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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我国水土流失概况

1
.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

黄土高原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

区
,

也是全世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

总面积约 43 万平方公里 (共 1 89 个县旗 )
。

其中水土流失极严重的面积为 28 万平方公

里 (共 12 0个县旗 )
。

每年平均向三 门 峡

以下的黄河下游倾泻泥沙 16 亿吨
,

最多竟

超过 3 0亿吨
。

每年经过河 口三角洲输送入

海的泥沙平 均 约 1 2 亿吨
。

径 流 中 多 年

平均含沙量为 37
.

6公斤 /立方米
,

最 大 可

达 5 90 公斤 /立方米
。

根据水文站的测试
,

三十年来
,

黄河径流中每年的 平 均 含 沙

量
,

没有明显减少的趋势
: 可知黄土高原

的水土流失仍在继续发生
。

黄土高原的典

型地 区
,

如绥德
、

米脂等地
,

修筑规模颇

大的梯田
,

又如山西的平顺
、

昔阳
、

阳高

等县
,

都在黄土高原修筑 了大而积高质量

的梯 田
,

水土流失面积和程度
,

应有所减

少
;
但仍有较大面积的坡耕地

,

没有得到

彻底治理
,

土地利用也不尽合理
;
有些荒

坡
、

荒草地
、

疏林地还在任意开垦
,

毁林

开荒
,

使水土流失仍甚严重
。

黄土高原治

塑较好的梯 田面积与继续破坏的面积不相

七下
,

使进入河道的泥沙量没有减少
,

这

匙我国治理黄河的大问题
,

也是黄土高原

台理的大问题
。

黄土高原 由于土层深厚
,

地貌复杂
,

雨量集中
,

并多暴雨
,

水土流失的因素和

侵蚀类型极为复杂
,

使大面积的源 面产生

大量径流
。

加之源面与河川的相对高差很

大
,

侵蚀基准较深
,

造成源边 的 强 烈 侵

蚀
。

年侵蚀模数常达 5
,

0 00 一 1 0
,

00 。吨 /平

方公里
,

最大达 1 5 ,

00 0吨 /平方公里
。

黄土高原是我国文化发祥地
,

农业开

垦 已有四
、

五千年以上的历史
,

水土流失也

有几千年历史
。

因祸害历时已久
,

目前治理

的方法也不尽合理
,

因此水土流失没有得

到彻底解决
。

而我国人口 增长速度快
,

黄土

高原水土流失地区的人 日达 3 , 5 00 万以上
,

粮食
、

饲料
、

燃料
、

肥料都不充足
,

既是

低产区
,

也是经济情况比较落后地区
。

黄土高原每年达 16 亿吨输沙量中
,

有

机质和氮磷钾化肥流失数千万吨
,

价值达

数十亿元
。

这是我国土地资源大量遭受损

失的主要方面
,

必须引起全民的重视
。

2
.

长江流域和南方丘隆山地的水土流

失亦颇为惊人

长江流域流失的泥沙量仅为黄河流域

的半数
。

据报导
,

长江的含沙量
,

有不断

增加的趋势
。

很多科学家都提出了警告
,

有的提到长江将会变成另一条黄河 ( 指水

土流失 ) ;
有的提到建国以来泥沙没有明

显减少
,

特别从文化革命以来
,

泥沙有迅

速增加的趋势
。

如洞庭湖面积不断缩小
,

每年进入湖中的泥沙达 1 亿吨
,

如继续下



去
,

生态系统严重破坏
,

将失去调节径流
、

发展灌溉的效益
。

也有人主张洞庭湖不能

再提围湖造 田了
。

从资源卫星图观察
,

洞

庭湖的淤积 已达极严重的程度
。

据考察
,

云南省虽有较好的气候
、

土壤

和植被
,

但近年来对林区进行烧山
、

滥垦
、

滥伐有增无 已
,

森林和草地的 生 态 系 统

遭到破坏
,

水土流失逐渐增加
。

在云南省

东北部和四川省西北部 由于坡陡
、

谷深
,

在夏秋暴雨季节常有泥石流的发生
, ;适对

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
。

1 9 7 9年秋季
,

四川

雅安县在一次暴雨中山洪暴发
,

使一个生

产 队仅幸存三人
。

可见水土流失的危害极

大
,

使森林
、

农 田
、

牧场
、

人畜
、

土壤
、

地貌等

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
,

恢复极为困难
。

长江支流嘉陵江上游地处川
、

甘
、

陕

三省交界 的秦岭 山地
,

从王家沱经略阳至

宝鸡一带坡谷陡峻
,

原为针阔叶混交的次

生林
,

也是重要的水源林和水土保持林
。

但从文化大革命以来
,

在林区进行开垦
,

约 占该区山地面积三分之一的坡地进行乱

开荒
,

大部分都是帮忙田
,

因未经治理
,

在雨季可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
。

从地势土

质来看
,

都应退耕还林
,

高度在 8 00 一 1
,

30 0

米
,

都应退牧还林
。

长江各支流的
_

匕游
,

此种不合理利用土壤的情况较多
,

使 长江

的泥沙有增无减
,

因此必须及早治理
。

此

外如珠江流域及独流入海的九龙江
、

闽江
、

叽江
、

钱塘江等
,

也有几亿吨泥沙入海
。

3
.

华北
、

内蒙古及新获地区的水土流

失概况

如河北
、

河南
、

山东等丘陵山地
,

部

分为石质山地
,

部分为黄土所复盖
,

因气

候较干旱
,

植被生长较慢
,

但暴雨较多
,

仍有明显的水土流失
。

内蒙古及新疆面积

颇广
,

土壤侵蚀 以风蚀为主
。

我 国沙漠与戈

壁总面积约达 19 亿亩
,

东西绵亘近万里
,

气候干早
,

因受风沙为害
,

多引起沙化
、

碱

化
。

在内蒙古中西部的荒漠草原区原有梭

梭林数千万亩
,

是防止风蚀的自然植被
,

但没有得到很好保护
,

反而任意破坏
,

采

伐了数百万亩
,

使荒漠区的天然梭梭林面

积 日渐缩小
,

风沙侵袭面积 日益增大
。

4
.

东北地 区的土壤侵蚀

东北地区因开发较晚
,

土壤侵蚀比较

轻微
。

但辽宁西部朝阳地 区
,

因开发 已有

千余年历史
,

古代人 口较少
,

农
、

林
、

牧

都有适当的发展
。

但到本世纪初期
,

林地

遭受采伐
,

草原也受破坏
,

坡地乱垦
,

不

加治理
,

因此引起颇为严重的水土流失
。

建国以来虽积极治理
,

但尚未达到生态平

衡
,

局部地区水蚀风蚀仍在继续进行
。

东北的中北部黑
、

吉二省
,

原为肥沃

黑土分布区
,

开垦仅数十年历史
,

但由于

不 注意治理和合理利用
,

局部地区已引起

明显的沟蚀和面蚀
,

使黑土层损失很大
,

地块破碎
,

肥力大大降低
。

因此
,

当前必须

重视保持水土的科研和技术工作
,

及时进

行治理
。

东北三省西部及局部农业地区
,
已引

起中度或轻度的风蚀
。

因此建立防护林及

防风固沙的农
、

牧 业耕作技术措施
,

极为

需要
。

总的看来
,

我国水土流失 目前仍然在

发展中
,

治理与破坏尚未达到平衡
。

因此

必须加强水土保持研究和综合治理
,

希望

在 5 一10 年时间内
,

径流中的泥沙和养分

能 日趋减少
。

二
、

我国水土保 持 科研 和

技术方面的展望

如上节所述
,

我国水土保持工作的重

点应在黄土高原区
,

而全国广大的丘陵山

区都有水土流失问题
,

应重点地 区与一般

地 区治理并举
。

人力物力的配置应有全局



的规划
。

首先应肯定水土流失规律和水土保持

的研究
,

都是科学技术问题
,

而在实际治

理时
,

必须包括多学科互相配合
。

如气象
、

地貌
、

土壤
、

植被
、

水利
、

水文
、

沉积
、

土地利用
、

生态系统
、

生物措施
、

工程措

施… …等学科
。

在单项学科的 调 查 研 究

外
,

也要进行多项综合研究
。

当前也必须

进行森林生态系统
、

农田生态系统
、

草原

生态系统的综合研究
,

实际上水土流失及

其治理也就是生态系统的破坏和平衡之各

阶段及类型的研究
。

至于水土保持的实际

工作主要是农业生物 学和农业工程学与地

学相互配合的研究
。

在有充分科学技术的

基础上
,

由专业研究所
、

专业机构组织科

学技术力扯
,

也要训练数量较大的专业技

术工人和广大群众进行分区的治理
。

进行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时
,

亦必须应

用新技术
。

如应用遥感技术进行制图和搞

规划
,

用 电子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 ; 搞田

间工程时
,

必须配备各种高效的农业机械
,

也要配备和研制遥控
、

遥测
、

自动记录的

仪器设备
,

使水土保持也成为一门现代化

的科学技术
。

进一步开展水土保持的科研和技术工

作
,

首先应充实黄上高原的水土保持专业

机构
,

如重点省都要设立和恢复水土保持

局及分局
,

领导全面工作
。

对现有的水土

保持研究所应予加强
,

增加人员和设备
,

并在不 同侵蚀类型区建立水土保持试验场

站
。

黄土区至少应设立 3 一 5 个具有一定

规模的试验场
,

并有多学科和专业的科技

人员
。

每县至少建立一个或几个试验区
,

推广试验研究成果
。

在全国各不同类型的

水土流失区
,

也应建立较有规模的试验场

和水土保持局
; 流失较严重的县

,

应设立

水土保持治理区
。

待工作开展 较 有 基 咄

时
,

’

可考虑成立全国性的领导机构
。

我国黄土高原和其它重点侵蚀区 需建

立较有规模的水土保持试验场 十个左右
,

长期进行试验
。

国家应拨出较多的经费充

实 已有的和新建的试验场
。

水土保持试验研究机构
,

必须在重点

地区建立
。

领导机构可设在大中城市
。

实

际治理区和试验场站都须有充足 的科技人

员和设备
,

进行小区试验
,

小流域试验和

人为模拟试验等
。

因此
,

教育部门必须配

合
,

有计划的在农
、

林
、

牧及水利院校和

综合性大学
,

建立水土保持系或专业
,

对

中级技术学校也应培养水土保 持 专 业 人

员
。

并在广大的中
、

小学都须讲授水土保

持知识
,

使人人能提高水土保持的基本知

识
,

从而达到加速综合治理与改造自然
,

并使生态平衡能早 日实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