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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黑土流失的成因分析及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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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土 地 是 农 业 发 展 的 基 础 , 其 环 保 安 全 是 农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关 键 。 吉 林 省 是 全 国 的 农 业 大 省 , 但

目 前 面 临 着 一 系 列 的 问 题 和 挑 战 , 如 肥 沃 的 黑 土 大 量 流 失 、农 业 生 态 环 境 严 重 恶 化 、土 地 生 产 力 严 重 下 降 ,

给 该 省 农 业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造 成 了 严 重 的 影 响 。因 此 , 我 们 必 须 采 取 有 效 的 措 施 保 护 黑 土 地 , 促 进 吉 林 农 业 的

持 续 发 展 。 作 者 分 析 了 吉 林 省 黑 土 流 失 的 主 要 原 因 , 一 是 人 为 因 素 , 如 随 着 人 口 增 加 和 片 面 地 追 求 产 量 , 多

年 来 农 民 过 度 垦 荒 和 不 合 理 地 耕 作 ; 二 是 自 然 因 素 , 如 风 蚀 、雨 蚀 、冻 融 等 。在 此 基 础 上 , 提 出 保 护 黑 土 地 , 促

进 吉 林 农 业 持 续 发 展 的 对 策 和 建 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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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之一 , 在全国农业发展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广袤无垠的黑土地

是吉林省得天独厚的不可再生的有限资源。黑土腐殖质深厚 , 有机质含量高 , 是最适 合于农耕的 土

地, 只有在东北温带特殊的自然环境下才能形成。熟话说 :“黑土地油汪汪 , 不上肥料也长粮”。然而 ,

就是这样一 片富饶的黑 土地 , 由于自 然因素制约 和人为活动 破坏 , 正 在 遭 受 着 水 土 流 失 的 劫 难 , 黑 土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流失。专家警告说 , 如果不能加以有效防治 , 黑土地可能在 50 年内消失[1]。因此我

们必须分析其流失的原因 , 找出防治黑土流失的对策和措施。

1 吉林黑土地水土流失的现状

吉林省是我 国黑土资源 最为丰富的 省份 , 一直以 土 壤 肥 沃 、土 质 疏 松 、有 机 质 含 量 高 而 成 为 我 国

著名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 , 粮食产量和质量位于全国之首 , 为保证我国粮食安全做 出了巨大

的 贡献。其中部 平原的黑土 区 , 是东北平 原黑土地 的核心区 , 土 壤类 型 主 要 是 黑 土 、黑 钙 土 和 草 甸 黑

土 , 是典型的黑土区。地貌多为平原、洼地、漫岗 , 面积约 10 万 km 2。然而近年来 , 由于过度开垦 , 导致

了黑土地风蚀、水蚀严重 , 黑土地的土壤结构遭到破坏 , 蓄水和保肥能力大幅度降低。此外 , 不科学地

耕种措施 , 使黑土地越种越“瘦”, 同时也加剧了水土流失。据吉林省农委有关部门统计 , 近年来 , 水土

流失面积已达 4.47 万 km 2, 占总面积的 37.9% 。其中坡耕地水土流失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80% 以

上。黑土区土 层正逐渐变 薄 , 由最初开 发时的 60～80 cm 减 至 现 在 的 20～30 cm , 部 分 地 区 甚 至 开 始

裸露黄土。黑土有机质含量由开垦初期的 70～100 g/kg, 下降到目前的 20～50 g/kg, 土壤容重增加 , 肥

力逐年递减 ,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逐年下降 , 使我国的粮食安全受到危机[2]。

严重的水土流失 , 使黑土地上产生了大量迅速扩张的侵蚀沟 , 使当地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水保专

家曾在松原市刘家乡合心村进行了实地考察 , 1961 年这里还是一个草深林密、满目黑土的高产宝地 , 但

现在却是一眼望不见头的三四十米深、二三百米宽的大沟 , 黄土裸露。据统计 , 目前像刘家乡合心村这

样 的侵蚀沟在 吉林省松花 江流域部分 地 区 就 有 466 条 [3]。 双 阳 市 四 家 子 乡 过 去 种 玉 米 , 产 量 4 500

kg/hm 2, 由于水土流失 , 现有 30 hm 2 地岩石裸露 , 不得不弃耕。而剩下的土地不能再种玉米 , 只能改种大

豆和谷子 , 产量也仅有 1 000 kg/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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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水土流失还造成水旱风沙灾害多发 , 使大量泥沙进入水库、河道 , 造成河库泥沙淤积 , 后果

严重。据调查 , 吉林省的沐石河、辉发河的某些河段 , 河床已高出地面 1 m 多 , 成为黑土地上的“地上悬

河”。据测算 ,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为的过度开垦 , 吉林省平均每年流失表层黑土 1.3 亿 t, 仅流失的土

壤养分 , 年均直接经济损失近亿元。黑土地大量的水土流失 , 严重地制约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 , 因此 , 采取有力的措施控制水土流失 , 已成为吉林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2 黑土地水土流失的成因分析

2.1 人为因素

2.1.1 过度垦荒

长 期 以 来 , 黑 土 区 人 口 的 快 速 增 长 , 使 人 们 不 断 扩 大 耕 地 面 积 , 尤 其 是 70 年 代 , 大 量 的 坡 地 、岗

地 、混 交 林 地 被 开 垦 为 农 田 , 使 垦 殖 指 数 不 断 提 高 , 据 统 计 目 前 已 达 到 80% , 森 林 覆 盖 率 仅 为 10% 左

右 , 草场面积约为 6.2% [2]。又由于东北夏季短冬季寒冷漫长 , 为了解决烧柴问题 , 秸秆和植物根茬几乎

全部被收获回家 , 使黑土地的表土层长期裸露在外 , 极易遭受风蚀 , 进而表土流失日益严重 , 生态环境

日趋恶化。

2.1.2 人为不合理的耕作

吉林省是我国粮食的主产区 , 被誉为黄金玉米带 , 是我国玉米的主要出口基地。为了追求眼前的

经济利益 , 常常是单一品种连作 , 使土壤有机质和氮、钾营养严重透支 , 不得不靠大量施用化肥和农药

来提高作物的产量 ; 不合理的灌溉如大水漫灌 , 导致耕层土壤结构变坏 , 并造成表土严重流失 ; 特别是

土地承包经营后 , 地块过于零散 , 小型拖拉机和牛马犁耕作使农田耕层变浅 , 犁底层上移 , 土壤的物理

性状逐渐恶化 , 表现为土壤的容重增加 , 总孔隙度下降 , 气、液、固三相比例不 合 理 , 持 水 能 力 降 低 , 有

效水含量减少 ; 由于农药和化肥的大量施用 , 使土壤养分失衡 , 有机质含量减少 , 氮、钾含量下降 , 磷的

含量增加 , 致使土壤的微生态环境恶化 , 生物活性降低 , 自然肥力逐渐下降 , 生产力降低。

2.2 自然因素

2.2.1 风蚀

吉林省属于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 地处西风带。中西部地区是黑土地的核心区 , 也是多风区 , 春

季风大日数又多 , 每年八级以上的大风就可达 15～36 d , 加 之 初 春 雨 少 多 干 旱 , 黑 土 表 层 因 冻 融 而 松

散又无遮挡 , 每当大风来临常常是黑土飞扬而大量流失。

2.2.2 雨蚀

尽管这一地区年降雨量不多 , 但多集中在七八月份 , 且多暴雨 , 耕层土壤因遭受雨淋而流失 , 尤其

是坡地、岗地流失更为严重。

2.2.3 冻融

东北冬季漫长 , 若无雪覆盖则黑土裸露 , 表土因冻融而松散,每到初春表层土壤风干快 , 极易随风

移走。由于春秋两季昼夜温差较大 , 夜冻日化 , 也存在冻融现象 , 因此冻融侵蚀不容忽视。

总而言之 , 水土流失是自然因 素 和 人 为 因 素 共 同 作 用 的 结 果 , 而 人 为 的 过 度 开 垦 和 开 发 , 只 种 地

不养地 , 不注意水土的保持则是水土流失的最主要原因。

3 黑土地流失的防治对策

吉林黑土层逐年变薄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地力降低 , 粮食产量下降。这已经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

注。为了有效保护珍贵的黑土资源 , 确保其永续利用 , 国家计委和水利部从 2003 年起实施东北黑土区

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工程 , 投资 4 000 多万元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03 km 2。由此可 见 , 黑 土 地 水 土 流 失

的治理已经提到了我国生态建设的议事日程。根据吉林省黑土地的实际 , 提出如下防治对策 :

3.1 加强领导 , 加大宣传力度 , 提高农民水土保持的意识

水土保持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 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各级领导应从长远的

观点出发 , 制定保护黑土地的政策法规 , 使保护黑土地法律化。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科普读物、科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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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农民 喜闻乐见的 形式 , 普及水 土保持的知 识 , 加强生态 警示 教 育 , 逐 步 让 农 民 树 立 起 农 业 资 源

的忧患 意识 , 增强各 级领导和 广大群众保 持水土、保护 资源的紧迫 感 和 责 任 感 , 自 觉 地 担 当 起 治 理 水

土流失、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职责。

3.2 采取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 , 积极控制水土流失

在采取防治 措施时 , 应从 地表径流形 成地段开始 , 沿径流运动 路 线 , 因 地 制 宜 , 步 步 设 防 治 理 , 实

行预防和治 理相结合 , 以 预防为主 ; 治 坡与治沟相 结合 , 以治坡 为主 ; 工程 措施与 生 物 措 施 相 结 合 , 以

生物措施为主。只有采取各种措施综合治理、集中治理和持续治理 , 才能奏效。第 1, 实行退耕还林还

草,扩大植被面积。重点是营造防风固沙林和植物绿篱 , 25°以上的坡耕地全部退耕还林 , 15°以上的坡

耕地推行水平梯田 , 种植 果树和灌木 等经济林 , 坡 度小于 5°的耕 地隔一定 距离种植植 物绿篱 , 或种 植

多年生草本作物 , 以减少风蚀和雨蚀。第 2, 实行科学种田 , 实行土地用养结合。科学合理地采用轮作

和间作 , 大力 积造并向黑 土地施用有 机肥、种植绿 肥 , 增加作物 根茬、秸秆 还田数 量 , 有 效 补 充 农 作 物

从土壤中带走的养分 , 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和土壤结构 , 提高土壤保蓄水肥的能力。第 3 , 借鉴发达国家

经验 , 建立由免耕播种、少耕深松、化学除草、田间覆盖等技术措施组成的保护性耕作制度。第 4 , 根据

实际情况 , 实行滴灌和喷灌 , 既提高水的利用率又 减少水土流 失。第 5 , 大豆 是养地作物 , 尤其是近几

年 , 我国有近一半的大豆依靠进口 , 政府应鼓励农民充分利用吉林黑土地的资源优势和有利 于大豆品

质 的 气 候 优 势 种 植 大 豆 , 并 给 予 一 定 的 补 贴 , 从 长 远 来 看 对 保 护 黑 土 地 、增 强 其 肥 力 是 大 有 益 处 的 ,

可谓是生态与经济双赢之策。

3.3 建立预警制度,完善生态监测系统

要 想 从 根 本 上 改 善 黑 土 地 日 趋 恶 化 的 生 态 环 境,必 须 对 全 省 范 围 内 的 森 林 资 源 、草 原 资 源 、生 物

多 样 性 、水 土 流 失 、草 原 三 化 、土 壤 有 机 质 含 量 、农 业 污 染 、工 业 及 生 活 污 染 、土 地 荒 漠 化 及 水 资 源 年

际变化、气 候变化、防灾 减灾等,及时 做出监测和 预警。尽快 建立生态环 境预警制 度,形 成 生 态 环 境 监

测和气象预警、灾害预警体系,为水土保持提供科学依据。

3.4 调整农业的产业结构 , 发展生态农业 , 将水土保持与农民的脱贫致富有机地结合起来

大力推广“四位一体”生态模式及配套技术、生态种植模式和配套技术、生态畜牧业生产模式及配

套技术和设 施生态农业 模式及配 套技术 , 促进 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 和 农 村 环 境 保 护 , 只 有 农 民 的 生 活

水平提高了 , 农民的环境意识才能得以增强 , 就会自觉地投入到水土保持的活动中去。因此必须加快

农业产业 化的进程 , 调 整农业的产 业结构 , 提高 劳动生产率 。只有 这 样 才 能 加 快 水 土 流 失 的 治 理 , 使

治理与保护并重 , 才能促进吉林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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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 is on the Reasons of Black- soil Eros ion in
J ilin Province and Countermeasures

FA N G Shu-rong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07,China)

Abstract: Land is a key factor influenc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 ent of agriculture. A s a large agricul-

tural province, Jilin province are confronted with a series of problem s and challenges, such as running off of

large am ountofloam black soil,serious dam age ofagriculturalecologicalenvironm ent,and the decrease ofpro-

ductivity of soil, etc. Therefore, m easures m ust be taken to protect the black soil for prom oting sustainable de-

velopm entofagriculture.M ain reasons which caused the erosion ofblack soilin Jilin province were analyzed in

the paper.O ne kind is factitious factors,for exam ple,as the population grew so rapidly,people (下 转 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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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 24 页 )on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crop yield, so they reclaim ed wasteland overly and cultivated the land

unreasonably. O ther kind is natural factors, such as the erosion by wind, rainfall and unfreez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counterm 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protection of black soil were proposed in order to prom 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 entofagriculture in Jilin province.

K ey words:Black soil;Soilerosion;Sustainable developm ent;Counterm easures

隆单剂基本相当 ; 对双子叶杂草除草效果略有增加 , 具有增效 作用 , 株防 效及鲜重防 效分别为 89.73%

和 91.88% , 高于或相当于烟嘧磺隆及莠去津单剂的防效。各施药处理区内玉米均无药害出现。烟嘧磺

隆与 2 , 4-D 丁酯混用 , 可扩大杀 草谱 , 提高对 双子叶杂草 的防效 , 同时 降低烟嘧 磺隆的用量 及使用成

本 , 延缓杂草对烟嘧磺隆的抗性。该药对阔叶作物有药害 , 易于随风漂移 , 临近地块有大豆、向日葵等

阔叶作物要特别注意。4% 烟嘧磺隆 50 m L/667m 2+2 , 4-D 丁酯 30 m L/667m 2 混用 , 可一次性防除玉米田

禾本科和阔叶杂草 , 且对玉米安全。

福 分 除 草 效 果 随 药 量 的 增 加 而 提 高 , 40% 福 分 350、400 m L/667m 2 的 总 株 防 效 分 别 为 89.80% 和

91.92% , 总 鲜 重 防 效 为 90.54% 和 92.57% , 均 高 于 莠 去 津 的 防 效 , 且 该 药 对 阔 叶 杂 草 的 防 效 高 于 单 子

叶杂草 , 对单子叶杂草防效也高于莠去津。

3 结 论

烟嘧磺隆是玉米田较为理想的苗后茎叶处理剂 , 茎叶处理的除草活性高于莠去津 , 对玉米田各 种

杂草均有 较好的防效 , 尤其对禾 本科杂草除 草效果更为 显著。用 4% 烟嘧 磺 隆 75、100 m L/667m 2 于 玉

米 4～5 叶期、杂 草 4 叶期前施 用 , 可一次性 控制玉米田 杂 草 危 害 。 若 杂 草 草 龄 偏 大 或 双 子 叶 杂 草 过

多 , 可适当加大剂量。

烟嘧磺隆与 莠去津混用 , 可扩大杀草 谱 , 显 著 提 高 对 双 子 叶 杂 草 的 防 效 , 同 时 降 低 烟 嘧 磺 隆 的 用

量及使用成 本 , 延缓杂草 对烟嘧磺 隆的抗性 , 减 少莠去津的 用 量 及 使 用 成 本 , 延 缓 杂 草 对 烟 嘧 磺 隆 的

抗性 , 减少莠去津的用量及对土壤的残毒作用。4% 烟嘧磺隆 50 m L/667m 2+38% 莠去津 80 m L/667m 2 混

用 , 可一次性防除玉米田禾本科和阔叶杂草 , 且对玉米安全。

烟嘧磺隆与 2 , 4-D 丁酯混用 , 也可起到与莠去津混用的效果 , 但安全性较与莠去津混用差。也可

扩大杀草谱 , 提高双子叶 杂草的防效 , 同时降低烟 嘧磺隆的用 量 及 使 用 成 本 , 延 缓 杂 草 对 烟 嘧 磺 隆 的

抗性。4% 烟嘧磺隆 50 m L/667m 2+40% 2 , 4-D 丁酯 30 m L/667m 2 混用 , 可一次性防除玉米田禾本科和阔

叶杂草 , 且对玉米安全。

福分是玉米田较为理想的苗后茎叶处理剂 , 茎叶处理的除草活性高于莠去津 , 对玉 米田各种杂 草

均有较好的防效 , 尤其对双子叶杂草除草效果更为显著 。用 40% 福分 350、400 m L/667m 2 于玉 米 4～5

叶期、杂草 4 叶期前施用 , 可一次性控制玉米田杂草危害。若杂草草龄偏大或单子叶杂草过多 , 可适当

加大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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