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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中部干旱地 区
,

西起东乡
、

永登
,

东到陇山
,

北至景泰
,

南到陇西
、

秦安
,

总土地面积约 6
.

86 万平方公里
。

耕地 2
,

1 00 万亩
,

其中有效灌溉面积仅 占13 %
,

绝大部分

缺乏灌溉条件
,

土壤水分无地 下水源补给
,

完全依赖大气降水
。

据气象部门分析
,

中部

地 区小麦需水最多的拔节至开花灌浆期 ( 5 一 6月 ) 的降雨量与定西地 区夏田单产的关

系 (图 1 )
,

求得两者相关系数 为 0
.

4 7 8 ,

信度达 。
.

05
。

尽管影响产量的因子十分复杂
,

但仍得到上述较高的相关系数
,

说明目前的生产水平
、

产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降水的

多少
。

式 中
:

P

—
发展的生产潜力

; 名 R
·

.L— 光合作用最高产量 ,

Y

— 现有作物产量
。

前 已依据 Y = (兄 R
·

L ) 求出小麦的最高产量为 1 , 5 37 斤 /亩
,

玉米为 2
,

80 9 斤 /亩
。

而现

在的产量小麦为 1 74 斤 /亩
,

玉米为 3 23 斤 /亩
,

可见今后小麦可达到的生产潜力 为 1
,

3 6 3

斤 /亩
,

玉米的生产潜力为 2
,

4 86 斤 /亩 , 二者均高出现有产量的 9倍
。

参考世界作物高产

记录和平均单产差值看 (表 3 )
,

常宁公社的生产潜力计算值与先进 国家的生产潜力值

是大致吻合的
。

表 3 目前世界主要粮食作物最高产 t 与平均单产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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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表明
,

世界最高产量与平均单产之比为 8 一 10 倍
,

而常宁地区计算最高产量高

出现在平均产量 9 倍
,

所以上述生产潜力值是可以达到的
。

若 以小麦每亩 1
,

36 3斤
、

玉米

每亩 2
,

48 6斤的生产潜力计算
,

该社 5 万余亩耕地可增产小麦 6
,

8 15 万斤
,

或 增 产 玉米

1 2 , 4 30 万斤
。

今后作为陕西省的粮食基地从生态条件或是生产潜力来 讲 都 是 很有希望

的
。

因此
,

建议农业负责部门
,

应将渭北地区作为农业发展的重点地区进行建设 投资
。



中部地 区降水的特点是
:

( 一 )降水少
,

变率大

平均年降水量仅有 20 0一 4 50 毫米
,

且

年际变化大
。

以兰州市为例
, 1 9 7 8年降水

量达 5 4 6
.

7毫米
; 1 9 4 1年只有 2 10

。

8毫米
;

19 3 2一 1 9 7 0年 3 一功月中
,

各月最多一年

降水量 比最少的一年多 7 一 1 35 倍
; 年降

水量少于年均值的年份占64 %
,

显著偏少

(少 2 成以上 ) 的年份占 36 纬
,

多于平均

值的年份只占 36 %
。

当地俗话说
: “ 三年

一大旱
,

两年一小旱
,

三年两头旱
” ,

正
.

反映了这个地 区的实际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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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线为平均亩产
,

虚线为降雨量 )

图 1 靖远 3 一 6 月降雨盆与定西地

区夏田平均亩产

(二 ) 降水季节分布不均

7 一 9 月份降雨量多
,

占年降水量的 54 一 70 % ; 3 一 5 月份降雨 量 少
,

只 占 10 一
2 1 日 、 。

初夏 ( 6 月上
、

中旬 ) 和伏期 ( 8 月上
、

中旬 ) 各有一个相对 的少雨段
,

这两个

气候上的少雨段
,

正是春小麦的抽穗扬花期和糜谷的抽穗期
,

对作物的生长是不利的
。

据安家坡水保试验站 1 9 7 6
、

1 9 7 7和 1 9 7 9年 5
、

6 月 份旱期测定
,

定西县大坪大队 。 一 5 0

厘米深的土壤含水率为 6
.

19 一 8
.

54 %
,

均低于玉米
、

扁豆
、

小麦临时凋萎系数
。

中部地 区本来降水就少
,

在正常降水的情况下都不够用
,

加之水土流失严重
,

降落

到地面的雨水一部分形成地表径流白白地流掉
,

更加剧了干旱程度
。

据定西安家坡水保

试验站 1 9 7 5年在碾盘大队测定
:

坡地 。 一 1 0
、

10 一 20
、

20 一 3 0厘米 土层中
, 3 一 8 月份

土壤平均含水率分别为 1 3
.

05 %
、 1 3

.

11 %
、

1 2
.

6 3%
,

以水平梯田 各土层土 壤 含水率为

1 00 %计算
,

坡地土壤含水率比水平梯田低 6
.

65 一 1 1
.

65 %
。

由上述分析可见
,

响影中部地 区农业生产的主要矛盾是干早
。

目前
,

大气降水 还无

法控制和改变
,

但水土流失是可以治理的
,

还可 以采取
“ 以用为防 ” 的积极措施

,

利用

洪水径流解决干早问题
。

一
、

中部地区的洪水径流及其特点

(一 ) 径流且

根据水文站观测资料分析
,

中部地区
一

各上要水系
,

每年每平方公里径流量是 1
.

47 一

5
。

09 万立方米
,

除去深层地 下水补给
,

洪水径流量为 1
.

24 一 3
.

89 万立方米
,

占径 流 总

量的 6 4
.

6一 90
.

9%
。

各主要水系洪水径流加权平均值为每年 每 平 方 公 里 2
.

39 万 立方

米
。

对于中部地区的洪水径流与冲刷情况
,

定西安家坡水保试验站曾作过三年观测
,

结

果是
:
平均每年每平方公里洪水径流量是 2

.

3万立方米
,

冲刷量为 4 , 4 29 吨
。

_

实测洪水径



流量与各水系加权平均值基本一致
,

可见定西站的观测结果在中部地区具有代表性
。

按

安家坡站实测数字推算
,

整个中部地区平均年洪水径流总量约巧亿立方米
,

冲刷量 3 亿

吨左右
。

按测定的每吨泥沙含氮素 0
.

8一 1
.

5公斤
,

磷肥 1
.

5公斤
,

钾肥 20 公斤 推 算
,

3

亿吨泥沙共含氮素 24 一 45 万吨
,

磷肥 45 万吨
,

钾肥 60 。万吨
。

上述资料说明
,

中部地区各河流是靠洪水补给
,

而且洪水量大
,

含沙量多
,

肥力较

高
。

洪水用于农业
,

不仅是解决干旱问题的重要途径
,

而且能改 良土壤
,

提高土壤肥力
。

(二 ) 径流特点

利用洪水径流发展农业生产
,

首先要掌握径流的几个特点
:

1
.

降雨不一定都产生径流
,

_

径 流不仅取决于降雨量的多少
,

在颇大程度上取决于降

雨强度的大小
。

洪水径流主要是由某几次暴雨 大雨所造成 (表 1 一 3 )
。

表 1 1 9 6 3年定西县安 家坡集水区统计

产 生 径 流 的 降 雨
月 份

次 数 降 量 (毫米 ) 次 数 降雨员 (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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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降雨盈水土流失比较

「{ 期 降雨 录 (毫米 ) 径流量 (立方米 /亩 ) 冲刷量 (吨 /亩 )

1 96 3
。

5
。

2 3 0 9 0 5 0 0 2 4

1 9 6 3

表 3 不同降雨强度水土流失比较

降 雨 量

(毫米 )

降雨强度 (毫米 / 时 ) 冲 刷 量径 流 量

(立方米 /亩 ) (吨 / 亩 )

:
ntl,曰臼今1 9 6 3

。

8
。
1 8

1 9 6 3
。

7
。
1 4



由表 1 可见
,

全年降雨 50 次
,

降雨量 4 3 5
.

8毫米
,

其中产生径流的降 雨 有 6 次
,

降

雨量共 2 0 5
.

8毫米
。

由表 2 可见
,

6 月 4 日的降雨量为 5 月 23 日的13 倍
,

而径流量为 49 分

倍
,

冲刷量为 3
,

4 17 倍
。

由表 3 可见
, 8 月 18 日的降雨量比 7 月 14 日少 3 9

.

5 %
,

但 是由

于降雨强度大
,

最大强度大 8 倍
,

因而前者产生径流和 冲刷
,

后者则没 有产生
。

2
.

径流量年变化大
, 四季分配不均

。

仅 已有观测记 录 的 1 9 5 9
、

1 9 6 0
、

1 9 6 3年 比较

中部干早地区径流量和冲刷量年度之间变差很大
。

径流量相差 7
.

3 倍
,

冲刷量相 差 4
.

,

倍
。

从定西地区月径流量分配上看
,

7 一 9 月份径流量占全年径流量的 67 %
,

而 3 一 5

月份仅占 1违%
。

3
.

沟道集水区是洪水泥沙运行基地
。

该地 区由许多自然条件基本相似的沟道集水区

所组成
。

每个集水 区包括梁
、

弗
、

坡
、

掌
、

台
、

沟
、

滩
,

分布着干
、

支
、

毛三级树枝状

的水路网
,

集流面积较小
,

坡面不长
,

相对 高差较大
。

这种地形对减少径流损失
,

提高

径流利用率
,

降低工程成本均极为有利
。

但沟道集水区洪水量不大
,

来势猛
,

历时短
。

_ _

二
、

洪水的利用与发展前景

( 一 ) 洪水的利用

“ 洪水是个宝
,

就看用得好不好
” 。

根据洪水径 流主要是 由几次大雨暴雨所造成
;

径流量年变化大
,

四季分配不 均
; 沟道集水 区洪水量不大

,

来势猛
,

历时短这些特点
,

以沟道集水区为单元
,

采用 “
引

” 、 “
蓄

”
的办法

,

用洪 用沙发展生产
。

引
,

就是暴雨后
,

引从山沟
、

河流
、

荒坡
、

村庄
、

道路流下来的洪水
,

漫淤农 田
。

实

践证明
,

引洪漫地
,

是综合利用土
、

水
、

肥资源
,

增加农业生产的一项有效的水利和水

土保持措施
,

对 中部千早地区建设早涝保收
、

高产稳产基本农 田具有 重 要 意 义
。

好处

是
:

1
.

拦泥蓄水
,

保持水土
。

引洪漫地具有面积大
,

容量多的特点
,

可 以分散径流
,

削

减洪峰
,

减少洪水危害
。

据西峰水土保持试验站在环县洪德地区观测
,

两 次暴雨
,

每亩

拦蓄洪水 5 0一 60 立方米
,

拦泥 13 一 15 立方米 ( 表 4 )
。

表 睡 洪水漫地拦泥蓄水观测资料

日 期
降雨量

(毫米 )

·

平均强度
一

(J毫米 / 时 )

总流量

(立方米 )

总输沙量

(立方米 )

漫地面积

(亩 )

每亩平均

承受水量

(立方米 )

每亩平均

沉 泥 址

`立方米 )

:
介O八曰l办只U1 9 5 9年 8月 3 日

1 9 5 9年 s月 5 日

4
。

8 8

1 0
。

8 3

1 7 9
。

1 7

4 7 9
。

0 2

4 8
。

1 2 0
.

3
。

2 6

7
。

6 7

1 3
。

2 2

1 5
。

2 5:
ǎ匕,é5

no

2
.

增加水分
,

利于抗早
。

经过洪水漫过的土壤水分
,

一般要比未漫过的增加 10 % 以

上
。

群众说
“
一年淤漫

,

两年不早
” 。

会 宁县四方公社 1 9 7 8年 11 月至 1 9 7 9年 6 月初
,

降

雨 2 0
。
6毫米

,

未有引洪漫地的坡耕地出苗不齐
,

午后凋萎
,

而头年 8 月 5 日漫过一次洪水



的耕地
,

作物出苗
、

生长较好
。

据测定
, o 一 30 厘米土层中土壤水分

,

洪水漫过的耕地

比未漫过的高28 % , 当 5 月底 6月初早象严重时
,

洪水漫过的耕地上壤含水率为 9 一 1 0

%
,

相当于未漫过的 1 30 %
。

3
.

改 良上壤
,

增加地力
。

由于洪水携带大量腐殖质和牲畜粪便等肥料
,

有利于改 良

土澳结构
,

提高上坡肥力 (表 5 )
。

表 5 环县洪德地区洪浪地土滚迎效养分洲定

措措 施施 硝 态 氮 ( l/ 百 万 ) ! 过过匡 效 磷 ( l/ 百万 )))

1
平 均均

OOOOO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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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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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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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均 …

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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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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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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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洪漫地地 ’ ·

o ’ ·
0 { 1

·
1 { 1

·
0 333 5一

{
4一

…
3一一 4

。

1 777

未未漫地地
} ”

·

8 ’
·

o

…
“ ·

8 777 5
·
0 … “ ·

0

{{{
3

。

e 777

由表 5 可见
,

洪水漫过的土地与未漫过 的比较
,

硝态氮提高了 18
.

3%
,

速效磷提高

了 1 3
.

6%
。

4
.

促进粮食增产
。

引洪漫地后
,

土壤的水
、

肥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

有力地促进 了粮

食增产
。

西峰水保试验站 1 9 5 9年在环县洪德地区四十亩滩
、

马莲滩
、

百年家南滩试验
,

在耕作措施和其它条件相同的情 况下
,

糜子漫地 比不漫地的平均株高增加 3 9
.

2厘米
,

每

亩穗数多 6
,

84 7个
,

穗长增长 5
.

6厘米
,

平均亩产增长 1 42
.

3%
,

最高增长 30 8
.

34 %
。

近 几年
,

甘肃中部干早地区涌现出一批引洪漫地的典型
。

这些典 型 说 明
,

不 同地

区
,

不同作物
,

凡经洪水漫过的耕地
,

粮食产量都比未漫过的有大幅度增长 ( 表 6 )
,

因此
,

群众把洪水漫地誉为
“
粮食囤

” 、 “
金饭碗

” 、 “ 高产稳产 田
” 。

表 6 不同地区
、

不 同作物引洪漫地增产实例

二 …
漫地次·

{

…漫 地 未漫地
(斤 )

漫地比未漫地
增产 ( % )斤一阳98003500

吸了、 l月住介O,d件JcL

面积亩

11
1.|l户
|!定西 县大坪大队 1 0

l 3

会宁县 四方公社 3 3

4 0

2 0 0 1 4 0

1 4 0
,

1 8 4

}

2 2 0 一 5 2
。

!

5 0 。 … : 2 0

静宁 县王沟生产 队 } 60

小 麦

保安红大糜

豌 豆

洋 芋

玉 米

蓄
,

就是在干沟和支沟修筑塘坝
,

拦蓄径流
。

做到丰水年蓄
,

枯水年用
,

即 7 一 9

月蓄
,

冬季和来年 3 一 5 月用
。

另外
,

可以削减峰量
,

延长历时
,

彻底改 变 大 水 吃不



争产小水吃不饱的被动肩面
,

:

嗜加喇澳厉时和数量矛
`

会宁县四方公社商象湾大队四谷密
集水面积 1瓜g息平方公里

,

在沟道里省上而下修 f结坝地
, 了
共计 2 1 8亩

。

在构脑修 了
`

可蓄

水 3 一 5 千立方米的蓄水池
,

傍山开挖引
、

排结合的渠道 1 , 4 00 米
,

基本控制和利府了洪

水
,

,

坝地小麦亩产
丁

达 3加多沂
,

洋拿 3声 00 一叭。加斤
。

- -

一
`

一
`

但是
,

在水土流失区修建塘坝和水库
,

必须研究解决水库淤积间题 、 目前常采甫的

办法
:

一是在水库上游修拦洪坝
,

阻止泥沙直接进入水库
,

形成
“
上拦下蓄

” ,

这样自

下而上
,

逐级上推
,

形成地
’

(坝地叉库相间的坝熟
,

做到 ` 地库相间
,

清洪分治” ; 二

是
“
蓄清排浑

”
一

,

防止或减少水库淤积
,

延长水库寿命
。

(二 ) 利用洪水的前景

如果洪水径流利用率为 50 %
,

每亩农 田每年引洪量为 1 00 立方米
,

则整个中部地区

可发展引洪漫地 75 0万亩
,

平均每平方公里 1 17 亩
,

每人有 1
.

5亩
。

由表 6 可见
,

不 同地

区经过洪水漫过的耕地
,

粮食亩产可达
:

小麦 4 8 0斤
,

糜子 39 8斤
,

豌豆 33 5
.

5 斤 , 玉米

8 00 斤
,

洋芋 3 ,

30 0斤 (折主粮 66 0斤 )
。

如洪漫地平均亩产按 40 0斤计算
,

每人平均 1
.

5亩

洪漫地
,

每年可产粮食 6 00 斤
,

较 1 9 7 9年每人平均产粮 4 33 斤还多 1 67 斤
。

每平方公里建设 1 17 亩洪漫地
,

若洪漫地全年允许拦蓄水深为 1
.

7一 5
.

3 分米
,

就可

将洪水及其携带的泥沙全部拦蓄
。

结 语

1
.

甘肃省 中部干旱地区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矛盾是干早
,

造成粮食产量低而不稳
。

由于粮食问题的压力
,

被迫毁林毁草开荒
,

逼粮上山
,

加剧了水土流失
,

破坏了生态平

衡和农业内部的合理组成
,

形成了
“
越垦越穷

,

越穷越垦
” 的恶性循环

。

2
.

中部地区每年洪水径流总量约 15 亿立方米
,

冲刷量 3 亿吨左右
,

只要掌握了洪水

规律
,

采取
“ 以用为防

”
的积极措施

,

充分利用洪沙资源
,

就能变
“
洪害

” 为
“

水利
” ,

解决干早问题
。

3
.

发展引洪漫地
,

把洪水泥沙安全引入农田
,

结合建设必要的拦蓄工程
,

缓洪
、

蓄

洪
、

调洪
,

既能增加农业生产
,

又能防止洪水泥沙下泄成灾
,

达到兴利除害的 目的
。

并

且洪漫区的耕地
,

是早涝保收
、

高产稳产的基本农田
。

洪漫区粮食大幅度增产又为退耕

陡坡耕地和大规模造林种草创造了条件
,

使该地区既能做到粮食自给
,

又能建成牧业基

地
、

林业基地
。

4
。

以沟道集水区为基本单元进行引洪
、

蓄洪
、

用洪
,

工程量小
,

投资少
,

效果好
,

处处有条件
,

队队可以搞
。

总之
,

引洪
、

蓄洪
、

用洪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治理黄河的重要措施
,

在产生径流

的源面
、

坡面
、

沟道都可 以搞
,

应大力提倡
,

大力推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