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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山拜泉 下称本区 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
,

乌裕尔河流经其中
,

土地肥沃
,

是黑龙江省重耍产

粮区
。

本区分布着大面积的黑土
。

由于开垦时间

较久
,

地形起伏
,

士集粘重
,

加之降雨集中
,

士地利

用不合理等
,

水土流失严重
。
因此

,

防止水士流

失
,

保持与提高黑土肥力巳成为本区当前发展农

业生产的重耍任务之一
。

本区士族侵蚀据初步统计 在克山县全部耕

地中约占
,

拜泉县占 左右
。

如克山县

西大沟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
,

流失面积在 以

上
,

中度以上流失者达 。 强
。

土族年流失厚度

为 。 厘米
,

最大可达 匣米
。

据土集普查资料
,

克山县耕地中
, “破皮黄

” 、 “

懊泥岗川
、 “二黄土

”

等占 强
。

土地生产膺力降低
,

近年来已引起

有关领导与广大社员之重视
。

一
、

木区土公俊蚀特点及

蚀因案的分析

本区是黑龙江省士竣侵蚀最重的一个地 区
,

以片蚀为主
。
由于夏秋多暴雨

,

冬有冻层
,

融冻作

用对士集流失影响至亘
。

顺坡境作对加速士级畏

蚀有密切关系
。

影响本区士绒侵蚀的因素计有下列五 个 方

面

一 新构造落动 本区位于松嫩平原东北

部
,

属于松嫩平原凹陷带中的东部隆起带  
,

郎哈

尔滨
、

缓化
、

明水
、

访河一线以东地带的相对上升

区
。
由于地面上升

,

水系下切
,

斜坡上沟蚀活跃
,

但畏蚀沟的分支少
,

同时下切速度很快
。

结果
,

非

但坡面破碎
,

还加剧了片蚀
。

二 地形 本区地形起伏不大
,

相对高差

一 米
。

坡度一般 一‘
,

大于
“

者甚少
,

但坡面很长
,

一般多在 。一 米
,

最长达 。

米
。

坡面长啥加了汇水面积
,

加大了径流
,

井加

速了径流速度
,

冲刷力强
。

此外
,

随着坡度加大而

俊蚀加剧
。

三 降水 本区降水特点有二  降水

量分配不均
,
雨量大而集中

,

据 年克山嫩江

气象资料分析
,

年平均降水量为 。一 。毫米
,

一 , 月占全年降水量 左右
,

一 月约占全

年之毕
,

过于集中 桑雨多
,
强度大

,

连雨天

长
。

据 别尔格暴雨标准划分
,

日
、

小

时
、

小时的最大降雨量在 一 月一半以上属暴

雨
。

如 日最大降雨量为 一 毫米
,

降雨

强度为 一 毫米 分 小时最大降雨

一 毫米
,

降雨强度 一 ” 毫米 分
。

连雨天在 ‘一 月大于 天
,

最长 一 天
,

雨量

较大
,

占全年 一
。

在地形起伏
、

土集较粘重
、

特别在顺坡坑作条

件下
,
久雨多雨就必然加剧土集流失

。

据观测
,

第

一次降雨量为 毫米时
,

径流系数为 呼 ,

隔

小时
,

降雨量减至 毫米
,

而径流系数却啥至
,

可见连雨天长对本区黑土食蚀的影响之

大
。

四 土峨 本区黑土多发育于 黄 土性 母

质
,

但较一般黄土为粘
,

质地多数为粘城土
,

下部

可以是续粘土
,

加上母质中含有多量的滋脱石  
,

其湿涨千缩性很强
,

使士续在湿时孔陈大大减少
,

造成透水不良
。

但上部黑土层由于结构良好
,

透

水性也较好
,

故土续透水性与黑土层厚度有关
,
见

表

黑士表层有机质含量高
,
团粒结构的水稳性

也高
,

但士壤疏松
,

抗冲性较差
,

故黑土易受冲刷
,

特别是在降雨强度大而连雨天长的气候情况下
。

我们曹进行了黑土团块的分散情况试验 表
,
证

实了上远的看法
。

另外
,

由于食蚀
,

不少地方黑土

层很薄
,

黄土性母质接近地表
,
士维结构已很差

,

士级的分散度较高
,

抗蚀性也差
,

更易受侵蚀
。

少

冬

奋

工作中得到克山水土保持试验站大力协助
,

井得

到黑龙江省水土保持委员会邢志掌 同志的帮助

文成后经周陛助副教授
、

焦振家
、

石家垛
、

向开复

等同志提供有益意见
,

在此一并致谢
。

当地把水分过多
,

质地粘重
,

分布在起伏处之土

奥称为
“

核泥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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戮 黑土透水性能比桩

通过 巧 厘米厚土层试样
,

水头为 厘米
,

沮度 ”℃

土典名称
试样吸收时间
全部饱和 分

弦中中弱

取 样 深 度
厘 米

一

巧一

一

一‘

一

一

翻月一万两匆目月拥户匆
‘

极极极‘
小时

未全部饱和

小时

未全部饱和

无渗漏

无渗漏

无渗漏

透 水 速 度
落来 时

。

。

。

。

等 级

一 无渗漏

一

夕一

小时

未全部饱和

小时

未全部饱和

未全部饱和

未全部饱和

无渗漏
。

无渗漏

薄燕层土

弱弱极极
月,,‘甘‘沙七会

模泥岗
一

呜 一

无渗漏

无渗漏

吸收时间 指透水过程第一阶段土袅吸收水分全部饱和时间而言
。

按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奥研究所黑土队标准划分如下  每小时渗透速度 奄米者为极强 每小时

渗透速度 一 毫来者为弦 每小时渗透速度 一 奄米者为中 每小时渗透速度 一 落

米者为弱  每小时渗透速度 毫米者为极弱
。

获 黑土团块 的分散摘况砚测

泽

土 盛
取 样 深 度

厘 米

水

局部分散时间

流 水 中 米 秒

分
全部分散时 可

分

分有 分散

分有少量分散

巧

在水中 分钟 分

冲去凌角

冲去凌角

体积被冲失

散散未未

半分钟散开

半分钟散开

一、一,‘,‘

,

中层黑土

通

一

一

一

一

扮

团块直径 厘米
。

五 我业的不合理极份 本区大部为顺坡

抽作
,

城向不同
,

冲刷各异
。

顺惋的水土流失严重
。

另外
,

耕作粗放不注意培肥措施
,

多绝对休

背
。

其次
,

作物配置不当
,

地面被覆不均
。
国营农

场大部为麦一麦 豆
。

社队中耕作物占一半
。

月

前中耕作物对地面落本没有钮盖
,

月雨季来临
,

地面被覆仅 左右
,

中耕铲带后
,

表土疏松极

易冲刷
。

月麦收后
,

地面裸露
,

耕层浅
,

暴雨多
,

地板硬
,

水土流失显著
。

二
、

土续俱蚀方式

一 片触 它主要发生于耕地
。

轻微片蚀

一般不为人们所注意
,

但单位面积流失量虽小
,
而

总流失量却大得可观
。

由于土地利用种类及坑作

之不同
,

本区有六种片蚀情况
,
郎层状

、

细沟状
、

境

沟状
、

漫动层抉
、

断勒细沟状和斑状
。

后者只发生

在荒地
。

其中婉沟状片蚀是本区特有的一种形式
。

其侵蚀过程是由径流汇集于坑中
,

由上而下
,

随流

量增多
,

但径流下切过程 一般切到犁底层 中
,

伴

随着嵌入愉台的横向冲掏
,

其破坏力较大
,

流失盆

较多
,

一场暴雨后
,

整个城沟表土冲刷殆尽
。

本区对片蚀程度的划分还是初始
。

近年有曹

建平  
、

黑龙江省农业厅等 在这方面作了一些

黑龙江省农业厅勘察队 克山县河北公 社 水 土

保持规划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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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

但仍有下列问题儒耍解决 如分几级 分 与过渡层不明显
,

剖面对比建议用 层
。

级的主要指标是什么 本区仅见有轻度和中度的片蚀
,
从生产出发

,

根据黑土特点
,

片蚀的质的鉴定应为土层流 分 一斗级为宜
。

根据克山西大沟片蚀情况
,

依据

失厚度
,

这可根据剖面对比法  确定
。

本区 层 上述原则
,
作了如表 所列出的划分

。

农 竟山地区片协租度分妞

主主 要 指 标标 参 考 因 子子

十 层层 坡 度度 作 物 与 产 量量

流流失 生生生生育情况况

。。

较 好好

一 一 较 次次 一

一 一 次次 一
。。

较 差差 一

少
此级多出现在斜坡上

,

凹形坡中上部与斜坡下部

此级多出现在斜坡中上部与凸形坡中下部

此级多出现在凸形坡中部
,

凹形坡上
、

下部

多出现在凸形坡中部

 度度度度轻径中中

黑土 人 层初垦厚度
,

据实测与访间老农确定为 斜坡上部 一 厘米 斜坡中部 一 厘米 斜

坡下部 一 厘米
。

应用本表时
,

由于斜坡原始 层厚度不同
,

所以须按具体情况计算
。

玻 黑土区淘状食抽形态分类

地地 形形 侵蚀沟沟 主 要 形 态 指 标标 冲刷
、

沟蚀
、

运移方式式

部部 位位 类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深深深深 度度 宽 度度 深宽比比 横 剖 面面 纵 剖 面面面
米 来

斜斜斜 细 沟沟
。

一 呼呼
。

与斜坡一致致 以下切为主
,

逐渐延伸加长长

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坡

浅浅浅 沟沟
。

一
。

一
即即

基本与斜坡一致致 下切与横向掏冲同时进行行
飞飞飞飞飞飞飞厂厂厂厂

切切切 沟沟 一 一 一 上 游游 沟头出现跌水
,

上部部 以下切为主
,

溯源侵蚀加弦
,,

丫丫丫丫丫丫丫丫
与斜坡一致致 跌水呈台阶状状

切切 沟沟 一 一 一 下 游游 与谷底一致
,

唯跌水水 同 上上
’’’’’’ ’’

多多多

干干 谷谷 一555 < 0
.
‘‘ 飞一

户
ZZZ 自上而下逐渐变缓

,,

呈呈呈呈呈呈呈凹形曲线线

洛

今

(二)沟触 侵蚀沟因其所处地形
、

土质
、

发

育阶段不同而有不同之形态
。

根据调查资料
,

井

从生产出发
,

本区沟蚀划分指标有三: (l) 横断面

形态特征; (2)纵断面与斜坡的一致性 ; (3)深宽

比
。

它是本区沟蚀发育之重耍标志
。

据我们对不

同形态和各个发育阶段之食蚀沟的测定
,

其值变

化有一定规律性 (表 4)
。

以它作为沟蚀之度t 指

标
,

可以反映出各级沟道之食蚀阶段与时期特征
。

本区沟蚀可分四类 (表 呼
)
。

这样划分既符合

本区地形条件
,

又可将谷底与斜坡分开
,

便于采取

措施
。

三
、

防 蚀 措 施

本区地形起伏虽然不大
,

土攘肥沃而深厚
,

开

垦时间总的来说较短
,

但土维侵蚀还是比较严重

的
。

肥沃表土年复一年地流失
,

影响农业生产
,
因

此保持水土与提高黑土肥力是本区当前发展农业

生产的重耍任务之一
。

根据上述畏蚀因案的分析
,

本区浸蚀之防治

应该贯彻预防为主
,

防治结合的原则
。

在士地合

理利用统一规划之羞础上
,

实行综合治理
。

其中

以合理经营农业生产为主
,

其次扩大林业在防蚀

中之比重
,

井适当结合某些田间工程
。

(一)农业措施
1.合理调整肺向: 将顺物进行合理调整

,

以

防止土壤流失
。

根据本区春旱夏秋过湿之特点
,

在作物生长季节
,

不是土攘水分不足而是过多
。

因此调整婉向应以保土为主
,

不使积水致涝为原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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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则
。
因地制宜地推行

“

看地形
、

看土质
、

保住土
、

走

出水” 行之有效的改碗经验
。

在没有排水措施的

情况下
,

可考虑: (1)小于 2
。

的坡耕地
,

维持现

状
。

(
2
)

2一6
。

的坡耕地
,

改为斜愉
。

根据地形和

土质而定
。

例如馒头地做围山坑; 一面坡做斜坡

端或月牙埔
。

做到大弯就势
,

小弯取直
,

不扔地不

打格
。

横撤不耍等高
,

防兜水冲掏
。

斜墉耍有一

定坡度 (1
.5一2

。

为宜)
。

2
.

实行保土轮作
,

正确搭配作物
,

啥加雨季畏

被均匀性
。

密植间作混种
。

合理耕作
,

增施有机

肥料
,

以便改善土旗物理胜状
,

进而提高土攘抗冲

能力
,

同时种植绿肥
,

改变绝对休闲制
。

(二)林业措施

本区森林畏被率很低
,

分布不均
,

应逐步采取

措施
,

适当扩大森林面积 (占总面积 12 一巧 % 左

右)
,

在耕地中占 2一4% 较为合适
。
严重流失区

应大力曹造水土保持林
。

1
.

岗脊营造防风林
,

馒头岗造片林
。

2
.

水分调节林: 在坡长大于 1000米之漫岗
,

土维良好
,

宜在风蚀水蚀严重之坡腰因地制宜地

营造林带
。

3
.

营造灌木防冲带: (l) 在坡长小于 500 米

之耕地
,

每 50 一100 米造防冲带一条 (或与地界
、

道路等结合)
,

以代替地埂 ; (2)在天然汇水线处;

(3)在严重侵蚀的横坑水打沟中
。

4

.

零星片状造林: 适应于倾头地
、

前搭子地
、

水浸地等处
。

,
.
曹造固沟林: 根据部位不 同

,

有 下 列 几

种: 沟头防护林
、

沟坡造林
、

沟底造林
、

谷底造林
。

本区多漫川漫岗
,

谷底面积相当宽阔
,
可达 20 一

100 米左右
,
目前大部为荒谷

,

土维较好
,

是发展

用材林墓地之一
。

(三)田两工程

在综合治理前提下
,

对径流逐步实现蓄
、

缓
、

截
、

排配套措施
。

可行者有有触k沟
、

地边埂
、

水簸

箕
、

分水埂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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