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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处于黄土高原
、

青藏高原和蒙新高原交汇处
,

到处山岭交错
,

梁赤纵横
。

全
省共有耕地约 5 , 3 00 多万亩

,

约有 4 ,

40 0多万亩在黄土高原和陇南丘陵
、

高山地带
,

雨急

坡陡
,

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

在这些地区的耕地中
,

其中将近 85 %都是被割切得支离破碎

的山源坡耕地
,

80 % 以上的农业人口 依靠着这些坡耕地生产
、

生活
。

因此
,

如何提高这

些坡耕地的生产能力
,

在甘肃省农业现代化建设上具有极为重要 的意义
。

在广大山原坡耕地上
,

由于广大群众的辛勤劳动
,

大约有 1 ,

00 0多万亩修成了 水 平

梯田
、

条田
,

控制了水土流失
。

但是大面积的坡耕地
,

耕作粗放
,

水土流失严重
,

不但

使地表肥土年复一年地大量流失
,

产量逐年减低 , 同时由于陷穴和重力侵蚀扩大
,

有许

多耕地逐步变为沟壑
,

使耕地面积 日益缩小
。

坡耕地由于经常耕作
,

土壤疏松
,

、

比林草

荒坡地的流失都严重
。

据试验
,

一次暴雨所产生 的土壤侵蚀量
,

在一个流域内
,

各种不

同利用的土地每亩土壤侵蚀量为
:

以人工牧草地为 1 00
,

幼林地为 2 0 0 ,

坡耕地为 4 00 ;

在垦种指数约 40 一 50 % 的流域内
,

坡耕地每亩流失量约为全流域平均每 亩 流 失 量的 2

倍
。

据定西水土保持试验站观测
:

在 21
。

一 24
“

的坡耕地上
,

在一次 10 1
。

1毫米的降雨中
,

以幼林地的径流量和土壤侵蚀量为 100
,

荒草坡和坡耕地的径流量分别为 23 1和 3 1 8 ,

相

应的土壤侵蚀量则分别为 68 7和 2
,

1 5 8
。

在半湿润的天水黄土丘陵地 区的坡耕地上
,

一次

较大的暴雨
,

水流失量每亩达 30 一 50 吨
,

每亩冲失肥土达 10 一 20 吨 ; 在定西半干早的黄土

丘陵地区
,

在一次 1 00 毫米降雨情况下
,

每亩流失的水量达 25 一 43 立方米
,

每亩 冲 失肥

土达 4一 8
.

5吨 ; 在陇南土石山区
,

植被虽然比较好
,

但坡陡土薄
,

往往一 次暴雨把坡耕

地表土全部冲光
,

变成不能耕种的光石板
。

据天水水土保持试验站观测
,

多年平均每亩

坡耕地流失肥土 1一 2 吨
,

年流失水量约相 当20 一40 毫米降雨
,

因此
,

产量长期低而不

稳
。
按此推算

,

在我省河东地区现有 3 ,

00 0多万亩的坡耕地上
,

每年 流 失 氮 素 一 项约
-

3 一 6 万吨
,

以每斤氮素增产 10 斤粮食计
,

每年约少收近 6一 1 2亿斤粮食
。

实际上在流

失氮素的同时
,

还流失大量的其它肥分和水等
,

因而
,

少收的粮食要 比上述的数字大
。

如坡耕地每亩减产 50 斤粮食
,

山区农民每人平均每年损失就是 1 50 多斤粮食
。

这是 多 么

惊人的损失 !

坡耕地严重的水土流失
,

不但直接影响了山区的农业生产
,

而且成为大量洪水 灾害

的来源
,

冲毁农田
,

淤积水库
,

破坏交通
,

严重危害川区的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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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月渭河流域一次暴雨
,

仅武山
、

甘谷两县就冲毁新老河滩地 4万多亩
。

由于人 口不断增

加
.

广大 山区垦种面积不断扩大
。

据调查
,

平凉地区的垦种指数纯山区为 6 8
.

3 8 %
,

半川半

山区为 6 6
.

2 4 %
,

半山半原区为 74
.

1 %
。

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县
:

径川为 6 3
.

4 5 %
,

静宁为

7 0
.

2 %
,

秦安为 66
.

9%
,

通渭为 64
.

05 %
,

甘谷为 59
.

4 % , 人 口密度比较稀的定西
、

会宁
、

陇

西等县也达到了 4 1
.

3 7一 5 3
.

45 %
。

由于垦种指数高
,

广种薄收
,

引起恶性循环
.

造成严

重的水土流失
。

这不但是低产的根源
,

而且也是洪水灾害的根源
。

因此
.

花 甘肃广 友山区

必须在实行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中
,

把坡耕地的治理
,

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
。

土
、

肥
、

水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
。

在甘肃广大山区做好坡耕地的 水土保持工作
,

变
“
三跑田

”
为 “ 三保田 ”

具有现实的
、

经济的特殊重要意义
。

解放后
,

党和政府一直把

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当作发展山区农业生产
,

改善土
、

肥
、

水基本条件的关键措施
。

通过

广大群众实践和试验研究
,

在防治坡耕地水土流失方面
,

各地总结出了一些比较完整的

综合措施
:
在山区建设以水平梯田

、

条田为主的基本农田
,

是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条件
,

实现

保水
、

保土
、

保肥
,

稳产高产的重要措施
,

也是今后发展的方 向
。

但是应当看到
,

兴修

山地梯 田
,

用工较多
,

在短期内进行大面积的治理是不可能办到的
,

而且有些地区土层

很薄
,

不易修平
。

如果只抓梯田建设
,

忽视现有坡耕地耕作治理
,

必然会因小失大
,

影

响当年增产
。

因此
,

必须因地制宜地把两者结合起来
, 同时抓好

。

从费省效宏
、

当年增

产来说
,

保水保土耕作措施则具有更好的效果
。

坡耕地保水保土耕作技术措施
,

就是采用农业耕种技术措施
,

把坡耕地的径流
、

肥

土就地拦蓄起来
,

使其就地入渗
,

保水
、

保肥
,

改善耕地的水肥条件
,

以利作物生长
,

这是广大 山区防早
、

抗早
,

增加生产的有效措施
。

它是有机早农耕作措施的主要组成部

分
,

既能当年增产
,

又能把洪水灾害消除在未形成之前
,

是寓防害于兴利之 中 的 好 办

法
。 一

甘肃省多年来进行试验
、

推广的水土保持耕作措施
,

有下面几项
:

1
、

改良土滚拱性
,

增加土坟渗透率
,

握盲保水保土性能和抗蚀强度
。

在这方面的

具体措施有深耕
、

增施有机质肥料和合理轮作等
。

深耕
,

可使土壤疏松
,

增加土壤的渗透率
,

提高蓄水量和保水能力
,

改善土壤的团

粒结构
,

利于水分入渗
,

保持水土的效果很好
。

深耕应在夏
、

秋两季进行
,

以便拦蓄更

多的雨水
。

据天水水土保持试验站试验
,

在 1 9 5 4年 9 次流失中
,

耕深 22 厘 米 的 比 耕深

16 厘米的每亩多蓄水 1 7
.

5立方米
; 19 57 年试验玉米耕深 22 厘米 比 14 厘米 的减 少 径 流 量

40 %
,

减少冲刷量 65 %
,

增产 17 %
。

西峰水土保持试验站试验
,

耕深 20 一 2 2厘米与耕深

13 一 15 厘米比较
,

在拍一 20 厘米土层内
,

前者的孔隙率增加 6
.

68 %
,

容重减少 0
.

1 8克 /立

方厘米
,

减少径流量 10 %以上
,

减少土壤年冲刷量 16 %
,

增产 10 一 5 8%
。

施肥
,

尤其施 用农家肥后
,

不仅供给了作物生长所需要的肥分
,

同时促进了士壤团

粒结构的形成和稳定
,

增大土壤入渗率
、

蓄水率和抗蚀能力
。

据试验
,

有机质多的 仁壤

较有机质少的土壤
,

团粒含量多 15 一30 % ; 没有团粒的土壤吸水量约为 30 %左右
,

而团

粒结构好的土壤可吸收 80 % 以 七 , 团粒多的土奥比团粒少的抵抗冲刷力要 大几倍
。

据天



水水土保持试验站试验
:

种植玉米
,

每亩施用 )贫肥 1
,

5 00 公斤比施 3
,

0 00 公斤的冲刷量多

86 %
,

不施厩肥的每亩冲刷量为施厩肥 3
,

0 00 公斤的 4
.

3倍
。

轮作制有改 良土壤
、

增加植被等作用
,

有较好保水保土的效果
。

天水水土保持试验

站
,

鉴于当地传统的轮作制在保持 水 土 上 存在比较严重的缺点
:

春扁豆茎秆短小
,

植

被稀
,

产量低
,

易产生水土流失 ; 收获后到种冬小麦前的三个月正是暴雨期
,

而地表裸

露
,

水土流失严重
;
到次年 6 月冬小麦收割后经短期休闲种荞麦

,

在荞麦未长起前
,

又

是暴雨季节
,

加剧了水土流失
;
荞麦长起之后

,

由于荞麦的茎 叶光滑
,

减少雨水冲刷的

作用很小
,

尤其荞麦播种后
,

一般不进行中耕
,

遇一次雨后地面就形成板结层
,

雨水渗

入困难
,

大量流失
; 次年 4 一 5 月种玉米

,

幼苗在奎堆前
,

又是大量流失的时期
,

提出了

改 良轮作制
,

并进行试验
。

结果
,

比农家轮作制减少径流 95 %
,

减少 冲刷量 98 %
,

大于 0
.

25

毫米的团粒结构多 30 % 以上
, 3 年平均亩产增加 21 % ;

保水保土增产的效果都比较好
。

2
、

增加地面被夜
。

在土壤侵蚀时期
,

改进耕作制
,

实行间作
、

混作
、

密植等水土

保持措施
,

增加地面覆被度
,

有显著的防止水土流失和增产的效果
。

据定西水土保持试

验站试验
,

玉米密植 3
,

50 0株 /亩比稀植 2
,

50 0株的减少径流量 1 6
。

2 %
,

减少冲刷量22
.

8 %
,

增产 5 一 10 %
。

据天水水土保持试验站试验
,

粮豆间作一般减少地表径流量 30 一 4 0 %
,

减少冲刷量 30 一 70 %
。

这种耕作方法在天水
、

庆阳
、

平凉等地区相当普遍
,

也是群众改 良和

培肥土壤的传统经验
。

将草木挥带种于夏季作物作绿肥或用草木择与农作物轮作
。

这项试验早在 1 9 4 5年天

水水上保持试验站就进行过
,

效果十分显著
。

夏季作物带种草木择
,

作为夏季休闲地覆

盖作物
,

比裸露的夏季休闲地可减少径流量 59 一 68 %
,

减少冲刷量 67 %
。

1 9 4 8年与不同绿

肥作物进行压青比较试验
,

每亩翻压 2 年生 白花草木裤
,

第一年生茎叶 1 ,

00 0斤
,

比亩施

豆饼肥 1 00 斤的小麦增产 26 % ; 比绿肥黑豆
、

小豆为优
。

用草木梅在水浇地压 绿 肥
,

效

果更好
。

临挑县牙下公社张家寺五队
,

种草木择作绿肥
,

小麦 亩产 7 97 斤
,

比伏翻 晒 地

亩施农家肥 8
,

0 00 斤
,

亩产 4 62 斤的增产 73 %
。

草木挥与作物轮作
,

第一年草木杯生长期

内的冲刷量较同期的荞麦地减少 60 % ; 第二年比同期的玉米
、

黄豆间作减少冲刷量 88 % ;

在四年全部轮作 中
,

草木杯第一年带种不 占地
,

第二年 占地一年
,

种作物三年的粮食产

量比不种草木杯连种四年的粮食总产
,

增加 5 4 %
。

改 良耕作制与农家传统轮作制比
,

减

少径流和冲刷都在 90 % 以上
,

增产 20 % ;
增产和防止水土流失的效果均甚显著

。

据天水

水土保持试验站调查
,

2 年生 白花草木握轮作的肥效能持续三年 之 久
。

第 一 年 增 产

128 %
,

第二年增产 1 08 %
,

第三年还增产 34
.

5 %
。

因此
,

深得广大群众的喜爱
,

广泛种

植
。

五十年代后期在各级领导重视和农业单位的积极试验
、

推广下
,

甘肃全省种植草木

梅曾达 1 00 多万亩
,

主要在天水地区
,

曾达 77 万多亩
。

3
、

改变地面微地形的水土保持耕作措施
,

包括水平防冲犁沟
、

等高耕种法
、

垄作

区 田
、

串堆子
、

中耕等耕种法
。

采取这些耕种法
,

增加 了地面糙率
,

就地拦蓄径流或减

低径流的集中
,

增加了土壤的入渗率和蓄水量
,

防止水土流失和增产的作用都很显著
。

水平防冲犁沟是在夏闲地
、

轮歇地和荞麦
、

扁豆等水 上流失严重的农地上实施的一种

简便的水土保持耕作法
。

甘肃省每年约有 5 0 % 左右的坡耕地需要采用这种措施
。

这种耕

作是在榆中
、

静宁
、

庄浪
、

秦安等地群众 原有的传统耕作基础上总结提高的
,

群 众 叫



“
壑大枕

” .“
垄地

” 或 “ 倒桃子耕地
” 。

把这种耕作方法用于夏闲地和荞麦
、

扁豆等水

土流失严重的坡耕地上
,

效果很好
。

即在上述各种坡耕地上
,

每隔 1米左右犁一道水平

犁沟
,

拦蓄径流
。

天水水土保持试验站试验结果
: 在夏闲地上实施水平防冲犁沟比没 有

防冲犁沟的减少径流量 80 %
,

减少冲刷量 91 % , 在荞麦地上水平防冲犁沟的保水保土效

益基本与夏闲地格同
,

增产 4 1
.

1 %
。

等高耕种是在坡面上形成许多等高犁沟和作物根茬行子
,

由于数 目多
,

保土蓄水作

用显著
。

据西峰水土保持试验站试验
:

在 2
“

以上的坡耕地上
,

等高耕种 比顺坡耕 种 减

少径流量 5
.

1 4一 5 7
.

3 7 %
,

在 。 一 70 厘米的土层内
,

等高耕种的土壤水分 比顺坡耕 种 的

高 2
。

8一 9
.

59 %
。

天水水土保持试验站试验
:

在 4
。

一 1 8
“

的 四级坡地上进行小麦
、

荞 麦

等高条播
,

比撒播的减少径流量 19 一 39 %
,

减少冲刷量 2 一 60 %
,

增产粮食 12 一 23 %
。

垄作区 田为沟垄耕作法的一种比较完备的形式
,

是天水水土保持试验站试验出来的

一种较好的坡地耕作方法
。

甘肃河东地区 种植洋芋
、

玉米
、

高粱
、

糜豆等作物面积约 占

耕地面积的 30 % 以上
。

这些作物在 6
、

7 月间幼苗小
,

生长稀疏
,

地面覆盖度很小
,

一

次小雨就会板结
,

如遇暴雨
,

水肥大量流失
,

不但使当年作物减产
,

还会影响
一

下一季作

物澎 燮
。

针对这种情况
.

天水水土保持试验站于 1 9 4 5年开始试验垄作区 田种植法
,

保土

增产效果十分显著
,

一般减少径流 85 %
,

减少土壤冲刷量 90 %
,

增产 20 一 30 %左右
。

在

水上流失严重的 1 9打年
,

垄作区 田种植玉米比先平播后奎堆的耕作法
,

每亩减少水土流 失

徽 3 0吨
,

减少流失肥土 5 吨
,

肥土含氮量按 0
.

05 %计 (包括耕作所施肥料 )
,

垄作区田每

亩保持的氮肥约等寸 0J 多公斤硝酸按
,

所保持的水量约等于 45 毫米降雨
。

4
、

缩短坡长
,

减小坡度
。

实行密生作物和疏生作物
、

或牧草和农作物
、

或夏田和

秋田带状等高间种
,

或在长坡面的坡地上每隔适当距离种一条宽三四米的首借草带
,

把

一块长坡面的坡地分成几块
,

把一个 比较长的坡面分成许多窄的等高种植带
,

这就起到

了缓冲减流的作用
,

增加雨水入渗量
。

等高带状 间作连续多年以后
,

在一带 与 一 带 之

间
,

由于耕作 自然翻土
,

可形成一个地埂
,

把较宽坡面的大块坡地分成一块块田而较窄

的坡式梯田
,

这样就减少了田面坡度和坡长
,

相对地也就减少了水土流失
。

据试验
,

等高

带状耕种法减少径流量 20 一 30 %
,

减少土壤冲刷量 30 一 70 %
,

增产 10 %
。

在年降雨 40 0一 4 5 0毫米左右的半干早黄土 丘陵地区
,

种植首楷草带
,

对于保持水土
,

增加首楷产量和作物产量都有较好的效果
。

据在环县
、

镇原
、

庆阳等地的调查
,

山坡地种植

首猜带产量一般比大片种植的增产 10 一 1 00 %
,

比原地首蓓增产 10 一 50 %左右
。

大片 种 植

的首楷
,

一般 5 年就开始衰退减产
,

尤以地块中部更为严重
,

而带状种植的 10 年 以上仍然

生长旺盛
。

首楷带的缓冲留淤作用也是十分显著的
。

环县洪德地区在 3
“

的坡台地上
,

0] 多

年的首楷带
,

在 19 6 3年拐月 2 日
、

5 日两次共降雨 80一 1 0。
。

7毫米情况下
,

平均每米留淤肥

土 .0 8 1 3立方米
。

董志源释马关地区
, 8 月 28 日降雨 137 毫米

,

3o 的坡地集流槽内的草带

每米长留淤肥土 0
.

4 4一 0
.

82 4立方米
。

由于留淤和耕种向下翻土双重作用
,

坡地坡 度 逐

渐变缓
。

在 5
“

的坡地上
,

间距 15 米
,

每年平均变缓约 0
.

5
“ ,

间距 24 米左右
,

平均 每 年

变缓大约 .0 1 2
。 ,

在一块 24
“

的坡地上
,

经过 9年草带的拦蓄堆积
,

形成了 0
.

松米高的地

埂
,

草带下面的地面
, 9年 下切约。

。

4米
,

上堆下切
, 9年形成了高约 1米的地埂

。

据

观测
,

在 23
。

坡地
_

L的防冲草带减少冲刷量 2 0一 40 %
,

作物增产 10 一 2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