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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坡面土壤流失的危害及其防治
’

卢秀琴 李日新 李 听

(黑龙江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 哈尔滨 5 14 0 00 )

摘 要

本文以黑龙江省坡面土坡侵蚀典型 区的宾县
、

克山试脸场 (标准径流小区 )的实侧资料
,

统计分析了造

成坡面土城流失的危害汲各降雨 t 的怪蚀强度
.

为坡耕地水土保持规划设计
,

加快治理速度提供了科学

依据和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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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基本情况

试验小区设在试验场坡耕地上
,

坡呈南北向
,

小区面积 40 m 2
(20 m x Zm )

,

坡度 5
0 .

4 次

重复
,

按顺序排列
,

每小 区间距离为 s m
,

四周设保护区
.

小 区无植被
,

无水土保持措施
,

边界用混凝土磨砌 o
.

Zm 高
.

小 区为常年休闲
,

其耕层土壤物理性质列于表 1
.

表 1 试区土坡物理性质

试脸地点 土坡类型

白浆土

黑 土

质 地

粘城土

坡 土

土 层

c( nI )

O es 3 0

土坟容工

妞 / 恤 ,)

1
.

2 8

总孔惊度

(% )

5 1
.

2

透 水 性

( e m / h )

7
.

6

0~ 3 0

从试验小区实测侵蚀性降雨量和土壤侵蚀量资料进行统计
,

共获得 97 次天然侵蚀性降

雨数据
,

其中宾县 5 年 68 次
,

克山 4 年 29 次
.

据试前的调查
,

该两试验地 的土壤疏松
,

耕层 ( 0一 3 0C m )有机质含量高 (宾县 白浆土 为

33
.

2 9 / k g
.

克山黑土为 39
.

19 / k g )
,

团粒较多
,

孔隙度高
,

持水能力强
.

2 试验结果与讨论
引起坡地水土流失的主要因子是降雨

,

雨滴打击地表
,

使地表产生了侵蚀力
,

当然也与

土壤
、

坡度
、

坡长
、

耕作方法
、

土地利用等多种因子的综合作用有关
.

这些影响因子的不同

组合便形成了不同类型降雨的水土流失
,

降雨量大于地表的入渗量时
,

才会产生土壤流失
.

.2 1 基本雨一引起土邃流失的分析

坡面土壤浸蚀性降雨的基本雨量标准为 9
.

s m m
,

产生的土壤侵蚀为微度侵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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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封冻期长
,

每年 9 月至翌年 5 月降雨稀少
,

侵蚀轻微
.

但雨季侵蚀剧烈
,

据

19 85 一 19 8 9 年资料
,

该期间 .9 s m m 以上的降雨有 78 次
,

宾县 54 次
,

克山 24 次
.

若以月降

雨量与土壤侵蚀量统计的均值制图 (图 l)
,

则可看出
,

年内月降雨量曲线与侵蚀量 曲线是相

对应的
.

侵蚀量随降雨量变化而变化
,

但土壤侵蚀量的分布很不均衡
,

6一 8 月间
,

降雨量

21 14
.

5m m
,

占全年总侵蚀雨量 ( 2 6 9 6
.

3m m )的 78 %
,

而周期 的土壤侵蚀量高达 3 7 2 3
.

0 5t /

km
Z ,

占全年总土壤侵蚀量 ( 3 9 0 6 0
.

3t / k m Z
)的 95 %

.

侵蚀性降雨 的基本雨量 ( 2 5 6 8
.

0m m )
,

占总侵蚀雨量的 95 %
,

土壤侵蚀量 (3 8 791
.

l t / km Z
)

,

占总侵蚀量的 99 %
.

2 .2 瞬时雨率引起坡面土壤流失的分析

侵浊量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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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表 2

月降雨 t 与土坡俊蚀皿分布图

瞬时雨率雨且值 (二 nI )

所谓瞬时雨率是指短历时的高强度降

雨
.

瞬时雨率对土坡侵蚀的形成作用大于降

雨量的作用
,

当降雨量超过土壤人渗量时
,

水土流失便开始发生
,

水流在浅凹地集中
,

淹没垄台
,

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
.

对

于短 阵型 的微度侵蚀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
.

因此
,

我们感到分析侵蚀性降雨的瞬时雨率

所造成的土壤危害更有必要
.

黑龙江省瞬时

雨率雨量值列于表 2
.

.2 2
.

1 瞬 时雨率的降雨 强度对土壤 侵蚀的

影响 降雨对土壤侵蚀的影响包括两个方

面
,

即降雨量和降雨强度
.

据国内外大量文

献报道
,

降雨强度对土壤侵蚀的影响远比降

雨量为大
,

尤其是瞬时雨强更为重要
.

降雨强度对土壤侵蚀 的影响最直接
,

在

分析土壤侵蚀量与降雨因子之间的关系时
,

对这 些侵蚀性降雨 中的侵蚀强度较大 的 14

次降雨 的雨量
、

雨强及土 壤侵蚀量 (表 3) 作

如下分析
: ( 1) 水土流失主要是 由大 的雨强

一般情况下
,

急雨
、

暴雨往往是来 也快去也

、 1甲一n,二台一今1414

3
,

名

10
.

9

12 1

31脚
八曰之」,̀̀é

时间 (分 )

徽度侵蚀

轻度侵蚀

中度俊蚀

引起的
.

就是说
,

雨张大
、

降雨量不一定大
,

快
,

强度愈大
,

土壤浸蚀量也愈大
.

(2 )水土流失是 由大雨
、

暴雨
、

大暴雨 引起
.

降雨且越

大
,

引起 的土壤浸蚀量也越大
.

( 3) 长历 时降雨使土壤处 于饱和状态
,

随之而来的十几分钟

或几 + 分钟的高强度暴雨
,

土壤侵蚀量将陡增
.

( 4 )水土流失由前期降雨引起
,

前期降雨较

大
,

没有产生流失或产生较小 的流失
,

土壤含水量较高的情况下
,

又遇较大雨强的降雨
,

侵

蚀量将猛增
.

如表 3 所示
,

19 8 6 年 8 月 8 日的一场降雨 (雨盘 15
.

4 m m )
,

使上壤侵蚀盆高达

29 80 t/ k m Z ,

10 分 钟 雨强 只 有 4 2 c6 m / h
,

10 分钟 降雨 动能 1
.

8 9 lJ / m 2 .

降 雨侵蚀 力

8
.

4 2 5 ) / m ’ .

而 8 月 7 日的降雨 ( 25
.

2 m m )
,

则是造成这次雨且小
.

流失量较大的主要原因
.

.2 .2 2 瞬时雨率 的 降雨 动能与土壤仗蚀 的影响 降雨是引起土壤流失的直接动能
,

但并

非所有 的降雨都能引起土壤授蚀
,

土壤俊蚀主要发生在几次侵蚀动能较大的降雨过程
.

表 3

列举 了几年来佼蚀 动能较大和土壤仅蚀量较大 的降雨且
.

表明大部分土壤侵蚀里 (占总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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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是由几次侵蚀动能大的降雨 (其雨量占总雨量的 4 6 .2 % )引起
.

2. 2 3瞬时雨率的降雨侵蚀力与土壤侵蚀的影响 降雨侵蚀力是影响土壤侵蚀的重要因

子之一
,

它与降雨量
、

降雨强度
、

降雨动能有关
,

反映了降雨特性对土壤侵蚀的影响
,

也就

是说
,

某个地区 的降雨方式将直接影 响该地区土壤侵蚀量的多少
.

侵蚀性降雨侵蚀力

E淤易年平均为 249
.

叮 / m Z ,

土壤侵蚀量 3 9 0 60
.

53 t / km
2 .

表 3 试验区 19 8子一 1 , 89 年 7一 月间的降雨 t
、

土坡俊蚀盆
、

降雨强度
、

降雨动能和降两健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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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暴雨引起坡面土壤流失的分析

坡面土壤侵蚀性降雨的暴雨雨量标准为 14
.

6m m
,

其相应的侵蚀程度为轻度
.

根据黑龙江省的降雨特征和土壤侵蚀程度
,

降雨强度高
、

动能大
、

历时短
、

雨量集中的

特点进行了统计分析
,

暴雨的降雨量 ( 2 0 6 3
.

5m m )
,

占总侵蚀雨量的 76
.

5%
,

引起的土壤侵

蚀 t (3 10 90
.

25 t / k m Z)
,

占总侵蚀 t 的 79
.

6 %
.

因而该地 的水土流失主要是 由基雨造成的
.

如 19 8 8 年 7 月 14 日一次暴雨历时 9 小时
,

降雨 15 1
.

s m m
,

20 分钟瞬时雨强可达 20 m m /

m in
.

土壤侵蚀量开始加大
,

此时降雨侵蚀力高达 2 50
.

89) / m Z ,

其中 50 分钟雨盆 (72
.

0 m m )

占本次降雨里 的 4 7
.

5%
,

本次雨量 占月侵蚀量的 7.4 9%
,

占年侵蚀雨量的 40
.

1%
,

土壤侵

蚀 t (4 0 一5
.

o t / k m Z)
,

占月侵蚀量 ( 5 9 3 2
.

5 t / k m Z)的 6 7
.

7叭
,

占年侵蚀量 ( 7一2 6
.

7 5 t / k m Z)的

56
.

3%
,

可见
.

主要 的土壤流失
,

大部分都集中在 50 分钟暴雨之 内
.

随着暴雨侵蚀的发展
,

表层质地由轻壤土变成中壤土
,

随着侵蚀的加重
,

原弱度
、

轻度

侵蚀向中度及强度侵蚀发展
,

质地变粘
.

一遇暴雨侵蚀时坡面上产生了数条鸡爪沟
.

乞4 坡面土坟流失导致地力锐减

试验表明
,

由于小区裸露多年 (4 一 5 年 )
,

经水蚀后
,

土层 已被剥蚀掉 2 / 3 以上
,

残留

土层厚度仅剩 2一 sc m
.

由于土层变薄
,

地力减退
,

表层土壤板结越来越严重
,

理化性能逆

向发展
.

每年流失表土 86 80
.

12t / k m 2
.

.

降雨俊蚀力 E砂 , 指标 l” 1年已通过省级鉴定
.



3 控制水土流失的措施

通过以上分析
,

对于 5 度坡耕地
,

控制其水土流失应采取如下措施
:

修地埂 在侵蚀的坡耕地
,

特别是坡长
、

坡缓的漫川漫岗地区
,

可以通过修地埂切断

经流线
,

减缓径流
、

分散蓄水和排水
,

使地面径流和面蚀缩减到最低限度
。

调整垄向 横坡耕作
,

可改变微地形
,

减缓地面坡度
,

有效的控制地表径流
,

减缓水

势和冲刷
。

深松耕法 将耕作层加深 2 c5 m 左右
,

打破长期形成的犁底层
,

从而改善了耕层土壤

的通气透水状况
,

为作物生长创造了良好条件
,

增加了耕层土壤保水能力
。

减少地表径流和

土壤冲刷量
,

同时还可起到促进作物增产作用
。

实行复种 增加地表植被
,

减少裸露时间
,

减少地表冲刷
,

保持土壤稳定性
。

草田轮作
、

间作
、

套作 以草保水
、

保土
、

保肥
,

提高蓄水能力
,

增强土壤抗蚀性
,

是

大面积控制水土流失 的途径
。

增肥改土 为解决坡耕地流失后地力减退
,

有机质含量下降
,

增施农家肥
,

能增加有

机质的含量
,

提高土壤含水量和增强抗蚀能力
,

调整疏生的中耕作物 与密生作物的比例 适当扩大密生作物的比例
,

增加地表覆盖
,

以达到保持水土的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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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物理化学条件制 约
。

在人类生产活动和生物 富集化作用下
,

使土壤表层 的有机质富

集
,

p H 仇降低
,

营养元素 的有效量增 高
。

但随土层 的加深
,

上述作用 的影 响明显 减小 因

而有机质含量锐减
,

p H 位增大 (呈微碱或强碱性 )
,

多数营养元素有效量也趋
一

J
二

F 降
。

已有

的研究结果也表明
,

多数营养元素有效量随 p H 值的增加而降低
〔 ’刃

。

土壤水分状况是影响营养元素全量的垂直分布特征的重要 因子
。

对水稻土来说
,

由于周

期性渍水和落干的变化
,

导致 氧化一还原作用交替发生及淋溶和淀积作用相互进行
,

因而

F c
、

M n
等元素在脱潜潞育层或漪育层常发生淀积富集

,

潜育层则发生淋溶
,

因而使元素全

量发生明显 的降低或增高的规律性变化
。

一些成土时问短
,

成熟度低的土壤
,

其心土层明显

继承了原始成土母质的地球化学特征
。

因此
,

研究土壤中元素全量的垂直变化可用于探讨成

土母质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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