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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侵蚀研究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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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墩研究所)

摘 共

本文概述了建国钧 年来土壤畏蚀研究的成就
,
以及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

讨

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
。

诸如 : 查明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现状 ;土壤侵蚀量预报 ;自

然侵蚀与人为加速怪蚀评价 ;土壤侵蚀过程和生态环境演变 ;土壤侵蚀
一
土壤生产力反应模型 ;

水土流失区的整治开发与大江大河治理及发展农林牧生产的关系
。

土壤侵蚀研究与水土保持有着密切的联系
。

土壤侵蚀侧重于应用基础的研究
,

例如土

坡侵蚀发生发展规律
、

土壤侵蚀预测预报
、

土城侵蚀动态监测
、

以及水保措施控制土坡侵

蚀的效益等
,

为水土保持规划和措施配置提供科学依据
。

水土保持属于综合性很强的应

用技术科学涉及到农
、

林
、

牧
、

水利
、

国土和环境保护部门
。

土壤侵蚀广义的讲应包括水

蚀
、

风蚀
、

重力侵蚀
,

有的把滑坡
、

泥石流等块体运动也包括在内
。

本文涉及的土壤侵蚀即

通常所称的水土流失
,

并侧重于水蚀
,

且限于我们研究工作中的体会进行了回顾
,

重点讨

论今后需加强研究的课题
。

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的研究在建国 40 年来
,

取得了很大的发

展
,

内容极为广泛和丰富
,

本文仅作重点方面的汇报
,

难免挂一漏万
,

不妥之处
,

敬请批评

指正
。

一
、

回 顾

我国丘陵
、

山地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
,

历史时期以来
,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开垦的加

剧
,

水土流失的问题愈来愈突出
。

早在 4 。年代初期宋达泉
.

朱显漠等老一辈土城学家
,

在

江西首先开展了土城侵蚀调查制图工作 ;在甘肃天水
、

陕西长安
、

福建河田和四川内江先

后建立了水土保持试验站
「
l’o

建国以来
,

由于党和国家领导的重视
,

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措施
,

水土保持工作

有了根本性的重大的发展
。 19 , 7 年成立了全国水土保持委员会

。

从中央到地方
,

建立了

行政领导部门和科研机构 ; 至今全国各类试验站(所 )已达 80 处以上 [1] 。

人才培养逐年有

发展
:
先后近 10 所高等院校设立了水土保持系或水土保持专业的本科班与大专班

。

多

数农林院校开设了水土保持课程
,

或举办短期培训班
,

一些农
、

林
、

水专科学校也相应设立

了水土保持专业
。

60 年代起
,

北京林业大学向全国各地不断输送水保专业人材
。

至今
,

不少人已成为科研
、

生产和教学岗位上的骨干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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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40 年来
,

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科研工作的进展与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 密 切相

关
,

其主要成就综合如下
。

(一 ) 土谁住蚀与水土保持缘合考察及区划
、

规划

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是
“
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

”

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

50 年代

初期
,

国家就把治黄放在重要位置
,

制定了治黄规划
,

下达了水土保持考察任务
。

组织了中

国科学院
、

农
、

林
、

水利各个部门及高等院校等有关单位
,

有很多著名学者和专家参加
,

19 , 7 年起还邀请了少数苏联专家参加的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
,

下 设

地质
、

地貌
、

土壤
、

植物
、

水文气象
、

农牧
、

森林和经济等 8 个专业组
。

在黄河流域进行了多

次考察
。

1 9 5 , 一 l, , 8 年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
‘,

规模最大
,

取得了一批宝贵的基础资

料
、

图件和系列成果
、

先后出版了包括 自然区划
、

农业
、

林业
、

梯田
、

黄土
、

水土保持规划等

各类综合报告和专著近 10 本
。

不仅为制定治黄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

同时对以后进行土

城侵蚀与水土保持产生了重大 影响
。

如所进行的 11 个小流域的水土保持规划
,

首次确定

了以小流域为单元的治理模式
,

为后来开展大规模的流域治理
,

取得了经验
,

起到了示 范

作用
。

特别要提到的在考察期间
,

黄秉维
、

朱显漠
、

席承藩等专家tz 一 ,1 对黄土高原的土壤侵

蚀类型
、

分类原则和土壤侵蚀分区等
,

进行了大最开创性工作
,

指导了考察任务的完成
,

并

为我国的土壤侵蚀学科奠定了重要基础
。

1 9 5 9一 196 1年
,

为配合长江流域的规划
,

国家又组织了中国科学院有关单位与长江

流域规划办公室协作
,

在三峡以上地区进行了土壤侵蚀综合考察
,

完成了长江流域的土

壤区划报告和图件
“, ,

为当时长江流域水土保持规划和经济建设提供了 必要 的 科 学 依

据
。

19 8 0 年后
,

以国土整治为中心大江大河的治理纳人了国家
“

六五
”

与“七五
”

计划
。

把

防治水土流失作为国土整治的一项重要内容
,

并作为治理江河
,

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根本

措施
。

为查明 扣 余年来水土流失控制的状况
,

长江
、

黄河
、

海河
、

淮河
、

珠江
、

辽河和松花江

流域
,

以及南方山地
,

在 80 年代分别进行了全面的
、

或重点 县和重点流域的土壤侵蚀考

察
。

例如长江流域 10 省 13 个水土流失重点县的调查资料表明一 1 9 82 年为这些县的水土

流失面积比 50 年代有所扩大
,

增加 37 一 75 多
,

最多达 26 5 外
。

珠江流域三个重点县的潞

查说明
, 19 8 4 年匀广东德庆县由于坚持长期治理

、

连续治理
,

所以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县面

积的 16
.

7多减为 9并 ; 其他两个县的水土流失面积均比 50 年代有所增加
。

在考察中并开始应用遥感技术手段
,

提高了考察的效率和水平
。

在水电部主持下
,

19 8 4 年开展了应用遥感技术编制全国和各大流域土壤侵蚀图 (比例尺分别为 1 : 2 5 0 万和

l : 5 0 万)
。

1986 年起
,

根据国家
“

七五
”

攻关项目要求
,

继 50 年代后
,
在黄土高原又进行了大规

l) 含克丽
, l, 8 4: 黄土高原土地资派的合理利用及水上流失综合治理研究

,
中国科学院 2 0。。年科研规划纲赞

背景材料
。

;}
长江琉城水土流失宜点县调查综合报告

。

珠江流城水土流失t 点县调查综合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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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的治理开发综合考察
,

预计对查明水土资源和水土流失现状
,

可取得新的进展
。

80 年代黄土高原的综合考察与 50 年代相比
,

深度上有进展
,

且宏观调查与典型调查

试验示范相结合
,

生产治理的目标比较明确[71
。

’

其主攻目标是拟定综合治理开发方案
,

为

领导部门宏观决策提供依据
。

长江流域三峡库区的土坡侵蚀调查表明
,

库区总产沙盆达

1
.

56 亿吨
。

每年输人长江的泥沙量为 4 千万吨
,

对阐明库区产沙量和人库泥沙 t 提出了

可靠的数据
,

对评价三峡建设提供了必要的依据
L33. 361

。

而且通过综合考察又丰富和发展

了土壤浸蚀学科的内容
,

还提高了理论水平
。

史德明
‘.l
等结合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重点县

;的调查
,

尝试编制了土壤侵蚀程度图和土坡侵蚀潜在危险图等
。

不论从方法上
,

还是从内

容上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

(二 ) 土城怪蚀机制和定 t 评价

降雨
、

地质
、

地形
、

土坡和植被是影响土壤侵蚀的五大 自然因素
。

进行单因子的土壤

俊蚀机制的观察研究和定最评价
,

是建立各因子参数和开展土壤侵蚀量预报的基础工作
。

黄秉维的研究指 出
〔,] : 提高土壤人渗率是减轻水力侵蚀强度的重要途径

。

朱显澳根

据土壤片蚀与沟蚀的机制
,

早在 19 , 9 年[10J 就指出 : 应把土城抗蚀性区分为抗蚀性与抗冲

性两种性能
,

以便采取不同水保措施
。

通过植被对保持水土和提高土坡抗冲性的作用
,

朱

显漠强调 tll 一 。’,

应把强化降水就地人渗作为水土保持的战略方针
。

降雨因子
,

尤其是暴雨特征和年暴雨次数是影响黄土高原侵蚀的主要外营力
。

王万

忠圈研究指出
:
引起侵蚀的降雨次数平均每年为 6 次

,

周佩华等
L, .l 利用人工降雨装置研

究了降雨强度与降雨动能的关系
,

并建立了数学模型
。

江忠善等
L, ”
分析了天然降雨强度

与降雨动能的关系
,

也建立了数学模型
。

关于坡度
、

坡长
、

不同植被
、

不同作物和不同耕作方法对土城侵蚀量的影响
,

黄委会的
一

绥德
、

天水
‘, 、 西峰

”
试验站等

,

通过田间径流小区和小流域的定位观 测
,

积累了大量数据资

料
。

以上数据资料阐明了土壤浸蚀规律的因子机制
,

对于开展侵蚀盘预报尚有距离
。

江

忠善和牟金泽
L‘卜

‘, ’
在研究了降雨

、

洪水等因子与产沙量的关系
,

在此基础上
,

他们进行了

建立小流域的土坡侵蚀最和产沙量预报模型的尝试
。

史德明和杨艳生
’‘卜

‘, ’
在南方花岗岩

地区进行了降雨径流因子
、

土壤人渗性和浸蚀机制的研究
。

他们应用数值分析法
,

对评价

土壤流失
、

土坡潜在危险及建立预报方程作了尝试 ; 对剖析南方花岗岩地区的土城机制和

侵蚀呈预报取得了重要进展
。

人为破坏植被
、

不合理开垦对加剧土壤侵蚀的作用
,

已取得了多方面的研究资料
。

史

念海。0J从考证历史资料
,

朱显漠“
,
从土地利用结构

,

唐克丽
〔, l] 从调查坡耕地水土流失状

况
,

分别论证了人为加速侵蚀对侵蚀
、

产沙
,

新增人黄河泥沙 t 的影 响
。

陈永宗算出 30 年

来黄土高原侵蚀 t 达到 22 亿吨
,

其中人为加速侵蚀新增 t 为 6 亿吨
。

蒋德麟训通过对小

流域泥沙来源的调查分析
,

指出谷坡开垦是增加沟谷来沙t 的重要原因
。

关于黄土高原土壤侵蚀规律的研究成就
,

陈永宗因已作了较全面回顾
,

在此不再赘

述
。

回顾 40 年来
,

水土保持工作在不断进展
,

而且取得了成效
。

50 年代初探讨的小流域

l) 天水水土保持试脸 站资料汇编
。

2 ) 甘肃西峰水上保持试验站资料汇编
。

屯

价

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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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综合治理模式在长期实践中得到了不断地完善和提高

,

现在已经全面推广
。

已成为水土

流失整治的主体模式
。 “

黄河流域的小流域综合治理和大面积水土保持措施的研究和推

广
”

的科研成果
,

在
“六五”

期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水坠坝的试验成功
,

在筑坝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
,

提高工效 3一 6 倍
,

降低成本 60 外
,

黄土高原的坝库建设出现了高速度的发展
。

据张胜利〔2 , ,的分析计算
,

坝
.

库工程拦蓄泥沙

量为 2一3 亿吨
。

梯田为我国群众最宝贵的经验
,

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
。

方正三困等在 50 年代初
,

对

梯田进行了科学总结
,

对推动梯田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

同时在国际上影响也很大
‘》。 1 9 8 ,

年在四川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梯田学术讨论会
,

收到有关论文和报告 80 余篇幻。

40 年来全
.

国新修梯田已达 1 亿多亩
,

其中黄土高原达 4 千万亩
。

黄土高原降雨量在 40 0 毫米的半干旱地区
,

飞播造林种草获得成功
,

对加速黄土高原

的绿化找到了新途径
。

该项成果与
“
水坠坝

”
同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二
、

展 望

每

我国水土流失严重的程度为世界所瞩 目
,

直接关系到当前的粮食问题
,

以至环境保护

与子孙后代的生存问题
。

国家已给予切实的重视不仅在
“

七五
” ,

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

期内
,

持之以恒
,

集中攻关
。

在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科研方面虽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在
一

生产实践中发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

但面临严酷的现实和今后的艰巨的任务
,

应进一步

明确攻关的核心和关键
,

以能抓住主要矛盾
,

加快步伐
,

推进水土流失的整治和效益
。

据
.

我们的体会和认识提出以下需加强研究的间题
,

进行讨论
。

(一) 查明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现状

家底不清直接影响规划和决策
。

我国水土流失面积
,

据 50 年代初统计为 150 万平方

公里
。

但这些数字
,

严格来说是依据不清
,

不完全可靠
。

所以近 40 年来
,

我国水土流失面

积倒底是增加还是减少了
,

仍难以作出回答
。

这样一方面现状不清
,

另一方面 50 年代基
:

数的可比性又不清
。

近年来
,

应用遥感技术
,

虽已取得了一些数据
,

但各地解释的方法和

标准不一
,

采用的航片
、

卫片的比例尺不统一
,

精度有很大的差距
。

关于这个问题
,

最近我

们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川
。

家底不清
,

数字不确切 ; 实查数与统计数不吻合 ; 已成为当前解决问题的重大障碍
。

情

祝不明
,

就可能作出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决策造成大的失误
。

建议组织全国性的联合攻
‘

关
,

完成水土保持清单(包括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现状 )
。

建议首先研究确定待查项 目的

指标
、

清查方法
,

然后建立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数据库
,

作为今后对比的起点
。

(二 ) 土族俊蚀 t 预报棋型

美国通用流失方程 (U sL E ) 的问世
,

在 70 年代成为国际土壤侵蚀学界的讨论中心
。

我国也进行了参考应用的尝试
。

但该方程仅说明年均流失量
,

对美国来说
,

代表性也有限

度
。

自 8 0 年代起
,

美国正着手于新的水蚀预报模型的研究 (W E PP)
。

我国地域辽阔
、

地
. . . . . . . 目. . . . . . . .

l) 方正 三等 , l , 8 1: 中国货土高原的禅田
。

第二届国际土城保持会议论文集
。

z) 农学会: 全国梯田学术讨沦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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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复杂
,

土坡侵蚀类型地域差异明显
。

侵蚀 t 预报模型的建立
,

需要依靠一定 t 的实验数

据
,

包括 田间定位观察与人工降雨试验 ; 另一方面要求综合大最的数据进行计算机处理
。

.

必须依靠大协作才能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工程
,
为此要求分工负贵协同作战

,

尽 t 进免低

水平的 t 复和不必要的浪费
。

例如在黄土高原就已建有 50 0 个以上的田间径流小区
,

但
-

相互信息不通
,

因而就不能充分发挥数据资料的应有作用
。

(三 ) 自然俊蚀与人为加速怪蚀的评价

这个问题在黄土高原比较突出
,

并出现了一些争议
。

地质和地貌学家田
一川从黄土地

.

质
、

黄土地貌及黄河河道的发育过程来研究土坡侵蚀规律
。

他们提出在地质时期已发生黄

土侵蚀
,

黄河就是含沙河流 ; 又根据黄河下游冲积扇发育模式计算出 3 0 0。年前黄河的年

输沙量为 10
.

75 亿吨
。

地球化学工作者运用环境地质方法研究得出山
, : 黄土侵蚀是一个

物理风化为主的机械过程
,

不应把黄河看成是生态破坏的象征
。

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
,

考

证了历史时期人为破坏植被对加剧土坡侵蚀的影响
。

而土壤工作者从黄土的沉积
、

成壤过

程及人为破坏植被或水保措施的活动
,

阐明了生态环境演变与土壤浸蚀的密切关系
。

近百年来
,

尤其近 40 年来
,

由于人口猛增导致毁林毁草开垦加剧的现象很严重
,

人为

加速侵蚀比较突出
,

这方面现还缺乏较确切的定量估算
。

从已报道的自然侵蚀最估算
,

也

需要再作深人的探讨
。

自然侵蚀与人为加速侵蚀的评价
,

直接关系到今后水土保持方针和治黄决策的重大

问题
,

关系到对黄土高原治理布署的战略方针
,

理应列为黄土高原治理及治黄攻关项目中

的重点课题
。

(四 ) 土城住蚀与生态环境演变

植被破坏
、

生态环境恶化影响土壤侵蚀的发生发展 ; 土壤侵蚀的加剧又导致土壤退

化
,

土地资源破坏
、

河床淤积
,

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

如此恶性循环不已
。

过去的研究多侧

重于土城侵蚀对河流泥沙t 的影响
,

对环境演变的研究尚未引起重视
。

特别是生物气侯

的变化
,

往往已成为恢复或重建植被的限制因素
。

如当前对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生物措

施效益产生怀疑的根源
,

就是在于对土壤侵蚀与环境演变的关系缺乏研究
。

对于这个问题
,

建议应从历史时期开始
,

系统分析历史资料
,

并以近百年来人为活动

的影响为重点
,

研究土壤侵蚀与生态环境演变的相互关系
,

时空变化特征
。

建立动态监测

试验区
,

建立土壤侵蚀
一

环境演变模型
,

进行趋势预测
,

并为世界
“

全球变化
,,

研究项目
,

提

供子模型
。

(五) 土滚俊蚀
一

土滚生产力反应棋型

自 8 0 年代起
,

这一问题为世界土壤保持学界研究关注的中心
,

也是世界粮农组织要

求回答的问题
。

重点在于对现有土奥资源生产力及土壤侵蚀发展趋势的预测
,

直接关系

到世界粮食生产的未来及土地承载力的估算
。

我国的土壤学和土坡侵蚀工作者
,

尚未注

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及其深远意义
。

笔者L3lJ 曾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与土壤退化问题作

过初步探讨
,

但尚未与生产力联系起来
。

所以
,

该问题的研究必须开展全国性的联合攻

关
,

不仅要对目前土城侵蚀
,

土坡退化
一生产力作出评价

,

并且要求结合今后土壤侵蚀的趋

势
、

土城肥力的潜力
、

生产条件和投人的孪化作出评价估算
。

这既是一项非常实际而紧迫

的研究课题
,

又是一项事关子孙后代的百年大计
。

在中国人 口如此密集
、

土壤资源又如此

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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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珍贵的情况下
,

该项课题应当列为国家重大的战略措施
。

(六 ) 水土保持与大江大河的治理和发展农林枚生产的关系

我国水力保持工作的特点在于和大江大河的治理紧密联系
,

尤其对黄河来说更有其

索迫性
。

河流泥沙专家钱宁网研究了黄河下游河床淤积泥沙的来源问题
,

取得了突破性

的进展
。

他指出下游河床淤积的泥沙主要由大于 0
.

05 毫米的颗拉所组成
,

它们主要来自

河 口镇至龙门区间
。

因而集中治理该区间的水土流失
,

控制大于 0
.

05 毫米粗颗拉泥沙人

黄
,

成为制定水土保持方针的主要科学依据
。

对此
,

蓄水拦沙的坝库工程措施发挥了主体

作用
。

三峡工程的建设和促使长江流域的泥沙问题已提到了重要议事 日程
。

史德明 L33] 和余

剑如国等研究总结了长江流域土 壤浸蚀和泥沙输移的特点
:
流失的 物 质 粗

,

输 移 比 小

(。
.

3 左右) ; 进人长江的泥沙主要来自金沙江和嘉陵江
,

占总量的” 务
,

所以
,

该两江流城

被确定为水土流失整治的重点区
。

大江大河治理的紧迫性
,

促进了水土保持
,

而水土保持不仅为治河
,

同时也是发展该

地区农林牧生产
,

改善生态环境的根本性措施
。

例如长江流域的土层很薄
,

一般不足 1

米
,

不少地区的土层仅 20 一30 厘米
。

剧烈的水土流失已导致一些地区的土层全部流失
,

农民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

被迫迁移洲
。

但近年来
,

对于水土保持是不是治黄或治理长

江的根本性措施的认识不一
。

因此对于水土保持与大江大河的治理以及对发展农林牧生

产的关系
,

需要进一步深人研究
,

因为这关系到沿江沿河开发的决策
,

同时也关系到水土

保持的方针和决策
。

(七) 水土保持与土地益治和开发的关系

我国人口众多
,

按人 口平均耕地面积约为 1.4 亩
,

说明后备土地资源不多
,

且随着人

口的增长
,

人多地少的矛盾将日益突出
,

因此
“
十分珍惜每寸土地

、

合理利用每寸土地
,

是

我国的基本国策
” 。

目前有些地区已经发生
“
土城危机

”
甚至

“
生存危机

”

继续任其流失必

然失去更多的土壤资源和土地资源
。

但水土保持必须与土地整治和开发利用密切结合
,

才能使地尽其利
、

物尽其用
。

关于水土保持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问题
,

近年来也出现了

争议
。
特别当无效的见解较多时

,

水土保持工作似乎出现危机
。

于是相应发展了一个新

的课题
,

即水土保持经济效益的计算
。

我们认为对于任何生产性或 商业性的经营
,

应该要

求其经济效益
,

但必须同时有经济投人
。

但对于水土保持的经营
,

通常只是投劳力
、

挖土

地
,

而不投资
,

也不投肥
,

却要求其经济效益
。

这样的结果是土地越挖越贫
,

产出越来越

少
,

又从何来指责没有经济效益的过失
。

广东省在领导
“
韩江

、

北江上游水土流失综合整治
”

项 目中。 ,

从立法
、

组织
、

资金
、

科学

技术等方面进行全面 落实
,

创造 了治理与开发相结合的好经验
。

在治理中不仅投劳力
,

而

且投资金
、

投科学技术
。

对于寸草不生的崩岗沙地
,

狠抓改土培肥
、

引进优良品种等措施
.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
,

即取得了产出大于投人的明显效益
。

总之
,

土坡侵蚀与水土保持不仅是一门自然科学
,

也是与社会经济发展
、

生产方式
、

生

产条件密切有关的社会科学
。

如果忽视了后者
,

前者的发展将受很 大影响
。

l) 中国土峨学会土坡怪蚀专业委员会
, l, 8 8: 加速流失治理的若千经脸和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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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 语 奄

建国以来
,

土坡侵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

为水土保持规划和为大江大河的治理

提供了必要的依据
,

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但是另方面土城侵蚀的问皿

仍很严重
,

一些地区仍有发展趋势
,

酝藏着潜在的危险
。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治理 已列人

“七五
”

攻关项目
, “
八五

”

将继续向深广发展
。

然而
,

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是全国性的间

题
,

文中列举的七个问题是带有全国性的意义
,

必须组织全国性的大协 作
,

进行联合攻关
。

建议组织有关专家
、

教授
、

学者共同讨论联合攻关项 目
,

为水土流失治理
、

发展生产
、

整治

河流作出更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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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lv记
, su c h as 以

e rta in in g th e p r e se n t sit u a tio n o f 5 0 11
一

w a te r lo ss es a n d c o n s e r v a t io n , 5 0 11 e ro -

s io n p r ed ic tio n ,

栩es m e n t o f n a tu r a l e ro sio n a n d a r tifie ia lly a e e ele r a te d e r o sio n , 5 0 11 e r o 、io n

P roc o es a n d “0 1娜“1 e n v ir o n m e n t e v o lu tio n , 5 0 11 e r o sio n 一5 0 11 p ro d u c t iv ity r e a e t io n 争a t‘e r n s ,

.

耐 the
r el. 幼o n shiP be tw ee n the c o n tr o l a n d d e v e lo P里1 1 e n t o f e r o d e d a r e a s a n d ha r n es sin g o f

ri ve r s o n the o n e h a n d
, a n d tha d e ve lo p m e n t o f p r o d u c tio n in a g r io u ltu r e ,

for es tr y a n d a n im a l

卜世恤n d r y o n 山e o the r
.

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