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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下游四川地区水土流失及综合防治

王 丽 槐

�四力�省水利电力厅水土保持办公室�

提 要

金沙江下游四川地区
,

基 本上属少数民族聚居和 贫穷落后 的山区
。

根据当地不 同地理条

件
、

水土流失程度和农业生产现状及发展趋势
, ·

划分为金沙江干热河谷 区
、

二半山区和丘陵

区 以及中高山和山原 区
。

根据这三个区的实际情况
,

制定综合治理措施
,

因地制宜
,

合理 开

发
,

积极保护
,

把水土保持和 发展商品经 济 结 合 起来
,

促进生态良性循环
。

国务院确定金沙江下游为全国水土流失重点治理 区后
,

我参加了以长江水土保持局为主组

成的金沙江下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组
,

对金沙江下游四川地区的普格
、

宁南
、

会东
、

会理
、

昭觉
、

金阳
、

雷波
、

屏山
、

宜宾等 � 县进行了实地考察
。

现简要介绍一下金沙江下游四川地区水土流失

及其防治
。

一
、

流域概况

金沙江下游系指攀枝花
—

宜宾这一 区间河段的汇流范围
,

千流长 � �� 余公里
,

属四川 省 的

域面积��
,

�� �平方公里
,

辖攀枝花市仁和 区和会理
、

会东
、

宁南
、

普格
、

美姑
、

屏山
、

宜宾等流

� �个县 �市 �
。

地理位置为东经 � � �
�

� � � 一 � � �
“

� �
� ,

北纬 � �
“

� � 厂一 � �
�

� � � ,

处于川西南山 区
。

这里 地

质构造复杂
,

褶皱强烈
,

岩石破碎
,

古生代
、

中生代和新生代地层均有 出露
。

岩性多为砂岩
、

页

岩
、

玄武岩
、

石灰岩
、

花岗岩和第四纪松散堆积物
。

整个流域地势西北高而东南 低
,

海 拔� � �
。

一 �
,
� � �

�

�米
。

地貌类型可分丘陵
、

低山
、

中山
、

高山和高山山原
。

大部分地带山高坡 陡
,

形 成
“� ”

型河谷
,

溪流密布
。

由于相对高差大以及所处的地理位置
,

高山区特有的立 体 气候 特 征

十分明显
。

降水量随海拔增高而增加
,

气温随海拔增高而 降低
。

年降水量可由� �� 毫米 �会东 新

田 � 至 �
,

� �� 毫米 �屏山龙华�
,

并多集中于 � 一 � 月降落
。

上段 日照居全省 之 冠
,

年 达 � , � ��

小时以上
,

而下段屏山县的山区仅 �� �小时
。

由于岩性多样
,

气候奇特
,

生物种类繁多
,

流 域 土

壤也多种多样
,

如紫色土
、

暗棕壤
、

黄壤
、

山地棕壤
、

山地草甸土
、

红壤
、

燥红土等在流域内均

可见到
。

�

金沙江下游地 区
,

是一个汉族
、

彝族
、

回族
、

布依族
、

藏族
、

傣族
、

白族
、

壮族
、

僳傈族等

多民族杂居的地方
,

共有� �� 余万 人口
,

其中农业人 口 �� �
�

�万
,

占� �
�

� �
。

现有农 耕 地� �
�

� 万 公

顷
,

主要分布在二半山区 �海拔 �
, � �� 一 �

, � �� 米 �
,

以及海拔 �
,

� �� 米 以下的丘陵
、

山间盆 地
、

小坝子
、

河谷地带
。

耕地较零星
、

小块
,

并具有早地多
、

坡耕地多的特点
。

水利灌溉条件差
。

主



要出产有水稻
、

小麦
、

玉米
、

马铃薯
、

荞麦
、

甘蔗
、

烟叶等
。

林业用地面积 占 总 流 域 面 积 的

� �
�

� � �
,

但疏林
、

幼残林及次生林比重大
。

用材林主要分布于海拔 �
, � �� 一�

,

�� 。米地 带
,

树 种

有云南松
、

冷杉
、

铁杉
、

云杉
、

华山松
、

桦木和栋类等
�
经济林有油桐

、

乌柏
、

花椒
、

石榴
、

核

桃
、

板栗
、

女贞
、

香蕉
、

柑橘
、

桑树
、

茶树等
。

草地资源尤为丰富
,

占流域面积 的� �
�

� � �
,

是

可以合理开发利用的一大潜力
。

·

流域内� � � �年的农业
,

每人平均收入 � �  
�

� �元
。

最高宁南�县
,

每人平均� �� 元 , 最低布
’

拖 县
,

每人平均 � �� 元
。

在农业总产值中
,

种植业
、

林业
、

牧业
、

副业
、

渔业的比例分别为� �
�

� �
、

�
�

� �
、

� �
�

��
、

�
�

��和 �
�

� �
。

这些县市都是农业县
, 又基本上属少数民族县和 山区贫困县

,

加上水土

流失严重
,

农业生产发展尤为缓慢
,

多数县吃粮靠外调
,

花钱靠国家财政补贴
。

二
、

水土流失现状及其危害

金沙江下游四川地区
,

由于各个时期地质构造运动强烈
,

构造复杂
,

褶皱和断裂非常发育
,

各

个时期的地层几乎都有出露
。

这些出露岩层中有大面积的侏罗系
、

白圣系和三迭系的 紫 色 砂 页

岩
,

震旦系和前震旦系的板岩
、

千枚岩
、

片岩
,

第 四系残积坡积粘土及早元古时代的花岗岩
、

’

玄

武岩等均有出露
。

这些岩层
,

抗风化能力较弱
,

加上 山高坡陡
,

地震频繁
,

地表破碎
,

土壤结构

不 良
,

地面坡度大
,

坡面长
,

重力侵蚀也较严重
,

造成高山
、

峡各的陡坡面积达 ��  以上
。

这个

地区降雨集中且强度大
,

人为的过量砍伐林木
、

陡坡开垦
、

轮歇丢荒
,

原始的刀耕火种
,

毁林毁草

种粮等原因
,

造成许多荒 山秃岭
,

植被覆盖率低下
,

促使该流域的水土流失逐年加剧
。

尤其是 干

早 燥 热 的 河谷地带
、

林被严重破坏的丘陵和二半山区农耕地多的地方
,

水土流失面广量大
。

根

据调查统计
,

金沙江下游四川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达 � � ,

�� �平方公里
,

占总土地面积的 �� � �
,

母

岩裸露
,

沟壑纵横
,

使面蚀
、

沟蚀 向深沟和溯源侵蚀方向迅速发展
。

会东县大崇乡
,

在不 到 � 公

里宽的地段内就有新老大冲沟�� 条
,

冲沟面积占总面积的�� � �冲沟面积 � � �
�

�公顷�
。

最典 型 的

是该乡一块 � �� 米宽的坡面内有 �� 条冲沟
,

大的宽 �� 米
,

深 � 米 � 中等的宽�
�

�米
,

深 �
�

� 米 , 最 小

的宽 �
�

�米
,

深 �
�

�米
。

这些沟壑在久旱后 的大暴雨作用下
,

往往产生滑坡
、

崩塌
,

导致泥石流的

发生
,

冲毁农 田
,

堵塞溪河
,

破坏交通
,

毁坏房屋
,

威胁着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

金阳县境内

的派来河 �金沙江一级支流�
, � � �  年 � 月因降暴雨 山洪暴发

,

泥石流倾泻而下
,

淹死 � 人
,

冲
�

毁耕地 �� 公顷多
,

群众房屋财产损失达 �
�

�万元 � 该县 �� � �年全县又普降暴雨
,

河水暴 涨
,

毁 坏耕

地 �
, � �� 多公顷

,

总损失达了� �
�

�万元
。

� �  !年屏 山县富荣河再次发生山洪灾害
,

粮食损 失 � �� 余

万公斤
,

受灾面积达�
, � �� 多公顷

,

冲毁公路桥
、

公路
、

房屋
、

通讯路线等
,

直接经济损失达� �� 余

万元
。

会理城河
,

会东憋鱼河
、

大桥河
,

贯穿宁南和普格两县的黑水河等沿岸
,

到处可见泥石流

洪积扇
、

冲积扇
,

危害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
。

金沙江下游四川地区的山区和丘陵区的坡耕地 占总耕地的�� 一��  
,

坡度大于 ��
。

的耕 地 占

�� �以上
。

由于水土流失严重
,

坡耕地土层越种越薄
,

粗粒越来越多
。

会理县 � � � �年第一 次 土 壤 普

查
,

全县 �� 厘米以下的薄土仅有�
,

�� �
�

�公顷
,

而 �� �  年第二次土壤普查
,

全县 �� 厘米 以下 的 薄

土已剧增到 �
, � ��

�

�公顷
,

为 �� �  年的 �
。

�倍
。

这些薄土中
,

�� 厘米以下的坡地就有 �
, � ��

�

�公顷
,

接近� � � �年�� 厘米以下的水平
。

会东县农耕地重砾质土壤 �含砾量� ��  � 有�
�

�万多 公 顷
,

占

总耕地面积的 � �
�

� �
。

雷 波县有 � 万 公顷陡坡地 �占总 耕
·

地 的 � �
�

� � �
,

每 年流失 泥 土 � � �
�

�

万吨
,

相 当于每年流走约� �� 公顷耕地的 表 土 层
�
再考 虑 林牧 荒 地 的 水土流失

,

每年损失 的

氮 磷 钾 肥大大超出 全县每年投入的化肥总量
,

因而致使产量低而不稳
。

宜宾县多数坡耕地小麦

侮公顷产量不足 �
,

�� �公斤
,

玉米不足 �
,

� �� 公斤
。

严重的水土流失
,

成为整个金沙江下游地区农



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

这种危害任其发展下去
,

当地群众只能越来越贫穷
。

三
、

防治措施的初步探讨

水土保持是一项综合利用水土资源的系统工程
。

防治水土流失
,

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
,

是改变山丘区面貌
,

治理江河
,

减少水旱灾害
,

建立 良好的生态环境
,

发展当地经济 的 有 效途

径
。

要使金沙江 下游水土流失区得到迅速
、

有效的治理
,

必须把治理与开发相结合
,

把发展 当地
。

的经济和群众的脱贫致富相结合
,

把群众吃饭
、

烧柴
、

饮水和花钱等实际问题相结合
�
要充分发

挥自然优势
,

因地制宜
,

合理开发
,

积极保护
,

把长期治理水土流失与尽快发展商品经济
、

增加收

入结合起来
。

这样才能使群众得到实惠
,

从而吸引其自觉投入治理和保护
。

现根据金沙江下游四

川地区的不同地理条件
,

水土流失程度和农业生产现状及发展趋势
,

分为三个类型区分别探讨它

们 的综合防治措施
。

�一 � 金沙江干热河谷区
。

本区包括攀枝花市仁和 区和会理
、

会东
、

宁南
、

布拖
、

金阳
、

雷

波
、

屏山等县沿金沙江两岸及支流的千热河谷部分
,

海拔 �
,

�� �米以下地区
,

面积约�
,

�� �平方公

里
。

地表 出露主要有石灰岩
、

千枚岩
、

花岗岩
、

玄武岩
、

板岩和第四纪堆积物
,

土壤 以燥红土
、

红土为主
。

地势起状变化大
,

绝大部分为峡谷地貌
,

谷窄坡陡
,

阶地少见
。

受焚风效应影响
,

年
。 �

降水量 �� �一�� �毫米 � 类似南亚热带的热量条件
。

特别是金阳以上
,

全年无冬
,

植物可全年生长
,

但年降水量的�� � 以上集中于 � 一�� 月
,

千旱期长
。

年蒸发量大于年降水量的 � 一 � 倍
。

水热

不调
,

植被稀少
,

荒坡裸地 �岩 � 多
,

土壤贫痔
,

坡度大
,

农业耕地资源较贫乏
,

水土流失已到

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

这些地区除沿河谷地有少部分 良田外
,

其余的坡面耕地土层薄
,

结构差
,

保

水
、

保肥能力低
,

产量不但低而不稳
,

而且常因灾害颗粒无收
。

这一地带又是滑坡
、

垮塌
、

泥石

流的多发区
,

群众生活非常贫困
。

然而在这个地区
,

未利用的处女地多
,

水土光热资源潜力大
,

是热带水果的盛产区
,

并非一

般认为千热河谷区是什么不毛之地
。

只要开发利用得当
,

建设保护得力
,

前途是很好的
,

效益是

很大的
。

目前各县正在修建沿江公路
,

为开发利用创造条件
。

会理
、

会东
、

宁南
、

金阳
、

屏 山等

县对开发利用千热河谷已有初步规划
,

局部地方 已有突破
。

为了充分发挥这一地区的 自然优势
,

充分利用金沙江下游干热河谷区的水土光热资源和做好

水土保持工作
,

对该区要从全省
、

全州 �地�的大农业角度 出发
,

将该区建设成为热带作物基地
,

把治理水土流失与开发利用结合起来
,

具体抓好如下几点
�

� 、

对威胁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

危害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的泥石流多发区 的 河 谷
、

溪

沟
,

修筑长久性的拦截工程
,

搞好坡面水系
,

并配合植树种草进行防治
,

使之逐年减少危害
。

�
、

坚持水土林综合治理
,

坚持坡沟兼治
。

在群众生活
、

生产的沟谷和坡地面上
,

根据实地

情况
,

挖修沿山沟
、

排洪沟
、

沉沙幽
,

减少雨季山洪灾害
。

同时在群众居住较集中的地方修建质

量好的蓄水池
,

解决当地早季人畜饮水困难
,

对大面积沟坡进行封山育林育草
。

在有劳动力条件

的坡地和沟谷实行鱼鳞坑
、

竹节沟整地
,

营养袋育苗
,

因地制宜地选择适生树种大窝栽植经济林

和薪炭林
。

宁南县华弹乡
,

是典型的干热河谷区
,

那里的干部和群众在有关单位的指导下
,

从 � � � �

年开始
,

修小型水库
,

改造坡耕地
,

挖排水沟
,

建防风固沙林带
,

在荒坡栽植金银合欢
、

相思
、

慈按等适生林种
,

并封山育林育草
。

由于他们坚持不断综合治理水土流失
,

改变了过去穷山恶水

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
,

粮食
、

甘蔗
、

桑蚕
、

庭园经济等生产发展快
,
效益高

。 �� �  年该乡

粮食每公顷产量比 � � � �年增加 � �� 公斤
,

每人平均收入达� �� 元
,

是 � � �  年的�
�

�倍
,

其中每 人平

均纯收入�� �元
,

商品收入 � �� 元
。



�
、

增加水利投入
,

建设高产稳产农田
。

根据农 田分布及上游水源奔件
,

水土流失状况及 �乞

展趋势
,

可在沟谷中适当修建低坝拦河引水堰 � 有龙洞水的地方尽量 开沟引水灌田
。

这样既拦砂岛

了对下游产生危害的泥沙
,

又可扩大农 田灌溉面积
。

有水灌溉和条件许可的谷地
、

坡面
,

应 坚持
�

改造坡耕地
,

建设梯田梯地
,

实行精耕细作
,

扩大复种指数
,

试行多熟夺高产
。

如金 阳 县 对 坪

乡
,

在金沙江谷地有 �� 公顷左右的梯田
,

每年每公顷平均稳产水稻巧吨以上
,

其早中晚稻每公顷

单产分别为 � 吨
、

�
�

�� 吨和 �
�

� �吨
。

由此可见
,

要解决这一类型区的吃粮问题
,

关键在于兴修水
�

利和建设高产稳产的基本农田
。

�
、

建设多种经营基地
,

扩大热带作物种植面积
。

这一类地 区应在粮食基本够吃的情况下退

耕陡坡地
,

还林还果
,

建设多种经营基地
,

进一步充分利用干热河谷的气候资源
。

大力发展香蕉
、

蚕桑
、

石榴
、

魔芋
、

花椒
、

甘蔗等热带和亚热 带作物
,

使当地农 民从中得到实惠
,

走向治穷致官

的道路
。

宁南县干热河谷区的
一

甘蔗每公顷产量 �� 一 � �� 吨
,

出糖率高达 � 一��  �� �中内江仅 ��  �
,
�

而且可产两季甘蔗再种一季粮食
。

该县华弹乡五星村六组
,

每户平均有香蕉 � �� 丛
, � � � �年 每 户

、

平
「

均收入 � �� 元
。

会理县的烤烟
、

晒烟产值高
,

金阳县的花椒
、

白魔芋
,

雷波县的油桐
、

乌 柏 等
,

都是当地的主要经济收入品种
。

�二 � 二 半山区和丘陵区
。

本区包括攀枝花市仁和区
,

会理
、

会东
、

宁南
、

雷波
、

屏山和金�

阳县的大部
,

宜宾县
、

宜宾市的全部
,

海拔 �
,

�� �一�
,

�� �米的低山区及四川盆地南部丘陵 �宜宾

县和宜宾市大部 � 地带
。

这些地区是四川省金沙江流域农业生产及其经济较发达地段
,

粮食和经
�

济作物一年二熟
。

出露地层有石灰岩
、

玄武岩及紫色砂岩
,

页岩和泥岩
,

主要土壤有水稻土
、

红
�

壤
、

黄壤和黄棕壤等
。

由于大小河流切割
,

形成狭长形的山间岭谷
、

丘坡小坝相间分布的复合士队

貌
。

年降水量 � ,

�� �毫米左右
,

气候温和
,

日照充足 �上游区特别充足�
,

是金沙江下游四 川 地区

粮食主产区
。

本区农耕地分布较集中
,

农业生产条件较好
,

有部分梯田梯地和槽沟坝田
,

产量较 �

高
。

但由于丘坡长
,

水系紊乱
,

坡面陡
,

植被稀少
,

垦殖指数高
,

坡耕地多
,

水土流 失 比 较 严

重
,

如之干早威胁大
,

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

产量也不稳定
。

而且该 区人 口密 度 相 对 书匕

大
,

许多乡村还要调出部分粮食
。

因此
,

二半山区及丘陵区
,

一

只有把水土林综合治理与充分发展

粮食和经济作物
,

提高农民群众的经济收入
,

使农民群众保持水土的积极性长期坚持下去
。

�
、

对这类地区进行比较系统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

特别是农耕地相对集中的坡面
、

沟谷要觅

点集中的连续治理
。

整修坡面水系
,

修建必要的排洪沟
、

蓄水池
、

泥沙幽
,

农耕地中挖好背沟
,

筑上地埂
。

有条件的地 区
,

在沟谷中修建小型水库
,

既拦沙又蓄水灌概
。

�
、

因地制宜逐年将� �
。

以下坡地改为梯田梯地
。

据调查
,

本区每人平均耕地都在 �
�

�� 公 顷
‘

以上
,

但因多数田地土层薄
,

缺肥
,

冬炕地多
,

复种指数低
,

土地利用率不高
。

然而
,

凡是建成

梯田梯地的基本农田都可实行一年两熟
,

产量都比较高
。

会东县水稻一玉米两季平均每公顷产

量 � �
�

�吨
,

水稻一小麦平均每公顷产量 �
�

�吨
,

玉米一小麦每公顷平均产量 �
�

�吨
, � �

“

以下坡挑

地玉米一豌豆 �
�

�吨
,

马铃薯一小麦�
�

�吨
,

红薯一小麦 �
�

�吨 � 宁南县水稻平均每公顷产虽 �
�

�吨
,

玉米�
�

�吨
,

小麦 � 吨 � 宜宾两熟田地
,

每年每公顷产量 �
�

�一 � 吨
。

但本区目前每人平均只有这

类基本农田 �
�

� �� 一 �
�

�� 公顷
,

如若每人平均再建 �
�

� �� 一 �
�

�� �公顷
,

每人达到。
�

�� 公顷的葵本农

田
,

单产按 �
�

�一�吨计
, � �

。

以下缓坡耕地按 �
�

�一 �吨计
,

全区每人平均只要利用耕地 �
�

�� 一 �
�

�� 公

顷
,

就可产 粮 �
�

�吨 以上
。

这样既可防止水土流失
,

保证粮食总产
,

又可促使一部分陡坡耕地还

林种果
,

发展多种经营
,

达 到发展与保护的 目的
。

�
、

推行各种水土保持耕作法
。

在目前尚不能建成梯田梯地的坡耕地上
,

实行等高带状横坡耕

种
,

横坡起垄
,

变坡地为台地
,

层层拦雨保土
。

同时选择适宜当地的 良种
,

进行合理间种
、

套种



吴轮作
。

在间套轮作中
,
还可以种植一定数量的饲料和绿肥作物

,

以促进养猪事业的发展
,

增加

农家肥
,

提高地力和粮食单产
。

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
,

尽力把发展经济作物
、

庭园经济
、

养

猪事业结合起来
,

在近期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
。

4

、

利用宜林荒山荒坡大力开展植树造林
。

在大面积的荒山坡上可采用飞播营造 丰产 用材

林
。

在零星山坡和农民居住地附近可营造薪炭林和经济林
。

利用各种植被涵养水源
,

减少 山地灾

害
,

解决群众烧柴 问题
,

增加现金收入
。

( 三) 中高山和山原区
。

本区包括会理
、

会东
、

宁南
、

布拖
、

金 阳
、

雷波和屏山县部分
,

普
·

格
、

昭觉
、

美姑县的全部
,

海拔一般在2
,

00 0 米以上
,

面积约1
.1万平方公里

,

约占金沙江下游四

川地区总面积的40 %
。

林草面积占该区总面积的70 %
,

多为彝族居住
、

以林牧业为主的地瓦 本

区多属横断山脉的二半山和大凉山
、

小凉山和鲁南山等中高山区
,

地表切割不太深
,

相 对 高 差

200 一600 米
,

有不 同高度的多级山间盆地
。

年平均气温10
。

一12 ℃
,

年积温2
,

4
00 一3

,

20
0 ℃

,

年 降

水量70 d= 1
,

60
0 毫米

。

地貌类型复杂
,

立体气候特征明显
,

森林植被随海拔高度的增高而变化
。

本区林牧业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

林草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70 % 左右
。

随海拔高度不同
,

分
:
布有云南松

、

栓皮栋
、

杉树和桦树等树种
。

以杜鹃为主的灌丛草地分布于海拔2
,

7
00 米以 上

。

海

拔3
,

5
00 米 以上基本无乔灌林木

,
·

只是草甸
。

农耕地主要分布在中高山的二半山坡面及山间盆地
、

丘坝
,

早耕地占95 % 以上
。

旱地中50 % 以上是大于25
。

的陡坡耕地
。

农作物一年一熟
,

主产马铃薯
、

荞

食麦
、

豆类和燕麦等
,

每公顷产量仅750 公斤左右
。

在海拔2
,

2
00 米 以下有种水稻的

,

每公顷产量

不过3
,

00 0 公斤
。

耕作粗放
、

轮歇丢荒和广种薄收
,

是本区农业耕作的特点
。

建议
:

1 、

从大农业观念出发
,

对该区现在的生产结构加以调整
,

避其气温低和农作物生长不利的因

素
,

充分利用地广人稀的土地资源
,

大力营造和管理好林木
,

大面积发展用材林
,

相对集中的发

展一些速生丰产薪炭林和适宜当地生长的经济林
。

宜牧区以牧业生产为主
,

逐步改良草场
。

国家

对这一类地 区应适 当调入粮食
,

政策上和资金上对林牧业予以扶持
。

2
、

根据山区气候
、

资源特点
,

对种植业收入不稳定
,

草场 (林业) 资源又较丰富的乡村
,

可定为半农半牧 (林) 区
,

实行 “农牧 (林)结合
” ,

积极发展牧业和林业
。

在海拔2
,

6 00 米 以上
,

.

粮食产量极低
、

靠陡坡耕地吃饭的乡村
,

可定为林牧经营 区
,

加速陡坡地的退耕
,

发展林牧业和

多种 经营
,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

减少水土流失
。

3

、

认真落实林山草场责任制
。

在林牧区
,

要把林山草场的责任制认真落实到 户
、

落 实 到

组
,

使 山定主
、

人定心和林草定根
。

同时进行 封育管理改良
,

把林山草场划给农户管理
、

使用
、

保护和建设
。

这样可以调动群众植树造林
、

封 山育林育草
,

建设新的林牧 区的积极性
。

会东县江

西乡金钩村将零星分散的草场划给农户后
,

农 户们管山如管地
,

种草如种粮
,

采用积 极 补 播 移

栽
,

定期封育等措施
,

使每公顷产草量由 6 吨上升到22
.5吨

,

解决了畜草矛盾
。

4

、

固定耕地
,

推行科学种田
。

刀耕火种和轮歇丢荒
,

是该区原始落后耕作制度 的产物
,

也

是造成该 区水土流失严重的根源
。

这样既不利于保护和利用土地资源
,

也不利于发展商品经济
。

要在发挥林牧优 势的 同时
,

大力提倡固定耕地
;
要在水热条件较好

、

坡度不太陡的耕地 上 增加投

入
,

改为梯地
;
要推行科学种田

,

增施肥料
,

改良土壤
,

培肥地力
,

建设灌溉
、

排涝和 水 土 保 持的

系统工程
。

改革耕作制度
,

实行 间种
、

套种 以及地膜覆盖种植等新技术
,

来提高固定耕地的粮食

产量
。

如地处高寒山区的布拖县则洛乡
,

1 9 8 7 年94 公顷玉米采用了等高带状种植和地膜覆盖
,

提

高 了水热利用效率
,

减轻了水土流失
,

结合引用杂交良种
,

合 理施肥
,

平均每公顷产量达8
.
9吨

。

5

、

推行粮草轮作
。

在高寒山区
,

粮食作物一年一熟
,

可实行大春种粮
,

小春种草
,

利用不种

粮的冬春季节大种饲料饲草
,

增加地表覆盖
,

提高经济收入
。

昭觉县 198 5年运用粮草轮作
,

种草面



积扩大到8
,

9
00 多公顷

,

较好地解决 了 越冬度 春牲畜缺草的困难
,

促进了畜牧业的发 展
。

牧业

产值由19 80 年的15
.
6 %

,
·

上升到2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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