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色土丘陵区坡地改梯田的效益

吕甚悟

(四川省南充县 土肥 站 )

在川中红层紫色土丘陵 区巾
、

上坡的贫舟坡耕地上
,

形态特征
、

养分变化及作物增产
、

经济效益等情 况
。

要

进行了坡 地改梯田的定点对比试验
,

研究 了坡改梯的土集剑 面

我县地处嘉陵江流域的川中红层紫色土丘陵区
,

为中丘至深丘地貌
。

属中亚热带季风湿

润气候
,

年均温度 17
.

5 ℃ ,

年均降雨量 l o Zo m m奋多集中在 5~ 9月
,

占全年降雨量的 78 %
。

现

有的 12 4万亩耕地中
,

一半以上是早地
。

山丘中
、

上坡雏型阶地化
,

瘦薄坡耕地达 30 多万亩
,

约占早地面积的一半
,

坡度较大
,

一般5
“

~ 20
。 。

作物覆盖度为 5~ 80 %
。

夏秋多 暴 雨
,

水
、

土
、

肥流失严重
。

坡地土质粗而贫瘩
,

保水耐早力差
,

生产力低
。

为了寻求提高坡地地力的

有效途径
,

从 1 9 8 4年起
,

对坡地改梯田的生态及经济效益
,

作了连续 4年 的定点对比试验
,

现

将结果整理如下
。

一
、

试验方法

试验设在丘陵中
、

上坡的贫痔坡耕地上
,

土壤为紫色上 (红棕紫泥土属的红石骨子土 )
。

土层厚度为 10 ~ 4 o c m之间
,

表土以下为半风化的泥页岩母质层
。

试验设坡地 (坡度 16
。

)
、

梯田 (坡度 3
“

)和平地三个处理
。

试验期间分别对各处理区进行以

下的观测和研究
:

1
.

土壤剖面形态及土壤质地
、

容量
、

含水量和养分含量的变化 ;

2
.

作物产量的变化
;

3
.

水土流失状况及其与耕地坡度的关系
。

二
、

坡地改梯田的方法

将一定面积的坡耕地按横向纵坡自上而下的每隔 4米划为一小区
,

共 4个小区
,

坡度较缓

区为第 1区
,

余类推
。

将第 1区的土壤分层挖出
,

分别堆置在第 2区
,

然后对第 1区的底层半风

化的泥页岩母质进行里挖外填
,

起高垫低
,

砌好地边埂
,

再依次将暂时放置在 2区的土 壤 缤

回
,

最后在区内每隔 0
.

s m挖一条 1
.

2m宽的垄
,

供种植甘薯用
。

垄沟中堆放下一小区部分母质

碎块
,

露面风化
。

第 2
、
3

、

4区亦按同法进行
。

扮 原坡地红石骨子土肥力低
,

通常只能种植耐瘩薄的豌豆和甘薯
。

改成梯 田后
,

由于泥页

岩母质崩解风化快
,

土层较厚 ( 5 5
o m )

,

释放的 P
、

K
、

C a 、

M g
、

Z n
等矿质养分较多

,

只 要增施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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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农家肥
,

其肥为水平提高较快
,

可种小麦
、

甘薯并套种玉米
。

三
、

试验结果及效益

坡地改梯 田是川中丘陵区农业生产上的一项重大增产措施
,

其改土效益主要表现在以下 也

几个方面
:

(一 )改善了土壤理化性能
。

坡地改为梯田
,

加厚了土层
,

促进了改制
,

消除或减轻了坡

耕地土壤的质地粗
、

地贫痔
,

干早缺水等限制因素
。

坡地
、

梯田及平原土的理化 性 状 列 于

表 1
。

由表可见
,

坡地改梯 田的优点是
: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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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 常规方法分析

1
.

增加土层厚度
,

一般可增加 30 厘米
,

土体构型 由A C型逐渐变为 A P C型
。

对紫色土而

土层厚度是决定肥力高低的重要因子
,

土壤的机械组成和养分含量及组成
,

在很大程度

土

ù少“

上是取决于土层厚度的
。

由于梯田的土层增厚
,

从而增大土壤对水
、

肥的容量和作物根系的

活动范围
,

改善了作物的生长环境
。

2
.

加速紫色泥页岩母质风化
,

梯田中砾石含量逐渐减少
。

新改梯田中泥页岩母质碎块经

露面后
,

在日晒雨淋
,

干湿交替
,

昼夜温差及生物等因素作用下
,

崩解风化速度加快
。

改土

第一年
,

新梯田比坡地砾石含量虽多三分之一
,

但其中 > 10 m m的岩块
,

90 % 已风化成砾石和

细土粒
。

改土后的第四年
,

> 3 m m的砾石则低于坡地
。

尽管梯田中 1~ 3 m m粒径的砾石 含 量

比坡地高一倍多
,

但其熟土也增加近一倍
,

为作物高产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地力基础
。

3
.

改善了土壤三相比
。

坡地改为梯田过程中
,

土层经翻动
,

因而土壤容重有所下降
。

经

四年试验
,

梯 田平均容量为 1
.

3 4 9 /
。 m ” ,

坡地为 1
.

4 5 9 /
c m

“ 。

梯 田耕层的平均含水量 ( 1 6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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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较坡地 ( 13
.

7 % )高
。

因而梯田的固
、

液
、

气三相比也有所改善
。

4
.

增加了土壤养分
、。

由于梯田土层加厚和培肥
,

土体养分总蓄量较坡地增加 1~ 2倍
,

而

与平原土壤的养分含量相近
。

经 3~ 4年的耕作
,

梯田已基本上达到土层厚
、

地面平
、

水肥足

的要求
。

自 (二 )控制了水
、

土
、

肥的流失
。

坡地改为梯田后
,

坡度由原来的 1 60 变为o3
,

既平缓了地

势
,

又加厚了土层
。

改善了土壤透水性能
,

增加了土壤蓄水量
。

复种指数和土壤覆盖度增大
,

减弱了暴雨对土壤的击溅作用
。

每当暴雨时
,

雨水能及时渗入土内
,

减少地表径流 ;同时
,

随

着坡度减小
,

雨滴的溅蚀量
,

径流动能及土壤冲刷量都有所减弱
,

加之地边高埂拦截径流和

泥沙的作用
,

因而水
、

土
、

肥流失量大为减少
。

据观测
,

梯田平均每 年 每 亩 可 减 少 径 流

量 5 5m 3 ,

减少土壤流失量3
.

2吨
。

每亩土地少流失有机质 2 1
.

4公斤 ; 水解 N ; 速效 P
、

K 的流

失量也有所减少
。

使原来不保水
、

土
、

肥的瘦坡地
,

变成
“
三保

”

丰产地
。

(三 )提高作物产量
。

坡地改成梯田后产量成倍增加
。

红石骨子土改前年亩产 粮 食 187 公

斤
,

改后第一年亩产 4 43 公斤
,

增产 136 % (表 2 )
。

以后梯田土壤逐步熟化
,

产旦还有较大增加
,

第四年亩产达 58 0公斤
,

较改前增产两倍
,

效果十分显著
。

表 2 三 种 土 壤 的 作 物 产 量 比 较 (公 斤 /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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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增加了经济效益
。

坡地改成梯田
,

每

亩地约需投工一百个
,

一次改土
,

多年受益
。

根据表 3中投入和产出情况来看
,

坡改梯不仅

显著提高了生态效益
,

而且经济效益也很高
。

坡地改梯田的最初三年
,

平均每年每亩增收

粮食 2 52 公斤
,

多收秸杆 4 56 公斤
。

平均每年

每亩增收人 民币 85 元
,

三年即可收回改土时

投入的全部投资
。

目前
,

我县的双桥
、

金台

及城关等乡
,

已有千亩的瘦坡地改为梯田
,

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

总之
,

坡地改为梯田
,

表 3 坡地改梯田后最初三年的

经济效益 (元 /亩
、

年 )

共…
1“ 8 5

{
19 86 1

坡 J 梯 田

投入* 产出* * 净 收入
( 1 ) ( 2 ) ( 2 一 1 )

投入*

( 1 )
产 出* 今

( 2 )
净收入
( 2 一 1 )

7 6
.

1 7 9 7
.

2 2 2 1

7 2
.

8 6 1 4 1
.

83 6 8

7 3
.

3 2 1 4 8
.

8 6 7 5

::
5 4 1

1 1 5
.

8 2 2 2 5
.

9 6 1 1 0
.

1 4

1 1 1
.

97 2 57
.

9 6 1 4 5
.

9 9

1 1 2
.

5 7 2 7 6
.

8 2 1 6 4
.

2 5

* 指 劳动工及 肥料费用 ,

** 指作物产量 (包括茎杆 ) 的收入
。

粮食 按每公斤 0
.

4 2元 , 茎杆每公斤 0
.

04 元 计价
。

是坡地实行水土保持
,

培肥地力
,

提高土地经济效益的一种有效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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