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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该文对黑土区基本情况作了介绍
,

分析了水土流失的危害及其原因
,

并通过系统诊断探

索水 土保持与粮食产量之间的关系
,

说明了水土保持在黑土地区低产 田改造中的作用
,

提出

了保持水土
,

改造低产农田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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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是黑龙江省主要的农业土壤
,

是优 良的农业生产基地
,

目前已绝大部分被开垦利用
,

并

被国家列为商品粮基地建设的重点地区
。

仅 以黑土理化特性而言
,

不失其
“土 中之王 ,

美誉
。

但

从 目前黑土农田生态系统现状看
,

由于水土流失
,

粮食产量低而不稳
,

土壤退化已成 了该区阻碍

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
。

因而
,

黑土地 区的水土保持间题
,

是关系到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

提高土壤

肥力和粮食产量及加快商品粮基地建设的重要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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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黑土地区基本情况

(一) 面积 该区现有黑土耕地8 n 4
.1万亩

,

占全省耕地面积的43
。

6
%

,

占全省总土 地 面

积的 12
.8 %

。

主要集中在克山
、

拜泉
、

依安
、

克东
、

呐河
、

北安
、

海伦
、

望奎
、

德都
、

龙江
、

嫩

江
、

明水等22个县
。

地理位置为北纬45
“

~
4 8

。 ,

东经 22荃
。

~
1 2 7

。

之间
。

(二 ) 地形 该区地形多为丘陵漫岗区
,

坡 度 一 般 < 7
。 ,

多 为2
。

一 5
“ 。

坡 面 较 长
,

多 为

1 00 0~ 2 oo om
,

最长达4 ooom
,

汇水面积较大
,
径流冲刷能力强

。

( 三) 土壤 黑土属地带性土壤
,

是在灌丛草甸植被下发育起来的
,

成土过程主要是腐殖质

化和淋溶过程
。

有机质含量一般在 3 % 一 8 %
,

极个别地区低于 3 %
。

土壤含氮量 2 % ~ 3 %
、

含磷量0
.08 % 一0

.3 %
、

含钾量 2 % ~ 3 %
、

水解氮 4 一lom g/20 09土
、

速效磷 1 一 zs m g / 2009

土
、

速效钾15 一25 m g /10 09 土
,

代换量25 一50 m g N / 1009 土
,

酸碱度中性到微酸性
。

一般黑土

层厚度20一6G e m
,

水稳性团粒总量约40 % 一 60 %
、

容重为0
.6~ 1

.2 9 /e m
“ ,

总 孔 隙 度 35 % 一

co %
,
田间持水量为27 % ~ 50 %

, 黑土的一般 比重为2
.55~ 2

.
65 ,

透水性 (o~ Zo
em )为96

.o m m /

h ,

多年来由于耕作制度不合理
,

在耕层 以下形成了一个厚为 5 ~ 6
cm 的犁底层

,

此 层 异 常 坚

实
,

容重 1
.5一 1. 69 / c m

“ ,

透水速度2
.5~ 8

.6 m m / h
; 黑土母质多为粘 黄 土

、

透水缓慢
,

表土

含水量饱和时 ) 就极易发生面蚀和沟蚀
,

加之冬季长而寒冷
,

冻土层深 Z m 左右
,

形成隔水层
。

春季形成强大的地表径流
,

从而引起土壤侵蚀
、

土体滑坡和崩塌
。

该区降雨多集中在秋季
,

且多

暴雨
,

最大日降雨量为 120 ~ 16 Om m
,

最大降雨强度 1
.6m m /s

。

这些降雨特征是造成黑土 地 区

水土流失的重要因素
。

( 四) 该区按俊蚀现状和开里年限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为开垦 80 ~ 10 0 年
,

土壤侵蚀严

重
,

属强度侵蚀区
,

约占全区耕地面积的40 % 左右
,

黑土层被剥蚀掉 2 / 3 左右
,

有机质 含 量为

3 % 一 4 %
,

残留黑土层有20 多c m
,

粮食亩产10 0k g 以下 , 第二类为开垦 60 ~ 70 年
,

黑土层被

剥蚀掉一半左右
,

残留黑土层为30 多cm
,

属于中度侵蚀区
,

占坡耕地面积 40 % 左右
,

土壤有机

质含量为 4 % 一 6 %
,

粮食亩产100 ~ 150 k g ; 第三类开垦年限短
,

黑土层剥蚀 1 / 3
,

一般残留

黑土层厚度都在40c m 以上
,

有机质含量 5 % ~ 7 % 或更高
,

是轻度侵蚀区
,

占坡耕地面 积 20 %

左右
,

粮食亩产20 ok g左右
。

另据调查
,

因坡度不同
,

侵蚀程度也不同
,

其中强度侵 蚀区的坡度

在5
。

~
1 0

。 ,

占55% , 中度侵蚀区坡度为 2
。

~
4

。 ,

占22% ; 轻度侵蚀区坡度为2
。 ,

不 足 10 %
,

其余还有20 % 的低洼地
。

上述土地类型中强度侵蚀区为低产 区
,

中度侵蚀区为中产 区
,

这 2个类

型区均属于低产 田改造的地区
。

综上所述
,

黑土有机质含量高
,

土壤容重小
,

耕层熟化程度较好
,

水肥气热较协调
。

土壤耕

层质地多为重壤或轻壤
,

土壤稍粘重
,

透水透气性差
,

春季易冷浆
,

由于用养失调
,

土壤容重逐

渐增大
,

非毛管孔隙增多
,

土壤物理性质逐渐恶化
。

二
、

水土流失危害及主因剖析

近年来
,

该区水土流失严重
,

土壤肥力明显下降
,

土地利用率降低
,

生态环境恶化
,

阻碍了

交通
,

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持续增产和向商品化方向的发展
,

致使农业后劲不足
。

主要表现在
:

(一 ) 沟壑增 多
, 蚕蚀耕地

,

影响了机械作业
, 降低了劳动生产率 据调查

,

黑土地区有大

型侵蚀沟 6 万多条
,

侵蚀土地60 多万亩
。

拜泉县新生乡永胜村有冲刷沟720 条
,

耕地由 40 年前的

16 80 0亩减少到 9 00 0 亩
。

如赵光农场一块高产地块
,

现已冲出 7 条大沟
,

机械作业困难
,

效率明显

降低
,

亩机耕费增加36 元
。

粗略计算
,

因沟蚀
、

减少耕地
,

致使本区年减产粮食3 00 ok g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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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黑土层变薄
,

地力减退 该区垦殖40 多年的黑土
,

有机质含量一般降低 1 / 3 至 1 / 2
,

不仅 降低了土壤的抗蚀能力
,

而且也造成氮素含量和有机质含量成等速下降
。

据黑龙江省水保所

克山实验站试验表明
,

3
“

坡耕地
,

平均亩流失 氮
、

磷 12 一 16 k g
,

钾 24 一 32 k g
,

相 当 于 500 ~

1 00 0k g农家厩肥的肥力
。

据拜泉县调查
,

两年来亩均剥蚀表土约 。
.
7c m

,

折合亩流失 土 壤 约

4.7七,

土壤有机质 由初垦的 15 % 下降到 3 % 一 5 %
,

以1
.3编的速度下降

。

有些地块 已沙石裸露
,

岗地出现
“
破皮黄

” 。

(三 ) 加剧 了旱涝灾害 该区有 2 / 3 左右土地因水土流失严重
,

变为易涝区和干 旱 区
,

粮

食产量低而不稳
。

低洼地常年积水
,

形成涝灾; 岗地跑水
、

常造成春季干旱
、

出苗率低
。

坡水汇

集到洼地后
,

土壤变得粘朽
,

通透性变差
,

地温降低
、

使土壤养分难 以释放
。

岗地因得不到较多

的水分
,

致使产量逐年下降
。

以拜泉县为例
,

24 年中早涝灾害12 年
、

占50 %
,

春旱面积竟 达 22 0

万亩
、

秋涝面积50 万亩
,

粮食亩产最高减产38k g
。

( 四 ) 破坏桥涵
夕
冲毁道路 据拜泉县调查

,
1 9 9 0 年全县因侵蚀沟的增多

,

已冲 毁 桥 梁 52

处
,

桥涵 118 座
,

估价损失27 万多元
。

新生乡集资 3 万多元修路
,

1 9 8 8 年 春季连降几场大雨
,

几

乎全部冲毁
。

新华村不仅道路被破坏不能通行
,

而且连人行道也冲毁
,

村内办事也要绕道而行
。

( 五 ) 风蚀严重影响了春耕生产 该区 8 级 以上大风多达20 一40 天
,

多发生在春季
。

克山县

1975年一次大风
,

刮走了 1 / 6 的种子
,

迫使这些地区重种
。

由于滥砍乱伐
,

农田防护林 减 少
,

抵御 自然灾害能力减弱
,

依安农场二分场有一片土地约700 亩没有一棵树
,

春风过后
,

由于 表 土

被吹蚀掉
,

使种子裸露
,

造成严重减产
。

(六 ) 水土流失严重
夕
粮食大幅度减产 据调查

,

该区在10 年中有 3 ~ 4 年水涝灾害严重
,

并伴有低温冻害和早霜
。

由于水土流失严重
,

该区19 61 年粮食减产超过30 %
。

上述水土流失危害
,

其主要原因是
:

1.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
,

生态平衡失调
。

该 区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
,

除农业 外
,

牧 业 仅 占

7 % 左右
,

林业不足 7 %
。

大量天然林和草地垦为粮食生产用地
,

破坏了生态平衡
,

致使林草涵

养水源的能力 降低
。

2

.

掠夺式经营比较突出
。

农民承包后
,

只种地不养地
,

急功近利思想突出
。

据调查
,

目前有

机肥施用量不到过去的 1 / 3
,

粮食增产仅靠化肥
。

这样做的结果
,

导致土壤肥力下降
,

农 业 生

产后劲不足
。

3

.

轮作制度不合理
。

土地承包后
,

由于地块分散
,

品种单一
,

个体经营无法建立合理的轮作

制度
,

作物重茬率达30 %
,

造成粮食减产
、

养分失调
、

病虫害增多
。

4

.

人 口剧增
,

对土地的破坏 日趋加剧
。

从人均占有土地看
,

1 9 8 9 年人均 占有上地是 196 0年的

1 / 2
。

由于人 口剧增
,

出现了毁林开荒
,

荒坡开荒等人为不合理的生产活动
。

导致了黑土 地 区

裸露面积增加
,

水土流失面积增大
。

5

.

耕作制度及手段落后
。

1 9 8 8 年大型机械耕地面积是1982年的75 %
,

大型拖拉机 退 役 率 达

60 % 以上
,

改用小四轮和畜力犁作业
,

耕翻深度仅 8 一 10 c m
,

不足过去的 1 / 2
,

车轮辗压次数

增加 4 倍
,

造成土壤板结
,

透水性极差
。

6

.

有机肥源减少
,
无机化肥效能降低

。

该 区畜牧业发展缓慢
,

有些地区甚至是下降趋势
。

大

牲畜存栏数是1982年的 89 %
,

有些地区大牲畜存栏是过去的 1 / 2
。

同时绿肥培田
,

秸秆还 田
、

量

微乎其微
,

所以
,

有机肥源减少
。

另据农业部门的调查
,

1 9 8 2 年平均亩施化 肥 16k g (标肥)
,

1 9 8 6 年增加到21k g (标肥)
。

60 年代投入0
.sk g化肥可增产粮食 7 一 8 k g

,

现在只增产 3 k g左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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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只顾眼前

, 不顾长远的短期行为突出
。

近 5年来
,

该区开展大型农田基本建设很少
。

六七

十年代的水利水保工程也大都失去作用
。

除上述原因外
,

还有地形
、

降雨
、

冻融
、

植破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

三
、

水土保持在黑土地区低产 田改造中的作用

水土保持在黑土地区低产 田改造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主要包括
:

(一) 改善土壤的物理性能 拜泉县通双流域治理前后土壤物理性状发生了明显变化
。

据测

定
,

坡地 (IDcm ) 土层平均容重减轻0
.
05 9

,

总孔隙度增 加 1.9%
,

渗 水 速 度 每 1 m in 增 加

0.84 m m
,

平均容重减轻0
.
05 9

,

总孔 隙度增加 3 %
。

由于土壤物理性状改善
,

增 加 了渗 水 能

力
,

保持 了土壤养分
,

为作物的生长发育创造了良好条件
。

( 二) 拦蓄地表径流
, 控制泥沙下泄 海伦县东风镇经过多年治理水土流失

,

保持水土
,

土

壤侵蚀模数 由治理前的5 500 t/ (k m
Z ·

a)

,

减少到 200 t/ (k m
Z·

a
)

。

年土壤流失总量 由29
.3万t减

少到1
.
07 万七

。

减沙效益达到了96
.4 % ; 径流总量由治理前的64 0万m

3
减少到48 万m

3。

( 三) 提高了土壤肥力 拜泉县兴安村坡耕地治理后有机质增加0
.
39 % ;全 N 增加0

.
04 1%

;

全P 增加。
.
0 06 % ; 全 K 增加0

.
09 % ; 速效N 增加o

.
97 5k g ; 速效P 增加 o

.
14 5k g ; 速 效 K 增 加

5.92 5k g
。

由于土壤肥力的提高
,

促进了粮食增产
。

该村治理后 比治理前增产50 %
。

1 9 8 0 年梯田

种大豆亩产ZOGk g
,

比治理前增加100k g
。

( 四) 增加植被扭盖率
,

起到涵养水源的良好作用 克山县古北乡东风村营造水土保持林
,

使林草覆盖率增加13 倍
。

不仅地表被林草植被覆盖
,

减少了泥沙冲蚀
,

而且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收

入
。

( 五) 经济效益显著提商 搞好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

改善了农业生产基本条件
,

增强了抗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
,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
,

提高了土地生产率
,

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
。

海

伦县东风镇坚持10 年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

农业总收入增加了近 3 倍
;
林业总收入 741

.6万 元
,

畜

牧业人均收入 80
。

8 元; 人均收入达509
.5元

。

( 六) 生态效益显著 以通双小流域为例
,

治理后
,

由于森林覆盖率的提高
,

促进 了生态平

衡
,

改善了田间小气候
,

减少了水蚀
、

风蚀
、

早
、

雹等自然灾害
。

据测定
,

1 9 8 0 年比前 5 年降水

量增加49
.sm m

,
1 9 8 4

~
1 9 8 5 年 2 年 7 级 以上大风 26 次

,

却没有发生风蚀
; 6 年来没 有 发 生 雹

灾
,

地 下水位上升
,

打小井成功
,
逐步解决了人畜饮水问题

。

四
、

加强水土保持促进黑土地区低产田的改造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 口的不断增长
,
人类对 自然 的索取与 日俱增

。

因此
, 人们在觉察到农业

生态危机的同时
, 深感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性

。

要改造低产农田
, 必须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

综合治理
。

( 一) 工程措施 工程措施要由坡到沟
、

治理措施完整配套
,
顾及左右

、

上下连续
,

综合配

套
、

互相结合
, 重视工程质量

、

坚持费省效宏的原则
。

对小型侵蚀沟要及时防治
,
防止进一步发

展
。

对大
、

中型侵蚀沟
,
要先制定治理方案及措施

,
搞好综合治理; 对坡耕地要防止或减少径流

冲刷
。

主要措施是
: 开挖截流沟

,
兴修畜水池

、

水簸箕和在治沟中修筑沟头埂
、

各式谷坊及下游

修筑塘坝等
。

黑龙江省水保所克山实验站在粮食沟和其它几个流域采取上述措施
, 均收到了明显

的治理效益
。

以粮食沟为例
,
治理前年流失表土 4 t/ 亩

,
年均流失表土o

.
6c m ; 治理 后 年流失

表土 0
.
3t / 亩

,
年均流失表土仅。

。

08

c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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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物措施 在林业方面
,
要因地制宜大力营造防护林

、

调节林
、

固沟林
、

护岸林
、

护

堤林
、

护坝林
、

水源涵养林和防风林等 , 在牧业方面要实行封沟育草
,
草田轮作

、

间作
、

套种菩

条类具有固土能力 的经济作物
。

( 三) 农业措施 一是推广蓄水保土深松耕作法
, 以解决蓄住天然降水和增加 地 下 水 的问

题; 二是实行水土保持种植法
,
诸如合理密植及各种农作措施

,
实现合理利用土地

,
提高地力 ,

三是搞好垅向调整
,
大面积控制水土流失; 四是搞好草田轮作

,
修筑地埂等等

。

在黑土地区低产田改造中
,

除了切实加强水土保持工作外
,
还应抓好肥料基本建设

。

1

。

搞好积肥建设
,
提高人粪尿的回收率与利用率

。

这是 目前粪肥的主要来源
,
若抓得实

,

积肥量可提高50 % 一100 %
。

2

.

种好绿肥
, 种草养畜肥田

。

这是具有方向性 的土壤培肥措施
,
是发展生态农业 的重要组

成部分
。

如克山县双河乡农民王广石采用小麦与草木挥混作与套作
, 土壤肥力提高70 %

, 不仅粮

食不减产
,

而果还养了 6 头牛
夕 5 头猪

,
年收入增加万元

。

3

.

在大力发展薪炭林
, 以解决农民烧柴问题的同时

,
提倡秸秆还 田

。

这是该区一大优势
。

因为该区麦田面积大
,
秸秆多

, 又不作饲料
夕
有还田 的物质基础

。

4

.

综合开发利用草炭资源
。

据有关资料表明
:
每亩施用 1 O00 k g绿肥

、

厩肥
、

猪圈肥
、

草

灰堆肥和秸秆20 ok g
,

可使土壤有机质增加150 一300 k g
。

另外
,

在亩施化肥 7 k g (标肥) 的基

础上再提高 1 倍
夕

按每 1 k g肥料增产粮食 2 ~ 3 k g计
, 黑土地区年增产粮食 7亿k g左右

。

五
、

结 语

为了实现上述 目标
,

必须解决好以下几方面的间题
。

( 一) 在农业生产方面
, 指导思想上必须有长远观点

、

全局观点和生态观点 克服片面强调

“以粮为纲
” 的农业发展战略

, 不能只看到耕地
,

片面强调粮食种植业
, 把粮食概念等同于五谷

杂粮
。

过去该区靠扩大耕地面积增加总产量
,
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

该区耕地面积以

1 .7 % 的速度递增
,

而粮食总产量只增长0
.6 %

。

目前该区主攻 目标应放在提高粮食单产上
,
并大

力发展林业
、

牧业
、

渔业
, 搞好粮食产品的转化

。

( 二) 人 口发展要有长远规划 人 口 的盲目增长
,
超过 了自然资源 的负荷能力

, 突出矛盾是

该地区能源紧张
,

能源紧张又是造成生态环境失调的主要原因
, 导致了土壤有机质减少

, 土壤退

化
, 土地生产力下降

,
同时燃料

、

饲料
、

肥料矛盾 日益加剧
。

( 三) 要启发教育群众具有生态环境意识和知识 近年来滥用农药
、

化肥和其它化学药剂造

成 了土壤及环境污染
。

该区年用农药量高达2 000 一30 00七
,

土壤及环境污染普遍存在
。

今后 ,
要

大力提倡测土配方施肥
,

合理
、

科学使用农药等
,

防治土壤及环境污染
, 以利于生态平衡

。

( 四) 认真贯彻执行 《水土保持法》 为了加治水土保持工作和提高土地生产力
, 必须采取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行政措施
, 切实加强对水土保持工作的领导

, 认真贯彻执行 《水土保持法》
,

确保各项措施的顺利实施
。

( 五) 针对该区农业的特点 ,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应尽量放开农产品的经营渠道
,

提倡农业合作制经济
, 走集体化经营道路

, 为大型机械耕作创造有利条件
, 同时要 发 展 多 种经

营
,

农
、

林
、

牧
、

副等诸业全面发展
,

以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
,
创造出粮食稳产高产

,
其它诸业

全面发展的新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