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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田与植物篱的结构、功能与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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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梯田和植物篱都是治理山丘区坡耕地水土流失的重要的水土保持措施。介绍了梯田和植物篱的结构、功能及 

其适应性，并进行 了对比分析，同时对长江上游坡耕地整治提出了建议 ，以期促进坡耕地水土流失的科学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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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田是在坡地上分段沿等高线建造的阶梯式农田，是治理 

坡耕地水土流失的有效措施，蓄水、保土、增产作用显著。植物 

篱为无间断式或接近连续的狭窄带状植物群，由木本植物或一 

些茎干坚挺、直立的草本植物组成 ，是国外运用比较普遍的一 

种坡地水保措施，20世纪 80年代以来受到国内一些水保专家 

的极力推崇。植物篱具有分散地表径流、降低流速、增加入渗 

和拦截泥沙等作用，生态效益显著。为了保护梯田地埂和增加 

群众收入，水保部门大力推广在梯埂上种植多年生植物，以形 

成生物地埂，为增加收益也可改种一年生作物。鉴于一些地方 

对这两种水保措施的应用把握不准，本研究分析了梯田和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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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同一坡度下条件的坡长实测结果与模型模拟结果对比 

4 结 语 

地形是影响坡耕地侵蚀的重要因子 ，合理地改变微地形可 

有效控制水土流失。实测数据、模型模拟数据的对比研究显 

示，实测的耕作措施坡面长度、WEPP模型模拟的侵蚀突增拐 

点值在同一坡度条件下有较好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在坡面 

侵蚀突然增大处，即细沟侵蚀发生起点，传统耕作措施将坡面 

截断，阻止了细沟侵蚀的发生，从而有效地减少了坡面水土流 

失量。 

本研究为农民更好地进行农事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科学理 

论基础，特别是对传统的耕作措施，要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 ，运 

用现代模型技术进行分析研究，揭示其水保原理。此外 ，在大 

力实施坡改梯的今天，本研究结果为梯田设计提供了有力的依 

据，在借鉴农民经验的同时，结合模型的手段来设计梯田田面 

宽度将更加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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篱的结构 、功能及其适用性 ，以期促进坡耕地水土流失的科学 

治理。 

1 梯田的结构与功能 

普通梯田由梯坎 、梯埂和田面 3部分组成(图 1)。梯坎的 

类型主要有土坎 、石坎、土石混合坎等。梯坎的主要功能是分 

割田块、挡土，防止发生边坡失稳 、坍塌或滑坡。梯埂的类型主 

图 1 梯 田结构 示意图 

要有土埂和石埂两种，近年来用水泥硬化梯埂的现象也较为普 

遍。梯埂的主要功能有：保水保土，拦截 田面降水产生的径流 

和径流携带的泥沙；田间道路，便于 田间行走和运输；种植作 

物，在不影响其保水保土功能的前提下种植作物可以增加经济 

收入。田面的功能是种植作物 ，梯田的农作物产出主要来源于 

田面。为保证梯田稳产高产 ，修建了大量配套措施，例如四川、 

重庆等地的梯田多建有边沟、背沟、沉沙凼和坡面水系配套工 

程 。 

正确认识梯坎和梯埂的功能可以提高梯 田建设 和种植的 

科学性，在不影响梯田安全的前提下，可以降低建设成本和增 

加作物产出。在土质梯坎上种植多年生植物，强化了植物根系 

的固结土体作用，能够提高土体的抗剪强度和边坡的稳定性。 

梯埂的功能主要是拦截径流和泥沙，梯埂抗剪强度的高低对于 

提高梯田边坡稳定性的作用不大 ，因此可以在土埂上种植多年 

生植物或豆类等一年生经济作物。春季种植的植物或作物，在 

夏季暴雨来临前已经生长很茂盛 ，可以保护土埂免遭侵蚀。但 

是，在梯埂上只能点播作物 ，以免破坏梯埂的整体性，进而降低 

其抗冲强度。要保证梯埂具有一定的高度 ，尽量防止径流漫埂 

冲刷破坏梯 田，在稳定性有保证的前提下可用土石混合坎替代 

石坎。石坎的顶部也可修建土埂或土石混合埂，以种植经济作 

物增加产出。 

2 植物篱的结构与功能 

植物篱是按一定间隔，在坡地内沿等高线种植一行或数行 

林草带形成的植物“篱笆”(图2)。植物篱的功能有：滞缓径流、 

拦截泥沙，泥沙长期淤积后可逐渐形成梯 田；经济作物植物篱 

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改善植物篱行间小气候 ，为行间农作物 

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和传统的梯田相比，植物篱最大的优点 

是成本低廉，简便易行。但是 ，在我国植物篱措施的推广应用 

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有 ：①和作物争水争肥。例如，香港大 

学在湖北秭归坡地柑橘园内种植紫穗槐植物篱 ，但在柑橘进入 

初果期后群众担心影响果树产量，就将植物篱砍掉了；②耕地 

有限，群众不愿意种植经济效益低的植物篱。20世纪 90年代 ， 

作者曾经在川中丘陵区尝试种植香根草植物篱 ，但是 由于群众 

反映“人都不够吃 ，还种这种连牲 口都不吃的草干什么”，结果 

第二年就被拔掉了。③不便于 田间行走和运输。用植物篱替 

代地埂 ，减少了可供 田间行走和运输的田间道路，给群众生产 

带来不便。 

田面 

图2 植物篱结构示意图 

3 两种措施的适用性和今后工作建议 

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农业大国，大部分山丘区耕地资源 

紧张，坡耕地地块零碎、坡度大、机械化程度低，植物篱措施不 

适用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坡耕地整治，不应作为坡耕地整治的 

主要措施。但是 ，植物篱植物多能在恶劣的环境下生长，根系 

发达，固土能力强，又具有成本低廉、简便易行的特点，因此可 

广泛应用于脆弱生态环境下 的植被恢复 ，如北方干旱土石 山 

区、黄土梁峁区和南方花岗岩风化区坡地横坡种植植物篱能够 

促进坡地植被恢复。同时，植物篱还可用于维护工程边坡稳 

定，如广东等地在高速公路边坡上种植根系发达的香根草植物 

篱，效果 良好。 

鉴于我国山丘区耕地资源紧张、农事耕作以人畜为主的国 

情，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坡改梯无疑是我国特别是长江上游 

坡耕地整治的主要措施。长江上游坡耕地面积约有 767万 

hm ，占全国坡耕地总面积的32％，在短时间内将如此大量的坡 

耕地全部建成高标准梯田是不切实际的，为此对长江上游坡耕 

地整治提出如下建议：① 因地制宜，选择科学的坡改梯模式。 

有水源保证、适合种植水稻的坡地，应尽量修建成水平梯田；不 

具备水平梯田建设条件的，可考虑修建成坡式梯地。②保护和 

充分利用现有梯 田的梯坎和梯埂。在修建坡式梯地时不要将 

现有梯坎和梯埂全部推倒重来，而要加以改造利用。③重视梯 

田边坡稳定。在土质梯坎上种植多年生灌草，以固结土体、提 

高土体强度。在保证梯坎稳定的前提下，可修建土石混合坎， 

以降低造价和便于修建。修建梯坎时尽可能不使用难以风化 

成土的异质材料如混凝土等，以免造成石质污染，增加今后农 

田改造的困难。④利用地埂种值作物。在地埂上不但可以种 

多年生植物，而且可以点播一年 经济作物以增加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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