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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保水剂作为一种高分子化合物，具有保水、保土、保肥功能。保水剂通过自身保水特性和土壤学作用机制，

可改善土壤结构，降低土壤密度，提高土壤抗蚀性，起到水土保持作用。针对保水剂的水土保持功能，通过介绍保

水剂的水土保持作用机制、在水土保持应用中的关键因素、水土保持效益以及目前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保水剂

虽具有显著的水土保持效益，但必须结合适宜的保水剂类型、适宜的施用方法和施用量等因素合理使用。认为对

于保水剂的研究，应以基础研究为重点，并开发多功能复合保水剂，同时扩大保水剂在水土保持中的应用领域和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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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high molecular polymer，water holding agents possesses the capability of absorbing
water，soil conservation，and preserving fertilizer． It can improve soil structure，reduce soil bulk density，

increase soil erosion resistance and play a role i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y its water-conserving
function and acting mechanism of soil science． Based on the function of water holding agents 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functional mechanisms of water holding agent，the key
factors in application processe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ffects，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using
water holding agents properly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with proper types，
application methods and quantity and so on． The multifunctional water holding agents with lower cost
should be developed and the application fields and scale should be extended in the further study 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Key words water holding agent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reventive mechanism; key factors;
existing problems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继美国首次研制出保水 剂以来，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近 30 多个国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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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试验和研究，并将保水剂广泛应用于工业、农
业、建筑、园艺和卫生等多种领域。日本在水稻育

苗、日本与埃及政府合作在沙漠绿化、英国在水土保

持、法国在土壤改良、俄罗斯在节水农业等方面分别

取得了显著效果
［1-2］。我国保水剂方面的研究起步

较晚，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目前除了将保水剂大量

应用于工业外，节水农业和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应用

还处于试验探索阶段。我国经济发达的南方诸省，

在城市美化、道路护坡、荒矿治理、果蔬及经济作物

栽培，以及防护林和经济林建设等领域有一定程度

的应用，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甚远。随着生态环

境的恶化，人们开始不断地探索新途径和新方法来

进行水土流失防治，发现保水剂的高吸水倍率、强持

水性以及能够改良土壤结构、减少土壤水分和养分

流失、提高土壤水肥利用率等特性对防治水土流失

具有一定的作用，且保水剂无毒无害无环境污染，施

于土壤后会逐渐被微生物分解，对人体无刺激，使用

安全
［3-4］。近年来，水资源短缺日趋加重，治理水土

流失的林草措施显得势单力薄，而保水剂作为防治

水土流失一种化学措施应用前景广阔，但目前相关

系统性的研究甚少。笔者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探讨保水剂防治水土流失的机制、应用中的关

键因素以及应用前景，为其在水土保持领域中的应

用与推广提供指导。

1 水土保持作用机制

保水剂是一种高分子化合物，具有强吸水、保水

及反复吸水功能，能迅速吸收自身质量几百倍甚至

上千倍的水分，吸持后的水分 85% ～ 95% 可缓慢释

放供作物利用
［5-7］。保水剂的分子链无限长地连接

着，分子之间呈复杂的三维网状结构，使其具有一定

的交联度; 在其交联的网状结构上有许多羧基、羟基

等亲水基团，当它与水接触时，其分子表面的亲水性

基团电离并与水分子结合成氢键，通过这种方式吸

持大量的水分。在吸水过程中，网链上的电解质使

得网络内部溶液与外部水分之间产生渗透势差，外

部水分不断进入分子内部。保水剂网络上的离子遇

水电解，正离子呈游离状态，而负离子基团仍固定在

网链上，相邻负离子产生斥力，引起高分子网络结构

膨胀，在分子网状结构的网眼内进入大量的水分。
保水剂在水中只膨胀形成凝胶而不溶解。当凝胶中

的水分释放殆尽后，只要分子链未被破坏，其吸水能

力仍可恢复
［8-11］。保水剂应用于水土保持，主要作

用是保水、保土和保肥。

1. 1 保水

保水剂的吸水持水性，使其施入土壤后能大幅

度提高土壤对水分的吸收能力，使水“固化”在树脂

网络结构中，起到保水的作用。保水剂遇降水或灌

溉吸收水分，可增加水分入渗速率，减少地表径流

量，减弱径流对地表的直接冲刷，防止坡地土壤侵

蚀
［12-13］。邹新禧

［14］
的研究结果表明，吸水饱和后的

保水剂成为具有一定弹性的凝胶，凝胶中所吸持的

水分，一部分为自由能较低的结合水，约占保水剂自

身质量的 1 ～ 1. 5 倍，其余的水为自由水，根据保水

剂的吸水特征曲线，在 0 ～ 15 MPa 范围内所吸持的

水分约占 98%，吸持的水分几乎全部可为植物吸收

利用。李云开等
［15］

认为，保水剂不仅能增强土壤的

吸水能力，提高土壤的吸水速率，而且能缓慢释放出

大部分水量，成为作物吸收利用的有效水。保水剂

在提高土壤吸水能力、减少径流的同时，还能将吸收

的大部分水分贡献给植物生长。保水剂在水土保持

工作中，不仅直接减少土壤侵蚀，而且能促进生物措

施、农业措施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
1. 2 保土

保水剂作为一种高吸水性树脂，与土壤黏粒间

存在吸附作用。保水剂抑制黏粒的水化、膨胀、分散

和转移，并且在土壤中吸水膨胀，把分散的土壤颗粒

黏结成团块状，使土壤密度下降，总孔隙度增加，土

壤结构得到改善，可增强土壤抗侵蚀能力，起到保土

作用。张富仓等
［16］

发现: 土壤中施加美国产的 BP
保水剂，土壤饱和导水率降低一个数量级左右，土壤

团聚作用增强，减少了土壤侵蚀量，其中砂土增加效

果显著。灌溉前或雨季前将保水剂散施于土壤表

面，可防止土壤表面结皮，提高灌水、降水的入渗速

率，增加水分利用效率
［9，17-18］; 但保水剂的这种效果

受到保水剂种类、施用量、施用方法、土壤质地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
1. 3 保肥

保水剂表面分子有吸附、离子交换作用。土壤

溶液中的铵离子能被保水剂中大量可解离的离子交

换或络合，以“包裹”的方式把铵离子包裹起来，减

少肥料淋失。保水剂对铵态氮有明显的吸附作用，

而且保水剂量一定时，吸肥量随肥料的增加而增加。
李长荣等

［19］
的研究结果表明: NH4 Cl、Zn ( NO3 ) 2 等

电解质肥料降低了保水剂的溶涨度，而尿素属于非

电解质肥料，使用尿素时保水剂的保水保肥作用都

能得到充分发挥，是水肥耦合的最佳选择; 保水剂的

保肥特性不仅能减少土壤侵蚀，而且能增加农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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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为旱作农业区保水剂的应用提供了可行性。

2 应用中涉及的主要因素

2. 1 选用类型

保水剂类型的选择对其水土保持效益起着关键

性的作用，关系到如何在水土保持中施用以及怎样

发挥更好的效果，如在荒漠地带，为能将降雨及时吸

收，不仅要考虑使用吸水倍数较高而且吸水速率快

的保水剂，还要考虑保水剂的反复利用效果。黄震

等
［20］

比较了我国常用的高分子聚丙烯酸盐类保水

剂、有机-无机复合类保水剂、腐植酸型多功能保水

剂对土壤水分和氮肥的保持效应，发现在沙壤土中

施用 0. 2%保水剂混合尿素后，在反复淋溶 8 次的

条件下，3 种不同类型保水剂都能提高土壤保水性，

其中聚丙烯酸钠保水剂和有机-无机复合保水剂土

壤水分保持效果较好且保水效果相近，腐植酸型多

功能类保水剂相对较差，随浇水次数增加，3 种保水

剂的保水效果均有所降低。黄占斌等
［21］

对聚丙烯

酸钠、淀粉接枝丙烯酸钠、凹凸棒( 无机) /聚丙烯酸

钠( 有机) 、腐殖酸 /聚丙烯酸钾 4 种类型保水剂的

性能进行比较，发现聚丙烯酸钠和淀粉接枝丙烯酸

钠的吸水倍率、各种离子浓度下的吸液倍率、保水率

等指标均高于其他 2 种保水剂，但淀粉接枝丙烯酸

钠的反复吸水性最差。这可能是由淀粉添加到高分

子网络结构中使保水剂的凝胶强度下降所致。复合

类型保水剂、凹凸棒保水剂和腐殖酸保水剂吸液倍

率适中，耐盐性及稳定性较好。蔡典雄等
［22］

认为:

同样组成的聚合物交联度越低，吸水倍率和速率相

对越高，其保水性、稳定性和凝胶强度越低; 保水剂

的吸水特性与其交联度有一定的关系，凝胶强度高

的保水剂吸水后有一定形状，不易解体，利于土壤透

气，吸放水可逆性好，所吸 80% ～ 95% 的水能够被

植物利用。可见，选用保水剂时要根据不同保水剂

吸水倍率、持水性、耐盐性、稳定性等来选择。
2. 2 施用方法

国内治理水土流失的高分子聚合物多为 PAM
( 聚丙烯酰胺) ，保水剂多用于农业生产，应用在水

土保持方面的研究较少。保水剂在农业上的施用方

法有种子涂层( 种子包衣、浸种) 、与土壤混合、凝胶

蘸根、飞播及流体播种、作培养基质等
［22］。保水剂

用于水土保持，国外的施用方法主要是与土壤混施。
由于将土壤与保水剂混合均匀十分困难，日本人在

保水剂中混入无机物质( 黏土) 制成了复合保水剂

及膨润土型保水剂( 复合保水剂 B I) ［23］。国内保水

剂常用使用方法多为沟施、层施、穴施、翻施等。王

砚田等
［24］

认为，田间应以穴施为宜，也有研究认为

层施优于穴施，但总的来说，保水剂最好避免撒在土

壤表面，应穴施或深施
［16］。综合来看，保水剂应用

于水土保持，施用在 0 ～ 10 cm 土层效果显著，PAM
在水土保持中的应用多采用溶解法、撒施法、喷洒法

等，多集中在土壤表层。
2. 3 施用量

在水土保持应用中，保水剂的使用量还没有统

一的规定，一般使用量因施用方法、目的、土壤质地

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在水土流失治理中施用保水

剂，理论上为使用量越大效果越好，但考虑到经济效

益，一般采用一个产投比高的施用量。闫永利等
［25］

在测定土壤特性对保水剂吸水性能的影响时，采用

保水剂与风干土壤混合，混合比例为 0. 5%。黄占

斌等
［26］

的试验结果表明，土壤中保水剂在 0. 005% ～
0. 01%范围时，土壤团聚体显著增加，当土壤保水剂

含量大于 0. 1% 时，土壤团聚体量增加缓慢，土壤保

水剂含量在 0. 1% 以下时，可显著减少径流和土壤

流失量。李景生等
［1］

认为，保水剂在土壤中含量在

0. 05% ～ 0. 1% 范 围 内 吸 水 率 最 大。室 内 试

验
［1，25-26］

表明，在水土流失治理中，土壤中的保水剂

含量应以 0. 1%为佳。
在抗旱造林中使用的保水剂，其施用量并不是

越大越好。使用量应该科学合理，使用量太小，发挥

不了蓄水保墒的功效，使用量太大，不仅提高了造林

费用，而且雨季会导致土壤蓄水过量，造成树根腐

蚀。多年的试验结果显示: 在降雨量为 350 ～ 400
mm 的黄土高原半干旱气候区，培植 2 ～ 3 年生针叶

树苗木，保水剂使用量为每株 20 ～ 25 g，培植 1 ～ 2
年生阔叶树苗木，保水剂使用量为每株 30 ～ 40 g，培

植 1 ～ 2 年生经济林苗木，保水剂使用量为每株40 ～
60 g。针对土层较深较厚、保水保肥能力好的壤土

或者黏土地，保水剂的使用量应该适量减小，而对于

土层比较浅、保水保肥能力弱的沙地、贫瘠地，应适

量增加保水剂。在干旱或者半干旱气候区，应该适

量增加保水剂用量，而季节性干旱气候区，可以适量

减小保水剂用量，通常增加或减小的幅度大约为

20%。如果土壤的含盐量偏多，保水剂的使用量必

须要大，特别是盐碱地
［27］。党秀丽等

［28］
还利用正

交回归设计试验得出保水剂粒径、土壤质地、保水剂

用量与土壤有效含水量之间关系的数学模型，可为

生产上根据土壤质地合理确定保水剂颗粒大小及用

量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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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施用范围

保水剂应用于水土保持，其作用的发挥还存在

一个效应时间和效应空间。保水剂吸水性能主要受

其本身的组成和结构，以及水溶液或土壤中的盐分

组成、土壤质地和 pH 值等因素的影响，而实际应用

中还与外界环境条件，包括土壤温度、湿度、微生物

状况、土壤干湿交替程度等因素有关; 所以，保水剂

应用在治理水土流失的过程中，并不是任何情况下

都有效果。
2. 4. 1 土壤类型 我国土壤类型多样，同种类型的

保水剂在不同土壤质地施用可能会有不同效果。杨

永辉等
［29］

研究发现: 沃特保水剂可显著提高黑垆土

的土壤持水性，对塿土和黄绵土则无显著影响; 沃特

保水剂可显著改善黄绵土的土壤导水率，对黑垆土

无显著影响，而对塿土则有抑制作用。保水剂对粗

质地的土壤保水效果较好
［28］。闫永利等

［25］
比较了

保水剂对沙壤土、壤砂土、砂黏壤土 1 和砂黏壤土 2
等 4 种土壤的影响，发现: 保水剂与土壤混合后明显

降低了吸水倍率，且随着吸水时间的加长，降低幅度

增大( 表 1) ; 吸水初期，土壤中离子溶解量较小，对

保水剂影响较小，随着时间的延长，土壤中离子溶解

量逐渐增加，对保水剂影响增大，使保水剂吸水倍数

下降; 土壤离子溶解量与土壤黏粒含量有关，黏粒含

量越高，土壤离子溶解量也越高，导致保水剂吸水倍

数降低幅度较大; 土壤黏粒含量影响保水剂的吸水

倍数。

表 1 保水剂在不同土壤中的吸水倍数

Tab． 1 Water absorption rate of water holding agent in different soil types g /g

保水剂 时间 /min 砂壤土 壤砂土 砂黏壤土 1 砂黏壤土 2 自来水 沙子( 5 ～ 8 mm)

沃特
10 63. 3 56. 4 49. 2 49. 3 117. 1 64. 8

70 52. 1 55. 0 22. 8 27. 5 130. 1 114. 3

高能抗旱
10 70. 7 66. 3 57. 5 65. 9 118. 1 84. 1

70 49. 4 54. 9 20. 5 20. 0 204. 9 158. 7

PR3005S
10 60. 6 53. 6 48. 6 50. 8 104. 8 50. 6

70 44. 1 41. 9 25. 3 28. 9 95. 2 88. 5

BJ-2101XM
10 23. 2 22. 2 26. 0 28. 7 33. 5 20. 1

70 57. 4 57. 9 35. 1 40. 3 99. 3 91. 8

注: 表中数据来源于文献［25］。

2. 4. 2 土壤离子含量 土壤溶液和水溶液中离子

浓度对保水剂应用效果有很大的影响。一般离子浓

度越大、价态越高，则保水剂的吸水倍率越低，不同

价态离子对其吸水率的影响表现为 Na + ＜ K + ＜
Mg2 + ＜ Ca2 + ＜ Fe3 +［21］。白文波等

［30］
研究表明: 水

质对保水剂初次吸水能力降低的效应大于土壤介

质，保水剂虽然在纯水中吸水倍数较高，但有离子影

响时吸水倍数很低。刘瑞凤等
［31］

研究得出 PAA-
AM /SH 复合保水剂在纯水中的吸水倍数可达到

700 g /g，在 1% 的氯化钠溶液中吸水倍数仅为 45 g /
g，并且随着氯化钠溶液浓度的增大而减小。据黄占

斌等
［26］

报道，钙、镁二价阳离子对钠类保水剂吸水

力拮抗作用明显，当溶液中钙、镁离子达到 0. 2 mg /g
时，钠保水剂的吸水倍数由 228 g /g 减少到 100 g /g
左右，减小近 50%。由于保水剂对盐分敏感，在半

干旱地区，土壤溶液中及降雨中均含有一定量的可

溶性盐离子，尤其在灌溉农业区，不同灌溉水质对保

水剂 的 水 土 保 持 效 果 有 明 显 的 抑 制 作 用。研

究
［32-33］

表明，PAM 可作为防止水土流失的最佳土壤

改良剂，可防止沟灌水蚀。我国西北地区，土壤中钙

含量较高，在使用保水剂时会显著降低其效果，因

此，在生产实践中选择保水剂时，要充分考虑土壤盐

碱化程度和灌溉水质，结合当地的土壤性质、土壤中

的离子类型及浓度确定所用保水剂类型。
2. 4. 3 土壤含水量 保水剂的水土保持功能与其

保水、持水能力和增加土壤水分入渗速率密切相关。
有研究

［34-35］
表明，保水剂的使用效果与土壤水分高

低有很大关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等单位

的试验结果表明，土壤含水量为 15. 9% 时，保水剂

涂层处理的玉米( Zea mays L． ) 种子出苗率最高，土

壤含水量为 18% 时，处理与对照相近，对生产失去

意义。蔡典雄等
［34］

认为，在降水频率和雨量较高的

南方，只 要 不 是 干 旱 季 节，且 土 壤 含 水 量 不 低 于

10%，施用保水剂造林后基本不用浇水。一般认为，

造林时土壤有效含水量不能低于 7. 5%，否则施用

保水剂造林难以成功。谭国波等
［35］

研究发现: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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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乾安县淡黑钙土表层 0 ～ 7 cm 土壤持水量达到田

间持水量的 40%时，玉米出苗率达 18. 8%，当土壤

持水量达到田间持水量的 45% 时，玉米出苗达到

100% ; 但施用保水剂后，上述 2 种土壤上种植的玉

米均不能出苗，这可能是由于玉米播种时采用坐水

播种，土壤水分相对不足，保水剂在种床部位与种子

争水，进而影响了种子出苗。

3 水土保持效益

3. 1 提高苗木成活，促进苗木生长

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林草措

施在水土保持中占据重要地位。干旱少雨区成功造

林是全世界面临的难题。保水剂在造林绿化中有显

著作用。赵军达等
［36］

在甘南县对云杉( Picea aspe-
rata Mast ) 、樟 子 松 ( Pinus sylvestnis var． mongolica
Litv． ) 、杨树 ( Populus bolleana Lauche) 施用不同梯

度的 BJ2101 保水剂，结果表明，保水剂提高了苗木

的成活率和保存率，促进了苗木生长。韩恩贤等
［37］

在黄土高原应用 AS 型高效保水剂进行了造林试

验，结果表明，保水剂保水持效期达 3 个月以上，树

高、茎粗增长 14% 和 13%。刘衍春等
［38］

使用河北

省天寿化工厂生产的 IB-Ⅲ型聚丙烯酸铵颗粒剂和

粉剂，樟子松移栽成活率提高了 10% ～ 15%，而且

显著促进了苗木生长。国外研究认为，施用保水剂

促进了植物嫩枝和根系的生长，促使植物干物质质

量增加，提高了植物的生物量和叶面积
［39］。宋永莲

等
［40］

在柴 达 木 盆 地 使 用 抗 旱 保 水 剂，紫 花 苜 蓿

( Medicago sativa L) 出苗较对照增加 24. 25 株 /m2，

存苗增加 35. 62 株 /m2，苗高平均增加 0. 32 cm，根

长平均增长 0. 69 cm，鲜草增加 0. 41 kg /m2。
3. 2 减少径流泥沙

以色列农业研究组织 ( ARO) 水土研究所采用

当地土壤( 沙壤土) 混入 0. 1% 保水剂，进行了人工

降雨模拟试验，发现: 第 1 次降雨时，土壤水分最终

入渗率( FIR) 为 11 mm /h，高于无保水剂土壤 43%，

径流和土壤流失量分别减少 1% 和 34% ; 第 2 次降

雨时，FIR 为 9. 3 mm/h，高于对照 44%，径流和土壤流

失量分别减少 5%和 9. 4%［26，41］。孙宏义等
［42］

研究发

现，将保水剂喷施用于黄土、粉煤灰、风沙土中具有

明显的抗风蚀、抑制沙尘的效果，且保水剂和固沙复

合材料共同施用于风沙土，防风蚀效果更为显著。
3. 3 改良土壤结构

土壤团聚体是表征土壤结构的重要参数，其数

量和稳定性是衡量土壤可蚀性和土壤质量状况的重

要指标。保水剂高分子链结构可增强易分散微粒间

的黏结力，使微粒能够彼此黏结，团聚成水稳性团

粒，从而引起粒径组成的变化，形成大团聚体，提高

土壤的抗蚀性。大量的试验结果表明，在土壤中加

入高分子保水剂有利于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特别

是大于 1 mm 的团聚体比例增长迅速
［41，43］。黄占斌

等
［44］

的试验结果表明: 保水剂对土壤团粒结构的形

成有促进作用( 表 2 ) ; 土壤团粒结构对稳定土壤结

构、改善土壤通透性、防止表土结皮、减少水土流失

量有明显作用。

表 2 保水剂对土壤团粒结构的影响

Tab． 2 Effect of water holding agent on soil aggregate structure

土壤中的保

水剂含量 /%

各级水稳性团粒的分布 /%

＞ 5 mm 5 ～ 2 mm 2 ～ 1 mm 1 ～ 0. 5 mm 0. 5 ～ 0. 25 mm
＞0. 25 mm 相对增加 /%

CK 6. 77 8. 46 4. 82 5. 76 2. 31 28. 12 0

0. 005 8. 84 10. 30 5. 05 6. 32 3. 36 33. 87 17. 0

0. 010 12. 20 13. 40 9. 41 8. 12 3. 50 46. 63 65. 8

0. 030 11. 39 14. 93 10. 44 9. 79 3. 55 50. 10 78. 2

0. 050 15. 24 17. 30 9. 77 8. 35 4. 18 54. 84 95. 0

0. 100 16. 00 16. 56 11. 72 8. 18 6. 92 59. 38 111. 2

0. 200 16. 78 17. 78 11. 54 9. 42 6. 46 61. 98 120. 4

注: 数据来源于文献［44］。

3. 4 提高土壤保肥性能

保水剂具有明显的吸附作用，当保水剂的用量

一定时，其吸肥量随肥料的增加而增加
［19］，但其保

水效果会受所施肥料种类的影响。李长荣等
［19］

研

究认为，尿素等非电解质肥料能使保水剂的保水保

肥效果得到充分发挥，是水肥耦合的最佳选择，而

NH4CL、Zn( N03 ) 2等电解质肥料则降低了保水剂的

吸水能力。张富仓等
［45］

的研究结果表明，保水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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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 的 NO －
3 -N 有 一 定 的 保 持 能 力，可 减 少 土 壤

NO －
3 -N 淋失，与对 照 相 比，保 水 剂 用 量 为 0. 2%、

0. 6%、1. 0% 时，黄绵土持留的 NO －
3 -N 含量分别增

加 25. 2%、32. 1%、44. 0%，塿土持留的 NO －
3 -N 含

量分别增加 12. 4%、26. 8%、28. 5%。车明超等
［46］

的试验结果表明，聚丙烯酸钠保水剂、有机-无机复

合保水剂、腐植酸型保水剂都显著降低了土壤中的

尿素淋失，对脲酶活性有一定促进作用，可使尿素更

有效更持久地分解为能被植物吸收的铵态氮。杜建

军等
［47］

研究发现，施用 0. 05% ～ 0. 20% 的保水剂

时，氮、磷、钾养分累积淋失量分别较不施保水剂减

少 13. 60% ～ 39. 62%、28. 31% ～ 16. 96% 和 6. 76% ～
24. 55%。

保水剂应用于水土保持，不仅可吸收、保存降

水，减少径流，增加土壤水分入渗，改善土壤结构，减

少水土流失，改善土壤生态功能，而且在作物需要水

分时，能将保存的水分释放出来促进作物生长。保

水剂在保持水土的同时还可产生一定的农业经济效

益，促进了保水剂在水土保持中的应用。

4 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我国应用保水剂防治水土流失还处于起步阶

段。从理论上分析，保水剂具有良好的水土保持效

应，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 产

品价格高、产品使用性能与实际需求差距较大; 缺乏

对保水剂作用原理的全面正确理解; 应用技术缺乏

规范; 等等。这使得保水剂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

挥甚至出现一些相反的结果。而且保水剂应用效果

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土壤质地、施用时机及方法等，

给保水剂的使用带来很大的困难。
在实际应用保水剂过程中，要在室内和田间针

对本地区的具体自然状况进行多项试验，确定保水

剂施用的最佳类型、施用量、施用方法等，保证保水

剂的施用效果。保水剂作为防治水土流失的一种化

学措施，应结合林草及工程措施，才能发挥更大的作

用。保水剂不是造水剂，在过于干旱的地区不能过

分依靠保水剂，在年降雨量小于 300 mm 的地区不

能单纯使用保水剂，要在一定的灌水基础上实施综

合配套技术。注重保水剂对水土流失及土壤可蚀性

因子的影响，为保水剂治理水土流失提供指导。

5 展望

保水剂在水土保持中的应用与推广，基础研究

是重点，今后工作方向主要有: 1 ) 新型保水剂的开

发，即加强研究保水剂添加其他农林制剂，形成植树

造林、防沙治沙、农田生产、绿化护坡等不同用途的

保水剂，以及拌种、土壤施用、灌水施用等不同剂型

的多功能保水剂系列化复合产品; 2) 长期使用保水

剂对土壤综合效应的影响以及从机制方面分析其保

水、保土、保肥效果，以期为水土保持中正确施用保

水剂提供理论依据; 3) 确定一套以保水剂应用为中

心的综合保水、节水技术体系，提高降水和灌溉水利

用率，防止土壤退化和荒漠化; 4 ) 制订出一个保水

剂评价体系，作为保水剂统一生产与使用的规范。
水土保持中使用保水剂，不但可改善生态环境，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促进生产效益的提高，带来

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只有将经济效益、生态

效益结合起来，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带动其他产

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才能使当地经济发展进入

良性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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