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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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

地形
。

松花湖周围环山
,

地形东南高
,

西北低
。

沿湖两岸 i
, 0 00 米以上高 山 有

杨木顶子
、

东塔子
、

天桥岗
、

老爷岭
、

摩天岭等
。

其他山岭也都在海拔 6 00 米 左 右
,

相

对高差 40 0米左右
。

坡度在 20 一 40
。

之间
,

长坡 30 0一 1 , 0 00 米
。

山形右岸多呈馒头状
,

左

岸较陡峭
。

山间谷地多为
“ U ”

字瓜 区内主峰走向基本与湖轴里行
,

次级山峰 多与湖

轴垂直或斜交
。

岗密重选起撰
,

一

山头夫牙交街
沙

池薄佬救复杂
。

-

2
、

主要河流
。

流入松花湖的主要干流为第二松花江
,

发源于长白山
,

流经红石石立

子入湖
; 直接入湖的支流有五条

:

辉发河
、

木箕河
、

金沙河
、

漂河和拉法河
。

20 平方公

里以上的小流域 33 8个
,

其中辉发河是最大支流
,

占松花湖流域总面积 3 4
.

9%
。

3
、

地质构造
。

自海西宁运动以后
,

由于地壳断裂
,

大批花岗岩侵入
,

陆地一直处

护抬高
,

到第三纪有大量玄武岩喷出
,

形成准平原
。

第四纪陆台逐渐被侵蚀切割
,

经过

长期的物理风化和化学作用
,

被覆一层厚砂
、

角砾黄土状粘土
、

泥砂砾石沉积物
。

一般

厚度 20 一 30 厘米
,

最大厚度可达 60 厘米
。

由于造陆运动
,

形成现在台地
、

盆地和河谷
。

据考察所见
:

主要成土母岩为花岗岩
,

风化程度比较强烈 , 石英闪绿岩
、

玄武岩
、

流纹

岩和角页岩类
,

也有陆续出露
。

这些岩类由于不断风化而形成土壤
。

4
、

土壤
。

松花湖幽七于半山丘陵酸性黑黄土区
。

除吉林哈达岭
、

老爷岭的土族属

于山地森林土外
,

在半 山丘陵岗地土壤多为山地黑黄土
、

岗地黑黄土
、

岗地黄土
、

山地

砂石土
、

山地黄砂土
; 在江河沿岸的平地多为河淤土 , 山麓和低洼谷地以 山川黑粘土比

例较大 , 夭然次生林地多为棕色森林土
; 河岸低洼处也有草炭土的分布

。

5
、

气候
。

松花湖气候基本属于寒温带半湿润气候
,

年内气温变化较大
。

最高气温

出现在 7 月
,

平均 2 2 ℃ ,

最低气温出现在 1 月
,

平均 一 1 8
.

8 ℃
。

多年最高气温为3 6
.

6℃

最低达到 一 4 5℃
。

日照 2
,

0 00 一 2
,

6 00 小时
,

初霜一般 9 月中
、

下旬
,

终霜在 5 月上
、

中

旬
.

多年平均无霜期1 32 天左右
。

夏季多南风和西南风
,

冬季多北风和西北风
。

全 年 平

均风力 2 一 3 级
,

最大可达 8 一 9 级
。

年平均降水量为 7 71 毫米
, 6 、 7

、
8 三 个月 占

全年降水量的 60 %左右
。

锡区森林面积较大
,

水面广崎
,

易形成小气候
。

具 有 春 暖 多

纵
,

夏热多雨
,

秋爽多晴
,

冬寒多雪的森林湖泊小气候的特点
。

6
、

森林植被现状
。

松花湖区森林植被面积为 4 , 6 28 平方公里
,

占该 区 总 面 积 的

5 9%
。

大部分是天然次生林
,

小部分是人工林和原始过熟林
。

林相多为阔叶单层林
,

个

别地段为针叶单层林
。

树种以柞为主
,

杨
、

桦
、

锻
、

柳
、

揪
、

曲柳等也占有 一 定 的 比

秉
。

人工林绝大部分为落叶松
、

黑松
、

红松等树种
。

天然次生林生长 良好
,

人工林多已

成林
。

这些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
,

树龄绝大多数为 20 年 以上
,

形成了以森林植被为主体

的植物生态系统
。

根据调查所见
. ,

林下
、

林间植被较好
,

林草攫盖度达 80 %左右
。

林型有松树醉苔林

型
、

松阔草类林型
、

柞草类林型
、

柞胡枝子林型
、

杨桦林型
、

胡柳佳地林型等多种
,

草

本植物有草甸沼泽植物群落
、

湿草地植物群落
、

中生草本植物群落等
。

松花湖区森林植被属于长白山植物区系
。

从植物垂直分布上看
,

处于针 阔 混 交林
带

。

由于 日伪时期掠夺采伐
,

致使原殆森林遭到破坏
,

人为因素造成植物演变更替
,

原

生林仅在1
,

00 。米高山和石硷区还有极少部分外
,

其他地方已不多见
。

建国以 后
,

特 别

是 1 9 5 2年大面积的封山育林
,

而变成了以柞林为主的天然次生阔叶棍交水土保特林型
。



松花湖区的森林类型主要有 以下四种
:

山有陡坡柞树林
。

多为自然萌生林地
, 大部分生长在山脊陡坡

、

岗梁土层较薄的地

方
。

树龄多为20 一 30 年
,

树高 10 一 15 米
,

胸径 12 一 20 厘米
,

冠幅 4 一 5 米
,

郁 闭 度 0
.

6一
0

.

8。
.

每公烦约 1
,

5 0 0一 3, 0 00 株
,

分布面积占天然次生林的50 %左右
。

干型整 齐
,

生 长

繁茂
,

林内枯枝落叶层厚 5 厘米左右
,

每公顷枯枝落叶量 1
.

6一 2
.

0吨
,

枯枝落叶吸水量

为 2一 3
。

9倍
。

根系发达
,

固土能力强
,

对防止山顶部的土壤侵蚀
,

起到了很大作用
。

杨样混交林
。

多生长在山坡腹部和下部
,

坡度在 6一 20
。
之间

。

树龄多为 20 一 40 年
,

树高12 一 17 米
,

胸径 15 一 25 厘米
,

冠幅 3 一 寸米
,

郁闭度 0
.

7左右
。

每 公 顷 约 2 , 0 00 一
4 ,

00 。株
,

分布约占林地面积的 25 %左右
。

树种有杨
、

桦
、

柞
、

锻
、

榆及柳等
,

林 下 伴

生胡枝子
、

棒等灌木及草本植物
。

根据实测
,

树冠截留降雨量为 1 8
.

4一 3 2
.

2 %
。

枯枝落

叶层厚度 4
.

5厘米
,

每公顷枯枝落叶量 1
.

6一 2
.

6吨
。

枯枝落叶的吸水量为 3 一 3
.

8倍
,

对

减缓径流
、

拦阻泥沙
、

增加渗透
、

涵养水源和保持水土的作用十分显著
。

揪
、

曲柳混交林
。

多分布在山麓和沟谷肥沃湿润地带
,

树龄20 一 30 年
,

树高 15 一格

米
,

胸径 15 一 20 厘米
,

干型整直
,

冠幅 4 一 5 米
,

郁 闭度 0
.

6一 0
.

7
。

每公顷 约 1
,

5 00 一
2

,

50 0株
。

混交树种有榆
、

锻
、

槐
、

柳等
,

林下草本植物生长 良好
。

分布面积 占天 然 次

生林面积的 20 %左右
,

对防止沟谷冲刷作用很大
。

人工林
。

多分布在天然次生林中间的撂荒地里
,

呈块状分布
。

树种以落叶松为主
,

红松
、

黑松次之
,

还有少数的胡桃揪
。

树龄一般为20 一 30 年左右
,

树高 12 一 18 米
,

冠幅

3 一 4 米
,

郁闭度 0
.

5一 0
.

6
,

生长良好
。

据实测
,

每公顷枯枝落叶量 2
.

6一 2
.

8吨
,

吸水

量 2
.

1一 2
.

7倍
。

分布面积占林地总面积的 6
.

5%
,

现已明显地起到了涵养水源
,

保 持 水

土的作用
。

7
、

湖泊生态现状
。

松花湖是人工湖
,

设计最大库容 1 08 亿立方米
,

控制流域 总 面

积 42
, 5 00 平方公里 (其中水面 425 平方公里 )

。

湖泊自由蒸发量 日平 均 达 16 一 20 万立方

米
,

年蒸发量为 5 , 0 00 一 6 ,

00 0万立方米
。

降雨量比湖外多 10 一 15 %
。

空气湿润
,

水质较

肥
,

可养鱼水面 3 40 平方公里
,

属营养性湖泊
。

生长鱼类有缝
、

缩
、

草
、

蝙花
、

如
、

鲤
、

娜
、

鳌花等60 余种
。

8
、

农田 生态 区系现状
。

松花湖的农业生产是从移民开荒开始而逐渐发展的
。

河谷

平地开发较早
,

据调查
,

一般仅有百余年的历史 ; 坡地农田开垦较晚
,

一般只有 12 一 40

年
。

多数平地呈块状分布
,

单块面积 5一 20 亩
, 少数呈带状

,

多分布在山的腹部
、

低山

的上部和岗梁上
,

少数分布在山的上部
,

呈垂直分布状态
。

平地农田 面积较大
,

多数分

布在河川两岸冲积台地上
,

少数分布在沟间谷地
。

据调查所见
. ,

农田生态类型基本上可分 为四种
:

( 1 ) 沟谷平地约 占总耕地面积的

4 0
.

9% , ( 2 ) 缓坡地约 占总耕地面积的 3 3
.

8% ; ( 3 ) 陡坡地 约 占 总 耕 地 面 积 的

22
。

4% ; ( 4 ) 挂画地约 占总耕地面积的 2
.

9%
。

(二 ) 杜会经济状况

松花湖区地处丰满电站上游
,

土地辽阔
,

资源丰富
,

是我国重要水利能源区和吉林
省重点新兴工业区

。

湖区周围发展了煤
、

铁
、

有色金属
、

农机
、

化肥
、

森林工业和貂
、

鹿

养殖场
,

同时也是木材
、

参茸
、

药材
、

毛皮
、

烟草等特产区
。

盛产的漂河黄烟
、

山参
、



鹿茸
、

元皮
、

貂皮
、

木耳
、

元蘑
、

胡桃
、

橡子
、

山葡萄等产 品抽名中外
。

湖 区青 山 碧

水
,

景色宜人
,

是旅游和疗养的盛地
。

这里在政治
、

经济
、

文化
、

国衡上都有着重要的

地位
。

沿湖多数社队以农为主
,

部分以渔为主
。

近几年来
,

农
、

林
、

牧
、

副
、

渔五业都有

较大的发展
,
大部份社队粮食达到自给有余

。
8 个林场抚育林木 83 万立方米

。

一些生产队

达到二人一头猪
,

少数大队达到二人一头牛
。

奶牛
、

奶羊也有所增加
。

养鱼
、

捕鱼已成

为沿湖人民的一项重要经济收入
。

尽管如此
,

这里的水土资源仍然没被充分利用
,

经济潜力很大
。

由于毁林开荒
、

陡

坡耕种等人类括动的影响
,

造成 了水土流失
,

致使农业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

部分生产队

粮食产量较低
,

经济收入较少
,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不快
。

二
、

水土流失现状

松花湖区水土流失面积为 1 ,

93 王平方公里
,

占总面积 2 4
.

6%
,

详见表 1
。

表 1 松花湖区水土流失面积润奋表

县 别
总 面 积

(平方公里 )

水土流失面积

(平方公里 )

占总面积

( % ) 坡 耕 地
}

荒山荒地 } 其
`

它

合 计

吉林市郊区

桦 甸 县

永 吉 县

蛟 河 县

7
,
8 4 6

。
4 3

1 7 3
.

5 1

峨
,
5 3 0

。
0 3

6 1 5
。
3 8

2
,
5 2 7

。
5 1

1
,
9 3 1

。
0 0

3
。
7 0

1
,
2 3 5

。
0 9

7 7
。
7 9

6 1 4
。
4 2

2 4
。
6 3 6 8

。
2 4 6 8 3

。
9 9 } 8 7 8

。
7 7

2 7
。
3 2 1 9

。
4 8 6 1 1

。
4 3 4 0 4

。
1 8

1 2
。
6 1 1 4

。
2 5 3

。
8 5

2 4
。
3 } 1 3 1

。
4 1 6 8

。
1 1

5 9
。
6 9

4 1 4
。
9 0

此次调查重点
,

对湖区淤积
、

湖岸岸蚀
、

坡耕地土壤侵蚀和养分流失
、

区间的 86 条

河流岸蚀等严重水土流失区进行调查与测验
。

其结果如下
:

(一 ) 松花湖库区淤积份况

根据红石 (二松花江 )
、
五道沟 (辉发河 )

、

民立 (金沙河 )
、

较河 (拉法河 ) 等

四处水文站
, 1 9 7 1一 1 9 8 0年径流泥沙资料和 1 9 8 1年实测 区间坡耕地土壤流失

、
丁

河流岸蚀

以及湖岸岸蚀资计算
,

松花湖年淤积量为5 25
。

49 万吨
,

见表 2
。

(二 ) 坡轿德水土流失情况

松花湖沿岸坡耕地面积为3 6 , 8 2 4公烦
,

占总面积的 4
.

7%
。

绝大多数耕地耕作粗放
,

缺少水上保持工程措施
。

缓坡地流失较轻
,

陡坡地流失较重
,

平均每年流失表土厚度为
3 一 6 毫米

。

坡耕地的面蚀仍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

1
、

坡耕地的侵蚀 类型
。

据调查所见
,

松花湖区的坡耕地侵蚀类型
,

大致可分为以
一

F五种
:

( l) 轻度俊蚀缓坡地
,

占坡耕地面积 20
.

7%
。

黑土层厚度 12 一20 厘米
,

坡度 4一 5
。 ,



衰 2 松花湖淤权t 计算衰

…
一
!
卜

!!
I
L
!
一

11!
1

11

河 名
年悬移质量

(万吨 )

年推移质最

(万吨 )

年枪沙公

(万吨 )

年出库泥沙量

(万吨 )

年 淤 积 量

(万吨 )

OUJ吮斤了O口J任O乃八JC甘

.

…
ùbA D月比ù n甘,únù,山,口一ó` .山.土ùn

ù
ǹ2孟内r

,l一bnJ
.

…
O曰
77
.1,曰

4甲
.ǐ减à,é7

1上

…

合 计

二松花江

辉 发 河

拉 法 河

金 沙 河

沿湖区间

湖岸岸蚀

4 2 4
。
3 6

1 0 1
。

75

1 0 8
。
9 2

13 0
。
8 3

1 2
。
2 1

1 3
。
0 7

1 9
。
1 3

8
。
8 0

2
。
3 0

5 5 5
。
1 9

1 1 3
。

9 6

12 1
。

9 9

2 1
。
4 3

1 5 1
。
2 1

3 4
。
5 5

1 8

8 4

。
0 6

。
1 4

9
。
8 6

1 6 9
。
3 5

1 1 8
。
6 0

0
。
6 2

1 0
。
5 8

2
。
4 2

1 5 8

1 1 6

分布在山坡下部和丘陵漫岗的缓坡上
,

土壤侵蚀较轻
,

每平方公里年侵蚀模数为 5 ,

59 8立

方米
。

( 2 ) 中度侵蚀缓坡地
,

占坡耕地面积 3 6
.

6%
。

黑土层厚12 一 17 厘米
,

坡度 6一 1 0
“ ,

分布在山坡的中下部和低 山丘陵的缓坡上
,

每平方公里年侵蚀模数为 5 ,

07 5立方米
。

( 3 ) 较重侵蚀缓坡地
,

占坡耕地面积 2 5
.

9 %
。

黑土 层 厚 10 一 1 5厘 米
,

坡度 n 一

1 6 。 ,

分布在山坡的中部和低山丘陵上部
,

土层较薄
,

土壤侵蚀较为严重
,

每平 方 公里

年侵蚀模数为 6 , 2 13 立方米
。

( 4 ) 严重侵蚀陡坡地
,

占坡耕地面积 12 %
。

黑土层厚 8 一 13 厘米
,

坡度 16 一 20
“ ,

分布在山坡上部
、

丘陵顶部和陡坡上
,

沙石裸露
,

水土流失严重
,

每平方公里年侵蚀模

数 7 , 5 6 7立方米
。

( 5 ) 极重侵蚀挂画地
,

约 占坡耕地面积 4
.

8%
。

黑土层厚 7一 12 厘米
,

坡 度 21
。

以

上
,

多数分布在山的上部
,

沙石露骨
,

接近废耕
.

土壤侵蚀极其严重
,

每平方公里年侵

蚀模数为9 ,

60 0立方米
。

2 、

土攘冲刷量的 测定
。

我们对 19 处 45 个测点的不同坡度
、

不同坡向
、

不同开垦年

限的坡耕地进行了测定
,

其结果详见
`

表 3
。

3 、

土壤养分流失的 刚 定
。

根据湖区沿岸坡耕地 18 个点的土壤养分测定结果
,

按年

平均流失表土厚 6
.

4毫米计算
,

每公顷年平均流失全氮 1 0 6
.

6公斤
,

全磷 31
.

7公斤
,

全钾

2 3 6
。
7公斤

,

有机质 2 , 0 6 7公斤
。

根据实测
,

蛟河县天南公社丰收十二队的 1 5
。

坡耕地年平均流失土壤厚度 7
.

“ 毫米 ,

每平方公里一年流失全氮约 2 3
。
6吨 ,

全磷约 1 5
.

4吨
,

钾约 4
。

3吨
,

有机质约 5 05 吨
。

4
、

区间坡拼地土攘流失童
。

松花湖区间坡耕地主要分布在沿湖两岸周围坡地上和

河流两岸山坡上
,

面积为 33 3平方公里
,

坡度 4一 2 8 。

之间
,

水土流失严重
。

淹没 线 以上

泥沙直接入湖的坡耕地面积为 2 57 平方公里
,

据实测
,

年土壤流失量为 1 42
.

8万立方米
,

详见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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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 度 !开且年限
表层土 比层厚

年流失

表土厚
(厘米 ) (厘米 )

流失表

土厚

(厘米 )

年俊蚀
棋数
立方米 /

(毫米 ) 平方公里

面积

(公顷 )

畏蚀 t

立方米

万年

!

阮十以
展)

平 均

4一 5

2 8
。
7

3 0
。
0

1 5
.
5

1 3
。
5

6
。
4 6

,

39 0 3 6
,
8 2 4 2 05

。
4 6

3
。
6

5
。
1

3
,
5 9 8

5
,
0 7 5

7
,
6 3 6 2 7

。
4 7

6一 1 0 1 4
。
6 2 9

。
0 1 4

。
4

1 1一 1 5
。

1 3
。
4 2 9

。
0 1 5

.

4

1 4
。
6

6
,
2 1 3

7
,
5 6 7

9
,
6 0 0

1 3
,
4 6 5

9
。
5 3 8

6 8
。
3 3

5 9
。
2 6

1 6一 2 0
。

1 2
。
0 4

,
4 1 6 3 3

。
4 2

移自叮̀六O

…
ǎh一茗9

2 7
。
0

2 1
“

以
_

上 9
。
6 2

。

9 { 1
。
9 1

,
7 6 9 1 6

。
9 8

衰 4 松花湖区间坡幼地土滚流失计算裹

湖积入)接顷直公沙(面 面泥积 }
年 , 蚀

,
} (立方米

(公项 ) /公顷 )

年土壤侵
蚀 量
(万立方米 )

年侵蚀模数
(立方米
/公项 )

年土壤流失量

(万立方米 )

合 汁 3 3
,
3 2 5 1 8 6

。
0 7 2 5

.

7 1 6 1 4 2
。
8 1

4 一 5 6
,
9 3 8 3 6

一
5 5 2 5

。
3 6 5

一
4 7 0 1 3 6

。
5 5 1 9

。
9 9

6 一 10 1 2
,
0 5 8 5 0

。
4 7 6 0

。
8 6 9

,
3 4 5 { 5 0

。
4 7 4 7

。

17

1 1一 1 5
。

3
.

6 5 4
,

6 2
。
1 3 5 3

。
7 7 6

,
6 7 0

`
6 2

。
1 3 4 1

。
4 4

1 6一 2 0 4
,
0 1 7 { 7 5

。

07 3 0
。
1 6 2 2

。
9 8

2犷以
.

_

七 1
,
6 5 8

’

9 6
。
0 0 1 5

。
9 2

3
,
0 6 1 { 7 5

.

0 7

1
.

1 70 { 9 6
.

0 0 1 1
。
2 3

(三 ) 松花湖区间河流岸蚀的洲定

松花湖区间共有 2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86 条
,

总长 1 ,

3 01
.

8公里
,

在暴雨洪流 的 作

用下
,

岸蚀较为严重
。

据 1 9 8 1年实测 11 条代表性河流岸蚀平均断面俊蚀量计算
,

由 1 94 3

一 1 9 8 1年 38 年间岸蚀总量为 i , 2 77 万立方米
,

年岸蚀量为33
.

右万立方米
,

详见表 5
。

( 四 ) 翔津岸按纽的翻定

松花湖岸总长为 1 , 1拍公里
。

湖岸地势多为陡坡
,

坡度在 15 一45
。

之间
。

死水位到最

高水位高差 为2 4
.

1 8米
。

由于风浪与洪水的常年冲刷
,

湖岸岸蚀较为严重
。

据对 9 个 断
面的实测结果是

:

建库38 年由于岸蚀吞入湖中的泥沙总量为 3, 7 56 万立方米
,

平 均 年岸

蚀入库泥沙量为98
.

83 方立方米
,

占水库泥沙淤积量的 2 2
.

1%
。

有关岸蚀量的 测 定
,

详

见表 6
。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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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松花湖泥沙来源的分析

1
、

攀雨径流对泥沙来派的影晌
。

从计算结果看出
,

多年汛期平均降水量 占年降水

量的60 %
,

多年平均输沙量占年输沙量的 78 %
。

这说明泥沙主要来自汛期 ( 6
、

7
、

8

三个月 )
。

1 9 7 1
、

2 9 7 3
、

1 9 7 5年为丰水年
,

年降水量分别为 5 2 5毫米
、

5 8 2 毫 米
、

8 2 2毫

米
,

年输沙量分别为 3 7 1
.

6万吨
、

37 1
.

1万吨
、 5 29

.

8万吨
。

而枯水年的 1 9 7 8年年降水 量

是 51 0
.

8毫米
,

年输沙量仅为 43
.

31 万吨
。

枯水年输沙量小
,

丰水年输沙量大
。

丰水年多
-

暴雨
。

因此
,

泥沙来源主要是暴雨径流所造成
。

2
、

入湖各河流翰沙与松花湖淤积的关系
。

流入松花湖的主要河流有 4 条
,

即第二

松花江干流
、

辉发河
、

拉法河和金沙河
。

由于 自然和社会因素的不同
,

各流域的输沙情
-

况也有差异
。

从计算可以看出
,

辉发河流域面积 占总面积的 3 2
.

6 5%
,

而输 沙 量 却 占输 沙总 量
-

的 4 5
.

7%
。

多年平均含沙量分别是第二松花江的 3
.

6倍
、

金沙河的 1
.

6倍
、

拉 法 河的 1
.

5



倍
。

这说明松花湖泥沙淤积的主墓来源是辉发河弃域
。

据实地测察
,

辉发河入湖约 , 公

里之处浑清界限仍然十分清楚
,

充分说明辉发河含沙量高于其他河流
。

近年来拉法河的

含沙量有明显增加
,

这和新垦小片荒地是有直接关系的
。

3
、

松花湖区间土滚流失与松花湘淤权的关系
。

松花湖区间面积为 6 ,

54 8平方公里
,

其中
:
坡耕地面积为3 3 3平方公里

。

泥沙直接入湖的坡耕地面积为25 7平方公里和河流 86

条
。

根据调查与实测计算
,

年愉入湖中泥沙量 1 69 万吨
。

由此可见
,

松花湖区间坡耕地土坡流失严重
,

年直接入湖泥沙量为 1 3 7
。
0 9万吨

, ;片

区间年愉沙总量的 81 %
。

说明松花移淤积泥沙的主要来源是区间沿湖两岸坡耕地
。

` 翩岸岸 蚀对松花湖淤积的影晌
。

松花湖水面面积为 4 25 平 方 公 里
,
湖 岸 周 长

l , 1 49 公里
,

年直接进入湖内泥沙量 1 1 8 . 6万吨
。

可见
,

直接进入松花湖的岸蚀泥沙中悬

移质占三分之一左右
,

推移质占三分之二
。

松花湖淤积泥沙中
,

年 推 移 量 为 1 30
,

83 方

吨
,

岸蚀的年推移量为 8 4万吨
,

占松花湖淤积中的年推移量 6 4%
。

分析结果说明松花湖

淤积中的推移质主要来源是湖岸的岸蚀
。

四
、

结 语

通过实地调查测算和参照有关分析资料
,

现对松花湖区的水土流失间题
,

归纳提出

邓下 J七点看法
:

1
、

目前
,

松花湖区的水土流失还在发展
,

应当引起我们充分注意
。

建国以来
,

特别是 1 9 5 2年将沿湖部分居民外迁以来
,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 重视下

,

这里的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
植被面积大幅度增加

。

但是
,

由于毁林和陡坡开

荒的影响
,

生态平衡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

致使丰满水库的泥沙淤积明显地呈现出上

升的趋势
。

建库初期
,

当时的年平均泥沙淤积量仅为 1 45 万立方米
,

现在已增 加 到 5 2 3万 立 方

米
,

是建库初期的3
。

6倍多
。

针对当前存在间题
,

我们建议
,

最好专对松花湖 区制 定一

个保护资源
、

保持水土的具体规定
,

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

以求延长水库寿命
,

保证电站

正常运行
,

有利于发展工农业生产
,

为四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

2
、

造成松花湖区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

一是自然因素的暴雨径流
; 二是人

为因素的耕种坡地
。

根据实测资料得知
,

多年汛期 ( 6
、

7
、

8 月 ) 的平均降雨量占全年降水 量 的 3 / 5
,

而输沙量也 占全年输沙量的 3 / 5
。
丰水年输沙量大

,

枯水年输沙量小
。

1 9 7 5年降水量 8”

毫米
,

年输沙量达 53 0万吨 , 1 9 7 8年降水量 51 0毫米
,

而年输沙量仅为43 万吨
。

这就充分

证实了输沙量和降水量的直接关系
。

沿湖区间平川地多被淹没
,

现有坡耕地坡度较陡
, 1 0 .

以上坡耕地占坡耕地面积 60 %

以上
,

属于中度和强度侵蚀类型
,

土壤侵蚀模数略高于全省
。

泥沙直接入湖的坡耕地面

积为25 7平方公里
,

土壤流失严重
,

是松花湖淤积泥沙主要来源之一
。

每年流入 松 花湖

泥沙量占松花湖年淤积量 30 %左右
。

公顷年平均流失表土 64 立方米
,

相当于 面 蚀 表 土

6
.

4毫米
,

折合流失全氮 1 06 公斤
,

全磷 32 公斤
,

全钾 2 37 公斤
,

有机质 2 , 0 67 公斤
。

坡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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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流域概况及治理效果

西岔沟流域位于甘肃省通渭县东部边缘的新景公社张家山大队
,

属陇中黄土丘陵沟

壑区
。

全流域仅一个大队 10 个生产队
, 1 84 户

, 1 , 1 20 人
。

干沟长 10 华里
,

两侧有 n 条毛

沟
,

大多 1 一 2 华里长
,

总流域面积 12
,

00 。亩
。

沟壑密度 1
.

5公里 /平方公里
。

海拔 1 , 9 00

米
。

年降雨 4 00 一 5 00 毫米
。

流域内土壤和植被分两类
: 上游 3 个生产队属土石山区

,

植

以酸刺
、

梭梭草为主
,

植物群体比较稳定
,

水土流失较轻
,
下游 7个队为黄土山区被

,

植被以野篙
、

宾草为主
,

分布稀疏
,

极不稳定
,

水土流失严重
。

流域内耕地 6 , 1 97 亩
,

荒

地的土壤侵蚀正在发展
,

日趋严重
,

这关系到湖 区人 民生活和生存以及国家重要能源基

地寿命的重大问题
。

今后应重点加强湖区的水土保持工作
, 积极采取有效的工程和生物

治理措施
,

控制水土流失的发展
。

辉发河流域面积占总面积的 1 / 3
,

而坡耕地面积却占流域总耕地面积的 2 / 3
。

辉发河

含沙量大的主要原因
,

,

就是沿岸坡地的表土直接流入河流的结果
。

因此
,

沿 岸 的 坡 耕

地
,

特别是前些年新垦的小片荒地
,

应是今后治理水土流失的重点
。

3
、

今后对松花湖区水土流失的治理措施
,

主要应采取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

的办法进行
,

一定要因地制宜
,

讲求实效
。

松花湖区的林地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 59 %
,

但是分布的很不均匀
。

对 6 万多公顷荒

山
,

特别是沿岸的荒山
,

更有必要大力营造水源涵养林和护岸林
,

以减少 直 接 流 入水

库的泥沙
。

对 已有的梯田工程
,

需要加强管理
,

应尽可能地采取有效措施提 高 工 程 标

准
,

以求发挥更大效益
。

环山开挖截水沟
,

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治理措施
,

应予积极推广
。

封山育林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

境内大面积的天然次生林
,

多为 1 9 5 2年封山育林的结

果
,

费省效宏
,

群众欢迎
。

4
、

在积极开展治理的同时
,

还应大力加强预防工作
。

近年来沿湖新垦小片荒地面积较大
,

对这项工作需要严格手续
,
建立制度

,

加强管

理
。

按照有关规定
,

20
。

以上的陡坡耕地
,

必须停耕还林种草
。

特别是沿湖两岸必 须 严

格控制开荒
,

保护好现有植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