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土流失触目惊心
,

生态环境函待拯救

一长江流域陕南部分考察纪实

陕西省水土保持局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

流域面积 1 80 万平方公里
,

是一个富饶美丽的地区
。

可 是 近

年来
, “

春来江水绿如蓝
” 的水流已 日趋混浊

, “ 两岸猿声啼不住
” 的生态环境逐渐消

迹
,

大 自然的惩罚接踵而来
。

葛洲大坝曾因泥沙和其它问题而停建过几年
。

1 9 8 1 年 川

西
、

陕南特大洪水灾害造成的惨重损失
,

长江会不会变成第二条黄河已成为全国人民所

关切的间题
。

国家农委为此责成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
,

抽调有关单位的专家
、

教授
、

科

技人员组成长江流域水土流失综合调查队
,

分为云贵
、

湘赣
、

鄂豫皖
、

陕甘川四个小组

分头进行考察
。

一
、

触目惊心的水土流失

陕西省长江流域共包括汉 中
、

安康
、

商洛和宝鸡四地
、

市的29 个县 (市 )
,

总面积

7
.

4万平方公里
。

境内秦岭
、

巴山横亘东西
,

西部嘉陵江穿流而过
,

中部和东部汉 江
、

丹江贯穿其中
,

形成了汉中和月河盆地
。

这里气候温和
,

雨量充沛
,

水资源丰富
,

既是

著名的鱼米之乡
,

又是我省林副特产基地
。

但是一向被人们誉为山青水秀的陕南
,

已 出现童山灌灌
,

浑水横流的景象
。

平均每

年向长江输送泥沙 (悬移质 ) 0
.

7亿吨
,

面积仅 占长江流域的 4
.

1%
,

输沙量却占10 %以

上
。

洪水灾害接连发生
,

继 19 79 年安康洪水之后
, 1 9 8 1年汉中又发生特 大 洪 灾

,

重 灾

般每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
.

5 %
,

即 2
,

1 00 平方公里是完全有保证的
。

若经过努力
,

年治

理速度增加到 2 一 2
.

3%
,

即年治理 面积2 , 8 00 一 3 , 2 00 平方公里
,

是完全可以达 到 的
。

根据这个治理速度
,

逐年递增
,

全省大约再有 25 一 30 年时间可基本减免水土流失危害
。

2
.

小流域治理速度较快
,

是个好办法
。

近年来的实践证明
,

小流域治理
,

因力量集

中
,

资金有保证
,

治理措施和方法得当
,

一般年治理速度可达到 4 一 6 % 之间
,

每人每

年治理 0
.

6亩
,

每个劳动力治理 1
.

9亩左右
。

陕北每年 5%左右
,

关中
、

陕南 6 %左 右
。

若人 口密度人
,

粮食产量高
,

治理速度也可 以加快到 8 % 以上
。

3
.

治理中应实行植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
,

以植物措施为主
,

一般植物措施应占

6 0 % 以上
。

治理方法
,

坚持依靠群众
,

自力更生
,

全面规划
,

因地制宜
,

防治并重
,

治

管结合
,

紧密结合生产实际
,

稳步前进
,

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
,

就能大大加 快治 理 速



区涉及 9 个县 (市 )
,

17 万户
,

81 万人
。

全区 3 24 冷村镇被冲
,

塌房 18
.

7万间 , 受 灾 农

田 38 万亩
,

减收和损失粮食 7
.

85 亿斤
; 三条高压线两条中断

,

宝成铁路停运两月之久
,

水利工程毁坏严重
。

造成的经济损失令人痛
』

心
。

1
、

陡坡开荒
,

刀耕火种
,

泥沙俱下
,

水土流失面积不断扩大
,

土城资派逐渐消失
。

商县是个 t’j 、山一水一分田
” 的地方

,

历史上就有刀耕火种
、

垦殖陡坡的习惯
。

据 《商

州志》 记载
:

明万历年间 (公元 1 5 7 6一 1 6 1 9年 )
,

开荒 1 ,

64 9顷
,

到乾隆21 年 (公元 1 7 5 7

年 )
,

因山区沙石俱下
,

不堪开垦
,

原垦荒面积减少 6 4 8顷
。

建国以后
,

商 县 人 口 增

多
,

开荒有增无减
。

该县流岭地区三十里铺公社王安
、

平定等七个大队
,

原有耕地 4
,

8 00

亩
,

解放后开荒近一万亩
,

造成每年沙压田一百多亩
,

全县水土流失面积由 l ,

2 00 平 方

公里增大到 1
,

65 5平方公里
,

流失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由 45 %增加到 62 %
。

平利县 的八 道

公社 1 9 6 2年 以前有 4
,

2 0 。亩耕地
,

后来不断开荒
,

扩大到一万亩
,

粮食总产也曾增长到

2 8 0万斤
,

创历史最高纪录
,

但到 1 9 7 2年一场暴雨
,

3 , 。00 多亩坡地变成了光石板
,

当

年总产下降到 1 2 9万斤
,

结果是林光了 , 水大了、 土少了 , 产减了
。

挖却心头肉
,

医得

眼前疮
。

该社及时总结经验
,

狠抓深翻改土
,

修筑坡式梯田
,

陡坡地退耕还林
,

多种经

营和粮食生产均有发展
, 1 9 8 1年粮食总产达到 3 10 万斤

。

2
、

乱砍滥伐
,

过 , 采伐
,

森林破坏
,

生态环境失调
,

加剧了水土流失
。

据考证
,

商

县历史上山青水秀
,

十分富庶
,

秦孝公特意把此地赐封给变法有功的卫较
,

号称商君
。

到了唐代
,

还是 “
乔木 自森罗

,

从中幽异多
” (张九龄 《商山怀古》 )

, “
江汉 泥 沙

洁
,

永 日光景新
” (贾岛 《商山渴庐使君》 ) 的景象

。

按 《商州志》 记载
,

清乾隆19 年

(公元 1 7 5 5年 )
,

山区森林密茂
,

虎豹隐蔽
,

官府曾悬赏捕虎五只
。

解放初期
,

这里仍

是一派秀丽风光
,

距城五里的松朵山
,

松柏遍布
,

云雾缭绕
,

群众中有
“
松朵山戴帽

,

长工睡觉 ” 的谚语
。

1 9 5 6年航测全县有林地 23 7
.

3万亩
,

森林覆盖率为 6 4%
,

木材总蓄

积量 2 1 8
.

6万立方米
。

1 9 7 7年森林资源清查结果
,

林地减少到 1 8 4
.

4万亩
,

森林覆盖率减少

到 46 %
,

木材总蓄积量减到 1 28
.

2 万立方米
。

抵销 21 年营造面积 3 7
.

8万亩外
,

森林净减

53 万亩
。

森林破坏主要有三次
: 19 5 8年大炼钢铁砍伐 32 万亩

,

1 9 6 2年暂时困难时期毁林

20 万亩
,

十年动乱时期又毁林 13 万亩
。

近十儿年
,

木材年平均生长量为 5
.

2 万立方米
,

而

采伐量却达 12 万立方米
,

超过生长量两倍多
。

致使县城周围二三十里以内
,

森林荡然无

存
。

山区老虎绝迹
,

熊豹少见
,

丹江两岸水禽减少
。

宁强县解放初有 2 2 4万亩森林
,

目

前包括新造 面积在内只有 1 27 万亩
,

减少了近一半
。

据陕南三个地区统计
, 1 9 5 8年以来

共毁林 85 。万亩
,

不少地方变成了穷 山恶水
,

加剧了洪水灾害
。

3
、

筑路
、

建厂
、

修水利等基本建设和矿山开采
,

忽视水土保持
,

引起 了新的水土流

失
。

据宁强县大安镇调查
,

原有高 2 米的汉江河堤 已被埋没
,

昔日平整 园田变成了沙石

荒滩
。

根据实测
,

河床比 1 9 7 6年抬高 1
.

4米
,

比 1 9 6 6年抬高2
.

4米
;
河床比降由千分之四

减缓为千分之二
。

汉江的支流大林河 1 9 8 1年泥沙淤高 1 米多
,

公路桥孔儿乎 阻塞
。

沿河农

民失去 良田
,

叫苦连天
,

镇上居民惶惶不安
,

为此农 民和工矿官司纠葛不解
,

长期悬而

未决
。

在该区开矿的有陕南石棉矿
、

宝鸡铁矿
、

略阳硫铁矿
、

宁强磷矿
、

庙坝公社石棉

矿
、

东皇沟锰矿等
。

开矿中大量矿渣尾沙倾入河道
,

每年约有沙石 6 万多立方米
,

最多

7
.

4万立方米
,

最少 5
.

6万立方米
,

建矿 26 年来
,

约有 1 6 0万立方米沙石输入河道
。

宝鸡



铁矿每年有 2 万多立方米沙石
、

县磷矿有 1 万多立方米沙石下倾
。

宁强县 30 年来修建道

路 2 2条
,

长 4 74 公里
,

移动土石 1 ,
:

4 22 万立方米
,

大部分被倾入河道
。

商县 1 9 7 9年修建商

柞公路
,

将废土石渣倾下南秦河
, 1 9 8 0年一场暴雨使南秦水库淤积废渣 15

.

5万立方米
,

此

外在修建水库
,

开挖渠道
,

建设工厂
、

住宅
,
都存在类似问题

。

4
、

河溜
、

滑坡
、

崩一
、

泥石流十分严贡
,

造成严皿的水土流失灾容
。

据统计
, 1 9 8 1

年 8 月洪灾中陕南共发生滑坡
、

泥石流近 2 万处
。

在宁强县代家坝公社朱家埂大队肖家

坪沟
,

目赌了泥石流的危害
,

半壁山坡滑塌象一条高约 1 0一 20 米
、

长达5 8 。米的泥石 巨

龙怒奔而下
,

拔树倒屋
、

埋没园田
、

毁坏山林的凄惨伤痕迄今犹存
。

据介绍
, 8 月 23 日

晚
,

大安区桑树湾公社星火大队的石家坡崩 山
,

宽 17 0米
,

厚 40 米的泥石流从高 35 。米 的

山上倾泻而下
,

冲到沟底后
,

又涌上对面山坡 158 米高处
,

然后倒滑下来
,

泥浆下泄 5 00

多米
,

塞高 40 米
,

居住在坡脚的范华银家的 8 间房屋被全部毁灭
,

14 口人也全部丧生
。

宁强全县去年汛期发生裂陷
、

滑坡
、

走山 9 71 处
,

受灾 2 ,

58 0户
,

12
, 6 31 人

,

其中死亡多

人
,

毁埋房屋 8 ,

41 2间
。

商县上官坊公社下贬大队李家岭生产队 19 7 9年 6 月一次暴雨
,

造

成一个 2 20 亩的大滑坡
,

使 1 10 亩耕地无法耕种
, 7 户社员逼迫迁走

。 19 8 1年 7
、

8 月洪

水
,

宝成铁路宝鸡至广元段发生重大水害 2 90 处
,

塌方 1 77 万立方米
,

泥石流漫道 18 处
,

堵塞

桥涵 2 03 处
,

堆积泥砂 9 4万立方米
。

汉中地区的公路干线和县社公路塌方 4 02
.

2 万 立 方

米
。

专家们认为
,

陕南的重力侵蚀如此活跃
,

一是秦巴山区经过多次地壳变动
,

造成多

种构造的复合
、

交接和干扰等极为复杂的地质构造
,

断裂
、

褶皱相当发育
,

岩石破碎
,

风化壳深厚
,

这是重力侵蚀的地质条件
; 二是这里山势陡峭

,

切割很深
,

相对高差大
,

加之坡积物多
,

为重力侵蚀创造 了地形条件 ; 三是暴雨集 中
,

雨量大
,

历时长
,

地表水

大量下渗
,

使土层饱和而失稳
,

这是重力侵蚀的外营力 , 四是人为毁林毁 草
,

垦 殖 扩

种
,

破坏 了植被 的固土作用
,

还有基本建设制造陡坡
,

消减了被动土压力
,

也是加剧重

力侵蚀的人为因素
。

5
、

流失物 中推移质接近
、

甚至大于 . 移质
,

恶果严贡
。

陕南基岩多为易于风化的花

岗岩
、

红砂岩
、

千枚岩
,

风化壳深度达儿米至儿十米
,

形成的土壤多为石渣土
、

粗砂上
、

砂砾土
、

斑土等
。

加之重力侵蚀活跃
,

一遇暴雨泥沙俱下
,

细小的悬移质土 粒 随 水 悬

浮
,

流入长江
,

而大部分粗颗粒的沙石重量大
,

沿沟底推移前进
,

在出山 口后形成堆积

扇
,

或淤塞比降小的沟道河床
。

这就造成侵蚀量大
、

输沙量小的特点
。

长江流域每年输

入江河湖海的泥沙为 7
。

1亿吨
,

但每年土壤侵蚀总量却达 2 4
.

1亿吨
,

为前者的 3倍多
。

陕

南根据在 商县二龙山等水库的实测计算
,

悬移质与推移质的比例全县平均为 1 : 1
.

16 ,

风化严重的花岗岩地区 (南秦河上游 ) 为 1 : 1
.

37 , 严重风化的红沙岩地区 (丹江沿岸

丘陵 ) 为 1 : 1
.

7
。

大量的推移质造成淤塞塘库
,

沙压农田
,

抬高河床
,

贻患无穷
。

南

秦水库总库容 9 6 。万立方米
,

采用底孔排沙
,

悬移质基本排掉
,

自1 9 7 4年拦洪后 7 年内

库内淤积推移质 16 6
.

7万立方米
,

占库容的 17
.

4%
。

另外水库上游河道淤积 63 万立方米
,

两项合计达 2 29
.

6万立方米
。

丹江干流河床根据勘探
,

历史上已淤高 18 一20 米
。

丹 凤 县

(原商州的龙驹寨 )是著名的水早码头
,

上通西秦
,

下达荆楚
,

从现存的珍贵历 史 文 物

— 船会会馆
“ 花庙

” 的雄伟建筑
,

就可 以看出昔日航运的昌盛
`
现在由于河床淤塞

,

河水减少
,

无法通航
。

平利老县城被淤没的情景
,

这里 目前能看到的只有一段露地 1米多



高的残垣断壁
,

昔召 的城池荡然无存
。

该县老县城在清嘉庆以前为县府所在地; 后虽县城

迁址
,

但仍是繁华小镇
。

解放后曾遭 1 9 5 4年
、 19 5 8年

、
1 9 6 4年

、
1 9 7 7年

、
1 9 8。年多次洪水

袭击
,

泥石俱下
,

河床共淤高 4 一 6 米
,

这座城镇遂被沙石埋没
,

并使该区沿河水 田四

分之一低于河底
,

岌岌可危
。

综上所述
,

如果只依据悬移质泥砂的多寡
,

判断长江流域映南部分的水土流失严重与

否
,

而忽视大量推移质的危害恶果
,

是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觉
,

将会贻误工作
。

长江总侵

蚀量 2 4
.

1亿吨
,

大大超过了黄河 16 亿吨泥沙的数量
,
这就是黄河灾难的历史在长江重演

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

二
、

值得推广的水土保持经验

调查队走州过县
,

考察了土壤侵蚀
,

目赌了洪水浩劫残迹
,

同时也发现了许多水上

保持治理典型
。

同志们深有感触地说
,

若果没有建国30 多年来水土保持的巨大效益抗御

严重的破坏
,

陕南水上流夫 的恶果将是不堪设想
。

1
、

建设基本农田是洽理坡地
、

提高产 ,
、

制止破坏的根本途径
。

商县深山区黑龙 口

公社的秦川大队
,

但见山上青松翠绿
,

坡面层层梯田
,

沟里台台坝地
,

景色如画
。
原来

这里沟是乱石滩
,

山是光板板
,

坡地 80 % 以上是挂牌地
。

从 19 “ 年开始治理
,

15 年来共

治 37 条沟
,

移动土石方 75 万立方米
,

兴建基本农田 7 37 亩
,

陡坡地退耕还林还草 4 0 0 多

亩
,

粮食总产却由原来的 17 万斤增长到 19 8 0年的 47 万斤
。

山坡上还封育
、

营造用材林
、

水

土保持林 1
.

3万亩
。

镇安县是一个
“
一山未尽一山迎

,

百里都无半里平
。

宜是老僧遥指

处
,

只堪图画不堪行
”

(唐贾岛镇安 《白侍郎洞》 ) 的深山区
,

农地中 3 00 以上坡耕地

占7 0%
,

从 1 9 7 5年 以来
,

坚持不懈共修石坎水平梯 田 14万亩
,

加上小型水利的发展
,

粮

食总产由。
.

8 亿斤增长到 1
.

4 亿斤
,

逐步摆脱了刀耕火种
、

广种薄收的旧习惯
。

2
、

保护植被
、

造林种草
,

是涵养水派
、

保持水土
、

发展 多种经营的有效手段
。

宁强县是

19 8 1年洪水的重灾区
,

农田房舍损毁严重
,

可是滴水铺公社红星大队廖家沟生产队却是

安然无恙
,

林茂粮又丰
。

该队 1 4户 62 人
,

总面积 3 , 0 53 亩
,

其中耕地 18 1亩
,

林地却多达

2 ,

16 9亩
,

占总 面积的 71 %
,

洪水只冲毁 5 亩农田
,

不足农地的 3 %
,

充分显 示 了林草

的效用
。

相反
,

毗邻的姬家沟生产队
,

因林木少
, 1 4

.

5 %的农田被冲毁
。

陕南 地 处 北

亚热带
,

气候温暖
,

有利于植树造林和飞播造林
。

宁强五顶关
, 19 7念年 飞 播 的油松

、

华山松林
,

每亩 5 00 株 以上
,

株高 4 米左右
,

胸径 6 一 8 厘米
,

挺拔苍翠
。

该县 19 7 1年

以来飞播 23 万亩
,

大都郁闭成林
,

每亩成本费只 2 一 4 元
。

商洛地区 7 年来 飞 播 造 林

8 6
.

2万亩
,

每亩成本也只 2 元
,

成活
、

生长 良好
。

商县在造林的同时
,

还封山育林 2 9
.

2

万亩
,

管理严格
,

及时抚育
,

解决了
“ 四料

” ,

保持了水土
。

平利县的女蜗 山
,

这里解放

初古树参天
,

森林茂密
,

有林 5
.

2万亩
, 19 7 9年林地减少到 3

.

4万亩
,

灾害接连发生 , 十

年内乱中吃国家返销粮约 1 5 0万斤
。 1 9 7 9年县上为了恢复和发挥这里的林牧优势

,

成立

女蜗山林业公社
,

总面积 10 万亩
,

共有 4 , 8 00 人
,

免去公购粮任务 , 每退耕一亩
,

县 上 还

补助粮食 10 0斤
;
三年时间陡坡地退耕造林 16

, 8 40 亩
,

封山育林 5万亩
,

建立了桑林
、

漆

林
、

木耳林基地
,

使森林菠盖率由 3 4
.

5 %增加到 42 %
。



_

抓以塞澳未笋扭步旅健为排无堆行旅食摘理 , 是开月 * 决保特的存救形式
,

汉中地

区南郑县强家湾水库建于 19 5 4年
,

谁域面积 9 ,
5平方公里

,

坝高那米
,

蓄水 76 6 万 立 方

米
,

是一个灌地 .3 4万亩
,

·

亩产上千斤的盛区
。

多年来绿化了68 个山头
,

造林 1 0, 13 5亩
,

共栽植马尾松 2 5 2万株
。

上游 36 条支毛沟全部封沟打卡
,

还修建了5 2个眯塘
,

抬理程度

达到 89%
,

水库寿命可延长 1 的多年
。

此外
,

各地还介绍了安康县陈家沟
,

旬阳县西沟

河等流域的治理经验
,

都值得大力推广
。

4
、

坝
、

库
、

墉
、

堪称 * 利工怪发娜 了滋报
、

防洪
、

保持水土的巨大作 用
。

如 商县

的二龙 山
、

南秦水库
,

总库容近 1 亿立方米
,

控制流失面积 1 ,

41 8平方公里
,

占全 县 总

面积 5 3
.

1 %
,

基本上控制了洪水灾害
。

它们不仅保证了丹江两岸的农 田安全
,

而且河滩

造田
,

还扩大耕地 1
.

9万亩
。

~

汉江 198 1年洪水流量最大达 8千多秒立方米
,

淹没勉县
、

汉

中
、

城固等县平坝地区两岸农田 , 当进入右泉县境以后
,

由于 5
.

7 亿立方米的石泉水库

进行了调节
,

保障了安康地区汉江两岸的安全
。

还有面上千沟万壑的闸山沟工程和星罗

棋布的塘
、

堰等
,

都起着蓄水滞洪和拦泥减沙的作用
。

水利工程不仅是农业的命脉
,

而且

也是抗洪防洪的重要设施
。

对于河滩造田不能一概否定
`
例如

.
商县会峪改河造田` 00 亩

,

简单易行
,

安全稳

产
。

此外
,

映南群众还有栽植芭茅
、

龙须草
、
茶树护埂等生物治理经验

,

开矿修路防治结

合
,

利用废土
、

废渣造田等典型
,

都值得总结和推广
。

三
、

从洪水灾害中吸取教习11

通过考察和分析一致认为
,

搞好水土保持工作是治理江河
、

开发陕南的基础
。

1
、

续续索清极左流毒
,

用科学求实精神治理山河
,

从考察中了解到
,

陕南森林植被

的三次大破坏
,

都是政治上乱折腾的结果
。

工程上的
“
想大的

、

于大的
” ,

瞎 指挥
,

“ 一刀 切”
等的矢误

,

也引起了新的水土流失
。

象商县麻街岭丹扛改道
,

充其量只能修

地 1 00 亩
,

动员群众干了三年零三个月
,

投资 8万元
,

补粮 9 万斤
,

用工 13 万个
,

只完

成工程量的三分之一
,

结果水没治
,

河没改
,

开挖的 6 万立方米砂石还压埋了原有 16 亩

川水地
。

平利县女蜗山
,

在十年动乱中搞所谓
“
万亩漆林

”
几

,

结果是漆树未成林
,

松 树 被

砍光
,

顾此失彼
。

目前一些地方整治河道
)

修地争滩
,

各自为政
,

以邻为壑 , 个别地方

挖掉梯田埂坎增种粮食
,
有的厂矿在建设中只管生产

,

不治
“
三废

” 。

所 以要搞好水土

保持工作
,

首先要有正确的政治思想路线和相应的政策
、

法令
、

规章制度作保证
,

排除

“
左

” 的干扰
,

才有可能运用正确的科学技术进行综合治理
。

2
、

合理科用自熊资派
,

保持水土
,

改巷生态环境
。

陕南山货特产资源丰富
,

生漆
、

核

桃
、

天麻等产品数量居全国第一
。

但是由于林草资源的破坏
,

林副特产品产量下降
。

如

安康地区桐油五十年代产量为 6 92 万斤
,

六十年代下降为 50 9万斤
,

七十年代下降到 4 9 4

万斤 , 木耳产量由五十年代 38 万斤下降到七十年代 11 万斤
。

所以保护原有林草植被
,

是

保持水土租发展多种经营的根本措施
。
一要对现有林必须从严控制采伐量

,

禁止全面皆

伐
,

努力 改变燃料结构
,

尽量以煤代薪
,

发展沼气
,

·

节约木材
,

增加植被 , 二要立足于

长远
,

着手于当前
,

长期发展
,

永续利用
。

对林草资源
,

不能杀鸡取卵
,

竭泽而鱼
。

各



秦岭山区重力侵蚀的成因
、

危害和防治

华 耀 荣

(陕西省水土保持局 )

秦岭山脉东起河南
,

横穿陕西
,

西至甘肃
, 长约 30 0公里

,

宽约 1 00 一 12 0公 里
,

属

土石 山区
。

由于地质构造特殊
,

岩石破碎
,

土质疏松
,

大断层多
,

自古就 有
“ 山 崩 堵

江
” 、 “

地移掩村
” 的历史记载和

“
蛟龙出山

” 的离奇传说
。

这些记载与传说的事实
,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泻溜
、

滑坡
、

崩塌
、

走山等重力侵蚀和泥石流灾害
。

古时的泥石流

我们没有体会
。

1 9 8 1年秋的泥石流
,

仅略阳
、

宁强
、

勉县
、

留坝
、

凤县
、

太白等六县统

计
,

发生 2
.

5万多处
,

大者流走土石几百万立方米
,

小者也有数万立方米
,

其危害之大
,

情景之惨
,

真是令人 目不忍睹
。

级政府统一安排
,

协调林业
、

商业
、

外贸部门的矛盾
,

及早纠正一些地方木耳
、

天麻
、

木炭等过量生产
,

耗费木材的现象 , 三要特别珍惜农地
,

保护土壤资源
。

陕南坡耕地占

农田 70 % 以上
,

土层很薄
,

数量有限
,

几百年形成的土壤因为水土流夫可以毁于一旦
,

而川道平坝农田 已基本挖掘殆尽
,

目前己出现耕地有减无增的趋向
,

况且随 着 人 口 增

长
,

粮食供需矛盾越来越尖锐
,

所以保护土壤资源是百年大计的当务之急
。

3
、

保持水土
,

减免洪水灾害
,

必须使山区水土保持
、

江河干支流水库和下游两岸堤

防工程三者紧密配合
,

缺一不可
。

江河滔滔洪水
,

是汇集山区广大坡面和千沟万壑的暴

雨径流而来
。

陕南山丘占95 %
,

所以加强坡面和沟壑治理
,

修梯田
、

打坝堰
、

植乔灌
、

种牧草等就地拦蓄雨水
,

减轻土壤侵蚀
,

是免除洪灾的根本
。

但是广大山区的治理
,

量大

面宽
,

全部消除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水土流失
,

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

加之面上拦蓄也

有一定的限度
。

对于拦蓄不了的径流
,

就要依赖江河干支流水库工程的拦蓄调节
,

对于

大的洪水尤其要依靠骨干水库
。

此外还要有坚固的堤防工程和畅通无阻的过水断面
,

才

可保障平原的安全
。

如 19 8 1年 8 月22 日汉江流经汉中的最大洪峰 8 ,

66 9秒立方 米
,

因 水

毁河堤 19
.

23 公里
,

而造成汉中地区和市郊农 田屋舍的淹没灾害
,

超过了 1 9 49年 12
, 8 0 0秒

立方米的危害
。

按流量来说
,

应在堤 防允许防卫范围以内
,

但因堤防质量不高和盲目与

河争地造田而失事
。

汉江勉县至洋县区间
,

河床宽度由建国初期的 8。。
、

12 0 0
、

1 6 0 0米
,

缩窄到现在的 4 0 0
、

6 00
、

8 0 0米
,

宣泄不畅
。

汉江干流按照规划应修堤防2 5 2公里
,

30

多年来只修 8 3
.

8公里
,

沿河两岸缺乏屏障
,

造成灾害
,

教训深刻
。

所以只有利用 面上水

土保持措施就地蓄水保土
,

干支流水库拦洪滞洪和下游堤防防洪排洪结合起来
,

对坡
、

沟
、

川进行综合治理
,

对洪水进行蓄
、
拦

、

排的方略才能防患于未然
。

如朱单纯强调森

林或水利工程的效益
,

不作宏观治理的部署
,

顾此失彼
,

都是片面的
,

应该引以为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