的蓄水保土作用
。

在远 山高山粱如陡坡地上
,

由于交通不便 、运送肥料困难
,

近期内不能退耕的坡地
,

采取粮草带

状间作轮种
,

粮食作物与灌木林带间作
,

对保持水土
,

培肥地力有显著作用
。

(二 )增产效益 由于水平沟种植是等高耕作
、

起垄作挡
,

减少了地面径流泥沙
,

减少了土壤养

分
,

水分的损失
,
有利于作物生长发育

,

使粮食产量显著提高
。

据 4 年来在同一块地中抽祥调查和实

测产量来看
,

在面积相 同
,

施肥及管理均相同的条件下
,

水平沟种植法与一般种植法结果比较
,

单位

面积产量差异比较明显
,

见表 1 0
。

表 1 0 水平沟种植法与一般种植法产量比较
之

试试 验验 作 物物 水平沟种植植 一般种植植 增产效益益
年年 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年 ))))) 勇噢噢 产量量 亩产产 更噢噢 产量量 亩产产 增产量量 增产幅度度

`̀̀̀ n l 少少 ( k夕 ))) ( k R /亩 ))) 、 n l 夕夕 ( k 尸 ))) ( k“ /亩 ))) ( k 叮 /亩 ))) ( % )))

111 9 8 888 谷 子子 2 000 1
。

4 000 4 6
.

777 2 000 1
.

2 555 4 1
.

777 555 1 222

黄黄黄 豆豆 2 000 2
.

7 222 9 0
。

777 2 000 1
.

5 444 5 1
。

333 3 9
。

444 7 6
。

888

荞荞荞 麦麦 2 000 1
。

5 555 5 1
。

777 2000 1
。

5 000 5 0
.

000 1
。

777 3
.

444

小小小区黄豆豆 1 0 000 8
.

2 555 5 5
.

000 1 0 000 7
。

1 555 4 7
。

777 7
.

33333

111 9 8 999 延谷 8 号号 1 000 111 6 6
.

777 1000
.

’

0
.

8555 5 6
.

777 1 000 17
。

666

糜糜糜 子子 4 1 3
.

444 5 555 8 8
.

777 6 2 1
.

444 6999 7 4
.

000 1 4
。

777 1 9
。

999

小小小区谷子子 1 0 000 6
.

555 4 3
.

333 1 0 000 444 2 6
.

777 1 6
.

666 6 2
.

222

111 9 9 0
`̀

谷子子 1 3 000 2 111
·

1 0 7
。

777 1 1 7
。

666 1 777 9尽 444 11
.

333 1天
·

222

延延延谷 8 号号 6 21
。

444 1 0 111 1 0 8
。

444 9 2
.

222 1 444 1 0 1
.

333 7
.

111 7
。

000

糜糜糜 子子 1 000 2
。

111 14 0
。

111 1 000 1
.

555 1 0 0
.

111 4 0
.

000 4 0 :::

糜糜糜 子子 1 0 5
。

999 2 333 1 4 4
.

999 1 6 8
.

333 2 7
.

000 1 0 777 3 7
。

999 3 5
。

444

1119 9 111 谷 子子 2 777 2
。

777 6 6
.

777 3 5
.

222 2
.

555 4 7
。

444 19’. 333 4 0
.

777

谷谷谷子 8 0 1 333 1 0 1
.

444 1 222 7 8
。

999 1 1 1
。

333 6
.

555 3 8
。

999 4 0
.

000 10 2
.

888

黄黄黄 豆豆 62 1
,
444 2 7

。

555 2 9
。

333 8 1
。

333 3
。

333 2 7
。

111 2
。

444 8
。

999

黄黄黄 豆豆 2 3 7
。

333 2 1
。

555 6 0
。

444 1 3 2
。

444 7
。

888 3 9
.

333 2 1
。

lll 5 3
,

777

谷谷谷子 8 0 1 333 86
。

9
’’

1 333 9 9
。

777 1 3 2
。

000
’

8
.

555 4 2
。

999 56
.

888 1 3 2
。

444

二者比较
,

水平沟种植法比普通种植法每亩多收 1
.

7k g ,

最高达 “
.

sk g ,

而荞麦
、

谷子
、

糜子
、

黄豆
,

每亩分别增产 3
.

4%
,

1 2% ~ 2 3 2
.

4%
,

8
.

9% ~ 4 0%和 1 5
.

3% ~ 7 6
.

8%
。

2
.

覆草增产效益
。 .

作物定苗后
,

子 7 月
.

15 日利用青草覆盖地面 (草长度 20 ~ 4 0c m
,

草重 3 k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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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Z )使雨滴不直接击溅土壤
,

同时
,

由于青草覆盖
,

减少了地面野草滋生
,

还减少了雨季中耕除草
,

减轻土壤水分的蒸发
,

保持土壤良好的墒情
,

青草腐烂后还可增加土壤的有机质
,

培肥土壤
,

提高农

作物的产量
,

见表 1 1
。

表 n 覆草与不覆草粮食产量对比

作作 物物 试验年度度 覆 草草 不覆草草 增 产产

(((((年 ))))))))))))))))))))))))))))))))))))))))))))))))))))))))))))))))))))))))) 面面面面 积积 产 量量 单 产产 面 积积 产 量量 单产产 增产量量 增产产
((((((( m ,

))) ( k g ))) (k g /亩 ))) ( m . ))) ( kg ))) ( k g /亩 ))) ( k g /亩 ))) ( % )))

黄黄 豆豆 1 9 8888 666 1
.

0 555 1 1 6
.

777 1 333 1
.

0 000 51
。

333 65
。

444 12 777

谷谷 子子子 2 000 1
.

8 000 6 0
。

000 2 000 1
.

2 555 4 1
.

777 1 8
.

333 4 444

延延谷 8号号 1 9 8 999 1 000 1
。

5000 1 0 000 1 000 0
。

8555 5 6
.

777 4 3
.

333 7 666

小小区谷子子子 1 000 1 1
。

999 7 9
.

333 1 0 000 444 2 6
。

777 5 2
。

6
··

1 4 777

糜糜 子子 1 9 9 000 1 000 1
。

8555 12 3
。

444 1 000 1
.

1 000 7 3
。

444 50
.

000 6 888

小小区糜子子子 1 0 000 1 8
。

333 1 2 5
。

444 1 0 000 1 2
.

222 8 1
。

444 4 4
。

000 5 444

谷谷 子子子 2 2
.

666 6
.

000 1 7 7
.

111 11 7
.

666 1 777 9 6
.

444 80
.

777 8 444

谷谷 子子 1 9 9111 1 5
。

333 1
.

555 65
.

444 3 5
。

222 2
。

555 4 7
。

444 1 8
。

000 3 888

小小区谷子子子 1 0 000 8
。

000 5 3
.

333 1 0 000 4
。

000 2 6
。

777 2 6
。

666 1 0 000

谷谷 子子子 3 9
。

999 4
.

000 66
.

888 11 1
.

333 6
.

555 38
。

999 27
。

999 7222

黄黄 豆豆豆 3 8
.

777 3
。

222 5 5
.

111 1 3 2
.

444 7
。

888 3 9
.

333 1 5
.

888 4 000

黄黄 豆豆豆 4 8
.

444 6
.

111 8 4
.

000 28 3
.

444 2 6
。

555 62
.

333 21
。

777 3 555

从表 n 看出
,

在相 同的条件下
,

覆草与否对粮食产量影响很大
。

采取覆草的黄豆每亩增产

35 % ~ 12
.

7%
;
覆草的谷子每亩增产 38 %一 1 47 %

;
覆草的糜子每亩增产 44 ~ 5k0 g ,

增产率在 54 %

~ 6 8%
。

在大力推广水平沟种植法的基础上
,

我们进行了水平沟覆盖与不覆盖的对比试验
, 4 年来的观

测结果见表 12
。

表 12 水平沟覆草与不覆草产量对比

种种植作物物 试验年度度 水平沟覆草草 水 平 沟沟 增 产产

(((((年 ))))))))))))))))))))))))))))))))))))))))))))))))))))))))))))))))))))))))))))))) 面面面面 积积 产 量量 亩 产产 面 积积 产 量量 单 产产 增产量量 增产幅度度
((((((( m 忿 ))) ( k g ))) ( k g /亩 ))) ( m Z ))) ( k g /亩 ))) ( k g /亩 ))) ( k g /亩 ))) (% )))

谷谷 子子 1 9 8 888 1 000 1
。

666 1 0 6
.

777 1 000 1
。

444 9 3
。

444 1 3
.

333 1 4
.

222

黄黄 豆豆豆 1 000 1
.

555 1 0 0
.

111 2 000 2
.

7 222 9 0
.

777 9
.

444 1 0
。

444

谷谷 子子 1 9 8 999 1 000 1
.

555 1 0 0
.

111 1000 111 66
.

777 3 3
.

444 50
.

111

糜糜 子子 1 9 9 000 1 000 1
.

8 555 1 2 3
.

444 1 000 1
.

444 9 3
.

444 30
.

000 3 2
.

111

谷谷子子子 1 3
.

666 3
.

444 1 6 6
.

888 6 2 1
.

444 1 0 111 1 0 8
.

444 5 8
。

444
.

53
.

999

谷谷 子子 1 99 111 4 000 5
.

777 9 555 2 777 2
.

777 6 6
。

777 2 8
.

333 4 2
.

444

谷谷 子子子 86
.

222 777 5 4
.

111 58 1
。

777 3 8
.

555 4 4
.

111 1 0
.

000 2 2
.

777

、、

谷子 80 1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黄黄 豆豆豆 3 3
.

222 666 1 2 0
.

555 86
。

999 1333 9 9
。

777 2 0
。

888 2 0
.

999

黄黄 豆豆豆 888 0
.

666 5 000 7 0 8
.

555 4 0
.

555 3 8
。

111 9
。

555 2 4
.

999

4444444 2
.

999 444 62
。

222 2 7 2
.

111 1 888 4 4
。

111 1 8
。

111 4 1
。

000

从表 12 看出
,

在水平沟增产的基础上
,

若采用青草覆盖还能增加产量
。

每亩可增收黄豆 9
.

4 ~

6 1
.

g k g
,

谷子 1 0
.

0一 5 8
.

4 k g
,

糜子 3 3
.

4 k g
,

增产幅度在 1 0
.

4% 以上
。 -

3
.

留茬免耕增产效益
。

陕北丘陵沟壑区
,

春季易干旱
,

采用留茬免耕减少了旱地中耕次数
,

减少

了中耕过程中人力
、

畜力和机具对土壤结构的破坏
,

减少了土壤水分的蒸发
,

增加了种子发芽时所

需的水分
,

同时还可借助作物茬的遮盖增加郁闭度
,

防止水土流失
,

使产量明显提高
。

(见表 1 3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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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

表3 1留茬免耕产量对比

作作物种植植
_

一

一 留茬免耕种植植 耕翻种植植 增 产产

面面面
,

积积 产 量量 单 产产 面 积积 产 量量 单 产产 增产量量 增产幅度度

(((((亩 ))) ( k g ))) ( k g /亩 ))) (亩 ))) ( kg ))) ( k g /亩 ))) ( k g /亩 ))) (纬 )))

糜糜 子子 0
.

0 1 5
...

2 111 1 4 000 0
。

0 1 555 1
。

444 9 3
。

333 4 6
。

777 50
.

111

谷谷 子子 0
。

2555 3 0
.

555 1 2 222 0
.

1 999 2 111 1 1 0
。

555 1 1
。

555 1 0
。

444

糜糜
`

子子
!!!

2 555 1 6 6
。

777 0
.

1 666 2 333 1 4 3
。

888 2 2
。

999 1 5
.

999
谷谷 子子

...

5 333 1 1 0
。

444 0
.

1 444 1 444 10 000 1 0
。

444 10
.

444
谷谷 子子 0

.

1555 3
··

5 1
.

777 0
。

0 5 333 2
.

333 4 4
.

444 7
.

333 16
.

444

谷谷子 8 0 1333 0
.

4 888 8
.

555 4 2
。

999 0
。

1 6777 6
。

555 3 8
。

999 4
.

000 1 0
.

333

黄黄 豆豆 0
.

0 5888 26
。

555 6 2
.

222 0
.

1 2222 4
.

333 3 5
.

222 2 7
。

000 76
.

777

00000
.

1 9 88888888888888888

00000
.

4 266666666666666666

表 14 水平沟留茬倒垄产量对比

种种植作物物 试验年度度 水平沟留茬倒垄垄 水平沟种植植 增 产产

(((((年 ))))))))))))))))))))))))))))))))))))))))))))))))))))))))))))))))))))))))))))))) 面面面面 积积 产 量量 单 产产 面 积积 产 量量 单 产产 增产量量 增产幅度度
(((((((亩))) ( k g ))) ( k g /亩 ))) (亩 ))) ( k g ))) ( kg /亩 )

...

( k g /亩 )))
·

( % )))

黄黄 豆豆 1 9 8888 111 9 8
.

999 9 8
。

999 0
。

2 444 1 2
.

333 5 1
.

333 4 7
。

666 9 2
.

888

金金谷 2 号号号 1
。

333 5 0
.

333 3 8
。

777 2
.

444 8 5
.

000 3 5
.

444 3
.

333 9
。

333

小小黄豆豆豆 O
。

555 6 0
.

000 1 2000 2
。

222 2 1 000 9 5
。

555 2 4
。

5
...

2 5
.

777

延延谷 8 号号 1 9 8999 111 1 3 3
.

555 1 3 3
。

555 0
.

4 666 4 8
.

999 10 6
.

333 27
。

222 2 5
.

666

糜糜
’

子子子 1
.

0 777 9 111
.

8 555 0
.

9 333 6999 7 4
.

222 1 0
。

888 1 4
.

666

黄黄豆豆豆 0
.

555 1 000
.

2 000 4
.

555 7 222 1 666 444 2 5
。

000

糜糜 子子 1 9 9 000 0
.

0 1 555 2
,
111 1 4 000 0

。

0 1 555 1
.

555
.

1 0 000 4 000 4 0
.

000

谷谷 子子子 D
.

2555 3 0
.

555 1 2 222 0
。

1 999 2111 1 1 0
.

555 1 1
.

555 1 0
.

444

糜糜 子子子 0
。

1 555 2 555 1 6 6
。

777 0
。

1 666 2 333 1 4 3
.

888 2 2
.

999 1 5
.

999

,,

谷 子
’’’

1
。

0 777 1 2 444 1 15
。

999 0
。

9 333 1 0 0
。

5
. `̀

1 0 8
.

111
’ .

7
.

888 7
.

222

糜糜 子子子 111 1 5 222 1 5 222 0
.

2444 3 1
。

555 13 1
.

333 2 0
。

777 1 5
.

888

谷谷 子子 1 9 9 111 0
.

0 5 222 4
。

000 7 6
。

999 0
.

0 444 2
.

777 6 6
.

555 1 0
。

444 1 5
.

6
...

谷谷子 80 133333 0
.

1 333 1 3
.

000
气

`

10 000 0
.

1 5 222 12
.

000 7 8
.

999 21
.

111 2 6
.

777

黄黄 豆豆豆 1
.

0 666 4 0
.

555 3 8
.

222 0
.

9 333 26
.

555 28
.

555 9
。

777
.

3 4
.

000

采用水平沟留茬倒垄种植和免耕种植不仅节省了劳力和
,

畜力
,

而且还减少了降雨对地表的冲

刷
,

借助作物茬子腐烂还可增加有机质
,
从而提高粮食产量

,

水平沟留茬倒垄
,

每亩可多收粮食 3
. `

3

一 47
·

k6 g :增产幅度在 .7 2%以上
.

免拼幅度在 10
.

4%以上
。

4
.

地膜覆盖
。

根据 16 户示范户种植的地膜西瓜调查
,

覆膜的西瓜平均亩产 3 ZOk0 g ,

未覆膜的

仅 2 1。。k g, 每亩可增产 1 10 k0 g
。

由于覆膜后能保墒
,

提高地温
,

促进早熟
,

可早上市 5份 10 天
,

经

济效益显著提高
,
覆膜西瓜每亩收入 7 50 元

,

而未覆膜西瓜每亩仅收入 3 80 元
。

5
.

草田带状间作轮种
。

在远山高山地段
,

进行草田带状间作轮种
,

能显著提高产量
。

赵家赤
、

老

陈山
、

杨家山
,

是上贬沟村耕种较远
、

地势较高的梁弗坡耕地
,

从来不施肥
,

多年来靠撂荒山种植
,

土

壤痔薄
,

产量低而不稳
,

丰收年亩产不过百斤
,

欠收年甚至颗粒无收
。

1 9 8 7 年在赵家如布设草木梅
`

与糜谷等高带状间作物轮种示范
,

共 4 5 Q 亩
,

耕地播种草木择 1 50 亩
,

农作物
.

300 亩
,

草木杯带宽

s m
,

农作物带宽 1 6m
,

草木择 2 9 8 8 年产种籽 7 5 k g ,

干草 i s o k g
。

1 9 5 9~ 2 9 9 0 年草木择茬轮种谷子
、

糜子
,

平均亩产 8 5k g ,

一般地平均亩产 56 k g
,

每亩增产 2 9 k g
,

增产 51
.

3%
。

在老陈山利用红豆草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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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种谷子
,

平均亩产 5 8 k g
,

一般地亩产 4 2 k g
,

增产 38 %
。

杨家山利用 5年生沙打旺茬种植糜子
,

平

均亩产 1 0 8
.

s k g
,

一般耕地亩产 6 o k g
,

每亩增产 4 5
.

s k g
,

增产 8 0
.

8%
。

根据不同地类
,

实施相应的水土保持耕作措施
,

由于改变了小地形
,

增加了土壤被覆
,

便于集中

施肥
,

将坡面径流泥沙拦蓄在沟壕内
,

水分入渗到土壤内
,

供给作物生长所需的水分
、

养分
,

克服因

降雨量分布不均
,

春季干旱
,

夏秋暴雨集中
,

水土流失严重
,

造成肥力不足的不利情况
。

充分发挥日

照时间长
,

夏季热量集中
,

日温差大的有利因素
,

从而改善土壤的水分
,

热气状况
,

增强土壤中微生

物的活动
,

提高土壤中二氧化碳的浓度
,

加速土壤养分的转化
,

增加土壤有效养分的含量
,

供作物根

系吸收利用
,

促进根系的发育
。

据观测
,

采取水保耕作法种植的谷子
,

次生根有 42 条
,

多分布在

3 0c m 的耕作层 内
,

而一般田谷子仅 31 条
,

分布零乱
.

由于根系发达
,

吸收水肥力强
,

从而增强了地

上部的生长发育
,

因而出苗好
、

植株高
、

穗子长
、

籽粒多
、

千粒重高 (见表 1 5 )
。

表 15 不同种植法作物长势及考种情况

耕耕作措施施 作物名称称 出苗株数数 株 高
。。

穗 长
...

每穗粒数或或 千粒重重
(((((((株 / m

全))) ( e m ))) ( e m ))) 结英数数 ( g )))
(((((((((((((个 )))))

水水平沟留倒垄垄 糜 子子 7 111 1 7 6
。

111 3 9
。

000 2 1 5111 8
.

888

水水 平 沟沟 糜 子子 6 777 1 6 3
.

222 3 8
。

222 1 8 8222 8
。

555

一一般田夜草草 谷 子子 4 666 1 5 1
。

777 2 2
。

444 1 1 9 6 000 3
.

777

一一 般 田田 糜 子子 5 666 1 6 1
.

555 3 6
。

999 1 1 3 444 8
。

777

免免 耕 种 植植 糜 子子 6 000 1 6 9
.

888 3 7
.

111 : 1 7 6333 8
.

666

水水平沟留倒垄垄 谷 子子 3 666 156
.

222 24
。

555 7 60 000 4
。

000

水水 平 沟沟 谷 子子 3 111 1 5 2
.

000 2 2
.

222 6 6 6 000 3
.

888

免免 耕 种 植植 谷 子子
_

4 666 14 5
.

888 2 3
。

555 6 6 3 000 3
.

999

一一 般 种 植植 谷 子子 3 333 1 4 4
.

444 2 2
.

333 6 6 0 000 3
。

666

水水平沟种植植 谷 子子 3 111 1 5 2
.

333 2 4
。

555 2 1 56 000 4
.

000

水水平沟留茬倒垄垄: 黄 豆豆 1 5555555 2 5 000
`

2 2 222

水水 平 沟沟
’

黄 豆豆 1 3333333 2 1 555 2 0 444

水水平沟覆草草 黄 豆豆 1 5555555 28 000 2 2 555

免免 耕 种 植植 黄 豆豆 1 4444444 2 1 222 2 1 222

... .

一 般 田田 黄 豆
444

1 1111111 1 7 555 1 9 555

一一般田覆草草 黄 豆
...

1 3333333 2 5 000 22888

注
:

植高和移长为 20 株的平均值
·

据上贬沟村 20 户科技示范户的调查统计
,

在梁如坡地区采用粮食带状间作轮种
,

在塌地采用

水平沟种植
,

覆草留茬倒 垄
,

川台地 采用垄沟种植
,

覆膜
,

都显著增产
,

增产幅度在 9
.

5% ~

26 7
.

6%
。

从全村总产量看
,

1 9 9。 年粮食收获面积 1 482 亩
,

总产量 1 23 56 k0 g ,

其中采用不同形式

的
`

水保耕作法种植 4 81 亩
,

总产 85 3 o 6k g
,

面积占 32 %
,

而产量占到 69 %
,

全村 2 29 人
,

人均耕地

6
.

4 7 亩
,

生产粮食 53 9
.

sk g ,

其中水保耕作法 2
.

1亩
,

获得粮食 372
.

4k g
。

4
.

37 亩一般 田仅产粮食

1 67
.

kI g
。

由于示范推广了不同水保耕作法种植
,

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

总产量相应提高
,

为退耕陡

坡还林还草奠定了物质基础
.

耕地面积由 1 9 8 5 年的 2 9 80 亩
,

乍降为 1
`

4 80 亩
,

5年来共退耕陡

坡耕地 1 5 00 多亩
。

农林牧用地 由原来的 5
:
2

: 3 ,

现调整为 2 :
5

: 3
,

土地利用结构逐步趋向合理
。

(三 )水保耕法投劳收益情况 农产品的生产过程
,

既是生产的消费过程
,

又是新产品的创造过

程
,

生产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农产品
,

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

即各种投入
。

水保耕作法比普通种植法

单位面积上要投入较多的劳动力
,

这些多投入的劳动力
,

最终都要反映在农产品的成本上
,

产品成

本是已消耗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支付劳动报酬的货币表现
,

是经济效果上综合性重要指标之一
。

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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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劳动从事开沟
、

起垄
、

作挡
,

中耕培土
,

松土
,

覆草等耕作技术
,

能够从中获得较高的效益 (见表

1 6 )
。

表扬 水保耕作法与普通种植法用劳与产量结果比较

处处 理理 供供 用劳情况 (个 /亩 ))) 每亩单产产每亩增产产每个穷动动
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 ( k g /亩 ))) ( k g ))) 工日收入入作作作作 耕 地地 播 种种 间间 中耕培培 收收 合 计计计计 (元 )))

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 苗苗 土起垄垄 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获
人人人人力力 畜力力 人力力 畜力力力 作 挡挡 碾碾 人力力 畜力力力力力

覆覆覆覆覆覆覆覆覆 草草 打打打打打打打

水水平沟种植植
`

夕户 下户户 111 111 333 lll 333 222 333 l 222 222 10 8
.

444 1 2
.

999 999

水水平沟授草草草草草草草草 111 111 333 111 333 2
.

555
`

333 1 2
.

555 222 1 66
.

888
.

7 0
。

444 1 3
.

333
水水平沟留茬倒垄垄叮』』

111 、、 333 111 333 222 333 1 1
。

555 111 11 5
.

999 1 9
。

555 1 0
.

111

普普通种植覆草草草草草草草草 111 111 222 lll 222 2
.

555 333 1 0
。

555 222 1 4 8
.

999 5 2
.

555 1 4
.

111

普普 通 种 植植 厦习习习
111 222 lll 222 2

,

0 3
’’

333 1 0 000 222 9 6
.

44444 9
.

666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盯盯盯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

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臼臼臼 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

水保耕作法
,

加上其它措施
,

如增施肥料
,

合理密植
,

则效益更为显著
。

据调查
、

川
、

台梯田
、

坝

地
,

采用沟垄种植
,

每亩增施尿素 l o k g ,

比普通种植法 (施同量尿素 )增产玉米 20 ~ 60k g
。

四
、

结 语
、

黄河中游黄土丘陵地区根据不同地形土壤条件推行相应的蓄水保土培肥耕作技术措施
,

投资

少
,

方法简便
,

易于推广
,

拦泥蓄水保肥作用大
,

增产效益显著
。

能捉进陡坡退耕
,

还林还草
,

促使农

业生态系统逐渐向良性循环转变
。

(一 )山坡地水平沟种植 减少径流 25
.

1% ~ 75
.

6%
,

减少冲刷 77
.

1% ~ 87
.

8%
,

土壤含水量

增加 0
.

4 % ~ 1
.

。%
,

作物产量提高 12 % ~ 76
.

8%
。

在全区大面积推广的基础上
,

应强调标准
,

在沟

内设土挡
。

(二 )青草覆盖耕作 可减少径流 33
.

Q%
。

减少冲刷 6 1
.

5%
,

减少了土壤水分的蒸发
,

培肥了地

力
,

作物产量提高 38 % ~ 147 写
。

在水平沟种植的基础上采用青草覆盖
,

还能继续增产
,

增产幅度在

1 0
.

4%以上
,

最高的可达 53
.

9%
.

水平沟种植覆草方法简便易行
,

在梁弗丘陵行区
,

地畔
、

沟边天然

草丛生
,

资源丰富
,

应大力推广
。

(三 )水平沟留茬倒垄和免耕种植
,

不仅节省了劳力和畜力
,

而且还减少了地表冲刷
,

增加了土

壤肥力
,

使粮食产且明显提高 水平沟留茬倒垄在水平沟种植的基础上每亩多收 3
.

3一 47
.

6k g ,

增

产幅度在 10
.

4% 以上
、
特别是在春季干早严重的年份

,

土壤含水量低
,

在水平沟的垄上开沟
,

·

直接

播种
,

能起到抗旱保苗作用
。

(四 )草田带状间作轮种 减少径流量 37
.

4%
,

减少冲刷量 78
.

4%
,

粮灌草带间作
,

减少径流量

34
.

8%
,

减少冲刷量 80
.

5 %
,

土壤养分显著提高
,

粮食亩产增加 29 ~ 48
.

sk g ,

增产 38 % 以上
.

是逐

步退耕远山耕地的一个重要措施
,

在梁如丘陵地区
,

人均耕地多应大力推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