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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州西南部杠水河上游的土壤侵触

朱 安 国
(贵 州 农 学 院)

为确保我 国农业生产能迅速而全面的达到稳产高产
,

党提出了建设基本农田的任务
。

基本农 田所包括的内容极为丰富多样
,

治 山治水
、

水土保持是基本环节之一
。

摸清不同地

区
、

不同条件下土壤侵蚀的发生与发展的规律
,

为制定防治方案提供依据
,

我们曾于 1 9 6 4

年 7
、

8 月在贵州西南部红水河上游地区进行了土壤侵蚀调查
。

对兴义
、

册亨
、

望漠等地择

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观察
,

并取土样进行室内分析
。

一
、

基 本 情 况

(一 ) 地质地貌
。

本地区北面与黔西高原相接
,

西邻云南高原
。

处于南
、

北盘江 (红水河上游 )河间地

带
。

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升高
,

向高原过渡
,

构成一个完整的高原斜坡地区
,

占据了黔西南

台凹的绝大部分
。

高差相差甚亘
,

如南部红水河谷地低热地区的海拔仅为 3 60 米左右
,

而

西北部高寒 山地郎高达 1 9 0 0 米以上
。

地层以中三迭系发育较为广泛而完备
,

沉积层厚达

斗0 0 0 米以上
。

地表出露者以碳酸盐岩层及页岩为主
。

喀斯特发育极为完善
。

由于老断

裂的复活
,

又受新构造上升作用的影响
,

悬崖绝壁及三角面常有出现
。

地形极为复杂多

样
,

有切割剧烈支离破碎的高山地段
,

也有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区
,

还有面积不大的山间坝

地
二

山顶攀总的来说并不异常尖峭
,

而多呈浑岗
。

(二 ) 气候

本区所处地形的复杂性带来了气候的复杂性
。

通常称之为贵州的低热地区之一
,

实

际上低热地区仅限于其南部的一部分
,

而中部及北部分别为温暖及高寒山区
。

以望漠县

地区为例(表 1 )
,

气候温暖
,

总霜期为 28
.

8 天
,

干湿季明显
,

降雨充沛
,

年降水量在 1 0 0 0 毫

米以上
,

多集中于 多一 9 月
,

并多以暴雨形式降落
,

为水土流失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前提
。

资料还表明
: 本地区总蒸发量远较降水量为大 (其中仅 7 月份的蒸发量较降水量为少 )

,

故而冬春旱象常有发生
。

可见
,

雨多则流失
,

雨少则干旱
,

这就为水土保持提出了迫切的

任务
。

表 l 望摸县氮候的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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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贵州农学院土壤农化教研组编 : 贵州省地质地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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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植被

根据侯学煌主编
《中国植被分区图>>[ ‘]本地区植被区划属于

“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
,

东

部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亚区
,

南岭山地厚壳桂
、

青拷
、

红拷林和含桃金娘
、

映 山红的马尾松林

省
。 ’

,l) 但植被在本区的分布极不均匀
, ,

总的来看
,

东南部植被保留较好
,

西北部较差
。

具

体到每个县的分布也甚不平衡
,

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还保存着不少完善的原始森林
。

植

被现存状况对士壤侵蚀起着重要的作用
。

(四 ) 土壤
2 ,

本地区土壤红化作用较为明显
。

气候条件有利于生物 小循环 的 进行
。

由于侵蚀影

响
,

土层普遍较浅薄
,

本地区薄层土壤约占 朽 外
,

侵蚀性和粗骨性土壤约占 2 , 多
,

厚中层

土壤约占 30 %
。

士壤水平分布大致与 山脉
、

河流的走向相吻合
,

郎由东南向西北随着海

扳的升高和温度的下降
,

土壤的变化为
:
红壤一红黄壤一黄壤

。

除此而外
,

由于母质影

响
,

插花性分布着各种石灰性土壤
。

红壤分布于 8 00 一 1 0 0 0 米以下的低山河谷地区
,

母质

以砂页岩风化物为主
,

质地疏松
,

结构为核粒状
一
小块状

,

土层较薄
。

黄壤多分布于 8 00 一

1 0 0 0 米以上的高原面上
,

土层较厚
,

有机物积累较多
,

母质多为石灰性残积物
、

坡积物和

部分砂页岩凤化物
。

红黄壤处于红壤与黄壤的过渡地段
。

石灰性土壤分布零星
,

有机质

较丰富
,

淋溶作用较弦
,

中性一微碱性反应
。

石灰岩山地通常土层浅薄
,

露头众多
,

称之为

石山(岩山 )
。

页岩山地的土层一般较为深厚
,

坡脚的土层尤厚
,

有时可达 1一 2 米以上
,

通

称为土山
。

(五) 农业

解放前
,
由于长期封建剁削

,

生产力处于甚为落后的状态
,

刀耕火种
,

广种薄收
,

施肥

甚少或根本不施肥
,

广泛实行 3一 4 年的轮作撩荒制
,

如棉花一小米一玉米一玉米一撩荒
,

玉米一甘蔗一甘蔗一撩荒
,

土壤肥力迅速下降
,

加上陡坡开荒
,

引起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

解放后
,

在党的领导下生产面貌焕然一新
,

但耕作制度尚不够合理
,

生产潜力未能充分发

挥
。

考虑到本区地理位置
、

地形
、

气候及土壤等因素的复杂性为农业的多种经营创造 了极

为有利的条件
,

相信
,

只要合理布局
,

实行正确的耕作制度
,

改进耕作技术
,

生产潜力是无

穷的
。

二
、

本区主要的土壤侵散因素

影响土壤侵蚀的各 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本地区土壤侵蚀在地理分布 上 的 极端复 杂

性
。

为此
,

本文仅能就本地区侵蚀中几个较突出的问题论述于后
:

(一 ) 耕作与侵蚀

如前所述
,

本地区的耕作制度与技术尚不够合理
,

再加陡坡开荒
,

水土流失就严重
,

今

以兴义巴结公社为例
:
坡地开荒后第一年玉米产量每亩尚可达 2 00 斤左右

,

第四年却剧

降至 7 0一 80 斤
。

我们对该公社同一坡地上相邻的灌木丛荒地与开垦后第二年的坡耕地

l) 省是指
“

在一个区
、

亚区或带内
,

由于距离海洋的远近
、

或南北纬度的差异
、

或所在地大地貌的不同
,

所联系的湿

度或温度不同
,

因而植被的摹系组或草系的结合也有不同
,

据此分为不同的植被省
。”

2 ) 贵州省亚热带作物综合考察队 : 贵州省安顺专区亚热带地区土壤考察报告
。

19 6 1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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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开垦前后土摇性能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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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对比研究 (表 2 及图 1 )
。

资料表明
:
坡地开垦二年

,

土层深度郎由原来的 32 一35

40203010
厘米减为 2多一28 厘米

,

土块紧实难碎
,

容重加大
,

孔隙

度变小
,

物理性能急剧恶化
,

透水性能大为减弱
,

有机

质及养分舍量也起了相应的变化
。

根据 H
.

A
.

卡庆斯

基 [ 2 〕建议的分散系数来看
,

未垦地的分散系数远较坡

耕地为小
。

这一切都充分表明
,

耕地如不进行合理的

水土保持措施
,

肥力迅速下降
,

理化性能恶化
,

将加剧

水土流失的进一步发展
。

(二 ) 不 同作物地块上的侵蚀

19 6斗 年 5
、

6 月份贵州普降多年少遇的暴雨
,

以兴

义地区为例总暴雨量为 2 30
.

2 毫米
。

侵蚀所成的沟纹

0 10 2 0 3 0 4D 5 0 6 0

时间(分)

图 1 坡地开垦前后土嚷透水性能

注 : 用便于野外工作的小型透水筒 (高
3。厘米

,

道径 10 厘米 )测定

�兴圆�理侧咪彩爷缓噢侧

在调查期间仍保留无遗
,

参照 C
.

C
.

索波列夫的土壤侵蚀典型地段调查方法 [3J
,

我们在兴

义巴 结公社的红壤 (页岩 )坡地上对作物的不同地块上的土壤流失进行了统计
,

根据地面

沟纹容积
,

计算沟纹侵蚀量
,

根据根系暴露情况估算了片蚀量
。

由表 3 资料可见
: 同为红壤坡地

,

流失量以未垦地为最少
,

而耕地中以甘蔗地为少
,

玉米地较大
,

棉花地流失最严重
。

因为甘蔗地系沿等高耕种
,

逐渐形成了水平阶梯的雏

形
,

且植株茂密
,

大大地削弱了侵蚀的发生
。

而棉花地由于 ,
、

6 月间尚处于苗期
,

植株幼

小
,

加之
,

株行距甚大
,

覆盖度小
,

根系固土作用薄弱
,

暴雨骤降
,

水流畅行无阻
,

造成了最

严重的流失
。

玉米虽亦属中耕作物
,

但在暴雨期间
,

植株已较高大
,

覆盖度较大
,

根系固土

表 3 不 同作物地段上的土级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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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加强
,

故而
,

其流失量介于棉花地和甘蔗地之间
。

由此可见
,

作物对暴雨侵蚀的抵杭

力随种类及生长期的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
。

表 3 资料还表明
: 同为玉米耕地

,

条件相似
,

但黑色石灰土的流失量远较红壤坡地为少
。

因为黑色石灰土有机质含量高
,

结构性良好
,

抗蚀性能甚强
,

加之
,

石灰岩山区耕地多处于露头攀林之间
,

地块极不成片
,

在很大程度上

阻」L了径流的汇集
。

(三) 坡式梯田上的侵蚀

兴义七 舍地处高寒
,

海拔普遍在 16 0 。米以上
,

作物以荞子为主
,

玉米
、

马铃薯次之
。

种一年荞子
,

撩荒 3一4 年
,

而后再种荞子
,

成为荞山
,

本地区勤劳的农民在长期与水土流

失斗争中修建了无数的坡式梯 田
,

从 山脚到山顶
,

阶梯层层
,

大大地控制了水土流失的发

10 20 3 0 4 0 5 0

时间(分)

图 2 梯田土嚷透水性能

一 展
。

由表 4 的分析资料可见
:
坡式梯 田的物理性能及

养分状况均较普通坡耕地为良
。

但其地面仍有一定的

坡度(3一 , 。

)
。

加之
,

修建时未能严格按照水平进行
,

~ 低洼处往往汇集水流
,

招致严重侵蚀
,

如不及时修整
,

常可引起切沟
。

故而
,

坡式梯 田与水平梯 田相较
,

仍有

不足之处
。

资料表明
:
水平梯 田的有机质及养分合量

贪 更高
,

容重
、

孔隙度及透水性能 (图 2 )均更趋良好
,

其

粘粒流失少
,

质地更为粘重一些
。

所有这一切都充分

说明
。

水平梯 田在防治水土流失中发挥了重大的效力
; :

刃403020100

�米国�迥凑睬趣迎用联长

修建水平梯 田最大的困难是工程量大
,

但可有计划地分次培成
。

表 4 梯田土盛性能对照

(兴义
,

七舍
,

红壤
—

页岩 )

项 目
土层厚度

(厘米 )

孔隙度
( %)

机械组成% /微结构含量%
质地名称

全
(1 , :

0
5

磷
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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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轻粘褒 万万)
-

认丁

坡式梯田 2 0一 22 5 2
.

3 7 重粘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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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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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lll 0
.

1 111

333
.

9 666 0
.

1777

�薰黑黑嚣百糯鳖器器搬

水平梯田

(四 ) 植被与侵蚀

植被条件对水土流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

这已成为无可置疑的事实
。

本地区内植被

所起的作用至为显著
。

我们在兴义七舍与望模打易就普通坡耕地与马尾松林地 (二十三

年 )及巴茅草地分别采取土样进行分析 (表 弓)
。

表 , 的资料充分说明
:
地面为森林植被覆盖良好时

,

土层深度甚大
,

物理性能良好
,

质

地较粘
,

有机质及养分丰富
。

而一旦开垦为耕地
,

如再加上耕作不合理
,

毫无水土保持措

施
,

水土流失就严重
,

土层迅速减薄
,

理化性能急剧恶化
。

然而
,

由于本地区气候较温暖
,

降水充沛
,

极利于生物小循环的进行
,

故 当坡地利用数年而被撩荒后
,

杂草丛生
,

灌丛接踵

而来
,

土地肥力又得到了较快的恢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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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植被对土级浸触的影响

质地名称}有机质
处 理 取样地点 }土壤

坡度
(度)

坡向
土壤
厚度
(厘米)

容重
孔隙度
(% )

机械组成% /
微结构含量%

> 0
.

0 1 }< 0
.

0 1 !< 0 0 0 1

毫米 毫来 毫米

(表土
,

% )

警通坡耕地
(玉米)

兴义七舍 2弓 }南东} 2 2 3 8 }斗8

月 .

} 7 1
.

2 8 }2 8
.

72 1 4
.

2 9
什 1 】- , 二尸 ~ , , , 寺

—
l

—l , 》
.

6 U } 斗
.

斗U } U l 吕
轻粘壤土 0

.

0 8 0
.

0 6

马尾松林地
(2 3 年)

,
}2 8

.

3 6 } 7 1
.

6 4 } 1 1
.

6 0
O 〕 l , , : , es, : es , l

一
l

—
}吕 /

.

2 1 } 1之 7 , ! U
.

之l
中粘土 5

.

4 6 0
.

1 8 0
。

1 1

普通坡耕地
(玉米)

望漠打易 2 7 )南西 , 2 0 3 5 14 9

八
! 7 2

.

9 7 }2 7
.

0 3 } 3
.

8 7
什U I

—
l ~ ~ , , ~ ~ , 二二 l

—}夕斗
.

, j } 》
。

U / } U
。

1 6
轻粘壤土 0

.

0 9 0
.

0 7

灌丛
,

巴茅草地
。

}3 7
.

8 5 }6 2
.

1 5 { 12
.

9 1
乡丫 }

一
l

—
l 一, - 二=

}廿匕
.

》斗 】1 1
。

斗白 】 U
.

之j
轻粘土 斗

.

14 0
.

1 1

调查地区土壤
、

气候
、

地形等诸条件虽有所相似
,

但由于植被破坏及保留状况不同
,

1 9 6斗年夏季暴雨对各地所造成的危害也截然不一
。

西南部兴义一带
,

人 口较密
,

以往遭

受旧社会长期掠夺式的耕作
,

植被破坏弦烈
。

同时
,

目前尚缺乏水土保持措施
,

耕作制度

及技术尚不够合理
,

以致所受危害远较册亨
、

望漠等地为甚
,

因为后述地区的原始森林虽

亦砍伐殆尽
,

但巴 茅
、

灌丛覆盖甚好(这与本地带气温较高亦有一定关系 )
。

表 6 资料也证

实了这一问题
。

表 6 196 4 年夏季暴雨对各地区的危害

耕地面积 (亩)
暴雨量
(毫米)

植被及土地
利用概况

农田危害面积(亩) 危害面积!危害面积}产量
地 区 占旱地面 ! 损失

总计 水田 旱地 总计 水冲 沙压
占耕地总
面积的% 积的% {(万斤)

兴义巴结公社

兴义七舍区

兴义顶效区

册亨县

1斗8 0

19 0 0

2 30
.

2 3 5
.

2 0

2 3 0
.

2 斗2 9 8

5 13 !6 0 2 30
.

2 38 斗O

1 2
.

3 3

1 8
.

3 5

7 6
.

2 9

斗0
.

0 0

0 0 0 }7

2 2 7

,

84 8

,

7 3 0

3 7 6 2 19
.

0

稀疏灌丛
,

草被
,

土地利用中等

植被玻坏严重

植被中等

灌丛
,

巴茅覆被
良好

1 1 14 3

1 6 5 5

斗
.

69

1 1
.

7 0

12
.

4 9

1
.

2 5 2 14舟
众所周知

,

土壤侵蚀主要发生在坡地上
。

故而
,

从各地坡地面积所受危害的百分率更

能看 出间题的所在
,

如兴义的这一系数为 12 一 3弓,

册亨则仅为 2
.

14 ,

而望漠危害面积甚

小
,

一

且不成片
,

故未作统计
。

(玉) 沟状侵蚀

现就本地区的沟状侵蚀的有关两个问题提出浅见
,

供作讨论
:

1
.

沟蚀的发生与发展
。

沟蚀在本地区发育甚为完善
,

但各地 由于条件不同而沟蚀状况亦不相同
。

我们观察

记载的侵蚀沟共 1 03 条
,

其中发生于砂页岩上的有 , 7 条
,

占 分
.

3 %
,

发生于第四纪沉积物

红色粘土上的有 41 条
,

占 39
.

8 外
,

发生于石灰岩山脚的仅 , 条
,

占 4
.

9多
。

可见
,

砂页岩及

第四纪红色粘土地区的沟状侵蚀至为重要
。

而在石灰岩山区则属次要
。

显然
,

这与母岩

性能紧密相联
。

砂页岩风化物和第四纪红色粘土层深厚
,

尤其砂页岩风化碎屑极为疏松
,

粘着力甚弱
,

雨后
,

土壤水分饱和
,

土体流动而逐渐引起崩塌
,

成为本地区沟状侵蚀发生的

主要原因
。

因而
,

其发展速度亦甚为惊人
,

如兴义七舍地区侵蚀沟每年增长三至五米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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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岩 山区母质坚实紧密
,

土层虽薄
,

径流虽大
,

但崩塌成沟甚难
。

虽亦有少数侵蚀沟
,

但

多发生于山脚坡积物上
。

2
.

沟状侵蚀的强度
。

目前
,

常用沟壑密度 [单位面积内侵蚀沟的总长度 (公里 /公里
2

) ] 作为该地区沟状侵

蚀弦度的标志卜6] 。 诚然
,

该系数也可说明一定间题
。

但是
,

它终究只能表示长度的概念
,

而很难全面地体现出面积的概念
。

我们知道
,

同等长度的侵蚀沟
,

其宽度往往相差甚亘
,

故而
,

我们除采用沟壑密度外
,

还建议以
“

沟壑面积率
”

作为沟蚀强度的补充标志
。

所谓
“沟壑面积率

”

郎单位面积(平方公里 )内沟壑面积所占的百分率
。

根据这两个系数
,

我们

对部分地区进行了统计(表 7 )
。

表 7 不同地区的沟壑密度及沟壑面积率

地地 区区 土 壤壤 母 岩岩 沟壑密度度 沟壑面积率率 植 被 概 死死
公公公公公里/公里

,,

公里军公里
,,,

兴兴义巴结公社社 红 壤壤 页 岩岩 0
。

2 000 0
.

00 333 植被覆盖及开垦利用中等等

兴兴义安章公社社 黑色石灰土土 石 灰 岩岩 0
.

0 333 0
.

00 111 植被破坏及开垦中等等

兴兴义七舍区区 红 壤壤 页 岩岩 1
.

6 000 0 0 2 000 破坏
,

开垦利用严重重

兴兴义顶效区区 红 壤壤 第四纪粘土土 2
.

5 555 0
.

0 3 666 马尾松覆盖良好好

册册亨城郊郊 红 壤壤 页 岩岩 0
.

1222 0 0 0 222 巴茅灌丛覆盖良好好

望望谋城郊郊 红 嚷嚷 页 岩岩 0
.

1斗斗 0 0 0 222 巴茅灌丛覆盖良好好

统计资料表明
:
调查地区中以兴义七舍及顶效两区的沟壑密度及沟 壑 面积 率 为 最

大
,

亦郎沟状侵蚀最为严重
,

大大地破坏了地面的整块性
,

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

而兴义

安章石灰岩山地的该二系数均属最小
,

其原因已如前述
,

为母质的影响所致
。

册亨
、

望漠

一带虽亦属红壤(页岩 )地区
,

但植被覆盖较为良好
,

故 沟状侵蚀的发生亦随之甚弱
。

三
、

小 桔

黔西南红水河上游各项 自然因素甚为复杂
,

土壤侵蚀发展严重
。

诸影响 因素对土壤

侵蚀起着综合的作用
,

各地因耕作
、

植被
、

土壤
、

母质及地形不同而侵蚀状况迥然不一
。

过

去耕作历史长久而又粗放不合理
,

植被破坏严重
,

地形陡峻
,

母质疏松(砂页岩 )的红壤地

区侵蚀最为严重
。

黑色石灰土抗蚀性能较弦
,

侵蚀量相对减少
,

但其土层浅薄
,

岩石裸露
,

径流系数甚大
。

由于耕作不够合理
,

冲刷严重
,

土地肥力降低甚快
,

普遍采用三
、

四年撩荒制
,

因本地

气候适宜
,

生物小循环进行迅速
,

经撩荒后
,

土地肥力又得到适当的提高
。

坡式梯 田较之平坡耕作具有显著的优越性
,

但水平梯田的效益更为理想
。

沟状侵蚀亦因地区条件不同而发展不同
,

其发展孩度红壤地区大于黑色石灰土地区
。

沟状侵蚀弦度的表示除
“

沟壑密度
”

外
,

还建议采用
“

沟壑 面积率
”

以作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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