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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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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植物措施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
。

本文根据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的新思路和新模式
,

选用

和配置水土保持植物材料
,

研究其生态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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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研究目的

过去
,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上有两种偏向 : 一是多注重生态

效益
,

对经济效益考虑不够
,

所使用的植物材料经济价值不太大
,

推广成效欠理想 ; 二则相

反
,

多注重经济效益
,

对生态效益考虑不够
,

没有在使用经济价值高的植物材料的同时
,

使

用生态作用大的植物材料
,

结果不但原有的水土流失没有得到控制
,

而且又产生新的水土流

失
。

本研究试图从既有生态效益又有经济效益
,

两种效益并重的新思路去考虑植物措施
,

选

用植物材料
。

由这种思路出发
,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必须从过去只注重个体作用和配置植物材

料模式变为从群体作用选择和配置植物材料的新模式
。

群体上既有以获得经济效益的植物

材料
,

又有发挥生态作用的植物材料
。

一般以经济作用大的植物材料配置为上层
,

性状多为

乔木树种
,

如各种经济林木和果树 ; 以生态作用显著的植物材料配置为下层
,

性状多为灌木

和草本 ; 为保护边坡
、

崩壁等
,

还 配置层间植物材料
—

藤本
。

这里所指的生态作用
,

包

199 5刁4司 4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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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 ( 1) 控制水土流失 ; ( 2) 改良土壤
,

即增加土壤肥力
、

含水量和持水力
,

改良土壤结

构 ; ( 3 ) 改善小气候 (调节气温
、

湿度等 )
。

这种配置的设想是 : 首先通过以产生生态效益

为主的植物材料迅速覆盖地面
,

控制水土流失
,

改良小气候
,

并通过它们大量的枯枝落叶和

埋青或固定空气中的氮
,

改良土壤
,

为经济林木等以经济效益为经营 目的的植物材料逐步创

造良好的生境条件
,

若干年后
,

这些植物 即可产生经济效益
,

植物措施的生态经济效益就可

以达到 了
。

这种模式也就是在以生态效益为主的植物材料 (灌草带 ) 带上种植 (间种 ) 以经

济效益为主的植物材料
。

当然
,

以经济效益为主的植物材料也要有一定的生态作用
,

同样
,

生态作用明显的植物材料也应具备一定的经济价值
,

如嫩枝叶可作饲料
,

茎干可作燃料等
。

本项 目的研究目的
,

就是以上述水土保持植物材料措施的新思路和新模式
,

选择和配置

植物材料
,

试验研究其效果
.

验证的标准
,

主要以试验研究的植物材料生产力和控制土壤侵

蚀
、

改良土壤的能力来衡量
。

2 试验研究方案

2
.

1 试验区概况

本研究分别于地处中亚热带的桂林雁山广西植物研究所试验场和南亚热带的广西苍梧县

水土保持试验站两地同时进行试验
。

植物所试验区位于 2 5
“
0 1

`

N
,

1 10
“

17
`

E
,

年平均气温 19
.

2 oC
,

年均降水量 1 86 5
.

7

m m
,

一月平均雨量 38
,

6 m m
,

最大平均月雨量为六月 3 00
.

s m m
,

试验区设在相对高差

2 .0 s m 的丘陵
,

坡向东南
,

坡度约 巧
“ ,

土壤为砂页岩发育的红壤
,

砾石含量高
,

土层很

薄
,

表面裸露
,

侵蚀严重
。

原来植被为马尾松疏林
,

砍伐后留下稀疏灌丛
,

主要植物种类为

拎 木 (uE 尽
a n i rida )

、

桃 金 娘 扭h o
do n w r rus t o m e n t o as )

、

金 樱 子 (R
o as al e u ig a t a )

、

桅 子

(G ar de
n l’a aj snl l’n 口 ide s) 等

,

总盖度约 35 %
。

苍梧水保站试验区位于 23
“

29
`

N
、

1 1 1
”

巧
`

E
,

年均气温 21
.

2℃
,

年均降水量为

1 5 0 .0 7 m m
,

一月平均雨量 32 .4 m m
,

最大平均月雨量为六月 2 21
.

4 m m
。

试验区为花岗岩

风化壳受侵蚀后形成的崩岗
,

平均坡度约 24
“ ,

崩塌处为陡壁
。

土壤为赤红壤
,

但上部抗

蚀性强的红色粘土层 已被全部侵蚀
,

深厚疏松的砂土碎石层出露为表层
,

本研究结合梯级削

坡和砌坡工程措施进行植物措施试验
。

该区原植被覆盖度极低 (约 10 % )
,

仅零散分布马尾

松和桃金娘
、

岗松 (aB
e e k e a fr

u t e sc e n s)
、

铁芒其 (D ic r a n
叩 r e r l’s dl’c h o t o n : a )

、

芒草 (M i sc
a n t h u s

isn en
s is )等灌草植物种类

。

2
.

2 试验植物材料

根据确定的材料布局原则
,

各试验区均采取乔灌草结合
、

果农草混作的模式进行
。

植物所试验区选择应用的经济果木为油梨
,

沙田袖
、

山黄皮等适应性广
、

经济价值高的

种类 ; 灌草层植物以豆科植物为主
,

有木豆
、

山毛豆
、

胡枝子
、

银合欢
、

猪屎豆
、

柱花草
、

合萌草等
,

山顶种植荷木
、

坡柳芽耐痔薄种类
。

苍梧水保站试验应用的乔木种类有山黄皮
、

油梨
、

橄榄
、

坚果等经济果木 ; 灌草层植物有木豆
、

山毛豆
、

胡枝子
、

合萌草
、

柱花草
、

银

合欢
、

假木豆
、

葛藤
、

鸡眼草
、

猪屎豆
、

三叶草
、

量天尺等种类
。

2
.

3 试验设计

根据各试验区地形地貌和水土流失的特点
,

分别进行不同的试验设计
。

2
.

3
.

1 植物所试验区设计

本区采用方格式设计
,

在试验的山坡上分 8 个小区
,

三种乔木和一个空 白对照区各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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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
,

小区之间设保护带
.

除工区 (对照 ) 因地形限制坡度稍缓外
,

其余坡度大致相等
、

长

28 m
、

宽 g m
,

保护带宽 3 m
。

各小区及保护带沿等高线等距离修筑 10 级梯地
,

梯面宽度

为 1
.

0 m
,

次年扩大至 1
.

5 m
,

梯面之间保持原状
。

水平梯地按株距 3 m 挖坎施肥
、

种植乔

木
,

具体布局为 : 工
、

皿为空白对照区
,

n
、

VII 为油梨区
,

111
、

VI 为沙田袖区
,

W
、

V 为山

黄皮区
。

空 白对照区挖成梯地后不再垦植
,

让原有灌草植物 自然生长
,

其余小区及保护带均

在梯地上开挖水平沟条播一行灌木一行草本
。

径流场设计: 各小区上部及两侧均用砖头竖砌 (一半植人土中)
,

上部挖排水沟 (避免顶部

降水进人径流场 )
,

下部设集水槽收集地表径流
,

然后采用分流池进行分流测定径流量
。

2
.

3
.

2 苍梧水保站试验区设计

分别于同一坡面四个相邻的崩岗区布置 4 种乔木材料 : 工一山黄皮
、

n 一油梨
、

111 一橄

榄
、

W一坚果
.

小区内各级梯地均种植灌草植物
、

崩坍陡壁种植藤本植物
.

径流场设计: 以崩岗为单位
,

各区下部砌谷坊和沉沙池
,

由沉沙池将水引人集水池
,

采

用二级分流装置收集测定径流量
.

表 1 乔木层覆盖及生长状况( 19 94 年底观测 )

c(m)一202234
地点 区号 种类 郁闭度

平均冠幅

(上下
e m x 左右 (

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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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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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试验研究成果初报

3
.

1 水土保持植物材料生产力

试验研究

生产力是指生物生产有机物

质的速率
,

即生物在单位面积单

位时间制造有机物质的速度
,

常

以 有 机 物 干 重 t / h m
Z ·

a 表

示 〔 ’ 〕 。

植物生产力 的研究可为

生态系统中物质与能量的数量及

其固定
、

消耗
、

分配
、

积累与转

化 的特点
、

规律提供科学的依

据
。

水土保持植物生产力的研究

有助于了解生态系统内部物质生
表 2 乔木层年均生长量 单位 : c m

冠幅年增长
(上下 x 左右 )

年均高 年 均
生长 粗生长

类种号区
验点试地

044900010

…9
”26--l

产的结构和调节控制原理
,

从而有效地促进

系统物质的生产
。

3
.

1
.

1 乔木层生长量

本研究根据水土流失区治理的特点
,

对

乔木层植物只进行生长量的观测研究
,

每年

于生长期末对乔木层植物进行抽样观测其冠

幅
、

高度
、

地径等生长情况
,

求其平均值
,

与上年同期观测数据对比
,

则可得出年均生

长量
。

由表 1
、

表 2 可以看出
,

两个试验地

的油梨生长均较快
,

树冠大
,

能很快郁闭 ;

本所试验区的沙田袖生长状况也较好
,

但前

11
、

Vn
广 西

植 物 111
、

VI

研究所 w
、

v

油 梨

沙田抽

山黄皮

山黄皮

油 梨

橄 榄

坚 果

7 0
.

0 x 6 5
.

0

2 8
.

5 x
25

.

0

2
.

5 x 1
.

8

6246..00.OL00.00
..2039105

.

.39巧
.

0 x 13
.

0

7 0
.

0 x 5 5
.

0

8 6
.

0 x 8 6
.

0

5 9
.

0 x 7 4
.

0

1V11lllI
苍梧水保站

期生长稍慢
,

山黄皮长势较差
,

由于原有主干几次枯死而重新萌生
,

故高生长出现负值
,

鉴

于 山黄皮在本所试验区表现的生长状况
,

已于 1995 年春改植柿树 ; 苍梧水保站试验区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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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的几种经济林木生长 良好
,

山黄皮在定植两年后 已初步挂果
,

油梨也 已于定植后两年

( 1994 年 ) 初步开花结果
,

19 95 年多数植株已开花
。

按照现有生长速度
,

油梨区二年后可完

全郁闭 ; 橄榄区乔木层二年亦可完全郁闭 ; 沙田抽
、

坚果后期生长速度将加快
,

山黄皮生长

亦将进人旺盛期
,

预计 4 一 5 年乔木层郁闭度可达 .0 5 以上
。

3
.

1
.

2 灌草层植物生产量研究

为保证植被覆盖
,

灌草层生产量只测定地上部分
,

留下根部
,

使其能于次年雨季前迅速

萌发覆盖地面
。

每年雨季结束后
、

生长基本停止或进人缓慢生长阶段 (如山毛豆几乎全年生

长
、

冬季仍能萌生枝叶 ) 时
,

各小区固定上
、

中
、

下三级梯地进行观测
,

采用收获法分别各

种类进行生产量的测定
,

求其平均值
。

表 3 试验区种植灌草植物覆盖状况

( 19 94 年观测 )

表 4 本月补式验区灌草植物生产量
单位 : t / h m Z · a

地点 区号
灌草总

盖 度
主要种类 盖度(% ) 小区 种类

19 9 2一 19 9 3 年平均产量 19 9 4 年产量

I (对照 ) 4 5% 原有灌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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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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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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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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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山毛豆
木 豆
胡枝子
猪屎豆

柱花草
合 计

221184327

山毛豆
木 豆

胡枝子

山毛豆
木 豆

山毛豆

胡枝子
木 豆

111111

苍梧水保站

W 50 %

装墓 爱
木 豆 2

平均值

19 92 一 1993 年均撒播豆科牧草
,

1 994 年起
,

多年生豆科灌木覆盖度增大
,

不再撒播牧

草
。

从表 3 可知
,

按水平梯地设置灌草带
,

第 3 年灌木层植物覆盖度可达 40 % 以上
,

其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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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产量最初两年可达 1
.

70 一 4
.

” t / h mZ ·
a

,

两年后可达 4
.

90 一 5
.

60 t / hm Z ·
a

,

干物质重

量 1
.

8 5一 2
.

o g t / h m
Z ·

a
,

(表 4
、

表 5 )
。

试验结果表明
,

灌木植物中以山毛豆
、

木豆生长最为旺盛
,

胡枝子生长也较好
,

这 3 种

灌木的萌生能力也较强
,

其余如银合欢
、

假木豆在试验区生长较差
,

产量极低 ; 草本植物中

以猪屎豆
、

柱花草
、

合萌草生长 良好
,

三叶草
、

鸡眼草生长较差
,

产量低
,

基本未在试验区

内形成覆盖
。

灌草植物中
,

山毛豆
、

胡枝子及猪屎豆的根系垂直分布较深
,

木豆
、

胡枝子的

水平伸展范围较大
,

其中胡枝子根 系最为发达
、

合萌草 的根系较为发达且根瘤菌密布 (表

6)
。

各区的枯枝落叶层厚度为 2
.

5一 4
.

0 c m
,

均为豆科灌草植物的凋落物
。

表 5 苍梧试验区灌草植物生产量 表 6 灌草植物根系分布及根瘤菌观测
单位二 t / h m Z . a

19 9 2一 19 9 4年平均产量

(鲜重 )

种类 植株年龄
小区 种类 干重

根深

(
e m )

根系水平 鲜重 根瘤菌

伸展 (
cm ) ( k g) ( 10

e m 须根 )

16 个

8 0 个

2240304500009414013012076902630
山毛豆

木 豆

胡枝子

猪屎豆

柱花草

合萌草

二年生

三年生

二年生

三年生
豆计木合

山毛豆

木 豆

胡枝子
合计

山毛豆

木 豆
胡枝子

柱花草
合 计

二年生 55

三年生 7 0

16 5 0
.

3 4

28 0 0
.

6 0

1 2个

1 2个

一年生 65

一年生 2 0

13 0 0
.

0 8 2 3 个

15 个

一年生 5 5 5 8 0
.

15 极多

8578279080068681巧2925443032313785......000000LLL.0LL.0.0.0.2L3521480400161624445220998657812390..22.0.5.5....0520...033.0.0...064

平均

侧试分析表 明
,

山毛豆
、

木豆
、

胡枝 子
、

猪屎豆等植物植株养分含量分别 为 : N一
2

.

90%
、

3
.

3 7%
、

2
.

36%
、

4
.

4 0% ; P一 0
.

4 5%
、

0
.

6 4%
、

0
.

5 1%
、

0
.

37% ; K一 1
.

80%
、

1
.

0%
、

1
.

0 1%
、

1
.

56 %
。

仅这四种灌草植物枝叶还土压青每年可使土壤中的 N
、

P
、

K 分别

增加 : 5 1一 63 k g / h m
Z ·

a
、

s 一 10 k g / h m Z ·
a 和 2 7一 30 k g / h m Z ·

a
,

尚不包括凋落物中

的养分
。

而且这些豆科灌草根系均有根瘤菌 ( or c m 须根上的根瘤在 12 个以上 )
,

能有效地

固定 自然界中的氮素
,

增加土壤肥力
。

山毛豆
、

木豆
、

胡枝子的枝干是 良好的薪柴
,

试验区按水平梯地种植
,

三者的枝干平均

产量可达 2
.

59 一 2
.

70 t / h m
Z ·

a
,

干重可达 0
.

97 一 1
.

05 t / h m Z ·

;a 而且这些灌草植物 的嫩

枝叶可作饲料发展畜牧业
,

既可作青饲料亦可制成干草粉
,

是饲料工业的优质原料
。

胡枝子

除可作薪柴外
,

还可作为食用菌生产的原料 ; 柱花草含粗蛋白 12 % 一 18 %
,

适 口性好
、

草

质优良
。

试验区灌草植物均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

据估算
,

灌草植物所能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

可达 500 元 / h m
Z ·

a
。

必须说明的是
,

本研究试验区内灌草带只按水平梯地设置
,

若能全

面种植则产量更高
。

3
.

2 植物材料控制土壤侵蚀研究

本文仅对本所试验区进行分析研究
。

试验区 1993 一 19 94 年径流及含沙量以及植物措施

对其影响的观测试验结果如表 7
、

表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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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灌草植物生长迅速
,

一年半左右基本能郁闭
,

因此小区试验灌草植物拦截地表径流

成效显著
。

从表 7 可 以看出
,

相似雨 强条件 (雨量少 20
.

7% ) 下
,

径流量分别削减了

科
.

1% 一 9 .7 9%
,

以111 区 (沙田抽区
,

灌草层覆盖度 55 % ) 削减率最高
,

径流量也最小 ; 工

区
、

孤区两个空 白对照区由于原有灌草植物的生长覆盖 (覆盖度 45 %
、

50 % ) 且没有因为

抚育管理而破坏土壤结构
,

因此径流量也明显减少
。

表 7 试验区地表径流量及含沙量

观测

日期

净雨量

(mm)

径流鹜心 ) 含沙量 (% )

1 11 111 W V vI Vll 姗 1 11 m W V VI Vll 恤

970772526113
ù、ù,̀,̀乙U门jl9 3

.

4
.

2 5 5
.

8 1 5
.

6 6 7
.

7 1 8
.

4 2 12
.

8 2 4
.

0 8 0
.

16 9 0
.

3 3 5 0
.

49 6 0
.

3 5 3 0
.

29 1 0
.

4 0 9 0
.

2 8 7 0
.

4 39

9 3
.

5
.

3 0 2
.

5 7 4
.

2 4 4
.

28 4
.

0 3

5
.

8 9

3
.

8 1 4
.

3 3 2
.

2 8 0
.

0 3 8 0
.

0 6 1 0
.

2 6 2 0
.

0 7 8 0
.

14 5 0
.

16 2 0
.

10 4 0
.

12 3

027072.08015009006
..000..00.09 3

.

7
.

2 0 2
.

9 6 2
.

6 1 2
.

7 3 2
.

7 7 1
.

7 1 1
.

6 6 0
.

020 0
.

0 3 8 0
,

14 4 0
.

0 3 5 0
.

12 1 0
.

0 2 1

9 3
.

8
.

8 5
.

8 3 9
.

9 9 6
.

4 2 9
.

7 9 1 1
.

3 8 7
.

64 0
.

0 19 0
.

04 3 0
.

0 4 5 0
.

0 3 8 0
.

0 7 5 0
.

0 3 6

9 3
.

9
.

5 5
.

9 3 4
.

5 3 2
.

15 5
.

0 7 5
.

0 1 2
一

38 0
.

0 26 0
.

0 15 0
.

0 17 0
.

0() 3 0
.

0 12 0
.

0 7 2 0
.

0 7 4

40721.0449.48.19.43.74.64.28196.82.38

5
.

6 8 4
.

5 2 3
.

9 4 4
.

44 5
.

25

1
.

7 8

2
.

9 4 0
.

0 14 0
.

0 15 0
.

0 5 0 0
.

0 12 0
.

0 16 0
.

15 3

9 4
一

6
一

26 15
.

6 4 15
.

9 5 1.2 8 3 1 2
.

9 1 14
.

0 5 17
.

06 13
.

2 1 14
.

6 0 0
.

0() 9 0
.

0 17 0
.

0() 8 0
.

0 10 0
.

0 10 0
.

0 10 0
.

0 15

9 .4 8
.

7 14
.

3 7 6
.

29 0
.

0 0 4 0
.

0 0 4

9 4
.

8
.

9 3
.

2 5 1
一

4 5

7
.

8 1 6
.

5 4 9
.

7 4 1.2 0 9 0
.

0 0 0
.

0 10 0
.

0() 6

0
.

16 1
.

3 9 1
.

3 0 1
.

54 0
.

96 1
.

4 5

观测

日期

净雨量

(m m )

表 8 植被被盖后径流及含沙率变化

径流量 (m
3
) 含沙量 (% )

1 11 nl VI V Vl Vll Vll T TT 爪 W V Vl Vll Vll

19 9 3
.

4
.

2 5

19 9 4
.

6
.

2 6

邻.4

19 6
.

4

5
.

8 1 5
一

6 6 7
.

7 1 8
.

4 2 5
.

8 9 12
.

8 2 4
.

0 8 5
.

9 7 0
.

169 0
.

33 5 0
.

49 6 0
.

3 5 3 0
.

2 9 1 0
.

4 09 0
.

2 8 7 0
.

4 3 9

0
.

0 09 0
.

0 17 0
.

0() 8 0
.

0 10 0
.

0 10 0
.

0 10 0
.

0 15 0
.

0() 9

19 9 4
.

8
.

9 3 8
.

4

喇% )

3
.

2 5 1
.

4 5 0
.

16 1
.

3 9 1
.

3 0 1
.

54 0
.

9 6 1
.

4 5

削减 44
.

1 7 4
.

4 9 7
.

9 8 3
.

5 7 7
.

9 8 8
.

0 7 6
.

5 7 5
.

7 9 4
.

7 9 .4 9 9 8
.

4 9 7
.

2 9 6
.

6 9 7
.

6 9 4
.

8 9 7
.

9

由于地形及环境条件的限制
,

各小区的径流量本来就不接近
,

如巩 区处于坡间的槽谷地

带
,

故径流量一般都较大 ; 恤区 (对照 ) 因处于林缘 (东面紧邻马尾松林 )
,

所承受的降水

相对少些
,

故径流量相对要小 ; 因此
,

本文仅以各小区不同时期的观测资料进行对比
,

以说

明植物措施的控制侵蚀效果
。

表 8 中各小区径流含沙量的变化说明
,

由于植被覆盖度的增大 (主要是灌草植物覆盖度

的迅速增大 )
,

含沙量由 0
.

16 9% 一 0
.

4% % 下降至 0
.

009 % 一 0
.

0 17 %
,

分别减少 94
.

7% 一

98 .4 %
,

而同期雨量却增加了 305 .8 %
。

其中以 111 区 (沙田抽区
,

灌草覆盖 55 % ) 含沙量减

少率最大
,

对照区 ( I 区 ) 削减效果较差
。

虽然各区乔木层覆盖状况 (表 l) 差异较大
,

但生态作用明显的灌草层植物盖度接近
,

因而各小区径流量及含沙量的减少程度也比较一致
,

都有显著效果
。

试验研究结果再次说明

本研究所提出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的新思路和新模式是正确而行之有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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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验研究小结

( l) 经过三年的试验研究表明
,

油梨
、

沙田袖在中亚热带砂页岩红壤侵蚀区生长 良好
,

冠幅年增长为 7 0
.

0 e m x 65
.

0 e m 和 2 8
.

s c m x 25
.

0 c m
,

年均高生长为 7 7
.

9 em 和 2 6
.

6 em
,

年均

地径粗生长为 1
.

0 4 c m 和 .0 49 c m
,

山黄皮在红壤侵蚀区生长不 良; 油梨
、

橄榄
、

坚果
、

山

黄皮在南亚热带花岗崩岗劣地能较好地种植生 长
,

年均冠幅增长为 巧
.

co m x 13
.

0 cm 一

86
.

ocm
x 86

.

0 cm
,

年均高生产为 20
.

0一 105
.

0 c m
,

年均地径生 长量为 0
.

2一 1
.

4 e m
,

IJJ 黄

皮
、

油梨已初步挂果 ; 其中以油梨在两地的生长情况较好
,

乔木层郁闭度最大 ( 0
.

36 一

0
.

5 2 )
.

( 2) 按水平梯地种植灌草植物最初两年枝叶产量可达 1
.

70 一 4
.

77 t / hm
Z ·

a (平均 .2 80

t / h m Z ·
a )

,

两年后产量可达 4
.

90一 5
.

6 o t / h m
Z ·

a
,

干物质重量 1
.

5 5一 2
.

o g t / h m Z ·
a

,

枝叶还土压青每年可使土壤中的氮
、

磷
、

钾等养分增加 5 1一 63 k g / h耐
·

a
、

8一 10

k g / h m Z ·
a 和 2 7一 30 k g / hm Z ·

a ; 枯枝落叶层厚度达 2
.

5一 4
.

0 e m
,

根瘤菌每 10 c m 须根

达 12 个以上
,

能有效地改良土壤
、

增加肥力
.

( 3) 山毛豆
、

木豆
、

胡枝子的枝干可作薪柴
,

嫩枝叶可作饲料 ; 柱花草含粗蛋白 12% 一

18 %
,

适 口性好
、

草质优良
.

试验区灌草植物所能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在 500 元 / h m Z
·
a 以

上
,

若能全面种植产值将更高
。

( 4 ) 各区乔木层覆盖状况差异较大 (郁闭度 0
.

01 一 0
.

5 2)
,

但灌草层植物覆度盖大致相

当 ( 4 5% 一 70% )
,

因而各小区径流量削减的程度 (44
.

1% 一 97
.

9%
,

基本为 8 0% 左右 ) 相

差不大
,

各小区含沙率的削减程度也很相 近 ( 94
.

7% 一 98
.

4% )
,

植物措施控制侵蚀
、

减少

径流的效果明显
。

( 5) 综上所述
,

根据生态经济学的原理的方法
,

辅以一定的工程措施
,

科学合理地配置

布局植物材料
,

能有效地控制土壤侵蚀
、

减少径流
,

还能改良侵蚀区土壤
、

提高肥力
,

并且

能为水土流失治理区的农业生产提供一定的植物产品 (绿肥
、

薪柴
、

饲料 )
,

产生明显的生

态经济效益
.

通过三年的研究表明
,

在水土流失较严重的红壤区和花岗岩崩岗区
,

只要科学

合理地整治开发
,

按照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的新思路和新模式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方法
,

经过 5

年左右的时间将使恶劣的生态环境得以改善
,

同时
,

也开始获得经济效益
。

致 谢 本研究得到广西区水保办
、

苍梧水保站的支持和协助
,

本所林敏
、

谢义林参加部分

试验工作
,

蓝福生先生在本文完成过程中给予帮助
,

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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