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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月 十日至十一月一日在澳大利亚考察水土保持
,

受到了热恰接待
,

和有关专

家进行 了坦率 的讨论
,

增进了友谊和相互间的了解
,

达到了考察的目的
。

除向领 导作了

报告外
,

谨先谈一点体会
。

对于他们很多好经验
,

打算根据带 回的一百多种贵料向同行

作进一步介绍
,

本文从略
。

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
,

属热带和温带
,

原有土住约三十万少
、 ,

靠采集和打猎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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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牧土地中有2 6 6
.

7万公里
“

需要水上保持措施
,

其中需要采取工程措施的 有 1 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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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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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为我们这次考察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
,

考察范围
,

从干旱区到湿润区
,

从

南纬 2 5
“

一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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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牧 区农牧 区及农区
,

还有经济作物区及工矿道路公园等不 同条件下

的水土流失情况和水土保持工作
。

看了片蚀沟蚀以及不 同防治措施三十多种
,

看了不同

科研设备和测试仪器十余种
,

接触到各级水土保持科技人员数十人
,

对 澳大利亚水土保

持的主要方面
,

印象是深刻的
,

收获是丰富的
。

当我们开始在维多利亚州到实地考察时
,

感觉水土流失并不严重
,

以他们认为是严

重的地方 与我们黄河流域情况对比简直可以说基本没有水土流失
,

于是在我思想上产生

一个问题
,

这是原来就是这样呢还是他们做了水上保持工作的成果呢 ? 经过反复考察确

认了这是他们四十年特别是最近二十年的成绩
,

他们原来的土壤侵蚀确是相当严重的
。

据考证维多利亚西北部在 18 3 1年还是茂密的森林和草原的地 区
,

由于土地利用不合理
,

滥垦滥牧
,

造成了水土流失
,

到 1 8 5 3年出现了二
、

三米深几公里长的深沟
,

到 1 8 7 9年成

千平方公里都变成了草都不长的土地
, 1 8 9 。年修建的 1 7 0 0多万立方米的水库 (其集水面

积据五百万分之一图估约二千平方公里 ) 三十年后已淤了一半
。

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严重

的风蚀形成红色 ( 因由红壤地区吹来的
、

故色红 ) 尘暴
,

直吹至塔斯马尼亚州
。

在新南威

尔士州以及正个澳大利亚 由于破坏森林
、

过渡放牧
、

掠夺式耕作方法
,

加上野兔成 灾
、

金矿开采等对地面植被的破坏
,

使得在本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土壤 侵蚀发展到最坏的地

步
,

在牧场上出现深沟
,

在耕地上出现片蚀和沟蚀
,

流沙
、

盐硷化等问题相继发生
,

损

害和威胁着双牧的发展
。

这个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引起了政府的关注
。

于 19 3 6年 8 月联

邦和各州部长会 议上
,

把水土流失问题作为一项议程进 行了研究
,

决定各州成立水上保

持专管机构
。

据此新南威尔士州于 1 9 3 8年首先制定水土保持法
,

依法成立水土保持局
。

到 19 5 1年
,

除塔斯马尼亚州而外各州都立了水土保持法
。

这些法律在以后的实践中经过



不断的修改补充
,

有力地推动了水土保持工作
,

也就是他们水土保持工作所 以能取得现

在这样的成绩的重要原因
。

我国水土保持工作如果从最早在甘肃省天水成立水土保持实验区的本世纪四十年代

初开始
,

也有近四 十年的历史
,

经过各方努力成绩固然也是很大的
,

但和澳 大 利 亚 比

较
,

我感觉应该有更多更大的成绩
,

其所 以没有达到的一条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从

这方面总结经验
,

以致直到现在没有制定一个水土保持法
,

澳大利亚的这个经验是值得

我们参考的
。

就我们所考察的三个州而言
,

其立法内容都包括有机构组成及其职责和权力
,

要求

对全部土地上的土壤侵蚀进行管理
,

防制土壤侵蚀的发生和发展
,

不仅要因地制宜
,

合

理利用土地
,

发展农林牧业
,

不许发生土壤侵蚀
,

而且对工
、

矿
、

道路
、

城镇
、

住宅用

地
,

也必需注意不许发生土壤侵蚀
。

甚至在公园内也要有水土保持措施
。

他们认为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
,

由于土壤侵蚀而使土壤退化
、

土地生产能力

降低
,

也就是危及人类生存的条件
。

防治土壤侵蚀不仅是当前所必需
,

也是关系到子孙

后代长远利益 的大事
。

他们还认为土壤侵蚀不仅直接损及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

而且危害

正个社会
。

不仅注意到上游的土壤侵蚀必然造成下游的水库
、

河
、

渠
、

港 口
、

道路等的

淤堵之害
,

而且注意到污染水质直接危及人的健康
。

特别是通过风蚀污染正个环境直接

影响到每家每户每个人
,

因而要人人关心水土保持
,

人人动手制止土壤侵蚀
。

这就 是为

什么他们把水土保持工作提高到十分重要的位置
,

并且把水土保持工作的范围扩展到全

部土地
,

包括风蚀水蚀全部内容的认识基础
。

因此
,

不论各州和历次修订的水土保持法的条文如何不 同
,

其水土保持机机的组织

形式的差异有多大
,

但都要建立一个独立的
,

直接管到土地的利用的执行水土保持法的

机构
。

这个机构的领导人既包括有行政上决策人物
,

也包括有懂得水土保持科学技术的

专家
。

其职责是应用科学方法保护土壤
,

防治侵蚀
,

合理利用土地
,

改良土壤
,

提高土

地生产能力
。

法律规定 首先要求对土壤侵蚀的性质和范围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
,

法律还

规定对防治土壤侵蚀的措施进行试验研究并建立示范区
。

水土保持机构根据法律有权确

定严重土壤侵蚀区加 以重点治理
,

有权对土壤侵蚀加 以管制和治理
,

有权分 配 治 理 经

费
,

有权阻止任何损害土地造成侵蚀的一 切活动
,

甚至收回其土地
。

总之
,

在澳大利亚
,

不论是谁
,

包括国家单位和个人土地所有者
,

也不论是领导还

是普通公民都无权滥用土地
。

对损坏土地造成侵蚀
,

妨害公共利益的
,

政府通过水土保

持机构都有权干涉
。

他们所以能取得现在的工作成绩
,

并不是偶然的
。

另一方面
,

他们

对土地利用的管理
,

首先注意土地所有者利益
,

如果有损害其利益的
,

土地所有者有权

提出申诉
。

目前他们并不满足于 已取得的成绩
,

在全国水土保持常务委员会主持下
,

于 19 7 5一

1 9 7 7年对全国水土保持及水土流失状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
,

为制定今后水土保持政

策提供科学依据
。

通过这次调查研究
,

写出了十四份报告
,

提出三十二条建议
,

包括建

议增加水土保持经费的支援以加强加速水土保持工作
。

这个报告是 1 9 7 8 年 提 出 的
,

而

1 9 7 8一 1 9 7 9年度的水土保持经费就增加 了约两倍
,

这说明他们尊重科学 尊重科学家意见

更加重视水土保工作
。

相信他 们今后 将会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