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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坡耕地是重要的土地资源，但由于经营利用的不当，导致了严重的生态退化、生产力较低等现

象；针对存在的问题，以往的实践总结出了多种综合治理措施。退耕还林治理坡耕地的主要目的是在控制水

土流失的前提下，通过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来达到生态、经济双赢。文中就退耕还林的理论基础、技术目的、

退耕地治理实践和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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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在长江上游地区，山地

和高原占 ,$0 1 -$0 。尽管国土面积有 -!$ 万 23/，

但耕地资源很少，我国的耕地仅约 " 亿 43/。为了满

足人口不断增长对粮食的需求，毁林开荒和陡坡耕

作愈演愈烈，造成在各主要农业区存在大面积陡坡

耕地的现实。

坡耕地是重要的耕地资源，全国有约 5) ! 6
"$(43/，占耕地总面积的 %#) $-0 。史立人（"---）认

为，坡耕地是滥用土地资源的产物 7 " 8。国家有关法规

规定 /#9以上的坡耕地应当退耕还林还草，四川省

大于 /#9的坡耕地就占 /#0 ，达 (!) - 6 "$543/；黄土

丘 陵 区 坡 耕 地 面 积 占 总 耕 地 面 积 的 ($0 1 -$0
7/ 8。长江上游现有坡耕地占耕地面积的 5/) ,0 7% 8。可

以看出，坡耕地在山区粮食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如何合理利用坡耕地，特别是在有效控制水土

流失条件下如何有效提高土地生产力，降低对 /#9
以上的坡耕地的压力，逐步实现 /#9以上坡耕地退

耕还林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更有利于退耕还

林工程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复耕的可能性，同

时缓解粮食安全的问题。

" 坡地耕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 " 过度垦殖导致生态退化

人口增长过快是我国西部生态脆弱带生态退化

发生发展的重要诱导因素。农村劳动力过剩是导致

生态退化的深层次原因。近 /$ 年来，我国过度垦殖

问题大致经历了因温饱问题而过度垦殖#粮食需求

期望提高而导致过度垦殖#农村劳动力过剩而导致

过度垦殖的三个阶段 7 5 8，通过粮#猪#钱或粮#钱

的转化来增加收入。

") / 水土流失

现行坡耕地的主要利用方式是顺坡耕作，广种

薄收，水土流失十分严重。顺坡垦殖是导致水土流失

极为严重的最主要的人为因素，西南高原山区水土

流失成因以人为因素为主，由纯自然因素形成的水

土流失面积仅占 #0 1 "#0 ，土壤侵蚀量占 /0 1
,0 ；黄土高原地区和内蒙古及长城沿线西段水土流

失成因以自然因素为主，人为因素加剧的土壤侵蚀

量占 %$0 左右 7 # 8。不管是以人为因素成因为主的，

还是以自然因素成因为主的地区，顺坡陡坡垦殖都

是导致水土流失极为严重的最主要的人为因素。

") % 生产能力低

陡坡耕作水土流失导致土地贫瘠，生产能力非

常有限，全国耕地粮食平均单产 (%#$2: ; 43/，陡坡耕

地单产仅为 "$-#2: ; 43/，仅为耕地单产的 "5) -0 。

西部地区耕地粮食平均单产 !$-$2: ; 43/，陡坡耕地

单产仅为 "$/$2: ; 43/，仅为耕地单产的 "!) (0 75 8。

’<=> ? @>3./$$"& 研究得出结论，随坡度的成倍增

加，作物产量成倍减少，而地表径流、养分流失和土

壤侵蚀却成倍增加。坡地土壤有机质的流失强度与

坡度也呈指数函数关系 7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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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坡耕地治理研究与实践

多年治理实践表明，坡耕地的治理必须采取综

合措施。依靠补助钱粮来促使陡坡耕地的退耕，虽

能暂时缓解生态与经济之间的矛盾，但难以根本解

决问题。现行坡耕地的综合治理总概为以下几个方

面措施。

"# ! 工程措施治理

坡耕地改造工程在 $% & "$%的坡耕地中进行，以

!$% & "$%的坡耕地为主。坡改梯地后在以下几方面发

挥作用’ (! ) 延长径流在坡面上的滞留时间，增加下

渗，减少地表径流量；(" ) 坡改梯后，坡面水流速度降

低，径流冲刷力减小，水流挟沙能力也显著降低；(* )
梯埂的拦阻，使得填洼水量增加，减少了径流量 +, -。

典型调查研究表明，坡耕地梯化后粮食播面单

产平均提高 ""$./0 1 23" 左右，西南高原山区梯田

平均单产为坡耕地的 " & 4 倍，黄土高原地区梯田平

均单产为坡耕地的 * & $ 倍；坡耕地梯化也可大幅度

提高林果、用材林和人工牧草种植的成活率、覆盖

度、生长速度和单位面积产出水平，而且对农产品质

量的提高也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 4 -。同时栽种固坎植

物，既可保持埂坎稳定，又可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

收入，深受农民欢迎。据测算，埂坎一般占地 !.5 &
!$5 左右，充分利用这部分土地发展“地坎经济”，是

解决人多地少矛盾的有效途径。西南农业大学等单

位在重庆壁山县开展的护坎草类试验研究表明，春

季栽种的蚕桑草、菊花、黑麦草、泡荷、苏丹草、黄花

等 草 类 ， 每 公 顷 梯 田 固 坎 植 物 的 年 产 值 平 均 达

!!"$ & "6"$ 元。陕西略阳县首批实施治理的 7 条小

流域，兴修水平梯田 86.23"，其中 ,"5 均采用了桑、

杜仲等植物固坎。夏岑岭等（"...）通过多种水保措

施试验研究表明，坡改梯的水土保持作用不论对缓

坡还是陡坡均很有效，综合减轻土壤侵蚀 4$5 &
7*5 。是坡耕地上水土保持效果最好的一种方式 + , -；

黄土高原地区每修建 !23" 高标准梯田可退掉 " &
*23" 旱坡耕地 + 4 -。可见，通过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可

使生态经济向着人均粮食和人均收入度提高#耕地

比重减少#林牧用地比重增加#水土流失治理度提

高的方向发展。

我国坡改梯的面积仍还远不能适应有效控制水

土流失的需求。多年的实践表明，坡改梯仍然有其

局限性，投入大；打乱土层使梯地的生产力在最初几

年明显下降；尽管能有效地起到保持水土作用，但修

造梯田的同时也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土筑梯埂

崩塌普遍，维护不易；坡改梯在陡坡和沙质、粗骨质

土壤上应用困难；此外，坡改梯主要是单纯保持水

土，客观上忽视了土壤肥力的改善和提高。因此，坡

改梯推广仍与水土流失现状相差很大。

"# " 耕作措施治理

由于因资金、劳力限制，一时难以改为梯田的坡

耕地，或是部分无需改为梯田的缓坡耕地，可采取保

土耕作措施减少水土流失。保土耕作措施一般具有

投资小、费工少、见效快的特点。“长防”工程实施以

来，在长 江流域已推 行保土耕作 措施 !!$# !$ 万

23"。

这些措施大致可分为 * 类。第 ! 类是以改变小

地形、增加地面糙度为主的措施，如横坡耕作、等高

耕作、等高沟垄作等；第 " 类是以增加地面覆盖为主

的措施，如间作套种、宽行密植、草粮轮作等；第 * 类

是以提高土壤入渗与抗蚀能力为主的措施，如覆盖

耕作、免耕、少耕、增施有机肥等。

长江流域的保土耕作措施以横坡耕作、等高沟

垄、间作套种、深耕、增施有机肥等为多。如四川盆地

丘陵地区的 “旱三熟”耕作制，是一种得到广泛应用

的间作套种方式。史志刚、夏岑岭（"...）在研究横坡

耕种、密植耕作和坡改梯耕种方式表明，它们均具有

一定的水土保持作用：横坡耕种和茶园密植种植方

式水土保持的作用明显，但缓坡耕地好于陡坡耕地；

横坡种植减轻水土流失 $5 & 4$5 ；合理密植的侵

蚀比为 !$5 & *$5 。吕军杰、姚宇卿 （".."）在半湿

润偏旱的豫西丘陵区坡耕地上进行不同耕作试验表

明，免耕与深松（不翻动土壤）对降水的利用率较高，

分别达到 $"# $*5 和 $"# 8,5 +7 -。吴发启（!887）对黄

土高原沟壑区坡耕地水保效益研究指出 $%以下的缓

坡耕地水保效益其排序为耕作方法9 播种方式9 牧

草9 作物种类；对 ".%以上的陡坡耕地，其排序为牧

草9 播种方式9 耕作方法9 作物种类 + 8 -。解德蕴

（"...）指出的在贵州等地实施的绿肥聚垄耕作等措

施也很值得推广 + !. -。

"# * 生物措施治理

生物措施对坡耕地的治理主要体现在植物篱措

施上。

等高植物篱技术（生物措施坡改梯）是指在坡耕

地上每隔 4 & 73 沿等高线高密度 ( ! 株 1 $ & !.:3)
种植 " 行 (行距 *. & $.:3) 生长快、耐切割、萌蘖力

强的多年生木本 (固氮 ) 植物篱，作物及其它经济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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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植在植物 #固氮 $篱带之间的耕地上。植物篱生

长至 !% 以上后，在距地面 &’ ( )’*% 处切割，既避

免与作物争光，刈割的幼嫩枝叶又是优良绿肥或饲

料。

其优点是：# ! $ 降低地面坡度，增强土壤保水保

土能力； # " $ 栅篱作物占地面积小，地面覆盖度仅

!)+ ，不影响粮食作物的产量；# & $ 成本低；# , $ 密集

种植的植物篱可以非常有效地降低地表径流和土壤

侵蚀，同时减少土壤养分淋失，有效改善土壤肥力及

土壤团粒结构，提高土地生产力；# ) $在非种植季节，

切割固物篱还可以生产薪柴。

在四川省宁南县营造薪炭林的工作也表明，用

固氮植物与赤桉混交，可使土壤表层的全氮含量增

加 )- .+ ( &)- &+ ；在杨树林和柳树林中混交沙棘

能使土壤表层有机质增加 &/+ ( ,"+ ，土壤含氮量

提高 "’+ ( ""+ 0!! 1。孙辉、唐亚、傅槿华、黄欠如、尹

迪庆等多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而

且该措施得到了广泛的推广 0 !" 2 !)3 !4 1。

"- , 农林复合经营对坡耕地治理

农林复合系统把农、林、牧行业相结合，在山区

等地采用立体综合经营模式协调发展。农林复合系

统的引入，给农林牧各自拥有的先进技术在一起应

用创造了条件。各行业的相互渗透，充分利用自然

资源。更主要的是将森林环境资源作为林业生产的

一部分投入到系统中，参与再生产，以提高系统的

产出，改变了森林环境资源作为公共产品被无偿享

用和利用的一贯思维。主要有缓坡农林复合模式

（主要针对小于 !)5的耕地，实行农林间作）、斜坡农

林复合模式 （适用于坡度 !)5 ( ")5的耕地，采取坡

耕地梯化营造土埂林或林带间作）、陡坡农林复合

模式（适用于坡度 ")5 ( &)5的耕地）0 !6 1。在具体植被

组合上有林 （果）农复合型、林牧 （渔）复合型、林

（果）农牧复合生态工程型、特种农林复合生态工程

型等。

& 退耕还林还草坡耕地治理

退耕还林工程就是针对坡耕地中陡坡耕地的脆

弱生态环境，对$")5的陡坡耕地和其它水土流失严重

的耕地进行整治。它的目标是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

态环境；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进农民脱贫致富 0!/1。

&- ! 退耕还林坡地治理的理论基础

退耕还林是在$")5的陡坡耕地上进行，是以生

态效益优先的林业生态工程，在其理论和先期的技

术支撑上应与林业生态工程理论一致，具有生态系

统理论、生态环境脆弱带理论、景观生态学理论、生

态经济学理论、系统工程理论、环境科学理论、水土

保持学理论、防护林科学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理

论体系。

&- " 稳定坡耕地退耕还林的技术要求

"’ 世纪 4’ 年代及 .’ 年代初，在联合国粮食计

划署及国家有关项目的支持下，在宁夏和贵州等地

曾先后开展了退耕还林试点工作，一些地方因产业

结构未得到充分调整发挥，林草植被建设未跟上，而

未取到应有的效果。为防止毁林复耕现象的重演，必

须在技术上达到以下要求。

（!）通过工程的实施实现以产促退。退耕还林还

草应与农、林业产业化相结合，高效利用退耕地。只

有退下来的土地利用效果好、收益高，农民才愿意退

耕还林。

（"）与流域治理和农田基本改造相结合，以改促

退。退耕还林要与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及农业

综合开发紧密结合，加速中低产田的改造，加速平坝

和坡耕地综合整治，坚持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

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土地质量，努力提高农作物单

产，实现“退耕不减产”。

（&）以调促退。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使林、果、牧、

渔业等的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提高，实现

农林牧渔协调发展。发展二、三产业，改变农民收入

过分依赖种植业的状况，实现 ")5以上坡耕地 “退得

下，栽得上，稳得住，农民逐步能致富”的目标。

&- & 坡耕地退耕还林的实践探索

前期 （“长防”工程治理）的实践，取得了一些好

的经验。在土质较好的 ")5 ( &)5退耕坡地因地制宜

发展大批品质优良、适销对路的经济果木，开发名、

特、优、新产品，建立了一批林果商品基地。治理区林

草覆盖度已由治理前的 ""- 4+ 上升到 ,!- !+ ，栽植

的经济果林达 )"- 4. 万 7%"，种草 ",- &4 万 7%"。比

如金沙江下游及毕节地区的苹果、石榴、蚕桑、蓝桉、

黑荆基地；嘉陵江中下游的柑桔、蚕桑基地；陇南陕

南地区的花椒、苹果、杜仲基地；三峡库区的柑桔、茶

叶基地，不少已初具规模，成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支

柱。四川会理县的石榴发展到 ,6/’7%"，年产石榴

")’’ 余万 89，产值达 ! 亿元；重庆市巫山县种植龙

须草 )’’’ 余 7%"，不少村年产草量达 )’ 万 89 以上，

仅龙须草的户均收入过千元。这些基地，有相当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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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权等：坡耕地整治实践与退耕还林坡耕地治理的探讨

分就是在退耕坡地上建立发展起来的。

工程开始至今，在四川盆地低山丘陵区实践总

结出了开发增值型、生态产业型和生态恢复治理型

模式，产生了较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比如天

泉县的三倍体毛白杨 U 黑麦草、桦木 （桤木）U 牛鞭

草开发增值模式得到了前国务院总理朱 基的充分

肯定；洪雅县的苦竹 （或撑绿杂交竹）U 牛鞭草 U 奶

牛模式得到英国 OOV 电视台的专访报道；沐川县的

竹、工、商生态产业模式带动了全县 -- 万农民脱贫

致富，林竹产业收入占全县财政收入的 "+% !W 。

3 退耕还林还草坡耕地治理可能存在

的一些问题讨论

退耕还林坡耕地治理是一项复杂的多学科融合

的系统工程，远比长江防护林工程建设要难得多。

它有义务也有责任做到增加绿色植被覆盖率，减少

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增强抗旱抗洪能力；为农

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绿色屏障，从而提高主要农作物

的产量和质量，增加当地农民收入。要完成以上目

标，笔者认为在许多地方退耕还林坡耕地治理上都

存在一些尖锐的、急待系统研究的问题。

3% ! 退耕还林还草属边实践边研究的工程，所以科

学研究相对滞后

主要表现在适宜的林草植被的选择、适宜的规

模大小 （一个地区水土保持的有效植被覆盖率大小

的确定），大规模退耕还林后西部地区水资源的承载

能力如何；西部原生植被状况及其演替规律本质尚

不很清楚，是否存在盲目的植被恢复问题等。

3% - 治理后是否能达到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耦合

鉴于该工程的特殊性，应该在研究生态效益的

同时，仔细研究并预测经济利益的长远性和稳定

性。因为经济水平的低下（或曰贫困）是生态环境退

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印度前总理英地拉·甘地在

!’+- 年斯德歌尔摩人类与环境会议上也说了：“环

境不可能在贫困下得到改善”，这值得科技工作者的

深思。有学者对“必须遵守生态第一、经济第二”的原

则提出怀疑 # !’ $，也是可以理解的。

3% " 工程的实质性成效问题

该工程在全国的全面铺开，由于该生态工程的理

论复杂性，在实践中多数理论和问题可能根本未考虑

到，比如：景观生态学理论、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脆

弱带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物安全问题等。虽然

植被暂时得到了恢复，但这是否是该区域植被恢复、

环境建设和经济发展较好的模式还有待进一步在实

践中探索和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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