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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于 了 9 80年 7月参加在英国国立双业工程学院举行的国际水土保持学术会议
。

现

将一点会后感想写出来
,

期对我国水土保持事业的发展能起促进作用
。

我国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在全世界最为严重
。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水土保

持工作
。

我们曾在这一地区进行综合考察
、

区划规划
、

定位试验与总结群众经验几方面

的科研工作
;
且已出现相 当数量的治理典型

,

正在起示范推广作用
。

同时我们又是首次

参加国际水土保持学术会议
,

所 以格外受与会代表的注意
。

当我们提出的论文在大会上

宣读后
,

得到了最热烈
、

经久的鼓掌
。

当场就有若干代表拥向报告人热烈地握手致谢
、

提问
,

并要求今后经常交换资料
。

在其他场合还陆续有不少代表向我们表示赞尝
。

所以

中国代表团在这次国际会议中确是相当引人注目的
。

从发达国家 的代表们所提出的论文以及根据我们这次在英国
、

意大利野外参观的印

象
,

加上作者过 去在 国外求学时所见
,

认为在这些发达国家里
,

宜林与宜草的土地基本上

都已绿化了
。

他们的水土保持问题主要集中在地形坡度一般不超过十度 (大多是五度 以

下 ) 的机耕缓坡地 (相 当于黄土高原的源面 )的合理利用 以及工矿区水土流失的防治
。

可是

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里
,

由于滥垦陡坡的现象严重
,

农业经营方式粗放
,

再加人多地少
,

上述发达国家的水土保持措施适用的并不太多
。
而我国农 民长期来积累起来的保持水土

的经验倒值得他们参考
。

为此
,

联合国粮农组织出席会议的代表和我们交谈时
,

一再要求

我国能筹办一期或几期 以第三世界为主要对象的国际性的水土保持训练班
,

粮农组织 自

当尽力协助
。

这样可让我国农民保持水土的丰富经验和解放以来富有成效的一些水土保

持科研成果广为传播
,

可有助于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农业增产和水土流失的防治
。

国际上既然如此殷切地期待着我们
,

而我们怎可不更加努力地做好有关水土保持的

各个方面的工作
,

为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和改善生活环境作出更大的贡献呢 ?

来 自三十五个国家的一百三十二名代表几乎一致同意这样的看法
:

虽然现有的水土

保持技术知识还有缺陷
,

但是有关水土保持的政治
、

经济方面的间题则更缺乏研究
。

目前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水土保持计划不被重视
,

往往把长远的水土保持所需的经

费用于眼前的事业
,

甚至正确的土地利用政策也无实施机会
。

政治领袖们都不过问水土

保持
,

有的在竞选时虽然说的很动听
,

但是一旦掌握了政权
,

什么都忘 了
。

为了避免风 险
,

经济上只能自给自足的农民不敢大胆改革生产方式
,

只有在政府补

偿他们的一切损失时
,

才能有所作为
。

所 以国家对水土保持工作应付出代价
。

现在有些



地农民受益外
,

还有其他更大的长远利益
,

如减轻水库淤积
,

增加发 电
、

灌概
,

防止河

国家的规模较大的水土保持设施都由大量补助所促成
。

这是显然的
,

水土保持除了使当

流泛滥与水质污染
,

增进人们健康 以及提供就业机会等
。

所以应由广大受益者与国家来

负担整个水土保持经费中的较大部分
。

水土保持的经费虽易于估算
,

而各方面的效益却

不易确定
。

如要折算成现金则更加困难
。

这方面的问题
,

经济学家应当参与研究
,

才能

对水土保持费用的合理负担
,

国家所需的投资以及如何最有效地使用投资等问题作出具

有科学依据的结论
。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

在我国也做的很少
,

应当引起重视
。

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
,

由于土地私有制与遗产法的规定
,

兄弟分家时
,

坡地一般

都顺坡 向分割成狭长的小片
。

这为等 高耕作
、

等高带状间作 以及等高修梯 田等水土保持

措施造成严重障碍
。

对此问题
,

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都感到束手无策
。

在今 日世界各国中以美国
、

澳大利亚与罗德西亚这三个国家对土地使用有较大的管

理权
,

因此他们的水土保持工作也做的较好
。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
,

在他们的政府里都

设立强有力的水土保持统一领导机构
,

专门管理有关水土保持科研
、

教育
、

宣传与推广

等方面的工作
。

他们利用各种宣传工具进行宣传
,

使农 民认识到
:
对土地必须合理利用

,

保持住原有的肥力
,

一代一代传下去
。

如果对自己的土地不加合理利用
,

任其水土流失
,

地力减低
,

就如同虐待 自己的孩子一样
,

将不为社会舆论所容许
。

他们主要不是寄希望于

水土保持法之类的强制约 束
。

因为如果农民没有认识
,

虽订了法律
,

也难望很好执行
。

这三个国家都重视水土保持技术干部的培养
。

就美国而论
,

全国约有五十所大学的

农业工程系内大多设置水土保持专业
,

并培养这方面的研究生
。

在各大 学 的 地 理
、

农

艺
、

土壤
、

林学等系内则多开设水土保持课程
,

有的也培养这方面的研究生
。

美国的水

土保持研究与推广工作也是领先的
。

在农部 (管大农业 ) 所属的水土保持局与科技局的

密切配合与统一规划
一

「,

分别在有水土流失问题的各州内与农业试验场合作进行科研与

推广工作
。

因此水土保持与农业生产能够紧密相结合
。

但在我国今 日
,

农业
、

水利
、

农机等大专及中技院校的有关各系内
,

连水土保持的

课程也不开设一门
。

因此这些科系的毕业生对水土保持的知识都不够具备
。

目前全国又

没有农业工程系来专门培养水土保持人才
,

因此我国这方面的技术干部甚感缺乏
。

实则
,

我国南北各山丘地区都存在水土流失问题
,

并且一般地相当严重
,

其中当以黄土高原为

最
。

因此不仅是黄土高原各省区
,

就是其他若干水土流失较严重的各省区也应注意到这方

面人才的培养和知识的普及
。

解放 以来历次全国水土保持会议几乎都曾提到这个问题
,

可是迄未见有多少实际行动
。

的确
,

这是一个应当引起重视而急待解决的重要间题
。

并且
,

现在各有关单位对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科研工作
,

虽 已更积极地行动起来
,

这是十分令人可喜的
,

可是美中不足的是未能在统盘规划下
,

密切配合
,

互相支援
,

形

成有机结构
,

而是各搞各的
。

这与水土保持必须开展综合研究的要求并不相符
。

因此难

免会影响到科研工作的质量与效果
。

所以在我国建立强有力的水土保持统一领导机构确

是十分必要
。

国外在这一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

通过这次国际水土保持会议
,

还认识到
:

水土保持实验研究的方法和设备必须现代

化
,

才能提高研究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

现在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只保留少数必要的天然

降雨下的径流小区试验
,

如
,

为求出小区与小流域之间水土流失之关系以及个别露天矿



区所设的小区等
。

水土流失资料大多来 自田间的人工降雨试验
。

美国地质调查局于 1 9 7 9

年设制成覆盖面积达半公顷的田间使用的人工降雨机
,

采用 自动化精密仪器进行观测并

以 电子计算机进行计算
,

我国在这方面应当迎头赶上
。

当然
,

人工降雨试验也存在一些问题
:

1
.

许多人工降雨试验资料都是以一年中较大降雨强度与较长历时进行试验而获得
。

根据此种范围狭窄的资料来推出一年中变化多端的暴雨与其他不同条件下的年水土流失

量是有困难的
。

2
.

为要模拟天然降雨的最主要性质
,

应将雨滴大小与降落速度都考 虑进去
,

可是 目

前的人工降雨设备尚不能做到这一点
,

迈耶尔 ( M ey
e r ) 所设计的人工降雨机虽然 已接

近解决这个问题
,

可是降雨有间歇性
,

而间歇性降雨会影响入渗
。

3
.

在设计人工降雨机时
,

必须考虑成本
、

搬运方便
、

使用方便
、

可 靠性与面积大小

等
,

往往不得不牺牲一些模拟天然降雨的准确性
。

4
.

天然降雨在时间与空间上均起变化
,

实际观测到的能量— 强度关系 的 变 异 较

大
,

点子分散
; 而人工降雨机的测定值只能代表其中若干个点而 已

。

尽管如此
,

人工降雨机在侵蚀研究上依然有很大的用处
。

迈耶尔等 曾用人工降雨机

求得水土流失量与天然降雨近似
。

美国通用土壤流失方程式中土壤抗蚀力的诺模图即由

人工降雨试验求得
。

水土保持所起的作用应当用数学模式 来表示
,

使研究结果建立在坚实的 理 论 基 础

上
。

以往都是根据较长期测得的大量径流小区实验资料应用统计方法来建立这种数学模

式
,

如美国通用土壤流失方程式中的 C值 (作物管理 ) 与 F值 (水保措施 )
。

但由 于 近

来通过人工降雨试验对土壤侵蚀与沉积的基本原理与作用得到进一步了解
,

就可推求基

于物理成因所建立的水土保持模式
。

不过这种基于径流冲刷 与雨滴打击所引起的土壤分

离
、

搬运与沉积的物理成因而建立的数学模式也必须经过一定的实验数据的验证
,

才能

证实其可靠而加 以应用
。

但目前往往不能做到这一点
。

所 以模式建立者 同时必须是实际

工作者
; 反之亦然

。

否则
,

将会削弱研究工作
。

经过验证后
,

水土保持模式应以 明白而易于应用的为式来表达即对典型条件加 以评

价
,

并列成图表
。

否则
,

将难于推广
。

美国通用土壤流失方程式之所以被广泛采用
,

即

因采用易于应用的方式加 以表达
。

数学模式只是一种手段
。

我们应当通过这种手段
,

建立起更好的控制侵蚀与沉积的

措施
,

并在必需的地方加 以应用
。

这才是我们研究水土保持模式的目的
。

综合的水保措施模式
,

除了侵蚀与沉积外
,

应 包括有关水文
、

养分
、

农药
、

经济与

作物产量等方面的因子
。

水质已成为国际上一个重要问题
,

所 以
,

要注意水土保持措施

对防止污染和改进水质的作用
。

最后必须指出
,

于虚心
、

认真学习 国外经验的同时
,

也应看到
,

我国 水 土 流 失地

区
,

尤其是黄土高原的问题的严重性与复杂性远远超过外国 已如上述
。

我们要学习他们

坚持水保科研的精神
,

所采用的研究办法与现代化的设备
,

以及某些经实地试验后证 明

可用来解决我国具体问题的有效措施
。

但是总的来说
,

解决我国的严重水土流失问题
,

主要依靠我们 自己走出一条路子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