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土保持是治黄的基础
官 长 君

(国家计委农林水利局 )

黄河是我国第二条大河
,

也是世界闻各的泥沙最多的一条
“

害河
” 。

下游高悬在华北

大平原上
,

解放前 2 ,

00 0多年中曾决口 泛滥 1
,

5 00 多次
,

重要改道 26 次
,

其中大改道 9 次
,

影响范围北到天津
,

南到长江下游共 25 万平方公里
; 中游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极为严重

,

流失面积达 4 3万平方公里
,

三门峡以上年平均流失泥沙 16 亿吨
,

是为害下游的祸根
。

解放三十年来
,

治理黄河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

下游加高加固大堤 2 ,

10 0公里
,

保 证

了伏汛未缺 口
,

水浇地面积达到 7 , 0 00 多万亩 ; 中游造林
、

种草
、

建设
“ 三田 ” (即水平

梯田
,

水平条 田
,

坝地 )
,

初步治理流失面积 6 万多平方公里
,

约占总流失面积的 7% ;

建成干支流大中型水库 15 〕座
,

总库容 2 51 亿立米
,

发电装机 2 00 多万斤甩
。

但是
,

治 黄

中教训深刻
,

问题不少
,

时至今日
,

中游水土流失未见减少
,

下游河道仍然不断淤高
,

“ 悬河中之悬河
” 日趋严重

。

黄河的症结是泥沙问题
,

就是说
“ 泥沙不治

,

河无宁 日
” 。

这个认识
,

经过多年实

践
,
已为各方所接受

。

但是
,

在治理方针和具体措施上
,

并不是间题都解决了
。

对治黄

的重点是什么
,

水土保持在治黄 中应摆在什么位置
,

认识还未尽一致
。

治黄二十多年
,

至今仍感被动
,

其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

我们认为
,

水土保持应是治黄的基础
。

抓好中游

地区的水土保持
,

从根本上解决泥沙问题
,
已是刻不容缓了

。

本文拟就治黄 中的水土保

持问题
,

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

供进一步探讨
。

一
、

根治黄河非大搞水上保持不可

黄河 自河源至河南的桃花峪属上中游
,

流域面积 73 万平方公里
,

其 中水土流失面积

达招万平方公里
,

占总面积的59 %
。

多年平均流失泥沙 16 亿吨
,

其 中粗砂 ( 粒 径 大 于

0
.

05 毫米 ) 近 7 亿吨
,

占总流失量的 4 3
.

7%
,

是下游河道淤积的主要来源
。

粗砂绝大部

分来 自陕西
、

山西
、

甘肃三省 52 个县约 11 万平方公里的黄土丘陵沟壑 区
,

年流失粗砂达

6
.

7亿吨
,

其中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地区约 8 个县 2 2
, 0 00 平方公里

,

平均每平方公里年流失

量达 10
,

00 0一 20
,

00 0吨
。

冲沟密度每平方公里 3 一 5 公里
,

因而导致土地破碎
,

贫瘩干

早
,

农林牧业生产环境恶化
,

人民生活极其困苦
。

陕北地区 人均 口粮在 30 。斤以下 的 生

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 49 %
。

中游 1 15 个水土流失重点县
,

人均 口粮低于 1 9 4 9年的 有 39 个

县
。

全国 10 大片低产缺粮地区
,

黄土高原就有 4 片
。

中游泥沙大量流失
,

造成下游河床

逐年淤积
,

平均年淤积量约 4 亿吨
。

三十年来
,

下游利津以上河道淤积泥 沙 已 达 70 亿



吨
,

河槽以平均每年 10 一 20 厘米的速度淤高
,

水位也随之升高
。

1 9 7 9年
,

河南花园口洪峰

流量 6
,

8 00 秒立米
,

就有 1 00 余公里河段的水位比解放后出现的最大洪峰流量 ( 1 9 58 年 )

2 2
,

20 0秒立米的洪水水位高出 1 0一 6 0厘米
。

由于河床的不断淤积抬高
,

被迫相应加高大堤
,

致使下游堤防
“
越加越险

,

越险越加
” 。

解放以来
,

黄河下游大堤已普遍进行过三次加高
。

从 1 9 7 4年开始的第三次加高加 固大堤的工程
,

至今尚未完成
。

下游河道如此
,

中游地区

已建成水库的淤积也非常严重
。

三门峡水利枢纽 由于淤积严重
,

不得不进行改建
。

山西

汾河水库库容 7 亿立米
,
已淤积 2

.

4亿立米
,

占 34 %
。

据估算
,

中游地区的大型水 库
,

因淤积平均每年要损失库容近 1 亿立米
,

大大降低了防洪和综合利用的效益
。

由于严重

的水土流失
,

给治理黄河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

如拟议中的干流小浪底水利枢纽
,

总库容

1 27 亿立米
,

就要 以 89 亿立米的库容用 于淤沙
,

最终有效库容只有 38 亿立米
。

水利 枢 纽

有效库容是宝贵的资源
,

在设计水库时就考虑拿出 2邝 以上的库容用于淤沙
,

是非 常 可

惜 的
。

上述情况说明了根治黄河非大搞水土保持不可
。

如果现在不把中游地区的水土保持

抓得很紧很紧
,

再过三十年
,

仍象目前这样处 于被 动的局面
,

那就不好向党和 人民交代

了
。

二
、

水土保持效果无容置疑

水土保持效果究竞如何 ? 这是在相 当一 部分 人的脑子里存在的问题
,

因 为水土保持

搞了二十多年
,

而黄河下游来沙却未见减少
。

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
,

我们认为
:

无论是儿个平方公里的生产 队
,

几十
、

几百

平方公里的小中流域
,

只要方针明确
,

方法对头
,

坚持不懈
,

扎扎实实地搞水 土 保 持

的
,

在改变贫困面貌
,

提高群众生活和减少入黄泥沙方面
,

都收到 了无容置疑的显著效

果
。

山西省河曲县 曲峪大 队共有土地 1 9
,

0 00 多亩
,

水土流失面积占80 %
,

治理前每年 向黄

河输沙达 1 3
.

9万吨
。

全队 8
,

0 00 多亩坡耕地
,

亩产粮食 6。一70 斤
,

人均产粮只 3 00 多斤
,

年

年吃救济粮
。

1 9 5 5年以来
,

坚持全面治理
,

连继治理
,

采取生物措施与工程 措 施 相 结

合
,

基本上做到了土不下山
,

洪水不 出沟
,

农林牧付各业都有
_

勺隔度的发展
,

粮食亩产

达到 8 50 斤
,

人均 口 粮 5 30 斤
,

人均分配收入 ” 理元
。

甘肃省庆阳县南小河构
,

集水面积 3 6
.

3平方公里
。

1 9 5 2年开始治理
,

在源面上修水

平条 田
,

沟坡造林种草
,

沟底修谷坊
、

水库
。

20 多年来
,

全集水面积减少入黄的泥沙已

达 97 %
,

粮食亩产由 1 56 斤提高到 34 6斤
,

人均现金收入由39 元提高到 88 元
。

山西西部山区 28 个县
,

总面积 4 6
,

2 0 0平方公里
,

通过大搞水土保持
,

初步改变了生

产面貌
。

1 9 7 7年粮食总产 18 亿斤
,

比 1 9 4 9年增加了一倍
。

1 9 7 3一 1 9 7 7年给国家 贡 献 5
.

2

亿斤
,

五年内还清了过去 20 年吃的供应粮
。

这个地区直接入黄的 n 条较大支流
, 1 9 7 0年

以后汛期
·

降雨量比 1 9 6 9年以前只偏小 1
.

9%
,

而年输沙量减少了 3 8
.

6 %
。

目前
,

小流域及支流减沙比较明显
,

而全流域减沙不甚明显的主要原因
,

我们分析

有以下两点
:



一是 由于政治上和工作上的缺点错误
,

使水土保持工作
“ 三起三落 ” ,

搞搞停停
。

三十年来真正搞水土保持的时间仅十来年
,

治理程度太低
,

只 占1 7%
,

而且很分散
。

二是一边治理
,

一边破坏
。

这些年来
,

黄河中游各地因开荒而破坏水土保持的现象

十分严重
。

三年困难时期
,

仅陕
、

甘
、

晋三省就开荒 1 ,

00 。多万亩
。

近几年
,

陕西延 安地

区开荒约 2 00 万亩
,

甘肃子午岭林区毁林开荒 2 00 多万亩
。

据观测
,

陡坡开荒每年每 亩流 失

泥沙 10 一 2 。吨
。

粗略估算
,

仅开荒
,

每年就可能增加入黄泥沙 2 一 3 亿吨
,

把现有水土保

持所起到 的减沙效益给抵销了
。

目前
,

这种一边治理
,

一边破坏的局 面还没有完全被制

止
。

譬如
, 1 9 7 8年秋至 1 9 7 9年

,

晋西地区治理面积 80 万亩
,

而 陡坡开荒竟达 60 余万亩
。

陕西延安区地 1 9 7 8年盲目开垦陡坡达 80 万亩
,

而这一年全地区仅初步治理 3 1
,

4 00 亩
。

此

点必须引起有 关方面严重注意
,

盲 目开荒再也不能搞了
。

三
、

如何才能加快水土保持的进度

有的同志提出
,

虽然水土保持的减沙作用是肯定 的
,

但是进度太慢
,

赶不上治黄的

需要
, “ 远水不解近渴

” 。

我们认为
,

水土保持的效益是可 以加快实现的
,

关键是要方

针明确
,

方法对头
,

领导得力
,

坚持不懈
,

一般搞上 10 一 15年
,

在改变贫困面貌和减少

入黄泥沙方面都能起到显著的作用
。

综合各地经验
,

要加快水土保持工作的进度
,

必须

解决好以下几个间题
。

第一
、

要有一个整个中游地区水土保持的全面规划
,

确定不 同类型地区 的 发 展 方

向
、

治理措施
、

任务
、

进度
、

投资和效益
,

然后根据 国家财力
、

物力的可能
,

分别轻重

缓急进行治理
。

据分析
,

黄河下游河床平均每年淤沙 4 亿 吨
,

其 中 8通%是粗砂
,

而粗砂

的 80 %来自10 万平方公里的地区
,

“ %来 自 5 万平方公里的地区
。

集中治理好这些地区
,

就可以有效地减轻下游河道 的淤积
。

如果第一期治理的 目标定为 5 万平方公里
,

约需投

资 10 亿元
。

在管好用好现有各项资金 (包括老区建设专款
、

水利补助资金
、

水土保持事

业费等 ) 的同时
,

最好国家每年再专项安排黄河中游水土保持一笔经费
,

坚持下去
,

在

二十年内
,

将会产生显著的效果
。

这样
,

治黄寄希望于水土保持将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

了
。

第二
、

必须以沟道小流域为单位
,

坚持农林牧全面发展
,

因地制宜
,

宜农则农
,

宜

林则林
,

宜牧则牧和土水林牧综合治理
,

集 中治理
,

连续治理的方针
,

采取工程措施与

生物措施相结合的办法
,

沟坡兼治
,

实现沟壑川 台化
,

缓坡梯田 化
,

陡坡林草化
,

川地

农 田化
。

这样
,

就能达到为当地兴利和为下游减沙的双重 目的
。

第三
、

加强对水土保持工作的组织领导
,

恢复
、

建立和健全各级水土保持机构
。

近十

多年来
,

水保机构被撤销
,

人员被下放和散失
,

是水土保持工作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

一
。

鉴于水土保持是一项综合性的科技工作
,

需要农
、

林
、

水利等方面和地理
、

土壤
、

地质等多种学科密切配合
,

有必要从中央到地方建立独立的水土保持机构
。

如果把它附

设在农
、

林
、

水利那个部
,

则将 由于部 门的局限性而不能充分发挥作 用
。

可以考虑恢复

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
,

并成立国家 水土保持总局和黄河 中游水土保持局
,

统一领导有

关水土保持工作
;
按照不同类型地区

,

建立水土保持试验研究所
、

站
,

加强水土保 持 科



赣
、

闽
、

浙三省水土流失

的原因及其防治措施
祁延年 马湘泳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 )

赣
、

闽
、

浙三省境内山地与丘陵的面积很大
,

约 占三省总面积 的70 %左右
。

这里本

是自然 条件优越
,

山青水秀的地区
。

但长期以来
,

由于不合理的利用土地资源
,

使许多

山丘地区山林遭破坏
,

变成光山秃岭
,

生态系统失去平衡
。

其中又有一部分地区由于地

形
、

土质
、

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
,

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水土流 失现象
。

据不完全统计
,

三省水土流失面积达 3 5
,

。 0 0多平方公里
,

集中分布在帐南
、

闽东南和浙中丘陵等地 ( 图

1 )
。

水 上流失的原因

水土流夫的原因包括 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
,

并且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自然

因素主要是地面组成物质与气候条件
。

凡严重水土流失地区
,

几乎全部发生在地面组成

物质为花岗岩和红色岩系 (包括紫色页岩
、

砂岩
、

砂页 岩及砂砾岩 ) 出露地区
,

其他岩

性如变质岩虽有广泛分布
,

但流失情况极为轻微
。

花岗岩地区为什么会造成大量水土流

失? 这与岩性有关
。

这里地处高温多雨 地带
,

花岗岩受到强烈风化作用
。

特别在植被茂

密的地区
,

渗到岩隙中的地下水带有大量的有机酸
,

它能加速风化作用的进行
。

花岗岩中

的表面风化较快
,

蚀变成高岭土
,

云母容易变成粘土
,

唯石英较难风化
。

这 样 在 风 化

土层中的石英砂粒和红土混合成为一种疏松的土层
。

境内花 岗岩分布极广
,

但风化层的

厚度分布不一
,

有的很厚
,

有的极薄
,

甚至不见
,

这是因为形成厚的风化层
,

除气候条件

外
,

还必须具有一定的地貌条件与水文地质条件
。

一般说来
,

地面平坦
,

靠近河边
,

有

利于地下水活动 的地区
,

风化过程快
,

而且也可 以保存下来
;
而地势高

,

坡度大
,

纵有

学研究
; 采用试验

、

示范推广相结合的方法
,

培养典型样板
,

培训技术力量
。

第四
、

落实政策
,

健全法治
。

鉴于黄河中游水土流失严重地区
,

粮食产 量 低 而 不

稳
,

可考虑根据具体情况
,

减免粮食征购任务
,

不要再因粮食的压力而扩大开荒
。

要采

用经济手段 (奖励
、

奖售一定数量的化肥和其他生产资料 )
,

鼓励生产队积极建设基本

农 田
,

将部分坡地退耕还林还牧
。

还要尽快制定和颁布 《水土保持法》 ,

认真做到有法

必依
,

执法必严
,

违法必究
。

要把发动群众
、

加强料学研究
、

推广先进经验
、

国家支援

和加强法治等各种措施结合起来
,
以推动水土保持工作的顺利进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