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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我国黄土高原地区沟道侵蚀下切发育剧烈，坡

面和沟道的切沟侵蚀下切，不仅对边坡和沟道的不稳定

性产生较大影响，同时使得坡面和沟道内水土流失严重，

产生的高含沙水流汇入河道，引起河道泥沙含量增大。

坡面切沟治理是沟道治理和沟床固定的一个重要部分，

通过坡面切沟治理减小坡面切沟产汇流，制止了沟底下

切，稳定侵蚀基点，进而大大减轻沟道冲刷和沟岸崩塌。

1　技术方案

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

提供一种坡面切沟绿化防冲系统及其施工方法，该坡面

切沟绿化防冲系统施工方便，单元布局合理，在具备优

良的绿化防冲能力的同时，具有生态环保的坡面和切沟

生态环境恢复功能，能够在无需人工干预的情况下长期

使用，并持久发挥效益，并且利于高含沙水源地区水源

含沙量高这一问题的减弱，适用于变坡、切沟和沟道内

水土流失的治理。

1.1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

坡面切沟绿化防冲系统，包括设置在坡道上的变坡，

所述变坡内开设有集水区，所述集水区由低到高的坡度

方向的前后两端各设置有一排拦沙灌木，所述集水区的

土体内插入有由连接固定绳缠绕连接的呈多边形排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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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柳木桩，所述集水区位于旱柳木桩的中心位置处设置

有埋入土体内的营养棒，所述营养棒由表面开设有出肥

孔的外壳和填有生态基质肥的内腔构成；所述旱柳木桩

为可成活的活柳木。

1.1.1 集水区的形状为盆形；所述营养棒位于所述集

水区的最深位置处。

1.1.2 营养棒的顶端设置有把手，底部为锥形；所述

营养棒的外壳为可降解材料。

1.1.3 变坡坡度相对于原坡面降低 0°～ 5°。

1.1.4旱柳木桩为直径4cm ～ 8cm、树龄为3年～ 5年

的底端削尖的柱状结构活柳木桩，所述旱柳木桩插入土体

内30cm ～ 50cm，所述旱柳木桩土体外100cm ～ 120cm。

1.1.5 集水区的最深位置处的深度为 10cm ～ 30cm；

所述集水区的面积为所述呈多边形排布的旱柳木桩面积

的 3 倍～ 5 倍。

1.1.6 生态基质肥由以下质量重量份的原料制成：耕

作土 40 份、腐熟作物秸秆 15 份、腐熟玉米穗芯 13 份、

有机肥 10 份、保水剂 2 份和水 20 份。

1.1.7 拦沙灌木为沙棘或荆条。

1.1.8 连接固定绳由可降解的纤维织物编织而成。

1.2 坡面切沟绿化防冲系统的施工方法，该方法为：

1.2.1 开挖变坡：对坡面上切沟沟底预备进行绿化防

冲施工的各点进行开挖，降低该处坡度，得到变坡；

1.2.2 集水区施工：在 S1 中得到的变坡内部开挖集水

区，在所述变坡的前沿进行土堤堆砌压实，土堤高度高

于或等于变坡后沿高度；

1.2.3 旱柳木桩的种植：将底端削尖并涂抹生长素的

柱状结构活柳木桩按照多边形分布插入 S2 中得到的集水

区的土体内，得到呈多边形排布的旱柳木桩；

1.2.4 连接固定绳的安装：将连接固定绳依次缠绕连

接 S3 中得到的旱柳木桩露出地面的部分固定所述旱柳木

桩；待各所述旱柳木桩成活且根系发育连接形成一个整

体后，将所述固定绳断开；

1.2.5 营养棒的布置：将营养棒插入 S3 中得到的呈多

边形排布的旱柳木桩中央的土体后，将生态基质肥填入

营养棒的内腔并压实挤密，所述营养棒的顶部低于地表，

所述营养棒的的四周用土体压实；

1.2.6 拦沙灌木的种植：将拦沙灌木种植在 S1 中得到

的集水区沿坡度方向的前后两端，最终得到坡面切沟绿

化防冲系统；所述坡面切沟绿化防冲系统于春季施工。

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坡面和沟道的切沟侵蚀下

切程度与沟内有无树木直接相关，尤其纵向连续分布有

单行多株直径大于 30 公分旱柳树的沟道比较稳定，这与

树干断续分割阻滞径流，消减径流冲刷力且树木根系固

土有关。可以模拟这一天然系统控制坡面切沟侵蚀，技

术难点是径流冲刷情况下如何快速形成连续的大树系统，

一是用多棵较小易成活的旱柳树杆组成环形结构抵御径

流冲刷，二是整理沟道集蓄水分，提高土壤肥力促进行

旱柳快速成长，三是随地形整理沟道并种植拦沙灌木，

减缓初期切沟侵蚀，给旱柳成活成长提供一定的时间保

障。据以上原理提出本申请的坡面切沟绿化防冲系统。

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方案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2　附图说明

图2.1是坡面切沟绿化防冲系统结构示意图

图2.2是绿化防冲系统俯视图

图2.3　绿化防冲系统的营养棒的结构示意图

附图标记说明：1—变坡；2—集水区；3—拦沙灌

木；4—旱柳木桩；5—连接固定绳；6—营养棒；61—外

壳；62—内腔；63—出肥孔；64—把手。

3　具体实施方式

3.1 如图 2.1-2.3 所示，本实施例的坡面切沟绿化防

冲系统，包括设置在坡道上的变坡 1，所述变坡 1 内开设

有集水区 2，所述集水区 2 由低到高的坡度方向的前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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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各设置有一排拦沙灌木 3，一排拦沙灌木的长度不小于

集水区 2 的直径，所述集水区 2 的土体内插入由连接固定

绳 5 缠绕连接的呈多边形排布的旱柳木桩 4，所述集水区

2 位于旱柳木桩 4 的中心位置处设置有埋入土体内的营养

棒 6，所述营养棒 6 由表面开设有出肥孔 63 的外壳 61 和

填有生态基质肥的内腔 62 构成；所述旱柳木桩 4 为可成

活的活柳木。

3.1.1 所述集水区 2 的形状为盆形；所述营养棒 6 位

于所述集水区 2 的最深位置处。

3.1.2 所述营养棒 6 的顶端设置有把手 64，底部为锥

形；所述营养棒 6 的外壳 61 为可降解材料，所述可降解

材料为可降解塑料或木质材料。

3.1.3 所述变坡 1 坡度相对于原坡面降低 0°～ 5°。

3.1.4 所述旱柳木桩 4 为直径 4cm ～ 8cm、树龄为 3

年～ 5 年的底端削尖的柱状结构活柳木桩，所述旱柳木

桩 4 插入土体内 30cm ～ 50cm，所述旱柳木桩 4 土体外

100cm ～ 120cm。

3.1.5 所 述 集 水 区 2 的 最 深 位 置 处 的 深 度 为

10cm ～ 30cm；所述集水区 2 的面积为所述呈多边形排布

的旱柳木桩 4 面积的 3 倍～ 5 倍。

3.1.6 所述生态基质肥由以下质量重量份的原料制

成：耕作土 40 份、腐熟作物秸秆 15 份、腐熟玉米穗芯 13

份、有机肥 10 份、保水剂 2 份和水 20 份。

3.1.7 所述拦沙灌木 3 为沙棘或荆条。

3.1.8 所述连接固定绳 5 由可降解的纤维织物编织而

成，当旱柳木桩 4 根系土结构连接在一起后，通过旱柳

木桩 4 直径的增大，连接固定绳 5 缠绕段扩张，连接段收

缩，在一定强度范围内连接固定绳 5 断裂脱落，进而不

会进一步限制旱柳木桩 4 的生长，并且脱落的固定连接

绳可降解作为旱柳木桩 4 生长的养料。

3.2 坡面切沟绿化防冲系统的施工方法，该方法为：

3.2.1 开挖变坡 1：对坡面上切沟沟底预备进行绿化

防冲施工的各点进行开挖，降低该处坡度，得到变坡 1；

3.2.2 集水区 2 施工：在 S1 中得到的变坡 1 内部开挖

集水区 2，在所述变坡 1 的前沿进行土堤堆砌压实，土堤

高度高于或等于变坡后沿高度；

3.2.3 旱柳木桩 4 的种植：将底端削尖并涂抹生长素

的柱状结构活柳木桩按照多边形分布插入 S2 中得到的集

水区 2 的土体内，得到呈多边形排布的旱柳木桩 4；

3.2.4 连接固定绳 5 的安装：将连接固定绳 5 依次缠

绕连接 S3 中得到的旱柳木桩 4 露出地面的部分固定所述

旱柳木桩 4；待各所述旱柳木桩 4 成活且根系发育连接形

成一个整体后，将所述固定绳 5 断开；

3.2.5 营养棒 6 的布置：将营养棒 6 插入 S3 中得到的

呈多边形排布的旱柳木桩 4 中央的土体后，将生态基质

肥填入营养棒 6 的内腔 62 并压实挤密，所述营养棒 6 的

顶部低于地表，所述营养棒 6 的的四周用土体压实；

3.2.6 拦沙灌木 3 的种植：将拦沙灌木 3 种植在 S1 中

得到的集水区 2 沿坡度方向的前后两端，最终得到坡面

切沟绿化防冲系统。

4　有益效果

4.1 利用旱柳木桩以及拦沙灌木实现坡面切沟的绿化

防冲及坡面修复；坡面切沟绿化防冲技术于春季施工，

在降雨情况下，前期通过变坡、集水区、拦沙灌木和连

接固定绳来稳固切沟和防止冲刷破坏，为旱柳木桩的生

长发育争取时间；

4.2 通过营养棒和集水区来为旱柳木桩及拦沙灌木提

供养分，促进其根系快速生长，通过拦沙灌木消能拦截

雨水及其携带泥沙颗粒，预计后为旱柳木桩和拦沙灌木

的生长提供养分，并且利用拦沙灌木生长发育较快的优

势，使用拦沙灌木对未发挥作用的旱柳木桩及沟道进行

稳固保护，为旱柳木桩的生长提供时间；

4.3 通过集水区来蓄存下渗雨水，并且淤积富有营养

物质的水流携带的泥沙等淤积物，为旱柳木桩生长提供

水分和养分；

4.4 通过连接固定绳实现对旱柳木桩的前期加固稳

定，当旱柳木桩根系土结构连接在一起后，通过旱柳木

桩直径的增大，连接固定绳缠绕段扩张，连接段收缩，

在一定强度范围内连接固定绳断裂脱落，进而不会进一

步限制旱柳木桩的生长，并且脱落的固定连接绳可降解

作为旱柳木桩生长的养料；

4.5施工方便，单元布局合理，在具备优良的绿化防

冲能力的同时，具有生态环保的坡面和切沟生态环境恢复

功能，能够在无需人工干预的情况下长期使用，并持久发

挥效益，并且利于高含沙水源地区水源含沙量高这一问题

的减弱，适用于变坡、切沟和沟道内水土流失的治理。

5　结束语

按照习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

保理念，该项方案在实践中进行了推广应用，取得了很

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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