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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等高线植物篱技术是近一、二十年来发展起来的坡地改良利用的一种生物措施。

本文简要阐述了等高线植物篱的基本概念、类型及主要科学问题; 从篱笆植物种类选择、布设

与管理、效益评价、农林政策等方面, 对等高线植物篱研究进展作了简要介绍; 并对该技术推

广与应用的潜力与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　坡地　等高线植物篱　持续生产力

随着我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社会对农林牧产品尤其是粮食的需求也

不断增加, 对有限的土地资源造成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表现在:

(1)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使大量的耕地非农业化。

(2) 水土资源的过度开采、不合理利用及污染使土地质量下降。

(3) 边际土地 (如陡坡地) 的开垦。

我国平原面积相对狭小, 而且平原耕地不断减少的势头在短期内难以抑制。在这种情

况下, 坡地改良和利用已成为实现我国粮食战略不可忽视的因素。我国水热条件优越的东

部地区, 坡地开发潜力巨大。但严重的水土流失制约着坡地潜力的发挥, 成为坡地开发利

用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坡地分布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看, 不太可能大规模推行

费用高昂的工程措施。我国著名地理学家黄秉维先生早就提出: 主要采取植物措施, 最大

限度地提高以一个坡面或小流域为单位的坡地持续生产力[1 ]。等高线植物篱是一种很有潜

力的坡地改良和利用的生物措施。它是在坡面上按一定间距并大致沿等高线密植的窄条植

物带, 一般选择萌发力强又能固氮的植物种类。植物篱之间为耕地, 用以种植农作物或经

济林木。植物篱与篱间作物构成一种特殊土地利用方式, 称篱笆间作。它是广义的农林复

合业的一种特殊形式。等高线植物篱可以有多方面的功用:

(1) 地上密集部分对水土流失产生机械阻挡, 减缓径流并拦截土粒, 防止养分流失, 日

久天长, 可形成缓坡或水平梯田; 地下发达的根系对土壤的固结和穿插作用, 可改善土壤

的性状, 增加径流入渗, 减少水土流失。

(2) 对植物篱的修剪, 可提供一定数量的绿肥, 增加地面覆盖, 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

减小雨滴溅蚀作用。此外, 不同的篱笆植物还可提供粮食、饲料、燃料、药材、油料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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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产品。

等高线植物篱是山地、丘陵、破碎高原等以坡地为主的地区进行土地生态设计的一种

实践形式。和其它土地生态设计一样, 它一方面具有一定的技术性, 在推广应用上需要较

为具体的设计与操作规范; 另一方面又有较强的区域性, 需要根据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

件设计不同的应用模式。近 20 年来, 国内外许多研究机构和管理部门针对这种技术进行了

广泛的试验。对这些试验进行系统的总结, 有利于促进等高线植物篱技术的推广应用, 并

从理论上丰富土地生态设计的内容。

1　等高线植物篱的主要类型

111　坡耕地植物篱

坡耕地植物篱多是在没有修筑梯田的坡地上, 沿等高线设置植物篱带, 带间耕地用以

种植农作物或经济林木等。它是等高线植物篱技术的主要实践形式, 多应用于尚未修筑梯

田, 或不适于工程措施的坡地地区。按植物篱的种类组成又可分三类:

(1) 灌木篱: 篱笆植物由灌木或耐修剪的乔木树种组成, 这种植物篱一般根系发达, 枝

干坚挺, 抗蚀力强, 所形成的梯田稳定性较强, 但篱笆形成的时间稍长。

(2) 草篱: 篱笆植物由多年生草本植物组成, 它们多具有较深的根系, 地上部分密集、

直立、抵抗径流冲刷力强, 篱笆形成的时间短, 但所形成的梯田稳定性稍差。

(3) 草灌混合篱: 篱笆带由一行灌木篱和数行草篱组成, 兼具两种篱笆的优点, 可加快

篱笆植物的密闭速度, 并提高梯田的稳定性。

112　梯田生物埂

修筑梯田是我国山地, 丘陵地区改良利用坡地, 防止水土流失的传统方式。梯田具有

保持水土、便于耕作和灌溉等优点, 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如费用高昂, 排水不良, 质量低

劣, 稳定性差等。我国土坎梯田面积很大, 上述问题表现较为突出。例如陕西每年所修土

坎梯田, 两年内坍塌率达 30%～ 40% [2 ]。即使石坎梯田, 由于大量使用易风化石和河卵石,

梯坎坍塌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在梯田边缘带, 不仅径流汇集达到最大值, 而且无作物覆盖

的地面直接受到降雨的打击, 因而是侵蚀最严重和最不稳定的部位, 是梯田破坏的诱发地

段。梯田生物埂是沿梯田的边缘地带种植小乔木、灌木或草本植物, 植物根系的穿插和固

结作用可提高梯坎稳定性, 防止坍塌。

2　等高线植物篱技术中的主要科学问题

与土地生态设计的其它实践形式一样, 等高线植物篱改良坡地持续生产力功能的发挥

决定于技术设计是否符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实际条件。为达到这一目的, 试验

研究需回答下列科学问题:

(1) 选种: 如何选择适宜的篱笆植物是植物篱技术中遇到的首要问题。不同的篱笆植

物, 其环境适宜性、构造篱笆的能力、产品、管理费用各不相同, 直接关系到植物篱的效

益的大小。

(2) 布设与管理: 如前所述, 等高线植物篱是一种人工控制的坡地生态系统, 除选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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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计适宜的空间结构 (如株距、行距、带距) 和进行科学的管理 (如整地、栽种、修

剪) , 是人工控制的主要内容, 是决定植物篱功能发挥的重要因素。

(3) 效益评价: 等高线植物篱是坡地改良利用的一种生物措施, 如何对其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及社会效益作出科学的评价, 关系到这种技术的推广应用。

3　等高线植物篱技术研究进展

311　国内外有关项目及主要研究内容

(1) 国内情况简介: 复合农林业的概念于 1986 年被首次引入我国。短短几年, 这方面

的研究与试验已在各地迅速开展。以等高线植物篱为核心的坡地农林复合系统的思路和方

法, 在我国东部许多地区也已付诸实践。如: 江西、福建、四川、云南、湖北等省均有有

关的试验项目。

1) 四川宁南植物篱试验: 由中科院地理所和成都生物所主持, 目的在于探索和建立适

于中国西南及类似山区的坡地改良和坡地农业发展模式。试验选取新银合欢和山毛豆等植

物, 通过适当的布设、管理和观测, 积累了植物篱试验的宝贵经验, 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

效果: (a) 在植物篱作用下, 可逐渐形成梯田, 但不破坏土壤结构; (b) 植物篱可防止水

土流失; (c) 植物篱- 作物间作可提高土壤肥力, 保持土壤水分; (d) 植物篱- 作物间作可

增加产品的多样性, 获得多种收益[3 ]。

2) 湖北秭归植物篱试验: 由中科院地理所主持, 在湖北秭归县王家桥流域建立试验场

地, 研究了不同坡度, 不同坡段, 不同种类植物篱的布设技术并进行生态、经济效益评价,

同时, 进行了梯田生物埂的布设和观测, 获得了重要的试验数据和成功经验[4 ]。

此外, 云南保山、河北张家口、山西平陆、贵州罗甸等地也在开展等高线植物篱的试

验研究。上述试验研究都是针对坡耕地的改造进行的, 目前尚处于试验研究阶段。而梯田

生物埂技术, 经过多年的试验研究, 目前已进入推广应用阶段[2 ]。

(2) 国外情况简介: 近一二十年来, 由于土地资源的减少和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下降,

国际上对坡地农林业的研究非常活跃, 尤其发展中国家更为积极。其中, 以菲律宾亚洲农

业发展中心的坡地农业技术 (SAL T ) 研究实践最为引人注目, 该中心在菲律宾的棉兰老岛

建立了多种坡地农业技术模式, 对不同坡地农林系统的布设和管理作了系统的试验, 并进

行了大面积的推广, 获得了宝贵的资料和成功经验[5 ]。此外, 尼泊尔、肯尼亚、印度、泰国

等国家和地区都有有关的研究和实践。

312　选种

有关篱笆植物种类选择的原则, 许多学者都进行过深入的探讨[5, 6 ]。但“篱笆植物”属

近年出现的新概念, 不象用材树种和牧草等经济植物一样, 有关其生物和生态学特性以前

较少研究。尤其对于这类植物在农林复合系统中的表现 (与作物的竞争和互补作用) , 研究

工作还刚刚开始。但经过近年来的试验和推广, 各地已初步筛选出一些较适宜的篱笆植物。

表 1 和表 2 分别列出了可应用于我国部分地区坡耕地改造和梯田生物埂的植物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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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可推广应用的坡耕地植物篱种类

Tab11　Plan t spec ies used for SAL T appl ication and exten sion

　植物名称 　　　拉丁名 　　用　　途 　　分布地区

乔木类

类新银合欢 L eucaw na leucocep ha la 绿肥, 饲料 湖北, 四川

桤木 A lnus crem astogy ne 薪柴, 木材, 绿肥 云南

紫羊蹄甲 B auh in ia p u rp u rea 油料, 薪柴 四川

木豆 Cajanus cajan 食品, 绿肥 四川

黄槐 A lbiz z ia y unnanensis 薪柴 四川

南岭黄檀 D alerg ia ba land ae 木材, 燃料 四川

大麻黄 Casuarina equ isetif olia 饲料, 燃料 四川

灌木类

马桑 Coria ria sin ica 绿肥, 纤维 湖北

黄荆 V itex neg und o 绿肥, 燃料 湖北

短萼灰毛豆 T ep h rosia cand id a 绿肥 四川, 贵州, 云南

大叶千斤拔 F lem ing ia m acrop hy lla 油漆, 饲料, 绿肥 四川

木槿 H ibiscus sy riacus 药材, 装饰材料 湖北

紫穗槐 A m orp ha f ru ticosa 纤维, 绿肥 贵州, 湖北

云南山蚂蝗 D esm od ium y unnanensis 饲料 四川

山麻黄 T rem a oren ta lis 薪柴, 纸浆, 饲料 四川

草本植物类

香根草 V etiveria z iz an ioid es 香料 贵州, 四川, 湖北

象草 P enn isetum p u rp u reum 饲料, 纸浆 江西

黄花菜 H em eroca llis citrina 蔬菜 湖北, 山西

表 2　可推广应用的梯田生物埂植物种类 [2 ]

Tab12　Plan t spec ies used for l iv ing terrace edge appl ication and exten sion

　植物名称 　　　拉丁名 　　用　　途 　　分布地区

乔木类

香椿 T oona sinensis 蔬菜 陕西

棕榈 T rachy carp us f ortunei 纤维, 油料 陕西

枣 Z iz ip hus jujuba 果实 陕西, 山东

柿 D iospy ros kak i 果实 山东, 陕西

柑橘 C itrus 果实 陕西

野核桃 J ug lans ca thay ensis 果实 河北

枇杷 E riobotry a jap on ica 果实 四川

板栗 Castanea m ollissim a 果实, 食品 陕西

杜仲 E ucomm ia u lm oid es 药材 陕西

27 地　　理　　科　　学　　进　　展　　　　　　　　　　　16 卷



续上表

　植物名称 　　　拉丁名 　　用　　途 　　分布地区

灌木类

茶 Cam ellia siensis 茶叶 陕西, 贵州, 福建

沙棘 H ipp op hea rham noid es 果实 陕西

刺犁 R ibes bu rejense 果实 陕西

桑 M orus a lba 纤维 山西, 四川, 河北, 陕西

马桑 Coria ria sin ica 纤维 陕西

盐肤木 R hus ch inensis 药材 陕西

金银花 N ymp hoid es ind ica 药材 山东, 山西, 陕西

玫瑰 R osa rug osa 香料 江苏, 陕西

迎春花 J asm inm um nud if lorum 药材 陕西

栀子 Gard en ia jasm inoid es 药材 陕西

酸枣 Z iz ip hus jujuba 果实 陕西, 山西

紫穗槐 A m orp ha f ru iticosa 纤维, 绿肥 河北, 山东, 山西

柠条锦鸡儿 Carag ana korsh insk ii 纤维 陕西

红柳 T am arix ram osissm a 纤维 陕西, 山西

胡枝子 L esp ed ez a d ahu rica 食品 黑龙江

杞柳 S a lix in teg ra 纤维 江苏, 陕西

黑柳 S a lix n ig ra 纤维 陕西

沙柳 S a lix cheilop ila 纤维 陕西

花椒 Z an thoxy llum bung eanum 佐料 山东, 江苏, 陕西

草本植物类

黄花菜 H em eroca llis citrina 蔬菜 山东, 陕西, 山西

菊花 D end ran them a m oif olium 药材 陕西

龙须草 E u la liop sis bina ta 纤维 陕西

紫苜蓿 M ed icag o sa tiva 饲料 陕西

芒 M iscan thus sinensis 纤维 陕西

知风草 E rag rostis f errug unea 饲料 福建

藤本植物类

葡萄 I tis V v in if era 果实 陕西

数据来源: 李秀彬[2 ]。

313　布设与管理

(1) 株行距设计　株行距的设计原则首先是尽量使篱笆植物的基部在较短的时间内密

闭, 以达到挡土的效果。由于不同篱笆植物生物学特性 (如乔灌木的基部萌发能力和草本

植物的分蘖能力) 的差异, 株距的设计应因篱笆植物的种类而异。湖北秭归的试验结果表

明, 灌草结合的篱笆带有利于篱笆挡土效果的快速形成; 菲律宾的试验证实每带双行的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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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篱可提高篱笆的挡土效果和梯田的稳定性。

(2) 带距设计　带距 (L )的设计应遵循以下几个标准:

1) 应小于形成细沟侵蚀的距离 (a) , 即: L < a , 其中 a 是坡度 (s) , 土壤入渗率 (e) , 降水

量 (q)及降水强度 (p )的函数, 即 a= f (s, e, q, p ) , 在确定区域的坡面上, a 是可以测定的;

2) 篱间梯田宽度应大于便于耕作的田面宽度 (B ) , B 与当地的耕作方式及种植作物有

关。带距可以设计为: L > B öco s n。其中, n 为坡度;

3) 对于土壤厚度为H , 母质为基岩的地区, 应以形成梯田后基岩不出露为准。为此,

带距应设计为: L < 4H ösin 2n。其中, n 为坡度。

314　等高线植物篱的效益评价

31411　关于效益评价的方法

(1) 篱笆植物与农作物相互作用的评价

等高线植物篱- 农作物间作是一种同时型农林复合系统, 篱笆植物与农作物之间存在

着相互作用, 既有互补作用, 也有竞争作用。

对于以农作物为唯一产品的坡地农林系统, 篱笆植物与农作物之间的总效应可以O ng2
B lack 公式[7 ]表达

I = F - C

　　其中, I 为两者相互作用的总效应, 以复合系统中作物的产量与该作物单作时产量的百

分比表示; F 为互补作用 (肥力效应) , 即因土壤肥力提高 (如篱笆植物修剪下的枝叶分解

增加土壤养分, 地表覆盖的增加减少土壤水分蒸发等) 所造成的作物增产的百分比; C 为竞

争效应, 即篱笆植物于农作物争夺光照, 水分和养分所做成的作物减产的百分比。

若 I > 0, 则总效应为互补关系; 若 I < 0, 则总效应为竞争关系。

对于那些篱笆植物具有经济产出的农林复合系统, 其互补效应须改作:

F g = F + F 3

　　其中, F 同上; F
3 为篱笆植物的经济产出与作物单作时产出的百分比。故与作物单作

相比, 坡地农林系统的总收益率为:

Ig = F g - C

　　同样, 也可将该农林复合系统与篱笆植物单作进行效益比较。

(2) 经济效益评价

从经营者的角度出发, 篱笆植物- 农作物复合系统所产生的经济利润为:

利润 (B ) = 收入 (R ) - 成本 (C )

这与一般的经济利润评价相同。其中, R 为篱笆植物与作物的总经济产出; C 包括占地, 投

资, 用工等之总投入。

若考虑时间因素, 则经济利润为:

B = ∑
n

k= 1
R k ö(1 + i) k - ∑

n

k= 1
C k ö(1 + i) k

其中: n——系统建设资金投入年限

R k——第 k 年的现金收入

C——第 k 年的现金支出

i——预定的贴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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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机会成本也是经营者考虑的重要因素, 它是指经营者从事植物篱- 作物间作经

营而放弃的利润最大的土地利用方式的利润。设Cc 为机会成本, 则比较利润B c 为:

B c = B - C c

　　可以看出, B > 0 且B c≥0 是等高线植物篱技术得以推广和应用的基本条件, 这是一般

经济规律所决定的。

(3) 环境社会效益评价

等高线植物篱不仅可以给经营者带来直接经济收入, 而且植物篱经营具有外部性, 会

对自然环境系统以及人类社会产生许多影响:

1) 减少篱笆间作区的水土流失, 并减少下游区域河流, 水库的淤积, 减少洪水灾害损

失和防洪清淤费用。

2) 植物篱形成生物小循环, 可提高篱笆间作区的土壤肥力及理化性状, 减少化肥投入

及灌溉投资。

3) 增加地表覆盖, 改变农业小气候及区域气候。

4) 增加第一性生产, 保持陆地系统中的碳素, 并可影响到全球环境的变化。

5) 增加生物多样性。

6) 在环境改善和生产发展的基础上, 农民就业机会增加, 儿童入学率提高等。

7) 环境的改善, 使人们心情愉快, 身体健康, 生活质量提高, 医疗支出减少等。

篱笆间作对环境和社会会产生许多积极影响, 基本已得到肯定,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

何对这些影响进行经济评价, 即以货币形式进行量化评估。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将这

些影响货币化, 一方面便于引入市场机制, 使上述外部影响纳入经营者的决策范畴; 一方

面可为有关部门采取适当的区域农业政策及市场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关于农林复合经营外部性的量化评价, 环境经济工作者已作了大量工作, 并引入了许

多评价方法。如: 市场价格法、机会成本法、替代市场法、防护费用法、恢复费用法、影

子价格法等等[8 ]。各种方法都有其适用的情况和条件, 应注意恰当的运用, 这里暂不赘述。

31412　提高生态效益方面

(1) 控制水土流失: 等高线植物篱可以拦截地面径流, 减缓径流速度, 截留土粒。随着

篱间耕作的逐年进行, 篱间坡度减缓, 可形成篱间缓坡梯田。篱坎高度及篱间坡度的变化

是篱笆挡土效果最直观的指标。表 3 是秭归试验地测得的三种植物篱的成篱状况和挡土效

果。
表 3　秭归植物篱成篱状况与挡土效果 (实验期为三年)

Tab13　The status and effects of so il-con servation of the l iv ing con tour hedgerows in Zigui

品　　种 篱墙可见度 篱坎平均高度 (cm ) 篱间坡面坡度 (°)

新银合欢 很明显 40～ 60 4

黄　　荆 很明显 > 55 > 6

马　　桑 明　显 20～ 25 2～ 5

国际山地中心的观测数据 (表 4) 也表明在相同降雨量下, 坡地农业技术试验地的产流

量和表土流失量远远小于传统耕作方式下的坡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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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坡地农业技术实验地与传统农用坡耕地水土流失对比

Tab14　Compar ison of water- so il runoff between SAL T and the trad itiona lly-farmed slop ing land

指　　标 农林复合经营坡耕地 传统农用坡耕地

降水量 (mm ) 1820 1820

径流量 ( litres) 164 16 000

表土流失量 (kg) 0115 1 052

数据来源: 菲律宾国际农业发展中心 (M BRL C)

(2) 改善土壤生物物理性状, 保持增加土壤水分养分, 提高土壤肥力: 对植物篱的修剪

使得每年都有大量枝叶进入土壤, 增加了地面覆盖度和土壤有机质含量, 同时也增强了土

壤生物的活动, 促进团粒结构的形成, 从而可改善土壤的生化环境, 增加了养分的有效供

给。此外, 篱笆植物根系的穿插和固土作用, 也可增加土壤孔隙度和渗透率。亚洲农业发

展中心的观测数据 (表 5) 可以表明, 采用坡地农业技术的坡耕地较传统利用方式的坡耕地

生物物理性状有很大的改善。

表 5　农林复合经营坡耕地与传统农用坡耕地土壤性质对比

Tab15　Compar ison of so il properties between SAL T and the trad itiona lly-farmed slop ing land

指　　标 农林复合经营实验地 传统农用坡耕地

地面覆盖度 (% ) 95 40

土壤动物翻土量 (kgö1sq. m ) 23 2

土壤渗透率 7 2

地表产流率 (10gallonsö1m rainfall) 116 611

数据来源: 菲律宾国际农业发展中心 (M BRL C)

由于地表覆盖度增加, 抑制了土壤水分的蒸发; 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多及土粒结构的改

善, 使田间持水能力也不断提高。从而, 使得土壤中水分含量增加, 并且变化平缓。如图

1 所示。

由于篱笆植物多选择豆科植物, 具有固氮作用, 可增加土壤氮素; 并且篱笆植物多具

有根系深的特点, 可直接从母质层吸收养分, 同时植物篱修剪下的枝叶进入土壤, 又增加

了土壤养分含量; 土壤生物活动的增强, 可促进土壤养分的分解, 利于作物吸收。湖北秭

归的试验已证实: 种植植物篱后, 土壤有机质含量和速效氮, 速效钾, 碱解氮含量均有明

显增加[4 ]。

31413　提高经济效益方面

坡地农林复合系统 (植物篱- 作物间作) 不仅可以有效控制水土流失, 提高土壤肥力,

具有良好生态效益, 而且能提高劳动产出率, 促进产品多样化, 增加经营者的经济收入, 减

少作物单作的风险。

与传统的土地利用方式相比, 坡地农林复合系统需要较多的劳动力投入, 但其劳动产

出率高于传统的土地利用方式, 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从表 6 的数据可以看出, 虽然坡地

农林复合经营所需劳动力是传统经营方式的 2 倍, 但作物单产率却是传统经营的 4 倍,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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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林复合经营坡地与传统农用坡地土壤湿度对比

F ig11　T he so il mo istu re change models at SAL T and tradit ionally2farm ed slop ing land

　

从劳动力投入产出情况看, 坡地农林复合经营的经济效益是传统经营方式的 2 倍。

根据M BRL C 的核算资料, 坡地农林作业的纯收益受市场影响较小 (产品多样化) , 且

逐年稳定增加, 而传统单作的纯收益尽管开始年份较高, 但随着土地质量不断恶化, 其收

益也逐年下降, 并且受市场影响大, 风险高。从长期看, 坡地农林经营的收益高于传统单

作方式。如图 2 所示。

图 2　坡地农林复合经营与传统单作经营纯收益对比

F ig12　Comparison of net incom es from SAL T and tradit ionally2farm ed slop ing land

　

315　关于农林政策的研究

坡地农业技术是广义的农林复系统的一种重要类型。尽管农林技术日臻兴起和成熟, 但

由于缺乏相关的政策支持, 在推广和应用中遇到许多困难。近年来, 特别是进入 90 年代,

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专门成立了许多研究组织, 或召开有关的会议研究讨论如

制定利于农林业发展的政策, 1992 年～ 1994 年间国际农业研究咨询组织 (CG IA R ) 农林研

究组织国际联盟 ( IU FRO ) 和国际粮农组织在发展中国家联合发起一系列的政策的研究活

动, 在美国也成立专门的组织从事农林政策的评估[9 ]。农林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一个非常复

杂的问题, 涉及国民经济的衡量标准、土地所有制、市场政策、福利政策等。目前、不同

国家、不同研究组织之间对许多的具体的问题尚存在不少的争论。但农林复合系统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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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土地的自然资源的有效形式, 农林的推广和应用必须加强农林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实

施。对于这一点, 人们基本达成共识。

4　等高线植物篱推广应用的潜力与问题

411　推广应用的限制因素

篱笆间作的综合效益 (经济、生态、社会) 远高于传统的操作方式, 但植物篱笆需要

占据一定的面积的坡耕地, 这在人多地少, 特别是粮食问题尚未解决的贫困地区, 将会是

一个制约因素。同时篱笆植物的管理也需要大约 2 倍于传统作物单作方式的劳动力投入, 这

对于劳动力缺乏的地区也较难实现。选种和设计的不当, 将会造成篱笆植物与农作物间的

较大的竞争 (争光、争水、争养分等)。寻找和培育既适于各地区生长又不会与作物竞争的

篱笆植物将是一个首要的课题, 这问题不解决等高线植物篱的推广应用将会受到很大的限

制。此外, 篱笆间作与梯田相比受空间和坡度的限制, 田间耕种管理有许多的不便, 这也

是等高活篱笆推广中的制约因素。

412　适宜的地区

从等高线植物篱的优势和限制因素, 篱笆间作主要应用于以下地区:

(1) 土地多为水土流失严重的坡地。

(2) 篱笆间作虽用工较多, 但直接的投资较梯田便宜的多, 因而在劳动力丰富的贫困

地区推广前景广阔。

(3) 梯田石料短缺地区, 不适于修筑石质梯田, 而修筑土质梯田投入多, 稳定性差, 故

生物措施应是坡地改良和利用的主要方式。

(4) 生长季节降水丰富的地区, 能够同时满足作物与篱笆生长对水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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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F THE RESEARCH ON L IV ING CONTOUR

HED GES IN IM PROV ING SUSTA INAB IL ITY OF

SLOP ING LAND UT IL IZAT ION

L iu Xuejun　　L i X iubin
( Institu te of Geog rap hy , Ch inese A cad emy of S ciences, B eij ing　100101)

Abstract

A s a special fo rm of agrofo restry, living contour hedge is effect ive in enhancing the sustain2
ability of slop ing land ut ilizat ion, in a w ay that so il and w ater ero sion is harnessed and so il quali2
ty imp roved. T h is paper discusses som e p rincipal issues in the developm ent of the techno logy.

T hen it review s the p rogress of researches on these issues, invo lving species cho ice, hedge de2
sign and m anagem ent, and evaluat ion of eco logical and econom ic benefits. P roblem s and exten2
sion lim its are also discussed and the app rop riate ex tension areas are p ropo sed.

Key words　　Slop ing land, L iving contour hedge, Sustainable p roduct 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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