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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东窑沟是山西省右玉县境内马营河的一条支流
,

属黄土丘陵缓坡风沙区
。

小流域面

积 19
.

3平方公里
。

各种地类中
,

坡地 占79 %
,

沟床 占n %
,

平地占 10 %
,

涉及 3 个公社

的 10 个生产大队
, 1

.

3万亩耕地
, 1 , 2 80 人

。

海拔 1
,

3 05 一 1
,

6 30 米
,

干沟比降 3 %
,

沟壑

密度 2
.

7公里 /平方公里
。

年降雨量 4 00 多毫米
,

平均气温 3
.

5 ℃ ,

无霜期 90 一 1 10 天
。

这

里气候寒冷
,

干早多风
,

地形破碎
,

土地贫痔
,

土质松散
,

植被稀少
,

风蚀水蚀都很严

重
。

加之不合理的乱垦滥牧
,

进一步破坏了生态系统
,

加剧 了水土流失
,

每亩产量只有

50 一 60 斤
。

每人平均收入50 余元
,

群众生活很苦
。

解放后
,

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
,

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与支持
,

把水土保持工作列为

山区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
,

采取综合治理
,

集中治理
,

连续治理的方针
,

开展了群众性

的水土保持治理工作
,

取得 了一定成绩
,

使原来屡遭破坏的自然条件有 了初步改善
。

目

前全流域 已造林 1
.

1万亩
,

零星植树 2 万多株
,

修梯田
、

台田 1 , 0 00 亩
,

新造 河 滩 湾 地

50 0亩
,

牧草保持面积 7 00 余亩
,

营造防风林带 16 条
,

防护农田 4
,

3 00 亩
。

并做了不 少 水

利
、

水保工程
,

共完成土石方 28 万立方米
。

在进行上述治理的同时
,

从 1 9 6 5年起
,

本站

先后以盆儿洼
、

东窑沟
、

火烧岭三个大 队为科研基点
,

针对当地生产和治理中急需解决

的各项技术问题
,

以农田基本建设为基础
,

造林种草为重点
,

开展了机修梯田
、

草田轮

作
、

土壤改良
、

林网效益等 10 多项试验研究工作
,

在治理中搞试验
,

试验中推广成果
。

不仅为 指 导 生 产和小流域治理提供 了一批科研成果
,

而且把该流域的综合治理向前推

进了一步
。

尤其是 1 9 7 9年山西省水土保持局把东窑沟确定为小流域治理样板后
,

治理速度

大大加快
,

效益显著提高
,

截至 19 8 1年底
,

治理面积 13
,

170 亩
,

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50
.

5 %
,

森林覆盖率达 3 7
.

9%
。

这对保持水土
,

促进农牧业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发展起 了积极作用
。

(二 )

东窑沟小流域地处塞外高原的长城脚下
,

面积虽不大
,

仅 19
.

3平方公里
,

但自然条

件
、

土壤侵蚀程度等都存在一定差异
。

因此
,

在治理方法上应该有所侧重
,

不 搞 一 刀

切
。

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
,

几年来
,

在搞好小流域规划的基础上
,

按照土壤侵蚀类型和

土地利用状况
,

因害设防
,

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
,

分 区治理
,

收到了良好效果
。

1
。

风蚀区

由于受西伯利亚冷高压影响
,

有风 日多
,

气候无常
。

据本站 2
,

0 65 次观测
,

有 风 次



数占8 7
.

9 %
,

盛行的西风和西北风占53
.

2%
,

其中 4一 7级大风占 19
. ”

%
,

素有
“ 一年一

场风
,

从春刮到冬
” 之说

。
加之土质松散

,

植被很少
,

干早缺水和广种簿收
,

更使风蚀

加剧
,

风蚀面积达 17
,
工60 亩

,

占总面积的59
.

2%
。

尤其是冬春季节
,

地面裸露
,

土壤干

燥
,

大风较多
,

持续时间又长
, 5米 /秒以上风速爹达 35 % 以上

,

最大风速可达 2 1
.

5米 /秒
,

风蚀量比夏季多 4 一 7 倍
。

大 风一 起
,

黄沙滚滚
,

遮天蔽 日
。 轻者刮走表土

,

影响

作物生长
:

重者露出犁床
,

使地面产生风蚀坎
、

风蚀沟
,

常出现
“
前晌下了种

,

后晌把

籽丢
” 和流沙淹没农田

、

毁坏青苗的现象
。

治理措施是
:

( 功 农耕风蚀地营造 防护 林网
。

小流域东侧的北岭梁
,

除少数沟坡之外
,

大部分为

农耕地
,

土地平坦
,

源面较大
,

但海拔高
,

土质差
,

风蚀和冻害十分严重
。

这类地区采

取营造农田防护林网的办法
,

辅之以深耕改土
,

草田轮作等措施
,

制服风沙
。

从 1 9 6 5年

起
,

以盆儿洼
、

林家堡大队为基点
,

首先在风口和糠边大片造林
,

壕面营造防护林
。

经

过 10 多年的努力
,

先后造林 1
,

7 00 亩
,

其中防护林带 16 条
,

总长 17 公里
,

防护农 田 4 , 3 00

亩
,

占农田总数的 80 % 以上
。

其次在林网内每年种植草木择等豆科绿肥牧草 4 00 多 亩
,

实行草田轮作
,

造土肥田
,

有效地改善了农 田小气候
,

减轻 了风蚀
。

据本站最近连续三

年观测
,

林带的有效防护范围为树高的 30 倍
,

在此范围内
,

风速平均减少 2 7
.

9 %
,

防风

最佳范围为树高的 5一 7倍区域
,

减少风速 4 4
.

9%
。

夏季减少更大
,

分 别 为 30
.

9 % 和

5 7
.

8 %
。

风蚀量夏季减少 40 %
,

冬季减少 22 一 28 %
。

水面蒸发减少 7 %
,

同 时 地 面 温

度
、

地中温度
、

气温和土壤水分都有所提高
。

现在因风害而毁种
、

改种的现 象 很 少 出

现
,

粮食产量翻了一番
。

近几年在连遭重灾的情况下
,

仍比造林前提高产量 22 %
。

( 2 ) 枪 荒风 蚀地退新还林
。

小流域西部的川阴梁
,

占总面积的一半以上
,

植被稀

少
,

又多为沙壤土
,

是有名的起风地
。
因风害严重

,

过去一般为荒地和轮荒地
,

产量极

低
。

从 1 9 6 0年开始
,

采取逐步退耕还林的办法
,

共造林 9 , 0 00 亩
,

使大部分起风地 得 到

治理
。

过去每年风蚀 2 一 3 厘米
,

常出现流动小沙丘
,

现在基本得到控制
。

同时
,

由于

林木发挥了防护作用
,

又使原来轮荒的几千亩地恢复了耕种
,

亩产由过去的 30 一 40 斤提

高到 1 0 0斤左右
。

( 3 ) 强烈风 蚀地种植沙生植物 固沙
。

在川阴梁的东部
,

沿千沟有长达 5 公里的长

条起风地
,

每到冬春
,

常把大量沙土吹向河湾
,

几百亩农田受到危害
。

过去 曾 多 次 栽

树
,

但因水分缺乏
,

又常被风刮出树根
,

无法成活
。
1 9 80年

,

选用抗早耐痔的沙生植物 白

沙篙
,

雨季抢墒播种
,

随即封禁
,

获得了较好的固沙效果
。

比如
,

东窑沟西梁有一块 39

亩的起风地
,

种沙简前遍地是沙丘和沙坑
,

剥蚀严重
。

种沙篙后
,

采取了封禁措施
,

秋

季植株高60 一 70 厘米
,

覆盖度达 77 %
。

第二年株高 90 多厘米
,

最 高 1 30 厘米
,

地面覆盖

度达 90 %左右
,

基本控制了风沙
。

2
.

沟扭封沟育林育草

沟壑所造成的水土流失
,

对于农业生产的危害也是相当严重的
。

该流域大小沟道近

20 。条
,

其中较大沟壑有 10 条
。

沟壑面积大约 5 ,

00 。亩
,

沟壑密度 `
.

7公里 /平方公里
,

最

高达 6 公里 /平方公里
。

这些沟道大都分布于北部和东南部的农耕地
,

高差悬殊
,

源 短

流急
,

冲刷力大
,

侵蚀模数近 6 , 0 00 吨 /平方公里
,

对生产极为不利
。

针对这种情况
,

采

取植物与工程相结合
,

以植物治理为主的方法
,

得到了满意的效果
。

现在除了一段干沟



之外
,

全流域所有沟道都造 了林
,

种了灌木
,

基本达到 了沟沟有树
。

为 了节省人力
、

物

力
,

加快治理速度
,

大力推广 了樊家沟封禁育林育草的办法
。

这条沟从 19 7 0 年 封禁 以

来
,

使屡遭破坏的地面植被迅速地恢复起来
。

同时利用封禁后的有利条件
,

大搞植树种

草
,

并辅之 以梯田
、

鱼鳞坑
、

土谷坊
、

沟头埂等工程措施
,

加快了治理步伐
,

一

提高 了治

理标准
。

现在这个小流域有人工林 1
,

0 84 亩
,

加上天然牧草 90 亩
,

覆盖率 已达到90 % 以

上
。

由于封禁后杜绝了牧畜践踏和人为破坏
,

使各类植物都能在 良好的环境 条件 下 生

长
,

沟内的乔
、

灌木已有 24 种
,

草本植物 23 科 93 种
,

自然生态基本得到恢复
。

与封禁前

相比
,

径流
、

泥沙和洪峰分别减少 3 6
.

3%
、

7 3
.

3% 和 5 0
。

8%
。

除此之外
,

封禁与利用相

结合
,

每年打青草 30 万斤
,

成为附近几个大队的饲草XlJ 割基地
。

还可收获一 定 数量 的

林
、

果
、

药
、

薪柴和做农具把
、

柄
,

为发展多种经营开辟 了门路
。

目前
,

全流域共封禁

了 3 条小流域
,

面积 4 , 0 00 多亩
。

3
.

坡耕地以工程措施为主
,

并实行草
、

油
、

粮轮作

坡耕地主要分布在北部和东南部一带
,

土质较好
,

风蚀轻微
。

但沟多
、

坡陡
、

地形

破碎
,

水蚀严重
。

历年来在治沟固沟的同时
,

对坡面农田采取了工程治理
。

首先利用逐年

深耕倒土和人工整治的办法
,

使坡地逐步变成梯田
、

台田或条田
。

目前在流失较重的地

段
,

这种
“
三田

” 面积已有 1 , 0 00 多亩
,

有效地防止了水土流失
。

同时
,

在一些比 较 瘩

薄的土地上
,

有计划的种植草木探
、

野莞豆
、

山薰豆等豆科绿肥牧草
,

实行草田轮作
,

使土壤有机质
、

氮素
、

速效磷和孔隙度都有了明显增加
,

对减缓径流
,

改土肥田
,

提高

农作物产量起了一定作用
。

亩产在过去 60 一 70 斤的基础上
,

普遍翻 了一番
。

4
.

千沟修建基本农田

下游长达 2 公里的一段干沟
,

沟道宽敞
,

清水常流不断
,

但河道弯曲
,

乱石滚滚
,

砂砾遍地
。

零星分布的小块农田
,

土层薄
,

产量低
,

还经常遭受洪水侵袭
。

傍干沟居住

的东窑沟和火烧岭两队
,

耕地大都分布在坡梁上
,

土薄地瘦
,

远离村庄
,

生 产 条件 很

差
。

从 1 9 7 4年开始
,

采用水力冲土的方法
,

改河 3 , 0 00 米
,

水力冲填造地 244 亩
,

机械平

整土地 2 50 亩
,

机推和 冲淤土方 23 万立方米
,

每人平均河湾地由0
.

7亩多增加到 1
.

7亩
。

近

年来又经过培肥改土
,
已成为能 自流灌溉的基本农 田

,

粮食产量 占两队总产量的 60 % 以

上
,

是主要的产粮基地
。

以火烧岭为例
, 1 9 8 0年河湾地占总播种面积的 2 2

.

2%
,

而粮食

产量却占到总产的 6 2
.

4%
,

种一亩河湾地可 以退耕 6 亩坡梁地
。

1 9 8 1年该队又遭特大干

早
,

坡梁地几乎颗粒无收
,

而 1 30 亩河湾地产粮 27
,

00 。斤
,

亩产仍达 2 00 多斤
。

基本农田

的增加
,

使该队三年共退耕坡梁地 3 88 亩
,

还林种草
,

每人平均 4 亩多
。

经过多年的综合治理
,

小流域内的经济效益有 了明显提高
。

与治理前相比
,

土壤侵

蚀减少 50 %
,

粮食产量在 近几年连续受灾的情况下
,

仍增加 50 %
,

油料增加 60 %
, 每人

平均收入提高 30 %
。

同时还为群众解决 了一部分饲料
、

燃料
、

肥料和木料
。

昔 日贫困落

后面貌开始改观
。

尽管如此
,

与综合治理样板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

主要是缺乏控制性骨干工程 ; 治理

速度缓慢
,

标准不高
; 必要的殆理投资和科研经费没有保障

,

影响到规划的实施落实
。

尤其是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
,

对流域治理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
。

下一步
,

首先要

做好调查研究
,

认真总结适应新形势的新经验
,

把流域治理工作再向前推进一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