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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调查表明
,

江苏 省北部 山丘区土壤侵蚀所造成的农业环境恶化是该地区 农业低 产的主要原因 , 在分析 侵 蚀

因素的基础上
,

指出了防治土壤侵 蚀的重要性及其对策
。

江苏省北部山丘区主要分布于连云港和徐州两市境内
。

东部为片麻岩等变质岩系组成的

连云港云台低 山和东 (海 )新 (沂 )赣 (榆 )低 山
.

丘陵岗地 (其中马陵山区为红色砂砾岩 ) , 西部为

铜 (山 )郑 (县 )唯 (宁 )及徐州市郊的石灰岩残丘
。

全区包括 66 个乡 (镇 )
,

土地总面积 3 8 0 k1 m
2 。

本区的土壤侵蚀以水蚀为主
,

受侵蚀的土地面积有2 6 4 2 k m
2 ,

占全 区 总 土 地 面积 的

69
.

5%
,

其中轻度侵蚀面积为 1 2 9 8 k m
“ , 中度侵蚀面积为 I Oo 7 k m “ ; 强度 以上侵 蚀 面 积为

3 3 7 k m
“ ,

分别占全区侵蚀总面积的 4 9
.

1%
、

38
.

1%和 1 2
.

8%
。

侵蚀形态以片蚀和细沟侵蚀为

主
,

由于侵蚀的痕迹常为耕作活动所掩盖而被人们所忽视
,

但它却是导致山丘区农业落后的

主要原因之一
,

部分地区切割发育
,

更给农业生产带来很大障碍
。

一
、

土 壤侵 蚀 造 成 的 危 害

(一 )土层浅薄
,

农地资源减少 全区年平均土壤侵蚀量为 6 79 万吨
,

以土壤 容 重 1
.

4 9 /

c m “
计

,

相当于全区每年有 7
.

13 万亩 良田失去 20 c m 的耕层而丧失生产能力
。

实际上
,

区内侵

蚀土壤的表土层以每年 0
.

1一 o
.

6c m 的速度被不断蚀去
,

造成土层普遍浅薄
。

根据土壤普查 资

料
,

本区东部岗地 1 00 万亩的包浆土和白浆上在紫色泥层以上的有效土层只有 31 o m , 岗 岭上

部近 50 万亩的酥石岭砂土平均厚度为 38 o m ;西部 20 万亩的砾石 土和薄层山红土的土层也只 有

10 一 30 o m
。

目前
,

己有 2
.

5万亩以上的侵蚀包浆土和 白浆土 已被蚀去表层
,

而侵蚀包浆土 已

裸露出坚硬的紫泥层
。

若按照目前的侵蚀速度继续发展下去
,

50 一 70 年后将有儿十万亩土地

的土壤消失而裸岩
,

30 0年后心土裸露的面积将能是现在的 40 倍
,

出现耕地资源危机
。

在侵蚀

严重的东
、

新
、

赣的部分地区
,

沟壑纵横
,

切割良田
。

赣榆县冲沟面积达 7 万亩 , 马陵山区

沟壑已占总面积的 1 / 2
。

` (二 )养分流失
,

土壤肥力降低 每年随表土流失而损失的土壤有机质达 6
.

8 万 吨
,

氮素

0
.

5万吨
,

磷
、

钾等其它养分尚未计入
。

仅以每公斤氮素增产 10 公斤粮食计算
,

则每年 损 失

粮食 5 万吨
,

无异于损失了10 万亩耕地的全年收获物
。

然而
,

更值得注意的是
,

长期侵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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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上壤肥力性状的全面恶化
。

侵蚀土壤养分贫乏
,

保肥力差
。

对东海县山左 口乡和赣榆县夹山镇受佼蚀的坡耕地耕层

上壤多点采样分析结果表明
,

土壤有机质
、

全氮和速效磷
、

钾含量分 别 只 有 5一 7 g k--g
’ 、

0
.

3一 o
.

4 g k g
一

和 理一 5 m g k g
一 、

35 一 38 m g k g
一 ,

阳离子代换量只有 6
.

8一 gc m ol k g
一 ` 。

粘粒的不断随水悬移
,

促使受侵蚀土壤向砂化砾质化发展
,

土壤粘粒含量只 占颗粒组成

的 5一 7 %
,

> o
.

0 1 m m 的粉砂粒和砂粒含量在90 % 以上
。

砾质化发展很快
,

在赣榆葫芦山植

被破坏 3 年后
,

侵蚀严重的裸地土
,

表上层的砾石含量比邻近未侵蚀地增加 10 %左右
,

全区

砾石含量超过 70 % 的土壤面积已超过 10 万亩
,

在这些土壤上
,

植被较稀疏
。

侵蚀还引起土壤紧实板结
,

例如
,

东部的侵蚀自浆土
,

表层的孔隙度降低 6 %
,

加剧 了

该土壤的板
、

冷等不 良特性
。

(三 ) 淤积塘库
,

加剧旱涝灾害 上壤侵蚀产生的大量泥沙
,

不断损坏水利水保工程
,

造

成渠道坍塌
,

塘库淤浅
,

降低工程效益
,

缩短工程设施的寿命
。

例如
,

东海县的龙梁河南段
,

新沂县的 50 干渠沿线
,

都存在严重的淤积
,

降低 了蓄水库容
。

(四 )阻碍经济发展 长期 以来
,

在土薄水缺的山丘区
,

农业产量
、

产值均较低
。

据 1 9 8 6

年对铜山和新沂等县的调查
,

粮食亩产只有所在县平均亩产的75 一 85 % ; 人均农业收入比所

在县平均值低 8 一 30 % ; 人均分配 (不包括富矿地区 )低于所在县均值的20 一 37 %
。

广大农民

的收入低微
,

直接影响农民对农业的物质投入
。

1 9 8 9年铜 山县山丘区按播种面积计
,

亩均施

化肥71 公斤
,

只及全县均值 87 公斤的 8 1
.

6 %
。

由于作物秸杆量少 (亩产仅及该地 区平均产量的 67 一 78 % )
,

林木生长缓慢等原因
,

燃料
、

饲料和肥料之间的矛盾突出
。

总之
,

低水平的产出和投入
,

阻碍 了生产水平的提高
。

二
、

引 起 土 壤 侵 蚀 的 原 因

(一 )经济活动中的片面性 长期 以来人们对土地的过度索取和不合理利用
,

是加速侵蚀

发展 的主要原 因
,

主要表现在
:

1一言目开荒
,

破坏植被
。

由于人口迅速增长
,

耕地 日益减少 ( 日前人均耕地只有解放初

期的一半 )
,

不少地区无计划的滥垦乱挖
,

砍树木扒草皮
,

加之陡坡开垦
,

顺坡耕种和广种薄

收的经营方式
,

对侵蚀的发展起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2
.

农林牧结构不合理
。

以往过分强调粮食生产 的地区
,

使农林牧结构长期不能协调
。

据

19 8 8年的调查
,

农
、

林
、

牧用地比例为 2
.

6 : 1 : 0
.

0 1 ,

耕地中有 27 % 是只宜林牧的薄土瘩地
。

林

牧生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

在近儿年农业结构调整过程 中
,

仍然有假借更换林种之名
,

行

毁林种粮之实的事例出现 以及单纯追求经济效益
、

利用平原耕地栽果树顶替陡坡退耕还林的

面积等错误做法
。

3
。

修路
、

采矿
、

采石等引起新的土壤浸蚀
。

近几年
,

本区正处在乡镇和个人办矿的发展

阶段
,

普遍存在着管理上的混乱
,

不少单位和个人没有采取保持水土和保护山林资源的措施
,

任意毁林开矿采石
,

倾倒废弃的上石和矿渣等
,

人为制造新的水土流失策源地
。

仅铜 山县就

有 80 0个采石场
。

赣榆县葫芦 山在 60 年代能做到日降雨 l o o m m 的情况下使水不下山
,

近年开 山

采石
,

大片树木被砍伐
、

埋压
,

以至砾石遍地
,

沟壑逐年扩大
。

(二 ) 降雨分配的不均匀性 水区降水时空分配不均
,

年均降水量一般在 8 4 8 一 9 6 o m m 之间
,

山东而西递减
,

成为东部侵蚀较为严重的原因之一
。

一年中降水量的 70 % 左右集
「
}
:

在 6一 9) J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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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暴雨多
,

强度大
,

日降水量全 50 m m 的暴雨
,

平均每年有 3一 4次
,

日降水 量之 1 00 的 暴

雨
,

东部几乎每年都出现 l 次
,

西部大致两年一遇
。

据赣榆县夹山水保站观测
,

降雨强度越

大
,

对土壤的击溅
、

携带能力越强
。

据该站资料
, 1 9 7 4年 8 月 13 日一次 1 37 m m 降雨 (半小时

,
最大降雨量为 57 m m )

,

其所引起的土壤流失量为 6 8 OT / k m
Z ,

为其前后 4 次降雨 (总降雨量

卢l m m, 半小时最大雨量 <20 m m )土壤流失总量的 8
.

3倍
。

本区雨季开始时
,

又适逢麦收 以

后
,

秋熟作物处于苗期
,

耕地的覆盖度很低
,

因而这期间所产生的土壤侵蚀量占全年侵蚀量

的 8 0%
。

(三 )土壤杭蚀性差 本区土壤抗蚀性能差
,

一方面是由于有机质贫乏及无良好结构等原

因 , 另一方面还取决于土壤本身的特性
。

山丘上坡发育在基岩风化物上的砾石土和酥石岭砂

土
,

砂砾多
,

透水好
,

但 因坡陡土薄
,

土层下部的基岩或半风化物阻止水行下渗
,

使地表径

流加大
,

极易受冲刷
,

尤其是 由变质岩发育的土层更甚 ; 马陵山紫色砂砾岩及其发育的紫砂

土颗粒粗大
,

结构松散
,

抗冲性差
,

东部岗地洪积物上发育的白浆土和包浆土
,

表层粉砂粒

多
,

又有粘重
、

坚实层次的阻隔
,

抗冲蚀和透水性差
,

侵蚀都很严重
; 西部石灰岩残坡积物

发育的山红土
,

虽然质地粘重
,

抗冲性较 强
,

但因其透水性差
,

易形成地表径流
,

而且风化

成土缓慢
,

一经侵蚀极难恢复
。

就本区的地貌而言
,

山丘和岗地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 3 2
.

2%和 2 7
.

3%
,

而且大多数植被

稀疏
,

成为侵蚀发展的重要因素
,

东部除云台山森林覆盖率超过 80 %外
,

其它地区平均了
·

3 4%
,

其中东海县不足 4 %
。

地形破碎
,

山丘坡度大
,

波形岗地坡面长
,

侵蚀严重
,

坡度在 5
。

以上

的坡耕地
,

侵蚀程度多在 3 级 以上
。

西部的 1 38 1个山头中> 25
。

的陡坡占山地总面 积 8
.

08 %
,

除市区和个别封山育林的山体外
,

也是侵蚀最严重的地段
。

三
、

防 治 土 壤 侵 蚀 的 对 策

(一 )在经济建设 中孟视水土保持工作 40 年来
,

本区进行一系列水土保持工作并取得一

定成就
,

但由于人为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

使土壤侵蚀的面积有增无减
,

如石灰岩 山丘区侵蚀面

积比 50 年代增加了 2 5k7 m , 。

表明水土流失不只是一种自然现象
,

而且是自然
、

经 济和社会

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今后
,

山区的经济建设工作应与水土保持工作协调起来
,

切实重视

保护水土资源
。

合理利用土壤资源是防治土壤侵蚀的关键
。

木区土壤具有水平
、

垂直的分异性
,

且处在

现代成土过程与侵蚀过程相互斗争之中
,

应根据土壤性状与周围环境相统一的规律
,

根据土

壤利用的适宜性与植物对生境的适应性高度协调和统一的原则
,

全面规划
,

合理调整农
、

林
、

牧用地结构
。

从本区特点来看
,

既要确保一定数量的基本农 田
,

稳步提高粮食生产
; 又要广

种林草
,

因土保水
。

在东部
,

坡度在 5
“

以下
,

在西部
,

坡度在 8
“

和 1 50 以上的山丘的中
、

上

部
,

应有计划的进行封山育林
,

发展水土保持林
,

并在两地段之间分别建立千果或用材林生

产基地
。

要加强矿产开发的管理
。

本区砂石资源丰富
,

开矿采石业发展迅速
,

由此而引起新的水

土流失的潜在危险仍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

因此
,

特别要加强矿产资源的开采管理
,

坚决贯

` 彻
“

谁开采谁绿化
” , “

谁造成水土流失
,

谁负责治理
”
的原则

。

在其它的有关经济活动中
,

也

要制定相应的防护措施
,

保护土壤资源
。

要把防治侵蚀的侧重点放在预防方面
,

切忌再走先

破坏后治理
,

甚至只破坏
,

不治理的老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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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强地面祖盖
,

削弱雨水侵蚀能量
,

增强土坡抗蚀能力 植被尤其是森林具有削弱

雨滴击溅
、

降低地表径流
、

固结土体
、

改善土壤理化性状等多方面的保士功能
,

要在全面规

划的基础上
,

因地制宜的采取适当的措施
,

加速建立多层 次
、

高密度
、

长时间的地面覆盖
。

1
.

努力提高水土保持林功效
。

木区营林应以水土保持林为主
,

但现有 林 地 林 木 密度

小
,

疏林面积大
,

树种和林相单一
,

赣榆 县山丘区疏林面积 占有林地面积的 73
.

4 %
,

铜邦 山

丘 区山地绿化面积虽然 已达 80 %
,

但其中 93 %的林木覆盖度不足 30 %
。

因此
,

必须在水土保

持林范围内
,

采取封
、

造结合的方法加以改造
,

促进单纯的乔木林相 向乔
、

灌
、

草结合的复

合林相转化
,

发挥长
、

中
、

短相结合的滞洪保土功能
,

以提高保水保土的能力
。

2
。

大力发展灌木
、

草类
。

栽种灌
、

草植物是迅速提高植被覆盖度的最有效措施
,

也是保土

措施中增加近期经济效益的最重要途径
。

利用灌木
、

草类适应性强的特点
,

见缝插针
,

J
一

`
种

多栽
,

在田埂
、

路旁
、

堤坝
、

沟 坡栽插腊条
、

紫穗槐
、

祀柳和玫瑰
,

种植花椒
、

黄花和黑麦

草等植物 以固坡防冲
、

增加经济收入
;
在林下空隙

,

种植豆科牧草 (首猎
、

若子等 )
,

促进食

草禽畜的发展
;
在林木难以生长的荒坡地 以抗逆性强的紫穗槐

、

山红草等灌草先行
,

改变立

地条件
;
在裸岩周围

,

种植爬 山虎
、

金银花
、

络石等绿色攀缘植物
,

以改善生态环境
。

要开展灌
、

草 良种的引进试验
,

尤其是药材等特种植物
。

分别选择适合当地条件下发展

的
、

保土增收效益好的良种
,

不断优化灌草种类
。

3
.

积极推行间作
、

套种
。

在耕地 中
,

夏收作物的间作
、

套种对减少雨季的土壤侵 蚀 具

有重要意义
。

如麦套玉米 (或大豆
、

棉花
、

夏绿肥 )
,

春山芋垅间带芝麻 (或玉米 )
,

套夏绿肥

等都有减少侵蚀的作用
。

近年来
,

通过治理小流域的实践
,

建立 了经济林区的一些切实可行的乔
、

灌
、

草相结合

的种植模式
,

如铜 山县汉王乡的山植 (杏
、

李 )

— 玫瑰— 花生 ( 山芋
、

西瓜 ) ; 新沂县的桃

( 白果 )

— 花椒— 花生 (黄花莱 )等
,

这种保土增益的立体种植方式
,

值得大力推广
。

(三 )推行坡改梯
,

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水保工程建设 梯田的保持水土作用是众所

周知的
。

木区凡 已修改梯田的地方效益也很显著
,

据对铜山
、

新 沂县的调查
,

梯田 比坡耕地

减少径流量 6 5一 70 %
,

减少土壤流失量 60 一 95 %
。

赣榆夹谷山营建多年的梯 田土壤的有机 质

全氮和代换量比坡耕地分别高出 2
.

3 g k g 一
` , 1

.

o g k g 一 `
和 7 c m ol k g一

` 。

区内一般梯 田 比坡 耕

地增产 50 一 70 %
。

可见修筑梯田是改造坡耕地
,

控制严重侵蚀的根本措施
,

应根据不同条件
,

因地制宜修建不同规格的梯 田
。

坡耕地坡度 < 5
“

的修建 15 一 20 m 宽田面的水平梯田 ; 在 5
“

一

8
。

之间的以 5 一 1 0 m 的窄梯田为宜
。

修建时应结合深翻
、

施有机肥和平整 田面等 措 施
,

达

到加厚活土层
,

提高
“

土壤水库
”

库容培肥土壤的日的
。

建设高产
、

稳产的基本农田
,

为防止

生土影响当年产量
,

还应注意表层的熟土覆盖
。

在 > 8
“

的经济林果区
,

可 推广 5一 6 m 的 窄

式梯田
。

对于坡陡土薄的或暂时未能修建水平梯田的坡地
,

可整成坡式梯 田或水平阶
,

实行

等 高栽种
。

在修建梯 田的同时
,

要搞好水利工程建设
,

除挖好梯 田坎下沟
、

坡面排水沟外
,

更应抓

好骨干工程建设
:

开挖环 山截水沟和 山脚拦洪捻
,

逢塘筑坝
、

遇洼修库
,

并根据水源 条 件
’

修机井或建小型翻水站
,

做到沟沟相通
,

库塘相 连
,

形成蓄
、

截
、

排
、

灌相结合的工程 网落
控制土壤侵蚀

,

变水害为水利
,

发展农业生产
。

1 5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