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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我省的水土流失间题引起 了人们的重视
,

并在部分地块内采取了一些相应的

水土保持措施
,

收到了一定效果
。

但是
,

黑龙江省地多人少
,

按计划内耕地 面积算
,

每个农村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达

30 亩
,

如果加上没上报的
“
帮忙地

” ,

有的地方每个劳力负担耕地面积可达 50 亩
。

这就

造成了耕作粗放
,

广种薄收
,

不重视农田基本建设的现状
。

同时
,

黑龙江省的 自然特点

是封冻时间长
,

农田植被复盖时间短
,

降雨集中在 7
、

8
、

9 三个月 ( 占全年降水量的

60 一 80 % )
。

这一特点更助长了水土流失
。

由于面积大
,

劳力少
,

可搞农田基本建设时

间短
,

有的地方只是采取了一些单项治理措施
,

所以治理进度缓慢
。

建国 32 年来全省仅

治理 1 , 5 72 万亩
,

占耕地流失面积的26 %
,

平均每年仅治理 0
.

87 %
,

按这样的速 度
,

把

现有的 6 , 0 00 万亩耕地流失面积治理完
,

尚需 86 年的时间
。

但是
,

全省平均流失表 土 层

厚度每年达。
.

5厘米左右
,

86 年要流失耕层土壤 43 厘米厚
,

也就是说
,

如不采取相 应 的

措施
,

不要 86 年大约再有五
、

六十年的时间
,

有不少的地块就会变成不毛之地
。

根据我省 的自然特点和治理速度
,

给各级领导和水土保持工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
,

、

就是根据本省的特点
,

采取什么相应的措施
,

尽快地解决水土流失问题
。

一
、

土地利用不合理是黑龙江省水土流失的病源

本省山地
、

丘陵漫岗地 面积达 3
.

5亿亩之多
,

其中山地面积约为 1
.

29 亿亩
,

半 山 区

和丘陵漫岗地约 1
.

2亿亩
。

我省大面积开发耕地历史不长
,

一般在七
、

八十年左右
。

虽然开发年限不长
,

但由

于不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
,

水土流失却较为严重
,

特别是在丰水年
,

流失面积和流失量

更为突出
。

据初步统计
,

全省水土流失面积已达 7 ,

50 。万亩
,

其中荒山荒地流失面积 i , 5 00

万亩
,

耕地流失面积 6
,

0 00 万亩
,

约占现有耕地 的50 %
。

耕地年侵蚀模数 达 7
,

0 00 吨 /平

方公里
。

西部风蚀严重
,

年侵蚀模数约 6 ,

00 0吨 /平方公里
。

水土流失遍及 57 个市县
。

耕

地流失面积达 1 00 万亩以上的有 9 个县
; 50 一 1 00 万亩的有 14 个县 ; 30 一 50 万亩的有 13 个

县 ; 10 一 30 万亩的有 21 个市县
。

全省有大型冲刷沟达 14
.

4万条
,

冲毁耕地 1 40 万亩
。

这

些水土流失较重
、

面积较大的县份大都是重点产粮区和大豆产 区
,

例如克山
、

拜泉 ` 克

东
、

呐河
、

龙江
、

绥化
、

海伦
、

望奎等县
。

黑龙江省之所以造成 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

其原因就是在 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的相互



作用下造成的
,

起主导作用的则是人为因素
,

就是人们在从事生产活动中不合理的利用

土地所致
。

在土地利用 中不论是在总体布局方面
,

还是在具体技术措施上都不符合当地

的生态地理环境特点
。

同时没有考虑当地的生态地理所具有的特殊规律而采取相应的防

治措施
,

其具体表现有 以下几个方面
:

l
、

农林牧各业占地不合理
,

破坏了生态平衡

由于多年以来在农业生产中片面地强调粮食生产
,

忽视了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
,

把
一

大量的天然林和牧地变成了粮食生产用地
,

因此造成 了农业经济结构失调
,

破坏了生态

环境
,

造成了水土流失
。

最近几年虽然有不少同志也在呼吁注意生态平衡
,

但是并没有

在解决生态不平衡方面做踏实细致的
一

L作
。

从森林复被率来看
,

全省虽然有林地面积 3 亿多亩
,

复被率达到 39 %
,

但是这些林

地大部份分布在大小兴安岭
、

张广才岭
、

老爷岭和完达山脉
,

而农区的森林复被率还不

到 10 %
。

特别是西部地区森林复被率仅 3
.

2 %
,

近二十年来全省陡坡开荒
、

毁林开 荒 达

江
,

0 0 0万亩之多
。

从草原植被率来看
,

由于毁草开荒
,

过度放牧
,

造成 严 重 的 草 原 沙

化
。

据西部 14 个县统计
,

草原面积从 1 9 5 6年的 4 ,

40 0万亩
,

到 19 78 年只 剩 下 2
,

6 00 多 万

亩
,

减少草原 1
,

80 0万亩
,

平均每年减少 80 万亩
。

嫩江地区 1 9 6 0年共有草原 2
,

4 00 万亩
,

到 19 7 8年只剩下 1 , 3 00 万亩
,

平均每年以 60 万亩的速度下降
。

复被率由原来 51 % 下 降 到

30 %
,

而且分布极不均匀
。

这些草原面积大部份都分布在杜蒙和泰来一带
,

其它县份的

草原大都分布在江河两岸不易开发利用的地带和国营牧场
。

有的公社和大队根本没有牛

羊的立足之地
,

例如呐河县二克浅公社的一个大队因没有放牧地不得不花 出经济代价去

外大队放牧
。

由 尹农林牧 占地比例失调
,

不仅影响了农林牧各业按比例全面发展
,

而更严重的是

破坏 了生态系统的平衡
,

失去了林木和草原涵养水分
、

保持水土的作用
,

致使区域性气

候不断恶化
,

形成了恶性循环
,

加剧 了水土流失的程度
,

扩大了水土流失面积
。

2
、

在不合理的农林牧比例中土地资滚的利用不合理

由于造陆运动的影响形成 了不同的地形坡度和不同的土壤垂直分布和水平分布
,

特

别是由于水土流失的作用
,

使土壤的垂直分布更加明显
。

因此
,

在土地利用方面不论是

从生产角度还是从防治水土流失角度出发
,

都应考虑生态地理环境特点
。

按土壤的分布

情况和生物本性或遗传特性
,

在不同的土地类型安排不同的植物
,

使生物与土壤环境相

适应
,

做到既有利于植物生长又有利于防治水土流失
。

但是目前有很多地方
,

没有按照这

一 自然规律办事
。

在本来各业用地比例不合理的面积中
,

又不合理的安排了植物
,

也就

是使土地资源利用在量的不合理中质又不合理
。

例如
:

省政府规定全省每户营造二亩薪

炭林
,

很多地方在营造时不考虑地形
、

土壤
、

水分等因素
,

更没有考虑薪炭林和防治水

上流失结合
,

竟然用了大量的宜农地去造薪炭林
。

同时在林木品种上又不加选择
,

不间

岗地
、

洼地一律插柳
,

而没有考虑其它林木树种
。

如果在岗地和痔薄地种植豆科灌木胡枝

子
,

在冲刷沟内插柳
,

即可达到经济效果
,

又可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

防治了水土流失
。

J
、

在农业用地中
,

耕作方式不合理

不同的耕作方式
,

对土壤的侵蚀影响极大
。

全省丘陵漫岗地大多数是东西走向
,

而

在耕作时不考虑土地的坡向
,

大部分耕地是子午垄
,

即垂直于等高线
。

根 据 观 测
, 3 。



坡的横坡垄耕地全月降雨量在 7 7
.

7 毫米时未产生径流
, 而顺坡垄则产生了径流

,

径流量

达 n 立方米 /亩
,

流失土壤 2 36 斤 /亩
。

耕作方式不合理的第二个表现是由于多年的机耕作业
,

在耕层以下形成了大约 20 厘

米厚的犁底层
,

破坏了土壤结构
,

减弱了土壤的透水和蓄水性能
,

降雨偏多 就 产 生 径

流
,

造成土壤侵蚀
。

其三是在耕作方式上不分各种作物的群体和个体的适应性
,

一律采取垄作
,

减少了

地表复盖
,

加剧了水土流失
。

据最近几年的试验证明
,

不仅小麦可以平播
,

而且除玉米

外
,

大豆
、

谷子
、

高粱等作物都可平播
。

1 9 8 0年在纳河县二克浅公社的坡耕地里平播大

豆
,

由于增加 了株数
,

地表被完全复盖
,

大豆的主根和侧根网络固持了土壤
,

不仅没有

产生水土流失
,

而且提高了产量
,

亩产达 3 85 斤
,

比垄作大豆增产近一倍
。

访河县 友 好

公社富裕八队平播 20 炯大豆的株数等于垄作 27 墒的株数
,

而且长势良好
。

实践证明
,

改

革耕作方式
,

增加地面植被
,

不仅可以防止土壤侵蚀
,

而且大幅度的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和劳动生产率
。

4
、

非生产用地安排不合理

非生产用地安排是否得当
,

对土壤侵蚀也有很大影响
。

例如
: 道路

、

取 土 坑
、

墓 地

等
,

特别是村屯的布设不合理
,

由于频繁的人为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冲沟
。

目前有许多道

路垂直于等高线
,

又没有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

一般 3
。

坡的道路 5 一 7 年就冲成 了 l

米深左右的侵蚀沟
。

5
、

不合理的自然排水系统

本省的坡耕地中没有人工开挖的纵向坡度适宜的排水系统
,

因此
,

当降雨量达到一

定程度
,

土壤含水量超过田间最大持水量时便产生了径流
,

水流沿着 自然地形集中到凹

部
,

便形成了自然排水线
,

切断了地垄
。

由于水力不断冲刷
、

下切
,

年复一年便形成了

较大的冲沟
,

切断 了田块
,

侵吞了农田
,

影响了机械作业
。

综上所述
,

由于土地利用不合理
,

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
,

造成了水土流失
,

减少 了

耕地面积
,

增加 了农业生产成本
,

降低 了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

减少了社员收入
。

这种情况
,

不仅涉及到农村社员的利益
,

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也是一个威胁
。

因此
,

必须对全省的土地资源利用情况作一评价
,

以便采取措施
,

合理利用土地
,

创造一个 良

好的生态环境
,

保证持久生产
。

二
、

全面评价土地资源
,

合理利用土地
,

是防治土壤侵蚀的战略措施

对上地资源进行评价是决定能否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前题
。

通过评价
,

对本省本地

的地形和土壤分布 (特别是区域性的垂直分布 ) 的土壤质地乃至理化性质
,

水分条件
,

以及土壤侵蚀状况等要有明确的认识
,

在此基础上根据生物的适宜性
,

进行调整
,

从而

达到布局合理
,

以便充分发挥生物与环境的最 高生产力
,

并可不用或少用投资达到防止

土壤侵蚀的目的
。

_ 长期的实践证 明
,

人类不合理的生产活动破坏了生态平衡
,

而不平衡的生态环境又



加速了土壤侵蚀
,

因此
,

我们在评价土地资源之前要对生态系统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

人类是生存在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持定空间的组合构成的生态系统之中
。

生态系

统各部分的结构与功能处于相互适应与协调的动态平衡之中
,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态平

衡
。

生态平衡实际包括三个方面
,

就是结构上的平衡
; 功能上的平衡 , 以及输出和输入

物资数 黄上的平衡
。

我们所要研究解决的是 自然生态系统如何保持平衡
,

使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生

态系统 (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 ) 保持协调
。

如果在生态系统中增加别的因素
,

或减少某

个重要成分
,

使物资能量的输出与输入发生改变
,

或超过一定的限度
,

就会使生态系统

的平衡遭受破坏
。

例如
:

在原始大气组成中二氧化碳占91 %
,

氮 占 6 %
,

没有氧气
。

地

球上出现了
一

范物之后
,

空气中才开始有了氧气
,

才为动物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

到了人类

开始掌握用火之前
,

地球上大气组成才稳定在氮 78 %
,

氧21 %
,

二氧化碳 。
.

3 % 左 右
。

所以
,

世界土没有植物就没有动物
,

没有动物就没有人类
。

但是 自从人类出现之后就 自
一

觉或不白觉的破坏 自然植被
,

如仍不 自觉的解决生态平衡
,

仍然 育目发展
一

下去
,

不仅造

成水土流失
,

而且人类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

上地资源是构成环境系统的基础
,

是生命系统中各种生物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

对

上地资源进行全面评价
一

,

合理利用
,

使生物在结构上
、

功能上以及输出输入物资数量上

互相 协调
,

平衡发展
,

形成一个合理的生态系统
,

这样既可发挥生态学的效益
,

又可充

分发挥土地利用率
,

比较持久地防治土壤侵蚀
。

对土地资源有 了正确评价还不够
,

更重要的是对本地的土地资源要正确对待
,

能够

持久地合理利用
,

做到宜农则农
,

宜林则林
,

宜牧则牧
,

使农林牧渔各业有机结合
,

各

得其所
,

互相促进
,

全面发展
。

这样不要花费很大的投资
,

就可以获得较大 的 经 济 效

益
,

可以持久地防治水土流失
。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对尚未发生土壤侵蚀的地方得以预防
,

对 已经发生水土流失的地

方可 以起到治理作用
,

因此
,

它是行之有效的防治水土流失的战略措施
。

但是
,

水土流

失比较严重的地方除合理利用土地之外
,

还要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
,

以达到更好的生产

效果
。

三
、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典范

目前
,

我省 已有很多地方通过小流域治理和面上的农田基本建设
,

对土地资源进行

r 全面评价
,

合理利用
,

并取得了显著效果
。

我省东部山区尚志县
,

由于从 前 陡坡 开

荒
、

毁林开荒
,

不合理的利用土地
,

经过儿十年的时间
,

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

有的

坡耕地平均每年剥蚀黑土层厚度达 1厘米左右
,

土壤侵蚀模数达 1。
,

的。吨 /平方公 里 左

右
。

每遇暴雨上冲下淤
,

危害极其严重
。

19 7 1年以来
,

他们对本县的土地资 源 加 以 评

价
,

进行 了全面规划
,

采取了林上山
、

田下川
、

开洼地 (指可耕地 ) 种稻田
、

兴水利
、

修三田的作法
,

合理利用土地
,

治山治水
,

达到了山尽其能
,

水尽其用
,

地尽其力
。

至

1 9 8 。年
,

全县人工林保存面积达 7
.

6万亩
,

退耕还林 2
.

5万亩
,

全县每人有 1
.

4亩 林 地
,

森林复被率达65 %
。

开垦宜农地 30 万亩
,

水田发展到 20 万亩
,

还修了一些水利和水上保



持工程
。

全县 1
.

08 9万 亩水上流失面积
,

基本得到了控制
。

粮食亩产由过 去 的 20 0一 30 。

斤稳定在 4 00 斤以上
。

泊河县友好公社富裕大队 19 8。年在进行小流域治理规划时
,

对土地资源进行了全面

评价
,

把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

提 高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做为小流域治理的重点
。

在

规划和治理中
,

以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

控制水土流失为主要目的
,

他们根据不同地形和土

壤
,

结合生物本性
,

合理安排农林牧各业 占地比例
,

调整生态系统
,

把规划前农业 占地

80
.

3 %下降到 6 0
.

22 % ;
林业 占地由7

.

8 % 上升到 18
.

44 % ; 牧业用地由 5
.

1%上升到 10 % ;

水面占地由 1
.

4 % 上升到 6
.

77 % ; 非生产用地由 5
.

4 %下 降 到 4
.

57 %
。

在 近 两 年 的 实

践中
,

扬长避短
,
己把过去由于毁林开荒变成的不毛之地的坡耕地种上了若条或营造 了

乔木林
,

把不宜耕种的低洼地和冲刷沟插上柳条
,

把种植早田作物亩产仅 2 00 来斤 的 易

涝地改成了水田
,

获得了水稻亩产 70 0多斤的好收成
,

比种旱田作物增产 3 倍
。

这 样 既

扬 了菩条耐瘩薄
、

耐干早之长
,

又避 了不毛之地的短
; 既扬了湿生树种之长

,

又保持了

低洼地的水热平衡
; 既发挥 了易涝地的增产潜力

,

又增加了粮食产量
。

虽然由于退耕还

林后农业用地有所减少
,

但是粮食产量却有了明显增加
,

劳动 日值也明显上升 (治理前

的 1 9 7 9年 1
.

4元
, 19 8 0年上升到 1

.

74 元
, 1 9 8 1年升到 2

.

00 元 )
。

这样不但 调 整了生态环

境
,

防治了水土流失
,

而且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收益
。

目前我省有许多县
、

场
、

社
,

由于调整了农林牧各业 占地比例
,

营造了 农 田 防 护

林
,

治理 了风蚀
,

增加了粮食产量
。

例如克山农场营造 防护林前风蚀严重
,

造林后在林

带防护范围内平均风速降低 3 9
.

7 %
,

气温提高3
.

6一 4
.

3 %
,

地温增加 0
.

9一 1
.

4 ℃ ,

相对

湿度提高 12 一26 %
,

土壤含水率增加 3
.

8一 4
.

7%
,

蒸发量减少 16 %
,

无霜期延长了 3一

5 天
,

不仅防治了风蚀而且改变了气候
,

粮食亩产 由营造防护林前的 1 3 7
.

3斤提高到 2 86

斤
。

实践证明
,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

既不用花费很大的投资
,

也不必另外投放劳动力
,

只要是对土地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和科学的安排
,

就可以大面积地
、

持久地起到防治水

土流失的作用
。

因此
,

它非常合乎黑龙江省实际情况
,

是防治水土流失的战略措施 i

四
、

几点建议

i
、 `

建议各级领导把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

纳入议事 日程
。

在搞好农业区划的同时对

本地的土地资源进行全面评价
,

合理安排
,

把合理利用土地作为发展农业生产
、

调整农

业结构
、

促进生态平衡
、

保持水土的重要手段
。

2
、

建议有关科研部门
,

按流域或行政单元
,

搞好几个类型区的合理利用土地的科

学试验
。

从中总结出科学地
,

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对调整农业结构
,

发展农业生产
,

促

进生态平衡
,

搞好水土保持的经济价值和科学数据
,

为大面积搞好这项工作提供科学依

据
。

3
、

建议各级领导和土地利用工作者
,

在现有科学水平的基础上
,

在土地利用上尽

量做到合理安排
。

例如
:

在安排每户两亩薪炭林时
,

把营造薪炭林和水土保持林结合起

来
,

把片状分布变为带状分布
,

使之起到一林多用
,

少占耕地的作用
,

又节省人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