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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丘陵红壤
,

坡度平缓
,

土层深厚
,

可垦荒地很

多
,

是综合发展农林牧业的重要基地
。

土地平整是红

坡丘陵地区农田基本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

如何做到

当年平整
,

当年收益
,

当年夺高产
,

多快好省建设高稳

农田
,

是当前红堆改 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

为此
,

我

们通过调查总结和试验研究
,

就红壤丘陵坡地建梯田

的技术谈几点意见
。

一
、

坡地建梯田的实际效果

红壤丘陵地区的自然特点是高温多湿
,

地形割裂
,

春夏雨水集中
,

伏秋干早严重
。

因此若开发利用不当
,

长期坡耕坡种
,

就会造成水
、

肥
、

土的严重流失
,

给农业

生产带来很大损失
。

坡地建梯田
,

能有效地拦蓄坡面

径流
,

防止水
、

肥
、

土流失
,

战胜早涝灾害
,

为发展农业

提供良好条件
。

坡地建梯田主要有三种类型
:

1
.

等高梯田
:

按自然等高线规划作埂
, 以拦蓄坡

面径流
,

减少水
、

肥
、

土流失
。

采用机耕牛秒人作埂的方

法
,

每亩用工只需 10 一 13 个
,

有利于机械化作业
,

有利

于综合治理
。

但由于梯田 内外坡有一定的高差
,

梯田

两端也不水平
,

梁道不配套
,

排灌不方便
。

只适于 缺乏

水源和坡度较大的起伏丘陵大面积垦殖
。

适应 种植花

生
、

大豆
、

芝麻等早作或发展果
、

茶
、

桑等经济果木
。

2
.

等距水平梯田
:

依等距
、

方格形沿基准规 划 梯

田
,

渠系配套
,

田面水平
,

肥沃表土保留较好
,

有利于

当年平整当年夺高产
。

每亩梯田一般 用 工 80 一 1 20 个

工
。

梯田的落差不宜大于 2 米
,

否则既不适于机耕作

业
,

又往往导致冷水侧渗
,

形成新的低产田
。

3
.

等高水平梯田
:
在地形复杂条件下

,

采用机耕

机推
,

挖商填低
,

局部改变地形
,

把坡面高差均匀分配

在各层梯田上
,

使之落差相近
,

力求等高
、

等距
、

等

面积
,

成为
“

小平原
” ,

土地利用率高
。

我所在一片8 7
.

6

亩丘陵坡地上造出81
.

7亩等高水平梯田
,

比在另一片

相近地形的8 3
.

3亩土地上仅造出 7 6
.

2亩等 距 水 平 梯

田 ,

利用率提高 1
。

9 %
。

这种梯田沟渠路埂配套
,

排灌

杨通
,

便于机耕
,

是一种保土
、

保水
、

保肥的高标准农

田
。

适于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的国营农
、

林
、

牧场大面

积推广
。

根据我所定位试验和大田生产观察
,

其水稻和早

作的增产趋势是
:

等高水平梯田 > 等距水平梯 田 > 等

高梯田 > 顺坡耕地
。

以顺坡耕地为对照
,

等高梯田增

产 10 一 2 0 % , 等距水平梯田增产 15 一 30 % , 等高水平

梯田增产 25 一 40 %
。

坡地建梯田后
,

显著的减少水
、

肥
、

土的损失
。

例

如
,

在一次降雨 60 一 80 毫米时
,

等高水平梯田能保持全

部水分
,

不发生径流 ,等高梯地保持水分 70 %左右
,

其

余水分形成径流
,

随地埂 自高向低缓缓排出 ,顺坡耕地

保水40 一 50 %
,

径流量大
,

但无规则的向下冲刷
,

造

成不同程度的片蚀和沟蚀
。

1 9 7 7年进贤农科所在阶段

雨量 44 6毫米的 13 次观察结果
:

水平梯田冲刷盈为61 3

公斤 /亩
,

而生草和无植被的红壤斜坡地
,

每亩冲刷 t

却分别高达 1 0 3 3公斤
、

5 3 2 1公斤
。

坡地改梯田后
,

地表

径流减弱
,

透水性增强
,

养分向下移动成为主要形式
,

使土壤熟化层加厚
,

作物根系向下深扎
,

从而扩大了吸

收范田
,

增强了抗早能力
。

1 9 7 8年从 6 月 2 3日一 7 月 1 3

日连续21 天未雨
,

日平均气温31
.

9℃
,

其中最高气温

3 8 ℃以上持续 8 天
,

地表温度连续 60 ℃以上 12 天
,

阶

段总蒸发量 2 5 8
.

1毫米
,

在这种高温伏早条件下
,

对花

生行间进行土壤水分测定
,

结果表明
,

各层土壤 田间

含水量仍为等高水平梯田优于等距水平梯田和等高梯

田
,

三种梯田含水量都优于顺坡耕地
,

顺坡耕地的上
、

下坡的花生均出现调萎现象 (表 1 )
。

红壤坡地改梯田
,

足提高土坡肥力的重要途径
。

特

别是在具备灌溉条件下
,

实行早地改水田
,

对减少红

壤中活性铁
、

铝的危害
,

加速有机质积累
,

培肥土集效

果更佳
。

据我所分析 (表 2 )
,

各种梯田 比顺坡耕地 p H

降低。
.

2一。 .

7
,

土壤有扒质增加。 .

33 一 。 .

69 %
,

全 N 高

0
.

0 0 0 9一 0
.

0 0 6 %
,

全磷高0
.

0 3 5一 0
.

0 3 9 %
,

全 钾 增

加。 .

02 5一。 .

3 74 %
,

同时
,

速效磷
,

钾有显著的提高
,

为作物增产提供了 良好的土壤条件
。

进贤县三阳公社

钟家大队
,

1 9 7 5年坡地改梯田种植水稻朽O亩
,

平均亩

* 今加本项研究工作的 尚有卢升鑫
、

吴达光
、

吴罗汉
、

李植
、

l亘巫j等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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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种梯田土滚田间含水 t(占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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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开垦方式土壤养分的变化 (垦殖利用 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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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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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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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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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产稻谷 9 50 斤
,

比原来坡地种麦
、

豆早粮增产 1
.

3倍
。

该

社龚家桥生产队
,

同年将 80 亩斜坡地平整为水平梯地
,

次年种棉花
,

亩产皮棉1 05 斤
,

比斜坡地增产 26 %
。

近

三年我所早改水 150 亩
,

亩产均在 1 2 0。斤以上
,

达到当

年平整
,

当年高产
。

二
、

坡地趁梯田的规划要点

梯田规划既要体现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思想
,

适应

农业
“
四化

”

的要求
,

也要因地制宜
,

符合多快好省建设

高称农田的精神
。

从有利于排灌
、

机耕
,

有利于当季增

产和水土保持出发
,

根据本地 区的气候
、

地形
、

水文
、

土质等特点
,

立足长远
,

着眼当前
,

山
、

水
、

田
、

林
、

路

统筹兼顾
,

全面规划
,

分期实施
。

治田必须先治山
,

针对红城丘陵山地坡度的陡缓
,

合理安排农
、

林
、

牧业基地
。

多年来红壤开发利用实

践证明
:

坡度在 20 度以上的山丘为宜林地
,

发 展 果
、

茶
、

桑
、

杉
、

松等用材林和经济林
,

有利于水土保持
。

坡

度在 20 度以下的丘陵坡地宜辟为农田
,

发展农牧业
。

当

前
,

有些地区在 10 度以下宜农坡地大面积植树造林
,

应

该看到
,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机械化水平的 提 高
,

扩大耕地面积
,

多种多收是发展农业的一条重要措施
,

必须因地制宜
,

统一安排农
、

林
、

牧业基地
,

把治 山
、

治

田结合起来
。

红城丘陵梯田化为农业增产打下了基础
,

但水利

设施跟不上
,

仍照不能高产稳产
。

因此低山丘陵区应兴

建山塘水库
,

拦洪筑坝
,

蓄水防早 , 滨湖丘陵区应建立

排灌站
,

引水上 山
,

提水排灌
。

有计划兴建一部分较大

水利工程
,

连贯山塘水库
,

使之
,

蓄水有源
,

长藤结瓜
,

水系配套
,

这对于根除丘陵地区水早灾害有着积极的

意义
。

进贤县在大搞农 田基本建设的同时
,

根据红集

丘陵地形特点
,

十几年来兴建大小水库 7 6 0 0多座
,

电力

排灌站 38 。多个
,

修筑 600 多条全长 3 8 0 0华里的渠道
,

使

早涝保收面积增加到 56 万亩
,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

梯田的实地规划应抓住一点 (居民点 )
,

二向 (田

向
、

水向 )
,

三线 (路
、

渠
、

树 )
。

统一规划
,

合理布局
,

具体

设计应掌握
:

1
.

以主干路定向
:

水向
,

田向应以主干公路
、

铁路

为基淮
,

平行或垂直摆布
。

地形平缓地区
,

应打破社队

或县界限
,

联合勘测设计
,

使之田成方
,

路成网
,

渠成

线
,

树成行
。

2
.

以居 民点定路
:
道路的规划要方便运输

,

适应

农田机械化作业
,

同时布局要合理
,

占地面积控制在

5 % 以下
。

分公路
、

机耕道和人行道三级
。

社队
、

居民点

之间要有公路
,

宽 5 一 6 米
。

机耕道与公路平行或垂

直
,

并尽量与渠道结合
,

做到上路下渠
,

上面行机
,

下面

排灌
,

宽 3 一 4 米
。

机耕道不能到地头的情况下
,

可利

用部分田渠埂作人行道
,

宽。
.

7一 1 米
。

3
.

以地形定渠
:

水渠分主渠道
、

支渠道
、

排水道
。

水头应选择在水源充足的附近制高点上
,

主渠设置在

丘陵梯田顶部
,

坡降为千分之一
。

支渠垂直于主渠
,

交

错迁回梯田之间
,

一般顺坡阶梯设置
,

由于坡降较大
,

需设跌水防止冲刷和倒塌
。

渠道断面大小与形状应根

1 4占



据渠系种类
,

地形
、

土壤条件
、

灌溉面积和灌水量而定
。

田间灌渠底应和 田面同高或略低
,

以便自流灌溉 ; 排

渠底应低于耕作层
,

以利迅速排除田中渍水
,

提高土温

和晒 田质量
。

4
.

以渠路搭架
:
渠道和道路规划好后

,

即可划块

定方
,

搭梯田骨架 网
。

梯田走向虽受渠路控制
,

但一般

与等高线平行
。

其面积水田以 2 一 3 亩为宜
,

早地以

3 一 5 亩为宜
。

梯田的宽度取决于坡度大小和土层厚

度
,

应以内坡不露出淀积层或网纹层为好
。

在缓坡上一

般可采用20 一25 米
。

梯田的长度一般为80 一 1 20 米
,

如

种果
、

茶
、

桑等经济林木
,

可适当延长
。

5
.

调整 田埂高差
:
红壤丘陵地形复杂

,

按等高
、

等

距
、

水平为原则修建梯田
,

势必造成梯田落差幅度悬

殊
。

据我所调查 (表3)
,

田面落差愈大
,

田埂的坡脚愈

长
,

不仅减少了造地面积
,

增加荫蔽
,

而且梯田 内侧

受侧渗冷水为害
,

早稻前期植株矮小
,

不发克
,

比外

侧水稻减产 4
.

3一 5 3
.

9 %
,

丘陵下坡更为明显
。

因此
,

在

测定上坡与下坡总高差后
,

必须均衡分配高差
,

平整

底板时实施调整
,

使田埂高差控制在一米以下
。

6
.

测绘施工图
:
用水准仪按方格网法进行定点测

表 3 不 同 田 面 高 差 侧 渗 水 影 响 宽 度 及 减 产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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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算土石方工程量
,

编制施工规划图
。

三
、

坡地建梯田的施工技术

坡地建梯田
,

能否做到多快好省
,

保证当年平整
,

当年增产
,

关键在于施工方法
。

群众在坡地建梯田的工

作中创造了不少好经验
,

使梯 田的质量越来越高
。

坡地

建梯田
,

总的要求是要做到地平
、

底实
、

土深
、

埂坚
、

水

畅
。

具体做法是揭搬表土
,

平整底板
,

深挖三寸
,

不乱土

层
,

表土还原
,

沟
、

渠
、

路
、

埂同时施工
,

一次完成
。

为此
,

必须把好
“

五道关
”

和抓好
“

八道工序
” 。

(一 )把好
“

五道关
”

1
.

肥土关
:
表土

、

埂土
、

地沟土和其它肥土要全

部挖存
,

平好后铺盖田面
。

稻田 平整后
,

保留表土比

打乱土层有机质高 0
.

7一 0
.

9 %
,

全氮
、

全磷和速效磷
、

钾也高 (表 4 )
。

早稻收获后
,

保留表土的养分状况仍

然显著优于打乱土层
,

当季早稻增产 1 4
.

8一吐8
.

5 %
,

晚

稻增产 1 9
.

9一7 0 % (表 5 )
。

2
.

地埂关
:

用底土筑 田埂
,

层倒层作
,

层作层夯
,

表 4 保 留 表 土 和 打 乱 土 层 养 分 状 况

养 分 状

~ ~ ~ ~ ~

况

~ ~ ~
_

速 效 钾
p H 有机质% 全 氮% 磷%

速 效 磷

P P m P P m

一
ù

理

平整时保表土

平整 时打乱土层

2
。

19 1 0 7
.

5

四 号 田

平整 时保 表土

平整 时打乱土层

早稻 的表土

早稻 的乱土 层

0
。

14 9

0
。

0 8 4

o
·

’ 67

…
“

·

0

1
“

·

5
} “ 1

·

…
一

…
一

、\一田一ù\毛
!

一号一

0
。

12 5

0
。

0 9 7

0
。

14 0

0
。

14 7

10
。

0

7
。

5

8
。

7 5

8
。

0

2
。

4 6

O曰ó匕O目 曰01ó曰
.
立

…
,人心自口l

七 号 田

平整 时保 表土

平整时乱土层

早稻的表土

早稻的乱土层

6
。

2

6 。
9

7
。

2

6
。

9

0
。

17 9

0
。

10 3

0
。

1 2 8

0
。

0 9 1

0
。

1 3 0

0
。

1 1 0

0
。

1 7 1

0
。

1 2 8

1 0
。

7 5

8
。

0

1 1
。

5

4
。

2 5

1 1 7
。

3

9 7

1 2 3
。 1

8 9
.

9

] 4 7



表 5 保 留 表 土 对 早 稻
、

晚 稻 的 增 产 效 果

表表土 ( 斤 / 亩 ))) 打 乱 土 层层 增 产%%% 表土 ( 斤/亩 ))) 打 乱 土 层层
((((( 斤 / 亩 ))))))) ( 斤/ 亩 )))

666 10
。

000 4 1
。

555

333 8 3
。

9992 1
。

111

444 2艺
。

333 2 1
。

222

444 2 6
。

666 2 3
。

666

333 8 4
。

000 4 8
。

555

夯紧夯实
,

雨后不塌
,

灌水不倒
。

3
.

底板关
:

内坡深 翻
,

外坡夯紧实
,

挖高填低
,

底

板平整
。

4
.

深层关
:
心土不露面

,

肥土覆盖均匀
,

耕作层

深厚 (8 一 9寸为宜 )
。

5
.

灌排关
:

水系配套
,

排灌分家
,

灌得进
,

排得

出
,

不淤渍
。

(二 )抓好
“

八道工序
”

(图1)

深宪 ` 寸

图 1 梯田施工示意图

1
.

打桩放线
:

按土地平整规划设计图
,

将规划的

和
、

梁
、

路
、

埂
、

塘落实到实地上
,

每田打四桩
,

桩桩有

编号
,

号号对图纸
,

用石灰划出田埂线
、

道路线和水渠

线
,

再组织全面施工
。

2
.

揭搬表土
:

先定好每块地的中心水平点
,

测出

四角挖方深度和填方高度
,

将挖起的耕作层表土
,

包

括地埂土屯地沟土和其它肥土
,

堆在每块地块的中心水

平点处
,

堆脚要小
,

少占面积
,

分层堆挖
,

堆高堆圆
,

再将表土 以下的第二层半熟土移至表土堆脚周围
。

3
,

修路
、

渠
、

塘
:

揭完表土后
,

立即修挖灌水渠

道
,

蓄水塘
,

修筑机耕道和人行道等梯 田配套工程
。

主

集宜直
,

支渠高差太大要设跌水
,

侮 80 一1 00 亩梯田挖

一 口深蓄水塘
。

路
、

渠
、

塘
、

埂要边倒土
,

边压实
。

公

路
、

机耕道
、

人行道
,

应做到坡度小
,

路面瓦背式
。

4
.

开沟作埂
:
水沟上下左右应对齐

、

对直
,

沟内

应有一定的坡度
。

先开排水沟
,

再作田埂
。

田面落差

一米以下的地埂外坡为 1 : 0
.

5
,

一米 以上的外坡为 1 :

心
。

7 ,

埂面应高出地面 0
.

2一 0
.

3米
。

作埂应取埂下隔土
、

潮湿土
,

逐层上土
,

层倒层夯
,

紧实牢固
。

5
.

平整底板
:

挖高填低
,

层作层踏
,

耙平耙烂
。

然

后用水准仪测量水平
,

填方处要增加 15 一 20 % 沉陷土
,

底板未平
,

切勿进入下道工序
。

6
.

深挖三寸
:
底板平好后

,

为达到全面深耕改土

的效果
,

所有挖方处要深挖三寸
,

耙平耙烂
,

再测水

平
。

7
.

肥土还原
:
分层覆盖

,

先铺二层土
,

再铺表土
,

做到厚薄均匀
,

地面水平
。

8 搬挖堆脚
:

把堆肥土处的表 土扒开
,

深挖
、

整

平
。

然后组织验收
。

在平整过程中
,

各道工序要环环紧扣
、

保 i正质量
,

严格卡关
。

平好一块
,

验收一块
,

并尽力采用机械化和

半机械化作业
,

实行机耕
、

机推
、

牛秒人作埂
,

提高工

效
,

加快进度
。

及时组织劳力突击抢种绿肥
,

有条件

的要进行客土
、

掺沙
,

改善红壤物理性状
。

对于土层严

重打乱的和底 土裸露部分
,

应增施各种有机肥
,

加速

土壤的培肥
,

达到平衡增产
。

据试验
,

打乱土层后
,

增

1 4 3



施猪粪
、

红萍等有机肥
,

早稻产量和土壤养分虽然比保

留表土的低
,

但比乱土层不增肥的每亩高 6
.

6一 46 斤
,

土壤有机质提高 0
.

05 一 0
.

14 %
,

全 钾 增 加 0
.

08 一

。
.

54 %
,

盐基代换量提高0
.

11 一4
.

53 毫克当量 / 1 0 0克

土
,

水解氮
、

速效磷
、

钾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

岳阳地区高产稳产稻田土壤条件的初步研究

周 寿 求

(湖南 省岳阳地 区农科 所土肥组 )

创造高产稳产的土壤条件
,

大幅度提高土壤生产

率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

也是当前土壤科学

研究中的最重大课题
。

一九七六年以来
,

我所针对我

地区丘陵与湖区中当前双季稻实际亩产量超
“

双纲
”

或

接近
“

双纲
”

的历年高产稻田 50 丘和低产田 20 丘进行

定点对比观测研究
,

据初步研究结果认为
:
在保证山

、

水
、

田
、

林
、

路综合治理
,

创造一个早涝保收
,

条 田成方
,

土地平整
,

排灌自如
,

无
“

三水
”

为害 (地面的渍水
、

洪

水
、

地下水
、

毒水 )的前提下
,

我地区当前高产稳产稻田

的土壤条件具有 8 个共同特征
。

(一 )土壤整体构造好 有 6 寸厚的耕作层
,

2

寸厚的犁底层
,

具有垂直节理明显的小棱柱状结构的

心土层 (又叫斑纹层 )及保水性较好的底土层 (又叫淀

积层 ) 60 厘米内无永久性青泥层
,

沙砾层
、

白泥层
、

铁

籽铁盘层
,

基岩层等 6 种障碍层次
。

而低产田土体构

造上主要表现为耕层浅和底土有障碍土层
。

在山丘区

耕作层只 3 寸左右
,

底土层多出现铁子铁盘
,

基岩等土

层 , 湖区和低洼拢 田的低产田多出现永久性青 泥 层
、

白泥层 , 花岗岩山丘区和河流冲积的低产田
,

多出现沙

砾层
,

基岩层等障碍土层
。

(二 )耕作层形态结构好 湿泥 期 分 化成三个层

次
,

千燥期成蜂窝状结构
。

灌水期
,

在生物作用下分

化形成三个层次
:
粘质田形成溶泥层

、

渣泥层
、

糯泥

层 , 沙质田分化形成溶泥层
、

渣沙层
、

沙泥层
,

使耕层软

而不糊
,

糯而不粘
。

落水干燥后
,

耕层成布满锈纹锈斑

的蜂窝状结构
,

酥松易碎
,

见水松软
。

而低产田的耕层

结构差
,

呈泥浆状或泥块状结构
,

湿时粘韧分散或不

易化泥 而易沉紧板结
,

千时坚硬板结
,

成棱角状坚硬土

块
,

难耕难碎群众形容为
“

天晴一把刀
,

下雨一 团糟
” 。

(三 )土滚有益微生物和生物群落多
,

繁殖快 尾

鳃蝴是高产田的重要的生物学指标
。

灌水期
,

尾鳃闯

侮亩能繁殖到 800 万条以上
,

泥面水层中兰绿藻生长繁

茂
,

水稻插秧后一个星期水呈蓝绿色
,

水中浮游生物

(轮虫
、

聚缩虫
、

蚤状水蚤等 )多
,

而低产田这类生物很

少
。

尾鳃绷每亩仅10 一20 万条
,

而且个体小
,

搬运翻

拌土壤能力弱
,

但牛毛粘在低产田中生长快
,

数量多
。

另外
,

高产稻田土壤中自生固氮菌
、

纤维分解菌等有

益微生物群落多
,

大大加快了土壤有机物的分解合成

和无机营养的再利用
。

使土壤中能源物质和营养物质

的循环周期加快
,

而培肥土壤
。

(四 )土壤有机质含量高
,

品质好 据50 块高产田

统计
,

有机质含量范围 2一 4 %
,

多数高产 田 是 2
.

5一

3
.

5 % (表 1 )
。

土壤有机质品质好是高产田另一个重要特性
,

据

高产稻 田腐殖质组成分析
,

胡敏酸和与活性三氧化物

松结合态腐殖质含量高
,

占有机质总量 10 % 以上
,

如

表 2
,

16 号高产田和24 号高产 田有机质含量为 3
.

02 一

3
.

2 9 % 比 2 3 号 潜 育 性 中产 稻 田 有机质虽低 0
.

3一

表 1 高 产 稻 田 有 机 质 含 量 水 平

有 机 质 %

土 坡 样 品 数

占 %

1
.

5一 2
。

O
2

·

。`一 2
·

5。

…
2

·

5 `一 3
·

。

{
1

: … ;: …
3

。

0 1一 3
。

5 } 3
。

5 1一 4
。

0 } 4
。

0 1一 心
。

5

,`

{
”

{
,

2 8 ! 1 8 } 2

0
.

5 7%
,

但胡敏酸含量高
,

16 号田高 0
.

03 9 %
,

24
一

号田高

0
.

1 39 %
,

与活性三氧化物松结合态腐殖质含量更高
。

1 6号田高 0
.

0 4 3 %
,

比 2 8号低产 田高 1一 4
.

5倍
,

高产田

溶泥 层的松结合态腐殖质比低产田 高 13 倍
,

为高产田

持续不断供应大量速效养分提供了物质基础
。

(五 )土壤全盆养分丰富
,

速效养分含母高
,

持续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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