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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基本情况及治理现状

山西省忻县地区汾河流域
,

地处汾河水库上游
,

包括宁武
、

静乐两县
,

有 44 个 公

社
, 2 2

.

7万人
。

总面积 59 2
.

5万亩
。

汾河发源于宁武县管滓山汾源灵治
,

流经 80 公 里
,

到静乐县的湾子大队出境
。

沿途有怀道
、

西马坊
、

新堡
、

鸣河
、

东西辗河等 15 条较大支

流汇入汾河
。

在忻县地 区范围 内
,

流域面积为4 81 .7 万亩
,

占总面积的 81
.

3 %
,

多 年平

均径流 .3 15 亿立方米
,

流量 8
.

2秒立方米
。

地貌类型多为 土 石山区与黄土丘陵区
,

海拔

1
,

14 0一 2 ,

77 2米
。

全区共有水土流失面积 3 3 0
.

5万亩
,

占流域面积的 68
.

6%
。

根 据 静乐

县沙会水文站多年实测资料
,

从 1 95 1一 19 8。年共流失肥土约 3
.

16 亿吨
。

汾河水库建库 22

年来
,

已淤积库容 29
, 2 00 万立方米

,

占总库容的 4 1
.

7 %
。

由本区输送的泥沙约有 1
.

77 亿

吨
,

占已淤库容的 46
.

5 4%
。

照此下去
,

再有 20 多年
,

汾河水库将被淤平
。

这不但使太原

人民的生活用水
、

工业用水困难
,

而且有 1。。多万亩水地将会变为早地
。

因此
,

严重的

水土流失
, 不但造成粮食产量低而不稳

,

而且严重威胁着下游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

建国后
,

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 以来
,

流域 内广大干部和群众
,

把水土保持工作当作

山区生产的生命线来抓
,

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

到 1 9 80 年底
,

流域 内共治理水土流失

面积 60
.

46 万亩
,

占流失面积的 19
.

4%
,

其中梯田 3
.

87 万亩
,

坝地 0
.

96 万亩
,

滩地 5
.

2万

亩
,

加工早坪地 3
.

27 万亩
,

造林 27
.

4万亩
,

封山育林 18 万亩
,

种草 1
.

76 万亩
,

打 河 坝

20 0公里
,

淤地坝 1
,

6 00 座
,

治理沟道 1 , 5 00 条
。

这些工程共可控制水土流 失 面 积 137 万

亩
,

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4 1
.

5%
。

二
、

治理效果分析

分析方法是根据静乐县沙会水文站多年的实测资料
、

典型调查及各种情况下控制水

土流失效益的研究成果资料进行分析计算
,

并考虑了降雨因素和各项水土保持工程的实

际拦蓄效益
。

为了减少用单一年度作为对 比资料的偶然性
,

采用 了多年平均进行分析的

方法
。

1
。

减沙效益



流域 内五十年代平均年降雨量 49 0
.

2毫米
,

六十年代 4 8 9
.

7毫米
,

七十年代 4 5 3
.

7 7毫

米
。

沙会水文站实测五十年代平均每年流失泥沙 1 , 102 万吨
,

六十年代平均流失泥沙 9 3 5

万吨
,

七十年代年平均流失泥沙 5 96 万吨
。

由此看出
,

七十年代比六十年代降雨 减 少了

7
.

3%
,

泥沙却减少 了36
.

3%
,

比五十年代降雨量减少 7
.

4 %
,

而泥沙却减少了46 %
。

这

就充分说明
,

随着水土保持治理面积的增加
,

其减沙效益越大
。

七十年代每年少给汾河

水库输入泥沙 5 06 万吨
,

等于 5 个 100 万立方米拦泥库
,

约需投资 2 00 多万元
。

水土保持分项措施的拦泥效益分析如下
:

梯田
,

减沙效益可达 80 %
,

每亩减沙 3
.

2吨
,

共减少了 12
.

35 万吨
,

占总减沙量的 2
.

3 %
。

坝地
,

每亩每年可拦蓄泥沙 2 20 吨
,

共拦蓄 2 1 1
.

5万吨
,

占总减沙量的 39
.

8%
。

滩地
,

每亩淤厚0
。

1一 0
.

3米
,

可拦蓄泥沙 2 10 吨
,

所有滩地每年可拦蓄 2 13
.

14 万吨
,

占总减沙量的40 %
。

旱坪地
,

每亩可减少泥沙 2
.

8吨
,

共减少 9
.

27 万吨
,

占总减沙量的 1
.

7 %
。

造林和封山育林 4 5
.

4万亩
,

每亩可减少泥沙 1
.

87 吨
,

共减少泥沙 84
.

93 万吨
,

占 总

减沙量的 16 %
。

种牧草 1
.

76 万亩
,

每亩可减少泥沙0
.

65 吨
,

共减少 1
.

21 万吨
,

占总减沙量的 0
.

2 %
。

2
.

增产效益

汾河流域两县 1 9 4 9年粮食产量 6 , 4 89 万斤
, 1 9 8 0年粮食产量达到了9 ,

78 6万斤
,

提高

5 0
.

8 % , 亩产邮
o多斤提高到 1 17

.

5斤
,

提高近 1倍
。

其中静乐县在五十年代共生产 粮 食

约 4
.

29 亿斤
,

六十年代生产粮食约 4
.

23 亿斤
,

七十年代生产粮食约 5
.

37 亿斤
, 现在比五

十年代提高 25
.

27 %
,

比六十年代提高37
.

13 %
。

粮食的增产促进 了各业的发展
。

如宁武县

现在与 1 9 4 9年相比较
,

大牲畜增长 77 %
,

猪增长 8 倍多
,

羊增长了 3
.

5倍
。

3
.

收入增长情况

194 9年农业总产值为 9 44 万元
,

到 19 7 9年达到 2 ,

04 7万元
,

增长 1
.

16 倍
。

静乐县在五

十年代总收入为 6
,

16 8
.

9万元
,

六十年代收入 7
,

97 3
.

7万元
,

七十年代收 入 16
, 0 09

.

85 万

元 ; 现在比五十年代增长 1
.

6倍
,

比六十年代增长 1
.

0倍
。

4
.

农业结构向好的方向转化

1 9 4 9年林地面积仅有 3
.

2万亩
,

占总土地面积的 0
.

54 %
,

目前林地面积 已达到 5 7
.

84

万亩
,

占总面积的 9
.

76 %
,

提高 18 倍
。

从产值结构看
, 19 4 9年农业产值为 6 6 1

.

6万元
,

占总产值的 70 %
, 19 8 0年农业 产 值

为 1 ,

18 8万元
,

占总产值的 58 %
,

其它各业收入比例由 19 4 9年的 30 %提高到 19 8 0年的42 %
。

综上分析
,

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
,

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

而且各业的发展速度和

水土保持的建设速度又是紧密相关的
。

19 7 2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达到 4 1
.

88 万亩
,

到 19 8 0

年治理面积达到 76
.

34 万亩
, 8 年治理面积为过去 23 年的 82 %

,

平均治理速度是 过 去 23

年的 2
.

47 倍
,

治理速度提高 1
.

47 倍
,

减沙效率达到 46 %
,

粮食产量提高50
.

8%
,

收入提

高 1
.

16 倍
,

这就充分说明水土保持是山区生产的生命线
。

5
。

投资效益的分析

以静乐县为例
,

从 19 7 1年到 19 8 0年的 10 年时间
,

水土保持投资 1 9 1
.

4万元
,

共 治 理

水土流失面积 2 2
.

6万亩
,

平均每亩投资仅有 8
.

47 元
,

其中基本农田 6
.

2万亩
,

每亩 约 投



资竹元
。

综合分析
,

每投资一元
,

年平均可减少入黄河泥秒1
.

7吨
,

增加粮食产量 6 斤
,

而从 1972 年到 19 80 年的 9 年时间里
,

水利投资 60 .1 5万元
,

水地面积由 1
.

81 万亩增加到

3
.

2 7万亩
,

而且保浇面积仅有 2
.

5。万亩
,

水饶地增加 了1
.

46 万亩
,

平均每亩投 资达 4 12

元
。

每投资 l 先
,

增产 1 斤粮食
,

·

每发展 1 亩水浇地的投资
,

可以治理 48
.

6亩水土流失

而积
,

或突建十几亩基本农田
。

由此看出
,

在山区要充分发挥投资效益
,

使农民尽快富

裕起来
,

就要把投资方向放在水土保持工作上
,

增加水土保持投资
。

三
、

对今后治理工作的意见

1
.

快速像化山区必须走
“ 封

、

植结合
”
的班路

。
经过这次考察分析

,

认为 “ 封植结

合
,, 是快速绿化山区的有效途径

。

封
、

植结合是先栽少量的母树
,

然后进行封闭
,

利用

自身的繁殖能力达到快速郁闭
; 在已有母树的地方

,

只要封好即可
。

这种办法
,

可用较

少的投资
、

投工和较短的时何
,

实现快速绿化山区的目的
。

尤其在国家财力不足
、

农民

又未富起来的情况下
,

这是一种最优措施
。

在静乐封山育林 l 亩仅用 .0 3元
,

是人 工 造

林投资的 1/ 2 0 ,

效果也较好
。

根据王明滩大队的调查
,

只要搞好责任制
,

加 强 管 理
,

2 一 3 年即可郁闭
, 7一 8 年可以成材

。

据实地察看的一个地块
,

面积 6 分
,

原有 42 株

串根杨
,

封后两年长出 12 4株
,

密度达到每亩2 76 株
,

株高 2 0一 100 厘 米
。

对没有母树的

地方
,

每亩可栽 4 Q株左右
,

投资仅需人工造林的 1邝
。

实践证明
,

必须把封山育林 当 作

战略措施来抓
,

纠正封山育林不算治理面积
、

轻视封山育林的办法
。

封山育林这种办法

不但在土石山区可以推广
,

而且根据河曲县南曲沟流域南沙挂大队的调查分析
,

在黄土

丘陵区和丘陵沟壑区
,

经过一定的技术措施也是可以大力推广的
。

只要各级领导重视
,

它必将为快速绿化山区开辟出一条新的途径
。

2
.

要大力开展 引洪淤地
。

近年来在工程措施上比较重视打淤地坝和修梯田
,

而忽视

了引洪淤地
。

应根据各地 自然地理优势
,

因地制宜采取各种工程措施
,

有引洪淤地条件

的地方
,

就应把打坝淤滩作为主攻方向
,

其理由是
:

( l ) 引洪淤地能 用较 少的投工获得较 多的耕地
,

是 费省效宏的工程措施
。

汾河流

域河滩宽阔
,

淤地潜力大
,

群众早有打坝淤滩的习惯
,

应大力开展这一工作
。

( 2 ) 减沙增产绘合效益好
。 一

匕十年代所减少的泥沙
,

被滩地拦蓄的就 占减沙量的

4 0%
,

所淤的滩地可以当年保增产
。

滩地亩产 已达50 0斤左右
,

如建成园田可达 8 00 斤
。

只

静乐县
,

汾河两岸就有 5 个公社
, “ 个大队

,

.3 2万人
,

按 照 规 划
,

滩 地 可 达 12
,

2万

亩
。

这里地形条件和曲峪相似
,

如能建成
“
背靠摇钱树

,

怀抱米粮川
” 的曲峪式大队

,

静乐县的粮食很快就能达到高产稳产
。

( 3 ) 有利 于统一规划
,

全线动工
。

打坝引洪淤地可以分段施工
,

分段控制
。

分段

引洪淤地
,

能适应地形
、

地质条件
,

效果既快又好
,

并可逐年分层加厚土层
,

既增产又

拦泥
。

随着滩地的逐年拦泥
,

生物措施减沙效果会逐年增大
,

做到 长短结合
,

实现当年

靠工程
,

根本靠生物的战略 目的
。

( 4 ) 打坝技术有比较成熟的经验
。

目前已有浆砌石坝
、

干砌石坝
、

工程生物棍 合

坝
、

薄壁棍凝土插
.

板坝等结构形式
,

便于施工
,

易推广
。

因此
,

我们必须重视打河坝
、

引洪淤地工程措施
,

迅速扭转被忽视的状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