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卫水库上游小流域治理规划

李 伦 西

( 贵州省金沙县水土保持试验站)

一
、

基本概况

红卫水库位于贵州省金沙县安底镇南 4公里
,

库区属黄泥公社三合
、

岐山
、

店 明三

个大队
。

小流域面积 1 1
.

5平方公里
。

主沟长 4 公里
,

分布在主沟左右岸的支沟 2 条
,

全

长 7
.

5公里
。

入库基流 50 秒升
,

是乌江水系偏岩河流域的支流
。

四周 山高坡陡
,

中 部浅

丘起伏
,

沟道纵横
。

海拔 1 , 0 50 一 1
,

3 50 米
,

自西南向东北倾斜
。

水土流失自 1 9 7 8年建库

以来演变较快
,

现已发展为强度流失
,

年侵蚀模数每平方公里平均在 2 ,

50 。吨以上
。

水

土流失面积 9 , 8 28 亩
,

占总面积的57
.

1 %
,

其中年侵蚀量每平方公里达 1 。
,

0 00 吨 的 强度

流失面积 8 ,

56 9亩
,

占流失面积的80
.

7 %
。

在强度流失面积中
,

农耕地流失 6 , 9 49 亩
,

占

农耕地的67
.

6%
。

二
、

水土流失的分布和危害

山高坡陡
,

土质疏松
、

雨量集中等 自然因素是造成水上流失的客观条件
,

但主要是人

为的乱垦乱伐
,

陡坡开荒
,

普遍铲土皮灰等
,

加速了水土流失的发展
。

流域内的开荒地有

多大
,

谁 也说不清
,

谁也不愿说
。

1 9 5 0年年报统计农耕地 3
,

2 9 7亩 (田 i , 0 7 8 ,

土 2 , 2 1 9 )
,

按当地习惯折法
, 1 习惯亩早地合 2 亩

, 1 习惯亩水田合 1
.

2亩
,

则 3
,

2 97 习 惯 亩 等 于

5
,

7 3」亩
。

另外牧地
、

水面和其它面积 2
,

4 06 亩
,

以上合计只有 1 1
,

0 40 亩
,

占 总 面 积 的

6 4
.

1%
,

尚有 35
.

9 % 即 6 ,

22 5亩面积不计数
。

这部分面积实际上已变成统计外的农耕地
。

据调查
,

每人平均开荒地 1 习惯亩左右
,

因此估算开荒面积约 4 ,

56 4亩
,

尚有 1 , 6 61 亩面

积只有列入宜林荒 山面积内
。

再者
,

从 1 9 6 8年以来植被率一直在下降
,

原来的青杠薪炭

林 已有相当部分成了农 耕 地
。

营盘山堡 1 68 亩
,

原是作为林地划归店明大队
,

现已由附

近生产队和个人毁林耕种成了农地
;
凉水井生产队 13 亩稻田收稻谷 3 万多斤

,

据生产队

反映
,

这 13 亩田实际上有 40 亩的面积
。

流域的西面从石娅 口 起经铡门口
、

豺狗坡至南面的火石娅 口和东南面的羊龙岩
,

沿

库区周围的高山坡面
,

全部成了农耕地
。

现存的青杠灌丛林
,

大都集中在山 腰 缓 丘 地

带
,

由于常被烧铲土皮灰
,

已成次生残林
,

土壤面蚀普遍发生
。

店明二队的铡门 口有 1 块 30 0平方米 25
。

的包谷土
,

在 1 9 81 年 9 月的绵雨中产生浅蚀

沟 23 条
,

计算泥沙流失量 1
.

01 吨 /亩
,

合每平方公里 1 ,

51 4吨 ; 南面火石娅 口紫金花生 产



默社员高树宣屋侧 1块 5
。

坡度的自留地面积 0
.

22亩
,

由于坡脊青杠林被他 自 己 铲 灰 烧

地
,

剃成 了光头
,

遭到侵蚀
。

这块地内产生小冲沟 8 条
,

淤沟13 条
,

泥沙流失量每亩达 1 7
.

5

纯
,

合每平方公里 2 6 , 2 5 0吨
。

这种坡耕地的浅沟侵蚀现象
,

围绕库区 西
、

南
、

东 三 面

的沟坡 上都普遍存在
。

特别是土质疏松的灰沟
、

桥头一带更为突出
,

对下游威胁很大
。

再如东面岐山七队
,

山腰槽谷全是梯田
,

由于山上开荒
,

土松地薄
,

漫流冲刷严重
。

在

去年 9 月 2 日阵雨 4 6毫米情况下
, 1 3

,

0 00 平方米范围内的梯田土坎被冲垮 41 处
,

淤泥填

满 下游丘块
,

垮方量 1 23 立方米
,

合 1 45
.

6吨
,

平均达 7
.

47 吨 /亩
,

每平方公里 1 1 ,

20 。吨
。

据调查分析
,

年侵蚀模数在 1 万吨以上的强度流失区 5
.

72 平方 公 里 ; 年 侵 蚀 模 数 在

1
,

00 0吨以上的中度流失区 0
.

84 平方公里
,

主要分布在皂角树
、

凉水井
、

大坪子
、

灯 杆

堡等处
; 年侵蚀模数在 1

,

00 0吨以下的轻度流失区有 4 平方公里
,

主要分布在小流 域 中

心的缓坡农地中
,

友部分是属于互相影响的溅蚀和隐匿侵蚀
,

所 以未计入在总流失面积

内
。

综合 上述
,

全流域年流失泥沙量 9
.

72 万吨
,

水土流失既害眼前又影响 后 代
,

主 要

是
:

1
、

淤积江河
、

水库
,

影晌农田瀚溉
,

造成洪涝灾害
。

就近处讲
,

每年约 10 万吨泥

沙下泄
,

如果流入红卫水库
,

每年减少库容 9
.

72 万立方米
,

28 年就淤平报废
; 如果流入

川坝
,

可淤压田地上千亩
。

就远处讲
,

泥沙流入乌江
,

促成长江变黄河
,

并 使 河 床 抬

高
,

洪水泛滥
,

影响交通和水利水 电建设
,

危及 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

去年四川
、

陕西

发生有史以来少见的洪水灾害
,

绝非偶然
,

在破坏水土保持上是一个严酷事例
。

2
、

水土流失造成水滚枯竭
,

早灾倾繁
,

基本农田面积缩小
,

影晌农业 的 稳 步 发

展
。

该小流域内现有基本农田 1
, 1 73 亩

,

每人平均 0
.

58 亩
,

离要求太远
。

没有基本 农 田

的农业是脆弱的
、

粗放的农业
,

靠天吃饭经不起风吹雨打
。

去年夏早
,

红卫水库万亩灌

区出现了不少 8 00 斤
、

1
,

0 00 斤的水稻单产田
,

而无水保证的皂角树生产队的稻田
,

几乎

连稻种也难收回
。

他们生产队的稻田原来也是有水源保证的
, 1 9 5 8年修建山塘 2 口

,

蓄

水 2
.

5万立方米
,

灌田肠亩
。

后由于山上砍光
,

泉水断流
,

山塘望天
,

56 亩稻田变成了包

谷地
,

就是在山塘内栽的水稻
,

也只能收几十来斤
。

小流域内有 g 口 山塘
,

灌田招 7亩
,

现在有 5 口成了干塘
, 4 口质量差

,

蓄不上水
,

田 变土 17 0亩
。

3
、

水土流失造成土浅地皮薄
,

保肥能力理
,

粗食产盆下降
。

据有关 资料 记 载
,

岩石形成 1 厘米厚的土壤
,

要经过 1 00 一 30 0年的成土过程
,

但使其流失只需一朝一夕
。

该流域的土壤流失量相当于每年减少耕地 4 86 亩
,

并且流走的都是肥沃表土
。

从有 机 肥

料损失来看
,

相当于冲走50 余吨氮磷钾速效肥
,

为库 区 16 个生产队每 年购进肥料量的 3

倍
, 表土冲走

,

粗骨性土壤增加
,

磨石砂
、

火石土面积到处可见
,

农耕时不 得 不 铲 草

皮
、

挖生板土种植 ; 生板土再被刨光就成了岩石裸露的不毛之地
。

长此下去
,

我们留给

后代子孙的家业就不是美丽河山而是一片石头和沙滩 了
。

三
、

小流域治理规划

红卫库 区生态平衡失调现象 日趋严重
,

水土流失逐渐加剧
,

水土保持治理任务量大

2 8



面广
。

本流域有人 口 密度大
,

粮食产量低
、

缓丘多
、

气候好的特点
,

确定以农林为主
、

多种经营结合的水土保持治理方针
,

以发展农林生产
,

增加经济收入
,

促进 自然生态的

平衡
。

1
、

农业措施
。

压缩耕地 1 , 6 60 亩
。

目前坡耕地中 25 一 35
。

的有 2
,

8 19 亩
,

35
。

以上

的有 2
,

40 0亩
,

从实际情况 出发
,
先退耕还林 1 ,

“ 。亩
,

其余的 3 ,

55 9亩坡地
,

在 5 年 内

逐步改梯
,

林农间作过渡到停耕育林
。

改梯减小坡度
,

从农技改 良着手
,

提高地力
,

扩

大基本农 田
,

增加粮食单产
。

到 1 9 8 6年农耕地由现在的 9 ,

99 8亩减少到 8 , 3 38 亩
,

压缩面

积占 1 6
.

6%
。

坡土改坡式梯土 1
,

9 16 亩
,

逐步达到 4
,

4 60 亩
。

主要是削减 3 0
“

的坡耕地为 2 0
。

的坡耕

地
。

等高砌坎
,

坎脚留 1 米宽林地平台
。

坎的内外坡比为 1 : 0
.

5 ( 纵比 横 )
,

坎 顶 宽

0
.

6米
。

改造后的梯土面宽 5 一 6 米
,

每亩梯土坎脚平台植桐漆 25 株左右
。

坡土改水平梯土 ( 田 ) 1
,

9 50 亩
,

逐步达到 3 , 。20 亩
。

将 20
。

的缓丘坡地 降为 1 0
。 ,

为

扩大水稻面积作准备
。

水平梯与茶林 带间改
,

即田坎脚为 1 米宽平台茶带
,

梯坎高 2
.

35

米
,

坡比 1 : 0
.

5 ,

坎高出田面 0
.

3米
、

坎顶宽 0
.

6米
。

治理重点放在营盘山
、

灯杆堡两处
,

面积37 0亩
,

作为典型示范区
。

农业技术改 良 4
,

4 00 亩
,

主要采取适当深耕
、

培肥
,

增加活土层
,

横耕垄作
,

提 高

单产
。

2
、

林业措施
。

林地到 1 9 8 6年达到 6
,

18 0亩
,

覆 盖 率 由 现 在 的 2
.

2 % 增 加 到

35
.

8%
。

其中乔木林 由现在的 3 77 亩增加到 3
,

0 77 亩
,

青杠林迹地更新 2
,

5 23 亩
,

经 济 林

5 8 0亩
。

松杉乔灌林安排在四周山脊和坡面
、

沟岸
,

作为分水岭防护林和水源涵 养 林
。

在拦山排洪沟至山顶 之间坡面水源涵养林带宽 50 米
,

和农林间作区沿等高线交替布局
。

林带一律以反坡台阶式营造
,

不提倡普遍炼山
,
以免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

红卫水库管理

所后面在大坝左端的蔡家大山
,

现有灌丛林加。亩
,

划归该所封山管理
,

用鱼鳞坑 营 造

混交林
,

作营林 比较试验
,

维护主坝及气象观测场地
。

青杠林原是有传统习惯 的黑木耳产地
,

是林副产品中的宝贵财产。 自1 9 68 年以后全

部因铲山烧灰
、

开荒放牧变成残林地
。

对这类残林一律封山
,

专人看管
,

作为林副业产

品饭鑫地
。

3
、

水利措施
。

在桥上生产队尖山脚建沉沙
、

防洪兼灌溉的综合石拱 坝 水 库 l

座
,

库容 30 万立方米
,

防止灰沟
、

牛洞沟
、

晏家沟的大量泥沙入
“ 红卫 ”

水库
,

同时可

增灌桥头
、

仓上等生产队 5 00 来亩稻 田
。

维修补漏
“ 继红 ” 水库

,

库容 60 万立方米
。

本水库在红卫水库上游 3 公里
,

系 1 9 78

年作红卫水库淹没赔偿修建
,

石拱坝高20 米
。

由于坝端岩层破碎渗漏
,

影响蓄水
。

计划

灌溉 2 , 0 00 亩的稻田未能受益
,

应维修补漏
,

及早发挥效益
。

维修补漏山塘 9 口 ,

增加蓄水量 9
.

6万立方米
,

恢复原灌面积 4 27 亩 , 沿四周山腰在

高程 1
,

1 50 一 1
,

2 00 米之间的坡面修建拦山排洪沟 n 条
,

全 长9 , 6 00 米
,

拦截山水
,

防 止

冲刷
,
修建石谷坊 27 座

,

防止沟头和沟岸侵蚀
; 沿溜车沟

、

八伦沟两岸河旁
,

建石坎 防

护堤 5 道
,

全长 3
,

0 00 米
,

阻止堤岸继续垮塌
。

预计到 1 9 8 6年
,

塘库蓄水量 由现在的9
.

6万立方米增加到 90 万立方米
,

稻田面 积 由



黄土地区土壤氮素含量与提高途径

彭 琳 彭祥林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提 要

黄土地区土壤氮素含量变幅明显
,

平均含量从 0
.

01 一0
.

09 4 %
。

土壤氮素年流 失 量 为

5
.

77 6 一 40
.

65 公斤 /公顷
。

按照总氮量和氮素 流失量
,

黄土地 区可分为 6个 区
。

种植豆科作

物
、

发展畜牧业和施用化肥
,

是提高土壤氮素含量的途径
。

一

上壤氮素是土壤肥力属性之一
,

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反映土壤肥力水平和上地生产力

的高低
。

水土流失导致土壤氮素与其它营养元素锐减
,

肥力衰退
,

土地生产力低
。

提高

土壤氮素水平与供应能力
,

促进生产迅速发展
,

将是黄土地区综合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

现在的 1 ,

29 6亩增加到 3 , 4 46 亩
,

灌溉面积由现在的 45 0亩增加到 3
,

5 00 亩
。

加上龙洞引水

量
,

每亩稻 田灌水量 由现在的 2 15 立方米增加到 6 0 0立方米
;
基本农田增加到 4

,

22 3 亩
,

每人平均 2 亩
。

农耕地的平均单产由现在的 1 10 斤增加到 35 0斤
,

粮食总产量增 加 到 2 90

万斤
,
林副产品收入如油桐

、

生漆
、

茶叶
、

黑木耳等预计增加到 32 万元 (不包括粮食折

款和烤烟
、

油菜收入 )
,

每人平均分配现金 1 1 5元
, 粮食 1

,

0 70 斤
,

按三分之二的劳动力

投 入农业生产计算
,

每劳力产粮 5 ,

40 0斤
。

水土保持怡理面积 由现在的1 , 0 70 亩增加到 8
,

8 23 亩
,

占总面积的B 9
.

8%
,

土壤年流

失量由现在的9
.

72 万吨削减到 0
.

5万吨
。

四
、

完成流域治理的组织措施

l
、

加强领导
,

统一思想
,

分工负责
,

齐心协力 ;

2
、

各项工程实行合同施工制度 ;

3
、

随田到户的林木或新建托管的林地
,

个人只有管理养护权
,

没有 砍 伐 处 理

仪;

理 、

停耕区和青杠林地一律封山育林 ;

5
、

在平整改地范围内
,

谁改谁有
,

谁种谁收
,

政府不加派征购
。

本小流域治理是贵州省乌江流域黄壤山 区水土保持工作的试点
,

也是水库区水土保

持的新工作
,

要求今冬主体工程上马
,

三年全部建成
。

后 2 年巩固提高抓效益收入
,

为

本省小流域治理打下 良好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