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岔沟小流域治理调查

张文兵 薛金山

(中共甘肃省委中部地区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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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l一荒坡2 , 2 6 0亩
,

沟壑 3
,

0 0 0亩
,

非生产用地 6 5 0亩
,

分别占流域面积的 5 2%
、

1 5%
、
2 5%

、

6 %
。

由于长期的水蚀
,

坡面耕地和荒山荒坡均呈水路 网
,

沟壑塌陷严重
,

年侵蚀模数

6
,

0 00 吨 /平方公里
。

西岔沟治理分两个 阶段
: 1 9 6 4一 1 9 7 5年

,

主要搞工程措施
,

修梯田零打碎敲
,

林草

没有摆上位置
,

收效不大
; 注97 6年以后

,

通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

在统一规 划 的 基 础

上
,

由单一的」
_

二程治理发展到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
,

收到显著效果
。

现在
,

全大

队修梯田 5
,

3 02 亩
,

分别占耕地和粮田面积的 57 %
、

72 % ; 沟壑打坝 8 处
,

淤地 56 亩 ;造

林 1
,

1 90 亩 (治理面积 1
,

5 60 亩 )
,

覆盖率达 10 % ;
种首楷和草木择 8 04 亩

。

每人平 均 占

有 3
.

1亩梯田
, 1 亩林

,

。
.

7亩草
。

修农路 12
.

5公里
,

加
_

L村庄等
,

共计治理 面 积 6 ,

63 2

亩
,

占流域面积的 5 5
.

3 %
。

综合治理后
, :七地利用趋向合理

,

为农林收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见效最显著的

是林业
。

全大队现有成材树 2 0 , 0 0 0多株
,

其中擦材以上的 2 ,

00 0多株
,

椽材 以上的 1 8 ,

00 0

多株
,

总价值 11
.

40 万元
,

每人平均 1
,

00 0元
。

个人林木每年有收入的户 占15 一 20 %
。

枝

梢可解决 3 个月的燃料
,

上游的 3 个队烧半年
。

树叶可供羊吃 1一 2 个月
。

全大队没有

上山挖草根的现象
。

去年有 6 个队的余柴户联户烧瓦收入 2 , 5 00 元
。

畜牧业有了新发展
:

全大队有大家畜 2 90 头
,

比 1 9 7 7年增加50 头
,

每户平均 1
。

5头 ;
羊 6 50 只

,

每户平 均 3
.

5

只
,

其中绵羊由 1 97 7年的2 00 多只发展到 63 。多只
,

占羊只总数的 97 %
。

粮食生产有所增

长
。

据湾儿生产队调查
, 1 9 7 4和 19 7 5两年年平均总产 60

, 3 00 斤
, 1 9 7 6一 1 9 8 1年年平均总

产 71
, 2 00 斤

,

增长 18 %
。

由于梯田增多
,

植被增加
,

水土流失显著减轻
。

群众反映
,

现

在下同样暴雨
,

沟内洪水仅 1 9 7 6年前的工
,

有 6道湾基本做到肥土不下山
,

洪水不出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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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治理措施

( 一 ) 全面规划
,

分姗实施

制订符合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科学规划
,

是搞好小流域治理的基础
。

张家山大队

从单一的工程治理转向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后
,

首先抓了规划工作
。

他们于 1 9 7 6

年用 4个多月时间
,

对耕地
、

沟壑
、

荒山进行丈量和框测
,

掌握了各类地形的面积
,

分

析研究了水土流失规律
,

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
。

在新基础上
,

确定了规划的指导思

想是
:

把水土保持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
,

长远从植树种草
,

增加植被
,

`

逐步提高林牧比

重出发 , 当前从梯田起步
,

造林种草相应开展
,

作到长短结合
,

以短养长
,

基本农田保
口粮

,

造林种草增收入
。

按照这个指导思想
,

根据不同地貌的土壤
、

气候
、

植被等自然

特点
,

合理配置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
,

制订了农林牧用地规划
。

农业用地以坡面建设梯

田为主
,

每人平均达到 4 亩
,

并按规划区域落实了地块 , 林业用地采取
“
梁 娜 乔 灌 戴

帽
,

沟底杨柳穿靴
” 的办法

,

在大辽凹梁和阴山梁建设林带 1
,

0 00 亩
,

沟壑造林 以 早白

杨
、

榆
、

柳和酸刺等乡土树种为主
,

实行乔灌混交 , 牧业用地主要发展人工牧草
,

植 被

较好的地方封沟封坡育草
。

对沟壑打坝和田间农路也相应作出规划
,

使全 区流域成为一

个工程治理和生物治理的协调共进的整体
。

规划订出后
,

大队整理了文字说明
,

提出分

期实施于卜划
,

发 至各队具体组织施工
。

从现在的治理效 果 看
,

梯 田
、

林
、

草
、

坝的 配置
,



基本符合规划要求
,

梯 田接近完成计划
,

大辽凹梁的6 00 亩乔灌混交林按规划已经完成
。

(二 ) 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结合
,

以生物措施为主

西岔沟流域坡面垦殖指数较高
,

除梁赤和沟台耕地在 5一 10
。

之间外
,

坡地大 多在

10 一30
“

之间
,

面蚀
、

沟蚀都很严重
。

特别是夏收结束后
,

有一半耕地地面裸露
,

伏 耕

后
,

土壤又比较疏松
,

这时正值秋季多雨季节
,

更加剧了水土流失
。

坡面水土的大量流

失
,

加重了对沟壑冲刷的强度
,

形成沟头延伸
,

沟床下切
,

沟边塌陷
,

反过来又影响台

耕地的稳定
。

根据这个特点
,

他们在综合治理中
,

按不同地貌因害设防
,

科学配置工程

措施和生物措施
,

充分发挥了群体措施的综合防护效益
。

以治沟为例
,

根据集水情况
,

在 8 条毛沟口打坝拦蓄
,

辅设排洪道
,

蓄排结合
,

起到了拦泥和减缓洪水对干沟的冲刷

作用
。

已淤平的 6 处坝
,

种上 了树和草木挥
,

把防护和利用有机结合了起来
。

干沟治理

主要搞生物措施
,

沟底栽乔木
,

植被较好的阴山沟坡
,

先封坡育草
,

再上乔灌木
;
封造

结合
,

乔灌草混交
。

阳山沟坡植被少
,

土壤干燥
,

就先整反坡再造林
。

现在
,

西岔沟的

50 0亩林中
,

乔灌结合的 50 亩
,

乔草混交的50 亩
,

干沟下段林木覆盖率达到 70 %左右
。

(三 ) 沟坡兼治
,

治坡先行

坡面是水土流失的贡点
,

又是发展生产的基地
。

张家山大队在治理西岔沟中
,

坚持

沟坡兼治
、

治坡先行的办法
,

既抓住了水土保持的主要矛盾
,

又为发展生产建设了
“ 三

保田
” 。

他们对坡面因地制宜
,

分节治理
,

以建设梯田为主
,

即 :
梁命植树

,

陡坡地种

首稽
,

缓坡地修梯 田
,

重点改造沟台地
,

建设稳产田
。

梯田建设的特点是普遍保留了原

有地埂
。

好处是
: 1

.

保护了原有植被
,

周围其它队的梯田埂削得一片白
,

他们的地埂杂

草丛生
,

一色葱绿 ; 2
.

由于草根固结
,

地埂坚硬
,

基本没有发生滑坡和水毁现象 , 3
.

为

串埂放收创造了条件
。

(四 ) 集中治理
,

连续治理

按毛沟分布
,

将整个流域分为 11 个集水单元
,

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地集中连续治理
。

这样做
,

劳力集中
,

措施配套
,

治理进度快
,

能充分发挥各项措施的综合防护优势
,

避

免了今年治东山
,

明年修西坡
,

时治时停
,

措施单一
,

互补功能差的弊病
。

刘儿沟长一

公里
,

流域面积 l , 4 0 0亩
,

其中耕地 5 0 0亩
,

荒山 3 0 0亩
,

沟壑 30 0亩
。

现在
,

这条沟从山

顶治到了沟底
,

梁赤造林 20 0亩
,

沟壑造林 10 0亩
,

山坡修梯田 4 50 亩
,

沟内打坝 1处
,

淤

地 15 亩
,

共计治理面积 7 65 亩
,

占流域面积的 54 %
。

庙下湾沟采用同样办法治 理 后
,

控

制水土流失面积达到 65 %
。

三
、

儿个探讨的问题

西岔沟综合治理已具雏形
,

各种措施配置基本合理
,

其经济效益和保持水土作用将

会越来越显著
。

但从系统性
、

合理性
、

科学性的角度看
,

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

商榷
。

1
.

关于造林先搞工程问题
。

造林先搞工程
,

这是陇中黄土高原干早丘陵沟壑区发展

林业的一条基本经验
,

但是植被较好的土石山区和阴湿地区
,

不宜生搬 硬 套
,

强 求 一

律
。

西岔沟上游的上庄生产队属土石山区
,

荒坡植被比较稳定
,

熟土层含水量高
,

水土



流失较轻
。

这类地区
,

造林直接栽植后
,

既宜成活
,

又能保护原有植被
。

但
一

由于公社每

年按造林计划统一下达工程任务
,

生产队只好挖掉原有植被层修成友玻后再植树
,

造成

水土流失
。

大辽凹梁顶原来的 6 00 亩荒山植被中
,
酸刺分布比较多

,

在建设林带修 水 平

台时
,

原有酸刺几乎被破坏殆尽
。

社员说
: a挖了酸刺修反坡

,
再到反坡中栽酸刺

,

不

知图了个啥? ”
建议在这类地区

,

下达造林整地任务时要区别对待
,

一般应直接造林
,

坡度大的地方
,

可搞渔麟
几

坑
。

这样做 , 一是有利于保护原有植被
,
控制水土流失

,

特别

是在午早地区
,

原有植被一旦被破坏
,

要经过六
、

七年才能恢复原状
,
二是由于原有植

被完整
,

熟土层水分蒸发少
,

利于树木成活 , 三是酸刺能改 良土壤
,

为乔木生长输送氮

素 , 四是能组成乔灌混交的生态群体
,

功能互补
。

促进生长
。

.2 修禅田婆把裸证质扭放在首位
。

张家山大队每人平均现有梯田 3
。

i亩
,

但有 相 当

一部分增产效果不显著
.

全大队粮食生产仍然处于低而不稳的状态
。

据统计
,

从 19 75 一

1 98 1年的 6 年中 ( 19 7 6年没有资料 )
,

丰收年亩产 1 34 斤
,

平收年亩产 1 16 斤
,

歉收年亩

产 9 5斤
,

平均只有 1 15 斤
。

究其原因
,

主要是近年来早情加剧
,

雨水少而且不 适 时
; 另

外
,

前些年修梯田片面追求数量
,

忽视质量
,

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

大队干部认为
,

陡坡地

修成梯田后普遍增了产
,

拉腿的是原来产量 比较稳定的一些缓坡地
,

因修梯 田 时 图 进

度
,

肥土还原不好
,

地力恢复慢
,

暂时增产效果不大
。

这个教训值得记取
。

修梯田一定

要保证质量
,

并配合多耕
、

深耕
、

集中施肥等措施
,

重点培肥地力、 以达到增产的目的
。

3
`

关于封坡封沟育林间晚
。

张家山荒山植被中普遍有酸刺
,

特别在上游的三个 队分

布较多
,

这是一种生物量大
、

适应性广
、

再生能力强的薪炭林树种
,

只要将 沟 坡 封 起

来
,

西五年就可郁附成林
。

目前
,

迫于缺柴
,

一两年生的幼苗 都 被 挖 来烧了
,

长此下

去 ,
酸刺就会绝迹

。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酸刺保持水土的生态效益和解决燃料的经济效

益
,

应有计划地封沟封坡
,
四五年轮伐一次

。

同时要积极改革护灶
,
减轻缺柴压力

,

为

封沟封坡创造条件
。

4
.

要宜视推广偏坡份田
。

隔坡梯田的好处是
:

( 1 ) 通过隔坡
,

能够将 自然分布的

降雨
,

进行人工再分配
,

作到两亩降雨一亩用
。

如果隔坡和梯田面积相等
,

在 降 雨 4 00

毫米的情况下
,

隔坡产生的径流约为 120 多毫米
,

而梯田得到的实际降雨就等于 5 20 多毫

米
; ( 2 ) 能够得到随水易流的肥土和枯枝落叶

,

利于培肥梯田地力多 ( 3 ) 利用隔坡

造林种草
,

等于为发展畜牧业建设基地
,

畜牧业的发展
,

又能为梯田提供有机肥料
。

所

以
,

在人少地多和耕地坡度大的地方
,

不一定块块耕地都修梯田
,

应搞好规划
,

积极推

广隔坡梯田
,

真正把基本农田建成稳产高产田
。

5
.

要工程
、

生物
、

耕作三大摘施一齐上
。

按规划要求
,

张家山大队每人平均还要修

0
.

9亩梯田
,

其余的 1
.

5亩坡地也要逐年退耕还林还牧
。

不论修梯田还是退耕
,

都不可能

在一两年内完成
,

这期间
,

对坡耕地应大力推广水土保持耕作法
,

即沟垄种植
,

等高线

种植等
,

以保持水土
,

提高地力
,

促进增产
。

据研究
,

水土保持耕作法比平作可减少径

流 20 一 80 %
.

减少冲刷 30一 90 %
,

增产 10 一 80 %
。

如果每人每年用水土保持耕作法种田

达到 1亩
.

增产幅度以 2 0%计
,

全大队可多收粮食近 30
, 0 00 斤

,

并能大 大 减 轻水土流

失
。

因此
、

在抓紧工程治理和生物治理的同时
,

应大力提倡水土保持耕作法
.

三大措施

一齐
_

t
,

加快治理进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