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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山丘 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二
,

人 口约占三分之一
,

耕地近 7 亿亩
。

几千

年来
,

由于森 林受到严重破坏
,

整个生态环境一直进行着恶性循环
。

这种情况如不予以

制止
,

不仅对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会带来严重恶果
,

而且也必将为子孙后代遗留下无穷

祸患
。

为使整个生态环境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

建议从现在起
,

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

大规模营造水源涵养林
,

尤其在水土流失严重地区
, 更是刻不容缓

。

历史的惨痛教训

举世闻名的
“ 巴 比伦文明

” 是怎样毁灭的 ? 简单说来
,

是破坏森林的结果
。 “巴比

伦文明
”
发祥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

在平 原上有两条重要河流
—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

斯河
,

这两条河流灌溉着这片肥沃的土地
。

了巨是
,

由于两河上游波斯高原上的森林遭到

破坏
,

两河失去了森林对水源的涵养作用
,

于是泥沙俱下
,

致使肥沃的美索不达米亚平

原变成了荒漠和盐碱滩
。

恩格斯曾明确指出
:

,’.
· ·

⋯美索不达米亚
、

希腊
、

小亚细亚以

及其他各地的居民
,

为了想得到土地
,

把森林都砍完了
。

但是他们梦想不到
,

这些地方

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
,

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
,

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

水分的中心
” (见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 9 7 1年版第 15 8 页 )

。

恩格斯的话说得何

等好啊 ! 中华民族的摇篮
—

黄河流域又何尝不是这样 ! 四千年前
,

黄河 中游还是
“草

木畅茂
,

禽兽逼人
” ,

但是随着森林的破坏
,

水土流失逐渐严重
,

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

危害
,

产量低而不稳
,

形成了
“越穷越垦

、

越垦越穷 ” 的恶性循 环
。

在黄河下游
,

河床

抬高
,

造成了黄河历次大泛滥
。

解放后虽然未出现决 口 ,

但是因泥沙淤积
,

河床 以每年

10 厘米的速度不断淤高
,

致使黄河河床高出堤外地面 3 一 5 米
,

最高处达 10 米之多
。

这

就促使不断加高堤坝
,

解放三十年来已加高堤坝三次
,

从而促成
“越 险 越 加

,

越 加越

险
” 的恶性循环

。

黄河的两个恶性循环是 中华民族的灾难
,

是当前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极

大障碍
,

这个问题如不及早解决
,

后果将不堪设想
。

黄河一旦决 口
,

不是 南 夺 江 淮粮

仓
,

便是北扫华北
,

危及京津
。

造成两个恶性循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其最根本
、

最主

要原因是缺乏森林对水源的涵养作用
。

因此
,

要想使
“
黄河流碧水

” ,

就必须将
“
赤地

变青山
” 。



二
、

严峻的现实

目前不仅黄河
,

全国各条河流的情祝都是严峻的
。

森林的破坏
,

河流 含 沙 量 的增

加
,

使永库被淤
,

河床抬高
,

航道缩短
,

水患频繁
。

下面仅就长江和全国部分水库被淤

情况
,

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和营造水源涵养林的迫切性
。

(一 ) 明天的长江

—
今日 之黄河

现在长江流域每年的土壤冲刷量约为24 亿吨
,

每年有4
.

3亿立方米泥沙汇集 到 长江

中
。

这些泥沙如果按70 %的淤积量计算
,

则即将建成的长江葛洲坝水库每年要淤积泥沙

3
。

01 亿立方米
。

而黄河的三门峡水库平均年泥沙淤积量 为3
.

14 亿立方米
,

也就是说
,

将

来的葛洲坝水库和三门峡水库的泥沙淤积量几乎相等
。

因此
,

如木加以控制
,

葛洲坝水

库将会成为
‘

第二个三门峡
” ,

这是毫无疑间的
。

明天的长江有成为今 日之黄河的危险
,

其根据有二
:

第一
、

长江的情况之所 以不断恶化
,

和长江流域森林的不断破坏有密切关系
。

如位

于四川的长江支流

—
嘉陵江

,

由于森林受到严重破坏
,

其流域的侵蚀模数已危险地达

到 1
,

2 08 吨 /年
·

平方公里
,

超过了河北的掉沱 河 流 域 的侵蚀模数 ( 1 ,

04 0吨/ 年
·

平方

公里 ) 和山西汾河流域的侵蚀模数
’

(1
,

10 0吨 / 年
.

平方公里 )
。

仅嘉陵江每年向长江输

送泥沙 1
.

93 亿吨
,

占长江年输沙量将近 65 %
。

随着川滇高山林区不合 理 的 开 发
,

金沙

江
、

大渡河等河流的泥沙将会大量增加
,

很可能变成第二条
、

第三条
“
嘉 陵江

” ,

那时

长江的泥沙就会成倍地增加
。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
:

长江流域雨量充沛 (1
,

00 0毫米左右 )
,

西南林区坡度较陡 (3 0
“

左右)
,

一旦森林破坏
,

加剧水土流失
,

不仅会造成地表冲刷
,

而且会发生重力侵蚀
—

滑坡和泥石流等
,

其流失速度和危害会是相当严重的
。

因为
,

一方面大量泥沙涌入长江
,

使长江加速变为 t’黄河 ,, , 另一方面
,

西南林区多是石质山

区
,

山坡上土层很薄
,

森林借以生 长的土壤会很快流失干净而露出基岩或红土母质
。

而

黄土高原虽然水土流失严重
,

但至今尚存很厚的黄土
,

仍可为发展生产提供很好的物质

基础
。

所以说
,

长江流域的高山峡谷区
,

一旦发生水土流失
,

其后果更加严重
。

据西南

林业考察组考察
,

有不少采伐迹地现在已岩石裸露
,

可惜在长江流域毁林开荒的现象仍

然相当普遍
。

如云南省在 《森林法》颁布后
,

毁林开荒近 7”万亩
,

目前长江正 在 走黄

河走过的老路
。

第二
、

长江会不会变成黄河
,

最关键的 因素是人们 的认识
。

如果仅仅满足于从毁林

开荒中得到某些 眼前的
、

暂时的好处
,

而忘记将会带来的生态灾难
,

其后果肯定是可悲

的
。

事实上
,

只顾眼前不顾自然规律的做法
,

自解放以来始终存在
。

如四川在大炼钢铁

时
,

把栋树科森林砍掉很多用来炼铁
, 为增加粮食生产

,

毁林开荒一直未断
;
在

“四人

帮” 横行的 日子
,

森林更是被破坏得不成样子
,

甚至护林员的安全都得不到保证
; 正当

全国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时候
,

有些地方又向森林要资金
· ·

一
。

国家根据建设需要开发

西南林区是必要的
,

但是在下达指标时往往不考虑林业生产的特殊规律
,
生产指标年年

增加
,

而 有关地区又在本来不合理的指标上层层加码
。

这样下去
,

只要三十年左右
,

对

长江具有重要水源涵养作用的西南林区就有被砍光的危 险
。

这种状况不 及早改变
,

明天



的长江会变成今 日之黄河 !

(二) 全国水库边建边淤

到 1 9 7 7年为止
,

全国修建 10 万立方米以上的大
、

中
、

小型水库 8 万多个
,

总库容近

4 ,

00 。亿立方米
。

如果每立方米库容投资按一角计算
,

总投资约4 00 亿元左右
。

本来修建

水库
,

尤其是大型水库
,

是为了防洪和兴利
,

是百年大计
,

千年大计
。

但是 由于泥沙的

淤积
,

很多水库达不到防洪和兴利的 目的
,

国家的宝贵资金
,

人民的辛勤劳动
,

往往 因

淤积而付诸东流
。

据 1 9 7 7年对全国33 个大
、

中型水库进行调查
,

其中有 16 个水库 (占总

数的48
.

5 % ) 淤积库容都在 50 % 以上
,

而这些水库的平均使用年限仅 13 年
。

其中 盐锅

峡水库 (库容 2
.

2亿立方米)
,

只用 四年时间就淤积总库容的68
.

2 % ;
青铜峡水库 (库容

6
.

07 亿立方米) 使用五年就淤积总库容的8 6
.

9 % ;
张家湾水库 (库容 1

.

19 亿立方米 )
,

五年淤积库容的8 4
.

5 %
。

另据水电部对北方 23 个大
、

中型水库调查
,

平均每年淤积库容

1。亿立方米
,

两年淤掉一个官厅水库
。

这种边建设边淤积的局面是十分严重的浪费
,

对

四个现代化建设是极大的障碍
,

解决这个间题的根本 出路是大面积营造水源涵养林
。

为

了说明这个问题
,

下面举两例加以对照
。

1
.

丰满水库位于东北第二松花江上
,

库容为 1 0 7
.

8亿立方米
。

第立松花江发 源 于长

白山区
,

由于长白山上复盖着原始森林
,

对水库起着非常重要的涵养作用
。

因此
,

在水

库流域
,

侵蚀模数为10 吨 / 年
·

平方公里左右
,

建库 27 年共淤积泥沙 1
.

42 亿立方米
,

占

总库容的 1
.

32 %
。

照此淤积速度计算
,

丰满水库即使到建库一千年
,

也只能淤积总库容

的4 9 %
。

2
.

位于黄河中游的三门峡水库
,

库容 77 亿立方米
。

从 1 9 5 8一 1 97 3年共 14 年 半 的时

间
,

泥沙总淤积量 为4 5
.

5 5亿立方米
,

占库容的59 %
。

照此下去
,

只要 2通年就全部淤满
。

需要指出的是
,

三门峡水库自建成以来并没有连年蓄洪
。

仅 19 6 0年 9 月 15 日至 1 9 6 2年 3

月 仑 日进行蓄洪
,

只经过一个雨季
,

进库泥沙为 IB
.

4 5亿吨
,

淤积泥沙 15
.

29 亿吨 ; 1 9 6 4

年 7 月至10 月 4 日进行拦洪
,

进库泥沙 2 7
, 2 4亿吨

,

当年淤积 i ,
.

5 2亿吨
。

不难看 出
,

如

果三门峡连年蓄洪
,

则用不了几年就会淤满
。

造成三门峡水库淤积的主要原因
,

是位于

黄河 中游 的黄土高原赤地千里
,

沟壑纵横
,
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

致使黄河流域平均侵蚀

模数达2 , 3 30 吨 /年
·

平方公里
,

为第二松花江流域侵蚀模数的二百五十倍
。

而黄土高原

的侵蚀模数甚至高达 1 0
,

0 00 吨 / 年
。

平方公里以上
。

两个水库
,

丰满水库是
“
千年不衰

” ,

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好典型
, 三门峡水库则恰

恰相反
,

成 为边建边淤
,

给国家造成极大浪费的一例
。

可见森林涵养水源的作用是非常

显著的二

三
、

营造水源涵养林的有效性和经济效果

福建省的汀溪水库
,

是个库容为。
.

4 55 亿立方米的中型水库
,

水库 流域面积为7 7
.

4平

方公里
。

1 9 5 7年建水库林场
,

造林54
, 5 33 亩

,

群众造林4 6
,

7吐亩
,

库区宜林荒山 80 %造

了林
。

建库二十三年
,

水库 仅淤积泥沙 13 万立方米
,

占总库容的0
.

2 %
。

照此计算
,

这个

水库 8 千年才能淤满
。

造林后
,

水库供水量由1 9 5 6年的0
.

4 0 1 2亿立方米
,

增加到 1
.

24 亿



立方米
。

复蓄指数由 1
.

52 增加到3
.

65
,

有效灌概面积由 7 万亩增加到 19 万亩
。

造林后 比

造林前供水量增加了两倍
,

有效灌溉面积扩大了 1
.

7倍
,

等于 又建了两个同样大 小 的水

库
。

群众说
: “

造林如造水
” ,

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
。

营造水源涵养林的有效性还表现在特大暴雨时的防洪和保库方面
。

如 1 9 7 5年 8 月在

河南南部洪汝河
、

沙颖河
、

唐 白河流域发生 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
,

三天降 雨 量 80 。

一 1
,

0 00 毫米
,

水库流域降雨 1 ,

32 0毫米
,

从而造成石漫滩水库
、

板桥水库大坝决 日 ,

酿

成严重灾害
; 而处于同样情况下的薄 山水库

、

东风水库却安全无恙
。

造成两种结果的原

因
,

是前者森林复被率仅20 %
,

平时库水浑浊
,

每年库底淤高 13 一20 厘米
,

有时达 30 一

40 厘米
;
而薄山

、

东风水库流域
,

森林复盖率达 80 % 以上
,

库水常年 清澈
,

库底年淤积

仅 1
.

5 厘米
。

在暴雨期间
,

由于森林涵蓄降雨
,

拦阻了径流
,

从而削弱了洪峰
,

延长了洪

水入库时间
,

使薄山
、

东风两水库平安无事
。

可见水源涵养林不论在一般情 况下还是在

特大暴雨情况下
,

均能发挥其涵养水源 的有效作用
。

关于营造水源涵养林的经济效果
,

在前面各节中已经简单提到
,

但为 了 更 明 确起

见
,

仅从泥沙造成的损失方面算一笔账
。

据山东省统计
:
全省大

、

中型水库 17 5 个
,

小

水库5
,

25 。个
,

水塘 32
,

。00 个
,

总库容 1 44 亿立方米
。

平均每年淤积泥沙D
.

5 5亿立方米
,

每

年损失人民币 1
,

79 0万元
。

据 山西对43 个大
、

中型水库进行统 计
:

总库容2 2
.

3亿立方米
,

到 19 了4年底共淤积 7
。

0亿立方米
,

平均每年淤积0
.

5亿立方米
,

每年耗费建设资金 7 00 万

元
。

据陕西省调查
,

到 1 9 7 3年底
,

全省 1 92 个水库总库容 12 亿立方米
,

共淤积 泥 沙 4
.

73

亿立方米
,

平均每年淤积 0
.

3亿立方米
,

相当耗资42 0万元
。

三门峡年平均淤积 3
.

14 亿立

方米
,

如按每立方米库容一角计算
,

则每年损失 3
,

14 0万元
。

如果把损失掉 的这些资金用于

造林
,

每亩造林费按 10 元计算
,

则山东每年可造林 1 79 万亩
; 山西每年可造林 70 万亩 ; 陕

西每年可造林42 万亩
,
黄土高原每年 可造林3 14 万亩

。

如果全国各省都能把这笔 损 失用

来造林
,

全国营造水源 涵养林的规模和绿化祖国的任务肯定会大大加快
。

本世纪末祖国

实现四个现代化之 日
,

当是祖国山河 t’f 日貌换新颜
” 之时

。

四
、

几点建议

为在全国有计划地大规模营造水源涵养林
,
提出如下建议

:

1
、

领导
。

能否在全国把水源涵养林的工作开展起来
,

关键是中央及地方各级领导

是否下决心把这项工作当成一项战略任务来抓
。

只有各级领导不 仅在认识上
,

而且在行

动上采取坚决的措施
,

这项工作才能切实有效地进行
。

2
、

政策
。

水源 涵养林需要大规模
、

高速度成片营造
,

只要贯彻谁造谁有
,

林权不

变
,

限期造完
; 把国营造林和群众造林结合起来

,

把人工造林
、

飞机播种造林和封山育

林结合起来
,

对群众造林要实行补助或贷款
;
造林后必须严格封禁若干年

,

严格执行有

关林业的法律和政策
。

这样
,

营造水源涵养林必然会
“
事半功倍

” ,

大见成效
。

否则就

会
“
事倍功半

” ,

甚至出现
“
造林不见林

”
这种徒劳无益的局面

。

3
、

经营
。

营造水源涵养林
,

国家一定要进行投资
。

往往最需要造林的地方
,

也是

水土流失最严重
, 人民生活最 困难的地方

。

因此
,

不仅国营造林
,

就是群众造林也必须



给予补助
。

国家不进行投资
,

营造水源涵养林的工作
,

势必是一 句空话
。

4
、

规划
。

水源涵养林的规划
,

涉及到土地合理利用间题
,

它牵涉到农
、

林
、

牧
、

水利
、

电力和付业生产等各个方面
。

要想搞好这一工作
,

必须由国务院统一领导
,

以林

业部为主
,

各部门配合
,

才能搞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规划方案
。

5
、

科研
。

我国土地辽阔
,

自然条件十分复杂
,
而水源涵养林又牵 涉 到 林 业

、

水

文
、

气象等各个方面
。

单就林业而言
,
不仅水源涵养林的林种

、

树种有其特殊性
,

而且

从造林到采伐运输都包含其特殊的研究内容
。

因此需要在全国各地 (如西北黄土区
、

华

北石山区
、

西南高山峡谷区和南方低山丘陵区 )
,

应分别建立以林业为主的综合研究中

心或协作网
。

只靠一个科研单位是很难胜任的
。

6
、

时机
。

破坏森林引起的生态灾难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

用造林改善生态环境的

呼声在全国越来越高
。

农业
、

畜牧和水利水电等有关单位越来越把林业看成一项治本的

措施
。

因此
,

现在提出在全国有计划地大规模营造水源涵养林
,

就时机来看
,

是前所未

有的
。

水库上游的水土保持工作刻不容缓

张 胖 陈 谦

(陕西省水土保持局 )

一
、

水土流失是造成水库淤积的根源

耗费大量财力
、

物力
、

人力建成的水库
,

能杏长期持续的发挥经济效益
,

取决于水

库库容损失情况
。

所以
,

解决水库淤积的矛盾
,

延长水库寿命
,

是当前世 界 性 普 遍间

题
。

例如
,

美国全年上壤侵蚀所产生的泥沙总量达 36 亿吨
,

其中就有12 亿吨进入水库和湖

泊中
。

每年库容损失的价值约 1 亿美元
。

我国截止 1 9 7 6 年底
,

共建成大 中小水库 7 8
,

0 0 0

座
,

塘堰6 50 万个
,

总库容4 , 0 0 0亿立方米
。

由于水土流失
,

大量泥沙流入水库塘堰
,

损

失库容近40 亿立方米
,

损失灌溉面积 1 , 0 00 万亩
,

损失库容价值1 9
.

2亿元
。

特别是在水土

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地区更为突出
。

黄河中游共有大型水库 20 座
,

总库容20 5亿立方米
,

据 17 座的实际测量
,

总库容 1 90 亿立方米
,

泥沙淤积损失库容已近 60 亿立方 米
,

约 占总

库容的30 %
,

即每年水库投资约 1/ 3被泥沙所吞没
。

青铜峡水库 5 年时间损失库容 87 %
,

内蒙红山水库 1 9 6 2年一次洪水入库泥沙为 1
.

72 亿吨
。

山西省每年因泥沙淤 积 损 失 库容
5 ,

00 0万立方米
,

其中西山地区28 个县有中型水库 1 2
一

座
,

库容2
.

1亿立方米
,

已淤积 0
.

7亿

立方米
。

陕西省 1 00 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共有34 0座
,

库容 34
。

5亿立方米
,

平均每年泥沙淤

积减少库容 8 ,

00 。万立方米
,

为平均每年新建水库总库容的 1 / 3
,

相当于减少 20 多万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