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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坡改梯效益分析评价

董兰英 王维岳

�青海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局
·

西宁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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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调查和试验资料
,

对青海省 � � � � 年前所修的 ��
�

�� 万 ��
,

坡改梯工程
,

据有关

指标作了投入产出定量分析
,

从而较科学地肯定了坡改梯的社会效益
、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

通过分析评价
,

充分说明坡改梯工程
,

对控制水土流失
,

改善生态环境起着十分重要作用
,

它对

促进青海省粮食产量再上新台阶
,

促进经济发展
,

及山区群众脱贫致富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

义
。

关链词 坡改梯 效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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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省浅山区土地干旱
,

沟壑纵横
,

植被稀少
,

水土流失严重
,

农业产量低而不稳
,

直接制

约着全省经济的发展和山区人民生活的提高
。

为了控制水土流失
,

持续稳定地发展农业生产
,

尤其是发展粮食生产
,

使山区人民早 日解决温饱 问题
,

建国以来
,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
,

加快了农田基本建设的步伐
,

在浅山区因地制宜地修了不少水平梯 田
,

这不仅控制 了坡

耕地的水土流失
,

而且大大的改善了土地生产条件
,

从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

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
。

为了肯定青海省浅山区坡改梯工程在水土保持中的作用和地位
,

根据省水利水保部

门的统计
、

调查及试验资料
,

我们对水平梯田的效益作一分析和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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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评价的依据和方法
L l 评价的依据
1
.
1
.
1 评价计算粮食作物 以小麦为主

,

仅计粮食及作物秸秆
,

不计间作或套种作物的效益
。

1

.

1

.

2 评价的基础 以水平梯田与坡耕地相 比较
,

求出水平梯田与坡耕地的水
、

土
、

肥三者的

流失量和产量之差
。

1

.

1

.

3 评价 的指标 用货币形式表示
,

取 198。年为基准年
、

投资按一次性年投入计
,

年运行

费及效益按年末计
,

价格以当时市场价为准
,

年利率按 7% 计
。

1

.

1

.

4 经济效益指标依据 以实地调查
、

年报数据及试验资料为准
。

L Z 评价方法

效益计算
,

主要根据来源是典型调查和省内外水保站的试验资料
,

评价的方法是采用梯田

与坡地相对 比
,

将所得的有关数量
,

换算成货币
,

加以分析
。

2 效益分析
2. 1 水土保持效益分析

据有关试验资料
,

梯田比坡耕地平均每 lh m
Z
可多拦蓄 45 0m

注,

照此计算
,

历年 (建国以来

至 199 3 年)全省修建 12
·

4 3 万 hm
Z
梯 田

,

依次累计
,

共拦蓄地表径流 6. 15 亿 m
, 。

结合本省
“

一五
”

至
“

七五尸各时段农业区水利基建投资定额计算
,

则全省保水效益可达 30 .5 7亿元
。

水平

梯田所拦截的径流作 了科学分流
,

一部分下渗到土壤中成了地下水
;另一部分水贮蓄在耕作层

内
,

被植物生长发育时所利用
;此外蒸发一些

。

2

.

1

.

1 保土 效 益 据《青海省黄土高原规划》资料
,

青海省浅山区坡耕地每年每 lhm
Z
平均流

失表土 45t
,

换言之
,

坡改梯每年每 lh m
Z
可以保土 45t

。

依此计算
,

则建国以来修建的 12
.
43 万

hm ,

梯 田拦泥量累计可达 0
.
61 亿 t

。

参照青海省各时段减少当地水库淤积的单位库容造价计

算
,

则梯 田工程的保土效益累计为 2
,

18 亿元
。

2

.

1

.

2 保肥效益 为了增加地力
,

每年在土壤耕作层内要施一定量的化肥和有机质肥
,

故流

失的土壤中含有一定的 N
、

P

、

K 肥和有机质养分
。

据青海省《黄土高原水土保持规划 》资料
,

浅

山区坡耕地流失的表层土壤
,

含 N 1
.
06kg八

、

含 p o‘7 2 k g /t
、

含 K 24
.
魂4 k g八

。

这就是说
,

全省

修建的 12
.
43 万 hm

,

梯田
,

拦泥保土 总量累计分别可减少损失 N 6
.
52 万 t

、

P 4

.

43 万 t
、

K

1
50

.

n 万 t
。

除有机质外
,

依当时市场化肥单价计算
,

则保肥价值折合人民币 6
.
12 亿元

,

年均

保肥价值达 0
.
巧 万亿元

。

由上可知
,

青海省建国以来修的 12
.
43 万 hm

,

梯田的水土保持效益折合人民币约 。
.
95 亿

兀
。

2

.

2 经济效益分析

2
.
2
.
1 根食作物效 益 据多年调查和群众反映

,

一般坡改梯每 lh m
,

增产粮食 750 一

1 125 kg, 高的如民和县新 民乡修的 3 年梯田
,

连续 4 年和坡耕地对比试验
,

平均每 lh m
Z
比坡

耕地增产 1 54 5k g
。

徨中县区划办和县科委在升坪乡上细沟村推行旱作农业技术
,

7

·

2 卜m
,

梯 田

平均 每 lh m
,

产量 7 0 95 kg
,

最高的达 8 557
.
5k g

。

粮食增产的原因
,

不仅与种子改良
,

秋后深

翻
,

科学施肥等旱作农业技术有关
,

更重要的是坡改梯改变了土壤结构
,

改善了土壤理化性状
,

尤其在浅 山干旱区一般可接纳全部降水
。

因为采取了水土保持措施
,

故计算时
,

可将梯 田比坡

地的增 产效益视为直接经济效益
,

以平均 每 lh m
Z
产量 945k g 推算

,

到 199 3 年
,

全 省修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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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43 万 hm

艺

梯田
,

累计可增产 12 9
.
19 万 t

。

按粮食产量和其秸秆的比值 1
: 1
.
2 计

,

累计可产

秸秆 15 5
.
78 万 t

,

以各时段的单价计
,

则直接经济效益分别累计为 6
.
41 亿元和 0

.
63 亿元

,

粮

食产量的经济效益占二者总数 7
.
04 亿元的 91 %

。

2

.

2

.

2 投入成本计葬

(l) 投资
。

1 9 8 2 年前
,

青海省坡改梯国家没投资
,

靠的是群众自力更生完成的
。

故计算时
,

只从 1982年算起
,

每 lhm
,

梯田
,

省上规定补助标准 450 元
,

据水利部门统计
,

1 9 8 2 ~ 1 9 9 5 年

修建的 7
.
89 万 hm

Z
梯田

,

国家共投资 0
.
35 亿元(不含地方和群众自筹资金)

。

投劳按每 lh m
Z

梯田 900 个工 日
,

每个工 日按各时段劳动产值计
,

折合投资 1
.
74 亿元

,

占合计投入 2
.
10 亿元

的 83%
。

( 2) 年运行费
。

40 年运行费
,

以 198。年前后每 lh m
:
梯田分别为 9 元和 18 元计

,

到 1993

年全省 12
.
43 万 hm

:
梯田的年运行费可投入 0

.
22 亿元

。

根据《水利经济计算》
、

《青海省水利统计资料汇编 》
、

《青海省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等有关资

料
,

取年利率 7%
,

以 1980 年为基准年其动态分析 总投资为 1
.
61 亿元

,

总运行费为 0
.
14 亿

元
,

总效益为 26
.
99 亿元(包括水土保持效益和直接经济效益)

。

各项经济指标
:
效益费用比为

15 ,

净效益为 25
二

23 亿元
,

年均净效益为 1
.
88 亿元

,

每 lh m
Z
年净效益 20 098

.
“ 元

,

平均投资

回收年限为 1 至 1
.
5年

,

内部回收率大约为 21
.
3%

。

2. 3 生态效益分析

据有关资料表 明
:
坡 改梯

后
,

土壤中的水分
、

空气和外界

环境的不断变化
,

会引起土壤

内部结构的变化
,

使土壤 中的

微生物数量增多
,

形成 团粒结

表 1 梯田与坡地物理性质及徽生物数t 对比

地地类类 容 重重 孔隙度度 田间持水ttt 湿 度度 徽生物 (万个/g 土 )))

(((((g/
em 3))) (% ))) (% ))) (写))))))))))))))))))))) 细细细细细细细菌菌 菌氮菌菌

梯梯田田 1
.
1666 5 888 2 3

.
555 6

.
4555 6 57444 3 95444

坡坡地地 1.3555 5222 19.555 6.2222 3 64444 1 62444

构
,

促进土壤 内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

据测定
,

坡改梯土壤中微生物数量
、

物理性质有所改善

(如表 1所示 )
。

坡耕地改为水平梯田
,

每年每 lh m
,

多拦蓄径流 45om
, ,

保土量 45 t
,

从而为作物

生长发育提供了 良好的生活环境
。

3 坡改梯效益评价

青海省坡改梯典型
,

如徨源县小高陵
、

互助县西山
、

大通县石山
、

徨中县丰台沟
,

许多事实

都充分说 明了它不仅保持了水土资源
,

而且改善了生产条件
,

增强了农业后劲
。

坡改梯一般每

lhm Z可增产 945kg
,

依此推算
,

全省修建的 12
.
43 万 hm

Z
梯田

,

年均增产 n
.
75 万 t

,

折合人民

币 2
.
35 亿元

,

相当于每年投资的 2
.
8 倍

。

坡改梯可拦截坡面径流
,

减少土壤冲刷
,

控制水土流失
,

又能减轻下游农 田水利工程的淹

没和淤积
,

还能延长水利工程的使用寿命
。

坡改梯是促进农田养分和水分向良性循环转化的基础
,

是有机肥和无机肥相结合提高旱

作农业稳产高产的有效途径
。

坡改梯使粮食生产经营方式 由广种薄收
,

劣质低效走上 了少种高产
,

优质高效的道路
。

综上所述
,

青海省坡改梯效益是显著的
,

它在控制水土流失
,

改善生态环境上起到了重要

作用
。

进一步搞好坡改梯工程
,

对推动全省粮食产量再上新台阶
,

促进全省经济发展
,

以及山区

群众脱贫致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