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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山区梯田规划布局技术翘验铜查

焉存奎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所 )

我省鲁中南及胶东的山地丘岭
,

根据 自然特

点
,

可粗分为岩浆岩地区 ( 砂石山区 ) 与沉积岩

地区 (青石山区 )两类
,

总面积 5 5
,

9。。平方公里
,

其中大部分是砂石山区
,

耕地面积占山区总面积
4 4

.

7 %
,

水土流失面积很大
,

值接影响着山区的

农业生产
。

在砂石山区农田中
,

造成水土流失的主要原

因是 : 第一雨量集中
,

强度大
。

胶东地区常年降

雨量在 6 0 0一 9 0 0毫米
,

鲁中南为 6 5 0一9 5 0毫米
,

其中七
、

八两个月降雨可占全年一华左右
,

且多

以暴雨形式出现
,

两处最大 日降雨量 可 达 30 。一
4 00 毫米以上

,

因此
,

仅仅土壤渗漏
、

地面蒸发
、

植

被吸收等作用远不能消除降雨所产生的径流
,

这

就必然会冲刷土壤 ; 其次
,

土壤本身砂性强
,

有

机贸含量少
,

粘着力差
,

抗冲性弱
,

加上过去在

反动抚治时期
,

山林草皮遭受破坏
,

形成坡光岭

秃
,

一到雨季山洪暴发
,

砂石俱下
,

直冲农田
,

因而又加重了梯 田水土流失
。

解放前在小农翘济

制度下
,

食苦农民因生活所迫
,

在山坡上刨草皮
,

挖草根
.

刨地捻 ( 地捻种植 )
,

种地边
,

陡坡种

植
,

顺坡耕作
,

抽捻 ( 倒捻成坡 ) 拓地等
,

造成

或加深了径流的集中侵触
。

在人为及 自然因素的

共同作用下
,

山区生产长期不能稳定发展
,

解放

前粮食亩产一般不过百来斤
。

解放后
,

为了改变穷山恶水面貌
,

提高生产

水平
,

我省群众在防治梯田水土流失的斗争中
,

荆造出补多好的治山办法
。

如梯田形式由坡耕地

改造成
“

二合一
”

梯 田
,

接着又发展为
“

三合一
”

梯田
,

各地实践敲明三合一梯田是一种比较完善

的梯田拮构形式
。

从修建
“

三合一
”

梯田技术来

看
,

各地采取的方法名 目很多
,

但其基本措施大

体可分为两类 :
( 1 ) 从单块梯田入手

,

削高垫

低拮合深翻整平田面 ; ( 2 ) 从一个山坡入手
,

旗据等高水平原具U稠整旧梯田的布局
,

将多块梯

田联合进行深翻整平
。

这两类措施各有利弊与其

一定的适宜条件
,

只要运用恰当
,

均可收到良好

效果
。

营南县大山社粽合运用了两类方法
,

已将飘

一块碗一块的山岭薄地改造成大片的 三合 一 梯

田
,

在合理的耕作管理下
,

使粮食亩产由原来的

几十斤稳定提高到六百多斤
。

黄县下丁家大队学

习大山后
,

又将治田与治水桔合起来
,

实行
“

以

水为铜
,

水土肥林井举
,

山水田粽合治理
” ,

同

时全面实施农业八字宪法
,

因而趣过十年来的艰

苦创业
,

使整个农业生产查袋上升
,

近两年来
,

粮食亩产已稳定在九百斤以上
,

为我省山区建投

稳产高产农田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
。

但从各地粳墩来看
,

个别地方在治田中
,

最

初 由于缺乏 全面规划
,

影响了灌溉
、

排水或耕作

的便利
,

桔果整过的地
,

又不得不重新另改
,

造

成劳力上的浪费
。

另一方面
,

由于山区旧梯田中

布局不够合理
,

有
“

偏坡地
” “

暨头地
” “

凹坡

地
” “

龟盖地
”

等倾斜不平
,

田面高低相差很大
,

仅仅依靠削高垫低方法整平田面
,

势必花费大量

劳动力
,

因此
,

根据爵多先进地方的握麟
,

如在

同一山坡或者不同山坡
,

把多数形式相似的梯田
,

从稠整梯田布局入手
,

全面规划
,

llIJ 可大大减少

田面动土方量
,

节豹整平用工
,

收到同样良好的

效果
。

沂水县西旺庄大队采用这种 方 法 整 地
,

1 9 6唾年冬 1 9 6 5年春整了4 50 亩三合一梯田
,

每亩平

均用工仅 32 个
,

趣拭瀚
,

在同样的一块偏坡地上
,

可以比削高垫低法节豹用工一涪左右
,

种植的玉

米
、

大豆
、

谷子等作物均比未整的地增产 60 %以

上
。

由此可兑
,

卦对全省目前治田任务仍很艰互

的情况
,

为了加快治田进度
,

迅速发展生产
,

推

广这些先进挫瀚
,

从稠整梯田布局入手
,

作好梯

田规划
,

则是一个重要关缝尚题
。

现 根 据 我们
1 9 6 4年分别在厉家寨

、

下丁家
、

沂水县西旺庄
、

沙沟等大队的稠查查料整理于后
,

供各地进行梯

田规划治理的参考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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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田规划布局的原 RJl

水土保持规划是山区生产规划的中心环节
,

而梯田规划 l6] 是整个水土保持规划中不可分割的

重要部分
。

粳输征明 : 治山是治水治田的基础
,

山水田的关系是互相配合
、

互相制豹的
,

所以梯

田规划必须与治山治水相桔合
,

不能孤立进行
,

否期郎会顾此失彼
,

造成人力物力浪费
。

现据我

省情况
,

进行梯田规划
,

主要需考虑下列几点 :

1
.

要从发展出发
,

合理利用水土青源 : 合理

利用水土查源
,

目的是使地尽其力
。

根据黄县下

丁家
、

临沂茶山公社的粳教
,

多将林地规划在山

顶
、

陡坡
、

土层膺薄
、

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
,

山

下是梯田
,

有条件的地方河沟道修建蓄水工程
,

使山水田的规划形成一个整体
,

韶真置彻
“

以粮

为桐多种握营
”
的总方卦

,

并根据
“

宜农别农
,

宜

林 l5J 林
”

的原 lllJ
,

合理利用水土查源
。

下丁家每

人九分地
,

坚持集豹挫营
,

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入手
,

全面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

因此
,

梯田规划

必须有利于耕作管理增加产量
,

有利于保持水土

发展生产
,

有利于灌溉排水旱涝保收
,

有利于深

翻整平田面和节豹工料
。

2
.

规划要有长远观点
,

远近桔合
,

分别集中

治理 : 黄县下丁家大队
,

建投稳产高产农田
,

已

粳搞了九年多
,

用了25 万个劳动 日
,

作了38 万土

石方 ; 宫南县大山公社花了十多年的 时 简 投 入
1 77 万个劳动 日

,

巳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面貌
。

因

此
,

梯田规划必须要有长远观点
,

依靠长期的劳

动积累
,

分期分批集中治理
,

搞一片成一片
,

同

时做到当年增产
,

远近拮合
,

援急有序
,

这样才

能将有限的劳力
,

用到关键上去
。

根据掖县释道

公社握瀚
,

先整有水浇的梯田
,

可以尽快发挥水

土效盆
。

黄县下丁家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别
,

先整

投查小
、

用工少
、

收效快
、

增产多的梯田
,

采取

自下而上
,

由近到远
,

最后攻坚的方法
,

也很快

地实现了稳产高产
。

敲队稠查查料表明 : 山根地

( 下坡地 ) 变成稳产高产农田
,

要比山坡地 (山

腰地 ) 每亩用工节豹 16 %
,

投查减少 1 9% (用工

投查包括整地与水利化两项平均 )
。

由此可兑
,

根据上述规划原 lllJ
,

进行梯田治理
,

具{J是一个多

快好省的途径
。

3
.

规划田块大小要因地制宜 : 规划梯田要根

据地形来确定田块大小
,

不能一刀裁
。

田块长度

多等于自然侵触沟的简距
,

浸触沟简距大
,

田块

别长
,

反之 lllJ 短
。

但对少数支毛沟
,

若固距小
、

断面浅而窄
,

也可琪平
,

以增加田长便于耕种
,

田面克度是随捻高而增宽
,

但是
,

根据山坡陡援

以及土层厚薄不同
,

我省群众修建梯田的一般特

点是 : 山坡越援
、

土层越厚
,

具l]田面越竟而墙高

却较低
,

反之山坡越陡
,

土层越 薄
,

具lj 田面 越

窄
。

在具体的毅箭中
,

根据我省砂石山区特点
,

梯田主要分布在 1 5
“

以下山坡
,

土层一般小于30 厘

米
,

往下是半凤化的酥石或坚硬岩石
,

因此
,

常

会碰到上述各项指标的相互矛盾
,

需要权衡利弊

适当刹整
。

从下丁家
、

厉家寨
、

沙沟等大队的梯

田实测断面
,

可以得出一个解决方法 : 就是在不

影响耕作和省工的前提下
,

对田宽和捻高相互作

了适当稠整
。

并使梯田最大挖深控制在较小的范

围
,

既符合水土保持原别
,

又能省工
,

适应于我

省砂石山区土壤地置条件
,

其土地利用率也可保

持在 70 %以上
,

下丁家可达80 %以上 (因石地捻

多
,

占地系数小 )
。

沙沟大队梯田标准较低
,

只进行了深翻
,

地

面仍未整平
,

坡度较大
,

故用工较少
。

下丁家的

梯田水平度较高
,

又多是石墙
,

故用工较多
。

厉

家寨的梯田
,

虽然标准高
,

但多为土捻
,

故其用

工比救少
,

同时近年来因注意了采用稠整田块布

局方法整地
,

因此也节豹了部分工日
。

二
、

魏整田块布局的方法

稠整梯田布局
,

一般斜坡过 长
、

地 块 过 大

的
,

可以截短坡长以大改小 ; 地块零碎
、

耕作不

便的小地
,

可以合并速片改成大地
。

根据梯田工

程现状特点
,

在梯田两端高差很大
、

田面偏坡很

严重的情况下
,

可以打破原有田块地形重新合理

布局
,

以利深翻整平
,

减少整平用工
。

现本文介

貂如下几种方法 :

当田面与山坡等高枝斜交
,

一头 高 一头低

时
,

l8] 采取两头不动稠中简
,

再进行 深 翻 整平

( 兑图 1 )
。

田面与等高换接近垂直 (暨头地 )
,

lll] 需全部打乱原有田块
,

按平行等高 钱 另 修 新

捻
,

横向速片 (兑图 2 )
,

郎成水平梯田
。

田面

中简高两头低
,

可先动中简或两头
,

使田面弯曲

与等高徽曲率一致 ( 兑图 3 )
。

如果田面两头高

中简低
,

稠整方法与上述相同
,

只是布局方向与

上相反 (兄图 4 ) 也能达到整平目的
。



三
、

梯田合理布局的方案
图 1

图 2
.

竖头地漓正

合理的 田面布局方案
,

主要是

以山坡形态为依据
,

根据我省砂石

山区地形
,

从山麓到山坡
,

从沟壑

到岭顶多具有援陡援的特点
,

即可

大体上将梯田布局分成四类 :

工
.

丘岭顶部附近
,

由 于 比 高

小
,

对耕作影响不大
,

可以垦为梯

田
,

通过改造用作农地
。

根据蔽处

自然特点
,

坡度较援
,

土 层 较 浅

( 20 厘米左右 )
,

在旧有田块的基

础上
,

可提出三种稠整方案 :
( 1 )

在顶部较开阴的地形上
,

旧农田大

都跨脊布置
,

地块当中高
,

水往四

原地称
.

O

新延及不

等禹维

阅玻她调止

~
心 5

外流
,

周围田面四面倾斜
,

可布局成方框形梯田

系就 ( 兑图 5 )
。

( 2 ) 在狭长的岭顶上
,

旧梯田

大都形成焦脊形状顺坡地
,

中简窿起
,

可顺等高

换布局成弯月形梯田系就
。

如果土层较厚
,

坡度

小
,

可削去中部焦脊
,

垫到两边凹处
,

修成长条

形梯田
。

( 3 ) 在坡度小
、

等高枝曲率大 的岭

填
,

旧地块为土薄破碎的登头地
,

稠整时应以原

田面高的一端为基点
,

斜接上部田块等高处
,

布

局成大体等克的梯田
。

短地可以两头相联变成长

地
,

小弯及波状地可以截弯削平
,

改成道形平地

(兄图 6 )
,

以利耕种保持水土
。

2
.

山坡
、

岭坡地 : 地形基本分三类
,

凹坡
、

凸坡
、

值枝坡
。

凸形坡上
,

原梯田布局大多为相 似 的脊 背

地
,

田面水流呈扇状放射侵触
,

稠整时
,

以下块

地中部为基点
,

与上块地等高部分相速
,

向上弯

曲
,

拉长田面
,

布置成弯弓形
,

既省工 又 好 种

(兑图 8左端 )
。

凹坡地形上
,

旧田面水流呈扇状汇集
,

向田

中部切割冲刷
,

稠整时
,

横向坡面短布局曲倏形

梯田系杭
,

反之 lllJ 可布局成折倏形梯田系就 (兑

图 7 )
。

均一坡上
,

原田块面积较大
,

田面过宽
,

靛

向坡陡
,

可以横截成几段
,

分段整平
,

布局成长

条形梯田
,

一般可用前节第一种办法稠头相联
。

在一个山坡不同地段
,

分区划片做出不同布局方

案
,

如沙沟大队一个岭地的梯田
,

就有凸坡地
、

直技坡地的梯田布局
,

有直校的也有曲枝的
,

宽

窄也不等 (晃图 8 )
。

3
.

山麓河滩梯田
,

因坡援
、

土厚
、

原地块斜

坡很小
,

地形对于修建梯田用工影响也很小
,

在

无碍耕作的前提下
,

田块可以尽量取道加宽
。

如

下丁家的河流阶地上的梯田布局 ( 兑图 9 )
,

就

充分地靓明了这个特点
。

4
.

沟壑梯田 : 主要根据沟底比降
、

水流被急

以及沟坡土层厚薄
,

沟道宽窄等条件布置
。

在较

老的侵触沟
,

沟底巳切至母岩
,

冲刷物胃主要为

粗砂砾石
,

沟岸坡度较陡
,

土壤瘩薄
,

草木难生

一 5了 一



图8
.

梯田布局示意图

注
;
排水系就
A : 2 蔽单向
B : 2 极双向
:c 3 叙单向
:D 1 叙排水

的
,

可在沟道上游规划布局若干谷坊
,

拦住粗砂

砾石
,

下游布局塌头田
,

拦住翩砂汗土
,

充分利

用水土查源
,

变沟壑为良田
,

增加生产
,

扩大耕

中如能合理运用碉整梯田布局方法
,

llJ 可以大大

加快治田速度
,

这是当前治田中的关键措 施 之

一
,

既有长远利盒
,

也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

地 ( 兑图 1 0 )
。

竟阴沟道
,

梯田一般布 置 在背 水

坡
,

布局成回蒋台阶形式 (见图 1 1 )
,

沟大来水急
,

要在梯田区中简或沟道两

侧毅排水沟
。

窄小沟道
,

可在田面修水

簸箕排水
。

沟坡两岸
,

根据地形
、

土置对称与

否
,

可将梯田布局成人字形
,

半人字形

或燕翅形等
,

排水沟过人字顶或梯田区

两侧 (晃图 12 )
。

粽上所有群众趣墩
,

可以看出
,

梯

田摄划是山水田粽合治理规划不可分割

的重要部分
,

也是多快好省进行梯田治

理改变生产条件的重要措施
,

因此
,

必

须要有规划
。

有了梯田治理规划
,

就可

以更好地发挥梯田修建技术的作用
,

规

划中从一个山坡着眼
,

全面 稠 整 旧梯

田
,

就可以减少或避免不必要的无效劳

动
,

同时还可以从面上减少动土方量
,

节钓人力
。

根据我省梯田现状
,

在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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