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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水土流失现状及其危害

江西兴国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
,

被誉为苏区的模范县
,

对我国革命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
。

解放后
,

在各个经济领

域中已取得 了较大的进展
。

但长期来
,

由

于水土流失严重
,

影响了农村经济的迅速

发展
,

至今仍属于江西老革命根据地的特

别困难区
。

兴国县水土流失之烈
、

面积之广
、

为

害之大
,

在我国南方红壤区是罕见的
。

据

1 9 8 0 年调查
,

全 县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达

28 4
.

86 万亩
,

占土地总面积的59 %
,

占山

地面积的84
.

7 8 %
。

其中强度流失面积约

1 0 0万亩
,

为总流失面积 的 3 5
.

2 4 % 多
而

无明显流失面积仅 51 万亩
,

约 占山地
、

面积

的 1 5
.

22 %
。

水土流失不断蚕食 土地
,

沟

蚀面积已达 1 0 6 万 亩
,

占流 失 面 积的
3 7

.

3 6%
,

使地面变得沟壑纵横
,

支离破

割深度的一半
。

即 :

H
. ` = 2 2 。 或 2

。 二

杏
H

。 , … … ( 7 )

我们可借助于这一结呆
,

来对黄土区重力崩坍作用进行预报
,

估计崩坍的时间
。

三
、

结 束 语

黄土地区的谷坡变形破坏取决于黄土的物质成份和各种触发作用
。

它的形成机理是

很复杂的
,

在进行预报时应全面地分析组成谷坡物质的物理力学特性及其各 种 触 发 因

素
,

然后可参考上述表达式进行预报
。

应该注意的是
,

我们在建立 ( 4 )
、

( 6 ) 两关系式时
,

是在均质上体的假定基础

上来考虑的
。

但黄土区黄土中往往下伏有软弱结构面
,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预报时
,

视不

同情节
,

应适当减少H
. 广

和 Z
。

值
。



碎
。

全县年平均侵蚀模数为 5,

00 0一 8 , 0 00

吨 /平方公里
,

最高达 13
,

5 00 吨 /平方公里

以上
。

如果林地的年容许流失量以 5 00 吨 /

平方公里计算
,

在兴国县境内
,

只有51 万

亩无明显流失区的流失量小于该容许值
,

而 占山地面积 85 %约 2 33 万亩土地的流失

量
,

都超过 了容许值
;
特别是强度和剧烈

流失区的流失量
,

相应为容许值的 2 1
.

5倍

和 27 倍以上
。

全县每年从坡面上流失的土

壤总量达 1
,

1 0 6余万吨
,

其中 流 失 有 机

质
、

氮
、

磷
、

钾分别为 1 3
.

2万吨
、

0
.

58 万

吨
、

0
.

44 万吨和 4 1
.

4万吨
,

养分的损失量

大大超过全县每年施用的化肥总量
。

因流

失而失去 A 层 (有机质层 ) 甚至 B 层 ( 心
·

土层 ) 的侵蚀土壤 (即强度和剧烈侵蚀土

壤 )
,

近 19 0 万亩
,

超过山地面 积 的一半

(占 5 6 % )
,

使土壤遭到严重破坏
,

导致

土壤退化
。

由于 山上植被稀少
,

失去涵水作用
,

暴雨后地表径流形成汹涌的山洪
,

淹没农

田 ; 少雨期则水断河干
,

早 情 加 剧
。

据

统计
, 2 9 5 2一 2 9 7 9年间

,

全县水灾 2 2次
,

旱灾 3 6次
,

农 田受灾面积累计达 13 6
.

5 万

亩
,

有三万亩左右 良田被泥沙淹没
。

由于

泥沙淤塞
,

境内最大河流平江
,

河床每年

抬高 4 一 7 厘米
。

解放以来
,

平江河床已

抬高 1
.

2一 2
.

1米
,

有的河段
,

河床高出农

田 1 米左右
。

严重的水土流失阻碍着山区优势的发

挥
,

使总面积约 70 %的山地
,

只创造不到

总收入 10 %的财富
。

据调查
,

该县流失较严

重的城岗公社
,

其粮食亩产和每人平均 口

粮均低于流失较轻的枫边公社
,

亩产相差

1 0 0一 15 0斤
,

每人平均口粮相差 5 0一 1 0 0

斤
。

在贺堂
、

崇贤
、

樟木三公社中
,

流失

最轻的贺堂公社 1 9 7 5一 1 9 7 9年
,

每人年平

均收入 55 一 93 元
,

流失严重的樟木公社
,

同期内
,

每人年平均收入仅 41 一 48 元
。

崇

贤公社流失程度居二者之间
,

其收入也居

中
,

为 4 7一 71 元
。

因此
,

严重的水土流失

已成为人民贫困的重要 根源之一
。

二
、

水土流失发展特点

及其原因

兴国县在历史上曾是山青水秀
,

森林

繁茂的地方
。

据县志记载
“
清 同 治 十 年

( 18 7 2年 )
,

平江两岸青山
,

航运畅通…

… ” ,

只是近百余年来
,

由于森林 日益遭

到破坏
,

水土流失随之加剧
。

兴国县地处

中亚热带南部山丘区
,

加之
,

土壤
、

岩性
多样

,

地貌类型复杂
,

在我国南方水土流

失的山区
,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水土流失

类型主要是片蚀
、

沟蚀和崩岗等
,

严重流

失区大都集中在花岗岩和紫色 页 岩 分 布

区
。

花岗岩区流失程度最烈
,

范围最广
,

危害也最大
,

它具有如下特点
:

1
、

流失绪大
。

最高可达 13
, 5 00 吨 /平

方公里以上
,

即每年流失约 1 厘米厚的土

层
。

2
、

沟谷深
、

密度大
。

在风化物 深 厚

地区
,

常伴有崩岗发生
,

沟谷面积常占坡

面面积的 30 一 50 %
。

3
、

流失物质粗
, 泥沙危害大

。

风 化

物中石英含量占30 一 38 %
,

粒大而粗
,

粒

径大于 2 毫米者占30 一 50 %
。

流失后
,

大

部粗粒沿上游支流沟谷沉积
,

并迅速淤塞

水库
,

抬高河床
。

4
、

土滚肥力下降快
。

流失至白爆 砂

或红爆砂层时
,

有机质含量降至 0
.

5%以下
。

伏早时
,

地表温度高达 70 ℃以上
,

土壤水

分常在凋萎点以下
,

林木生长极为困难
。

花岗岩区水土流失的发展
,

大致可分

为三个阶段
。

当自然植被开始破坏时
,

片

蚀普遍发生
,

山脊部位常见树枝状杂色条



带 (红
、

白色为主 )
,

此为流失的初期阶

段 , 随植被进一步破坏
,

地表径流加剧
,

逐渐出现沟蚀
,

整个土壤剖面常沿着斜坡

向下滑动
,

形成土壤剖面的多层滑坡
,

此

为流失的中期阶段
; 当土壤音d面和红色风

化壳被剥蚀后
,

下部砂土层 ( 白爆砂
、

红

爆砂 ) 即裸露地表
,

切沟侵蚀加剧
,

有时

伴生崩岗侵蚀
,

便发展到流失 的 后 期 阶

段
。

在这阶段后
,

林木生长缓慢
,

十余年

的马尾松
,

高仅尺 许
。

紫色页岩区流失程度仅次 于 花 岗岩

区
,

其流失特点是
:

1
、

沟谷浅
,

密度大
。

光坡秃岭地段
,

沟谷面积 占知一 70 %
,

沟道密度 为 3
.

7一
5

.

0公里 /平方公里
,

切割深一般 1 一 5米
,

未见崩 岗发生
。

2
、

风化与流失交替进行
。

风化 碎 屑

物在雨季被径流带走而流失
,

随后再风化

再流失
,

循环往复
,

不断进行
。

3
、

片蚀
、

沟蚀交替发生
。

在片 蚀基

础上进行沟蚀
,

而且沟底 下切速度大于坡

面的剥蚀速度
,

因此
,

沟谷越来越深
,

坡

面愈来愈陡
。

兴国县水土流失之所以发展到如此严

重程度
,

有自然因素和人为 因 素 两 个 方

面
。

(一 ) 自然因案

雨量多
,

强度大是引起流失的重要动

力因素
。

年降水量 1 ,

50 0毫米左右
,

且 多

暴雨
,

一 日最大降雨量可达 12 5一 1 9 2 毫

米
,

最大暴雨强度可达 1 50 毫米 /时
。

1 9 5 7

一 1 9 6 2年间
,

日降雨量达 50 毫米 以上的 日

数有 25 次
。

据观测
,

在紫色页岩 区
,

降雨

量超过 10 毫米时
,

径流深度随雨量的增加

而增加
,

从而加大流失量
。

又据兴国县城

岗水保站 1 9 7 8一 19 7 9年观测
,

在 花 岗岩

区
,

当降雨量 ( 2 0
。

5毫米 )
、

坡度 ( 3 3
。

)

泪同
,

雨强 82 毫米 /时的径流量和冲 刷 量

分别为雨强 4
` 2毫米 /时的另2倍和 17 倍

。

同

时
,

地形起伏
,

更加剧 了流水动力作用 的

效果
。

全县大于 25
“

的面积 占26
.

弱 %
。

在

花岗岩和变质岩区
,

大于 1 5
。

的面 积
,

分

别 占8 4
`

4 7%和 8 9
.

7 1%
。

疏松 深厚的花岗岩风化物
,

是促使流

失剧烈进行的重要原因
。

白爆 砂 和 红 爆

砂都属于耐蚀性最弱的组成 物 质
J

据 测

定
, 7 一 10 毫米直径的土粒

,

在静水中一

分钟内全部分散
,

其水稳性指数仅 5 %左

右 ,
·

抗冲指数也只有 0
.

2一 0
.

3
。

由于土体

深厚常达 30 一 50 米
,

有利于下 切 作用 进

行
。

暴雨季节
,

沟壁土体吸水增重
,

体积

膨胀
,

在重力作用下
,

常发生崩岗侵蚀
。

紫色页岩区水土流失严重与其土体透

水性差
,

土层薄
,

保水力弱
,
风化速度快

有关
。

据测定
,

在土层厚 3 一 5 厘米的光

板地上
,

透水系数为 0
.

02 毫米 /分
,

每 小

时仅可透水 1
.

2 毫米
。

但在兴国县平均降

雨强度在 2 毫米 /分以上极 为常见
,

加 之

土层浅薄
,

一次降雨 量常超过土层所能吸

收的 5一 10 倍
。

故紫色页岩区的平均径流

系数达0
.

5 6 ,

最大可达 0
.

95
。

每次径流都

带走大量松散的碎屑物
,

而迅速的风化过

程
,

又为下次流失提供物质基础
,

构成风

化— 流失—
再风化

·

— 再流失的流失

规律
。

(二 ) 违反自然规律的经济活动
,

是

导致兴国县水土流失的人为因素

厉代战争对森林的破 坏
,

滥 垦
、

滥

伐
、

采樵
、

铲草皮积肥
、

烧山毁林
、

不合

理垦种
、

顺坡耕作等都是引起水土流失的

重要原因
。

在 自然因素没有很大变化的情

况下
,

本来山青水秀的兴国县变成 了今天

这个面貌
,

说明了人为因素的主导作用
。

目前水土流失的分布状况
,

更可以看 出水

土流失与人为活动的密切关系
,

即人口 密

度大的地区重于人 口密度小的地区
; 瓦窑



多和采矿区重于瓦窑少和非矿区 , 早开发

区重于晚开发区
。

而且
,

水土流失程度和

面积皆与人类生产
、

生活中心点呈明显的

同心圆关系
。

三
、

水土保持的

经验和教训

三十多年来
,

兴国县在水土保持工作

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是很多的
,

在南方水

土流失地区具有典型意义
。

解放后
,

该县

共洽理流失面积约 1 30 万亩
,

有效治理面积

约 60 万亩
,

在山水 田综合治 理
、

封 山 育

林
、

治山管山
、

经营油茶和搞好水土保持

等方面
,

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

但同时存

在着不可忽视的教训
,

概括起来
,

有下列

几点
:

1
、

两次较大的破坏
。

1 95 8年大 炼 钢

铁
,

大办食堂
,

大肆毁林烧炭
,

造成较严

重的水土流失
。

特别在十年文 化 大 革命

中
,

由于极左路线干扰
,

水土保持机构被

撤销
,

干部被下放
,

在无政府 主 义 煽
`

动

下
,

到处毁林成风
,

不仅砍 了老树大树
,

新造幼林也难以幸免
,

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区
。

2
、

林权不稳定
。

生产关系变革 过 程

中
,

社队规模常有变动
,

林权 也 随 之 更

改
,

带来不同程度的乱砍滥伐
。

3
、

管理宋跟上
。

长期来
,

有些 社 队

对山 林 管理 不严
,

破坏山林现象时有出

现
。

该县 曾治理了许多典型山 头 和 样 板

沟
,

说明一些水土保持措施是 行 之 有 效

的
,

后来由于无人管理
,

又变成了光山秃

岭
。

4
、

能派断缺
。

因燃料缺乏而乱 砍 林

木
,

造成水土流失
,

这是南方红壤地区不

同于黄土地区的重大差别
,

兴国县是个典

型例子
。

由于光山秃岭多
,

全县缺柴三个

月 以上的人口有32 万
,

约占总人 口 62 %
,

每年用作燃料的木材达10 万立方米
,

占该

县全年林木砍伐量 ( 1 2
。
3万 立 方米 ) 的

80 %
,

折合每年约三万余亩的森林当作柴

薪烧掉
。

此外
,

烧柴窑也加剧森林的破坏
。

上述种种现象
,

最终导致林木破坏加

剧
,

其速度远远超过治理的速度
。

该县从

1 9 6 4一 19 80 年间
,

水土流失面积扩大了近

5 0万亩
,

流失程度也相应加强
,

强度和剧

烈流失面积分别增加 9 %和 3 %
。

因此
,

防止林木继续被破坏
,

成为水土保持中最

迫切的间题
。

四
、

南方红壤区的

水土保持问题

从兴国县水土流失情况的分析看来
,

南方红壤区水土保持工作应注意下列几个

方面
:

( 一 )
:

合理利用山地
,

控制水土流失

潜在危险的发展

兴国县水上流失发展特点和分布规律

表明
,

地面组成物质疏松
、

深厚
,

或母岩

风化速度快
,

都是产生水土流失的潜在因

素
。

如果地形条件足以引起水土流失
,

而

且又便于人为经济活动时
,

便完全具备了

水土流失的潜在危险性
,

植被一旦破坏
,

即开始加速侵蚀
。

根据岩性
、

风 化 物 厚

度
、

地形坡度和相对高差等诸因素的组合

情况
,

可以确定流失潜在危险性的有无及

大小
。

在我国南方山地丘陵区
,

地形起伏

大
,

许多基岩 (如花岗岩
、

砂砾岩
、

砂岩

等 ) 具有深厚而易分散的风化物
,

另一些

基岩 (如泥页岩
、

砂页岩等 ) 容易形成风

化剥落的碎屑 物
。

这些地区目前虽然保存

着茂密的森林
,

水土流失也极轻微
,

但加

速流失的潜在危险却始终存在着
。

因此
,



在有待开发的林区
,

必须采取采育结合
、

永续利用的方针
,

杜绝滥砍滥伐
、

砍多于

造的现象
,

才能防止水土流失潜在危险的

爆发 ; 同时
,

把山地利用与水土保持结合

起来
,

按照不同利用方式
,

配置相应的水

土保持措施
,

把侵蚀危险性限制在最小范

围内
。

目前
,

南方有些林区
,

因 过 度 砍

伐
,

水土流失的潜在危险日益显示出来
,

新的水土流失面积不断扩大
。

长江中
、

上

游含沙量比 1 9 5 8年前增加近一倍
,

金沙江

在 16 年内河沙增加两倍
,

这些正说明了合

理利用山地
,

控制水土流失的重要性和迫

切性
。

( 二 ) 因地制宜
,

综合治理

南方红壤区 自然条件复杂
,

流失情况

各异
,

必须因地制宜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

这里雨多温高
,

无霜期长
,

植物生 长快
,

在轻度和大部中度流失 区
,

通 过 封 山 育

林
,

·

可以逐步恢复 自然植被
,

采用人工补

植和飞播造林
,

则可加速绿化
; 强度和剧

烈流失区 (特别是花岗岩流失区 )
,

立地

条件差
,

必须辅以梯田
、

台地
、

水平沟
、

撩壕
、

谷坊等田间工程
,

并采用种植乔灌

草
,

混种针 阔叶林的生物措施
;
在崩岗流

失区须采用上截
、

下堵
、

内外绿化等综合

措施
,

防治崩岗的发展 和危害
。

这样把工

程措施与生物措施
,

坡面治理与沟谷治理

互相结合起来
,

有利于加速水土流失区的

治理
。

此外
,

水土保持必须与群众的生产
、

生活密切结合
,

着眼长远
,

狠抓当前
,

充

分利用当地 自然资源的优势
,

积极发展热

带
、

亚热带经济林木和经济作物
,

使国家

和群众都得到实际的经济效益
。

(三 ) 解决能源不足问题

能源短缺已成为南方许多水土流失区

高好水土保持的主要障碍
。

根据兴国经验
,

采用下列措施可以逐步解 决 能 源 问题
:

1
、

种 ,
即积极开展

“ 四旁
”
绿 化

,

开辟燃料来源
,

可以快速解决燃料不足的

问题
。

如宅旁
、

道旁大种芒草
,

河滩池边

种灌植柳等
。

灌草生长快
,

再生力强
,

每

年可割 l 一 2 次
,

既可就地取柴
,

又可节

省大量远道砍柴的劳力
。

2
、

造
,

即
“
留得青 山在

,

不怕 没 柴

烧
” 。

结合水土保持大造薪炭林
,

是解决

水土流失区能源的根本措施
。

土质疮薄的

花岗岩流失区
,

可营造 速生先锋树种
,

如

马尾松
、

黄檀
、

枫香
、

木荷等
,

林下种植

灌木如胡枝子
、

紫穗槐等
;
在紫色页岩地

区
,

除营造盐肤木
、

泡桐
、

梓树
、

苦株
、

乌柏等外
,

可种植黄荆
、

木豆
、

葛藤
、

草

木择等豆科植物
,

既可提供燃料来源
,

也

可增加经济收益
。

3
、

推
, 即推广沼气池

。

南方地 区 地

温高
,

杂草
、

禾草
、

甘蔗叶
、

水 生 植 物

等
,

都是 良好的原料
。

利用人 畜 粪 便 建
“
三结合

”
的沼气池

,

既卫生又方便
,

可

同时解决能源和肥源问题
。

在有条件推广

烧煤的地方
,

应有领导有组织地推广
,

首

先从国营单位和机关做起
,

其次为城镇居

民
。

在推广过程中
,

制定惩奖制度
,

以便

监督进行
。

4
、

改
,

即改变过去烧大材的习惯
,

做

好大灶改小灶的工作
,

树立典型
,

全面推

厂“
。

5
、

封
,

即利用自然优势
,

严格封山育

林
,

成本低
,

效率高
。

但在初期 ( 3 一 4 年 )

必须有过渡办法
,

解决群众烧柴困难
。

兴

国县永丰公社豪溪大队
,

在封山前期烧煤

三年
,

’

取得了好经验
,

目前该大队的烧柴

已自给有余
。

(四 ) 依法办事
,

加强管理

国内外经验证明
,

水土保持不 只是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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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的技术问题
,

也是经济和管 理 问 题
。

1 9 8 0年英国水土保持专家查理斯
·

佩雷拉

爵士来我国南方访间
,

见到兴国
、

宁都
、

于都等县山林破坏和水土流失如此严重
,

认为还是第一次
。

他提出水土保持工作必

须搞好管理
,

防止破坏
。

美国自1 9 3 5年就

颁发了 《水土保持法案》
,

1 9 37 年和 1 9 5 4

年又相继颁发了 《水土保持示范区的州法

案》 和 《流
、

域保护防洪法案》
。

许多国家

也都有 《水土保持法》 和《森林保护法》 ,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我国 《水土保持法 》

即将问世
,

为了加强管理
,

依法办事
,

结

合各地情况可制定一系列用 山
、

养山
、

管

山的制度和政策
。

这些法制还能提高广大

群众治山
、

管山
、

养山的积极 性 和 责 任

性
,

明确 自己有用山的权利
,

也有管山
、

治 山
、

养山的义务
,

对破坏山林者和保护

山林有功的人
,

必须惩奖分明
。

同时
,

组

织力量对不同流失地区进行水土保持区划

和小流域治理规划
,

因地制宜提出最佳型

的土地利用方案和治理措施
,

以防治水土

流失
,

保护山区自然资源
。

(上接第 8 页 )

正确地认识和运用这一规律
,

就能长期保存河槽库容
,

达到冲淤平衡
。

近年来出现了怕淤积而不敢修库蓄水 的倾

向
,

似非良计
。

利害相因
,

有百利而无一

害的事
,

总是少有甚至是役有的
。

对于水

库淤积问题
,

寄希望于保持水土
,

当然是

合理的设想
,

但需时 日
,

不能一墩而就
。

水力冲填即水坠坝的应用
,

给闸沟堵

坝增添 了手段和力量
。

过去非 由县社不能

兴办的堵沟工程
,

现时用水坠坝的方法
,

大队就能办成 了
。

8
、

广种林草
,

对山区建设具有 重 大

的战略和经济意义
。

保墒如 同蓄水
,

增加

相对湿度如 同增加水源
,

甚至有胜于增加

水源
。

乔灌结合的林带
,

对农田和草原更

是基本建设的基本
,

认准方 向
,

措 施 得

当
,

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
。

多 年 倡

导
,

收效不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有政策

问题
,

有认识 问题
,

更有方式方法间题
。

如沟壑
、

阴坡种乔木
,

荒坡种灌木和草都

是成功的 ; 封沟育林
,

封坡育 草 都 很 可

取
。

隆德县八里铺和固原县石碑弯的沟壑

种树
,

西吉县党家岔的东风坡造成茂密的

杏树林
,

都是有力的证明
。

(二 ) 引与提
,

包括黄河水的高扬远

送和小高抽
,

都是解决部分地区用水的有

效措施
。

但远程引水和高扬远送的工程投

资大
,

效益发挥 比较慢
,

运转
、

管理费用

也较 高
,

限于物力条件
,

还不能多处兴办
。

(三 ) 截与井
,

是利用地下水的成功

方式
。

由于 山区地高坡陡
,

使 用
“
坎 儿

井 ” 的方式
,

将浅层地下水载引到地面应

用
,

这 比使用动力抽水
,

要经 济 合 用 得

多
。

如西吉的水泉弯
、

黄家川
,

同心的长

沙沟
,

盐池的关滩等处
,

都是成功的实例
。

井的作用
,

同样不能忽视
。

近年来 山

区打井 已创开局面
,

但打的井多
,

用的井

少
,

病井废井 已有出现
,

并存 在 水 质 不

好
,

成井工艺不高
,

运用和管理不善等 问

题
,

要认真对待
。

对于当前的继续打井
,

要积极而慎重的进行
。

应 以用井为主
,

不

能为打井而打井
。

一些深井
,

草 原 供 水

井
,

勘探井
,

仍应是 山区打井 的 主 要 内

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