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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沟沟坡道路生物措施防蚀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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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王 东沟沟坡道路栽植的草灌品种多年的观测
、

分析和评价
,

总结出了选择道路

防蚀草灌 品种的一般原 则和适合该区栽植的草灌品种及配里方法
,

以及生物措施 防蚀的实施

技术
,

并 对沟坡道路生物措施 防蚀技术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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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沟小流域位于黄土高原沟壑区 陇东
—

长武源东部的长武县洪家乡境内
,

沟坡土地

面积占  
。

群众所说的沟坡地带
,

是指源边线以下梁坡地貌的统称
。

这里沟深坡陡
,

远离居住

区
,

交通不便
,

生产
、

生活条件极差
,

严重地影响了土地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
。

沟坡道路的开通
,

为开发沟坡 自然资源创造 了条件
,

使机动车辆在各开发单元畅通无阻
,

农民对沟坡土地的投入进得去出得来
。

而新修道路的路面和路坡
,

由于土体结构和地表植被的

破坏
,

抗侵蚀能力极差  
,

易形成地表径流
,

而且泥沙含量大
。

如不采取有效的防蚀措施
,

不仅

道路通行无保障
,

还会成为新的泥沙源
。

因此
,

我们在修筑沟坡道路时
,

除搞好减流拦蓄的工程

措施外
,

还进一步研究了生物措施
,

以迅速恢 复植被
。

因为只有植被才能保护地面减缓雨滴的

打击强度
,

而植物根 系在土壤表层的分布
,

既能增加土壤抗冲性
,

防止径流冲刷
,

又能增进土壤

通透性
,

充分发挥土壤水库的作用而消除超渗径流
。

为此
,

选择适宜的草灌品种
,

在道路上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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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植被覆盖层
,

增强道路的防蚀效益是我们研究的 目标

草灌品种的选择与配置

品种选择的原则

根据新修沟坡道路的防蚀要求和上壤特点
,

结合植物生长发育的特征
,

我们制订选择护路

防蚀植物的一般原则如下

生长速度快
,

能迅速覆盖地面 根系发达
,

根萦能力强  耐践踏
,

再生能力强 ;(4)

耐痔薄
,

抗逆性强
;(5、青绿时间长

,

生长整齐
,

美化环境
;(6 )栽种简单

,

易成活
,

成本低
;(7 )不

易被人畜破坏
。

1

.

2 适宜推广的品种

几年来
,

我们先后栽种了小冠花
、

首糟
、

沙打旺
、

营草
、

赖草
、

长芒草
、

苇状羊茅
、

意大利黑麦

草
、

行仪芝
、

老芒麦
、

鹅冠草
、

紫穗槐
、

祀柳
、

苦水玫瑰
、

花椒
、

沙棘
、

大叶胡枝子等草灌品种
。

通过

对其适应性
、

生长发育特征
、

根系类型
、

栽培方式和抗逆性等指标进行观测分析
,

依照我们的选

择原则和防蚀效果
,

我们认为小冠花
、

赖草
、

长芒草
、

置草
、

紫穗槐
、

祀柳及苦水玫瑰等几个品种

较适宜于 该地区作为路坡防护植物
,

下面重点介绍几个易推广草灌品种的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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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变小冠花为豆科小冠花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

原

产地中海一带
,

在欧洲中部和南部
,

亚洲西南部和北非均有分布
。

我国从70 年代开始引进
。

小冠

花适应性广
,

耐寒
、

耐旱
、

耐瘩薄
、

抗逆性强
,

对土壤要求不严
,

在含盐量不超过 0
.
5 % 的土壤上

均能生长
。

具有发达的侧枝
,

侧根上有不定芽
,

能形成新的地上枝
。

无性繁殖力极强
,

一年有两

次生长
,

弟一 次生长为前一年潜伏在地下的越冬芽在早期萌发出土 ;
第二次生长为第一次生长

苗进入盛花期后
,

其侧根上的不定芽再次萌发出土
。

小冠花根系发达
,

直根深入地下
,

甸甸根纵

横交错
,

在地刁:形成网状结构
,

发枝性很强
,

主茎蔓生
,

侧枝密集
,

地上枝叶繁茂
,

形成茂密的覆

盖层
。

小冠花种子小
,

苗期生长极其缓慢
,

栽培 当年
,

覆盖度 仅30 % 左右
,

栽培3年
,

覆盖度达

80 % 以上
。

4 月上旬返青后到n 月都为青绿期
,

一般在种植第2年开花结实
,

花期从6月到9月
,

花

色粉红或紫红
,

无限花序
。

能形成优美的景观
。

由于小冠花茎叶含有毒性 物质 p一硝基丙酸
,

对

反当动物无毒
,

而对单胃(非反当)动物有毒
,

这样就限制了其饲用性
,

而作为水土保持植物就

减轻 了破坏性
。

小冠花可用扦插
、

根萦苗移栽和种子繁殖
。

是较理想的路坡
、

堤岸保土覆盖植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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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草别名宾草
。

是禾本科多年生根茎型草本植物
。

分布于我国东北 的西部
、

河北
、

山

西
、

陕西
、

四川
、

青海
、

甘肃
、

内蒙古
、

宁夏
、

新疆等省(区 );在国外分布于原苏联
、

蒙古
、

日本和朝

鲜
。

属中旱生植物
。

适应范围相当广
,

从暖温带
、

中温带的森林草原到干草原
、

荒漠草原
、

草原化

荒漠
,

在 4 50 0m 以上 的高寒地带都有分布
。

既稍喜湿润
,

又 较耐干旱
,

能适应轻度盐渍化的生

境‘因其根茎发达
,

繁殖 力强
,

侵入农 田后很难清除
,

故有
“

赖草
”

之称
。

其根茎横向延伸
,

同时发

出不定根
,

在地下形成网状结构
,

根茎的每个节都有分桑芽向上生长
,

形成繁茂的株丛
,

在地表

形成覆盖层
。

可形成茂盛的单优种群落
。

用根茎移栽
,

10 天左右出苗
,

栽培 当年覆 盖度可达

50%
。

.

由于其许多小花不孕
,

结实率差
,

采种较困难
,

故常用根茎繁殖
,

此法简单易成活
。

赖草是

较理想的快速覆盖植物和水土保持先锋植物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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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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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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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引入我国栽培
,

在我国西北
、

东北
、

华北及长江流域的丘陵山地和平原多有栽培
。

它适

应性广
,

喜光
,

繁殖能 力强
,

耐盐碱
、

耐水湿
、

耐干旱
、

耐痔薄
。

对土壤要求不 严
,

在黄土
、

红土
、

沙

土及盐碱地均可种植
。

紫穗槐生长快
,

萌芽力强
,

枝叶茂密
,

耐平茬
,

耐牧
,

栽种当年高度能长到

lm 左右 ;
次年就能开花结果

,

平茬后
,

当年高Zm 左右
,

每丛 20 一30 萌生条
,

丛幅达1
.
sm

,

在草

层上形成覆盖层
。

侧根发达
,

根系盘结在深30c m
,

面积Zm “

范围的表土层
。

可育苗移栽或直播于

路边坡
。

是一种改 良土壤
、

固沙保土的优 良灌木树种
。

L 3 品种配置

几年来
,

我们采用多种栽培方式和品种配置
,

经对多个草灌品种进行试
·

验研究
,

表 明路面

和路坡用小冠花 + 赖草混合栽培防蚀效果较好
,

在路坡上再间种紫穗槐
、

祀柳等灌木能提高防

蚀效益
;在路坡上栽植营草效果也好

,

置草适应性强
,

返青早
,

青绿期长
,

根萦繁殖快
,

栽植易成

活
,

发达的肉质根和须根密布熟土层
,

深可达60c m
,

不但生态效益高
,

而且景观优美
。

1 9 9 2 年6月
,

我们在大沟路边坡种植了一段置草
,

株
、

行距均为 50
cm

,

单株穴栽
,

到 19 94年7 月覆盖度已

达 80 % 以上
,

草 层厚度50 ~ 80
cm

,

有较强的抗侵 蚀能

力
,

经受了多次暴雨的考验
。

1 9 9 2 年我们用小冠花
、

赖草进行 了单播
、

混播配置

试验
。

6 月 14 日用赖草根茎进行行栽
,

行距30c m ;用小

冠花根萦苗穴栽
,

株
、

行距30
cm ;混播用同样的方法隔

行栽培
。

在定位观察 中发现 (表1)
,

混播试验中
,

由于 赖

草早期生长快
,

小冠花苗期生长慢
,

后期生长快
,

茎叶

茂盛
,

两种草的生长期得到 互补
,

既能在前期迅速覆盖

地面
,

又 能在后期达到较高的覆盖度
,

而且根系生物量

较大
,

特别是在地下 。一30 cm 以内根系生物量较大 (图

1)
,

所以混播较单播的抗侵蚀能力强
。

表1 小冠花
、

赖草单播与混播覆 盖度对 比

配配 置置 时 间间 覆盖度 (% )))

(((((年月 )))))

小小冠花花 19920999 21
.
555

111119930777 67
.
333

111119940777 82
.
222

赖赖 草草 19920999 41.999

111119930777 43.666

111119940777 47.111

小小冠花 十赖草草 19920999 52
.
444

111119930777 78
.
666

111119940777 88
.
333

A
.
小冠花 B.赖草 c .小冠花+ 核草

附图 3年生路坡 草地。~ 5 0c m 根系分布图

2 生物防蚀措施实施技术

沟坡道路一般多在冬春无暴雨 的季节修筑
,

在前一年准备好生物防蚀工程所用的苗木和

种子
,

道路修通和 工程防蚀措施结束后
,

利用墒情
,

把草灌栽种工作完成
。

栽培小冠花用种子或根孽苗效果较好
,

小冠花种子因种皮坚硬
,

透性差
,

播前需进行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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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用70 一80 ℃ (始温)的热水浸种24 小时后播种
,

可使发芽率提高到 70 % ~ 80 % 阁
。

也可用碾

米机或砂纸擦破种皮
,

能有效提高发芽率
。

因种子颗粒小
,

播种不宜太深
,

一般覆土厚度约 1一2

cm
,

否则影响出苗
。

移栽根萦苗时
,

以单株穴栽为宜
,

利用阴雨天
,

并剪掉部分茎叶
,

若能在栽

后及时浇水
,

成活率会更高
。

野生赖草种子成熟不整齐
,

且结实率差
,

较难 收集
。

而赖草的根茎分布较浅
,

并且 密集
,

容

易挖掘
,

栽植极易成 活
,

不受季节和 天气限制
。

即使将根茎挖出后在阳光下暴晒一段时间移栽
,

遇雨也能出苗
。

黄土高原地 区野生赖草较多
,

挖根茎应选在较平坦的 山坡阶地
,

尽量不要在陡

坡地 挖掘
,

以 免 由于表层土壤 疏松和草被破坏而造成水土流失
。

移栽 时用撅头挖宽
、

深5一

10c m 的沟
,

将根茎横放在沟内
,

用土埋平即可
,

行距50
cm 为宜

。

3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分析

3. 1 生态效益分析

从 1986年 到 1994年
,

我 们在王东沟试 区8
.
3k m ,

范围 内共修 筑沟坡道路28 条
,

全长 20 余

km
,

密度之大在黄土高原少见
,

若防蚀措施跟不上
,

极易形成大的水土流失
。

因此
,

我们在各个

路段不但挖了蓄水沟和窑窖
,

而且还布设 了草灌植被
,

使沟坡道路经受了多次暴雨的考验
,

保

证了道路畅通
,

提高 了道路的抗侵蚀能力
,

取得了明显的生态效益
。

1 9 8 7 年初夏
,

在 马家 山新修道路 的边坡上种植小冠花
,

到 1989年覆盖率达85 % 以 上
。

在

1989年 7月 18 日历时 lh 3om in 的暴雨中
,

最大雨强 4m m /m in
,

总降雨量 68
.
Zm m

,

路面的平均侵

蚀量仅3
·

4 k
g

/
m

Z
,

较1987年7月3 日暴雨的平均侵蚀量减少94 % [‘〕。

1 9 9 2 年
,

在大沟新修道路上修建了路边坡径流小区
,

在6月中旬栽种了小冠花
、

赖草和紫穗

槐等
,

并作了适当配置
。

在8月份的一场暴雨中
,

栽种赖草的小区侵蚀量较对照 减少50 %
,

赖草

十紫穗槐小区 的侵蚀量较对照减少60 %
,

而栽种小冠花的小区
,

由于草被没有形成
,

侵蚀量没

有减少
。

3. 2 经济效益分析

沟坡道路的开通
,

为开发沟坡资源提供了基础条件
,

把农民从肩扛背驮的繁重体力劳动中

解放出来了
,

不仅减少了农 民对土地 的投工投劳
,

而且大大提高了 沟坡土地的经济效益
。

我们

现仅讨论修筑沟坡道路用于生物防蚀和它所直接产生的经济效益
。

1 9 9 4 年夏
,

我们对泡桐 山道路进行了拓宽整修
,

在约 Ik m 的路段上
,

道路部分区段有以前

种植的小冠花
,

为了使该路段的路坡和 路面全部被草层覆盖
。

建成一段高标准防蚀路段
,

我们

在路面和边坡栽植了赖草
,

行距 50 cm
,

在路边和边坡种植 了小冠花
。

这段工程共用工 26 个
,

其

中挖赖草根茎3人2天计6个
,

栽种草8人2
.
5天计20 个

,

若每个工按5元工资计算
,

用工 费共计 130

元
,

小冠花种子用去约Zk g ,

若按50 元/k g 计算
,

种子费需 100 元
,

总费用共计 230 元
,

这就是完成

Ik m 路段生物防蚀工程的总费用
。

虽说费用较高
,

但这段路从第2年起可有计划的收割牧草和

采收小冠花种子再创收
,

单采收种子一项
,

可以在2~ 3年 内收回全部投资
。

由此看来
,

道路生物

防护本身也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

( 下转 第10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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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经济活动
。

这些经济活动
,

是指种植业的以外的林
、

牧
、

副及第二
、

三产业
。

那么专业户的含义又是什么呢?所谓专业户
,

是指专门从事 由于社会分工专业化而形成的

某一部门
、

项 目或产 品经济活动的农户
。

专业户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因素与新形式
。

从上边分析
,

我们认 为王东沟的农户是承包户与兼业户的结 合
,

可 以说没有纯粹的承 包

户
,

亦没有纯粹的专业户
,

王 东沟今后农户经济的发展趋势将是以兼业户为主
。

随着农村生产 力的发展
,

分工专业化将逐步形成
,

如
:
王东沟流域有 的劳力将重点转移到

果树
、

经济作物以及其它多种经营的生产
,

有的劳力将重点转入工副业如生产砖瓦等方面去
,

有的劳力将重点搞运输业
、

养鸡
、

养奶牛和奶羊等
。

在分化的基 础上
,

王东沟小流域已经产生出

兼业户与专业户两种新类型的农户经济形式
。

农户经济的分化
,

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

是

农村经济进步的一种标志
。

从各类农户之间的关系来看
,

承包户是基础
,

兼业户是过渡
,

而专业户则是经济发展的较

高一种形式
。

从农户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
,

符合农村经济由自给半 自给的 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

规律
,

符 合农户经济向专业化社会化发展的规律
。

目前的农户经济
,

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

体
,

经济 自主权大
,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

王东沟流域的农户经济将沿着承包户一兼业

户一专业户一联合的道路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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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 论

4. 1 建立复合植被

在保持水土资源方面
,

世界各国都经历着治理技术的战略转变过程
,

即由单靠物理化学工

程治水治土的传统战略
,

转变到 物理化学与生物工程相结合
,

综合治水治土的战略
,

把水利工

程措施和林草生物措施作为治理水土的根本措施圈
。

我们认为
,

在黄土高原地区土壤干旱
、

痔

薄
、

立地条件恶劣的环境
,

为了防止水土流失
,

必须坚持以草先行
,

建立草灌复合植被的原则
。

草灌复合植被指在草层上再加一层灌木覆盖层
,

且草层由多品种草组成
。

建立这种草灌复 合植

被
,

能克服植物品种单一的缺点
,

使植物生长发育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得到互补
,

覆盖度增大
,

适

应性增强
,

青绿期延长
,

可层层拦截降雨
,

分散
、

阻缓
、

拦蓄径流
,

能产生最优的防护效益和 最大

的经济效益
。

4. 2 降低费用
,

提高效益

水土保持各种措施的根本 目的是蓄水保土
,

它取得了效益
,

才有可能产生生态
、

经济
、

社会

效益
。

在这几年的工作中
,

由于当地农 民还 比较贫困
,

为了提高他们的水土保持意识和积极性
,

我们在能保证植被覆盖度和水保效益的前提下
,

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
,

就近取材
,

努力降低

成本
。

如选用当地生长速度快的赖草等
;
我们所用的小冠花种子也是采收的

,

紫穗槐种苗也是

自已繁育的
,

这样既提高了种苗质量
,

也降低了种苗费用
,

从而降低 了生物防护工程的费用
。

4. 3 控制人为破坏

我们 目前在沟坡道路上所栽植的防护植物大都可作为牧草饲用
,

所以必须建立严格的管

护制度
,

有计划的进行割草收种
,

防止乱牧
、

滥挖
,

确保防护效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