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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是农业生产、人类发展所必不可缺的资源，但

当前我国面临着严峻的水土流失问题，据统计，2021—

2022 年我国水土流失面积为 267.42 万平方千米，因此

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势在必行，这不仅是国土整治与江河

治理的根本，同时也是保障农业稳定发展及粮食安全的

关键。农业技术措施在水土保持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因此要重视对农业技术措施的应用。

一、水土流失原因、危害及水土保持重要性概述

（一）原因

1.自然因素。首先，受到地形的影响，地面坡度越

陡则地表径流流速越快，因此对土壤的冲刷侵蚀力越

强。其次，受到降雨的影响，遭遇强降雨后会冲刷侵

蚀地表。再次，土质越疏松则水土流失问题越严重。最

后，林草植被数量少的位置，水土保持能力明显弱于林

草植被少的位置。

2.人为因素。首先，人类缺乏土地合理化利用意

识，存在乱砍滥伐、毁林开荒等行为，对地面植被造成

破坏，进而引发水土流失。其次，耕作不合理，农户四

处开荒，导致植被数量减少，表土大量流失；最后，采

矿业、采石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随意倾倒废石、废

渣，不仅污染环境，而且易于导致水土流失。

（二）危害

1.水土肥力降低。受到水土流失的影响，耕作层当

中的有机质含量减少，土壤肥力降低，尤其是裸露的坡

地，遭遇暴雨冲刷之后表土流失，带走大量的腐殖质、

氮、磷、钾，这对于农作物生长及农业发展极为不利。

2.河道水库淤积。大量水土随雨流失，淤泥、河沙

流入河道、水库当中，进而引发严重的淤堵问题。农业

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量巨大，但河道被淤堵会影响正常

灌溉作业，进而阻碍农作物生长，产量降低。

3.生态严重失调。随着水土流失现象的不断加重，

会增加泥石流、旱灾、涝灾等一系列自然灾害的发生

率，导致自然生态环境严重失调，这不仅威胁农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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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稳定生产，甚至会引发灾难事故，威胁民众生命财产

安全。

4.土地良田被毁。受到暴雨径流冲刷的影响，土地

坡面、耕地面积逐渐减少，进而产生较大的沟壑，土地

和良田被冲毁破坏，土地面积数量减少，影响正常的农

业种植与生产，威胁粮食安全性和稳定性。

（三）水土保持重要性

水土保持是保障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农业生产离不开水土资源，水土资源是现代社会发展

所不可替代的物质基础。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加大水土

流失治理，减少对资源的破坏，有助于维护良好的自然

生态环境，减少水土流失，保障农作物安全生产，助力

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土流失是人类对水土资源不合理开

发、滥用的结果，是人与自然发展不和谐的体现。水土

大量流失，会导致耕地良田被破坏，耕作层结构被削

弱，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大量淤泥、沙河淤积在河道、

水库内，影响农业灌溉。积极治理水土流失，保持水土

稳定性，减少水土流失，提高土壤肥力及土地生产力，

为农作物生长营造有利的土壤环境条件，保障粮食安全

性和稳定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发展。

二、水土保持现状问题分析

（一）现状

水土流失主要是因人为因素、自然因素两个方面因

素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形式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如：滑

坡、泥石流、冰融侵蚀、水力侵蚀、风力侵蚀等。相比

较而言，我国水土流失主要以风力、水力侵蚀为主，两

者分别为 158.60 万平方公里和 115.09 万平方公里。从

东、中、西地区分布来看，西部水土流失现象最突出，

约 228.99 万平方公里，其次是中部地区，约 30.04 万平

方公里，最后是东部地区，约 14.66 万平方公里。

据相关统计数据资料显示，2021—2022 年我国水土

流失面积为 267.42 万平方千米，水土流失面积持续减

少。我国水土流失呈现出新的特点，如：水土流失面积



农家科技 197

农 业生态
NONGYESHENGTAI

持续减少、水土流失前度明显降低、水力侵蚀减幅大，

风力侵蚀减幅相对小等。据统计，当前我国仍有近 1/4

的水土流失面积，水土流失面积大且分布广泛，有着较

大的治理难度，尤其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基建建设面

积、资源开发强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水土流失进一步

增加，因此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势在必行。

（二）问题

深入调查分析发现，目前我国水土保持工作尚存在

着诸多的问题，具体如下：首先，目前对水土保持工

作仅仅采取的是一些短期性的治理措施，没有从长远角

度制定完善的水土保持长效机制。其次，缺乏健全完善

的水土保持管理制度体系，无法有效遏制、杜绝违法违

规行为。再次，水土保持工作中所采用的技术、装备落

后，弱化了水土保持效果。最后，社会各界对水土保持

工作重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并不愿意参与到水土

保持和治理中，无法达到理想的水土保持效果。为实现

2025 年全国水土保持率要 73%的目标，创新水土保持

农业技术措施意义重大。

三、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探讨

（一）耕作措施

1.等高耕作。等高耕作即横坡耕作是在坡地上沿等

高线横向耕作种植农作物，能够拦蓄地表径流，增加土

地渗水率，减少水土流失，使得农作物具备更强的抗旱

能力，促进农作物良好生长。等高耕作时坡地坡度要小

于 5°，操作时应当将顺坡垄改为水平横坡垄，做好土

地平整及等高测量工作，若坡度出现较大的变化应当对

等高线进行重新测量。改坡前要对改垄后的道路、排水

沟位置等予以确定，建议结合翻耕进行改坡作业，遵循

从下到上的顺序进行翻耕作业，最终形成等高沟垄及作

物条垄，促进水土保持和抗旱能力的提升。

2.水平梯田耕作。水平梯田耕作即在坡地上沿长缓

坡水平方向搭建梯田种植农作物，能够有效减轻坡地坡

度，控制地面径流，在减少水土流失的基础之上，让土

壤吸收充足的水分。传统耕作方法导致坡地土壤松散，

不具备较强的拦泥蓄水效果。通过修筑水平梯田，进而

将坡地微地形改变，减缓地表径流，使得土壤具备更强

的抗侵蚀、抗冲刷能力，实现对地表径流的有效拦截，

减少土壤流失。

3.平播起垄。平播起垄即中耕培垄，种植农作物时

需进行等高隔犁条播，雨季来临之前结合中耕锄地，在

农作物根部培土，形成等高水平沟垄，一般每间隔 1.5m

的间距作一土挡，避免径流过于集中产生冲刷，而且进

入雨季之后能够实现对雨水的有效接纳、拦蓄，满足

农作物生长对水分的需求，最终达到蓄水保土增产的

目标。

4.区田圳田。首先，区田即在坡地上沿等高线犁出

水平的沟、垄，然后在垄半坡上种植农作物，并在沟中

每间隔适当距离设置土挡，改变小地形，进入雨季之后

可起到蓄水保土的作用。其次，圳田即在坡度小于 20°

的坡地上开垦水平梯田，宽度为 1m左右，然后沿着坡

地等高线做水平条带，每间隔 50cm左右的距离挖掘长

50cm、宽 50cm的沟，结合施肥作业将生土放置于沟外

并将其拍成垄，将上方表土填入下方沟内，可提升土壤

的抗冲刷能力。

5.水平犁沟。水平犁沟即在坡地上采用套犁方法每

间隔适当距离沿着等高线犁成水平截水防冲沟，进入雨

季之后能够有效拦蓄径流，进而降低雨水对表土的冲

刷，确保农作物安全生产。

（二）覆盖耕作

1.秸秆覆盖。覆盖种植在水土保持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而且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目前，最为常见的覆盖

栽培法为秸秆覆盖，通过将小麦、玉米、水稻等农作物

的秸秆覆盖在地表上，能够有效增加土壤表面覆盖率，

降低雨水对土壤的冲刷和侵蚀，减少径流的出现，最终

达到理想的水土保持效果。生态、环保、节水发展理念

及背景下，要高度重视秸秆覆盖耕作技术的应用，该法

不仅能够保持水土，而且在农作物秸秆充分腐熟发酵分

解之后，会增加土壤中有机质含量，改善土质环境，提

高土壤肥力，为农作物生长营造良好的土壤环境。需要

注意的是，秸秆覆盖时应当将秸秆的覆盖率控制在 40%

以上，方可达到理想的水土保持及土壤改良效果。但秸

秆覆盖亦可引发病虫害等问题，因此需要高度重视。

2.地膜覆盖。地膜覆盖即在耕地上覆盖地膜，减低

大风、暴雨等极端恶劣天气对耕地表土的影响，实现对

耕作土层的有效保护。当前，地膜覆盖栽培法被广泛应

用于花生等各类农作物栽培中，覆盖地膜可为农作物生

长营造适宜的温度、湿度等条件，减少土壤当中水分的

蒸发和流失，达到增温保墒的效果，促进农作物生长，

而且能够减少杂草生长，防范农作物病虫害的发生，提

高农作物的产量及质量。

（三）改善耕作方法

1.免耕。免耕属保护性耕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

是在农作物播种前后不对土地进行犁、耙整理，不清理

田间的农作物残茬，直接在原茬地上种植下一茬农作

物，播种之不使用农具管理土壤。免耕技术应用于农业

生产中，能够极大地节约时间、资源，降低人工劳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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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工作量，而且具备突出的水土保持效果。未经耕作

整理的土地，土壤环境更加稳定，有利于形成土壤团

粒，保持土壤良好的生态系统，减少病虫害的发生率，

提高农作物品质。但需要注意的是，多年未经耕作的土

地农作物产量低，农作物生长缓慢，除草难度大。坡地

应用免耕技术，可显著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提升土壤抗

冲击、抗腐蚀能力，增加土壤蓄水量。

2.少耕。少耕法也被称之为留茬种植法，即适当的

降低土地耕作频率、耕作面积，改变传统作业方式，节

约耕作时间，减少对土壤的扰动，防范水土流失。少耕

时需使用旋耕机、重型耙等设备，当前该法凭借自身简

便、低耗、增产、省工、节能、高效，保护环境、实用

性广等诸多的优势被广泛应用于玉米等农作物的保护性

耕作中，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3.深松耕。深耕松指的借助深松铲对 20cm深的土壤

进行疏松作业，打破犁底层、白浆层，增加深松土壤的

透气性及保水能力，但不破坏、扰动表层土壤，表层土

壤始终处于紧实状态，因此依然具备良好的抗蚀性，能

够有效抵抗径流的冲蚀，和传统耕作技术相比较而言，

深松耕技术对于土壤侵蚀的控制率达到 90%，让土壤保

持上实下虚的状态，将水分、养分锁住，更加利于农作

物生长，目前该法被广泛应用于半干旱地区农业水土保

持中。

4.创新栽培方式。间作是新时期农业生产中常见的

一种农作物种植方式，该法是在同一土地内种植多种作

物，如：玉米和花生间作、水稻和豆类间作，可实现对

地资源的高效、充分利用，减少土地资源浪费，而且

豆类作物具有显著的固氮效果，可显著提升土壤肥力，

减少田间菌源、虫卵残留积累，降低病虫害的发生率，

提升农作物产量。不仅如此，不同的农作物相互间作，

可相互补充营养，改良土壤结构。如：果园内间作草本

植物，能够增加土壤当中的有机质含量，同时土壤透气

性、保水性更强，更利于果树生长。此外，适宜的农作

物间作，彼此之间可相互促进生长，减少对化肥、农药

的使用，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套作是新时期农业生产中常见的一类种植方式，其

同样具备突出的水土保持效果。套作，即在前季作物长

生长至后期在株间、行间种植后季作物。例如：棉花和

辣椒套种时，棉花进入旺长期后辣椒基本收获完成，因

此并不会影响到棉花的生长及收获作业。套作模式下，

可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环境，提升光能利用率，提升

农作物的抗病性。而且作物套种可固结土壤，减少水土

流失。

轮作即可两季种植不同作物的复种方式，目前常见

的轮作作物包括：禾谷类轮作、禾豆轮作、经济作物和

粮食作物轮作等等。通过轮作的方式，能够将原本脆弱

的土地肥力及环境恢复，减少田间的病菌和虫卵残留，

有效预防病虫草害的发生。不仅如此，农作物轮作有助

于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保持土壤肥力均衡，促进农作

物产量及质量的提升，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共

赢的目的。

混种在农业水土保持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目

前常见的有水稻混种高粱、大麦混种扁豆等。通过农作

物混种的方式，有助于增加土壤覆盖面积，土壤深处分

布大量的根系，能够有效预防土壤被侵蚀、冲刷，确保

农作物安全生长，达到理想的产量。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水土是农业发展之根本，近年来我国高

度重视水土保持工作，水土流失面积持续减少，但部分

地区水土流失现象依然突出，因此要高度重视水土保持

工作，将农业技术措施应用于水土保持中，发挥农业技

术措施作用，掌握农业技术措施要点，提升水土保持效

果，保证水土资源稳定性，提供土地生产力，改善自然

生态环境，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最终达到自然、生态

效益共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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