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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和人英的生存有着密切的关系
。

它不仅是人们生产
、

生活资料的重 要 跳源 宝

库
,

也是人们利用 自然因素
、

战胜 自然灾害的有力武器
。

近两年来
,

由于多种原因
,

太

白林区遭受越来越重的洪水灾害
,

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

严重影响了工农业

生产的正常进行
。

本文想就太白林区如何利用森林的 自然效益
、

减少洪水灾害方面
,

谈

点不成熟的意见
。

一
、

太白林区遭受洪水灾害的情况

近两年来
,

太白林区连降暴雨
,

不少地方先后遭受水灾的危害
。

1 9 8 0年7月 2 一 3 日降

雨n 6毫米
。

林区的渭水河
、

东西太白河
、

洪水河
、

苏家湾
、

老铁厂沟等主要河 流 洪水

暴涨
,

洪水位一般都高出常水位 4 一 7 米
,

流速达 5
.

5米/ 秒
,

其中渭水河 流 量 1 , 0 58 立

方米 /秒
。

据当地群众反映
,

是七十年来未遇的特大洪水
。

单是太白林业局工程 一 队
、

采育六队
、

古字梁道班驻地
,

几小时内
,

顿作汪洋
,
地近洪水河岸的采育五队的部分职

工宿舍
、

仓库
、

机房
、

机组等财物也为之一空
;
苏黄公路干线和 8 条支线

、

32 条岔线
、

29 条汽车便道及拖拉机路基
、

路面均被冲刷得遍体鳞伤
, 共冲毁房屋 3 间

,

工棚 67 间
,

木材2 , 2 75 立方米
,

粮食6
,

。00 斤
,

损失达 1 62
.

4万元之多
。

太白县境内的多处 公 路
、

建

筑物
、

民房
、

农田
、

农作物
,

亦被冲光无遗
。

1 9 8 1年 7 月 3
、

13
、

19 日连降 3 次暴雨
, 8 月 1 4一20 日降雨达到高峰

。
仅 8 月份降雨

量 5 0 9
。

6毫米
,

高出历年同月降水量 6 倍多
,

相当太 白地区17 年 (1 9 62一 1 9 7 8 ) 年平 均

降雨量的67 %
。

特别是 8 月21 日降雨量 1 09
.

2毫米
,

林区大小河流出现了百年来未 遇 的

大洪峰
。

潘磨公路秦岭北坡 3 座石墩钢筋混凝土桥冲垮
,
岭南各干线

、

支线
、

岔线及其

桥涵
,

均被切割得支离破碎
。

一时房屋倒塌
,

交通
、
通讯中断

,

洪水所到之处
,

木材
、

机械设备
、

粮食
、

财物洗劫殆尽
。

冲走木材 1 ,

59 3立方米
,

倒塌房屋 2 08 间
,

仅太白林业

局损失达20 。多万元
。

太 白县区也蔽受灾害
,

冲毁耕地2 4 ,

00 6亩
,

河堤”处计9
.

8公里
,

公路路基37 8公里
,

大小桥梁1 84 座
,
倒塌房屋1

,

7 01 间
,

伤亡几十人
,

灾害损失2
,

00 。多

万元
。

造成不少耕者无其田
,

工厂停工停产的惨状
。

其情其景
,

人们无不为之痛心
。

兹二
、

造成洪水灾害的原因

太白林业 自1 9 6 3年建局 以来
,

多半时间是在重采轻造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作业的
,

先



后共采伐原木83 万立方米
,

消耗资源 1
.

6万多公 顷
。

每年虽有一定数量的造林
、

次 生 林

改造等森林经营活动
,

但速度远远赶不上采伐进度
, 县属国营林场

、

社队林场
、

社员自

留山等采伐单仅
,

社员大童砍伐森林
,

其数量也是很惊人的
。

据说查
,

仅1 9 8。年太白县

区国家采伐
、

收购
、

加工
,

社队自用
、

加工
、

烧柴
,

木材消耗量达 12 万立方米之多
,

消

耗蓄积 30 万立方米
。

太白林区的森林覆被率较 1 9 6 5年减少2 2
.

1 %
。

森林资源的培育属于种植业
。

森林又是最大的生态系统
,

是 自然界物质
、

能量转移

和交换的重要枢纽
。

森林的兴衰无不影响着大 自然的变化
。

森林资源的 自身规律告诉我

们 :
其资源既是可更新的

,

同时又是有极限的
,

取之者甚多
,

补之者甚少
,

必然会给人

们以本能地
“
消极反抗

” ,

其结果
,

是资源日益衰竭
,

效益逐渐降低
,

生态平衡破坏
,

进而陷入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之中
。

纵观太白林区水灾情况
,

次数逐年增多
,

损失年复加重
。

究其原因
: 重采轻造

,

生

态破坏
,

森林效益降低
,

此其一也
,
盲目增大采伐量

,

形成秃山秃岭
,

减弱了林木截留

雨水作用
,

二也 ; 森林覆被率减少
,

土壤结构变坏
,

透水性变差
,

三也 ;
森林地被物减

少
,

地表吸水
、

渗水性降低
,

四也
。

三
、

森林采伐作业与洪水灾害

从宏观角度讲
,

森林是一个生态的
,

多系统
、

多因素
、

相互作用的生物 自然群体
。

在整个大自然生态平衡关系中
,

森林生态系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

从微观角度讲
,

林

业生产的绝大部分活动
,

都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
,

乃至每个生产环节
。

因此
,

林业企

业的采伐
、

更新
,

造林
、

抚育等项作业效果的优劣
,

无不显现着森林生态平衡的脉搏
。

就采伐而言
,

每多伐一棵树
,

都将引起森林效益向增长方面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后退一

步
; 相应

,

洪水及其它灾害
,

将向危害性加大方面由量变到质变前进一步
。

所以
,

人们

的林业生产活动
,

不能带任何盲目性
,

必须弄清楚每项作业的意义及其不按科学办事的

危害性
,

用 以指导生产实践
。

1
、

采伐面积的大小
,

与洪水损失的大小成正 比
。

如苏家沟林场的苏 家 沟 伐 区
,

1 9 6 4一 1 9 8 0年 由三个采伐队
、

一个民工点采伐17 年
,

其中大多数作业小区都 是 过 量 采

伐
,

共伐去该伐区资源面积的85 %
。 19 8 0和 1 9 8 1两年

,

水毁损失达 49 万元之多
。

而大箭

沟伐区同样由三个采伐队
、

一个民工点采伐 7 年
,

采伐面积占可利 用 总 面 积34 %
,

这

两年水毁损失为12 万多元
,

采伐面积减少51 %
,

水毁损失降低 3 倍
,

当然还 有 其 它 因

素
。

2
、

采伐强度大小与洪水灾容大小成正比
。

黄柏源林场洪水河伐区的黑沟和大康沟

两作业 区
,

地势
、

林相
、

林分组成
、

作业面积都基本相似
,

而作业质量不同
,

产生的效

果截然不同
。

大康沟经过合理的采伐工艺设计
,

伐后郁闭度在 0
.

41 一。
.

5 。,

平均每公顷

8 厘米 以上保留株数 480 株以上
,

伐后蓄积每公项保留55 立方米以上
,

仍保持 原 有的针

阔混交林分
。

因此
,

河沟清水常流
,

暴雨时起洪较少
。

而黑沟作业区未经过合理作业没

计
,

采伐方式虽为采育择伐
,

但采伐强度为 78 %
,

伐后郁闭度在 0
.

1一。
.

2 ,

平均每公顷

保留株数10 0株左右
,

保留蓄积不到四分之一
,

大部分林地棵露
,

林木稀 少
,

洪 水破坏



严重
。

3
、

采伐方式与洪水灾害的关系
。

洪水灾害的大小
,

因采取不同的采伐方式而程度

不同
。

1 9 7。年森工系统组织大会战
,

突击完成木材生产任务
,

太白局决定把采育三队搞

成
“万方连

” ,

盲 目地在苏家沟林场28 林班实行大面积皆伐
,

资源破坏严重
。

暴雨期间
,

大量泥沙随地表径流
,

淤积河道 堵塞涵洞
,

冲断路基
。

而与28 林班仅有一梁之隔的马

连滩伐区
,

经精心没计
、

合理选择采伐方式 (采育择伐) 作业
。

洪水期间灾 害 程 度 较

轻
,

除部分便道
、

拖拉机道有损失外
,

大部分岔线和桥涵均未受害
.

4
、

经营方式与洪水灾害的关系
。

乱砍滥伐和有计划的
、

科学地合理经营
,

林地对

暴雨
、

洪水的抗御能力有很大差别
。

靠近太白县城的近山低岭
,

由于长期以来的人为破

坏
,

已变成少林区
。

近年来的暴雨冲刷
,

山崩
、

滑坡
、

泻溜
、

河岸塌陷
、

泥石 流
,

举 目

皆是
。

而与之毗邻的大贯子营林队经 营区内
,

因进行了多年的人工造林
、

抚育
、

次改作

业
,

林木分布均匀
,

生长旺盛
,

大部分林分已郁闭成林
,

虽经几次暴雨袭击
,

但仍安然

无恙
。

以上说明
,

特大暴雨的形成
,

固然是大气环流的变化
,

是人类 目前尚无法抗拒的客

观 因素
,

但对于既成的暴雨灾害
,

森林植被却能起一定的防护
、

抵御作用
,
进而涵养水

源
,

保持水土
,

调节气候
,

创造较好的生态环境
,

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

三
、

几点建议

要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

林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
。

要一改过去许多违反 自然规律的

作法
。

对一个地区
、

一 个生产经营单位来说
,

要有长远 目标
,

短期规划
,

要遵重科学
,

制定一系列能确保林业迅速发展的科学的生产
、

经营措施
,

针对太白林区的具体情况
,

提出以下改进措施
:

]
、

搞好林区规划
,

确定经营方向
。

根据太白地区实际情况
,

围绕有利于林业发展

这个中心
,

进行全面
、

合理的林业规划
。

宜林则林
,

宜牧则牧
,

搞好退耕还林
,

退耕还

牧
,

荒山造林
,

封山育林等工作
。

并根据不同自然条件
,

分别确定合理 的经营方向
,

如

水源涵养林
、

防护林
、

经济林等
,

把全面搞好太白地区的森林经营
,

当作一项长远的战

略性工作来抓
,

抓出高速度
,

抓 出好成果
。

2
、

确定合理的经曹方式和生产措施
。

根据不 同地类
、

不同林分状况
、

不 同经营方

向
,

分别采取种草
、

种灌
、

造林
、

抚育
、

次改
、

更新
、

择伐等措施
,

因地因林地培育森

林资源
。

木材生产
,

要逐步调减采伐量
,

坚决制止过量采伐
,

严格遵守作业规程和标准
。

对

成熟林或过熟林的更新
,

太白林区只宜进行二次间伐和采育择伐
,

不宜进行 皆伐
。

要首

先留足后备资源
,

并积极创造更新条件
。

总之
,

应切实贯彻以营林为基础的方针
,

实行采育结合
,

尽快扭转采育失调 的局面
,

使森林资源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

3
、

确定好防护林区
,

翻定保护措施
。

如主要河流两岸
、 陡坡 (4 5

“

以 上)
、

主 要

山脊
、

少林无林 区
、

易形成水土流失的地段
,

严禁砍伐
。

必要时
,

只能 (下转第 44 页)



从上述的各种情况看来
,

黄土地区由于植被稀少
,

黄土本身疏松深厚
,

抗 冲 性 较

差
,

暴雨集中
,

因而水土流失严重
。

但是野生植物种类繁多
,

黄土肥力尤高
.

它们极易

繁生发展
, 同时很多植物非但能截留降雨直接保护地面

,

而且拦蓄大量水分
,

消灭地面径

流
,

增加地面糙率
,

阻缓径流流速
,

阻缓暴雨强度和消失径流势能
,

以防止水土流失的发

生和发展
。

植物又能提高土壤肥力
.

增进土壤渗透性能
,

增强土壤抗蚀和抗冲能力等从

根本
_

L防止土壤侵蚀的巨大作用
。

我们可以初步肯定
,

在黄土地区进行水土 保 持 工 作

时
,

生物措施是唯一有效治本并和发展农业生产密切结合的措施
; 同时黄土地区完全有

条件有可能有把握来进行这项工作
。

绿化造林是生钧措施中的重要内容
,

但是 乔木纯林的水土保持功效有限
,

因而以混

交林尤 以乔灌混交林为优
。

洋槐是速生和固土截留作用很大的林木
,

在可能 越 冬 的 地

区 不失为优良的先锋树种
。

任何方式的水土保持造林
,

林下草灌植物的繁生和枯枝腐

叶层的保护都是非常必要的措施
,

否则所造林木就不能很好地担负调节地面径流
、

增进

上壤透水和防止土壤侵蚀发生
、

发展的功能
。

营造林地初期的林草混栽甚至林
、

农混作

等
,

对水上保持和增加农业生产来说都是两利的措施
。

荒坡繁生的黄白草
、

羽茅
、

闭穗
、

黄营草
、

马芽草
、

鹅冠草和胡枝子等
,

都具有一

定的保土能力
,

值得今后研究
、

驯化和繁殖更新
;
沙打旺也具有一定的保土功能

,

同时

它又速生
、

易播
、

成活率高
,

不论农田还是荒坡均有极大的改土培肥作用和极高的饲料

价值
,

值得大力发展 , 草木裤和首蓓的固土抗蚀功效虽然不大
,

但是它们容 易 繁 殖 推

广
,

也不失为 目前救急的有益草种
,

同时它们生长快
,

饲料价值高
,

对于发展畜牧的功

效很大
。

一

平坦的农地
,

我们完全可以肯定
,

在适当的耕作措施下
,

只要能够合理调整一「作

勿的组合和正确运 用草谷轮栽制
,

非但能够防止土壤侵蚀的发生和发展
,

而且也能够加

速土壤培肥
,

使得农业生产不断提高
。

但是在坡地上
,

由于农作物和牧草拦截降水和增

加土壤抗冲性等功效的限制
,

因而要求一些必要的田间工程措施 (尤其梯田 ) 来保证
。

(续完)

(
_

上接第 53 页 ) 进行抚育伐
、

卫生伐
、

更新伐
。

在修筑林区干
、

支
、

岔线公路时
,

严禁

采伐线路两侧 (公路外沿算起) 5 一10 米内的树木
。

公路竣工后
,

必须在边坡种草
、

种

灌
、

造林
,

以发挥植物根系盘结土壤的作用
,

减少塌方
、

滑坡的发生
。

4
、

要有可命的保证措施
。

除严格执行 《森林法》 等法令政策外
,

要制定一系列确

保法令政策实施
、

森林免受各种破坏的有效制度和措施
,

建立相应的
、

健全的执行和检

查机构
,

监督
、

检察各项政策
、

制度
、

生产经营计划的执行
,

并落实责任
,

不使计划落

空
,

限期抓出成效
。

同时
,

当地政府和主管部 门
,

要在具体行动为林业生产
、

经营活动大开绿灯
,

并动

员一切可以动员的社会力量
,

投入或协助林业生产
,

掀起一个持久的全民搞绿化
、

全民

办林业的群众性高潮
,

使森林为人类创造更多的财富
,

让太白林区成为秦岭绿色宝库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