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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坡改梯是茹河流域水土保持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丘陵区 15∀~ 25∀的缓坡上, 固原市水

务局选择了建设隔坡梯田作为坡改梯的主要形式。经过精心的规划、设计和 4 a 的建设,茹河流域的隔坡

梯田建设取得了可观的基础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介绍了茹河流域隔坡梯田的设计要

素,并对其效益进行了分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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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hillslope into terraced land is an impor tant engineering measur e for so il and w ater conser

v at ion in Ruhe w atershed of Guyuan City . On the 15∀~ 25∀ slope o f the hilly area, Guyuan stat ion of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n choo ses bench terrace as the main fo rm of building hillslope into terraced land. T he con

servation bench terrace in the w atershed has obtained remarkable benef it s of foundat ion, economy, society,

and ecolog y by elaborate planning and design after four y ear const ruct ion. The design facto rs for conservat ion

bench terraces are expounded and their benefit s are analy zed and calc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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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河位于宁夏固原市境内,发源于原州区寨科乡

李岔沟,流域总面积 2 208 km2。茹河流域固原一期项

目区位于固原市东部,包括原州区东南部、彭阳县大部

分地区,项目区包括固原市原州区和彭阳县,总面积

654 km2 ,其中水土流失面积 595 km2 ,占项目区总面积

的91%。项目区最主要的地貌特征是丘陵沟壑, 属多

沙粗沙区,水土流失严重, 土壤侵蚀模数6 650 t / ( km
2

# a) ,年降水量仅为 350~ 450 mm, 且年内分配不均,

水资源供需矛盾尖锐,生态环境十分恶劣,导致社会经

济发展缓慢,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群众生活尚处在低层

次的温饱线上。为早日改变当地群众因水土流失而造

成的贫困面貌,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治理,使当地

人和自然环境能和谐相处,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也是当地干部群众的迫切要求。

针对茹河流域这种特殊情况, 要做好水保工作,

仅仅靠植树造林是远远不够的,此外, 还要建设大量

基本农田, 一方面起水保的作用, 另一方面解决农民

的口粮问题,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水平连台梯田和隔坡梯田是坡耕地改造工程的两

种主要形式。传统的连台水平梯田是沿坡耕地的等高

线连续修筑的水平田面;隔坡梯田是沿原自然坡面隔

一段距离修筑一水平梯田, 在梯田与梯田间留出一定

宽度的原坡面不修,水平田面作为基本农田种植作物,

坡面部分种植灌草、经济林,改善生态环境, 增加农民

收入[ 1] 。研究表明,与传统的连台水平梯田相比,隔坡

梯田更适合项目区丘陵沟壑的地貌特征和降雨稀少且

年内分配不均的水文特征,具有更明显的阻拦泥沙、聚

集雨水的水保效益,更能保持土壤养分、水分, 促进作

物增产。在项目区距村庄较近,交通较便利, 位置较

低,土质较好的缓坡面上修建隔坡梯田是正确的选择。

到目前为止,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茹河流域治理项

目一期工程共建设隔坡梯田 1 020 hm2。



1 隔坡梯田的适宜条件与作用

1. 1 适宜条件

隔坡梯田适用于年降水量为 300~ 400 mm, 坡

度在 15∀以上的坡地[ 2]
。

1. 2 作 用

1. 2. 1 隔坡梯田投资少, 见效快 隔坡梯田由于留

出了一定宽度的原坡面不修, 所以与连台水平梯田相

比,隔坡梯田的工程量大大减少,缩短了建设时间,节

省了劳动力,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工程投资, 加

快快了水土流失治理速度, 具有投资少,见效快的功

效。调查发现, 隔坡梯田比常规连台梯田单位面积投

资减少 25% ,节省劳力 40%左右
[ 3]
。

1. 2. 2 隔坡带的作用 隔坡带的存在使降雨进行了

再分配,水平田面(聚流区)接纳隔坡带(产流区)产生

的径流,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并增加土壤水分,可促

进作物生长。

隔坡带上种植的灌草、经济林不仅改善了生态环

境,而且为发展养殖业和畜牧业提供了可能性。夏天为

牲畜提供饲草, 冬天可以作为放牧基地;牲畜的粪便和

植物落叶转化为高效肥料,随降雨径流流人水平梯田,

经深耕疏松,改善土壤结构,积累养分,增加土壤肥力,

为农作物生长和增产创造有利条件
[ 2]
。调查发现,隔坡

梯田较同类地区连台梯田粮食产量增加700 kg/ hm2 [3]。

2 项目区隔坡梯田的断面设计

2. 1 隔坡比例

根据固原县多年实施经验,隔坡比例与一次暴雨

降雨量、地面坡度、隔坡带植被等因素有关。在黄土

高原区,影响较大的是地面坡度,坡度 15∀~ 20∀时, 产

流与承流面积的比例为 1∃ 2;坡度 20∀~ 25∀时,比例

为 1 ∃1. 5~ 1 ∃2; 坡度 25∀以上时,比例为 1∃ 1。

2. 2 水平田面

水平梯田设计时应根据一次暴雨降雨量、地面坡

度、隔坡比例等合理确定田面宽度。当设计降雨量为

P 时,梯田来水量为。

W = BPa+ ( b+ t) P ( 1)

梯田可拦蓄水量为

V = ( B- d) ( h- 0. 05) ( 2)

式中: W ! ! ! 梯田来水量( m
3
) ; B ! ! ! 梯田田面宽度

( m) ; b ! ! ! 地埂宽度( m) ; P ! ! ! 相应设计频率的降

雨量( mm) ; a ! ! ! 地面坡度为 0∀时的径流系数,依当

地经验取值; ! ! ! 坡面径流系数; h ! ! ! 田埂高度,

一般取 0. 5 m; t ! ! ! 隔坡带宽度( m ) ; d ! ! ! 田埂宽
度,一般取 0. 4 m ; 0. 05为田埂超高( m)。

梯田设计时,考虑 V > W 时, 即拦蓄量大于或等

于梯田来水量时,梯田才可拦蓄全部设计降雨
[ 2]
。

3 项目区隔坡梯田与连坡梯田的效益

分析比较

本文对茹河流域隔坡梯田和水平连台梯田的效

益分析比较分为 4部分:基础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基础效益包括对径流模数、侵蚀模

数、径流总量、侵蚀总量的比较;经济效益包括直接经

济效益(指年增产值、年毛产值、年单位面积产量)和

间接经济效益(指节约的土地面积、节约的劳工、以草

养畜) ;社会效益主要指土地利用结构和农村生产结构

的调整,生态效益包括洪水总量、常水流量、土壤养分

的变化量等。计算基数按照茹河一期发展隔坡梯田

1 020 hm2 为依据,与相同面积的水平连台梯田进行比

较。计算方法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水

土保持综合治理效益计算方法&[ 4]
,计算结果见表1。

表 1 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茹河流域治理项目区隔坡梯田效益分析

效益种类 衡量指标 水平连台梯田 隔坡梯田 增量

年拦蓄径流总量/ m3 899 640 899 640 0

基础效益 侵蚀模数/ ( t # hm- 2) 850 850 0

年拦蓄泥沙总量/ t 257 040 257 040 0

年单位面积产量/ ( kg# hm- 2 ) 2 250 2 970 720

经济效益
年毛产值/ (元# hm- 2) 3 600 4 752 1 152

年净产值/ (元# hm- 2) 1 908 2 519 611

节约劳工/工日 61 200 30 600 - 30 600

减少入泾泥沙/ t 257 040 257 040 0

社会效益
农林牧用地比例 1∃ 0. 12∃ 0. 04 1∃0. 13∃ 0. 07 !

生产结构比例 1∃ 0. 13∃ 0. 47 1∃0. 14∃ 0. 50 !

人均收入/元 35 44. 6 9. 6

生态效益 林草覆盖度/ % 3. 1 8. 23 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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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可知,隔坡梯田的年拦蓄径流总量、侵蚀

模数、年拦蓄泥沙总量等指标与水平连台梯田相比没

有明显变化,因此,隔坡梯田与水平连台梯田相比,不

但降低了单位面积投资, 而且在水土保持效益方面可

与连台梯田等同,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在经济效益方面,由于隔坡带的土壤肥力较水平

连台梯田高,因此隔坡梯田的年产量比水平连台梯田

增加 720 kg/ hm2 , 年净产值增加 610. 56元/ hm2 , 比

水平连台梯田节约劳工 30 600 工日, 变广种薄收为

少种多收,将当地群众引进了致富之路。

项目区修建隔坡梯田后, 减少入泾泥沙 257 040

t, 减少洪水年总量 899 640 m
3
, 农、林、牧用地比例由

原来的 1∃0. 12∃ 0. 04调整为 1∃ 0. 13 ∃0. 07,生产

结构比例由 1∃0. 13∃ 0. 47调整为 1 ∃ 0. 14∃ 0. 50,

可见,隔坡梯田的修建不仅大大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

境,还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

4 结论

综上所述, 项目区隔坡梯田的建设, 为当地带来

了显著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

失,减少了入泾泥沙,对下游河道淤积起到了积极作

用。使项目区土地利用结构得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趋于合理, 有力地推动了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 林草覆盖率的大幅度提高,生态环境得到

初步改善; 人均收入的增加使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显著

提高, 加快了项目区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 为

茹河流域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创造了

良好的外部环境。

实践证明, 在茹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中, 将

隔坡梯田作为坡改梯的主要形式是正确的选择,茹河

流域的隔坡梯田建设, 在黄土丘陵沟壑区年降雨量

300~ 400 mm, 15∀以上坡地的坡改梯工作中,具有重

要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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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研究, 重庆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与社会经济

发展密切相关, 因此要提高土地利用经济效益总体来

说一是加强土地利用规划管理,二是要充分利用土地

利用经济效益较好的区县的带动作用, 不仅提高单个

区县的土地利用经济效益,还要在此基础上减小区县

之间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的年内差异,减缓各区县土地

利用经济效益两极分化的趋势,最终能够实现整个重

庆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快速均衡的发展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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