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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扭届国际土壤学大会共收到有关土壤侵蚀方面论文 5 1篇
,

作者来 自中国
、

美国
、

日本
、

加拿大
、

菲律宾
、

冰岛
、

南非等国家
。

论文内容包括 如下 4 个方面
:

(一 )土壤侵蚀与灾害 日本是多雨国家
,

年平均降雨量约为 1 7 0 0毫米
,

土壤侵蚀严重
,

常

引起滑坡
、

崩塌
,

成为一种严重的自然灾害
,

给生产
、

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危害
。

因此他们

开展了侵蚀灾害与土壤类型和地形因子相互关系的研究
。

研究认为
,

侵蚀灾害常发生于不同

土壤类型的过渡区
;
对于水稻田 区

,

长方 形田块的短边与等高线相垂直时
,

有利于控制侵蚀

灾害的发生
。

(二 )人类活动对土壤侵蚀的影响 根据侵蚀的发展过程
,

大致划分为 5个阶段
:

①良性循

环 ; ②轻度失调 ; ③中度失调 ; ④强度失调 ; ⑤严重恶化
。

认为人为侵蚀增长率高于自然侵

蚀增长率
,

中国黄土高原的人为侵蚀由建 国前的 18
.

4 %
,

增至 目前的 2 4
.

8 %
。

人类不合理活

动中
,

陡坡开垦和坡耕农地的不适当耕作管理
,

是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的重要方面
。

据中国广

东部分地区的测定
,

坡耕地土壤流失量为 1 1
.

1一 9 3
.

8吨 /公顷
,

在作物生长季节内
,

土壤流失量

为 4
.

6一 1 7
.

7吨 /公顷
。

土壤侵蚀不仅直接引起土地生产力减退
,

而巴西的研究认为
,

间接造

成的危害比直接损失更为严重
。

在坡耕地状况下
,

不同坡度
、

坡位和坡形地段出现的土壤流失量不同
。

据 日本的研究
,

在

凸形坡区
,

有 60 % 的表土流失并输移出研究区域 ; 在中等坡度区域
,

表土流失量大于淤积量
,

净流失量约为所测流失量的 50 % ; 在冲积扇前沿
,

土壤物质净得 12 % ;
在崩塌坡脚及冲积扇多

数情况下得失相当
,

在近 20 年保持平衡
。

显然
,

坡地土壤的输移
,

其最直接的后果则是导致
:卜地资源退化

。

(三 )土滚侵蚀和土壤性质 土壤侵蚀的发生和侵蚀的严重程度都同土壤性质 有 密 切 关

系
。

冰岛研究人员研究了暗色土特性与风蚀之间的关系
,

认为土壤容重小 ( 0
.

7 9 /。 m “ ) 和 土

粒 团聚体低是易发生严重风蚀的原 因
; 日本的研究表明

,

降雨后
,

地表所形成的约 3 m m厚的结

皮层
,

其表层颗粒分布虽较均匀
,

但表土容量 已由 1增至 1
.

4 9 /
c m “ ,

整个表土层的导水率 由

0
.

1 7 7减少至 0
.

o 0O 7 e m / s e e ,

而 3 m m厚的结皮层的导水率为 0
.

0 0 8 3一 0
.

0 0 0 0理3 e m / s e e 。

结皮层

对水蚀有两种影响
:

一是增强了土壤表面的抗溅击能力
,

从而减少了溅蚀
;
二是减少坡面的

冲蚀
。

加拿大研究工作者研究了地表覆盖对土壤紧实度和冻融作用的影响
。

研究表明冻融作

用会减弱土壤结构
;
融雪和长期降雨极富侵蚀作用

。

因此
,

地表覆盖将有显著地减蚀效果
,

但

认为冬季地表覆盖不宜进行得太晚
,

否则保土效果将大为减弱
。

( 四 )土壤傻蚀的防治措施 侵蚀的防治措施有很强 的针对性
。

对不同地区
、

不同土壤
、

不

同侵蚀方式等等
,

都有它较为有效的防治措施
。

但是在各种水土保持实施区域
,

又有其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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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必须遵守
。

所涉及的具体措施如 卜

1
。

施用石灰可提高黄土团聚体的抗蚀性
。

土壤中的粉砂和细砂很容易卜城溅蚀和被径流冲

刷流失
,

钙的加入
,

通过对交换体上一价离子 ( H
+

)的替换
,

在土壤胶体乙间形成相当牢固的

C a 键 ; 而且钙的加入
,

使土壤对钙离子吸附增加
,

粘粒和粉砂及石英颗粒的枯台特性褂到 改

善
。

随着土壤 p H 的提高
,

引起微生物活动增加
,

产生更具粘合力的有机物质
。

这些作用都必

然使土壤中的团聚休稳定性增加
,

从而提高土壤抗侵蚀能力
。

2
.

坡耕地带状种植
。

坡耕地的带状种植有明显的保持水土效果
。

j 江律宾的研 完
一

犯作者
,

采用如
一

『的 4种处理进行带状种植与传统的顺坡耕作作了比较
。

这 4种处理是
:

处理 1为传统顺

坡耕作去除杂草法 ; 处理 2是等高带状种植
,

去除杂草和作物残茬法 ; 处理 3 是等高带 状 种

植
,

并覆盖树禽修剪物和作物残茬法
; 处理 4为免耕带状种植

,

并 用树篱修剪吻和作物残茬作

农地覆盖物
。

在其它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
,

带状种植的玉米鲜重 为 1 4 6 5一 1 4 8 9 k g / h a 。

据

98 9年 5一 8 月
,

降雨量 1 4 2 4 m m ,

观测结果表明
:

传统的顺坡耕作小区产生的土壤流失 量 为

子
2 7 t / h a ;

处理 2
、

3
、

4小区测出的土壤流失量分别为 4 1
、

3
、

。
.

2 、 h/
a 。

带状耕作种植不仅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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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保土效果
,

而且
.

地表径流量也大为减小
, 1一 4处理小区 的地表径流量分别为 3 4 7 ; 招 3 ;

7 5 ; 32 m m
。

显然带状种植和附加地面覆盖的措施
,

水土保持的效果最佳
。

3
.

利用防护草带
、

控制土壤侵蚀
。

利 用宽 2
.

5 m ,

长 2 4 m 的两个试验小区
。

其一为草带小

区
,

其内相隔 10 m ,

设有 Z m宽的草带
; 其二是对照小区

。

两小 区坡度为 1 7
.

6 %
,

两小区冬种

大麦
,

夏种黄豆
,

草带内混种高程酥油草和 白三叶草
。

试验结果表明
: 4年平均的土壤流失量

儿乎减少了一半
,

地表径流量 也明显减小
。

而且种草小区当草带迁移后
,

小区作物产量和土

壤肥力都有所提高
。

4
.

选择适宜 的管理措施
。

管理措施包括作物的种植安排和耕作施肥
、

作物品种 的搭配轮
、

套种方式
,

它们对二
L坡肥力的提高

,

增加地面作物覆盖有重要作用
。

特别在高温多雨的季节
,

正

值作物换茬期
,

常常因作物成熟收获后
,

地表缺乏植被覆盖
,

加之为种植下季作物而进行的

各种耕作
,

使土壤疏松
,

因此在雨季 ( 4 周左右 )期问
,

极易造成土壤的流失
。

据测定
,

这期

间的土壤流失量约可达年流失量的 1/ 3一 1 / 2
。

如果能采用套 种的方式
,

使坡耕地一部分作物收

获后
,

耕地内仍有一部分作物正常生长
,

这对坡耕地的抗蚀保土十分有利
。

但是
,

这一耕作

措施需要和施肥管理招配合
,

否则地力不通应作物对土壤养分的要求
。

因此在远用轮作套种

方式的同时
,

应注意豆科非豆科
、

矮秆与高秆
、

早熟与迟熟
、

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等的合理

搭配
,

使 用地与养地相结合
, 用地同水土保持相结合

。

在坡耕地上
,

特别在瘦瘩的坡耕地上
,

适当的种植豆科绿肥
,

并把绿肥种植同养殖业结合起来
,

增加有机肥源及有机肥的施用比例
,

亦是提高坡耕地抗蚀力的一项重要措施
。

美国的试验表明
:

施 用动物厩肥
、

污泥和其它有机

物
,

可 改善粘重土壤
、

石质土壤的水分状况和其它物理的
、

生物学的特性
。

同时对提高土壤

抗冲防蚀亦有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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