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中游梯鲍及其增产措施的研究
、

一 黄福珍
一

周玉麟 虞鬓敏 歼
、

珍 j l J作款

璧羁熙袋嵌履黛蒸教
)

器鬓逻 {羹
解在

·

地流黄温
,

粗横沟壑年年长
,

眼看有地不打粗
。 ”
步

一

分形象的反映了它的自然面貌及生产状况
。

放后在党的英明颁导下
,

掀起了翠众性的水土保持达动
,

迅速地改变着黄土高原的自然面貌
。

水土保持各项措施中
,

梯田是草众长期与水土流失作斗争的一项伟大肩u造
。
为了进份步发挥梯田

的效益
,

促进山区农亚生产
,

现将黄河中游梯田 的类型及其增产措施分珊衬萧如下
:

、

梯田的类型及效益

黄河中游梯田大多分布在 护月
” 。
的坡地上

,

各
删

式虽有不同 `但主要可分为兰大类型 “即

坡式
、

隔坡和水平梯田 (图 1 )
,

隔坡梯田又分复式和圳式二种
,

所韶坡式梯田 (或称地埂 )是在坡地

多O七」乞乙上

渗透系数

, · - - -

一
Q 为瓤土坡

图 1 黄河中游梯田类型示意图
(时简

,

分 )
·

图 2 水干梯田和玻耕地土缓的渗透性能

王沿等高藏相隔一定距离修筑地埂而成
,

而隔坡梯田是把规划好的坡地
,

下部先修成水季
,

上部保

留原坡地形
,

以后加修一台水平梯田或逐渐加竟梯田
。

前一类型方法商单易行
,

但水土保持和农

业增产效益较差 ;后者修筑虽较省工
,

但需逐年施工
,

而且拦菩能力和增产效益都不及水平梯田
。

根据观测桔果
,

表明水平梯田是彻底擦制水土流朱的墓本措施
,

虽然施工时用工量较隔坡梯 田稍
多 20 一 3 0 务

,

但宅具有一系询优 点注要表现在三方面
:

一 、

1
.

蓄水保土
,

防止冲刷 根据陕北的观测
,

在一次降雨 1 0歹
.

8 毫米
。

延覆时简 18 小时的暴雨

下
,

2 2口 坡地每亩发生径流 1 7
.

9 公方
,

冲失表土 1
.

兜 哺
,

坡式和隔坡梯田也分别发生径流 石
.

3 8 和

.11 1公方
,

冲失表土 。
。

58 和 。
.

33 咙
,

而水李梯田则无径流及冲刷发生
。

从土壤渗透能力看 (图
2 )

,

梯由渗透性能大大加验
,

半小时以内渗透率比坡地平均增加 3多务以上
,

而到叩分钟以后
,

才

参加轼敬工作街有山西水土保持站
、

山西农业科学院
、

陕西农业科学院
、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土奥研究所及兰州水土保

持站部分人具
,

特此志瓢
。 、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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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类梯田不同季节土壤水分动态

2
.

便利耕作
,

促进生长 随着坡地水平程度的提高
,

作物种植面 积相 应增大
,

从表 1可以看

出
。

隔坡梯田 的水平部分只占修筑面积的 竹外
, 圳式和复式分另lJ占 斗0外和 2多多左右

,

而水平梯

表 1 不同梯田水平面积上L较表

梯 田 类 型 原修筑面积 今长今 地埂 占地 (%) ! 水二部偷积眯叫
·

坡地面积眯 ,

坡式梯田

隔坡梯田

复式梯田

圳式梯 田

水平梯田

13 3 3

1 3 3
.

3

1 3 3
.

3

13 3
`

3

1 3 3
。

3

19
。

6

1 0
.

3

6
。

3

1 2
.

2

1 6
.

了

3 2
.

奋

5 2 6

1口尽
。

斗

1 0 7
。

2

5 3
.

0

9 2 3

6斗
.

3

O

田作物种植面积则可高达 81 拓以 上
。

由子水平梯田 的田面平坦
,

耕作
、

管理效率可比坡地提高

20 司
3买

。
同时由于能够制

一

止肥土冲失的威胁
,

士壤肥力及水热状况不断改善
,

作物生长健壮
,

根

系发达
,

据测定
,

总根量一般此坡地增加 18 一 3 1拓
,

平均穗长也有明显增加
。 -

.3 肥力增长
,

产量上升 随着梯田修筑和耕作年限的增加
,

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不断上升
,

从

彭砂
可“ 砂叭第

`
年有机盾平均此坡地提高 2 2另

,

全氮增加 i 倍以上
,

第 4 年提高 钓拓
,

缸
水平梯 田土瓤巴力增是清况

.

~~~ ~ 、
`
_ 、

~~~ 有 机 盾盾 全 氮氮 速 效 性
··

水分含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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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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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

一一年梯田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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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00 0
.

0 6777 斗
.

1 00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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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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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年梯田田 0
.

石牛牛 Q
.

O7 333 1斗
.

1000 5
.

222 1住
。

111

四四年梯田田 0
.

6 111 0
.

1 1 111 1牛
.

Q
---

5
.

888 1 1
。

666

注 : 1
.

水分为 0一7 0 福参长内的干均 ; 2
.

养分为 。一允厘滓泊勺
·

平均
。

下 _
「

一
`

全氮也增加近 “ 倍
,

其他速效养分以及水分含量亦有增长的趋势
。 - 、

?

一随着土壤的水浦巴条件改善
,

作物产量不断上升
,

如以晋北暖泉为例
,

厉年施肥量只 20 担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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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靓明 了水平梯 田对水士保持和农业增产的互大优越性
。

但是
,
梯田新修

筑时
,

由于切土
、

琪士部位的不同
,

土壤养分及水分状况也存在明显差异
;

从表 3桔果可以看出
,

琪士部位的养分含量相当或略低于坡地
,

有机置比坡地多八%左右
,

水分乎均却减少 16 多左右
,

切

表 3
一

水平梯田不同部位土攘理化分析桔果

类 另lJ

瓜 三三三上
淤 水分为纵厘米内的平均

,

其他填目为
.

匆
殿娘

的干均数
。

,

士部位的养分则较坡地显著降低
,

有机盾平均减少 1 2另
,

厂

全氟降低 2 、 多左右
,

速效养分也有明显

(睁 下旱期
3 宽度 (来 )

奋
/

限度八履来甲

~ 一 沟暴耐
度 气来 )

课度ǎ厘悉

图 4 水平梯田不同时期土壤等湿搔断面图

_

行降
,

土壤紧实 (孔隙率诚少 2
.

3并左右 )
。

除此以

外
,

在不 同时期
,

切士弄口琪土部位无壤水分动态

也有很大差异 ; 从图 4 可以看出
,

整台梯田土壤

等湿耪是由切土向琪士部分顺斜
,

一般外铆水

分比内侧的减少 20 一 3。另
,

旱季更为明显
。

但

雨后土壤水分出现一个新的平衡
,

在一般降雨

后
,

琪土部位渗捶能力较弥
,

在表层 初厘米内

士壤水分增长较决
,

出现一个暂时优势
。

但在暴

雨以后
,

表土 20 厘米迅速被袍和
,

士壤等湿藏接

近平行
,

但下部等湿擒向外倾料的趋势没有改

挛6 由于水肥不匀
,

过丢曾握有人款为
,

新梯 田

减产是一种必然现象
。

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

因

为新梯田永肥不匀的现象
,

_

只是客现存在的暂
时现象

,

假如只看到这一点
,

而设有充分靓贰梯

由发展的主流和人类生产劳动的积极作用
,

就

会削弱我卿对改造自然
、

战胜困难的信心
。
当然

只看到梯田的优越性
,

而不重视克服这些暂时

的缺点
,

同样也会使农业生产受到影响
。 因此

,

为了充分发挥梯田的优越性
,

保征新修梯田 当

年增产
,

必填研究梯田的特性和内部演变规律
,

进而掌握它的特性和规律
,

采取各种增产措施
。

二、 梯田增产的主要措施

瓜 保留表土 保留表士对审l梯甲的增产具有重要意义
。
从表 斗浮占果可攀看出

,

梯田保留表士

.

1 6
`

.



表 魂 保留及不保留表土对土壤养分及作物座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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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斗斗 0
.

03 55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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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

者
,

表层 20 厘来土层 内的养分合量均有提高
,

作物产量也有增加
,

如小麦较不保留表土者增产达

” 务以
一

上
,

谷子也提高 21 务
,

这充分靓明保留表土的效果
。

但是由于施工斡费劳力
,

往往不能做

到完全保留表土
,

因此今后必镇进一步研究施土方法和工具
,

以克服劳力不足的矛盾
。

.2
一

合理深耕 深耕可以促进梯 田增产
,

尤其切土部位效果更加显著
,

从梯田中的士壤理化性

盾测定拮果表明
,

一般深耕 吓寸
、

1尺和 1
.

5 尺
,

容重分别降低 弓一 11 多
,

孔隙则增加 6一10 多
,

土

壤耕性得到改善
。
但从土壤水分测定桔果表明 :在一般季节深耕和不深新

,

土壤水分差异不大
,

而

在雨季其含水量随深度而略有增加 (豹 2一 7 % )
,

旱季员。相反
,

随着深耕深度增加
,

而有减少趋

势
,

从 7 月测定拮果可以看 出
:
深耕 6 寸

,

含水量为 1 0
.

2拓
,

深耕 1尺
、

1
.

, 尺和 2 尺
,

含水量分另U

此深耕 6 寸减少 7 多
、

2斗多 和 杜肠
。

、

从作物产量来看
,

以深耕 1 尺增产效果最高
,

小麦此不深耕的增产 村 多 ; 而深耕 上 , 尺者
,

只

增产 2 , 务 ; 深耕 2尺者
,

产量反有下降趋势
。

因此
,

在于旱和半干旱地区
,

在 目前灌溉较差
、

肥源

不足的条件 下
,

梯田深耕深度暂以 .D 8一 .1 2 尺为宜
。

一
’

3
.

合理施肥
一

增施有机肥料是梯田增产的重要措施
。

根据稠查和拭脸桔果
,

关于合理施肥尚

题河分儿点衬希
:

(坟 施肥量
: 关于有机肥的合理用量周题

,

根据山西和陕北就脸拮果 (图 幼 可以看出
,

施肥
2 万斤者

,

产量最高
,

但以施肥 兄 0 00 斤 /亩者

提高产量最显著
。

`

施肥在 1 万斤以内
,

每增加

肥料 兄00 。 斤豹增产 巧一和 务 ;超过 1 万斤者
,

每增加肥料 乳00 。 斤
,

刻增产 7多
’

左右宝而施肥
3 万斤者

,

在午旱条件下
。

肥料不能充分分解
,

作物难以利用
、
其产量反有

’
一

下降之势
。

孩北贰

脸亦有类似拮果
,

施肥 氏0 00 斤
,

增产将近 2

倍
,

但施肥量多至 9 万斤
,

增产效果反不及施肥
1 万 斤显著

。

这可能与水分不足及土壤容重过

于减低有关
。 因此

,

为了充分发挥肥效
,

保融增

产
,

在目前生产条件
一

下
,

有机肥料 施肥量暂以

兔。 00 一 8
,。 0 0 斤为宜

,

最少用 量最好不 低于
3尹00 斤

。

增产率ǎ%)

图 5 有机肥施肥量与梯 田增产的关系

_

( 2 ) 施肥方法
:
根据梯田肥力不匀的特点

,

以偏施肥效果较好
。

一般切土和琪土的施肥此例

在 :6 、一:5 2 (肥料总量分配之比 )均有增产效果
,

其中尤以 7 : 3 为优
,

一般比平均施肥者
,

谷子可

增产 12 一 1斗多
,

玉米增产 1 。一 3。拓
。

在具体应用时
,

可祝梯田原玻
_

度的大小灵活掌握
,

如原来坡

度皎大
,

切士深者可采用 :5 2, 坡度援者可采用 6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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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分解和对撇

吸收有利
。
而在阳坡及川地

,

则以猪粪为优
。

因此施肥时
,

应根据地区条件
,

因

地制宜
,

灵恬应用
。 _

(钓 开辟肥源 : 黄土高原有机肥源不足
,

但是
,

有些地区地 下埋藏较多褐煤或泥炭
,

晕众很少

利用
。

据裁脸
,

每亩施用 乳00 0斤
,

谷子可比对照增产 .5 7 %
,

如加 .0 5娇
、

氨水
,

增产可达 1位 7外
,

这靓明褐煤有增产效果
,

在肥源不足的情况下
,

可考虑作为肥料施用
。

但应用时
,

最好先垫畜圈
,

然后取出施用
,

效果将更良好
。

此外
,

根据拿众挺输
,

在梯田上施用少量黑矶 (硫酸亚敛 ) 或熏土
_

均有增产和提高肥力作用
。
据贰漩每亩施黑矾

一

10 斤
,

谷子增产 9石
一

拓
,

高粱 17 扮
,

小麦则达 1 8 弧
,

这与黑矾的胶桔作用
,

改善士壤桔构及水热状况有关
,

一

另如熏土
,

一般全氮量比熏土前提高 20 弃
左右

,

水解氮增加片一 2。多
,

速效磷
、

钾也有增加
,

这对提高梯田肥力具有一定作用
,

植得进一步
研究

。
_

-

4
.

选择先锋作物 在肥料不足时
,

选择适于生土栽培的作物
,

也是一履重要的措施
。

根据图

一
- -
一一坡 地 产 量

一
锐田乎均产量

、
、

一
、

一 一旗士部位产量
”

\
- - - - -

一 切土都位产量

沁万
1

劝
低̀” .二峭,ù

100
.

万卯巧

堵产率(%勺

谷子
, 哎竞一一

一
葫若甲一州属巍

一

, 洲藻导

图 6 新梯田不同作物的增产效果

` 粘果
,

可以看出
,

在晋西及陕北一带增产效果
以大豆

、

玉来
、

思给薯为优
,

尤以大豆适于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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