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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一付区

的土地利用与水土保持
谭 节升 王培元

(黄委会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 )

(一 )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一付区
,

大体上分布于渭北高原沟壑区与毛乌素沙漠之间的

过渡地带
,

面积约四万五千平方公里
。

自然条件很差
,

农业生产落后
,

人民生活贫困
,

是黄河流域四大低产区之一
。

全国解放后
,

广大人民群众
,

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
,

积

极地进行了水土保持治理工作
,

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
,

水土保持各项治理措施显示

了它增产拦泥的作用
。

大量的实践证明
:

水土保持是发展山区生产的生命线
,

是根治黄

河的基础
。

解放后
,

为适应农业生产的发展和防治水土流失的需要
,

在黄河中游地区
,

进行了
. .

肠口

大量的水土保持普查工作
,

并建立了以韭 园沟流域等典型流域治理样板
,

起到了很大的

作用
。

同时
,

通过科学研究和定位试验
,

为进一步认识黄土丘陵区的基本特征
、

土地利

用和水土保持的发展途径
,

提供了科 学依据
。

(二 )

黄土丘陵区的基本特征以地形破碎
,

土壤贫瘩
,

植被稀疏
,

气候干早
,

水土流失最

为突出
。

这些不利的自然因素给当地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困难
。

1
、

地形破碎
。

根据调查与典型规划分析
,

本区每平方公里沟壑密度达 5 公 里 以

上
,

沟间地占总面积的 52 %左右
,

沟谷地占总面积的 45 %左右
。

地形支离破碎
,

从分水



岭至沟底
,

可分为梁介坡
,

沟谷坡和沟底三大部分
。

梁顶至沟 口 的相对高差一般在 1 0 。

~ 2 00 米之间
。

梁赤坡坡长一般在 15 一 1 50 米之间
,

坡度在几度至 30 度之间
。

这一地段
,

几乎全部为农耕地所占用
,

以面蚀为主
,

暴雨后
,

常常形成细沟
、

浅沟
,

甚至为切沟
。

筛边线 以下为沟谷坡
,

坡度在 25 度以上
,

是冲沟 以及各式各样的重力侵蚀最为活跃的地

方
,

主要由陡崖
、

孤地
、

陡坡所组成
。

有不少的塌 地
,

狐地为农耕地所占用
,

其余多为

牧荒坡
。

沟底为流水侵蚀的主要渠道
,

溯源
、

下切
、

侧蚀作用激烈
。

由于地 形 的 复 杂

性
,

形成土地利用的多样性和治理措施上的综合性
。

2
、

土壤贫痔
。

本区绝大部份地区为黄土复盖
,

红色黄土次之
,

红土见于部份沟谷

两岸和沟头区
。

黄土为本地区农业潜力的主要物质基础
,

它也是被侵蚀的主体
,

因此它

的特征直接影响侵蚀的发生和发展
。

黄土颗粒均匀
,

质地较沙
,

粘粒含量低
,

胶 结 力

弱
,

有
`

机质含量一般只有 o
.

n 一 0
.

39 %
。

气素奇缺
,

一般含量只有 0
.

02 一 0
.

03 %
,

因而

抗蚀性能低
,

在集中暴雨情况下
,

降水大部份变为地面径流流走或蒸发掉
,

经常处于干

燥状况
,

这就是本地区土壤虽具有生产力较高的某些特点而农业生产却非常低
,

土壤侵

蚀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
。

3
、

植被稀疏
。

这是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流失
,

气候干早失调的根本原因
。

开垦指

数在 50 % 以上
,

三料具缺
,

天然植被破坏殆尽
。

解放后
,

人工造林种草面积虽有一定发

展
,

但数量还是少的
。

如榆林地区
,

目前造林种草面积仅达 8 00 多万亩
,

只占总土 地 面

积的 12 %
。

象这样的状态
,

在大面积上很难起到防止冲刷
,

含蓄水源
,

调节 气 候 的 作

用
。

因此
,

科学种田
,

广种林草
,

增加复盖率
,

这在本区是势所必行
,

再也不能耽误
、

拖延的当务之急
。

4
、

气候干旱
。

本区属大陆性气候
,

多年平均降水量 45 0~ 50 0毫米
,

70 % 以上集中

在汛期
,

且多强度大历时短的暴雨
。

这种强度大
,

年分配上的不均匀性
,

再加上温度变

率大
,

蒸发量强
,

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

使本区农业生产十年九害
,

春早而秋多暴雨为

害
。

这就紧迫要求通过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

生物措施和农业耕作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

5
、

水土流失
。

通过 1 9 5 4年一 1 , 6 4年陕西省绥德县韭园沟流域实测和调 查 资 料 分

析
:

每平方公里平均侵蚀模数为 1 8 1 2 0吨
,

在不同部位和不同土地类型上表现 了不 同 的

水土流失情况
。

如果以流域侵蚀模数为 1 ,

则梁命坡为 0
.

3 9一 0
.

7 ,

近代沟谷坡为 1
.

1一
1

.

4 6 ,

古代残余沟谷坡为 0
.

35 一 0
.

99
。

具体在不 同土地类型上
,

每平方公里侵蚀模数
,

农耕地为 1
.

57 万吨
,

荒坡为 1
.

91 万吨
,

陡崖为 2
。

8万吨
。

其次通过多年小区实测资料
,

又

可 以看出
,

在较大暴雨情况下
,

水土流失与坡度大小
、

坡长成正比关系
。

1 9 5 8~ 1 9 6 0三

年
,

在同植被
,

同土壤
,

同坡向
,

同坡长 ( 2 0米 ) 不同坡度 2 4
“
4 1 ` , 2 8

0

4 2 ` , 3 4
0

2 0 `
三

种小区的对比观测中
,

明显的反映出
,

在 2 8
“
4 1 /

以内
,

坡度愈陡冲刷愈大
。

又据 1 9 5 6年 8

月 8 日暴雨实测
,

在 27
“

15
/

坡面上当坡长增加 40 % ~ 67 %时
,

径流量则增大 1 一 3 %
,

冲刷量增大 26 一 49 %
。

如在 27 度坡地上
,

坡长 20 米比 14 米径流量大 18 %
,

冲刷量大 56 % ;

在 15 度坡地上
,

坡长 20 米 比 12 米径流量大 18 %
,

冲刷量大 49 %
。

由此可见
,

坡度增加一

倍时
,

径流量增加 1 27 %
,

冲刷量增加 I n %
。

同时
,

产量随坡度和坡长增大而降低
,

根

据 1 0 5 4一 1 9 5 8年观测
,

当坡度增大近一倍时
,

产量平均降低 33 %
。

坡长增加 40 %时产量

平均降低 24 %
。

因此
,

如何因地制宜
,

因害设防
,

改变地形
,

增加植被
,

合理利用土地
,



就成为必要的了
。

自然因素所引起的水土流失
,

一般来说是比较缓慢的
,

而现代土壤侵蚀主要是由于

人类社会活动所造成
。

长期来 由于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和频繁的战争
、

赋税
,

导致滥垦
、

滥伐
、

滥牧
,

破坏植被
,

广种薄收
,

单一粮食生产
。

解放以来
,

由于进行了大量水土保

持工作
,

水土流失有所减轻
,

农业生产有所提高
。

但是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
,

广种

薄收
,

滥垦
、

滥牧
、

滥伐现象依然存在
,

因而水土流失仍极严重
,

农业产量仍很低
。

综

上所述
,

水土流失不但受 自然因素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
,

社会经济规律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
。

因此
,

今天我们搞农业生产和水土保持工作
,

如果只单纯的讲究 自然因素
,

而不去考虑经济规律的因素
,

是难以奏效的
。

(三 )

解放 以来
,

人民群众在与水土流失作斗争中
,

主要表现在 以流域为单位统一规划
,

综合治理
,

合理利用土地上
。

许多以水土保持为基础
,

综合发展农
、

林
、

牧业生产的好

典型
,

他们在土地合理利用的途径方面
,

为我们启示了方向
,

提供了经验
。

主要是
:

1
、

治理措施上的综合性
,

农业生产上的多样性
。

这完全是由于地形上的复杂性
,

生产上的迫切性和制止水土流失的紧迫性所决定了的
。

只有采取农林牧水综合措施
,

才

能充分利用水沙资源合理利用土地
,

挖掘各类土地的生产潜力
。

达到拦泥
、

增产的积极

作用
。

解放以来
,

在实践 中所总结出的
“
坡地梯田化

,

沟壑川台化
,

荒山荒坡绿化
,

梯

田
、

坝地水利化
” 以及陕北群众提出的

“
山修梯 田沟打坝

,

坡坡圾孤搞绿化
”

等就是具体

的体现
。

如陕西省绥德县韭园沟流域
,

在多年的治理中
,

根据各类地形
,

自上而下摸索

出了三道 防线的治理布设
。

在梁命坡耕地上以修梯 田为主
,

结合草 田轮作
,

发展果园
,

截短坡长
,

改变地形
,

增加植被
,

制止坡面水土流失
。

在沟谷坡上
,

以生物措施为主
,

广种灌木林
,

绿肥林
,

适当营造用材林
,

培植人工草地
,

防止重力侵蚀和坡面径流的冲

刷
。

在沟谷底部修筑中
、

小型淤地坝
,

拦泥蓄水
,

变荒沟为 良田
,

稳定沟床
; 拦蓄坡面

下泄径流
。

类似这样的布设
,

就能使各类土地因地制宜
,

为人所用
,

从而使工程措施和

生物措施紧密结合起来
,

使治 山和治沟紧密 结 合 起 来
,

使拦泥和增产紧密结合起来
,

为生态平衡创造新的基础
。

这种治理上的综合性
,

必然导致农业生产上的多样性
。

给农

业
、

林业
、

付业生产的发展开拓广阔的前景
。

同时
,

也为农业
、

林业
、

牧业互相促进
,

全面发展
,

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

2
、

关键在于建设一定数量的基本农田
。

首先是在粮食生产上取得适当的比例
,

使

粮食能达到 自给稍有余
,

退耕还林还牧才有保证
,

农
、

林
、

牧全面发展才有基础
。

例如

陕西省米脂县高西沟大 队
,

五八年前
,

有农耕地三千亩
,

五八年后开始治理
,

随着基本

农田的建设
,

坡耕地逐年减少
,

林草面积不断增加
。

到 1 9 7 7年基本农田建设到 870 亩
,

农耕地减少到 10 5 0亩
,

林草面积发展到 2 1 3 0亩
,

使农
、

林
、

牧用地各占三分之一
。

虽然耕

地减少了
,

但粮食产量增加了
,

人均粮达到 1 2 7 1斤
,

人均年收入增加到 89
.

1元
。

由此可

见
,

林草面积的发展
,

是随着基本农田的增加
、

粮食产量的提高而相互 发展的
。

由于林

草的发展
,

又反过来促进了基本农 田的建设和粮食产量增加
。

如果只重视林草的发展
,

而忽视基本农田的建设
,

看来
,

也是有问题的
。

例如
:

陕西省横山县杜羊圈大队
,

过去



是一个林业起家的老典型
,

五八年出席过全国群英会
,

得到了国务院的表彰
,

但这个大

队在七三年以前
,

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建设基本农 田
,

主要依靠广种薄收过 日子
,

粮食

产量很不稳定
。

1 9 7 2年迁到大早
,

人均粮只有 21 9斤
,

人缺粮畜无草
,

次年吃国家 返 销

粮 10 万斤
,

把羊赶到延安放牧
,

羊邮
5 00 只减少到 2 4 0 0只

。

自七三年 以后
,

该大队下决

心改土治水
,

积极建设基本农 田
,

到 1 9 7 8年建成水地 8 90 亩
,

人均 0
.

86 亩
,

粮食总 产 达

到 87
.

37 万斤
,

人均产粮 84 3斤
,

分别为治理前 1 9 5 6年增加 3
。

4倍和 1
.

8倍
。

人均年分配收

入达到 7 5
.

5元
。

羊只
,

林草又得以恢复并超过了历史上最高水平
。

3
、

只有走农
、

林
、

牧
、

付业全面发展的道路
,

才是繁荣山区生产的广阔途径
。

在

目前人为活动 日益频繁的情 况下
,

发展农业生产和恢复生态平衡
,

只有采取水土保持综

合措施
,

改广种薄收为少种高产多收
,

改单一粮食生产为农
、

林
、

牧
、

付多种经营
,

才

是唯一出路
。

这已为实践所证明
。

例如
,

高西沟大队在农耕地上实现了
“ 三三制 ” 这当

然不是达到了完满的地步
,

但在农业经济结构上发生了很大变化
,

农业产值由五八年的

81 % 下降到现在 51 %
,

林
、

牧业产值由五八年的 3 %
,

增加到 2 4 、 6%
。

从本区 自然特征

和群众生产
、

生活的需要出发
,

根据许多典型和规划分析
,

粮 田面积占 3 0%左右
,

其 中

5 % 可作为草 田轮作
;
造林面积占30 %左右

; 人工种草 ( 包括天然牧 草 改 良 ) 占 20 %

左右
; 非生产用地 ( 包括社队付业用地 ) 占20 %左右

。

这样的用地比例是否合理
,

有待

探讨
。

但总的趋势是林
、

草将在土地面积上 占居绝大多数
。

这样的建设途径在总体上来

看
,

是符合 自然规律的
。

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