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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坡耕地运用生物埂治理水土流失技术的研究!

姜达炳 樊 丹 甘小泽
（湖北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站 武汉 ’$""("）

摘 要 阐述了三峡库区耕地构成及其水土流失成因，研究了该区坡耕地运用生物埂治理水土流失技术，并提出

该区减少水土流失、防止农业面源污染的对策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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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三峡库区现有土地从自然坡度高程划分其分布"H"">为农业区，耕地多集中于该类地区河谷低丘地

带，H""!%$"">为农林混交区，#%$"">为林牧交错区。海拔高度"%""">处"(U坡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

%’P$V、HU!%&U坡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WPWV，%IU!!&U坡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PIV，#!&U坡耕地占总

耕地面积的%%P!V，即该区耕地H"V以上分布在(U!!&U坡度间。农业以旱作粮食作物为主，常年农作物复

种指数#%H"，农作物年种植!季左右，比水田高%／’以上。林业以水果经济林为主，主要为柑橘林、用材林

和干果经济林，畜牧主要以种草发展畜牧业。耕作主要集中在每年&!W月份，而该期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

的I(P%IV，坡耕地耕作频繁和降

雨集中相重合，加上种植方式与技

术不合理，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坡耕

地水土流失量占整个库区水土流失

总量的("V以上［%］。

本研究采取定点设施模拟与定

点自然研究相结合、小区试验与多

点示范相结合方法，研究中心点设

在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太平溪镇，

辅助点设在湖北省秭归县王家桥，

辐射示范点分别设在三峡库区夷

陵、秭归、兴山和巴东’县区。试验

分为!组，第%组设(个试验小区，

每小区规定面积’>X&>，坡度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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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供试生物埂分别为对照（荒坡）、野荞麦、百喜草、白三叶、小冠花、高羊茅和茶树（野荞麦和茶树生物

学特性见表$），供试土壤为花岗片麻岩发育黄壤土。主要测定分析自然降雨下不同生物埂植物地上部、不

同生产周期内鲜草产量和常年泥沙流失量。第%组设&个试验小区，每小区面积为%’()’，坡度为$)#!
!)#，供试同一生物埂植物分别配套不同措施，即对照（荒坡）、香根草、香根草*覆盖、香根草*覆盖*无机

肥、香根草*覆盖*有机肥、香根草*覆盖*无机肥*有机肥（香根草生物学特性见表$），供试土壤为紫色

土壤。主要测定分析人工模拟降雨下流失泥沙结构及流失养分含量。

! 结果与分析

!+" 同一坡度不同生物埂植物生长势及产量比较

研究结果表明山区坡耕地利用生物埂技术有利于固土

培肥，对减少水土流失具有显著效果。该项生物埂技术应

用的关键是选用固土植物品种，其核心是考虑生物埂植物

品种的生长势和产量。同一坡度生物埂植物品种中野荞麦

生长势最强，生长速度快，小区鲜草年产量最高达!,)+%-.，

其次百喜草比野荞麦小区鲜草产量少/!+%-.，白三叶比野

荞麦小区鲜草产量少$/%+%-.，高羊茅和白冠花最差，分别

为野荞麦小区鲜草产量的$"0左右。茶树因系多年生经

济植物，当年移植后生长势较好，但生长速度缓慢，故未测

算其小区产量（见表%），野荞麦和百喜草植被覆盖率均达$""0，而白三叶、高羊茅、小冠花!种植物覆盖率

分别仅为/)0、120和&)0，茶苗因当年移植其植被覆盖率仅有$"0。

!+! 同一坡度不同生物埂植物拦截泥沙流失效果比较

研究结果表明同一坡度不同生物埂植物生长势和生长速度亦不同，因而鲜草产量对坡耕地绿色植被覆

盖率差异较大，故对土壤侵蚀程度的影响差异显著，表现出生物埂植物生长势和生长速度与固土能力呈正

相关，与土壤侵蚀程度呈

负相关。同一坡度生物

埂植物品种中野荞麦固

土能力最强，土壤侵蚀程

度轻，拦截泥沙流失效果

好（见表!），其次为百喜

草（比野荞麦泥沙流失量

约高&"0）!白三 叶 和

高羊茅（分别比野荞麦泥

沙流失量约高)倍和&
倍）!小冠花（比野荞麦

小区泥沙流失量约高%1倍）!茶苗（当年移栽故基本接近于对照）。

!+# 同一生物埂植物配套

不同措施拦截泥沙流

失效果比较

各小区试验结果表明

降雨可使土壤结构中径级

!%’’石砾所占比例增加

$+!$0且 粗 骨 化 特 征 显

著；而%!"+"%’’单粒所

占比例增多，""+"%’’单

粒所占比例减少，而流失泥

沙中"+"%!"+""%’’单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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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比例较接近降雨前表土单粒所占比例，!!"!!#$$单粒所占比例则为表土单粒比例的%"&’倍；泥沙中

期!"!#!!"!!#$$、!"!!#$$团粒所占比例分别为降雨前表土团粒比例的%"()倍和%"*%倍，表明降雨侵

蚀土壤主要使土壤中!"!#$$团粒或!"!!#$$单粒减少（见表’）。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土壤侵蚀量与养分

流失量紧密相关且呈正比发展趋势，泥沙流失量大的小区所带走有机质、+和,素量也大。且有植被覆盖

比翻耕后无植被覆盖地表土壤侵蚀量低，植被覆盖率高的处理其土壤侵蚀量低于覆盖率低的处理，如-号小

区当降雨强度接近时，覆盖率分别为(./、-!/和!/时其土壤侵蚀量分别为%"*!0／$#、’"*!0／$#和*"
*!0／$#（见表.）。定点监测结果表明坡耕地种植生物埂植物具有明显拦截土壤流失的作用，且有减缓山地

坡度效果。连续种植生物埂植物#!-年其绿色植被覆盖率达(./以上时，土壤泥沙流失量可减少(!/以

上，能有效减缓山地坡度#1!’1。

表! "#$%&人工降雨试验结果

234". 56789:7;<=><<6?6@:76A:>;@73<:6?$3@B;C6??3>@;<-!$>@
小区编号

D8?<3A6
E;"

坡度／（1）

D9;B6
面积／$#

F?63
坡 面

覆盖／/
G?377
=>7B;739

处 理

2?63:$6@:7
降 雨 强

度／$$·$>@H%

53>@<399
>@:6@7>:I

雨前土壤

含水率／/
D;>9C3:6?A;@:6@:
46<;?6?3>@<399

初始产流时间

J@>:>39<9;C>@0
:>$6

径流深／$$
58@;<<=66B

径流系数

58@;<<
A;6<<>A>6@:

土 壤 侵 蚀

量／0·$H#

D;>96?;7>;@

养分流失／0·$H#

K;77;<@8:?>6@:696$6@:
有机质 + ,
L?03@>A$3::6?

%H% %. %! 荒草-. 未 动 !"(! *"-- .M!!N ’"%% !"%& %"(!
荒草-. 未 动 %"#* #&"%! !M’.N #%"’) !".. -"-!

!"%(’ %"*! !"%#.

翻耕耙平 !"&% #!"’# ’M!.N &"-! !"-’ &"-!
翻耕耙平 %")’ #("#( %M-!N -#"-! !")) -."-!

%"-# #!"!! %".!

%H# #. %! 荒草-! 未 动 !".! *".. (M#!N !".( !"!’ !"!&
荒草-. 未 动 !"() #&"-! %M-!N %&".! !"&- -"-!

!"%# %"*! !"%#.

翻耕耙平 !".! #%".( .M!!N &"(! !".% ’")!
翻耕耙平 %"’- #&")( #M-!N #%"-! !".! %*"&!

!"(& %%"!! %"%.

%H- -! %! 荒草-. 未 动 !"&& ##"#( )M!!N ."*! !"#. !"#!
荒草(. 未 动 %"#) #("-! #M’!N #’"%! !")’ %"*!

人 工 除 草 留-! %"#( #)"(# #M!!N -!"’! !"&* ’"*!
!"-!% #".! !"#%#

翻耕耙平 !"&& #."(! -M.%N %%"%! !"’* %"!!
翻耕耙平 %"-- -#"-! -M%!N #."-! !")’ *"*!

!"-( ."!! !"’-

%H’ -. %! 荒草*! 未 动 !"() #!"#) #M-#N #"(! !"%% !"&!
荒草*! 未 动 %"’’ #)"#- %M.#N #!"%% !"’& #"&!

人 工 除 草 留-! %"!* #)"(* -M’-N %%"&! !"-) *"!!
!"’#) ’"*! !"-*-

翻耕耙平 !"&- #’"(- .M!!N ’"*! !"## !")!
翻耕耙平 %"’- --"(- #M%.N #!"&! !"’( %."%!

!".- &"!! !")-

" 小结与建议

三峡库区发展山地高效生态农业，大力推广种植生物埂，增加绿色植被，特别是在!#.1坡耕地积极种草

植树，发展经济林，配合种植具有一定经济效益的生物埂，是固土培肥，减少水土流失，防止与减少农业面源

污染，增加库区环境容量，保护三峡库区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建设该区一是应大力推广山地高效生态

农业模式，充分利用农作物生长的季节差、时间差和空间差，开展农作物间作、套种、轮作、连作与共生的山

地高效生态农业模式，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作物绿色植被覆盖率，以减少耕地裸露程度。二是应大力提倡山

地种植结构调整，注重以短养长。但山地种植结构调整又不同于平原耕地，除讲求经济效益外，还特别要求

其具有生态效益。如发展经济林其幼苗期对耕地绿色植被覆盖率低，无经济效益，且因耕地裸露而导致水

土流失加重。因此山地种植业结构调整时，一定要注重以生长周期短的作物养护生长周期长的作物，互促

互利。三是应改革种植方式，库区现行山地农作物种植方式基本以纵向顺坡平行种植为主，而库区农作物

耕作播种和频繁劳作恰与年度多雨期相吻合，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改变这种状况最有效的方法是将现

行纵向顺坡平行种植改为横向绕坡垂直种植，可比原有种植方式减少水土流失’)"./。四是应实施固土培

肥技术，积极推广免耕法和地膜覆盖保温栽培技术，以施有机肥为主。免耕可避免耕地板结，减轻劳作强

度，有效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山区实施地膜覆盖保温栽培技术，可起到保温、减轻杂草危害和减少水土流

失，增加农作物产量等重要作用。在改造的山坡地配套种植一些豆科作物，培肥地力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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