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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耕地土壤在受到长期的暴雨作用影响后会发生严重的侵蚀
情况，不仅从根本上造成了土壤生产力的下降情况，同时也导致
坡耕地水土流失与氮、磷流失问题发生，并且，在坡耕地土壤进
入到水体中后会导致水体出现富营养化状况。为了能够更好地控
制坡耕地水土及氮、磷流失现象，本文特进行了试验，研究不同
农艺措施对坡耕地水土及氮、磷流失控制效果，并将研究结果作
为后续开展相应工作的主要依据。

一、不同农艺措施对坡耕地水土及氮、磷流失控制的试验及
结果分析

（一）试验方法
采取对照试验的方法，对五个径流区域分别编号为A1、A2、

A3、A4、A5，对每个区域采用不同的农艺措施，将每个区域的
宽度设置为 5 米，长度设置为 20 米，所有坡度均向南，并在区
域之间用水泥砌筑隔墙，统一在 5 月进行整地工序，6 月集中播
种。其中，A5 组为对照组，种植玉米，并用普通方式进行施肥。
A1 至A4 组为试验组，采用农艺措施方式进行农作物的栽种，A1
组种植玉米，采用平衡施肥方式；A2 组种植玉米，间种黄豆，垄
作种植，且采用普通施肥方式；A3 组种植玉米，间种黄豆，采用
普通施肥方式；A4 组种植玉米，采用普通施肥方式。普通的施肥
方式如下：每区域内施以尿素 8.81kg、碳铵 15.57kg、过磷酸钙
12.84kg肥料。平衡施肥方式如下：平衡施肥方式是在普通施肥
方式的基础上进行的，每区域内增加两种化肥，分别是 4.84kg的
氯化钾以及 0.3kg的硫酸锌，每区域种植玉米的株数是确定的 630
株。土壤养分的测定工作也需要格外重视，试验过程中，需要在
农作物播种之前和农作物成熟收割之后分别进行土壤养分的测
定，按照梅花形的土样采集方式进行取样，同时采用碱解扩散法
达到土壤碱解氮的目的，采用重铬酸钾的滴定法对有机质进行准
确的测定。不仅如此，在每一次完成区域内的降雨过程后，需要
在第一时间记录清楚降雨的时间与降雨量，并测量不同区域内设
置的集水井内径水流量。取集水井内的混合水样，将水样带到实
验室内进行基本处理，包括烘干、水样过滤与称重，进而得到相
对准确的水样土壤侵蚀量。最后，根据区域内的总流量与水样的
实际侵蚀量完成区域内降雨后针对土壤侵蚀量的换算。

（二）试验结果与分析
在种植过程中，导致土壤、泥沙出现严重的水土流失、氮、

磷流失、养分流失与泥沙输移的原动力就是径流，通过对试验结
果的研究发现，因为不同试验区域内的降雨情况不同，导致土壤
的侵蚀量与径流量存在巨大差异，差异值从小到大的顺序为A1、
A4、A3、A2、A5，其中，与A5 组相比较，A1、A4、A3 三组的
差异性更大。与A5 组相比较，A1 组产生的侵蚀量占 31.7%，A2
组产生的侵蚀量占 41.5%，A3 组产生的侵蚀量占 58.1%，A4 组
产生的侵蚀量占 48.8%。这些数据表明，通过采用平衡施肥的方
式，能够实现对坡耕地出现泥沙侵蚀可能性的降低，同时也有利
于有效减少坡耕地的径流情况。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主要是
因为应用平衡施肥方式，能够有效地促进施肥区域内农作物的生
长速度，同时也能够保证农作物的质量与土壤的营养，使施肥区
域内的农作物有着更强大的抗腐蚀能力。相对来说，坡耕地的径
流控制效果与泥沙拦截效果更加明显，并且，利用平衡施肥的种
植方式，能够有效地控制坡耕地的水土流失状况，无论是间作种
植还是垄作种植的方式，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坡耕地水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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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磷流失的控制效果。
二、坡耕地氮、磷流失的表现与特征
随着农作物的不断生长，其所种植的坡耕地氮、磷流失情

况也在发生着变化。试验表明，玉米在不同的生长阶段下，其种
植所在的土壤中，氮元素会随着土壤地表径流而逐渐流失。不同
时期的氮元素流失量按从大到小的顺序为抽雄期、拔节期、成熟
期，不同时期土壤中磷随着地表径流产生的流失量按从大到小的
顺序为拔节期、抽雄期、成熟期。由此可见，随着农作物的生长
进程加快，坡耕地土壤中的磷元素流失量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
但是当玉米作物的生长进程迈入成熟期之后，会对土壤产生更高
的覆盖率，虽然此时我国各个地区都有着较长时间的降雨情况，
降雨量也比较大，但是同时，也会逐渐减少降雨所带走的氮、磷
流失量。在农作物处于拔节期时，土壤发生的磷流失程度最为严
重，因为即使拔节期的降雨量并不大，但是雨水强度相对更大，
雨势较急，因此更容易形成较大的地表径流。拔节期的农作物往
往都是刚刚完成的播种，进而植株的覆盖率较为有限，因此容易
产生较大的氮、磷流失量。通过试验研究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
坡耕地的土壤中，对磷元素的流失量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主要有
两个方面，分别是植株接收到的降雨强度与植株的覆盖率。不仅
如此，对照试验中对照组与试验组之间的对比结果显示，对照组
农作物在处于拔节期时，坡耕地土壤中的氮元素与处于抽雄期的
氮元素流失量更低一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在对土壤施加氮肥后的第二天，就出现了区域降雨的情况，
同时，土壤中数量众多且没有来得及被充分吸收掉的营养由径流
带走。在A3、A4 两个组别的试验区域内农作物处于拔节期时，
与抽雄期相比较而言，氮元素的流失量更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表示通过采取垄种的种植方式，坡耕地土壤的氮元素流失情况能
够得到明显的控制，起到了削弱的效果。通过对每一个试验区域
的坡耕地水土及氮、磷流失情况对比发现，单独的植物篱种植方
式并不利于拦截磷元素，但是却能够从很大程度上控制住土壤的
氮流失情况，氮流失量更低，同时平衡施肥方式的应用能够将氮
元素的拦截效果最大化。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了获得更加准确的不同农艺措施对坡耕地水土

及氮、磷流失的控制效果，特采取对照试验的方式，设置一个对
照组与四个试验组，通过试验发现，不同农艺措施对坡耕地水土
及氮、磷流失的控制效果具有显著的差异，直接影响着坡耕地的
侵蚀量与径流量，也会直接决定着农作物的种植效率，因此，本
项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希望能够通过本次试验，给未来的坡
耕地水土及氮、磷流失的控制工作提供帮助，通过改变农艺措施
的方式实现控制的有效性，使坡耕地的使用寿命得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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