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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陕南梯地垮坎
,

以黄褐土山地坡改梯最为严重
,

一般当年修的梯地在翌年雨季 中有

 梯坎出现崩塌或滑塌
。

从 年以来
,

在陕南一些地方曾试验过挡板法
、

掺沙法和塑料

编织袋法筑坎修地
,

但收效甚微
。

梯坎难以巩固的原因有六个方面 土壤含粘量高
,

排水能力

差 雨多强度大 地面坡度陡 , 筑坎质量不高 , 排水系统不完善 没有采取植物护埂

措施
,

甚至破坏地边埂 实践证明 任何单一措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陕南土坎梯地垮坎间题
,

必须进行综合治理
。

应建立以排水固坎为中心
,

坡面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
,

治理与开发

相结合的综合防治体系
,

这是防治土坎梯地垮坎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陕南 黄揭土 土坎梯地 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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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土流失区
,

坡改梯是一项很重要的水土保持措施
,

更是解决群众生活的温饱工程
,

因此
,

深

受水土流失区广大群众的欢迎
。

陕西省秦巴山区
,

每年坡改梯 26 一30 万亩
,

其中 70 % 是土坎梯地
,

年投劳 1000 多万个工日
,

投资近 5 0 00 万元
。

这些梯地在水土保持和增加粮食生产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

但是
,

由于土壤粘粒含量高
、

雨多强度大等自然因素和修筑
、

开发利用 中人为不合理的社会

经济活动的影响
,

梯地坎子很难巩 固
。

据了解
,

一般当年修的梯地
,

在翌年雨季中有 30 写一 40 % 的

土坎发生崩塌或滑塌
,

严重者高达 80 %
。

群众反映
:“
当年修

,

二年垮
,

三年成了平铺塌
” 。

垮坎之严

重
,

令人触目惊心 !

二
、

防治梯地垮坎的实践与探索

陕南梯地垮坎
,

普遍而又严重
。

为了防治垮坎
,

巩固修地成果
,

当地水保部门的技术干部和群众

进行了大胆实践和积极的探索
。

从 1989年以来
,

他们采用过的固坎措施有
:
挡板法

、

土中掺沙法
、

塑

料编织袋充土堆坎法
;
辅助性的固坎增稳措施有植物护埂和增设排水沟

。

下面对上述固坎措施作以

简要介绍和评价
。

( 一)挡板法

群众修地开始多用拍板法
。

所谓拍板法
,

即把挖下的土翻到划定的地坎位置
,

用带有手柄的木

板将坎部土壤拍实
,

然后再向坎内需填高处倒土
。

这种方法简单易行
,

修地速度快
。

但该法修地存

在着严重弊端
,

它经受不住连阴雨和大暴雨的考验
,

垮坎现象 比较严重
。

挡板法便应运而生
。

挡板

法就是月争木板固定在地坎线位置
,

将挖下的土倒在板内侧
,

并击实以形成梯地坎
,

再向坎内侧需填

高的地方倒土
,

此法修地用工较多
,

但击实性好
,

垮坎较轻
。

在略阳县吴家营乡排坊坝长江上游水土

保持综合治理区治理点(以下简称长治点)
,

沿 田间小路一侧为拍板修筑的土坎梯地
,

另一侧为挡板

修筑的土坎梯地
,

两者比较
,

可以清楚地看到挡板法修地比拍板法修地效果要好
.
然而

,

对黄褐土山

地坡改梯而言
,

改拍板为挡板仍不能很好地解决垮坎问题
。

我们注意到群众用黄褐土修筑的院墙

(其击实效果远 比挡板法修地效果好)
,

在顶部没有茅草保护的情况下也不堪暴雨一击
。

这给我们一

个重要启示
:
即对黄褐土而言

,

仅通过提高击实方法来固坎增稳是不够的
。

(二 )土中掺沙法

垮坎严重的梯地
,

其土壤粘粒含量高
,

透水能力差
。

土中掺沙法从改善土粒级配
,

增加透水性出

发
,

给筑坎的土壤中掺入一定比例的沙子
,

使土壤密实
。

在具体修地时可选拍板法或挡板法
,

其中以

挡板法较好
,

掺沙法修地要用较多的沙子
,

它受到沙源的限制
,

另外
,

沙土上山其土作量比较大
,

因

此
,

不便于面上普及推广
。

(三 )塑料编织袋充土堆坎法

这种方法注意到修地土壤粘粒含量高
,

遇水易变形失 稳的特点
,

将土壤装入塑料编织袋内
,

堆

砌成坎
。

其缺点是编织袋易风化
,

而且成本高 (每亩地仅材料费就达 400 元)
,

故以失败告终
。

( 四 )辅助性固坎增稳措施

这类措施主要有植物护埂和增设 田间蓄排水工程
。

植物护埂有利于梯地土坎的稳定
,

遗憾的是

植物护坎还没有成为当地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

在调查 中
,

我们很少看到有 良好植物保护的土坎梯

地
。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把地埂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结 合起来
。

田间蓄排水工程是减少和防治

梯地垮坎的有效措施
,

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排水系统不够完善
,

易造成 田面积水和径流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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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梯地垮坎原因分析

1992年 7 月下旬和 n 月下旬
,

我们先后两次赴陕南
,

重点调查了汉中地区略阳和宁强两个县

近年来在长治点修建的土坎梯地
。

调查情况是
:
陕南梯地垮坎

,

以黄褐土山地坡改梯最为严重
,

其中

尤以黄泥巴最严重
,

垮坎多在地修成后第 2年的连阴雨或大暴雨中出现
,

土坎破坏以坎中上部浅表

层崩塌和滑塌为主要形式
,

在坡面中下部和坡度大的地方垮坎比较严重
·

。

引起黄褐土山地坡改梯垮

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土壤粘粒含量高
,

透水能力差

黄褐土全剖面呈黄褐色或褐棕色
,

表层疏松
,

团粒或团块状结构
,

心土层粘化作用明显
,

粘粒
(小于 0

.
o02 m m )高达 40 % 左右

,

物理性粘粒(小于 。
.
01 m m )高达 50 % ~ “ %

.
由于心土层粘粒含

量高
、

胀缩性强
,

遇水后土粒膨胀
,

引起孔隙堵塞
,

降低了土壤的透水性
,

在雨季常引起土体滞水
,

这

不仅增加了土体压力
,

还为地表径流在极短时间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
。

( 二)雨多强度大

降水是诱发垮坎的主要原因
,

连阴雨和大暴雨常造成土坎梯地破坏
。

而陕南雨水较多
,

多年平

均降水量 70 。一1 100 m m
,

每年免不了几场连阴雨和暴雨
。

据调查
,

略阳县每年平均出现连阴雨 5

次
,

出现暴雨 (或大暴雨 )1
.
9 次

;
宁强县全年平均降水 日数 95 ~ 12 7 天

,

每年平均出现暴雨 3次
,

连

阴雨 7 次
。

黄褐土
,

尤其是黄泥 巴
,

最经受不住雨水的考验
,

群众形容该土
“

天晴赛钢刀
,

下雨一团

糟
” 。

经我们测定
,

黄泥 巴原状土块 (含水量 8 % ~ 10 % )遇水浸泡 (水面未完全淹没土块)5 m in 便开

始解体
,

30
m in 土块出现崩垮

,
1

20
m in 土块完全崩解

.
为此不难看出

,

当梯 田排水不畅时
,

出现垮坎

是难以避免的
。

( 三)地面坡度大

在地面坡度大的地段
,

所修的梯地填方土体较大
,

在降雨诱发下这些地段易发生垮坎
。

在略阳

县天台
、

老虎坪等长治点
,

我们看到在原地面坡度较大(18 ~ 220 )的地段垮坎现象就 比较严重
。

( 四 )修筑质量不高

据 我们调查
,

在发生垮坎的一些地段
,

地面坡度也不算大 (10 ~ 15
。

)

,

问题是不注意修筑质量
,

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修坎时清基不彻底

,

把原状土与新填土的接触面未处理好 ;二是盲 目追求数

量
,

夯实不充分
。

拍板法修筑时这个 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
,

只是用木板或铁锨轻拍几下就算了事
。

( 五 )排水系统不够完善

排水系统不完善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田面修成水平不利排水

;二是没有设置田间排水沟
。

这

就不难解释调查中看到的两种现象
:
一是垮坎多发生在坎的中上部

,

以浅表土体崩塌或滑塌为主
;

二是垮坎以坡面中下部较为严重
,

田面修成水平不利排水
。

黄褐土由于粘化层的滞水作用
,

在雨量

多或暴雨时心土层以上土体常处于浸水状态
,

不但增加了对土坎的总压力
,

还使得土体抵抗变形的

能力减弱
。

所以
,

土坎多从坎的中上部崩塌或滑塌
。

不设田间排水沟
,

在连阴雨或暴雨中将导致田

面径流逐台汇集
,

越往下径流冲刷力越大
,

还 由于土壤含水量增加
,

力学强度降低等原因
,

往往造成

田块中下部垮坎较之上部严重
。

例如略阳县金家河乡天台村关地坝果园梯地
,

只有一条拦截梯地上

部坡面来水的横向截流沟和与其相配套的两条纵向排水沟
,

在田间未布设纵横向排水沟
。

在该治理

点
,

可以清楚地看到 中下部梯地垮坎 明显比上部严重
。

在宁强县大长沟乡三道河村 的五家湾(小地

名)也存在类似问题
。

(六)没有采取植物护埂措施
,

甚至破坏地边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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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耳闻目睹的情况来看
,

植物护埂不够普遍
,

大多数田块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植物保护措

施
,

不少农民怕坎面上和地埂上的植物影响地里庄稼
,

将草刮得干干净净
,

有的农民想多种地
,

一再

破坏地边埂
,

有的干脆犁掉了地边埂
.
没有植物保护的地坎

,
经受不住暴雨的击溅冲刷

,

毁坎现象十

分严重
。

四
、

梯地垮坎的防治对策

通过总结群众近几年修地的实践和对梯地垮坎成因的分析
,

我们认为
,

对陕南土坎梯地垮坎必

须进行综合治理
,

在提高修地质量的同时
,

要十分重视梯地排水
,

这是巩固土坎稳定的关键
。

解决陕

南土坎梯地垮坎的有效途径是建立以排水固坎为中心
,

坡面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
,

治理与开

发相结合的综合防治体系
.
1
.
建立完善的梯地排水系统

.
这个系统不仅能排除设计标准下梯地上

部坡面来水
,

而且能够有效地排除田间径流
。

通过科学规划
,

布设田间纵横向排水沟以及田块来实

现迅速排走田间径流
,

不使田面积水的目的
;2
.
保护和建造梯地上部陡坡地植被

,

拦蓄
、

阻滞雨水
,

减轻梯地截排水沟的防洪压力
,

确保梯地安全
;3
.
采用复式断面

,

增加土坎的稳定性
.
在原状土部分

坎坡可放陡一点 (“ ~ 700 )
,

填方部分坎坡可放缓一点 (4 5~ 550 )
;4
.
重视修地质量

,

严格按照设计

要求施工
;
从修筑方法上

,

改拍板为挡板
,

以提高击实功能
;
在具体修地时

,

要做到清基彻底
,

新老土

接触面的处理要合乎设计要求
;5.立体开发梯地

,

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

在梯地坎坡下栽植适宜当地

生长的果药树种
,

如梨树
、

枣皮
、

杜仲
、

香椿
、

柑桔等
,

坎面和地边埂种植黄花
、

三叶草等
,

田面种植农

作物
.
对梯地实行立体开发

,

不仅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
,

增加经济效益
,

还有利于促进植物护埂
,

提高土坎梯地的稳定性
。

五
、

建 议

据我们实地调查和查阅有关资料
,

陕南土坎梯地垮坎 由来已久
,

修了垮
、

垮了修
,

浪费人力物

力
,

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

近年来
,

随着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工作的蓬勃开展
,

梯地垮坎

问题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

目前
,

国内外对工程滑坡多有研究
,

对梯地垮坎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
,

对陕南秦巴山区修梯地的技术更是缺乏深入研究
。

为了巩固已有梯地建设成果
,

充分发挥坡改梯的

水土保持效益和经济效益
,

我们认为很有必要组织技术力量开展科学研究
,

从根本上解决陕南土坎

梯地垮坎问题
。

另据我们了解
,

黄褐土不仅在陕南有着广泛分布
,

而且在长江中上游其它地区亦有

一定分布
,

在这类土壤上修梯地普遍存在垮坎问题
。

因此
,

对陕南黄褐土 山地坡改梯开展科学研究
,

不仅对陕南的梯地建设有指导意义
,

而且对有黄褐土分布的其它地区的坡改梯亦有重要参考价值
。

参加调查的同志有西 北农业大学张伯平
、

包忠模
、

朱建强
、

代亚丽
,

侠西省水保局杨西民
。

李靖

教授在百忙中审阅初稿
,

提 出了宝贵意见
,

在此特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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