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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是黄土高原农业生产的主要灾害
,

是黄河下游河患的根源
。

制止水土流失

是治黄的核心
,

是发展当地农
、

林
、

牧生产的根本施措
。

本文拟通过对黄土高原水土流

失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

探讨治理水土流失的途径
。

一
、

水土流失的现状

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由来 已久
,

早在更新世黄土堆积过程中就有侵蚀发生
,

当时速

度较慢
,

参与人类活动影响 以后侵蚀加快
,
尤其是秦汉以来 日益加剧

,

越到 近 期 越 严

重
。

目前
,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面积约 43 万公里

“ ,

其中严重流失面积27 万公里
“ ,

最严重

流失面积 11 万公里
“

左右
。

黄河三门峡 (陕县 ) 站年平均输沙量 16 亿吨左右
,

年最 大输

沙量 3 9
.

工亿吨 (1 9 3 3 年 ) ;
大部分地区的侵蚀模数都在4。。。吨/ 公里

“

以上
,

窟 野 河神

木至温家川区间达到3 5 7 0 0吨 /公里
“

(表 1 )
,

黄河三门峡站平均含沙量 3 7
.

6公斤/ 米
“ ,

最大含沙量 66 6
.

。公 斤 /米
“

(1 9 7 1年 7 月 27 日)
,

皇甫川 曾出现 1 5 7。公斤 / 米
“

的高含沙

表 1 黄土高原典型地区侵蚀摸数

河 名 站 名
控制面积
(公里

2 )
输 沙 量
(万吨 )

区间侵蚀模数
(吨/ 公里

“)

皇甫川
沙吃堵
皇 甫

1 3 5 1

3 1 9 9

2 7 1 5
。

0
5 8 06

。

0 1 6 7 3 0
。

0

孤山川 高石崖

奇 岚
裴家川

神 木
温家川

高家堡
高家川

申家湾

1 2 6 9 2 4 97
。

0 1 96 8 0
。

0

岚漪河
召7 6

2 1 5 7 璧弓0 5
。

0 7 9 8 0
。

0

窟野河
7 2 9 8

86 4 5

6 8 4 7

1 1 66 1 3 5 7 0 0
。

0

秃尾河
2 0 9 5

3 2 5 3

1 1 9 8
。

2 9 7 5
。

1 5 3 5 0
。

0

佳卢河 ] 1 2 1 2 6 2 7
。

0 2 3 4 3 0
。

0

无定河 护
窑
口

1 5 3 2 5

3 0 2 1 7

3 8 3 7
。

1 9 90 0
。

1 0 7 9 0
。
0

延 河
延 安
甘谷释

3 2 0 8

5 8 9 1

3 9 5 4
。

5 5 3 4
。

5 9 7 7
。

0



水流 , 皇甫川和无定河 (川 口) 最大含沙量多在 1 0 0 0公斤/米
3

以上
,

径河
、

北洛河
、

祖
‘

厉河
、

朱家川
、

窟野河
、

延河等也曾出现大于 1 2 0 0公斤/ 米
“
的最大含沙量记录

。

由此可

见
,

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是十分严重的
。

最近三十年来
,

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量 (或产沙量 ) 是减少了还是增加 了
,

或者基

本上保持不变 ? 说明这个间题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
。

流域产沙量一般 由河道断面输沙量计算
,

二者的关系用输移比表示
。

国外和我国其

它一些地区的输移比约为 1 : 2或 1 : 3 ,

即流域产生2一3吨泥沙
,

河道输送一吨泥沙
,

坡地

产沙量中有士一于淤积在坡麓或河道中
。

黄土高原的坡地陡峻
,

坡麓基本上 不 发 生 淤

积
。

黄土高原的河道狭窄
,

河床比降较大
,

现有沟道和河道是充分排沙的孔道
,

水文测

验资料和野外调查表 明
,

其输移 比接近 1 : 1 ‘”
。

因此
,

如果流域内没有拦沙措施
,

黄河

龙门站
、

汾河河津站
、

渭河华县站和洛河庄头站的输沙量总和大致可代表黄土高原产沙

总量 ; 如果流域内有拦沙措施
,

产沙量应是四站输沙量加上流域内拦沙量的总和
。

表 2 列出龙门
、

华县
、

河津
、

庄头四站不同时间系列的径流量和输沙量
,

它表 明不

同系列的输沙量都在 16 亿吨左右
,

所以有人认为近三十年来黄土高原的产沙量基本上没

有变化
。

但是
,

三十年前黄土高原基本上没有拦沙施措
,

河道输沙量与流域产沙量大体

一致
;
三十年来

,

尤其是 1 9 5 8年以来黄土高原开展了大规模水土保持工作
,

兴建了大量

水利工程
,

拦蓄了大量泥沙
,

上述四站的输沙总量就不能反映流域产沙的实际情况
。

为了

推求黄土高原三十年来的实际产沙量
,

必须求出水土保持及水利工程的拦沙效果
。

目前要

求得这两方面施措的拦沙效果尚有困难
,

暂以水库淤积量和土坝拦泥量进行概略计 算
。

截止 1 9 7 8年底
,

黄土高原已有坝淤地 2 5 1
.

4 2万亩
。

据调 查
,

淤 成 一 亩 坝 地 需 泥

2 0 0 0一 40 0 0米
“ ,

若以每 亩坝地需泥 2。。o米
“

计算
,

黄土高原仅淤地坝一项就拦泥50
.

2 48

亿米
“ ,

合 6 7
.

9亿吨
。

1 9 5 8年以前坝淤地较少
,
这些坝地能够保存到1 9 7 8年的数量 也 不

多
,

近年来水力充填筑坝技术推广
,

淤地坝数量增加的速度很快
, 1 9 5 8一 1 9 7 8年的坝地

增长率一年比一年大
,

也就是坝地的拦泥量一年 比一年多
,

如果平均计算
,

1 9 5 9一 19 7 8

年的年平均坝地拦泥量为 3
.

4亿吨
。

据陕西
、

山西
、

甘肃
、

宁夏四省修建在黄土高原的大小水库统计
,

其多年平均淤积

量为2
。

5亿吨 (其中陕西 0
.

8亿米
“,

宁夏0
.

2亿米
“ ,

山西0
.

52 亿米
“ ,

甘肃0
.

34 亿米
“
) ;

陕西关中地区的径
、

洛
、

渭 三 大 灌 区引洪灌溉多年平均减少泥沙 0
.

4亿吨
。

这些 灌 渠

已有很长使用历史
,

近几十年灌溉面积增加
,

减少量比 以前增加
,

增加 部 分 取 0
.

13 亿

吨
。

以上三项合计
,

黄土高原每年共拦沙6
.

03 亿吨
,

加上龙门
、

华县
、

河津
、

庄头四站

1 9 5 9一 1 9 7 8年平均输沙量 1 6
.

2 36 亿吨
,

则 1 9 58 年以来黄土高原的实际产沙量应是2 2
.

3亿

吨
,

而不是 16 亿吨
。

这个数值明显偏小
,

但它已经说明1 9 5 8年以来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量比 以前增加了

3 5
。

8 %
。

二
、

水土流失进一步加剧的原因

截至 1 9 7 8年底
,

黄土高原 已治理水土流失面积占流失总面积的 17 %
,

为什么水土流



表 2

低
黄河中游千

、

支流水文特征值统计表

河名
控制面积
(公里

2 ) 统计年代
输沙量 4 念沙量

_

(亿吨 / 年 ){( 公斤/ 米
之

)

径流量
(亿米

“
/ 年 )

降水量 (毫米 )
‘

年 G 一 1 0月

1 9 3 4一 1 9 7 8 1 0
。

8 88 3 2
。

7 4 3 3 3
。

6 1 5 3 2
。

1 3 7 6
。

5

黄 { 1 9 3 4一 1 9 刁9

龙门
,

4 9 7 5 6 1 x 9 3 工一 x 9 5 8

I J7 3 6 9
。

3 5 1 6
。

5 3 1 9
。

6

0 5 选 3 5 1
。

2

3 1 1
。

6

5 4 1
。

2 3 7 8
。

8

月场
20曰J

�
幻曰O

⋯
八曰,l恤刀nJOC口」

.‘

,土, .上1上
, .土

河 1 9 5 9 一 1 9 7 8 1 0
。

6 5 9 5 2 3
。

4 3了2

}
}

{

1 9 5 0一 1 9 7 8 1 0
。

7 2 0 3 4
。

1 6 3 1 3
。

9 5 2 8
。 8 3 侄9

。

5

1 9 3 5一 19 7 8 4
。

2 7 0 8 5
。

8 5 5 2 0
。

6 3 9 6
。

8

一口任才0
.

�

⋯
斤了,曰n自�‘Q口0
nonJ
二
任

渭

。

7 汪

。

5 3 5 1 5
。

霎

华县

} 1 9 3 5一 1 9 4 9
1 0 6 4 9 5 { 1 9 3 5 一 x 9 5 8
96

。

8 2

9 3
。5 4

李可 1 9 5 9一 1 9 7 8

5 4 0
。

6

5 0 7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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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性Jq, .JO口J伙�J性月尸O月q

00,白0白
才

q�bOtl乃na山Q�

⋯
J

qJ寸

1 9 5 0一 1 9 7 8 遭
。

2 3 5

7 6
。

6 3

7 8
。

8 5 3 6
。

3 4 1 0
。

3

1 9 3 ) 一 1 9 7 5 0
。

9 3 4 1 1 8
。

6 5 1 5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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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匕�又U�a00,上O曰�UJ

‘15
1匀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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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4 6 9
一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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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理
。

10 2
。

庄头 2 5 1 5 理
1 9 3 4一 1 9 5 8 0

。

9 2 3 1 1 3 。 6 0 2 8

河 1 9 5 9一 1 9 7 5

1 95 0一 1 9 7 5

0
。

9 7 0

0
.

9 67

1 2 8
。

8

1 06
。

9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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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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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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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9一 1 9 7 8

1 9 5 0一 1 9 7 8

,

降水量统计到 1 9 7 5年

2 2



失面积减少 了17 %
,

水土流失量却增加 了3 5
。

8 % ?

从产生水土流失的 自然因素来看
,

最近三十年的年平均降水量与以前相比基本上变

化不大
,

讯期降水量也没有明显变化 (见表 2 )
,

由于流域内用水量增加
,

年平均径流

量反而减少50 亿米
“

左右
,

所 以产沙量增加不是 降水径流变化引起
。

黄土高原大部 分 地

区的表层土壤早已蚀光
,

现在的侵蚀主要是在厚层黄土层中进行
,

因黄土质地均匀
,

结

构蔬松
,

其抗蚀力基本上相近
,

所 以水土流失显著加剧
,

不可能是地面组成物质变化的

结果
。

由于三十年来沟头前进
,

谷坡扩展
,

沟床下切
,

以及新生的切沟
、

冲沟和洞穴侵

蚀发展
,

侵蚀量将因此增加
,

但其数量不至于如此巨大
,

而且地面形态变化在一定程度上

受人类活动影响
,

因而水土流失加剧 的原因也不能完全归于地貌因素
。

近三十年来黄土

高原 自然条件变化最大的是天然植被减少
,

例如宁夏固原地区所属的六盘 山林区
,

森林

覆盖率较前十年减少 了20 % ; 陕甘交界的子午岭林区 已遭严重破坏
,

其森林外缘界线平

均每年后退一公里
,

目前 已破坏到 了分水岭地区¹
。

据西峰水保站分析
,

发源于子午岭

的合水川流域
,

因森林破坏后每年每公里
“

增加了19 0 0吨泥沙
。

所以
,

天然植被 遭 到更

严重破坏
,

是水土流失进一步加剧的主要原因
。

天然植被进一步被破坏
,

是这个地区三十年来继续走着
“越垦越穷

,

越穷越垦 ” 老

路
,

滥垦
、

滥伐
,

土地利用更不合理的必然结果
。

目前这个地区陡坡耕垦
,

倒山种地的

现象仍然十分严重
,

开荒面积不断扩大
。

据不完全统计
, 19 6 。一 19 6 2年陕

、

甘
、

宁
、

晋

四省新垦荒地在 10 0。万亩以上
, 19 7 7一 19 7 9年延安地区开荒 150 万亩 ,

甘肃环县解放后开

荒 330 万亩
,

华池县五家河生产 队三十年开荒 10 6 0亩
。

马连河流域新开荒地有 44 % 在20

度以上的坡地上º
。

土地利用方式不同
,

其水土流失量差别很大 (表 3 )
。

表 3 说明
,

几种土地利用方式中以农地的水土流失量 最大
,

一般比林地
、

牧地和天然荒坡大 1 一 3

倍
。

可见农地面积越大
,

水土流失就越严重
。

目前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为 5 % ,

较解放初增加 了不少人造林地
。

但是这些人造

林地的保持水土能力 比天然林地低得多
,

例如绥德 19 58一19 6 4年营造的 2 一 7 年生幼林

地的平均侵蚀量为3 0 25吨/ 公里
’ ,

延安 19 5 9一 1 9 6 5年人工林地的侵蚀量为 111 1吨 /公里
2 ,

而陕北黄龙山天然林区的寺沟流域 (林地占6 7
. 7 %

,

灌丛和草地占28
. 7 % ) 19 5 9一19 6 5年

表 3

地
.

版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水土流失t 比较表

}

人 造 林 地 } 人 工牧草地

年 代
{

径流量

一
,舀公厦一

,二量
‘

泥沙量

( m “ / k n 飞: ) ( 1
’

/ k m Z )
.

( m s / k tn
Z ) } ( T / k m Z )

靖边于家洼

天水粱家坪

绥德小石沟

巧宁边杨家 湾

绥德捻嫣沟

195 9 2 9 13 1
.

0

19 5 4一 19 5 7 17 2 9 7
。

0

19 5 9 12 526

19 6 1 2 17 3
。

O

196 1 16 9 6 0
. 0

131了
。

0

7 7 3
。

4

21 53
。

0

28 3
。

0

6 }0 9
。

0

3 5 1 40
。

O 1 0 5 魂.

0

180 1 0 1 4 14

2 7 25 1 。 5 3 0 8 3

36 0
。

O

5 6 47 0
。

0 17 15 0
。 0



天然荒坡

地 点 年 代

农 地

径流量
(m ’

/ k二
2

泥沙量
(T / k m

Z )
径流量

(m ”
/ k m

Z

泥沙量
(T / k m

Z )

靖边于家洼

天水梁家坪

绥德小石沟

靖边杨家湾

绥德捻嫣沟

1 9 5 9 4 2 7 4 0
。

0 3 7 4 8 7
。

5

1 9 5 4一 1 95 7 1 07 9 2
。

8

1 9 5 9 3 1 8 1 5
。

0 5 4 7 4 0
。

0

1 96 1 6 1 0 6
。

0 6 2 2 9
。

0

1 96 1 4 6 2 60
。

0

89 4
。
7

5 62 0
。

0

4 5 9
。

0

2 6 9 1 0
。

0 4 3 5 2 0
.

0

2 6 1 5
。
3 一年生幼林

2 2 8 0
。
5

8 7 4 1
。

0 5一 7年生洋槐

2 3 08
。

0 林草间作

2 2 9 5 0
.

0 护坡林

的平均侵蚀量为 41 4吨 /公里
“ ,

比绥德人工林地小七倍
,

比延安小 2
.

7倍
。

大部分地区的

人造林地都无草被和枯枝落叶
,

实际上是有树无林
,

有林无草
,

根本不能充 分 保 持 水

土
。

除上述原因外
,

近年来大搞土地平整
,

兴修水利
,

工矿交通建设等松动表土
,

暴露

地面
,

乱堆废土
,

也对增加产沙量有很重要影响
。

山西省 中阳县陈家湾水库控制流域面

积 3 31 公里
“ ,

流域内森林茂密
,

水土流失轻微
, 1 9 6 0一 1 9 7 0年共淤泥沙 1 30 万米

“ ,

年平

均1 1
.

8万米
” , 1 9 7 7年一月实测淤积量为1 75 万米

“ ,

同年夏季暴细冲毁上游新垦荒 地 和

河滩造地工程
, 1 9 7 7年 11 月测得淤积量为28 。万米

“ ,

一年增加 了 1 05 万米
“ ,

为 1 9 6。一 1 9 7。

年平均淤积量的 9 倍
。

山西蔚汾河流域 (面积 1 4 7 8公里
2
) 1 95 6一 1 9 7 5年平均输沙 模 数

1
.

3 5万吨 / 公里
“,

其中2 9 5 6一2 9 6 5年为 2
.

1 4万吨 / 公里
“ , 2 9 6 6一 2 9 7 5年为2

.

5 5万 吨/ 公

里
2 ,

后十年的降水量与前十年相 当
,

而输沙量增加了36 %
,

其中有4
.

8 %是由于后十年

修公路和挖渠道弃土8 47 万米
“

被洪水冲走造成的»
。

近三十年来黄土高原的人 口增加了约一倍
,

在现有生产 水平下
,

每增加一 口 人需要

增加 8 一12 亩耕地才能维持生活
,

这固然是导致开荒破坏植被的重要原因
,

但最根本的

原因是黄土高原的土地利用方式违反 了这个地区的 自然规律
,

土地经营管理十分落后
。

过去几千年在这个地区实行 以农为主的生产方针
,

不断扩大耕地面积
,

排挤和压缩林牧

面积
,

滥垦
、

滥伐
、

滥牧
,

加上反动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
,

小农经济生产对土地资源的

放肆掠夺
,

终于使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
;
近三十年来的生产布局又重

蹈复辄
,

并因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
,

破坏植被
,

忽视林草建设
,

水土流失更加严重便成

为必然的结果
。

三
、

水土流失的治理

最远三十年来黄土高原的产沙量增加了六亿吨左右
,

龙
、

华
、

河
、

庄四站的输沙量
仍保持在16 亿吨左右

,

仅从这个数值比较
,

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和水利工程发挥了
-

¹ 据西北水保所资料

º据西峰水保站资料

» 据山西水保所资料



不小的栏沙作用
。

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更严重了
,

人民生活还十分贫困
,

黄河下游的困

难局面没有缓和
,

一方面说明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艰巨性
、

长期性和复杂性
,

另一

方面也说明如何治理效果更好这个间题要认真探讨
。

关于后一个问题
,

我们提出以下儿

点意见
。

1
.

改变生产方针 调整生产布局

安排生产首先必须符合当地自然条件的特点
,

即按 自然规律办事
,

否则将会招致自

然界的惩罚
。

黄土高原的土资源十分丰富
,

而且质地均匀
,

结构蔬松
,

天然肥力较高
,

适合多种

作物生长
,

但它的抗蚀力极弱
,

加上本区地形破碎
,

沟谷密度多在 4
.

。公里/公里
“以上

,

地面坡度多在 15 度以上
,

暴雨频繁
,

极易发生严重水土流失
,

很不适宜大面积农耕
。

而

且
,

黄土高原的降水量 30 0一70 0毫米
,

年际变化大
,

季 节分配不均
,

早年与丰水年的降

水量一般差 1一 3倍
,

最大差值达 9
.

7倍 (黄陵 )
,

年降水量的70 % 以上集中在 汛 期
,

天

然降水对农作物的保证率很低
。

除小面积的河谷平原外
,

广大地 区的耕地多分布在梁命

斜坡上
,

地下水资源贫乏
,

发展灌溉的条件很差
。

水分不足是黄土高原发展粮食生产的

最大限制因素
。

因此
,

决不能在这个地区大力发展粮食生产
。

相反
,

这个地区却很适合

林草生长
,

不仅南部半湿润地区林草生长很好
,

北部半干早地区也有不少林草丰盛 的典

型
。

可是
,

长期来却在这个地区片面追求粮食产品
,

忽视林业和牧业
,

这就违背了本区

的自然规律
。

要治理好黄土高原
,

首先要改变生产方针
,

大力退耕还林还牧
,

实行 以牧

林为主
、

农林牧综合发展的方针
。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 自然的生产潜力
,

逐步 改善生

态环境
,

扭转当前的被动局面
,

变恶性循环为 良性循环
。

为了实现 以牧林为主
、

农林牧综合发展的生产方针
,

首先要作好规划
,

规划中要贯

彻因地制宜原则
。

黄土高原地域辽阔
,

北部和西北部气候干燥
,

人 口稀少
,

梁赤丘陵面

积较大
;
南部地区气候较湿

,

人 口稠密
,

原地和河谷平原面积较广
。

前者牧地比例应较

大
,

后者农地面积宜较多
。

整个黄土高原的生产布局不能千篇一律
,

重犯一 刀 切 的错

误
。

在一个小流域内调整农林牧用地时
,

也要首先作好规划
。

地面坡度大小是确定农林

牧用地的重要标准之一
。

据坡地径流测验资料分析
,

坡度与侵蚀量成指数关系
。

绥德
、

子洲等地在 0一 1 5
。

坡地内
,

侵蚀量与坡度的1
.

5次方成正比 ; 15 一28
。

范围内
,

侵蚀量与

坡度的 2
.

9 次方成正比
。

所以 15 度是一个重要界线
。

过去规定黄土高原农地的坡度 不 能

超过25 度
,

我们认为太大
,

应改为 15 度
,

超过15 度的坡地不能再作农地
,

超过 3 度应修

成水平梯田
。

考虑到黄土高原各地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复杂
,

这个农地上限坡度可适当

调整
。

黄土的天然休止角为33 一35
“ ,

松散黄土达到35
”

后将自然泻溜
,

所以超过 35
“

的

土地不宜作为牧地
。

o一35
“

范 围内农
、

林
、

牧用地如何分配
,

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

陕

北米脂高西沟摸索出了
“
三三制

”
的农林牧用地经验

,

只宜在与高西沟条件相似的地区

推广
,

与高西沟条件不同的地 区
,

不可生搬硬套
。

2
.

合理配里水土保持措施

治理水土流失的措施目前有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
,

生物措施是治本的措施
,

工程措

施可以最快地发挥效力
,

但不易持久
。

过去的治理工作中工程措施多
,

忽视 了 生 物 措



施
,

形成治理措施单一化
,

结果未能收到予期的效果
。

大家知道
,

暴雨径流是产生黄土

高原水土流失的基本动力
,

林草有减少雨滴对地面直接打击
、

坦化洪峰过 程
,

削 减 洪

量
,

延长行洪历时
,

降低侵蚀力的作用
;
植物根系和枯枝落叶能保护地面

,

改 良土壤结

构
,

提高土壤的抗冲力
。

林草有改善生态环境的重大作用
。

所以必须把造林种草放在首

位
,

相应地发展林业和畜牧业生产
。

根据植被演替的规律造林种草应实行
“
草灌先行

”

的原则
,

有的地 区是
“
草灌安家

”
¼

。

从制止水土流失角度来看
,

本区的林业应以水土

保持林为主
,

河源地 区建立水源涵养林
,

经济林和用材林只可适当发展
。

需要特别指出
,

提倡生物措施为主并不是忽视工程措施
。

坡度是影响侵蚀强弱的重

要因素
,

坡地修梯田
,

沟底打坝减缓了地面坡度
,

抬高了侵蚀基准
,

侵蚀强 度 因 此 减

弱
。

观测资料证 明
,

水平梯田可达到80 % 以上的拦泥蓄水效果
。

造林时采用鱼鳞坑
、

水

平沟
、

水平阶等方式整地
,

树木的成活率可大大提高
。

生物措施前期的拦泥保土作用不

大
,

要相当时间后才能发挥威力
,

工程措施前期作用 巨大
,

日久效果降低
,

二者在时间

上可 以衔接
。

工程若无生物保护
,

易被 冲毁或淤塞
;
生物若无工程辅助

,

成活率降低
。

要作到二者紧密结合
,

工程促生物
,

生物保工程
。

黄土高原沟道流域是水土流失的基本单元
,

水土流失是从分水岭到谷底 逐 步 发 生

的
。

在这个单元内
,

水土流失过程具有 明显的垂直分带特征
,

即分水岭地带 以 面 蚀 为

主
,

侵蚀强度较弱
;
分水岭以下的坡地上发生细沟

、

浅沟和切沟侵蚀
,

侵蚀强度增大
多

谷缘线附近发生水力侵蚀和重力侵蚀
,

侵蚀作用十分活跃
;
谷坡是水力侵蚀

、

重力侵蚀

和洞穴侵蚀最活跃的场所
;
谷底在洪水冲刷影响下

,

沟头前进
,

沟床下切
,

沟坡扩展
。

小流域侵蚀作用的垂直分带是黄土高原现代侵蚀发展的基本规律
,

布置水土保持措施
,

规划土地利用都必须遵循这一规律
,

也就是要由上至下层层设防
,

分段拦蓄
,

不能只在沟

口打坝
。

陕西绥德辛店沟
,

陇东南小河 沟
,

根据这一规律配置水土保持措施
,
已取得很

好效果
。

南小河沟流域的原面积占流域 (十八亩台以上 ) 面积 6 5 .

8 4%
,

来水来沙 量 分

别 占流域 总 量 的 6 7 .

4% 和 12 .

3%
,

根据该流域内的董庄沟资料分析
,

原面水流入沟较

原面水不入沟增加冲刷量 1
.

26 一1 .

4倍
‘7 ’ ; 山西离石羊道沟流域沟间地面积和沟壑面积

约各占一半
,

但沟谷的产水产沙量分别占流域总量的65
.

9 %和 7 8 。

7 %
,

沟间地水土流失

被控制以后
,

沟谷内不再受上坡来水影响
,

其产水产沙量可分别减少5 8 .

9 % 和 7 7 . 7 % ‘“’ 。

由此可见
,

由上至下层层设防分段拦蓄十分重要
,

同时也说明沟坡兼治
,

治坡为主的治

理方针是正确的
。

3
.

建好基本农田 促进过渡

如何由单一粮食生产过渡为以牧林为主
,

农林牧综合发展
,

是当前综合治理黄土高

原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

有人把基本农 田建设比喻为过河的桥或船
,

有人主张首先绿化

荒山荒坡
,

把大力造林种草作为起步
。

我们认为基本农田在这个转变中有重大作用
。

所

谓建立基本农田也就是建立群众的吃饭基地
。

如果群众的吃粮问题不妥善解决
,

或者是

吃粮靠外地调入解决
,

都会直接影响群众造林种草的积极性
。

虽然目前黄土高原真正缺

粮的县不到三分之一
,

一部分县尚有余粮
,

但这些粮食大部分是在广种薄收的情况下获

¼ 19 8 0年黄 土高原综合治理会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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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
。

如果没有产粮基地
,

大力退耕还林还牧就难以行通
,

也不易巩固
,

很可能仍然出

现造林不见林
,

种草不见草 的情况
。

解决粮食问题除政策上给予保证外
,

具体措施
一

也必

须行之有效
。

建立基本农田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之一
。

黄土高原提倡建立基本农田 已有十

儿年历史
,

效果并不理想
,

其原因不是建立基本农 田的方向有问题
,

而是黄土高原的生

产方针 以及基本农田的含义不清
。

现在的基本农 田大多数只能算作被平整了的土地
,

并

未构成完整的基本农田生态体系
。

基本农田建设必须包括农地分布地区的林草建设
,

要使农作物和周围非农地的林草

构成 一个完整的生态环境
,

也就是常说的 以林护农
,

以牧促农的道理
。

无林无草的农地

是十分脆弱的农地
,

经不起水早灾害袭击
,

达不到稳产 高产 的目的
。

榆林蟒坑大队如果

没有强大的防护林体系
,

不可能成为沙地中的红花
; 山西右玉县没有大面积植树造林

,

农业生产条件不会大变
; 陕西吴堡县在坡地上修 了大量梯 田

,

但因水肥不足
,

产量始终

提不高
。

因此
,

我们主张在坡地修梯 田
,

沟底打坝淤地的同时大抓造林种草
,

尤其是首

先在退耕的土地上造林种草
。

然后集中劳力集中时间分期分批绿化荒山荒坡
。

我们反对

东坡农地西坡草的作法
,

这样把农地与林草在布局上分家的作法是不正确的
。

为了发展林草
,

各地每人的基本农 田数量应有限制
,

作好建成一亩基本农田退耕一

定数量坡地的规划
,

以便逐步把有限的劳力和水肥集中使用
,

留出一部分力量去绿化荒

山荒坡
。

四
、

尾 语

黄土 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是在自然侵蚀基础上长期人类不合理利用土地的结果
。

影

响水土流失的自然因素中有的属于促进因素
,

有的属于抑制因素
,

人类如何保护和促进

抑制因素的发展壮大
,

利用 自然和保护 自然
,

发挥自然的最大生产潜力
,

以满足物质生

活的需要
,

是治理水土流失的关键
。

三十年来水土流失进一步加剧
,

正是人类进一步削

弱了自然界中抑制因素的结果
,

这也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基本规律
。

因此
,

改变生产

方针
,

调正生产布局
,

合理配置水土保持措施是综合治理黄上高原的正确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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