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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中南山丘地 区主要指泰山和沂山南北
,

包括 7 个地 (市 ) 的 40 多个县
。

按自然地

理条件
,

这里的植被应属暖温带半湿润的落叶阔叶林型
,

林下还应该有茂密 的 灌 木 草

丛
。

但这些自然植被早已破坏殆尽
,

加上近十几年来滥砍滥伐
,

大面积陡坡开荒
,

生态

环境严重失调
。

为了搞好水土保持
,

发展山区生产
,

根据调查资料
,

仅就 5 个 县 作 重

点
,

探讨鲁中南水土流失的危害及其防治途径
。

一
、

基本情况

蒙阴
、
沂水

、

临胸
、

泅水和新泰 5 个县
,

是鲁中南暴雨中心
,

有沂蒙 72 尚
、 4 座

1, 00 0米以上的山峰
。

人口密度 27 4一 48 4人 / 平方公里
,

平均 4 11 人 / 平方公里
。

年降水

量 85 。一 9 00 毫米
,

6 一 9 月降雨占全年 70 % 以上
。

暴雨集中
,

强度大
,

日 最 大 降 雨量

51 3一 5 1 6毫米
; 一次降雨超过 50 毫米的年平均 3 一 4 次

,

多者达 6一 8 次 ; 一次降雨超

过 1 00 毫米豹
,

年平均0
.

2一。
.

3次
。

这些山丘区的土壤
,

大体可分三类
,

即棕壤
、
褐土和潮土

。

棕壤主要发育在太古代

花岗岩片麻岩等岩浆岩和变质岩风化物上
,

山东省群众一般称这类地区为砂石山区
,

分

布约占 5 县总面积 65 一 75 % , 褐土主要是发育在寒武纪等沉积岩风化物上
,

群众称为青

石山区
,

占总面积 30 %左右
; 潮土分布在山间平原及河谷两岸低洼地带

,

约 占 总 面 积

5 %
。

二
、

水土流失现状及其危害

(一 ) 水土流失面积姐渐扩大

5 县总面积 8
,

44 0平方公里
,

原水土流失面积 6 , 1 57 平方公里
,

占总面积73 %
。

解放

了、 了、 了、 扩、 扩、 扩、 了、 沪、 扩、 了、 了、 沪、 了、 了、 了、 了、 扩、 了、 笋、 沪、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尹、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尹、 了、

在山上退耕还林 4
,

0 00 亩
,

造林 l 。
,

。00 万亩
;
治理面积共 16

, 0 00 亩
,

占 总 土 地 面 积 的

“ %
,

全面根治了水土流失
。

粮食亩产年年过
“ 长江 ” ,

总产由 70 万斤上升到 3 43 万斤

增长了 4 倍
,

总收入由 1 0万元增加到79 万元
,

增长 了 7 倍
。



后治理面积曾达到 3
,

75 2平方公里
,

占流失面积 61 %
。

据 1 9 8 2年对这 5 个县考察分析
,

近十几年来因治理措施遭受破坏
,

效益减退
,

加之

采取了新的不合理措施
,

总的水土流失面积又扩大到 6 , 4 40 平方公里
,

占总面积 76 %
,

治

理面积为3
,

7 53 平方公里
,

占流失面积 44 %
,

内有控制流失面积为 1
,

3 22 平方公里
,

占流

失面积 20
.

5%
。

(二 ) 植被破坏
,

坡耕地流失严重

总的看
,

砂石山区较青石 山区流失严重
。

蒙阴县 1 9 8 1年对 10 座小型水库
、

塘坝测淤

资料表明
,

砂石山区高都水库和青石山区张林水库上游
,

因毁林开荒和耕地梯田排水系

统不配套
,

造成严重流失
,

侵蚀模数每平方公里达 1万吨以上
。

在一般情况下
,

砂石山

区 4 个小流域 5一 23 年平均侵蚀模数为 3 , 3 6 2
.

4吨 /平方公里
,

青石山区 4个小流域 8 一

17 年为 1 , 5 3 5
.

0吨 /平方公里
。

从各流域利用特点看
,

侵蚀模数随垦殖指数增大而增大
,

随林地覆被率
、

郁 闭度增大而减小
。

可见
,

当前农地水土流失最为严重
,

荒坡次之
,

林

地最轻
。

1 9 81 年 4 月调查 n 块坡耕地
,

其中砂石山区 7 块
,

地面坡度 3 一 1 1
。 ,

因无边无沿又

采取叠地顺坡种植
,

年平均流失土层 1 0
.

2毫米 ; 青石山区 4 块地
,

地面坡度 3一1 0
。 ,

有

的是 12 一2 5
。

开荒地
,

年平均流失土层 6
。

1毫米
。

林地虽有不同程度 的水土保持效果
,

但鲁中南森林覆盖面积太小
,

临沂地区毅盖率

平均 10 %
,

上述 5 县多在 n 一15 %左右
。

目前除少数大队和国营林场覆盖度 可 达 0
。

7以

上
,

基本控制了水土流失外
,

大多数山丘林地还是琉林
、

幼林
,

郁 闭度小 于。
。

4 ,

且 林

下灌木草类稀少
,

水土保持作用甚微
。

前几年
,

由于盲目束河造地
、

陡地开荒
、

毁水土

保持林和河滩防护林
,

一个县即达数万亩
,

甚至 10 多万亩
。

如沂水县 1 9 57年造林达 57 万

亩
,

比解放初期增加 2
.

3倍
, 1 9 5 8年毁林 1 7

。

5万亩
,

十年浩劫又滥伐 21 万亩
。

近 年 来虽

然新造林 2 4
.

5万亩
,

加上原有林共 51 万亩
,

但多为幼林和疏林
,

覆盖率不大
,

效益难以

发挥
。

这是近期水土流失剧增的一个重要原因
。

该县沙沟水库上游 1 64 平方 公 里
,

因陡

坡开荒严重
, 1 9 7 8一 1 9 7 9年一年进库泥砂达 6 3

。

8万吨
,

侵蚀模数 3 , 83 0
。

2吨 /平方公里
,

较 1 9 7 8年前 19 年平均 1 , 9 7 8
.

6吨 /平方公里增大9 3
.

6%
。

蒙阴县联城公社位于石山大队陡

沟塘坝上游
,

林草郁闭度 90 % 以上
,

土壤腐殖质层厚达 3 一 5 厘米
,

25
。

山坡亦无 冲 刷

痕迹
,

建坝 20 年基本未见淤积
。

但 1 9 8。年开荒 5 亩
, 6 月下旬一次降雨

,

冲进一个体积

有80 立方米的砂堆
,

每亩流失量达 1 6
。

5吨以上
。

该县 旧寨公社沈家庄大队有一户 4口人
,

集

体分给责任田 6 亩
,

自家又开荒 12 亩
,

超过集体耕地 2 倍
。

高都公社东沟大队上报耕地

43 2亩
,

实际垦殖面积已达 1 ,

00 。亩以上
,

因大部为顺坡耕种
,

春播之后鲜土满坡
,

汛初

一次降雨 30 毫米
,

在地面 1 7
。

的坡耕地上
,

土壤流失量达 8
。

6吨 /亩
。

这里也正是 高 都水

库上游
,

流域面积 6
。

3平方公里
,

侵蚀模数达 1 6 , 3 80 吨 /平方公里
,

可谓山东省所罕见的

情况
。

(三 ) 水库淤积 t 剧增
,

缩短了水库寿命

根据 1 9 7 3年水利工程大检查及 1 9 7 9年水利年报资料
, 5 县的 5 座大中型水库上游

,

按各库淤积泥沙粗略计算
,

各流域的侵蚀模数平均约在 1 , 4 30 一 2 , 860 吨 /平方公 里
。

但

是 19 7 4一 1 9 7 9年较 1 9 7 3年前均有增大
,

泅水华村水库增加 7
.

42 倍
,

新泰县金斗水库增加



3
。

“ 倍
,

其他各库一般增加 40 一 90 %
。

根据冶源
、

岸堤
、

拔山等 3 座水库流块内雌雨量

记录
,

后 6年比前 1 2一“ 年平均少 6 2
。

7一 1了1
。

6毫米
,

其中 ` 一 9 月平均少 7 5
。
3一 1 6 4

.

3

毫米
, 7一 8 月份平均少盯

.

6一 1盯
.

9毫米
。

可见近年来水土流失量增大
,

并 非 降雨 量

多
,

而是采取了一些不合理的措施所致
。

以上 5 座水库加沂水县沙沟水库
,

至 1 9 7 9年共淤积 1 , 2 88 亿立方米
,

占总 库 容 1 6
。
7

亿立方米的 7
.

7 %
。

其中兴利库容 8
.

83 亿立方米
,

淤积。 ,
. 亿立方米

,

占10
。

2%
。

但 1 9 7 3

年前” 一 1荟年共淤积 7 , 8 70 万立方米
,

平均年淤衣 5 60 一的。万立方米 , 而 19 7 4一 1 9 7 9年 6

年平均年淤积 B3 5万立方来
,

较 197 3年前每年多淤 235 一2 7 5万立方米
。

水库淤积 剧 增必

然降低灌溉效益
,

缩短水库寿命
。

据以上资料和实测水库淤积泥沙的分布情况
,

兴利库

容的淤积量
,

一般可占总淤积量 70 %左右
。

若灌概定额按 5 00 立方米 /亩计
,

以
_

上 6 座水

库按 目前淤积速度
,

每年约减少 16
, 7 00 亩灌概水源

。

临沂地区47 座大中型水库总库容 3 7
.

,亿立方米
,

己淤积 2
.

5亿立方米
,

几

淤在兴 利 库

容的有 !
.

5亿立方米
。

小型水库塘坝淤积更快
,

如 1 9 5 6年建成的首南县大山公社 青年水

库
,

总库容10 万立方米
,

到 1弱垂年仅 8 年时间就淤平
; 1分5 8年建成的 日照县泉川水库

,

蓄

水 1 7万立方米
, l奋6 9年仅 11年即淤平

。

全区 已淤平报废塘坝2
,

口00 座
,

占塘坝总数 7 , 1 33 座

的 2 8 %
。

新泰
、

蒙阴
、

临胸 3县共有塘坝 2
, 1 74 座

,
已淤平报废 4 51 座

,

占总数 2 0
。

8 %
,

贾巾蒙朝县淤平报废 26 0座 ,
占全县塘坝总数的 3 6 %

。

目前淤积仍很迅速
。

如泅水 县 圣

水峪公社 38 座塘坝
, 壬毒座小型水库

,

总库容 3 52 万立方米
,

已淤积 64 万立方米
,

占 总 库

容 1 8
.

2 %
。

有一座 30 万立方米的小型水库己淤积20 万立方米
,

再有10 年即完全失效
。

(西 ) 河床拾商、 泄洪能力降低

据省水利厅土管处 19妈年对境内部分河道淤积测量和临沂地区水建指挥部资料
,

鲁

中主要河道均有不同程度的淤积
,

沂沐河近 30 年淤积 .1 5亿立方米
,

临沂地区 21 9条中小

河流平均淤积 0
.

5米多
。

1 9 7 9年实侧沂河 1 30 公里
,

沫河 1 50 公里
,

较1 9 6 5年和 1 9 7`年平均

每年淤积 7
,

5 86 和 8 , 1 44 立方米 /公里
,

其中最大淤高 2 米和 .1 4米
。

洒河
、

大演河实测7 4

和 8 5公里
,

较1 973 年平均每年淤积6 , 。缸和 9 , 1时立方米 /公里
,

因此降低了河道泄 洪 能

力
。

如原设计临沂的沂河大桥通过G , 。的立方米 /秒的洪水不漫桥
, 8 , 0 00 立方米 /秒的洪

水漫桥可通车
,

但因 1 9 7 4年附近河床抬高 。 ` 5米
,

通过 4 ,
0 00 立方米 /秒的洪水即漫桥面

,

泄洪能力降低 1 / 3
。

临驹县弥河瑞庄站1 9 7 4年实测 1 48
.

7米水位线上
,

过水断 面 为 1 79 .4

立方米
,

行洪能力为 6 1办立方米 /秒
,

至1 9 80 年断面淤 积 30
。

9%
,

河 道 泄 洪 能 力 降低
2 9

。
2%

。

蒙阴县境内34 条主要山河
,

有 2 8条河床抬高
,

造成每年沿河受 涝 1
.

5万 亩
,

水

冲沙压绝产一万亩
。

仅此一项
,

全县每年即要少收粮食 2
,

l2’ 5一 2
,

50 。万斤
。

泅水县小尼

河
,

10 年来河床抬高 1 米
,

河底高出北野村地基
。

新泰县的龙廷公社四埠岭上
,

10 多平

方公里草木难生
,

猪脸地
、

砂皮梁
,

一望无边
。

龙廷河白沙滚滚
,

40 年来已由十儿米宽

(缩河造地前 ) 增到 1 50 多米
,

将大呈泥沙拥进东周水库
。

(五 ) 洪早灾容严重

水土流失加剧
,

也加重了洪早灾害
。

临沂地区 1 9 4 9一 1 9 74 年河道决口 26
,。 00 处

,

冲

毁水工建筑物 17
, 。00 座

、

地捻 7 7 8
。

5万道
、

房屋近百万间
,

水灾面积 3 , 2 26 万亩
,

减产粮

食幼亿斤
。

沂水县 1 0 7 4年汛期山洪暴发
,

河道决口 4 71 处
,

冲垮小水库 8 座
,

倒塌 房 屋



1 3 ,

70 。间
,

冲走粮食 1 22 万斤
,

受灾减产 5, 0 00 多万斤
。

蒙阴县近 8年出现 严 重 洪 灾 4

次
、

早灾 3次
,

冲毁塘坝 1 04 座 , 近两年洪早交加更加频繁
, 19 7 9年一次洪灾

,

河 堤 决
口 1 1 3处

,

冲毁 2 6 , 0 0 0多米
,

还出现全县大早
, 1 7 5座塘坝干枯

, 2 4 0条山河断流
, 2 2 3处

抽水站没有水抽
,

89 个大队人畜吃水困难
,

受灾36 万亩
,

绝产 4万多亩 , 1 9 8。年又遭 3

次洪灾
, 4 次冰雹

,

受灾 4 69 个大队
。

南新庄大队 7 月份一场雨
,

村中上水 1米 多 深
,

有 20 户住房冲成平地
,

全县淹没房屋 1 , 3 37 间
,

冲倒 48 1间
,

公路桥 11 座
,

树 木 1 7 ,

00 。

株
,

损失苹果 45 万斤
,

农田减产绝产 5万亩
。

其他各县亦是年年洪早不断
,

尤以新泰县

毁林开荒最多
,

受灾也更严重
。

(六 ) 减少了地下水补给皿

水土流失严重地区
,

地面覆盖层薄
,

水源涵养能力低
,

地下水补给量减少
。

有的地
方形成补给越少

,

开采量越大
,

地下水位下降
。

如济南
、

博山县是位于泰山
、

鲁山之北
.

的山城
,

原来济南有
“
泉城

” 之称 ; 博山县志亦有
“
博城山泉之胜

” ,

全县有 t’7 4泉
”

记载
。

现在两地泉水流量都减少了
,

分析原因
,

过量开采是一方面
,

但是两地南山补给

区水土流失严重
,

减少了地下水补给
,

亦是一个重要原因
。

据两市资料
,

济南南部山区

地下水位下降 8 一 13 米
,

沿黄河下降 2一 4 米
,

市区的的突泉
、

黑虎泉等
,

都 已不能喷

水了
。

博山城地下水位下降 30 米
,

五龙泉下降 45 米
,

博城的四大泉群 (神头
、

和谷
、

龙

泉
、

五龙 ) 均基本干涸
。

可见搞好水土保持
,

对保证工矿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以及减轻

平原地区抗涝 防洪负担
,

确有重要意义
。

(七 ) 土层变薄
,

耕地减少
,

裸岩增加
,

生态环境恶化

人们熟知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
,

每年每平方公里侵蚀模数达 1。 , 。00 吨以上
,

然而
`

山东省中南的一些地方
,

如蒙阴县高都水库上游
,

近年来因滥牧
、

滥垦
、

滥伐严重
,

侵

蚀模数也超过了 1 0 , 。。 o吨
。

但是
,

黄土高原土层深厚多达数十米
、

数百米
,

而山东省的

山岭耕层一般仅有 .20 厘米左右
,

林地的土层大多只有 10 厘米左右
,

如每年冲走几毫米
,

按 占现有土层相对 比数计算
,

比黄土高原就大多了
。

鲁中南人口稠密
,

再任其流失
,

农

林牧业生产必将陷入更为严重困境
。

如临沂地区裸岩面积已达 1 71 万亩
,

占山丘总 面 积

9
.

2 %
,

其 中沂水县裸岩 33 万亩
。

在该县姚店子公社永福庄一带
,

原有 4 , 2 00 亩山场
,

经

过多年冲刷
,

裸岩面积 己达 1
,

0 50 亩
。

土之不存
,

人将安附宁 因此
,

从这个意义 上 说
,

鲁中南水土流失
,

比之黄土高原潜在危险更大
。

现在鲁中南不少地方
,

己形成了林草稀少
、

岩石裸露
、

土壤瘩薄
、

肥力贫乏的生态

环境
。

据泅水县土壤普查资料
,

全县总面积 1 69 万亩
,

调查 1 35 万亩
,

以当地土壤标准剖面比

较
,

表土冲蚀 20 一 50 %的轻
、

中度侵蚀土壤有 42 万亩
, 表土冲蚀 50 %的中

、

强度侵蚀的

有 32
.

9万亩 ; 表土全部冲光及母岩裸露的强烈侵蚀面积有 60 万亩
。

由于水土流失迫使 山

丘耕地面积 (不开荒 ) 逐渐缩小
。

1 9 8 0年 4 月
,

在 5 县调查遭受严重侵蚀的 8 块耕地
,

经过 32 一 37 年
,

耕地面积平均减少 4 4
。

2一 71
.

5 % , 7月份又在蒙阴县调查 6个典型地块
-

有
:

在 15 一 20
“

的
一

岭坡上有 1 块 10 亩坡耕地经过饰年
,

全部冲成裸岩
,

另有 3 块 坡耕 地

在 6 一 1 0
。

的坡上
,

面积减少 1 7
.

5一 3 5
.

4 %
,

采取叠地
、

顺坡种植
,

损失速 度 更快
。

如

高都公社东沟大队北岭的
`

两块坡耕地
,

在 5 一 1 0 。

坡面上
,

10 年就使 60 %的耕地露 出基
岩

;
在 10 一 1 5 “

坡面上
,

10 年损失耕地 80 %
。



(八》 土幼用力决退
,

氮
、

礴犯和有挑峨级度贫
J

乏

据新泰
、

捆水
、

蒙阴
、
沂水 吐县 19 7 8年土壤普查结果

,

鲁中南山丘区上城拓
,

磷严

重缺乏
,

有机质极度贫乏
,

甚至缺少钾肥
。

这也是水土流失的一个恶果
。

据 沂 水 县 对

7 , 4貂个土坡养分样品统计
,

按当地丰缺标准
,

速效氮
、

磷小于最低一级的占样 品 总数

的 96 %以上
,

速效钾和有机质亦有一半以上样品属于最低标准
。

1 9 81年 4 月
,

鲁中南 5 县不伺侵蚀土壤养分初步测定表明
,

其流失淋洗作用十分强

烈
。

加之拚作措施粗放
,

追加的肥料远远小于收获带走和流失的数量
,

造成肥力减退
。

按氮
、

磷比关系 2 : 1 核对
,

可见各类土壤养分均 已严重失调
。

按一般肥力评价
,

除少数

林地外
,

大多数亦属贫痔土
。

目前这类地区
,

水土流失每年带走的土壤养分
,

约相当于

3万多吨化肥
。

沂水县 1 00
, 7万亩山岭耕地

,

年土壤流失量67 1万立方米
,
按该县最低一

级土壤养分含量算
,

其中带走氮
、

磷
、

钾养分可折合化肥 12
,

2 23 吨
,

相当沂水县化肥厂

1 9 80 年产量 (7
, 7 19 吨合成铁 ) 的 .1 6倍

。

蒙阴县的水土流失量按岸堤 水 库 上游 1 9 7 4一
一

1 9 7令年平均侵蚀模数 4 , 2 ` 4
.

5吨 /平方公里计算
,

全县 1 , 5 80 平方公里
,

近 6 年来 每 年泥

沙流失量为幼 9
.

6万立方米
,

按全县平均土壤养分含量计
,

可折合硫 酸 按 1 2 ,

43 7吨
,

过

磷酸钙 7 , 2 4 1
.

5吨
,

硫酸钾 3 7 1
.

9吨
,

共流失化肥 2 0 , 0 5 1
.

4吨
,

较 19 7 3年前 1 3年平均每年

多流失 9 , 4 5 3
.

4吨
。

按肥料销售价和每斤化肥增产 3 斤粮食计算
,

全县近 6 年每年 流 失
一

肥料价值 49 .6 2万元
,

少收粮食 1
.

2亿斤
。

(九 ) 肥沃细小的土城软较流失
,

加速土编理化性状恶化
,

质地变粗

土壤侵蚀越严重
,

肥力越低
,

水滩越是 “ 选择
”
带走肥沃细小麟粒

。

据在鲁中南砂

石山区对梯田径流泥沙测定
,

其中有机质含量可达 3 % 以上
,

全氮量平均在 O
。

10 8%
,

二

者比原土壤中可高出 3 一 10 倍
。

还可看出
,

在坡面流速小于 2 0厘米 /秒时
,

径流挟带悬移

质泥沙最大粒径为 3 毫米
,

其中有 80 %小于 0
.

05 毫米
,

小于 0
。
0 01 毫米胶体粉粒 比 原状

土高若干倍
。

据 1 9 8 1年 4 月份对这里不同侵蚀土壤机械组成初步分析
:

青石山区由于土壤质地细而均匀
,

平均拉径 d 。 。 = 0
.

0 02 一 0
.

0 4 4毫米
,

不均匀 系 数

门 二 20 一 2 1 ,

最大粒径小于。
.

1 6毫米
,

可全被悬浮流失
。

因此这里
“ 选择 , 流失 作 用

,

,

往往难被觉察
,

当剥蚀土层露出基岩
,

再行治理就十分困难了
。

砂石山区因土壤质地不均
,

d
。 。
在 O

。

97 一 2
。

“ 毫米
,

刀 = 18 一52
,

砂砾含量可达 90 %

以上
,

胶体枯粒含量多不足 l %
,

细粉粒小于 10 %
。

但这些细小裘粒
,

对 形 成
·

土 坡 绪

构
,

增强土壤保水保肥和吸收性能
,

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

所以在
“
选择

” 流失下
,

不同侵蚀阶段的土壤
,

质地亦显著不 同
。

轻 度 侵 蚀 的砂

奥
,

可逐渐变成中度租强烈侵蚀的砂土
、

粗砂土
、

马牙砂土
、

粗骨土
。

临沂地区砂化面

积 48 1万亩
,

占全区总耕地 35 % ;
新泰县侵蚀严重的岭砂土达 1 59 万亩

,

石碴土 n 万亩 ,

蒙阴县耕作土中各类砂上达 2 8
.

4万亩
,

占全县耕地 52 %
。

可见
,

水土流失也加剧了土壤

性状恶化
。

(十 ) 水土流失产! 地方
,

生产下降

由于 长期水土流失未得治理或者治理后又遭破坏
,

致使鲁中南不少地方
,

生产不稳

定
,

甚至有所下降
。

如沂水县柳子沟大队
,

原来是靠吃统梢粮的穷队
,

粮食亩产 2 80 斤
.

一

1 9 6 3年开始搞 J
一

3 年水土保持
,

到 1 9 6 5年亩产 4 20 斤
,

比治理前增产 50 %
,

除每人 口 粮



.

40 。斤
,

交售 10 万斤外
,

还有 2
.

5万斤储备粮 , 后来水土保持工作停顿
,

工程损坏
,

生产

又降下来了
, 1 9 8。年亩产只 33 1斤

,

现在吃粮又靠供应
。

高都公社东沟大队 1 9 5 7年 花生

亩产 33 7斤
,

总产 1 4
.

5万斤 , 1 9 80年上报亩产 21 8
.

6斤
,

总产 5
。

03 万斤
,

较 1 9 5 7年单产降

低 54
.

2 %
,

总产减少将近三分之二
,

致使社员分配工值由 1 元多下降到。
.

38 1元
。

鲁中南水土流失严重地方
,

不仅农业生产下降
,

多种经营也受到严重影响
。

如新泰

县原有捻边栽桑养蚕传统
,

全县蚕茧最高年产 125 万斤
,

解放时减到 20 万 斤
, 1 9 5 6年恢

复到 36 万斤
, 1 9 80年又降到20 万斤

。

有的地方由于荒山荒坡土层瘩薄
,

水分条件差
,

林

草生长亦很困难
。

如蒙阴县大多数山林
,

木材年生长量每亩不过。
。

2立方米
,

生长速 度
」

极为缓慢
。

山上石多草稀产量低
。

该县王家峪大 队
,

40 亩荒山还养不 了一头牛
, 7 亩荒

山养不了一头羊
。

水土流失给当地的农林牧业生产以及群众生活都造成了严重困难
。

据

蒙阴县统计
,

全县缺烧柴 3 一 6 个月的有 6
。

5万户
,

其中有 2 万户至今还靠扒 山 坡
、

刨

草根为炊
。

在这里由于羊吃不饱
,

人缺柴烧
,

形成了林草越少
、

越牧越刨
,

越牧越刨
、

林草越少的恶性循环
,

生态平衡严重失调
。

三
、

治理途径

(一 ) 正确处理山水田治理与农林牧生产的关系

山水田综合治理中
,

要发挥各项措施的作用
,

必须要有全面规划
。

规划合理
,

措施

得当
,

农林牧就能全面发展
,

生态平衡即会改善 , 反之
,

违背自然规律
,

就会导致各项

措施相互削弱
,

生态环境恶化
,

各项生产失调
,

甚至前功尽弃
,

治理失败
。

鲁中南山丘

区许多事实证明
,

以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是不乏其例的
。

因此
,

我们认为
,

当前急

需根据山丘区生产情况
,

搞好水土保持规划
,

其中主要解决三个问题
: 1

、

确定山水田的

布局
,

即农林牧的用地数量
,

分布位置及相应 的治理措施
, 2 、

确定各项 生产 相 互关

系
,

发展比例
,

要因地制宜
,

扬长避短
,

发挥优势
,

分清主次
,

抓住重点
,

明确发展方

向 , 3
、

根据全面规划
,

确定各项措施的实施步骤
,

分析 比较可能采取的有利途径
。

如

临胸县大峪大队
, 1 , 8 60 人

,

造林 1 1 ,

00 0亩
,

每人平均 5亩
,

耕地 1
。
2亩

,

现在全大队木

材蓄积量达 5 0 , 0 0 0立方米
, 1 9 8 0年林果收入 34

.

34 万元
,

与农业收入基本相等
。

粮 食单

产 1 ,

51 9斤 /亩
,

每人平均收入 2 10 元
,

农林牧各项生产都很突出
。

为了改善生态环境
,

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被动局面
,

必须适当调整农林牧的用地及

其发展步骤
: l

、

在水土流失严重
、

垦殖指数高的地方
,

凡是大于 15
“

山坡
,

应采取坚决措

施
,

有计划地退耕还林 , 2
、

农业发展应立足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这要作为明确的指

导思想
,

山区实现了高产稳产
,

每人平均耕地 1 亩左右即可 ; 3 、

必须禁止羊群上山滥

牧
,

提倡割草圈养
,

分户养羊
,

同时还可以以草定畜
,

改 良畜种
,

提高词养技术
,

实行

科学饲养
,

适当发展养羊
、

养兔等食草动物
。

这样
,

随林草及农业产量的提高
,

就必然

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饲草饲料
,

同时也可为农林生产增加 更 多 优 质肥料
,

改良

土壤
,

培肥地力
,

促进农林牧全面发展
。

如沂水县下位公社上峪 大队 5 60 户
, 1 9 6 4年 打

破了
“
羊吃跑食不能圈养

” 的旧 习
,

大搞封山造林
,

实行牛羊圈养已 18 年
,

现在林木覆

盖度达 5 0 %
, 2 0 8 0年圈养大牲畜 2 2 0头

,

羊 z , 0 0 0只
,

长毛兔 1 0 , 0 0 0只
,

粮食 亩产 1 ,
3 6 5



斤
,

林果收人达 2 0
.

弱万元
,

实现了农林收全面发展
。

每人平均集体分配 1 0 5元
,

另外社

员家庭饲养的猪羊兔等收业毅月 7万元
,

每人平均 10 8元
。

又如蒙阴县的贾庄和新 庄大

队也是搬食亩产过千
,

每人平均收月
6 3一164 元

,

其中林果收入与农业收入之比均在40

一 95 %
,

是山水林由综合治理的好典型
`
由此可见

,

在鲁中南采取
“ 以林为主

,

农林牧

结合
,

多种经营全面发展万 是一个正确方针
,

也是搞好水土保特的有效途径
。

( 二 ) 关千山水林密魏合治理绪招

进行山水林田综合抬理
,

要取得成效
,

还必须因地制宜
,

坚持 以小流域为单位
,

集

中治理
,

连续治理
,

正确处理治理与利用
,

当前和长远的关系
,

采取以 短 养长
,

搞 好
“
三主

” , “
三结合

” ,

即以林为主
,

·

农林牧副柑结合 , 以植物措施为主
,

工程与植物

相结合 , 以治坡为主
,

治坡与治沟相结合
。

从 尽快增强地 面友盖
,

封山造林育草
。

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
,

在封山造林同时
,

应加强土程措施
,

尽快控制水土流失
。

近期应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
,

尽量压缩耕地
,

适量养羊
,

确保林业用地
,

为促进林木生长创造条件
。

封山造林
,

一般当年即可见效
,

三年即有明显水上保持作 用
。

解 决 当 前
“ 三料

” 不足
,

营造水土保持林
,

并要首先发

展薪炭林
,

有条件地方
,

适当发展用材林
,

结合营造河滩防护林
。

水土保持林的结构
,

宜采取乔灌混交或乔木耐阴树种混交
,

不宜营造单一洋槐
、

赤松
,

以防虫害毁林
。

对现

有林地改造和山地林木采伐
,

不宜剃光头 (皆伐)
,

应采取块状更新
,

择伐作业
,

或按

等高线带状采伐
。

2
、

提高梯 田标准
,

加强农田 水土谋持措施
。

当前控制农田水土流失
,

是鲁中南搞

好水土保持的重点所在
。

尽快地使坡式梯田向三合一水平梯田发展
,

即改造坡耕地
,

是

鲁中南的` 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

据研究
,

按 1 0年一遇短历时暴雨
,

一次降雨 1 00 毫米
,

三合一梯田可基本控制水土流失
,

在特天暴雨下比坡式梯田可减少水土流失 70 一劝% 以
_

七
。

在搞好 已修梯田基础上
,

加强农业技术措施
,

开展山地综合利用
。

地埂捻坡种树种

条子养章护玻
,

既能保持水土
,

加固工程
,

又能实现高产稳产
,

综合利用水土资源
。

蒙

阴县贾庄大队用地边种秦舞蚕
,

年收入达 O万元
。

一亩梯田仅地边年平均收入 37 元
。

该县

田庄大队有一块 5亩梯铂
,

粮食亩产午斤
,

地埂采取桑树和蜡条棍交
,

年产蚕茧70 斤
,

蜡条 1 ,
200 斤

,两项收入 3 04 元
,

仅地边收入平均60
.

8元 /亩
。

再如该县前城子大队
,

利用

沸田龟边
,

发展珍贵撅树
,

因揪树根深冠窄
,

一亩梯田地边可机。一60 株
,

20 年生的价

嘟 00 元 /株
,

仅地边揪树木材年收入合 750 元 /亩
。

地边种树
,

既巩固了地捻
,

节省了维

修用工
,

充分利用了水土光热资源
,

又增加了收入
。

由此可见
,

山地综合利 用 潜力 很

大
。

根据鲁中南水土流失特点
,

农田如能达到控制10 年一遇短历时暴雨标准
,

这给水利

建设和农业生产将会带来苛良大好处
,

这里的面貌即会有很大的改变
。

3
、

加强 沟要治理
,
治沟用沟结合

。

在沟蚀活跃
、

溯源侵蚀强烈的 地 方
,

可 在 沟

头
、

沟坡加强工程和生物防护
。

沟底大力修建谷坊
、

坝头地
,

这不仅是防止水库淤积的有

效措施
,

而且也是山区建设稳产高产田
,

发展多种经营的重要基地
。

如沂水县上峪大队狼

窝沟
, 1 0 6 4年修建幻道谷坊

,

淤后都种上了杨树
、

平柳
、

刺槐
、

蜡条
,

现在均己成材
。

据在沟中两座谷坊量测
,

淤地 0
.

59 亩
,

种树 1 24 株
,

价值 2
,

48 0元
,

相当累积 4
,

2 46 元 /亩
,



对林区水库淤积也不能掉以轻心

— 松花湖 区水土流失分析

胡维泰 刘绍谦 王春喜

(吉林省松花湖区水土流失考察组 )

松花湖是我国较大的人工湖泊
,

为丰满电站的库区
,

建成于 1 9 4 3年
,

担负着发 电
、

灌溉和防洪任务
。

自开始运行至今 40 年来
,

由于湖区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
,

已使自然生

态发生了变化
,

水土资源遭到了一定的破坏
,

水土流失危害也逐渐加剧起来
。

为了了解

和探讨这里的侵蚀程度
、

泥沙来源和防治途径
,

我们于 19 8 1年进行了松花湖区水土流失

综合考察
。

考察采取深入重点
,

遮间座谈
,

实地踏查
,

选点测验
,

解剖典型和分析资料等方法

进行
。

现将考察结果分述如下
。

一
、

基本情况

( 一 ) 自然概貌

松花湖区指直接影响库区泥沙淤积的流域范围
。

北起丰满大坝
,

南至桦甸红石桥
。

总面积约 7 , 4 8 6
.

4 3平方公里
,

属于以森林
、

湖泊
、

农田为主体的松花湖综合生态区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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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年 2 66 元 /亩
。

蒙阴县新庄大队
,

有的谷坊每年种条子收入价值 2 2 6
.

5元 /亩
。

地处

青石山区的张林大队
,

在沟里修成早涝保收
、

明灌暗排的坝头地
,

一般年景小麦亩产可

达 5 00 斤以上
。

据鲁中五县粗略估计
,
沟壑占地达数十万亩

,

若能治好用好
,

亦 是 开发

利用水土资源的一个 重要措施
。

4
、

加强水利工程配套
,

管好用好现有水利设施
,

提高水 的利用率
。

由于在水利建

设中
,

长期来只管建设
,

不管养护管理多 只管修建蓄水工程
,

不管面上水土保持
。

因此

在鲁中南山区
,

不仅水库淤积严重
,

而且由于灌区地面不平
,

工程不配套
,

有水亦难发

挥效益
。

有的大水漫灌
,

不仅水的浪费严重
,

而且造成田面水冲沙压
,

冲毁梯田地捻和

渠道
。

许多灌区灌水定额在 1 00 多立方米
,

有的高达 25 0立方米
,

渠系利用率 只 有 。
.

3一
o

。
4

。

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
,

除要加强工程配套和渠系防渗处理
,

还必须 要加速 田整面

平
,

搞好水库上游的水土保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