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土保持讲求经济效益
,

必须正确

处理一些向题的生态关系

侯 学 姐

(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 )

所谓生态关系的观点
,

就是要认识到在 自然界中动物
、

植物
、

微生物等生物成分之

间
,

水
、

土
、

光
、

气
、

热等非生物成分之间以 及生物与非生物成分之间都是相互联系
、

相互影响
、

相互制约的
。

为了保持水土
,

更好地发展农
、

林
、

牧
、

渔业
,

就要掌握生态

规律性
,

根据这种自然规律性
,

采取正确的措施
,

才能得到预期的经济效益
, 否则就会

劳而无获
,

甚至得到相反的结果
。

在最近四五年中
,

我先后到内蒙
、

黑龙江
、

吉林
、

山 东
、

山 西
、

河 北
、

河 南
、

云

南
、

四川
、

青海
、

江苏
、

福建
、

安徽
、

贵州
、
广西

、

广东
、

湖南
、

宁夏等省 (区 ) (包

括海南岛和西双版纳 ) 进行调查
,

各地大农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
,

深感如何从生态学

观点
,

正确处理若
一

于生态关系问题
,

是当前求得经济效益的关键
。

现就有关水土保持方

面的一些问题的生态关系
,

提出下列看法
。

供大家讨论参考
。

一
、

在发挥土地资源作用的问题上

必需正确处理改造和利用的关系

华南山地丘陵
,

原来适宜用来作为林业或木本油粮的基地
,

但 自
“ 农业学大寨 ” 以

来
, 不少地方竟铲山头

、

填坑注
、

改天换地
,

大搞
“
人造平原

” ,

不仅浪费 了 很 多 人

力
、

物力
,

而且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

例如
,

闽南长泰县 1 9 7 4年的 t’2 8 21 ” 工程
,

即计划铲平 28 个小山头
,

填平 21 条小坑垄
,

结果毁掉 3的亩马尾松林
,

花费 43 万个 劳 动

日和 1 8万元材料费
,

只造出表土为红壤的
“ 生土 ” 早地 3 00 亩

。

第二年 种 上 25 万斤甘蔗

苗
,

施用万斤化肥
,

只收回甘蔗 2 1万斤
; 又遇着山洪爆发

,

生土冲到低处
,

淹没了低处

的良田
。

广西玉林西南公社
,

19 75 年用炸药定向爆破
,

削平三个山头
,

造田 30 亩
,

爆药

花费 5万元
,

造 田30 亩未成
,

反而附近十几亩农田被爆破的岩石和
“ 生土 ” 淹埋了

。

安徽省大别山上的金寨县
,

群众在解放战争 中献出了近十万人生命
;
解放后

,

为了

修建水库
,

把县城附近农田淹掉十万亩
,

农民被迫迁居
,

因生活居住未安排好
,

农民只

好慢慢回到山上砍树开荒
。

当地群众说
: “ 十万子弟兵

,

十万亩 良田
,

十万 人 无 家 可

归 ” 。

但是
,

另一方而又把大别山北麓的霍丘县城西湖的水排去
,

围湖造田若干万亩
,



从而使淮河 中游失去了蓄洪排涝的能力
,

早涝灾害频繁发生 , 使三千多渔民失业
。

群众

说
: “ 围湖是围了锅底

,

淹 了锅边
” 。

湖堤周围高处
,

群众的农田反而时常被淹
。

为什

么一方面在山上淹 田蓄水
,

另方面又在山下排水造田
,

这显然是把改造和利用对立起来

看待的突出事例
。

贵州安龙县上面五公里处有一个两千亩面积的皮塘海子 (即湖泊 )
,

解 放 前 号称
“
十里荷花池

” ,

原来出产藕
、

莲子
、

菱角以及鱼
、

野鸭等 , 1 9 5 1年当地政府把水放掉
,

改为劳改农场
,

种植水稻
、

小麦
,

亩产粮食不过几百斤
,

因湖底是泥炭土
,

土壤肥力不

足
,

全靠化肥维持地力
,

现在农场每年亏本 20 一 30 万元
。

过去
,

洪水 时皮塘 海 子 水 多

了
,

就可 自然地通过海龙 门溢洪到下游能蓄水 4 00 万立方米的
“
绿海子

”
里

。

这 个
“
海

子 ”
水面 7 00 亩

,

但是 1 9 7 2年在
“
向海子要田

” 的 口号下
,

又把水放掉
,

因这个
“
海子

” `

水较深
,

只能造田 3 00 多亩
,

其余3 00 多亩变为沼泽地
。

放水后反把低处的 良 田 淹 没 了

50 0一 60 0亩
,

强迫农民搬迁
,

造成官民关系紧张
。

原来两个海子的地势较县城为高
,

县

城附近有泉水
,

农田又能自流灌概
。

自湖水排掉后
,

不仅农 田失去自流灌溉的条件
,

而

且泉断了
,

连县城居民饮水都发生困难
。

放水前
,

两个海子出产鱼类
,

县城有条街名叫

广东街
,

专 门卖鲜鱼
,

现在县里也没有鱼吃了
。 “ 海子 ” 原来出产的鱼

、

莲子
、

藕
、

野

鸭
,

现在根本就没有了
。

当地群众说
: “

得到一只麻雀
,

打死了一只老母鸡
” 。

这正是

各地不顾经济效益
,

`

盲目改造 自然
,

而忽视利用 自然的形象描述
。

最近
,

我到宁夏 自治区地面考察 了20 天
,

最后沿着引黄灌区又作了航空考察
,

给我

最突出的印象就是
:
在飞机上可以看到银川以北

,

两干渠以东分布着大面积的具有水源

的沙土地和盐碱地
,

尚没有允分利用
,

而有些人偏偏要开发贺兰山东麓地势较高的戈壁

滩
,

完全靠打深井抽取深层地下水来灌溉
,

种树种草
。

据 区科委调查
,

银 北 还 有 可用

作农田的荒地 (沙地和盐荒地 ) 面积 1 8 0万亩 ;
在 已耕地中

,

不同程度盐渍化的土 地 也

有 1 40 多万亩
,

占耕地面积的 45 %
。

为什么不利用和改良这些有水利条件的几百万亩 的荒
地和耕地

,

而要在贺兰山前镇北堡或金山靠地下水搞农牧场或造 防护林 ? 这是很不讲求

经济效益的
。

那里有得天独厚的黄河
,

为什么不因地制宜利用灌区内的荒地
,

发展农
、

林
、

牧
、

副
、

渔业 ? 为什么不改良盐碱地
,

提高粮食产量
,

而要用
“
古封存水

”
来改造

戈壁 ?

在土地的改造和利用的关系问题上
,

人们主观愿望要改造半干早草原和黄土丘陵为
卜

乔木林是好心
,

但是从经济效益 出发
,

是不合算的
,

甚至是不可能的
。

我最近在宁夏看

到
,

从灵武到盐池
、

从盐池到同心沿途几百公里的公路
,

两侧所栽的杨树
,

由于水分不

足 (年雨量仅 2 00 一 30 0毫米 )
,

很少有成活的
。

西吉县海拔 2 ,

00 0米的黄土丘陵上的梯地

鱼鳞坑内栽的杨树
,

虽然活了
,

但也很难长大
,

以后必然长成
“
小老树

” 。

我认为
,

与其

在盐池那一带用汽车拖井水浇树
,

不如在沙土上大力栽培 耐早的沙柳
、

柠条
、

沙篙等灌

木或半灌木
,

既可防止
“
沙漠化

” ,

也能作饲料和薪炭
,

这才是因地制宜
、

充分利用土

地的方针
。

至于黄土高原
,

在源上或坡上可种紫花首猎
、

草木裤等草类和山毛桃
、

山杳

等灌木
,

山麓或冲刷沟内适当栽树
,

这也是充分合理利用黄土的方针
,

不一定要一律改

造成乔木林
,

就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

我认为
, 《齐 民要术 》 一书中说

, “ 顺天时
,

量地利
,

则用力少而成功多 , 任情返
_

.



道
,

劳而无获
” 。

这是千真万确的
.

二
、

在水利建设问题上
,

必须正确处理

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的关系

水是发展农业不可缺少的条件
,

我国东半部属季风雨地区
,

全年雨量分配不均
,

雨

量集中在夏狄季
,

尤其是暴雨多
,

易发生春旱秋涝
,

所以水利建设中的水库工程措施等

在全国山地是完全必要的
。

而且如果设计合理
,

有些地方既能发挥水力发 电
,

又能实行
.

自流灌溉
。

至于过去某些水衬工程中的
(

失误
,

是可以逐步改进的
,

而不是水利工程措施

本身的不重要
。

当前的间题 忍要加强认识生物措施是水利建设中不
一

可分割的部分
。

水库上游的水派

林 和库区周民的天然林的保护或营造
,

是水库的不可分割的同一个生态系统
。

因为天然林

具有多层多种的复杂结构
,

林下又有一层很厚的凋落物地被层
,

雨水透过林冠枝干缓慢

地流入地被誉内
,

沿着林内地下结构分流
、

渗到土壤深层中
,

变成地下水 , 可减少地表

径流
,

这样就可调节河流水量和水库蓄水量
。

否则
,

暴雨来时如无森林帮助涵蓄
,

水炸

势必要 立创排汝
,

蓄水量就受限制
,

而在无雨时
,

水又蓄不满库容
。

有了森林就可细水

长流
,

启社能调节和保 i寺天上水
、

地上水和地下水的生态平衡
。

所 以 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派

扣结 合
,

_

丁 能发挥水利建设的更大作用
。

据我在海南岛
、

广西
、

广东
、

贵州
、

福建
、

安徽
、

湖南等省考察的大小水库
,

来尔

面森林大多被破环
,

水库周围山坡也多被开垦
。

例如
,

海南岛松涛水库上游集雨仄原有

I扔 万亩天然森林
,

现仅存 30 万亩
,

由于失去 了大面积森林涵养和调节水分作用
,

以 蒙

雨季要溢拱
, 犷户季又缺水

; 雨时发生塌方
,

使泥沙不断淤积库底
,

降低水库容量
,

从和

缩短水库本身寿命
。

如果水库上游没有森林
,

一遇旱年
,

山上无水下米
,

水就断流
, `

小水电站就停电
,

因而就不能发挥水库应有的经济效益
。

又如
,

福建浦城县水北公社水

作 上游的森林大量被砍伐
,

四周山头光秃秃的
, 1 9 7 8年遇早年

,

全社有三分之一的田地

受旱 , 而距该公改不远的另一宫路公社因山地的森林大都保护较好
,

在同样大早之年
二

全公社基本术受 旱
。

广西南部的十万大山
,

是北仓河等儿条大河的发源地
。

林区所建筑的儿个水库
,

直

接影响防城
、

上思
、

钦州三县30 万亩耕地的农业
。

由于森林三次大破坏
,

水早灾频繁发

生
。

如那勤公社 1 9 6 8年建成的小水电站
,

装机容量为40 千瓦
,

随着森林的破坏
,

现在只

能发电 1 0千瓦
。

分浦水库原来四周山地有森林 1 3 , 0 00 亩
,

现只剩下不到一半
,

库周山地

又有大而积梯由
,

雨时山坡泥土冲下淤积水库
,

当然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益
。

最近在宁夏自治区固原县的黄土高原调查
,

该县 1 9 5 8年 以来
,

建筑了 5 个中型水库

( 1 ,

00 0万孤方米以上的 ) 和 60 个小型水库
,

现在都被泥土淤积 , 原设计库容 2
.

2亿立力
-

米 ,
现 已淤积 了l

、

3亿立方米
。

5个 中型水库 已有 3 个不能渡汛
,

根本不起 存 水作用
。

现在所有的中
、

小型水库都在加高库坝
。

就我所看到的店子洼中型水库
,

原 来 坝 高 3。

米
,

1 0 3 0年 已淤半 ; 近两年来加高库坝两次共 9 米
,

库中无水
,

而汛期又不敢存水
。

我

看虽然报纸 仁或门头上喊的是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
,

但做的还是采取加高库坝的



怡标办法
。

我想再加高库坝
,

也赶不上黄土的淤积速度
。

山
、

水
、

林
、

田
、

路是一个生

态系统
,

只有采取
“ 山顶戴帽子

,

山腰灌木带
,

乔木进沟岔
”
的方针

,

即 采 取 生 物措

施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
,

才是治本的办法
。

根据此次调查
,

固原县的 60 个小型水库中

只有沙岗
、

海子峡
、

红堡
、

园疙疽
、

郭庙等 5 个小型水库基本上没有淤积现象
,

因为 5

个水库是位于六盘山有森林的山麓
,

那里山上无冲刷
,

常年又有细水长流的泉水
,

充分

说明了绿色蓄水库与工程水库的关系
。

由此可知
,

工程水库的上游如果缺乏森林或植被
,

夏季一遇暴雨
,

山上泥土冲下淤

积库底
,

大库变为小库
,

寿命缩短 , 雨水多了
,

一时水库装不下
,

只得流掉了 , 一遇大

早
,

山上无水下来
,

水就断流
,

最后水库无水
,

就得停电
。

如果 山上有森林
,

不仅大部

分暴雨可存在森林内
,

细水 长流入库
,

天旱时水库的水还可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
。

所以
,

为了增加工程水库的蓄水量和发挥更大的效益
,

必须保护 、 恢复和加强水源林的建设
。

当然
,

在水利建设问题上
, _
仁程措施不是单纯水源林所能代替的

,

但同时水源林 的保持

水土
、

涵养而水的作用
,

也不是水利工程所能代替的 , 两者互相结合
,

相辅相成
,

才能

发挥水利建设的重大作用
。

三
、

在林业经营问题上
,

必须正确处理营造与砍伐的关系

1 9 5 8年以来
,

全国
“ 大炼钢铁

” ,

接着是
“ 以粮为纲” ,

到处陡坡毁林开垦
、 “ 刀

耕火种
” ; 近年来

,

由于林权的转变
,

农民怕政策多变
,

有些农村干部和群 众 随 处 砍

树
;
尤其是林业部门长期重采轻造

,

各省森林覆盖率大为减低
,

以致引起南方山 区水土

冲刷严重
,

普遍发生泥石流
,

水早灾害频繁发生
,

甚至有的地方连人畜饮水 都 发 生 困

难
。

因烧柴缺乏
,

秸秆烧掉不能还田和作词料
,

以致影响了农业
。

所 以全国提倡营造森

林是当务之急
。

造林应包括用材林
、

薪炭林
、

防护林
,

其实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
。

大河 流都出 自高

山
,

这些高山上要营造涵养水源林 ; 河流要造护岸林
; 滨海要 营造防风林

;
湘桂走廊的

寒潮入侵
,

危 害经济作物
,

要营造防寒潮林 , 华北和宁夏要 营造防干热风林
。

这些防护

林的营造
,

不仅间接地可 以调节气候
、

涵养水源
、

稳定河川流最
、

防风固土
、

保 护和美

化环境
,

从而可防止或减少 自然灾害
,

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
,

保障农田水利
,

为农业高

产稳产创造有利条件
,

而且森林本身提供木材和薪炭是人们生活和生产不可 缺 少 的 物

资
。

此外
,

木本油粮林和果树林的营造
,

也是人们生活上更不可缺少的 “
大粮 食

” 的一

部分
。

我国西南部石灰岩所 占面积很广
,

石灰岩 由于成土过程很慢
,

土壤少
,

坡度陡峭
,

森林破坏后
,

水土流失更为严重
。

加以石灰岩多裂缝
,

渗漏性强
,

地表河系少
,

地下水

深藏
,

人畜用水常感困难
。

贵州西南部兴义石灰岩地区的巴结一带
,

因森林长期破坏
,

现在 已形成
“ 石荒漠

” 景观
。

但是如果在石灰岩裂缝中有少量土壤处
,

营造一些喜钙性

树种加以保护
,

还可以充分利用露石所占的空间和光能
。

目前许多森工林场以转业改为

造 林场为好
,

营造防护林
、

用材林
、

薪炭林
、

经济林
。

在营造森林的同时
,

对于 目前山地残存的小面积原始林
,

除的确属过熟林必须砍伐



外
,

一定摹实行采育择伐方式
,

应绝对禁止皆伐
。

尤其不应借着
“
造林

” 之名而干
“
伐

林
” 之实

。

在南方过去提倡全垦造衫木林
,

而且每片要求万亩以上
,

就是先把山上的原

有自然林砍掉
。

翻南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很深刻的
:

湖南雪峰山于 19 74 年到 1 9 7 5年连

续两年在坡度 3 00 以上的山坡上
,

把原有的 自然林砍掉
,

全垦栽培杉木
,

杉木间又 种 玉

米
,

名为造林
,

实是开荒和
“
伐林

” 。

结果 1 9 7 9年 6月 27 日一场特大暴雨
,

就造成山洪

暴发
,

仅雪峰山东麓的洞口县
,

因这一场山洪就造成56 人死亡
,

4 66 人受伤
,

冲毁 了 耗

费 20 。万元所建成的水电站
,

冲走和冲倒房屋 2 , 6 00 多座
,

冲毁稻田 1万多亩
,

旱 地 2
.

5

万亩
,

还有耕牛
、

粮食
、

木材
、

机械
、

公路
、

通讯设备等损失无数
。

这显然是借着所谓
“
造林

” 之名 而破坏森林是实
,

因而遭 到自然界的严重惩罚
。

这几年在南方因破坏森林

不断受到 自然界洪水惩罚的教训
,

实在不能不记取了
。

最近我到宁夏六盘山调查
。

六盘山是我国湿润区过渡到干早区的一座高山
,

它是黄

土高原中的一块
“ 宝山 ” ! “ 宝山” 不仅在于它是生物基因库

,

出产许多动植物资源
,

还在于它是天然的绿色蓄水库
。

解放以来
,

中央一直把该山作为保护区看待
,

没有下达

木材任务
,

这是完全正确的
。

但是 白 “ 文革 ” 以来
,

有人认为那里 “
远看绿油油

,

近看

无木头
” ,

因而提倡所谓次生林改造
,

执行 “ 垂直廊状开带
” 的方针

。

实际上 足以改造

为名而十
“
伐林

” 是实
。

我认为
,

在该山无林处应人工造林
,

营造当地乡土树种较有把

握
。

而在有林的地方应以封山育林为主
,

特别是所谓
“
吊桩

” (即把生产队设在林区 )
,

应赶快移 民
。

因为黄土高原主要矛盾在于水土流失和缺水
,

六盘山的天然林 应 封 育 为

“
水源涵养林

” ,

不宜再执行什么
“
水源涵养用材林

” 的方针了
。

宁夏用材林应在引黄

灌区发展
,

既可作用材
,

又可作防护
,

而且水分充足易于成材 , 还可作生物排水器
,

有

利于黄灌区土壤盐渍化的改 良
。

六盘山的年雨量在 6 00 毫米 以上
,

又有母树种
一

予和 天 然

幼苗
,

只要严格封育
,

让它有休养生息的机会
,

很快就会恢复成较好林分
。

这些具有异

龄
、

多种
、

多层
、

混交的复杂天然林
,

口前人工还是造不出来的
。

如果将这些 自然林保

护起来
,

让其自行演化
,

是有得无失的事半功倍之举
。

为了保持水土
,

造林是必要的
。

但在很多情况下也不应先毁林后造林 ; 在某些条件

下要把合理封育看作是森林更新的手段
,

这才是正确处理造林和伐林两者的关系
。

四
、

在畜牧业发展问题上
,

必须正确处理

集中经营和分散饲养的关系

南方发展畜收业具有很大的潜力
。

长期以来
,

各地培养了许多猪
、

牛
、

羊
、

鸡
、

鹅
、

鸭等地方畜禽品种
,

同时畜禽的饲料资源也是丰富多样的
。

路旁水边草丛茂密
,

水稻田

收割后可饲养鸭
、

鹅
,

海滨潮水退落时可放猪
,

养鸭
。

花生
、

豆类
、

玉米的茎叶及油饼

发酵后都是优质饲料
,

还有水生的假水仙
、

水浮莲
、

红萍
、

水葫芦等
,

以及绿肥如若子
、

紫云英等
,

都可作精饲料的来源
。

此外
,

在偏南的过渡热带和热带地区
,

还 特 产 橡 胶

果
、

娜子饼以及甘蔗制糖的副产品
,

都是奶牛的优质精饲料
。

我国畜牧业基地虽在西北

部
,

但全国奋牧业产品却多来 自南方农业 区
,

可见南方发展畜牧业的潜力是很大的
。

过去在南方山区养牛
,

虽有一定的历史
,

但一向属分散到森林内或小片草坡上粗放

2 O



饲养
,

而不是集中经营的
。

但是
,

目前有人提出
“
向南方草山要肉

” 的口号是值得商榷

的
。

南方山地
、

丘陵上 目前虽长有芒草
、

五节芒
、

斑茅
、

白茅
、

扭黄茅等天然牧草
,

但

草质劣
,

可食性差
,

生物生产量低
,

其营养成分也不如北方草原或盐碱土上 所 长 的 牧

草
。

南方山地大多是截性土
,

如果集中饲养牲畜
,

就必须改良土壤
,

才能种植营养价值

较高的牧草
,

包括豆科牧草
。

改良土壤就要挖土
,

在山坡上挖土就会 引起水土流失
。

为

了补充南方山地五个月枯草期的饲料的不足
,

必须种植青贮饲料
,

因而在山上开垦种玉

米等
,

目的虽然为牧业
,

实际上是在山地上开垦搞农业
。

加以山地集中放 牧
,

人踩 畜

踏
,

形成无数冲刷沟
,

造成了更严重的水土流失
。

要知道 目前南方草山实际上都是历史上森林破坏后的次生植被
,

特别 是 自
“ 大 跃

进
” 以来

,

南方山地森林经过三次大破坏
,

次生草场面积不断扩大
,

逐渐由小片连成大

片
。

这些草山原来大都是许多河流的水源林
,

林冠既可截流雨水
,

枯枝落叶层又能阻止

地面径流
,

而且地下根系远比草地根系层深厚
、

疏松
,

能使更多的雨水渗入地下而涵养

起来
。

草地植被难以抵御暴雨
。

如果把高山陡坡草地变为大规模畜牧场
,

放牧 强 度 增

大
,

势必会引起水土冲刷严重
,

畜牧饲料既无保证
,

又将更加引起生态平衡的失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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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谈的 4 个间题
,

包括土地资源利用
、

水利建设
、

林业经营
、

畜牧业 发 展 等

等
。

谈的内容是如何处理每个问题中的两种关系
,

实质上是说如何保持它们的生态平衡

问题
。

大农业的本质就是物质和能量的转化过程
,

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
。

人们为了促使生

物生产量越来越高
,

形成 自然界的 良性循环
,

就必须根据生态规律性
,

采取符合科学的

技术措施
,

即不断地保持生产过程 中的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平衡
,

才能促使农
、

林
、

牧
、

渔和多种经营各业得以发展
。

只有在不断地变化的情况下保持系统中的平衡
,

生物生产

力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
,

经济效益才能不断提高
,
人民的生活才能 日渐富裕美满

,

我们

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可更好发挥
。

这就是我谈
“ 正确处理一些生态关系 间 题

”
的 目

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