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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耕作农艺措施方面连续 2年进行年试验研究与示范。结果显示 ，因地制宜采取适 "-3的耕作措施 ，对旱坡地水 

土流失的治理也能取到很好的作用。目前在工程梯化资金投入有限，生物梯化措施还没有大面积推广的情况下，在 

坡耕地上大面积推广横坡垄作、横坡聚垄区作等水土保持耕作技术有着较为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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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THE APPLICATION OF AGRONOMIC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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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wo years experiments an d investigation。the pape r argues that agronomic techniques such船 horizontal 

cultivation are prope r an d applicable meRsu1"~s for the control of soil erosion on the dry lan d of hill slopes at the present time-for the Cur- 

rent input in engineering mettatlres-such as terracing-is limited an d biological measure8 have not been extended  on a large scale．In the 

expe riments reported in this pape r-horizontal,~dsed cultivation yielded desirabl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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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坡耕地的耕作中，由于农民长期以来水土保 

持观念淡薄，顺坡耕作普遍流行，这种不良的耕作栽 

培方式加剧了大面积水土流失的危害。由于坡耕地 

水土大量流失，使耕地土层变薄，耕地质量退化，土地 

生产力低下，给坡地旱作农业造成极大威胁。因此对 

旱坡耕地的合理利用和治理，是关系到山区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如何防治坡耕地的水土流失，是 

刻不容缓的大事。 

坡耕地的整治措施主要有 3种：工程措施、生物 

措施和耕作措施⋯。在坡耕地的整治效果及实施 

中，解德蕴介绍了3种方法的优缺点⋯，周开芳 】、 

刘方等 J、付谨华等 】、尹迪信等 和陈旭晖等 ’ 】 

也主要针对前2种整治措施作了一些试验研究，但专 

门研究耕作措施对坡耕地水土流失的防治文献却尚 

未见到。为此，我们选取了贵阳市作为研究区域，连 

续2年进行了试验研究，以验证耕作措施对水土流失 

的防治效果。 

贵阳市位于贵州中部，云贵高原东斜坡地带，长 

江水 系、珠 江 水 系 的 中 上 游 地 区。全 市 总 面 积 

8 034 km2
， 其中耕地为 lO．8万hm ，旱耕地面积6．6 

万 hm ，占耕地面积的61．9％DO]；山地丘陵占土地面 

积的88．7％，其中旱坡耕地占旱地面积 72％左右， 

l5。以上的坡耕地占旱坡耕地面积的53．7％，大于 

25。坡耕地占旱坡耕地面积的26．2％[5 J。在坡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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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坡耕作面积 4．27万 hm ，占全市早坡耕地面积 

的86．5l％。贵阳市早坡耕地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水 

土流失严重，由于陡坡毁林种粮，顺坡耕种，对土地掠 

夺式经营，贵阳市早坡耕地水土流失面积竟占早耕地 

面积的 86．5l％。每年流失泥沙总量为 2 030．7万 
t【5】

，河流输沙模数达 5l2．3 t／km a。在雨季常使 

良田水打沙壅，水库淤塞，河床抬高，交通受阻。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点 

在贵州省贵 阳市辖开 阳县、息烽县 、清镇市进行 

水土流失及土壤肥力／作物产量等监测试验 ；在贵州 

省贵阳市清镇站街镇进行土壤墒情试验。主要土壤 

类型为黄壤，肥力中等。贵阳市降雨主要集中在5— 

9月，1999年至 2000年 3县降雨情况如下 ： 

表 1 试验区降雨量情况．／mm 

Table 1 The precipitation 0f testing anI瑚 from May to September 

1．2 供试作物 

小麦(绵阳26号)、玉米(安单 136、兴黄单 89— 

2、贵毕 301、黔西 4号)、马铃薯 (米拉 (威宁))、绿肥 

(紫云英、剑碗)、油菜(油研 4号 、油研 7号)。 

1．3 采用的耕作技术 

采用的水土保持耕作技术主要有横坡聚垄区作 

技术和横坡垄作技术。其适宜坡度与技术要点如下： 

横坡聚垄区作技术：在5一l5。的早坡耕地上，采取横 

坡耕作，水平向起垄，垄间筑土挡，使耕地在降雨时， 

地表垄间形成许多小水挡区，使雨水缓慢下渗，不形 

成地表径流，减少水土流失 ，集 中施肥，加深 了活土 

层，改善农作物生长条件。土挡的挡距根据坡度而 

定。一般坡度在 5—8。，挡距 为 1．5—2 m；9—12。为 

1．2一1．5 m；13一l5。为0．8一1．2 m。土挡高度一般 

在高 16 cm、宽 14 cm左右 ，做土挡时要压紧松土 ，并 

且土挡要求交错分布 ，不能排成“一”字形。 

横坡垄作技术：在麦一肥一玉和马铃薯一玉米上 

进行试验研究。在 6一lO。早坡耕地上，主要实行 

麦一肥一玉横坡垄作技术(也称为分带轮作技术)， 

横坡 1．83 m开厢，麦带0．83 m，绿肥带 l m。小麦收 

获后，将麦带土聚垄，形成玉米带、麦带之间的垄沟。 

在马铃薯种植上，实行横坡耕作，马铃薯、玉米套作 

制，结合玉米中耕除草适时进行覆土聚垄。 

同时设置横坡平作、顺坡平作、顺坡垄作对比。 

1．4 试验监测项目及测试方法 

土壤冲刷度及冲刷量：在试验点上下2端各插人 

l根带刻度有标记的土壤流失监测桩 ，5—9月每次雨 

后观察记载标桩刻度，刻度差即为土壤流失度。利用 

土壤流失度乘以流失面积可计算出土壤流失量。 

作物耕层土壤含水量：由于在野外进行大量采 

样，故采用田间较为常用的酒精燃烧法测定土壤含水 

量㈨ 。 

作物耕层土壤养分：测定土样全氮(重铬酸钾一 

硫酸消化法)、全磷 (氢氧化钠碱溶法)、全钾(火焰光 

度法)和有机质(重铬酸钾法)含量。在贵州大学农 

学院土化系进行分析。 

作物根系：挖开作物根系土壤剖面 ，测定根系分 

布深度 ；然后测定根系的数量和重量。 

作物产量：称重法。 

1．5 其他配套农业技术 

采用分带间、套、轮作技术，使土壤长期不间断的 

在生物覆盖下，使之根不离土，土不离根，以减少土壤 

水分蒸发，促进微生物的繁衍，利于土壤团粒结构的 

形成。配合杂交玉米优良组合技术以及玉米育苗移 

栽技术 ，科学进行组合搭配使用 ，充分发挥杂交玉米 

的增产效果。针对 当地早地耕作特点，依据近 3年杂 

交玉米新组合品种在不同区域 内生态条件的丰产适 

应性 ，因地制宜 ，合理布局。在玉米苗 2叶心 一3叶 

心进行定 向移 栽，合理 密植 ，每 hm 达到 3 200— 

3 50o株。 

根据玉米生长规律及土壤供肥能力，667 m 增 

施有机肥 l 000一l 500 kg基础上实行配方施肥和化 

肥深施技术，满足玉米各个时期生长的需要，并有效 

的保存养分，提高肥料利用率，达到提高玉米产量，而 

且能增加作物植被度，对减少土壤侵蚀，有良好作用。 

做好田间管理及病虫害综合防治，提高科学管理水 

平，作到早追肥，早中耕，早除草，早进行病虫害综合 

防治。播期主要防治地老虎和蛴螬，后期主要防治粘 

虫和玉米螟。 

2 结果与分析 

2．1 在不同坡度下不同种植模式对土壤流失的影响 

在不同坡度不同种植方式下土壤的冲刷结果见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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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表明，在 5～l0。，l0～l5。坡土的情况 

下，采用横坡聚垄区作和横坡垄作耕作技术，能有效 

控制土壤流失；在 l5～25。坡土情况下，横坡聚垄区 

作比顺坡平作减少土壤流失 79．2l％，横坡垄作减少 

79．07％。顺坡垄作是土壤流失最为严重的耕作方 

式，次之为顺坡平作、横坡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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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横坡耕作对保蓄土壤水分的影响 

在清镇市站街镇的3个监测点(坡度分别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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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16。；作物油菜一玉米、油菜一玉米、马铃薯一玉 

米)设置横坡聚垄与顺坡种植对土壤保蓄水分的对 

比试验。4～9月每月 20日取土壤耕层(0～20 cm) 

和亚耕层 (20-40 cm)土样 ，进行含水量测定。结果 

见图 l～图4。 

表 3 不同坡度"F：~lgl耕作方式土壤养分损失的比较．／(kg·tI1) 

Table 3 The Comparision of cultivated technology on quantity of soil nutrient losting in slop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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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土壤水分墒情监测，在 同等条件下 ，横坡聚垄 

比顺坡耕作含水 量增加 2．9％ ～4．5％，每 hm 约多 

蓄水 225—300 t，使作物抗旱能力提高4～6 d。由监 

测数据计算 ，可得 5～l0。坡耕地横坡耕作 比顺坡耕 

作每 hm 减少径流 577．5 m ／hm ·a，l0一l5。坡减 

少 934．46 m。／hm ·a，减少 46．04％，15～25。坡减少 

3750 m ／hm2·a
，减少 52．2％ 。 

2．3 不同坡度下不同种植模式对土壤养分流失的影 

响 

在 5～10。，1O。～l5。坡土 的情况下 ，横坡聚垄 区 

作和横坡垄作耕作技术能基本有效控制土壤养分流 

失；在 l5～25。坡土情况下，能减少土壤养分流失。 

顺坡垄作是土壤养分流失最为严重的耕作方式 ，次之 

为顺坡平作，横坡平作。采取横坡耕作能抑制或减少 

了土壤养分损失 ，保持 了地力稳定 ，同时减少对水体 

等环境的污染，从而为作物高产稳产打下了基础。 

2．4 不同种植模式与作物根系的发育情况 

横坡聚垄区作能增厚活土层 ，局部把薄土变成了 

厚土，有利于作物根系发育。横坡垄作地表起垄 20 

cm种植玉米 ，为玉米根系生长发育提供 了良好环境 

条件。据测定玉米 比对照地玉米 根 系分布增加 了 

15．3 cm，深度增加了 11．8 cm ，主根系增加 13．1条 ， 

根干重增加 l8．2 g。 

2．5 不同种植模式与作物产量 

在相同的田间管理水平下，横坡聚垄区作 比农民 

习惯耕作方式——顺坡平作增产 7．05％ ，横坡 聚垄 

增产5．45％。这是反映横坡耕作技术的综合指标， 

是保蓄土壤水分、养分，促进作物根系发育的综合结 

果。 

3 小结与讨论 

旱坡地水土保持耕作技术是一项简便易行、投资 

少、易推广，当年应用、当年见效，适应我国农村土地 

承包体制，它在不改变坡度的情况下，用简单的改变 

种植起垄方向，把防止坡耕地水土流失的效果提高了 

4—5倍 ，保持了耕作层的稳定。是 防止坡耕地水土 

流失的有效措施 ，是农 民致富奔小康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在治理旱坡耕地水土流失问题上 ，在工程 

梯化的基础上，相继开展生物梯化措施和耕作农艺措 

施的试验示范，实践证明，生物梯化 3年，水土流失基 

本得到控制，在 l5。坡耕地上采取横坡垄作与农民的 

顺坡种植比，当年土壤侵蚀即可减少 79％，与工程梯 

化减少侵蚀 80％的效果基本一致。可见，生物梯化 

措施与农艺耕作措施的作用不可忽视。 目前在工程 

梯化资金投入有限，生物梯化措施还没有大面积推广 

的情况下 ，在坡耕地上大面积推广横坡垄作 、横坡聚 

垄区作等水土保持耕作技术有着较为现实和深远的 

意义。 

致谢：贵阳市农业局高级农艺师蒋志毅女士对本 

项 目作出了大量的贡献，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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