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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9 1年 3月 10 日至 21 日我随中国水土保持学会考察团去台湾考察水土保持工作
,

留下 j
`

深刻的印象
,

现将有关情况介绍如下
。

一
、

基本情况

台湾是我国第一大岛
,

总土地面积 3
.

6万平方公里
,

其中平地为 Z G%
,

山坡地忿7 %
,

其余

为中高山林地约 占4 7 %
。

本省地跨北回归线
,

属于亚热带一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

全年平均阶

雨量达 2 0 0 0一 2 5 0 0毫米
,

平均气温为 20 一 25 ℃ , 1 月最低温亦在 13 一20 ℃之间
,

平原地区常

年不见布冻
。

气候温暖
,

农林 i鱼资源丰富
,

米
、

糖
、

茶是驰名中外的三大物产
,

蔗糖产量 曾

占全国70 %
。

台湾又是我国著名的水果之乡
,

盛产香蕉
、

菠萝
、

荔枝
、

柑桔
、

芒果
、

杨桃
、

橄榄
、

槟榔等
。

森林覆盖率在 50 % 以上
,

其 中经济林木 占有很大比重
,

樟科树木居世界之冠
,

樟脑
、

樟油产量约占世界产量的 70 %
。

台湾由于降雨量高
,

强度大
,

分布集 中
,

加之地势陡峻
,

地质脆弱
,

在梅雨和台风季节
,

土壤易遭 冲刷
。

此外
,

人 口不断增长
,

对土地的压力增大
,

人 口密度由 1 9 6 0年每平方公里 3 ”

人增至 1 9 8 9年的 5 5 8人
,

每公顷耕地承担人 口量在同期内由每公顷 1 3
.

7人增至 22
.

5人
,

山坡地

开发而积 日趋扩大
,

不适当的开发利用造成水土流失和洪涝灾害
。

为此
,

水土保持工作 日益

受到各方而的关注
。

为了加强山坡地水土保持工作
,

合理利用山坡地
,

台湾省 1 9 6 1年成立 山地农牧局
, ]

_

0 8 9

年改建为水土保持局
,

隶属于省农林厅
,

宏观管理全省 的水土保持工作
。

二
、

水土保持的基本内容

台湾省水土保持的业务重点为
: 1

.

推行水
二仁保持及强化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

,

促进国土

保安功能 ; 2
.

开展整体性治山防洪
,

加强集水 区治理
,

适时实施坡地重大灾害整治
,

以扳

养水源
,

维护生态环境
,

减少灾害发生
, 3

.

修建及改善产业过路及农路
,

扩大农渔村公 共

投资
,
以畅通交通网络

,

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 理

.

推行农渔村综合发展规划及建设
,

改善农

渔村生活环境
,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

增进农渔 民福利
, 5

.

开展 自然生态 及水土资源保育
,

加强环境绿化美化
,

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

确保土地资源永续利用
。

自从水土保持局成立以米
,

开展了以下工作
:

]
.

山坡地土壤调查与土地可利用限度分类
。

1 9了9年至 1 9 8 7 年台湾完成 1 27 万公顷山坡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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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调查
,

并编印了全省各县市 山坡地土壤详测报告书
,

建立了坡地果树生产区规划
,

土壤

抗蚀性等级分布资料
,

为水土保持处理
,

适地适作
、

作物施肥及改良土壤提供依据
。

同时根

据山坡地坡度
、

土壤有效深 度
、

冲蚀程度
、

母岩性质等因索
,

查定山坡地可利用限度
,

分为

宜农牧地
、

宜林地
、

加强保育地等作为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依据
。

2
.

水土保持推广与机械施工服务
。

辅导个别农户实施零星农地的水土保持措施
, 同时以

较大面积农业 团地为单元
,

办理区域性整体保育利用综合规划
,
辅导农地水土保持

、

兴建农

道
、

整治沟谷安全排水及饮用水等营农基本公共设施
,

促进山坡地整体保育利用的发展
。

3
.

推广坡地植树造林 (植生 )及环境绿美 化
。

为了维护 自然资源
,

减少坡地水土流失
,

提

高生活及生产环境质量
,

进行农场
、

社区
、

道路等环境绿化工作
,

同时改进植生技术
,

试验

研究适应不同立地条件的植生草种与方法
。

如果园植生绿化
、

道路边坡稳定植生绿化
、

休闲

农场绿化
、

行道树绿化和排水沟植生绿化等
。

4
.

水库集水区保育处理
。

为确保水库安全
,

延长水库寿命
,

协同水库管理单位进行专项

治理工作
,

包括水土保持
、

土地利用
、

森林经营
、

崩坍地治理
、

防沙工程
、

沟谷整治等
,

防

止水库集水区土壤冲刷
,

减少泥沙淤积
。

5
.

东
、

西部地区治山防洪整体规划与治理
。

为减少受台风袭击造成的洪水灾害
,

进行的

项 目有治山造林
、

农地水土保持
、

防沙工程
、

崩坍地处理
、

防洪工程及突发灾害治理等
。

6
.

重大坡地灾害紧急处理
。

台湾地处太平洋地震带
,

地质结构松软破碎
,

地形 陡峻
,

加

上台风暴雨袭击
,

常易发生大规模崩坍
、

滑坡等
,

水土保持局协同有关单位共同探讨灾害发

生原因
,

规划整治方案
,

防治灾害继续扩大
。

7
.

坡地农村综合发展
。

为消除城 乡不均衡发展
,

自 1 9 8 7年起制定坡地农村综合发展计划
。

内容包括保育处理
、

农牧业发展
、

社 区环境与家户卫生
、

公共设施
、

休闲游 憩 及景 观 美化

等
。

8
.

推广坡地早作灌溉与坡地营农设施改善
。

为辅导山坡地土地合理利用
,

维护农地水土

保持成果
,

进行作物栽培辅导
,

改善 田间管理设施
,

推行农机省工作业及组织农民培训等工

作
。

9
.

山坡地管理与监督
。

为确保国土资源合理利用
,

减少 山坡地灾害
,

除加强宣导吁请农

民勿超限利用外
,

并加强山坡地开发方案中水土保持计划的审查与监督实施工作
。

1 0
.

加强宣导教育
。

利用各种传播媒体
、

集会
、

讲 习班
、

观摩 (及座谈 )会及印制宣传品等

进行宣导活动
,

强化广大群众 的水土保持意识
,

爱护水土资源
。

此外
,

还开展山地保育利用贷款
,

计算机的应用等
。

1 9 8 5年起
,

建立地理信息系统
,

开

发农林道 路
、

产业道路
、

治水防洪工程等计算机应用设计
,

借助科学化
、

.

合理化
、

系统化的

信息管理与应用
,

提高工作质量与效率
。

三
、

水土保持技术的进展

台湾在水土保持技术上
,

大致有下列儿个主要方面的进展
:

1
.

推行山边沟
。

50 一 60 年代大多采用我国固有的水土保持方法— 梯田 (平台揩段 )
。

梯

田虽然费时费工
,

但当时台湾工价低廉
,

推行亦较顺利
。

1 9 6 1年至 1 9 6 8年推广梯田达 4
.

7万余

公顷
,

仅茶园梯田即达 3 2 0 0余公顷
,

占水土保持总工作量的勃% 以上
。

但由于当年过分集中

和强调推广梯田方法
,

梯 田曾被误解为唯一的水 土保持措施
,

发生一些偏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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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20 多年的实践和试验研究
,

发现梯田方法并非一劳永逸的安全方法
。

暴雨季节
,

常

因排水渠道不健全
,

发生径流冲垮梯田的事件
,

导致水土流失
, 同时梯田埂占地面积大

,

减

少栽培株数
,

影响作物产量
,
再因动土面积大

,

原有植被破坏多
。

此外
,

梯田还有碍机械化

作业
。

当时台湾有 n 万多公顷的坡地果园
,

大部分是建在梯田上的
,

使果园经营现代化面临

困难
。

因而
,

有必要对梯田进行技术性改造
,

即在梯田 与梯田之间修筑作业道与联络道
,

并

与干
、

支线农道衔接
,

同时配置排水建筑物
,

防止土壤冲蚀
。

山边沟在台湾的应用历史仅次于梯田
,

自1 9 6 1年至 1 9 6 9年 已推广达 2
.

通万余公顷
。

本方法

是廖绵浓博士在总结台湾多年的水土保持实践和理论的基础上创立的
。

山边沟是指在坡面上

每隔适当距离
,

沿等高方向修建浅三角形沟
,

不仅缩短坡长
、

分段截泄径流
、

防止冲刷
,

充

分保育坡地
,

并能提供山间作业道路便于坡地机械化作业
,

还可在坡面上利用草类覆盖
,

增

加水土保持效果
。

早期山边沟应用于茶园和部分农场
,

其断面为梯形
,

主要用于蓄水和有 限

的排水
。

但梯形断面山边沟修筑费工
,

断面较不稳定
,

且需较多的养护工作
。

经改 良将沟断

面改为三角形断而
-

一内斜式 台阶
。

即以宽 2 米
,

内侧高度 10 厘米
,

坡降 1 %代替梯形断面

而成为改 良山边沟
。

改 良后的 山边沟不仅施工较易
,

作 为通道至为安全
,

因其沟身宽而浅
,

流速较小
,

有利于预防佼蚀
。

如用推土机修建可加快施工进度
,

同时便于小型农业机械通行

和作业
。

种植植物捻定边坡是推行山边沟的重要措施之一
。

通过试验
,

山边沟上下边坡种植
一

百喜

草
,

下沮可稳定山边沟断面
,

防止流失
,

同时可防止杂草丛生
,

减少病虫为害
。

因此
,

目前

山边沟及其上下边坡与沟面植草措施
,
己作为台湾水土保持的主要方法

。

2
.

实行坡而栽培
。

1 9阴年起在凤 山园艺试验分所即开展果园覆盖作物及地表敷盖 等 试

验
。

初期以豆科作覆盖作物和以稻草进行地表夜盖
,

以后推广种植有多种优越习性的百喜草
,

在风梨
、

ll’ 蔗
、

柑桔
、

香蕉
、

荔枝
、

芒果等坡面栽培中
,

均收到保土改土
,

防止冲刷
,

提高

产量等 良好效果
。

坡面栽培 (斜面栽培或斜坡栽培 )是直接在坡面地上栽培果树或作物
,

但必须与其他措施

配合进行
,

即按果树行距修筑山边沟
,

斜坡栽培果树
,

并与覆盖作物和敷盖同时进行
,

三者

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

3
.

采用覆盖作物与地表敷盖
。

覆盖作物在台湾的水 土保持中是重要的项 目之一
,

尤其在

当前省工经营的现代坡地农业中
,

显得更为重要
。

经过多年试验
,

从众多的覆盖作物中筛选

出禾本科草— 百喜草
。 一

百喜草适应性强
,

易种易活
,

初期形成覆盖层快
,

无攀绕性
,

不伤

害果树和作物
。

种植百喜草后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多
,

渗水性增强
,

保水保土效果好
。

即使

在 2 2
“

一 30
“

左右的陡坡上种植
,

仍具有明显的保土效果
。

综上所述
,

近 20 多年来
,

在台湾进行以果园为主的坡地栽培中
,

已构成现代化坡地农业

经营和水土保持技术新体系
,

即山边沟 (廖氏山边沟 )结合佼盖作物 (百喜草为主 )
、

地表敷盖
、

农路系统植草和排水系统植草等一系列方法的组合
。

这一系统方法
,

不但对水 土保持有效
,

同时能充分适应机械化作业
,

提高生产效率
,

并降低劳动消耗和功本
,

达到省工经营和高产

高效的 目的
。

四
、

其他有关问题

没有专门和系统的水土保持机构
。

台湾的水土保持工作
,

由农林厅下属的水土 保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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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专管
,

局本部有 8 个组 (或室 ) , 即政风室
、

人事室
、

会计室
、

秘书室
、

利用管理组
、

工程组
、

保育组和企划组
,

全面管理全省的水土保持工作
。

水土保持局为了开展业务
,

下设 6 个工程

所
,

分区管理水土保持工作
。

上下紧密配合
,

分工协作
,

推动全省水土保持工作不断发展
。

2
。

积极开展水土保持宣导工作
。

为了强化广大群众的水土保持意识
,

进行多方 面的水

土保持宣传导 向工作
。

如每年定期举办
“

水 土保持月
”

活动
,

有关大专院校
、

社会团体及政府

机构都参加这一活动
。

水土保持月的主题每年不 同
: 1 9 9 2年定为

“

爱山爱水爱大地
”

, 1 9 9 3年

定为
“

水土保持做得好
,

后代子孙没烦恼
” ; 1 9 9 4年为

“

珍惜水土
,

关怀大地
” 。

设立
“

水土保持户外教室
”

也是台湾开展水土保持宣传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

目前全省已

设 8 个
“

水 土保持户外教室
” 。

通过人工降雨
,

在小区上实行土壤冲刷模拟试验
,

向学生
、

机

关 团体
、

社会民众和农民大众传授水土保持知识
,

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 ; 同时设有水 土保持
示范 区

,

推广行之有效的防治冲刷的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
。

第一个水土保持户外教室 于 1 9 8 9

年设立于苗栗县大湖乡之 四分
,

至 1 99 3年 8 月底
,

前往参观学习的中小学教师学生 88 2人
,

水

土保持之旅 3 5次
,

3 9 9 6人
。

此外
,

每年开办水土保持义工培训班
,

参加人员老少皆有
,

下至儿童
,

上至70 岁老人
,

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水土保持义务劳动
。

义工培训班已开办了 3 期
。

从事环境绿化的绿化队
,

也开展水土保持和保护环境的宣导活动
。

3
.

重视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和教育工 f乍
。

中兴大学设有水土保持系和水土保持研究所
,

台

湾大学设有农业工程系
,

培养水土保持博士
、

硕士生与水土保持专门人才
。

此外
,

林业试验

所
、

糖业研究所
、

热带园艺试验所
、

各地农业改 良场和各水 土保持工程所
、

蚕桑场
、

茶场等
,

都结合生产实际的需要
,

开展水 土保持研究工作
。

1 99 1年研究 内容包括山坡地保育利用研究
.

山坡地违规使用对策的研究
,

集水区水土资源保育的研究
、

土沙灾害防治的研究
、

水土保持

及集水区经营研究规划及技术转移的研究
、

坡地农业机械研究与开发等
。

此外
,

对各类梯田

保水保土效益
、

不同植生措施保水保土效益
、

果园和牧场的水 土保持措施等
,

都进行过不 同

程度的研究
。

通
.

注重实际
,

重视治理工作
。

针对台湾省的实际情况
,

开展全方位的水土保持工作
。

水

土保持局的工作内容几乎包括内地各省的国土办
、

农业区划办
、

水 土办
、

土肥站
、

绿化委员

会
、

环保局
、

水 利局
、

土地管理局等机构的部分工作
。

不仅对坡地农业的水土保持
、

集水区

林业经 营与保育
、

水土保持工程
、

崩坍地防治
、

沟谷治理
、

各类果茶园保育
,

而且对公路绿

化
、

观光 山庄
、

休闲农场的规划设计和土地保育等
,

均作 了大量工作
,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

5
.

水 土保持工作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

台湾农业的迅速发展与大力开展水土保持 工作

密切相关
。

如前所述
,

台湾的水 土保持工作 已渗透到农
、

林
、

牧
、

水
、

交通
、

建筑
、

开矿和

观光旅游等各行各业
。

各项经济建设都把水土保持放在重要位置
。

由于水土保持工作成效大
,

保育了水土资源
,

改善了生态环境
,

从而保证了其他行业特别是农业的顺利发展
。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

农业生产进一步集 中
,

向生产专业化
、

区域化和经

营规模化的方 向发展
。

同过去相比
,

土地利用方式和经营机制也发生相应变化
。

这是由于随

着人们物质件条的改善
,

生活方式和食物结构相应改变
,

从而促进农村果林业和观光农业的

兴起
。

在平原和山区 出现了多种类型的果园和山庄
,

如草篡园
、

香蕉园
、

杨桃园
、

芒果园
、

槟

榔园等
,

有些地方则兴建起观光 山庄
、

观光农场
、

观光牧场和休闲农场等
。

同时兴起精致农

业 , 发展名贵花卉和蔬菜等
。

兴建这些山庄和果园时
,

都有土地保育规划
,

以防止水土流失

保护 自然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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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施肥
,

也显著地增加了土壤的脉酶活性
。

从表 2 可以看出
,

温室土壤的脉酶 活 性 ( 98
.

9
、

9 7
.

2 ; 1 1 6
.

4
、

1 1 3
.

7 N H言一 N m g八 0 0 9土 ) 儿乎是露地土壤 ( 5 3
.

4一 6 3
.

0
:

3 8
.

5一 选4
.

3 N H土一 N

m g / 1 0 0 9土 ) 的 3 倍的大棚土壤的酶活性 ( 52
.

6一 7 1
.

J N H言一 N m g / 1 0 09 土 ) 也比露地土壤明

显增加
。

而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
,

各处理间差异不大
。

这是因为催化 H
:
O

:

分解时 F e 、

M
n

催化力 占相 % 以上
,

同是一种母质其 F e
.

M n 含量应当是接近 的
,

即无机催化 H
:

0
2

分解的

能力大致相同
。

另外
,

各处理的 p H 值 ( 6
.

2一 7
.

9) 变化不大
,

E h对过氧化氢酶活性的影响力

也较小
。

由此可见
,

土壤肥力对过氧化氢酶活性的影响比较小
。

朱平等 ( 1 6 9 0) 的研究结果也

表明
,

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与肥力状况的变化规律不如磷酸酶
、

脉酶明显
。

结

设施土壤的养分含量明显地高于露地
。

其中
,

温室土壤的全氮量
、

速效磷含量
、

速效钾

含量
、

氨态氮含量和土壤脉酶活性分别比露地对照增加 1一 3倍
,

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 7
.

5 9 /

k g ,

上壤硝态氮含量是露地土壤的 4 倍
,

并有增加趋势
,

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各处理差异不

明显
,

基本在 50 H
:

0
2 m e q / 1 0 0 9土左右 ,

大棚土壤与露地 比较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趋势
,

但

增加幅度没有温室大
。 。参考文献 咨篇峪)

(上接 2 工0 员 )

值得提出的是
,

台湾当前采用的省工经营的坡地利用新模式
,

乃是水土保持工作与经济

协调发展的必然结果
。

因为随着工商业高度发展
,

人 口逐步流向城市
,

农村劳动力缺乏
, 加

之
,

坡地非农业用地面积愈来愈大
,

坡地利用方式 日趋多元 化
,

促使各方面对水土保持工作

愈加重视
。

在新的形势下
,

台湾 目前的坡地利用方式和新的水土保持技术便应运而生
。

综上所述
,

在台湾省的经济发展中
,

水土保持起了重要的作用
,

随着我国内地经济的发

展
,

对农业也将有着特殊的要求
,

其中水 上保持的巨大作用决不能忽视
。

如何将南方红壤丘

陵区的整治与开发
,

与沿海诸省经济的发展 以及与京九铁路沿线的开发协调起来 ? 怎样将水

上保持工作与这些地 区的土地利用规划
,

与工
、

农
、

林
、

牧
、

果
、

旅游业的发展协调起来?

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

其他沿海地区和内地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
,

同样面临这样的同题
。

台

湾省的水土保持方法和经验
,

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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