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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来
,

在党和政府的镇导下
,

我国的水土保持工作
,

已趣取得了显著的成情
。

但

我国山丘地区多
,

水土流失面积广
,

水土保持工作仍然是我国发展农业生产
、

根治水害
、

开

发水利的一个长期的重大任务
。

为了彻底摸清水土流失情况和有效地控制水土流失
,

必

须首先了解土壤侵触分布规律
、

季节动态的野外研究方法
,

本文特就这方 面的情况加以介

貂
,

并附部分枯果作为例子
,

以查轰明
。

坡长和坡度对表面理流和土魏俊触影响的野外艰测

关于坡长和坡度对篷流和侵触的影响
,

曾有静多作者研究过 , ’ , , 。

年春

季融雪期简
,

在莫斯科近郊的隆来夫莲流贰盼站
,

作者曾进行了篷流速度的侧定
,

在同一

斜坡的不同部位 上
、

中
、

下 测定篷流的相对速度
。

侧 定时将带色 杠色
、

黑色或蓝色 溶

液 一 毫升倾入篷流中
,

然后观侧其流握一定距离 一 米 所需要的时简
,

最后分

别舒算不同斜坡部位的平均篷流速度
,

并侧量各侧点至分水岭的距离
。

观侧蔽明
,

在 一

的直形坡上
,

距分水岭 米处
,

流速为 米 秒
,

在中部 距分水岭 加米 和下部 距

分水岭 米
,

流速分别为 和 米 秒
,

郎是观篷流速度随着坡长的增加而加大
。

年秋
,

我们用 索波列夫侧量栩沟断面的方法 侧定了不同坡长的土壤侵

触量
。

具体方法是 在出现相沟侵触的斜坡上
,

选择典型地段
,

从上而下布置若干侧量小

区 筒称测区
,

下同
,

其数量多少祝坡形和侵触程度而定
,

一般当坡形复杂或侵触程度较

弦时
,

侧区数量也相应增多
。

侧区简的距离通常不超过 一 米
,

在形态单一的斜坡上

距离可放冤些
。

侧区长 米竟 米
。

侧区布置方向镇平行于等高核方向
。

在每块侧区

内
,

侧量所有栩沟的断面
,

爵算出相沟的总体积
,

并将各侧区的爵算枯果
,

折合成每公填若

干立方米以代表每公顷的侵触量
。

同时
,

镇昆载侧区距分水岭长
、

坡度
、

坡向和土壤侵触

程度等
。

在枉壤贯生草灰化土的冬小麦地上侧定的拮果表明 在道形坡上 一
“ ,

当坡

长等于 米时
,

侵触量为 立方米 公填
,

坡长增加到 米时
,

侵触量为 立方

米 公顷
。

利用同样的方法在生草灰化土地区
,

我们同时研究了坡度对侵触量的影响
。

部分桔

果参看表
。

由表 可以看 出
,

在轻壤厦生草灰化土上
,

当其他条件相同时
,

坡度增加

和
“ ,

侵触量相应增加 和 立方米 公顷
。

在砂壤厦生草灰化土上
,

距离分水岭 和

。米的地方
,

坡度的增加引起了更强烈的士壤侵触
。

我们应用上述方法所得拮果征明了下列的规律性
,

郎当坡度逐渐减小时
,

虽然坡长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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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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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

一般来羡
,

侵触张度仍将降低
。

此外
,

随着坡度的摧糟减小 尽管坡长增加
,

不仅侵触

量减少
,

而且侵触堆积物增加 表
。

获 披度对俊触, 的形呐

顺坡耕作
,

冬小麦
,

年 月

土土 奥奥 坡 向向 距分水岭长 米 坡度 度 住触最最
立方来 公顷

袒袒缝质生草灰化土土 东 坡坡

砂砂坡质生草灰化土土 南 坡坡 呼呼

砂砂续质生草灰化土土 南 坡坡
。

我 坡度对俊触和堆积的形咱

土土 奥奥 利用状况况 距分水岭长长 坡 度度 侵触量量 堆积量量
观察时简 米 度 立方米 公顷 立方米 公顷

砂砂质生草灰化土土 冬小麦麦 斗斗
。

月 年 植坡耕作  

   斗
。 。

同同 上上 秋翻地地 未测测

月  年 顺坡耕作 斗
。

   !∀∀∀∀∀

同同 上上 冬小麦麦
‘

’’ 未测测

月 年 植坡耕作 吕
。

为了进一步探索坡度
、

坡长对土壤侵触的影响
,

从 到 年
,

在生草灰化土地

区
,

在不同耕作利用状况下我们进行了侵颤量的比较研究 方法同前
。

从 次韧沟断

面测量中
,

按照下列不同坡度和坡长分极针算平均侵触量 拮果示如图
。

坡度分极为
“ , , , , , , , “

坡长分极为
, , , , , , , , ,

米
。

由图 的曲技趋向可以看出
,

虽然侵触量因坡度和坡长两者的增加而加大
,

但坡度的

加大
,

对侵触量的影响更为显著
。

在比较研究坡度
、

坡长对侵触程度的影响时
,

可利用对比方法
,

如坡度相 同观侧坡长

对侵触程度的影响
,

或坡长相同昵侧坡度对侵触程度的影响
,

以及在短而陡和长而援的

斜坡上
,

比较侵触程度的差异
。

野外观测中可首先选择典型断面从分水岭到沟谷边椽
,

挖

掘主要的和参考的土壤剖面
,

用对比土层 发生层 厚度的办法
,

找 出不同侵触程度土壤的

界枝
,

同时昆载剖面地点距分水岭长
、

坡度
、

坡向和利用状况等
。

将这些观 精果 包括

性触程度 列表加以粽合此较或作成断面图 参看图
。

侵触程度的划分标准是 根据

索波列夫教授和 勃来斯涅柯娃的土壤侵触分类法 , 幻。 在苏联中俄罗斯高

三年中怪触量的测定是在固定地点进行的
。

在同样的利用伏况下
,

同时分别进行了坡长
、

坡度对侵触量影响的
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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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黑钙土地区研究得到的部分拮果列如表
。

由表 可看出
,

在坡度为 一
“

的南坡
,

距分水岭 , 米处
,

为第一极袒度侵触土坡
,

当

坡长相同而坡度增加一倍时
,

 为第二极枉度侵

触土壤
。

又如坡度为
“

的东坡坡长虽增加两

倍
,

却并未引起土壤侵触程度的增加
,

可是在同

盛 坡魔对土 位位粗魔的形喃
重澳质厚层黑钙土

,

年 月

坡 向
峡黔

长
气笋 。

 的们
甘、心兴长训喇娜翻

叮工工,沙、」气

工工,

…
口且人口几

 

坡度 度

 斗

坡长 米

图 坡度
、

坡长对食触量影响的比较曲校

—
坡度与侵触摄的关系

一
坡长与食触量的关系

南 坡

一
。

一

一
。

第一级粗度

第二级栩度

第一级权度

第一级中度

一

第一级褪度

第一级粗度

第一级棍度

第二级鲤度

样坡长情况下
,

坡度 由
“

增至
“

一
“

时
,

 由第一极鲤度侵触土壤加剧至第二极袒

度侵触土壤
。

此外
,

表 的查料还征明了
,

在重壤盾黑钙土上
,

尽管坡长从距分水岭 米缩短到

米
,

但当其坡度从
。

一
“

增至
。 ,

土壤侵触程度从第一极袒度加剧到第一极中度
。

总拮上述
,

可以献为
,

土壤侵触过程无希在生草灰化土或黑钙土地区
,

在短而陡的斜

坡上要比在长而援的同一坡向的斜坡上剧烈得多
。

这同样魏明坡度对侵触发展的影响要

比坡长来得大
。

坡形对地麦理流和土魏俊触影响的野外观测

曹有爵多学者作过坡形对篷流和侵触影响的观测研究 ‘, , 训
。

在莫斯科州生草灰

化土地区
,

作者也曹作过这方 面的野外观侧研究
。

在野外选择不同坡形的斜坡
,

分别用侧

量栩沟断面的方法针算侵触量
,

然后加以比较
。

表 的侧定枯果砚明
,

在凸形坡上侵触量

增长最为迅速
,

在坡度的最大部分 达到了最高量
—

立方米 公填 在复合形斜

坡上
,

开始时侵触量逐渐增加
,

然后随着坡度的变援而诚少
,

及至坡麓部分  反侵

触为堆积
。

观侧征明
,

在斜坡的各个部位侵触弦度不同
,

这就造成了侵触土壤分布的复杂性
,

也

郎哪里的年侵触量大
,

哪里就兑到侵触程度大的土壤
,

反之亦然
。

由图 可以看出
,

在斜坡下部的凸形坡部分
,

无渝是侵触量或土壤的侵触程度都向下

逐渐增高
。

如在第二极袒度侵触的土壤上
,

侵触量为 立方米 公顷
,

而在第一极中度

侵触以及第二极张度侵触的土壤上
,

侵触量分别为 和 立方米 公顷
。

野外观侧征明
,

在生草灰化土地区
,

上述不同侵触量和侵触土壤在斜坡上的复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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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 在不同斜坡上的住触 , 惰况

味、一油味

坡坡 形形 距
戈柔笋

长长 坡 度度 侵触量(立立

渡渡渡渡))) 方米/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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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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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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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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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分水岭长 (米)

坡形对积雪和土奥解冻的影响

与不同坡形的融雪过程特点
,

以及与由此而引起的不同的土壤侵触作用有关
。

如在直形

坡上
,

雪的分布比较均匀
,

因此
,

融雪或土壤解冻的时简在整个坡面上很接近
。

根据 196 1

年春天的观察
,

积雪在直形坡的上部比下部早1一2天融化掉
,

大部分融雪水流沿着冰壳或

冻枯土壤的表面流动
,

因此
,

侵触量不大
,

每公填 5一6 立方米(坡度 2一3
。 ,

距分水岭 300

米)
o

:
在复合形斜坡上

,

BlJ 兑到另一种情况 (图 3
一
l)

,

在陡坡部分 4 月 9 日雪厚为 巧一17

皿米
, 斗月 12 日土竣开始解冻

,

因此表层解冻的土壤
,

弦烈地遭到来自上部的融雪莲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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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刷
,

侵触量达 32 一45 立方米/公顷; 而在援坡部分 4 月 9 日雪厚为 20 一25 厘米
,

4 月

14 日土壤开始解冻
,

于是因土壤解冻较晚而侵触量仅 5一10 立方米/公顷
。

特别是在凸形坡的陡坡部分
,

由于积雪较薄且较上部地区先融化掉
,

同时土壤解冻也

最早
,

因此所有上部流来的篷流破坏了已解冻的表层土壤
,

可深达底部仍然冻枯的不透水

层
,

故散部分的侵颤量最大
—
92立方米/公顷(图 3一n )

。

在凹形坡上 (图3砚11) 侵触量最

小
,

因歌部分有比较厚的积雪
,

而且复盖时简较长
,

可保护土壤免受侵触
,

同时截阻了篷

流
,

促进了侵触产物的堆积
,

因此
,

在融雪期简
,

挫常看到雪面上有淤泥堆积
,

融雪后
,

它俨

呈扇状的锥体留在地面上
。

土续透水性能对土级俊触发展影响的野外观测

作者曾用卡庆斯基的透水方法[31 于不 同季节在莫斯科州的生草灰化土地区进行了渗

透拭输
,

以便了解土壤透水性能与侵触的关系
。

春季土壤透水性的测定是在机械粗成不同的解冻和未解冻的土壤上进行的
。

拭瀚枯

果征明
,

在冻桔的砂质和壤厦生草灰化土上
,

透水性很小(0. 01 3一0
.
031 毫米/分)

,

但随着

解冻深度的增加而增大
,

如解冻深度为 5一7厘米时透水速度为 0. 69 一0. 83 毫米/分
,

10 一

12厘米时透水速度为 0
.
88 一0. 9 毫米/分

,

完全解冻的土壤上为 0. 93 一1
.
03 毫米/分

。

同时

在砂质土壤上
,

透水速度的增加
,

比壤质土壤上要快得多
。

总的靓来
,

在生草灰化土地区
,

冻桔的或不同程度解冻的土壤的透水性都是很小的
,

因而在春季融雪时期
,

容易发生地表篷流
,

而使解冻的王壤发生比较剧烈的流失
。

在夏季由于土壤湿度不大和表土因耕作而变得疏松
,

土壤的透水性比着季融雪时期

大得多
。

1
%

l 年在生草灰化土地区的试验桔果是
,

最初 30 分钟夏季土壤的渗透速度 较春季

解冻后的同样土壤天13倍
,

随着截墩时简的延按
,

其差距逐渐精小
,

两小时时
,

前者比后者

大 7 倍
。

在夏季 由于疏松的耕作层透水性较大
,

如降雨张度不大时
,

降雨很快被土壤吸收而不

致发生篷流
。

根据我们的观察 (1959一19 61 年)
,

在生草灰化土地区
,

如降雨兹度为 0. 01

一0. 05 毫米/分
,

而降雨量在 0. , 一4 毫米之简时
,

耕地表面不出现篷流
。

土续抗触性能对土典俊触发展影响的野外观测

土壤是被侵触的对象
,

它的杭触性能的大小
,

直接决定着侵触作用的强弱
。

1 9 6 0 年

夏季和 196 1 年春
、

夏季采用 C
.
C
.
索波列夫的仪器[91 在生草灰化土上进行了土壤杭骸性

能的侧定
。

具体方法是
,

在一定压力下喷出 1毫米直径的栩股水流
,

分别冲触土壤剖面各

个发生层
,

使产生洞穴
。

由洞穴的深度和大小
,

相对比较各发生层或不同土壤的杭触能

力
。

拭嗽桔果征明
,

植物被复无渝在防止融雪侵触或暴雨侵触中都有很大作用
。

在林下

有枯枝落叶层的冻桔土壤上
,

裁骇拮果未出现任何洞穴 ;而没有枯枝落叶层的HlJ 洞穴深为

0. 3一0. 5厘米 ;放荒地上深 0.乃 厘米;秋翻地上深达 2. 7厘米
,

抗触性最小
。

夏季扰验的洞

穴深度分别为 : 林地未除去枯枝落叶层的小于 0. 5厘米
,

将其枯枝落叶层除去后为 2. 3一
2. 9 厘米

,

休阴地(兰叶草)为 1
.
6一2. 6厘米

,

耕地(向日葵)为 4. 7一9. 7 厘米
。

土壤杭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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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拭验还征明
,

在春季
,

冻枯土壤的杭触能力比已解冻的土壤大 3一4倍
。

根据春
、

夏季土壤侵触量
、

透水性
、

杭触性等测定
,

可以看出
,

在生草灰化土地区
,

春季

由于土壤透水性很小
,

容易形成大量篷流
,

它们有力地破坏着缺乏植物复盖的抗触力很小

的耕地土壤;夏季
,

土壤具有较大的透水性
,

而且在不同程度上为农作物所复盖
,

受篷流的

破坏作用较小
,

因此春季的侵触量比夏季要大 (表匀
。

较 5 . 1 季节土妞住恤, 的比校(立方米/公顷)

(砂壤质生草描灰化土
,

东坡
,

顺坡耕作)

196 1年

.
一触

距分水岭

长侏)
夏 季

150

180

春春 季季 夏 季季

侵侵 触 量量

秋秋翻地地 10
。

555 向日葵葵 1
.
888

666666
.
44444 5

。

777

22222 6 3

.

00000 3 7

.

888

秋翻地
卜4.9 }

禹

鸽 }
。

·

1
1 2 3

。

0 1 1
1

8

.

土旗僵触季节性动态的测定

通过野外观侧研究可以侧定土壤侵触的季节性动态
。

首先必需了解各种不同作物在

不同季节的保土作用
,

因为农作物是防治侵触发生的重要因素
。

郁阴的作物被复不仅可

以保护土壤表面免于雨滴的直接打

击
,

而且能械鲤篷流的破坏作用
。

同时还需了解年降雨量的分布
、

不

同时期的降雨张度以及土壤被积雪

复盖的具体时简等
。

通过这些 查

料
,

可以知道一年中土壤表面被作

物或积雪复盖多少天
,

半复盖多少

天
,

完全裸露多少天 ;同时
,

还可以

知道土壤在不同的复盖时期内
,

降

雨量及其强度的大小
,

从而知道士

壤遭到侵触破坏的实际可能性
。

在

不同土壤
一
气候带研究了这些 因素

以后
,

可以知道每个地区土壤侵触

的基本动态
,

为制 定防触措施及其

日程安排提供可靠依据
。

1 9 6 0 一1961 年简
,

在收集上述

查料的同时
,

我们在利用方式不同

的耕地上
,

mlJ 定了不同季节的平均

食触量
,

并以此拟定了窿来夫篷流

侵 蚀且 (立方参今用 )

囿
无
, 婴

1一5 医之」
5一20

1{里1
2。
“

。

图4 陈来夫遥流拭吹站侵触动态图式(耕地)

试翰站地区侵触的季节性动态图式(图 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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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4 可以明显看 出
,

在 n 月下旬到 4 月上旬的稳定雪被复盖期简是无侵触 的季

节
,

这个时简共达 140 一150 天
,

占全年日数的 38 .4 一41 务;4 月下旬
、

5 月
、

9 月下半月到

n 月中旬
,

具有袒微侵触 (l一5 立方米/公顷 )
,

共 106 天
,

占全年 日数的 29 务;暴雨季

节 (‘月到 9 月上半月)具有中度侵触 (, 一20 立方米/公顷)
,

共 108 天
,

占全年日数的

29 .6 多;在为期很短的融雪时简内 (4 月中旬)发生最弦烈的侵触 (20 一40 立方米/公顷)
,

共豹 10一15 天
,

占全年 日数的 2
.
7一4

.
1拓

。

这期简
,

由于侵触严重
,

肥沃的土壤表层和水

分大量流失
。

因此
,

在生草灰化土地区
,

注意冬季和早春的融雪和土壤解冻的制节
,

对防

业侵触和保持水分都是很重要的一环
,

而对防止暴雨巡流的发生也是必不可少的
。

由上远可以看出
,

土壤侵触的季节性动态的侧定
,

足
「

以阴明不同时期的侵触弦度及其

与发生条件的关系
,

除对制定防触措施提供依据外
,

还可以对不同土壤
一气候带的帕作

、

简

作提供参考依据
,

郎是靓
,

作物配置应歌尽量考虑到不同季节发生土壤侵触的可能性
,

在

暴雨季节应尽可能地增加地面复盖使土壤免受雨滴和巡流的破坏
。

桔
·

束 藉

粽上所述
,

在土壤侵触的理渝研究及其防止的实践过程中
,

首先必须在野外条件下
,

观测研究坡长
、

坡度
、

坡形与侵触过程发生的关系
。

在一般情况下
,

侵触强度随着坡长或坡度的加大而增张
,

但坡度对侵触量的影响比坡

长来得大
。

坡形对侵触发展
、

分布的影响是
,

凸形坡上侵触最严重
,

道形坡次之
,

凹形坡最小
,

复

合形坡因其有凸叨两种坡形
,

故侵触和堆积同时发生
。

不同季节中
,

土块透水性和杭触性能的大小
,

简接和直接地影响着侵触作用的张弱
。

野外土壤侵触季节动态的侧定并依此制定出侵触动态图式
,

对制定防触措施以及作

物翰作
、

简作的配置都有很大意义
。

, .JIJ,
.J11,‘门j

�..L工..L�皿
.
‘

[ 呼]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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