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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地区提高山坡地径流
利用率的有效途径

曹 全 意

(黄委会天水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 甘肃天水 74 1 0 0 0)

摘 要 黄土高原地区水资源缺乏
,

山坡地面积大
,

有限降水因不能有效利用而严重限制山

坡地的生产力
,

影响了本区的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
.

通过资源分析
,

指出了提高径流利用率的

有效途径
,

对山坡地今后的改造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

关镶词 山坡地 径流 利用率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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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土高原地区
,

山坡地面积约占总面积的 80 %
。

干旱
、

半干旱地区面积占总面积的68
.

8 %
。

该地区水资源缺乏
,

人均 占有地表水 58
.

sm
, ,

相当于全国平均值 2 7 60 m
,

/ 人的 22 %
,

耕地平均地

表水 2 5 65 m
’

/ h m
, ,

仅相当于全国平均值 26 28 o m
,

/h m
,

的 9
.

8纬
。

由于降水多为短历时暴雨
,

雨季

坡面形成大量径流
,

严重冲刷地表
,

带走大量土壤营养物质
,

不但造成有限水资源的巨大浪费
,

加剧

本区的干旱
,

而且
,

极大地限制了土地生产力的提高
,

使山坡地生态系统日趋脆弱
,

严重制约了山坡

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产经济稳定持续发展
。

因此
,

强化降雨就地入渗提高山坡地径流利用率
,

促进 山坡地生态稳定与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黄土高原地 区
,

不同地貌类型分 区的山坡

地
,

在气候
、

降水
、

土壤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

如何有效地提高各种类型区山坡地径流利用率
,

促进山坡地生产力发展
,

将做以下分析
。

1 雨水集流技术

采用雨水集流
、

进行节水灌溉技术
,

在植物缺水季节进行节灌或补灌
,

可消除或减轻水分供需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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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矛盾
,

对提高土壤蓄水量
,

保障农牧生产的高产优质
、

高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1
.

1 适宜亲件

在黄土高原干旱
、

半干旱地区
,

由于干旱少雨
,

水资源贫乏
,

山坡地农林业的发展
,

一直以天然

降水为唯一水源
,

很难解决降水与农林业生产供需错位的矛盾
,

在这一地区采用雨水集流
、

进行节

灌技术就成为山坡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措施
。

1
.

2 雨水集流技术措施

用挖建水窖
、

涝池等工程把坡面上的径流贮存起来
,

是黄土高原地区的传统蓄水措施
。

近年来
,

随着水泥等建筑材料的广泛应用
,

现在多采用混凝土薄壳水窖
,

代替了以往的红胶泥水窖
,

具有造

价低廉
、

简便易行的优点
,

大大提高了储水效率
。

1
.

3 雨水集流效果

据定西水保所研究资料
,

正常年份每 100 m
2

集流面配一眼 15 m
3

的水窖
,

即可收集 25 m
3

左右

的雨水径流
,

可补灌 8 00 m
2

的农地
、

1 60 om
,

的果园
,

可滴灌 7 00 m
,

的农地
、

果园
,

而且利用地势高

差
,

容易实现 自流节灌
、

补灌
。

根试验测定
,

每公项雨水集流灌溉田的产量在大旱之年单产可达到

4 5 0 0 k g / h m
, ;
平年可达到 6 o o o k g / hm

Z ; 丰收年可达到 7 so o k g / h m
, 。

因此
,

每户人家有 0
.

1 3 ~

0
.

20 hm
2

这样的农田
,

就可稳定解决温饱问题
。

2 隔坡水平梯田

在干旱地区修建隔坡水平梯田
,

隔坡可汇集径流
,

增加梯田的水份
,

梯田上种粮可获得高产
,

种

树成活率高
、

生长快
,

此种耕作种植方式被人们称之为高效径流水保农业或水保林业
。

2
.

1 适宜条件

隔坡梯田的修建宜选择在黄土丘陵沟壑区的山坡地
,

其修建依据坡度和当地资源情况而定
。

地

多人少的地方
,

将 10 一 1 5
。

的坡耕地修成利于机械耕作的高效径流农业用地
。

地少人多的地方
,

将

10 一 2 00 的坡耕地修成利于机械耕作的高效径流农业用地
,

其余坡耕地适宜修成高效径流水保林用

地
。

2
.

2 具体设计

(1) 农用隔坡水平梯田将坡耕地坡长的 1 /3 坡面修成水平梯田
,

回填表土
,

增施肥料
,

促进土质

熟化
。

详见图 1 和表 1
。

5 8一2 0 3 ~ 4

卜

嗜臀
叫

哄婴日

图 1 农用隔坡水平梯田剖面图 (单位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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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用隔坡梯田规格设计

坡度

(
。

)

梯田 田面

宽度 (m )

埂坎高

度 (m )

2 ~ 2
.

3

埂坎坡比
反坡地

埂高度 (m )

地埂宽

度 (m )

隔坡长

度 (rn )

15 ~ 2 0

2 0 ~ 25

1 6 ~ 2 0

工程量 (m 3 / hm Z )

亡J七J�匀

⋯
000

::
15 ~ 2 0

I t) ~ 12

8 ~ 1 0

1
.

9 ~ 2
.

2

1
.

9 ~ 2
.

3

4 5 0 0 ~ 5 7 0 0

4 6 5 0 ~ 5 7 0 0

5 25 0 ~ 6 6 0 0

在隔坡带整修 2一 3 行
、

宽 1 ~ 1
.

Zm 的水平阶
,

根据不同树种挖长
、

宽
、

深各 0
.

8一 1
.

om 的树

坑栽植林木
。

株距取 3
.

5一 4
.

o m
,

株距间应修 2 5c m 高的横档
。

集流坡长取 3 ~ sm
。

这种隔坡水平

梯田适宜种植玉米
、

小麦等高产大 田作物
,

隔坡适宜栽植经济林
。

( 2) 林用隔坡梯田主要修在 20
。

左右或 20
“

以上的坡耕地上
。

一般将坡耕地坡长的 1/3 或 1 /2

坡面修成水平梯田
,

并需回填表土
,

促进土壤熟化
。

详见图 2 和表 2
。

经济,

广夕

4 ~ 8 l
,

5 ~ 2
.

0 3 ~ 4
.

5 ~ 2
.

0

图 2 林用隔坡梯 田剖面图 (单位
:

m )

表 2 林用隔坡梯田规格设计

坡度 梯田 田面

宽度 ( m )

埂坎高

度 ( m )

埂坎外

坡 比

反坡地

埂高度 ( m )

地埂宽

度 ( m )

工程量

( m 3 / hm Z )

2 0 7 ~ 8

2 5 5 ~ 7

1
.

7 ~ 1
.

9 1 :

:
.

:
4 6 5 0 ~ 5 2 5 0

1
.

7 ~ 1
。

8

1
.

7 ~ 2
.

0

4 9 5 0 ~ 5 7 0 0

3 0 4 ~ 5

隔坡长

度 ( m )

14 ~ 2 0

1 0 ~ 1 5

8 ~ 1 2 4 5 0 0 ~ 5 5 5 0

在隔坡带根据利用情况修 3 一 5 行水平阶
,

栽植一般乔木林
。

集流坡一般长 1
.

5 ~ 3
.

o m
。

这种

隔坡水平梯 田主要用作栽植经济林和速生优种木材林
。

隔坡带适宜栽植刺槐
、

油松
、

侧柏等乔木林
。

2
.

3 效益及前景

隔坡水平梯田好耕作
,

节省劳力和投资
,

与大面积水平梯田比较
,

可节省 50 %投工
,

节省 40 %

的投资
。

经山西吉县水利水保局试验研究
,

吉县 1 5 3 3
.

3 2 hm
2

隔坡水平梯田每年平均拦蓄径流量

64
.

4 ~ 80
.

5 万 m
, ,

比原坡耕地拦蓄径流量提高 71
.

8 %一90
.

1%
,

全县平均每公顷隔坡水平梯 田

比原坡耕地增产粮食 9 5 o k g
,

经济收入增长 2
.

3一 4
.

2 倍
。

由于隔坡水平梯田极大地提高了径流利用率
,

保土蓄肥
,

粮食及林果业的增产增收效益显著
。

因此
,

建设高效径流水保农业和水保林隔坡水平梯 田
,

是一条适合黄土高原沟壑区农业综合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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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路
,

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

3 隔坡沟状梯田

隔坡沟状梯 田主要是运用聚流理论和
“

隔坡原理
”

拦蓄利用坡面径流
,

增加梯田可存蓄水量
,

提

高抗旱能力
。

3
.

1 适宜条件

修建隔坡沟状梯田
,

可以解决土石山区坡地土壤干旱清薄问题
,

适宜于 2 50 以下的山坡地
,

且应

选择坡度相近
、

坡面完整的地段
。

另外
,

还应做到山上山下统一规划
、

合理安排
,

并尽量选择在离村

庄近
,

管理与交通方便的地段
。

3. 2 具体设计

(1) 田面宽度
,

田面宽窄既要考虑坡度
,

又要考虑不同树种根系的营养面积
.

栽植干鲜果树
,

选

择坡度一般不超过 2 3
“ ,

田面宽以 2
.

o m 为宜
。

若株距为 4
.

o m
,

则单株营养面积达 sm
, ,

基本能满足

中冠型树种生长发育的需要
。

{{{⋯
,

/ :
‘ ··

::: ’
· ‘ . ’ , ’

:::

··

:
. ‘

几
’ .

厂
, ‘

:::

卜一 2
·

o

一卜一
门

2
·

“或 3. “一升一一
2

.

“
.

州

图 3 隔坡沟状梯田断面示意图 (单位
:

m )

(2) 整地深度根据林木果树根系分布情况
,

并且考虑提高土壤蓄水量和增强抗旱能力
,

栽植干

鲜果树时
,

整地深度以 1
.

o m 为宜
。

(3 )隔坡宽度
,

在相邻两田面间
,

保留一段原山坡
,

即为隔坡
。

隔坡既象一堵坚硬的墙
,

可防止梯

田被洪水冲毁
,

又能产生径流
,

增加梯田内土壤水分
。

在隔坡上每一行设一条作业小路
。

有小路的隔

坡宽 3
.

o m
,

无小路的隔坡宽 2
.

om
。

每公顷山坡实际整地面积 4 44 4 m
, ,

只占山坡面积的 4 /9
,

而蓄

水能力大大增加
。

据观测
,

每公顷隔坡沟状梯田可蓄水 2 02 o m
’ ,

相当于 2 02 m m 降水
。

因此
,

一般降

雨条件下
,

可达到水不下坡
。

(4) 梯田走向
,

梯田走向基本沿等高线
,

按山坡的 自然坡形修筑
,

并使田面纵向有 3 %一 5写的

比降
,

以便排除过多径流和利于灌溉
。

(5 )排水系统隔坡沟状梯田纵向每隔 1 00 m 左右设一条排水沟
,

将拦蓄不了的山坡洪水排入沟

道
。

排水沟应设于坚硬岩石处
,

无坚硬岩石时以石块和水泥砂浆衬砌
,

以防冲毁
。

3
.

3 蓄水效果及经济效益



第 4 期 曹全意
:

黄土高原地区提高山坡地径流利用率的有效途径

据河北林学院 1 9 9 4 年对河北邢台县测定的结果 (见表 3 )
,

分析在雨季之前隔坡沟状梯田 。一

6 0c m 土层的平均含水量均在凋萎含水量以上
,

基本上能满足林木
、

果树正常生长的需要
。

而鱼鳞坑

的土壤含水量约有 3 0d 的时间在凋萎含水量以下
。

而且发现
,

坡地上以鱼鳞坑整地营造的刺槐林在

雨季前常发生萎蔫
,

甚至落叶现象
,

而隔坡沟状梯田内的果树未表现出旱情
。

据对 1 0h m
“

隔坡状梯

田苹果园动态分析
,

6a 生的苹果园平均经济效益 43 83 2 元
,

投资回收期为 2a
,

益本比为3
.

1 6
。

表 3 土壤含水l 测定结果 %

整地

方法

隔坡

沟状

梯田

层次

(
e
rn )

0 ~ 2 0

2 0 ~ 4 0

4 0 ~ 6 0

平均值
O ~ 2 0

2 0 ~ 4 0

4 0 ~ 6 0

平均值

0 4 一 2 0

1 1
.

0 9

0 4一 3 0

1 2
.

9 3

1 2
.

3 5

7
.

9 4

1 1
.

0 7

测

0 5一 10

定

0 5一 2 0

期 (月一 日)

0 5一 3 0 0 6 一 1 0

9
.

8 8

8
.

1 3

9
.

7 0

八沙7
.厅r八O1孟OJ�bg,目,二,二1二

OJ一�b月了st了

9 8

8 8

4 7

4 4

3 9

4 6

4 9

1 l

l 6

3 9

5 2

0 2

Og

1 9

0 1

4 3

7 l

2 4

4 7

l4

6 5

l9

3 7

7 4

0 6一 2 0

8
.

8 3

1 0
.

5 1

1 0
.

6 3

0 6一 3 0

14
。

7 1

1 2
。

6 2

1 2
.

24

13
.

1 9

3 9

8 1

9 1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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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的生态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
,

影响着黄土高原地区的生态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
。

解决山坡

地问题的关键是水资源利用问题
。

只有提高径流利用率
,

才是真正抓住了水的问题
。

提高山坡地径

流利用率的有效途径
,

是在各地貌类型分区中采用适宜径流利用措施
,

即在黄土高原沟壑区
,

特别

是干旱
、

半干旱地区实施雨水集流工程
;在黄土丘陵沟壑区修建隔坡水平梯 田

;在土石山区采用隔

坡沟状梯田
,

是黄土高原地区提高山坡地径流利用率
、

维护和持续发展其经济的根本出路
。

众众 众夕户多受众众众只穴 多尧众众众久 久
只只分 夕J 众穴穴穴众久众众户众众众久 久穴久多决众哆决穴夕众众久只 久 穴久众交只众只 众夕久众户夕众只众众久只盘众众众众多夸众众众久久只众众户夕众穴点夕众夕

欢迎订阅 1 9 9 9 年《新疆林业》

《新疆林业》是一份综合性林业科技类期刊
。

本着立足新疆
,

面向基层
,

面向生产
,

贴近需求的

原则
,

传播科技成果
,

推广实用技术
,

宣传林业方针
、

政策法规
,

推动林业经济发展
,

为双文明建设

服务
。

辟有
:

政策学习与思考
、

焦点论述
、

法规与执法
、

行业杂坛
、

绿化环境与社会
、

产业经济大观
、

科技论坛
、

实用技术服务台
、

科技时空
、

新视点
、

环球林业
、

林海史话
、

百科知识
、

资源保护与林政
、

大漠森林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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