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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耕地不同耕作法的综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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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坡耕地不同耕作法在不同年份、不同作物、水分利用效率、水土保持效果等综合效应

的分析, 认为以梯田的综合效应最好;而增施肥料、增加地面覆盖度则是改变当地目前产量低而不稳

的突破口。故建议在坚持大修梯田的同时,并注意培肥土壤和增加地面覆盖度,以达到稳产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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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Effect of Different Tillages on Slop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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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 sis of com prehensiv e effects of different tillag es in dif ferent

year, crops, w ater use ef ficiency , and w ater and soil conservat ion benef it s etc, it is show ed

that the terrace is the best one. Increasing fert ility and film mulch are the w ay to increase

pr oduct . So , in pr act ice, w e must build ter race in larger scale in one hand, and increase fertili-

ty invast ing and film m ulch in ano ther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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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土丘陵沟壑区地域广阔, 区内沟壑纵横, 梁峁起伏,农耕地主要为旱坡地。多年的实践证

明,该地区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强烈地区,坡耕地又是产流产沙的主要来源, 大量的肥沃表土

随着暴雨流入黄河,再加上旱、霜冻、冰雹等自然灾害,使当地农业生产长期处于低而不稳的落

后状态。以安塞县为例,全县共有农耕地11万 hm
2
, 其中川旱地、坝地、梯田、沟台地、湾塌地只

有2. 2万 hm2 ,坡耕地占70%以上。因此如何尽快治理坡耕地, 防治水土流失,使降水就地入渗,

提高水肥利用率,提高产量,实现该地区农业稳产高产的持续发展,一直是众多科技工作者研

究的重大课题,本文仅介绍我们95年和96年两年在坡耕地上的试验研究结果。

1　材料与方法

本试验布设在中国科学院安塞水土保持综合试验站的山坡地上, 属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

区,土壤为黄绵土。多年平均降雨量540m m, 年际和年内降雨分配不均, 6～8月降雨占全年降

雨70%左右。

试验地原为17°的山坡地,我们采用推土机加人工的办法,分别修成区田、隔坡梯田、窄梯

田、宽梯田、山坡地水平沟种植、山坡地平播种植等6种处理,每种处理占地约半亩(见表1)。试



验地修好后, 1994年种植黄豆进行匀地播种,以保证试验质量。

　　为了观测径流和泥沙, 除窄梯田和宽梯田外(梯田一般不产生径流)。在其他四个处理区的

中下方修建宽4m、长10m 的径流观测小区,并设置2级径流桶。
表1　　不同耕作法试验处理情况

序　号
种　植

年　份

处　理

名　称
规　格　要　求

1
2

3
4

5
6

1994年
1994年

1994年
1994年

1994年
1994年

平播种植
水平沟种植

区　　田
隔坡梯田

窄面梯田
宽面梯田

坡度17°,同一般大田,平播种植。
坡度17°,同一般大田,水平沟种植。

为1m 间方的区田。
坡:梯= 1 1,梯田宽1m。

梯田田面宽2m。
梯田田面宽5m。

1995年开始本试验,当年种植糜

子, 6月2日播种, 亩施尿素5kg、磷

20kg , 10月12日收获。

1996年种植谷子, 品种为晋谷7

号, 5月15日播种, 亩施尿素5kg、磷肥

10kg , 10月6日收获。

试验的两年期间, 分别在播种前、

收获后及作物生育期每月20日左右测2 m 土层的土壤水分,雨季测径流, 收获后测定产量。这

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区田处理, 1994年种植黄豆和糜子, 因其种植区和空白皆是1m2大

小的棋盘格局, 已极不规整, 难以维修,因此于1996年春季在种谷子前改修成1m 宽的水平阶

地,这样区田就变成了水平阶地,且增加了作物的有效种植面积。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耕作法的产量效应

多年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证明,由于梯田能有效的拦蓄降雨,避免径流,保持水土,利于

培肥,便于耕种,并可采取深翻密植等措施, 产量较高[ 1] ,我们2年的试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

一结论(表2)。
表2　　不同耕作法的产量效应　　kg / hm2

处　理
1995年

糜子产量

1996年

谷子产量
备　注

宽面梯田

窄面梯田

平　　播

水平 沟

区　　田

隔坡梯田

1086. 0

975. 0

906. 0

1029. 0

5760

715. 5

1765. 5

1602. 5

1450. 5

1491. 8

1089. 0

832. 5

　

　

　

　

1996年改为水平阶

　

表3　　1996年谷子考种结果

处　理
株高

( cm)

穗长

( cm )

穗粗

( cm )

10株穗重

g

产量增减

%

宽面梯田

窄面梯田

平　　播

水平 沟

区　　田

隔坡梯田

132

121

124

129

110

111

21. 0

18. 5

18. 3

21. 2

18. 3

17. 1

2. 24

1. 89

2. 03

2. 21

1. 90

1. 57

141. 7

120. 2

132. 6

141. 5

110. 9

112. 3

100

- 4

- 15

- 13

- 36

- 50

从表2的试验结果看出,无论是1995年

的糜子或1996年的谷子, 均是以宽面梯田

产量最高,其次是窄面梯田( 95年糜子为水

平沟) ;水平沟种植和平播种植居中;由于

区田和隔坡梯田, 作物种植面积显著减少,

故产量较低。

梯田所以能增产,主要表现为作物生

长健壮(表3)。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 一些研究结果

指出
[ 2]

, 在坡耕地的降水分配中, 地表径流

为5～10%, 作物蒸腾占40～50% , 而地面

蒸发达45～50%。为了千方百计减少地面

蒸发,依据我们多年的试验结果,在“七五”

期间提出了水土保持耕作体系, 其中要求

25°～30°的坡地实行草、粮带状间轮作, > 30°坡地实行草、灌带状间作,其目的就是增加坡耕地

的地面覆盖度, 有效地减少地面蒸发,取得明显的效果。本试验1995年的区田处理因为仅种植

1/ 2面积,因而产量最低; 1996年改为水平阶种植,增大了播种面积,因而产量仍比仅种一半面

积的隔坡梯田产量高。这进一步告诉我们, 黄土丘陵沟壑区地形复杂多样,要根据实际情况,因

地制宜地采取不同的耕作方法, 在保持水土的基础上,可获得较好的产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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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不同耕作法的水分利用效率

在我们进行试验的1995和1996年的两年中,适逢2个不同的降雨年份, 1995年为欠水年,全

年降雨只有323. 0m m, 比多年平均降雨量540m m 少217m m, 减少40%; 1996年全年降雨

576mm ,为平水年,仅比多年平均降雨量540m m 多36mm ,但比1995年多253mm ,增加78. 3%。

而1995年我们种植的是耐旱需水量少的糜子; 1996年种植的是需水较高的谷子,从降雨年份和

种植作物种类来看是比较适宜的。

表4、表5是我们对1995年糜子和1996年谷子土壤水分的测定结果。
表4　1995年糜子试验土壤水分测定结果

处　理

名　称

播前2m 土层

土壤贮水

( mm )

收后2m 土层

土壤贮水

( mm)

生育期

降水

( mm)

径流

( m m)

土壤

供水

( mm )

作物

耗水

( mm)

水　分

利用率

k g/ mm

宽梯田

窄梯田

平　播

水平沟

区　田

隔坡梯田

214. 5

219. 4

220. 4

220. 4

225. 5

223. 7

271. 4

263. 2

262. 4

269. 6

273. 4

274. 9

303. 9

303. 9

303. 9

303. 9

303. 9

303. 9

　

　

15. 6

3. 9

10. 9

10. 7

- 56. 9

- 43. 8

- 42. 0

- 49. 2

- 47. 9

- 49. 3

247. 0

260. 1

246. 3

250. 8

245. 3

243. 9

0. 29

0. 25

0. 24

0. 27

0. 16

0. 20

表5　1996年谷子试验土壤水分测定结果

处　理

名　称

播前2m 土层

土壤贮水

( mm )

收后2m 土层

土壤贮水

( mm)

生育期

降水

( mm)

径流

( m m)

土壤

供水

( mm )

作物

耗水

( mm)

水　分

利用率

k g/ mm

宽梯田

窄梯田

平　播

水平沟

区　田

隔坡梯田

228. 4

218. 9

228. 6

228. 6

226. 8

234. 5

273. 7

281. 6

287. 2

288. 8

278. 5

299. 3

493. 2

493. 2

493. 2

493. 2

493. 2

493. 2

　

　

39. 2

23. 2

25. 2

27. 3

- 45. 3

- 62. 7

- 58. 6

- 60. 2

- 51. 7

- 64. 8

447. 9

430. 5

395. 4

409. 8

416. 3

401. 1

0. 25

0. 25

0. 24

0. 24

0. 17

0. 14

　　从表4、表5的测定结果,我们可提出如下的几点看法。

一是1995年虽为欠水年,降雨仅323. 0mm ,但在糜子的整个生育中共降雨303mm ,占全年

降雨的93%, 故基本满足了糜子的生长发育。特别要指出的是,糜子6月2日播种, 6月6日就下了

18. 2mm 的雨水,使糜子出苗良好, 这是当年糜子获得较好产量的基础。从土壤水分含量分析,

除掉糜子蒸腾耗水、土壤蒸发耗水和暴雨产生的径流,到收获后,各处理2米土层土壤贮水量比

播前还多几十毫米。

二是1996年为平水年, 降雨为576mm ,但由于种植的是谷子, 且因全年降雨分布比较均

匀,没有春旱和其它灾害性天气,因而谷子也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三是以2年产量绝对数字进行比较,糜子每 hm
2产量比谷子低, 1995年糜子每 hm

2平均产

量为881. 3kg ,谷子每 hm2平均产量为1320kg ,后者比前者高出67%, 说明在降水适宜的年份,

种植谷子比糜子产量高。

四是从两年试验结果来看, 产量都还处于低水平;因此水分利用效率也很低,这说明要改

变当前丘陵沟壑区产量低而不稳的状况,就必须要在合理增施肥料上下功夫。

2. 3　不同耕作法的水保效应

1995年7月13日降雨8. 3mm , 14日接着又降雨26. 2mm ,使坡耕地发生了径流。测定结果是

(表4) , 以平播径流量最大为15. 6m m, 区田10. 9m m, 隔坡梯田10. 7m m, 水平沟3. 9m m 宽、窄梯

田均无径流产生。1996年共产生径流3次,经计算总趋势与1995年基本一致(表5) ,以平播最高为

39. 2mm ,隔坡梯田为27. 3mm ,区田为25. 2mm ,平沟23. 2m m, 窄水、宽梯田　(下转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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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语

进入90年代以来,集流灌溉农业在我国的许多干旱、半干旱地区迅速发展,特别是在西北

黄土高原,集流灌溉农业确实算得上是该区农业的一场革命。它既吸收了传统旱作技术的精

华,又施行了现代节水灌溉技术,对于挖掘和开发该区广大的土地资源潜力提供了重要思路与

技术。长江流域拥有丰富的降雨资源和大范围“靠天吃饭”的旱作农田,发展集流灌溉农业前景

广阔。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看到目前集流灌溉技术主要应用在黄土高原及西北干旱、半干旱

地区,长江流域急待加强该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以提高有限水土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发展集流

灌溉农业的同时,必须结合该区特征,加强集流灌溉农业技术的系统化研究, 其发展的规模也

需要科学指导。我们相信,集流灌溉农业技术体系的研究与应用必将能为长江流域粮食增产做

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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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径流产生。因96年降雨量大,径流量比95年高。说明水土保持耕作可明显减少径流,提高水保

效应。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应加强基本农田建设, 保证梯田质量;在修筑

梯田的同时, 对还未修的坡耕地,则实行水平沟种植或修成隔坡梯田,以提高坡耕地的产量,提

高水保效益, 促进大面积稳产高产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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