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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兴国县紫色土地区的土壤

侵触及其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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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兴国县位于赣江支流平江上游
。

地处亚热带
,

年平均温度 ℃
,

年降雨量达
,

毫米
,

无霜期 天左右
,

具有优越的气候条件
。

全县山
、

水
、

田的比例
,

大致为
“

七

山一水一分田
,

一分道路和庄园
” ,

属多 山丘陵区
。

由于反动扰治阶极长期地对山区查源

进行残酷掠夺
,

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国民党反动派杀人放火
,

焚烧 山林
,

引起

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

据 年挽补
,

全县流失面积达
,

平方公里
,

占山地面积
,

其中紫色土流失面积占 务
,

分布在兴国县城周围如长岗
、

高兴
、

新好
、

洪阴
、

上社
、

五里

亭
、

埠头
、

坟上等公社
。

一
、

基 本 情 况

紫色土流失区与紫色真岩分布范围相适应
。

由于侵触严重
,

目前大部分地区基岩裸

露
,

因此
。

本文所尉渝的大部分也涉及母质
—

紫色真岩本身
。

本区内的紫色真岩属于盆地陆相堆积物
。

盆地的形成与燕山期花岗岩岩浆恬动而产

生的断裂沉陷有关
。

自白要耙末至第三耙期 固
,

在盆地内承受了大量杠色陆相沉积物
。

到中新世由于构造运动使其上升并发生鲤微的翘斜
,

此后
,

又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强烈的切

割过程
。

兴国县城附近紫色真岩岩层倾向为北东 一
。 。

顺倾斜面较援
,

一 。。 ,

反

倾斜面较陡 一 。。 ,

构成明显的单 面山地形
。

援坡面侵触较袒
,

保存也比较完整
,

陡坡

面侵触严重
,

切割破碎
。

从整个地貌形态看
,

本区为岗榭起伏的丘陵
,

顶部高程在 一 米之简
,

相对高程

豹 斗。一 米
。

主要沟谷洽着层理袋发育
,

并向岩层倾斜方向伸展
。

兴 国县紫色土地区 多左右为光山秃岭
,

仅在部分顺倾斜面和丘陵顶部兑 有零星

分布的草灌
。

如臭根子草 刀 左,
·

人 己岔
、

芒
, 乃 , ‘

、

白茅

阴妙 , 。

际 
“ 。叼。 、

鸡眼草
“ 探

而
况 ,

 
。 、

白羊草
了

功二

。 , ‘, , , 、

假俭草 肠 阴 左 户人云。 了 、

黄檀
,
·

人即
。 , 、

牡荆
,

, , 乡
、

黄速木 沙
了

动 , 二 、 、

霭甲子 沙 厅, , 五 。, 、

苦凉 阶
。

二 ’ 等
。

被复度一般都在 多 以下
。

此外
。

在植被保存较好的小片地段兑有禺尾

松 冲
, “了 了 二 口 、

冬青 动 , 。 了 ,

的分布
。

据动朋了解
,

一 年前紫 色

真岩的大部地区
,

生长有多种高大乔木
,

由于 旧社会的不合理砍伐
,

解放前几已全部砍完
,

本文得到席承藩先生指正
,

特此志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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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目前植被类型比较单耗
。

由于自然植被深遭破坏
,

地面缺乏保护物
,

不少地段土壤已被全部冲散
,

仅座留层次

浅薄的凤化碎屑物或紫色土型土壤
,

它们分布的厚度与坡度大小有密切关系
,

郎坡度愈大

厚度愈小
,

反之
,

坡度愈小
,

厚度愈大
。

以长岗公社附近为例
,

土层厚 。一 厘米的面积占

丘陵总面积 务
,

厚 多一 厘米占 多
,

厚 一 厘米 占
,

厚 一多 厘

米仅 占
。

目前在平援的草地上尚有较厚的淋溶紫色土
,

但分布面积极小
。

在江西

省水士保持研究所长岗贰敏区的草地上我佣采集了一个剖面
。

其形态如下

。一 厘米 谈灰棕带紫
,

稍松
,

微显团粒
,

粘攘土
,

根系多
,

过渡层不明显
, 。

。

一 斗 厘米 紫灰棕
,

稍紧
,

核块状结构
,

粘壤土
,

根系少
,

过渡层不明显
, ‘

。

一 厘米 紫棕
,

紧
,

核块状结构
,

粘集土
,

结构表面有明显的铁铭胶膜
, ‘ ,

。

一 厘米以下 紫色页岩半风化物
,

坚硬
,

块状结构
, 。

。

在辟为农用的梯 田上 旱地 一个紫色土剖 面如下

。一 多 厘米 灰棕带紫
,

松
,

碎粒状结构
,

粘壤土
,

根系中量
,

过渡层明显
, 。

巧一先 厘米 紫灰棕
,

稍紧
,

粒状夹块状结构
,

粘果土
,

根系少量
,

夹少量碎石块
, 。

一 厘米以下 紫色页岩半风化物
,

坚硬
,

块状结构
, 。

。

在面积广大的光山秃岭地段
,

分布紫色土型土壤
,

有明显的石灰反应
,

在 左右
。

紫色土富含矿厦养分
,

适宜于种植豆科作物
,

如花生
、

大豆
、

豌豆等
。

但土壤侵散带来

了多方面的危害性
。

首先土壤流失后
,

肥力降低
,

自然植被很难恢复 其次
,

地面破碎
,

难

以利用 再 
,

河道撇塞
,

泥沙进田危害庄稼
,

大大影响了农业生产
。

此外
,

五料俱缺 燃

料
、

肥料
、

甸料
、

油料
、

木料
,

直接影响山区人民生活的提高
。

二
、

土壤侵颤及其与降雨特征
、

土壤特性 包括岩性 的关系

紫色土地区的侵触过程
,

如追溯到古代侵颤 地厦侵触 时期
,

 很早就开始了
。

自中

新世因构造运动使岩层发生翘斜以后
,

紫色真岩便受到流水的长期剥颤作用
,

形成略具波

状起伏的丘陵
,

因而构成 目前的地貌基础
。

丘陵之简的竟谷及其外椽 邻近河谷一边 的

阶地
,

便是紫色真岩受到不断 触的桔果
。

在古代侵触的基础上
,

随着人类握济活动的通

繁
,

在不合理利用 自然查源的情况下
,

加剧了植被的破坏
。

产生了巩代侵触
—

加速侵触
。

目前这一剥触作用仍在加速进行
。

现代侵散方式
,

在紫色土地区大致有下列几种

片触 或称面触
,

兴国紫色土地区
,

在土壤剖面上进行的剖面片颤面积极小
,

而艳

大部分是在母厦层上进行的母厦片触
。

根据不同植被覆盖度将目前正在进行的片敛强度

分成五极 无片触 植被覆盖度 多
,

鲤度片触 一 拓
,

中度片颤 一卯 多
,

强

度片散 一 和剧烈片触 多
。

同一等极的片触中再根据不同坡度加以划分
。

在本地区除个别地段兄有中度片颤外 顺倾斜面
,

大部为强度或剧烈片触 反倾斜面
。

由于片触面积分布很广
,

总的流失量是可观的
。

泻溜 大部发生在不兑草木的光坡地段
,

一般当坡度大于
。

时
,

土粒便受重力影

响向下泻溜
,

坡度愈大泻溜量也愈多
,

有时坡度虽小于
“

在 一
。

之简
,

但由于风

力作用
,

改变了原来的平衡状态
,

再加上重力
‘

嗜性影响
,

也同样发生泻溜现象
。

泻溜物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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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坡脚和沟谷底部呈锥形堆积起来
,

降雨时为径流所携带
,

造成大量流失
。

因此
,

泻溜侵

散在紫色真岩地区也是严重的侵触现象之一
。

一般来税
,

反顺斜面的泻溜作用大于顺倾

斜面
,

而在同一坡面上则镇部和上部的泻溜作用大于中
、

下部
。

沟触 紫色土地区沟触很普遍
,

尽管在古代竟谷部分
,

因筑有梯 田 当地称坑 田
、

排

田
,

目前无下切作用
,

但在丘陵部分沟谷的切割作用却非常剧烈
。

较平援地段 大部为顺

倾斜面 有浅沟分布
,

沟深 多一 米
,

竟 一 米
,

沟椽梭不明显
,

横断面为圆滑的弧

形
,

撇断面大致与斜坡平行
,

自口沟底袋随着坡度而变化
。

它俩在斜坡上的分布
,

大致为平

行状和由上而下的放射状
。

光山秃岭地段 特别是反倾斜面 切沟侵颤很多
,

其分布面积

豹占坡面面积 一 务
,

密度达 一 公里 平方公里
。

切沟深度一般为卜 米
,

竟豹

一 米
,

长 一 米
,

最长可达 一 米
,

横断面呈 形
,

沟壁坡度大多在 一朽
“

之简
,

触断面与坡面不相一致
,

一般长沟比降小于斜坡坡度
,

短沟  大于斜坡坡度
。

紫色土地区切沟的沟头部分
,

并无明显的跌水
,

而是 由沟底逐渐过渡到坡面
,

断面呈

囿滑的曲袋
。

大部分切沟的沟头已发展到丘陵顶部
,

仅留下狭窄的分水岭
。

切沟在坡面

上的分布形状
,

因坡形不同而各异
,

在凸形坡上 由上而下呈放射状
,

直形坡上呈平行状
,

而

在凹形坡上  呈树枝状
。

但是
,

有时在短而陡的斜坡上切沟以平行排列为主
,

在长而援的

斜坡上以树枝状排列为主
。

紫色土地区切沟侵触目前仍在发展
,

使地面切割破碎
。

从下列侵颤速度的侧定查料

可以荻明这一点
。

一 斗年江西省水士保持研究所在长岗贰肺区紫色土上进行了不同条件下侵触

量的侧定
,

在坡长相等的条件下比较陡坡和援坡的侵触量 坡度相等比较坡上部和坡下部

的侵颤量 坡长
、

坡度相同比较不同坡形 凸与凹 的侵触量以及其他条件相同比较长而援

和短而陡的切沟中的侵触量
。

侧定拮果征明 表
,

在上述不 同情况下
,

侵触速度存在显

著差异
。

一般的规律是
,

陡坡大于援坡
,

坡下部大于坡上部
,

凸形坡大于凹形坡
,

短而陡的

沟大于长而援的沟
。
由表 查料可以看出

,

年沟谷下切速度平均为 毫米
,

坡面

侵触速度 甜坡面的平均值 为 毫米  斗年两者分别为 和 毫米
,

因此沟谷

下切速度大于坡面侵兹速度
,

前者两年平均为 毫米
,

后者 相应为 毫米
。

因此
,

沟谷每年较坡面下降 毫米
,

以此推算每 年沟谷较坡面下降 米
,

亦郎沟谷深度相

对增加 米
。

如果这样推渝符合事实
,

 目前在紫色土地区兑到的大部分切沟亦不过近

一 年来发展形成的
。

表 不 同坡度
、

坡形
、

部位及沟谷情况下的侵妙速度

以流失土层深度计算。 毫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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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从坡的上下部位侵触量的比较
,

同样可以看出
,

坡下部的侵触速度超过坡上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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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陡坡和凸形坡上
,

这一现象更为突出
。

由上述可知
,

目前紫色土地区的流失地段
,

不仅沟谷密度增大和沟谷深度 日益加深
,

而且斜坡坡度也在逐渐变陡
,

因而促进
“

劣地
”
地形的发展

,

增加地面的破碎程度
,

现在我

们虽然没有充分的材料来瓮明现代侵散过程发生以前的地貌形态
,

但从座存的土壤剖 面

可以看到
,

当时的土壤层次排列比较水

平
,

与目前斜坡坡面成一定的角度(照片

1)
,

而且孤立在两个切 沟之简的陡壁上

(壁高豹 3 米)
,

这有力地靓明在当时自

然植被覆盖良好的地面
,

其坡度要比现

在平援些
,

而且坡面也此 目前完整的多
。

这同样也有力地征实了
,

紫 色土地

区的沟谷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
,

郎沟谷

的扩展方式不同于我国西北黄土地区或

南方花岗岩地区以崩岗
、

滑坡为主
,

而是
照片 1 残存的紫色土剖面 以坡面剥散(片触)为主 ; 在沟谷下切的

同时
,

沟坡通过片骸(包括泻溜侵颤在内)而扩展和变陡
,

因而这里的沟谷侵颤是在片颤的

基础上进行的
。

应敲指 出
,

目前紫色土地区的片触和沟蚀所以普遍发展并具有某些发生上的特点
,

与

降雨特征
、

土壤特性(包括岩性)有密切关系
。

它们影响侵散过程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
,

是

具有大量的地表径流
,

后者值接提供了主要的侵触营力
。

因此下 面首先敲敲径流(液体和

固体径流)的产生与降雨特征的关系
。

根据江西省水土保持研究所径流小区的观侧查料 (表 2)
,

1 9 6 3 年雨季(3一7月 )平均

径流系数为 56
.
3 %

,

最小亦达 21 多
,

最大可达 95多
,

而冲刷模数(固体径流)为 17
,

37
4

.

5

吨 /平方公里
。

一次最大和最小冲刷模数分别为 3
,

29
3 吨/平方公里和 2

.
2 吨/平方公里

。

由表 2 还可看出
,

紫 色土地区地表径流(液体径流)与降雨强度
,

降雨量和前期降雨量三者

成正相关
。

例如 斗 月 21 日和 4 月 23 日径流系数为 95 和 91 % 时
,

其最大降雨弦度分别为 69
.
,

和 44
.
6毫米/小时

,

郎当降雨弦度大时
,

径流系数也随之增大
。

但如果降雨弦度较小而降

雨量很大时
,

亦可产生较大的地表径流
,

如 3 月 12 日最大降雨孩度仅 斗.2 毫米/小时
,

降

雨量为3斗
.
6毫米

,

故径流系数曾达 88 %
。

在 6 月 15 日可观察到同样现象
。

如果降雨弦度

和降雨量都较小
,

而前期降雨量较大
,

亦可产生大的地表径流
。

如 3 月 21 日最大降雨强

度为 8
.4 毫米/小时

,

降雨量为 4
.3毫米

,

但前期降雨量为 44
.0 毫米

,

故在敲情况下亦产生

了较大的径流系数86 多
。

从表 2 还可以看到
,

如果前期降雨量很小甚至未降雨
,

土壤极其

干燥
,

可以吸收较多的降雨
,

从而能够相对地减少地表径流量
。

此外
,

表 2 查料靓明
,

冲刷模数(固体径流)与降雨弦度
、

降雨量
、

及前期降雨简隔时尚

三者成正相关
。

如 4 月 17 日和 7 月 2 日降雨量大致相似 (12. 7 和 12
.
6 毫米)

,

但两者最大降雨强度

分别为 13
.
8 和 50

.
4毫米/小时

,

所以它们的冲刷模数区别也很大
,

相应为 97
.
2 和 l ,

8 6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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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降雨状况下的径流系数和冲刷模数 (1963年)

|

|||||||||||||||

日日 期期 降雨量量 最大降雨雨 前期影响响 径流量量 径 流 系 数数 冲 刷 模 数数
(((((((((((((((毫米))) 强 度度 雨 量量 (米

3
)))))))))))))))))))))))))))))))))))))))))))))))))

月月月 日日日 (毫米Z小时))) (毫米))))) %%% 平 均均 吨/平方公里里 总 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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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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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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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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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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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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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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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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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平方公里
,

郎冲刷模数随着降雨强度增加而加大
。

同样
,

冲刷模数与降雨量也有类似

的关系
,

如 6 月 15 日和 27 日最大降雨弦度同为 6. 0毫米/小时
,

但前者降雨量 40 .2 毫米
,

后者为 10
.
2毫米

,

因而冲刷模数分别为 31 4和 3
.
46 吨 /平方公里

,

二者之简相差几达 10

倍
:
如果降雨弦度和降雨量很大时

,

剧可兑到更大的冲刷模数
,

如 7 月 18 日由于最大降

雨强度为 62
.
4 毫米 /小时

,

降雨量为 48
.
多毫米

,

冲刷模数达最大数值
—
3,

29
3 吨/平方公

里
。

最后
,

冲刷模数与前期降雨简隔时尚有着密切关系
,

郎前期降雨简隔时简愈长
,

刻侵

散量也愈大
,

反之Rl] 小
。

这是因为在晴朋天气紫色真岩受到热胀冷精的风化作用更弦
,

形

成更多的碎屑物
,

因而在下次降雨时造成的流失也较大
。

下面来歌歌土壤特性(及岩性)与土壤侵颤发生的关系
。

士壤是侵颤的对象
,

其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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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侵触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

现仅就下列几方面尉希之
。

透水性
:
地表径流量和土壤侵触量在很大程度上与土壤透水性有密切关系

。
1 9 6 3 年

我们对不同利用状况下的紫色土进行了透水mlJ 定
。

据侧定得知 (图 1 )
,

在土层厚豹 1米

左右的农地上 (缸薯 )土壤渗透系数为 2
.
2 毫米/分;在具有同样土层厚度的草地上为 。

.
6

毫米/分
,

而在土层极薄 (3一 , 厘米)的光坡上nl] 降到 0
.
02 毫米/分

,

仅为农地的百分之一

I农地
2 草地
了
.

光坡

10 20 3 0

图 1

--一~ - ~ 一一一一~ 一一~ ~一
2

一
34050607080901001101201301礴0 15 0 1 6 0 17 0 1 8 0

时 间 (分)

在不同利用状况下紫色土的透水速度

和草地的三十分之一
。

在光坡上

透水性极小的原因
,

主要是因为

浅薄的凤化碎屑物下面郎为紫色

真岩岩层
,

透水性极小
。

如果根

据光坡上渗透系数 0
.
02 毫米 /分

爵算
,

每小时仅可透入 1
.
2毫米深

的水层
,

降雨弦度如超过敲数植
,

则足以发生地表径流
。

但在暴雨

季节本地区的降雨强度一般都在

n”“日日曰厂r月‘叹护|‘八队OC,
-
65
诬
.
马J,�
1

�电\兴碑)剑圳照脚

1
.
2毫米/分以上

。

据 1963 年 3一9月简最大降雨强度就斜查料 (表 3)
,

在 28 次降雨中最

大降雨张度为 4一40 毫米/分者出现 18 次
,

占 64
.
3务;大于 40 毫米 /分者占 3久7务

,

在同

一期简径流系数在 40 % 以上者达 89
.
3%

。

由此可兑
,

在紫色土地区的光坡上
,

雨季产生

地表径流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

毫无疑义
,

在每次地表径流中都挟带或多或少的泥沙
—

紫色真岩风化碎屑物造成大小不同的流失
。

表 3 最大降雨强度
、

径流系徽频率毓针瓷料 (光坡
,

1 9 6 3 年 3一9月)

最最大降雨瞄度度 次 数数 %%% 径流系数(% ))) 次 数数 %%%
(((毫米/分)))))))))))))

444一2000 1000 35
.
777 20一3000 555 17

.
999

2220一4000 888 28
.
666 30一斗OOO 333 1 0

.
777

444 0一6000 444 1斗
。

333
4 0 一5000

))) 17 999

6660一8000 333 10
.
777 50一6000 444 1斗.333

888 0一10000 222 7
.
111 60一7000 lll 3.666

>>> 10000 111 3.666 70一8000 555 17
.999

8888888880一9000 222 7
‘

111

999999999 0 一10000 333 10 。

999

蓄水力
:
在光坡上 由于土层很薄

,

所拧蓄的水量也很少
。

根据侧定
,

1
00 立方厘米的

风化碎屑物可以吸收水分 斗7 克
。

如果地表土层一般厚度为 5一10 厘米
,

nlj 最多仅能吸水

2
.
35 克或 4. 7 毫米的水层

,

但是在本地区一次降雨量低于此数值者却极为罕兑
。

据 1963

年 3一9 月雨量昆载
,

一次降雨量大多在 8一48 毫米之简
,

豹相当于 5 厘米土层所能吸收

水量的 3
.
5一17 倍或 10 厘米土层所能吸收的 1

.
7一10 倍

。

因此
,

紫色土地区土层浅薄
、

蓄

水量小
,

也是增加径流和流失的因素之一
。

风化速度
:
紫色土地区流失量大

,

与其凤化速度快
,

提供了松散而易流失的物厦有

关
。

每次径流所挟带的泥沙郎为近期的风化碎屑物
,

而每次的风化过程都为另一次流失

创造了物厦基础
。

因此
,

紫色土地区的流失特点是风化一层
,

$lJ 颤一层
,

刹颤一层又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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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
。

为了砚明紫色土风化作用与流失的关系
,

我们曾对光坡上的风化碎屑物和流失后的

堆积物作了砂粒分析比较 (表 4)
。

由表 4 可以看出
,

光坡上风化碎屑物的粒径
,

一般都小

于 20 毫米
,

其中小于 5 毫米者占 96
.
14一97 多;从三角量水堰内流失的堆积物来看

,

同样

未见有大于 20 毫米者
,

其中粒径小于 5 毫米的占 89
‘

10 务
,

稍低于风化物
,

而小于 0
.
1, 毫

米者占 8
.
18 一13. 67 外

,

略高于风化物中同粒极的合量
。

由此可兑
,

风化碎屑物在暴雨季

节大都为径流所挟带而流失
。

表 4 紫色直岩风化物及三角量水堰内淤积物的砂粒分析

样样 品品 分析次数数 粒 径 (毫 米
,

% )))

>>>>>>> 2 000 2 0 一1000 1〔)一555 三一2
,

555 2

.

5 一1
.
222 1

.2一0
.1555 < 0

.
1555

风风 化 物物

;;; :::

0 。

4
666

; : :::

2 8

.

0 666 2 6

,

7 444 3 5

.

9 000

: :::
111111111

.

斗口口口 2 5
.
1 666 2 8

.
1222 3 5

.
9 66666

;;;;; :::

观侧征明
,

紫色亘岩的机械风化速度很快
。

暴露在空气中的直径为 20 一40 厘米的岩

块
,

握过两个多月的风化(从 4 月中旬至 6 月 22 日)
,

大部变成了粒径为 0
.
1 , 一40 毫米的

碎屑物
,

其中小于 40 毫米者占 65一93
.
3多

。

紫色真岩凤化决的原 因
,

与其物理特性有关
。

首先 由于紫色真岩质地非常粘重
,

容易吸水膨胀
,

失水收精
。

根据侧定
‘) ,

紫色土握过 2斗

小时后
,

膨胀系数为 6一入6多 (表 5)
。

因此
,

在多次膨胀收精过程中
,

岩体逐渐发生裂隙

并风化剥落
,

形成碎屑物
。

沙

图 2

1
.
光坡最高温度

,

紫色土光坡
、

草地的最高最低温度比较

2
.
草地最高温度

,
3

.

光坡最低温度
,

4

.

草地最低温度

同时
,

紫色真岩 由于颜色较暗
,

昼夜温差很大容易热胀冷精
,

加速风化
。

根据 1963 年
斗一8月紫色土的地温观测查料 (图 2 )

,
8 月 2弓 日光坡上最高地表温度可达 夕6℃

,

当日的

昼夜温差达 46
.
8℃ ;同 日草地的最高地表温度为 62 .6 ℃

,

昼夜温差为 34 .5 ℃
。

从 4 月 n

日至 6 月11 日
,

在晴朗天气情况下
,

光坡地表的平均最高温度比草地高 4℃
,

分别为 63
.
5℃

l) 因谊接在紫色页岩上采土极其困难
,

故该标本采自草地
,

最后一层为半风化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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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紫色土在不同澳度的膨胀系数 (% )

时 !可 (时
,

分)
深 度 (厘 米)

O一7 7一3斗 3 斗一7()

0 :10

了6q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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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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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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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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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3 多

O :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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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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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 f矛

l : 10

l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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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

2 :1 5

2 :4 5

3 :1多

4 :1 5

5 :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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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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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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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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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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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斗3

5
.
6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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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0 4

6
.
17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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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斗7

6
.
6 2

6
.
7 斗

6
.
8 0

6
.
8 6

6
。

9 3

7

.

0 0

7

.

0 6

7

.

1 1

7

.

1 7

7

.

2 斗

7
.
4 2

7
.
5 9

3
,

2 0

3

。

8 3

4

.

3 7

斗
.
6 3

4
.
7 9

泞
.
9 9

5
.
1 斗

5
.
2 0

5
.
2 6

5
.
3 0

5
.
3 7

5
.
5 2

5 5 8

5
.
6 斗

5
.
6 8

5
.
7 2

5
.
夕8

5 3 8

多 6 2

5
.
丁O

) 。

/ /

5

.

8 2

5

.

8
6

5

.

8 片

5
.
9 口

5
.

, 3

5 9 3

5
.

94

5
.

9 6

5
.
‘〕
9

6
.
0 0

6 0 2

6
.
(〕3

6
.
0 5

6
.
0 5

6
.
0 6

6
.
0 6

6
.
0 7

6
.
0 ,

和 59
.
乡℃

。

前者在同时期 内平均昼夜温差为 39
.
5℃

,

后者为 36 ℃
。

由上述可知
,

紫色土地区在高温多雨季节
,

热胀冷精和湿胀干缩过程不断交替进行
,

促进了风化作用的发展
。

尤其在 4一9 月简
,

大部分暴雨是在地表温高热量多的情况下降

落的
,

使温高而干燥的岩体突然冷却和吸水膨胀
,

足以加速机械破碎作用的进行
。

这些现

象使我佣有理由欲为
,

在紫色土地区增加地表植被释化光坡
,

刘
一

降低地表昼夜温差
,

从而

减鲤物理风化速度及防业流失具有重大意义
。

三
、

兴国紫色土地区几种主要治理水土流失的方法
‘)

紫色土地区水土流失的治理是迫不及待的任务
,

下面就兴国的几种主要治理方法作

一介招
,

并拮合我俩所进行的一些土壤特性(及岩性)的贰硫研究和谷坊效盘侧定提出一

些意兄
。

1

.

谷坊 紫色土严重流失地区
,

地形破碎
,

沟短坡陡
,

土层极薄
,

挖焦鳞坑或水平沟较

困难
,

且成本高
,

功效低
。

修筑谷坊可以节节拦蓄径流和泥沙
,

防止流失 (照片 2)
。

根据

l) 在赣南紫色土地区摹众有很好的防治水土流失的经验
,

由于本文篇幅限制不能详细介绍
,

将在另篇文章中介

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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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拿众和水土保持研究所的樱盼[41
,

采用本色土 (郎风化后的碎屑物)作谷坊最为握济

有效
。

按照集流面积和沟谷大小
,

选择适当位置由上而下利用风化后的碎屑物
,

层层压

实
,

筑成大小不同顶窄底竟的谷坊

拿 (每亩平均 20 一30 个)
。

初建时

高度不宜超过 1米
,

镇竟豹0. 3一0
.
5

米
,

内坡可稍陡一些
,

一般坡度为

1:0
.
5一1

:1 ,

以便节省土方
,

增加容

积 ; 外坡一般为 1 :1一1
:1. 5。 在谷

坊一侧未风化的坚硬土层上开溢水
口 ( 图 3 )

。

上下谷坊的溢水 口不宜

段在同一侧
,

而应左右交蜡排 列
。

溢水 口大小根据集 流 面积大小而
定

,

一般竟度豹 0. 2一0. 斗米
,

深度豹 照片2 谷坊草拦沙蓄水情况

0
.
1一。

.
2 米

。

修建谷坊以后
,

应注意及时推修
。

推修时以谷坊中的淤沙加高培大谷坊埂
。

因此
,

在推修过程中
,

谷坊不断得到加大和巩固
。

同时
,

拮合生物措施在谷坊上采用外坡

林(先灌木后乔木)
、

内坡农(豌豆
、

黄豆
、

碌豆等)的方法
,

既能巩固谷坊也有一定的握济收

益
,

在生产实践中容易推广
。

温水口

艰断面 糟断面

图 3 谷 坊 示 意 图

谷坊草对拦蓄泥沙有显著成效
。

根据 1963 年的观侧 (表 6)
,

修建谷坊拿后 (每亩豹

30 个)从 3一6 月
,

容积 0
.
30 7 米3和 0

.
83 米

3的谷坊可控制泥沙 0. 2米
3和 0. 68 米

3。
以此数

值推算每平方公里平均可控制泥沙 7, 9斗9. 7 4 吨
。

表 6 谷坊拦蓄泥沙的效盆观mlJ

集流面积

(米勺
平均坡度

谷坊容积

(米
。
)

月降雨量

(毫米)

最大暴雨弦度!平均降雨强变

(毫米/小时) (毫米/小时)

挫制泥沙量

(来
8
)

125
.
8

37
.
7

125 8

37
.
7

125
.
8

37
.
7

125
.
8

37
.
7

0
.
1253

0
.
07斗

0
.
1 4 9 7

0
.
0 7 9 5

0
.
0 7 6 6

0
.
0 3 2 7

0
。

3 3 1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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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坊重不但拦蓄泥沙逐渐填平沟谷
。

从而变援坡面坡度
,

同时蓄积了径流改善土壤水

分状况
。

据侧定
,

每亩有 30 个容积为 0. 8一1
.0米

“的谷坊拿
,

在降雨量为 30 毫米
,

最大降

雨弦度为 20 一60 毫米/小时的情况下
,

一般不发生流失
。

水分测定查料敲明
,

1 9 6 3 年 斗

月 15 日和 5 月 20 日
,

有谷坊地段的土壤水分较无谷坊地段分别多 14.5 % 和 3.1 % (表

7)
。

水分条件较好的谷坊
,

林木生长也较好
,

这靓明谷坊工程为生物措施提供了有利条

件
。

表 7 谷坊对保蓄土壤水分的作用 (0 一10 厘米)

坡坡 向向 坡 位位 有 无 谷 坊坊 水 分 (% )))

444444444 月 15 日日 5 月 20 日日

南南南 中中 有有 20
.
000 5

.
555

中中中中 无无 5
.
666 2

。

555

下下下下 有有 14
.
222 4 ,

888

下下下下 无无 6
.
222 3

.
999

比比七七 中中 有有 18
.
000 7

.
000

中中中中 无无 5
.
111 4 .111

下下下下 有有 30
.
555 6

.
多多

下下下下 无无 6
.
444 2

.
888

东东东 中中 有有 23
.
111 夕

.
111

中中中中 无无 6
。

888 斗
.
888

下下下下 有有 27
.
111 13

.
333

下下下下 无无 6
.
111 3 .666

西西西 中中 有有 18
.
111 7

.222

中中中中 无无 4 999 4.555

下下下下 有有 1多
.
666 6

.
111

下下下下 无无 6
.
666 5

.
666

2
.
光坡绿化 在紫色土地区

,

虽然谷坊拿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径流和泥沙
,

但为了全

面彻底地控制水土流失
,

禄化光坡
,

加孩生物措施
。

是最根本的关键
。

因为只有在植物的

保护下才能使地表不遭受径流的冲刷
,

植物的地上部分能阻留泥沙
,

逐年增加土层厚度
,

提高蓄水能力
。

同时
。

地表有植被覆盖的情况下
,

可以减少地面昼夜温差
,

减援风化速度
。

此外
,

植物能增加土壤有机厦
,

改善土壤性状
,

提高肥力
。

目前紫色土地区由于缺乏植被而且土层浅薄
,

土壤水热状况也随之恶化
,

使植树造林

带来困难
。

为了查明光坡上的水分和温度状况及其与植物生长的关系
,

寻找植树造林的

正确途径
,

1 9 6 3 年我俩曾在这方面进行了贰睑研究
。

桔果征明
,

土壤水分含量与土层厚

度成直援关系
。

由表 8可以看出
,

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
,

水分含量也随之增加
。

同时
,

深

度愈大
,

其增加的幅度也愈大
。

厚度较大的土层
,

不仅可以增蓄水分
,

而且对土壤温度有

稠节作用
。

据 1963年 6 月 8 日 14 时的观侧
,

南坡土厚 5 厘米的地段
,

在 5 厘米深处
,

土

温为 打
.4℃

,

而土厚 40 厘米的地段
,

在相同的深度处
,

仅 43
.
2℃

。

一般来靓
,

在同样深度

内
,

土层浅薄的地段
,

土温增高的幅度较土层深厚的地段要大
。

因此
,

高温的夏季常因土

层浅薄而使得土温过高和水分缺乏
,

引起植物雕萎甚至死亡
,

5 月 23 日土温观侧查料荻

明
,

在 5 厘米深处土温为 51℃
,

15 厘米处为 4 5℃ 时
,

胡枝子发生雕萎
,

而在上述相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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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土层深度内的水分含量

土土层厚度(厘来))) 采土深度(厘米))) 4 月 15 日日 5 月 20 日日

水水水水 分 (% ))) 平 均 (% ))) 水 分 (% ))) 平 均 (% )))

111555 O一555 9
.222 10

.
444 3

.
888 6

.
111

55555一 1000 11
。

00000 6

.

55555

11111 0 一1555 11
。

11111 8

.

00000

222
OOO O 一555 9

.
222 12

。

777 呼
。

111 8 666

jjjjj一1000 13
.
11111 9

.
33333

111110一2〔))) 15
。

88888 1 2

.

55555

222 555 0 一555 12
。

888 1 6

.

222 夕
.
000 12

.
777

55555一1000 15
.
55555 13

二

88888

11111 0 一2000 19
.
77777 15

,

lllll

22222 0 一2555 16
.
88888 1;

.
11111

表 9 不同土层深度对土缝水分含量和板栗生长的影响

生生长情况况 土层总厚度度 土 层 深 度 (厘 米))) 千 均 (% )))

(((((厘米 )))))))))))))))))))))))))))))))))))))))))))

0000000一555 5一1000 10一2000 20一3000 30一400000

水水水水 分 (% )))))

良良好好 4000 5
.
777 8

。

111 9

.

666 1 0

.

斗斗 1 2
。

888 9

.

333

死死亡亡 2OOO 2
。

000 3

。

999 5

.

4444444 3

。

888

度 内
,

当土温分别为 51 ℃ 和 47 ℃ 时
,

胡枝子有枯死现象 ;土温相应地降到 49℃ 和 44 ℃

时生长良好
。

同时
,

由于不同土层深度内水分合量不同
,

也影响植物的生长
。

如表 9 所

示
,

当土层深 40 厘米
,

平均水分含量为 9. 3务
,

板栗生长良好
,

而土层深 20 厘米
,

其平均水

分含量为 3
.
8呢

,

板栗有枯死现象
。

由上述可知
,

缺乏植被的地段
,

土层厚度直接决定着土壤水分含量和土壤温度状况
,

从而影响着植物生长和发育
。

故在紫色土地区
,

椽化光坡增加土层厚度是根本环节
,

而合

理整地和 田简工程是椽化光坡的重要措施
。

例如兴国关岗公社水土保持站的理盼
,

在紫色土地区光坡上挖穴(深 50 厘米
,

值径 40

厘米) 种植葛藤成活率达 95 多
。

省水土

保持研究所种植葛藤的贰嗽就明
,

每株

葛藤平均覆盖面积为 10 一巧米
“,

最大的

可达 64 平方米 (照片 3)
。

因此我们建裁

利用谷坊淤土种植葛藤作为先锋植 物
,

这是有效的途径
。

如果每亩以 30 个谷

坊爵算
,

每谷坊内种植 2一3 株葛藤
,

BlJ

覆盖总面积可达 60 。一1
,

3

50 米
2,
可有

.
效

地解决紫色王光坡的地面覆盖尚履
。

此外
,

利用胡枝子
、

盐肤木
、

梓树等 照片3 紫色士上葛藤生长情况
,

该株覆盖面积达 6、平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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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葛藤相简种植
,

可以更快地增加紫色土光坡的地面覆盖
。

这些植物一般宜种在谷坊外

坡便于巩固谷坊
。

3

.

石缝造林 碌化光坡
,

除上述方法外
,

还可利用紫色真岩的构造节理
—

石撬
,

造

林种草
。

如上所述
,

在紫色真岩光坡上
,

由于土浅水缺
,

造林的成活率一般都很低
,

生长也

很差
,

但在石稚中造林种草
,

因石键深度大
,

土层深
,

水分多
,

就无这一矛盾
,

有利于植物生

长
。

裁输拮果靓明
,

石键中以扦插夹竹桃
、

木模为最好
,

黄建次之
。

石推中植树造林时
,

以

胡枝子
、

苦棣
、

梓树等成活率最高
,

生长也最好团
。

此外
,

紫色土地区在坡度 15
“

以下较为平整的坡面上
,

可修筑梯 田以防止水土流失和

发展农业生产
,

在 1多一20
。

的坡面上
,

可

采用环山沟
、

焦麟坑等方法拦蓄径流和

泥沙
,

并利用这些水分和淤土拮合生物

措施椽化光坡
。

在山麓部分开挖山圳
、

拦沙编等也是防业泥沙流失的 有效 办

法
。

圳坞内的淤积物可作肥 田之用
。

在紫色土流失地区
,

水土保持工作

是一项艰亘而复杂的任务
,

特别是光坡

椽化比较困难
。

有些地区的拿众握硫
,

目前也没有得到普遍推广
,

因此
,

加孩在
照片4 拦沙坞蓄水拦沙情况

, , _
_

_

r

_

二

_

, 人 、 , , , _

_

、
1 。

,

。
,

_
. 二人

” 、、” 飞 一详 ~ ’小~ “
’曰 ‘ “

这方面的拿众握驮总精和进一步的贰睑

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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