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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 3 0多年来
,

治理陕北无定河流域做 了大量工作
,

取得了巨大成就
,

积累了丰富

的正反两方面经验
。

对它进行科学的总结
,

是完全必要的
。

本文简略谈谈本流域的治理

方向问题
。

无定河流域年产沙量和入黄泥沙

据调查分析
,

到 1 9 5 1年止
,

全流域已建水库中
,

有资料的 n 3座大
、

中
、

小 ( I ) 型

水库总库容 16
.

6亿立方米
,

已淤 6
.

3亿立方米
。

淤地坝共拦泥沙 1 1
.

7亿立 方 米
。

坝
、

水

库合计共拦泥沙 18 亿立方米
。

因为坝库上下游没有拦淤条件
,

这个数字就是 30 多年来由

于坝库拦淤所减少的 入黄泥沙 量
。

按时段划分为 19 52 一 19 6 0年
、

1 9 6 1一 1 9 7 0年
、

19 7 1一

1 9只。年三个时段
,

每一时段年平均减少入黄泥沙量分别为
: 0

.

16 4
、

0
.

6 1
、

1
.

5 32 亿吨
。

加上输出无定河 口的入黄泥沙量
,

即为各时段平均每年流域产沙量 ( 即土壤侵蚀量 )
,

分别为 2
.

6 8 4
、

2
.

6 5。
、

2
.

5 4 8亿吨
,

减少入黄沙量分别 占流域产沙量的 6
.

1 %
、

2 3
.

0 %
、

62
.

1 %
。

就减少入黄泥沙而言
,

坝
、

库作用是 巨大的
,

如果没有这些坝
、

库
,

则 3 0年来

进入黄河的泥沙将增到 2 4
.

3亿吨
。

在七十年代
,

进入黄河泥沙将使黄河 总 输 沙 量增加

l八 0以上
,

这个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

显然
,

就产沙而 言
,

虽经 3。年治理
,

但基本未变
。

这是不能不引起 重 视 的 严重阿

题
。

有的同志由此得出
“
水土保持无用

” 论
,

至少也是
“ 水土 保 持 长 期

” 论 (实际是
“ 无限期

” 论 )
。

热心于水上保持的同志认为
,

只要能
“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即水地

、

坝地
、

梯田的所谓
`

三田
’

)
,

在粮食 自给的同时
,

退耕还林还牧
” ,

问题似乎就可解

决了
。

但也有的同志认为
,

这是 “ 水土保持方向
” 问题

,

,’3 o年来实际未搞多少水土保

持 ” 。

问题究竟在哪里 ? 确是应该认真分析探讨
,

为今后制定水土保持方向提供科学依

据
。

二
、

无定河流域的泥沙来源

为 r 弄清楚这个间题
,

需逐一回答下列问题
:

1
.

无定河流域各种土地面积
。

对照统计数字与实地勘察所得印象出入很大
。

据横山

及米脂两县 1 9 8 0年土壤普查资料
,

对统计数加以分析校正
,

这样就得到无定河流域 1 9 8 1

年各种土地的实际 (校正后 ) 面积
。

2
。

无定河流域不同土地的侵蚀模数
。

根据绥德水土保持站试验研究提供的比较系统



的分析成果
,

经查对其仅存的实测资料
,

并参考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该站及其所属分站

的部份调查和实测资料
,

以及对照该站类似的有水土保持效益的分析报告
,

以其不同土

地侵蚀模数比 (见表 1 ) 作为分析计算无定河流域不同土地产沙比的依据
。

3
。

无定河流域 1 9 5 1年不同土地产沙量 占流域产沙 量 的 百 分比 (即产沙比 )
。

根据

表 1 及不同土地的面积分析计算出不同土地产沙量 占流域产沙量的百分数 (产沙比 ) 如

表 2
。

同样
,

对横山
、

米脂两县不同土地的产沙比进行了分析计算
。

现将主要土地产沙比

汇总如表 3 。

从表 3 可见
, 1 9 3 0年的横山

、

米脂两县及 19 3 1年无定河流域的产沙量
,

主要来 自坡耕

地
、

自然荒坡
、

土崖
、

沟道
、

工矿
、

村庄
、

道路
,

共 占总产沙量的 8 6
.

2 %
、

9 1
.

9 1%及 9 3
.

82 %
。

其 中以坡耕地产沙量所占比重最大
,

米脂县 高达 5 0
.

7 4 %之多
,

横 山县为 42
.

了9 %
,

无定

河流域为 2 9
.

5 8 %
。

而坡耕地的面积 占总面积米脂为 3 2
.

4 1 %
,

横山 为 20
.

84 %
,

无定河

流域为 1 4
.

5 7%
。

这就足以说 明
,

在坡耕地上采取防治土壤侵蚀措施的重要性
。

自然荒坡
、

土崖及沟道的产沙量所占比重也很大
,

就横山县而言
,

其面积分别占总

面积的 1 4
。

40 %
、

7
.

23 %
、

3
.

00 %
,

而产沙量分 别 占总 产 沙 量 的 1 2
.

3 6 %
、

9
.

47 %
、

表 1 无定河流域不同土地傻蚀模数比

土 地

坡耕地

土 崖

工矿
、

村庄
、

道路

自然荒坡

梯 田

侵 蚀 模 数 比 侵 蚀 模 数 比

0
。

2 3 5

0
。

6 3 7

人工草地

林 地

干支毛沟

千 支 沟

毛 沟

0
。

2 1 9

0
。

4 8 ] 2
。

8 7 8

0
。

4 1 8 0
。

8 3 3

4
。

5 7 3

表2 无定河流域 19 8 1年各种土地的产沙 t

占流域面积
( % )

占水土流失面积 {

( % ) {

产沙量占流
土 地 (万亩 ) 域总产沙量

L% 、

侵蚀模数 比

梯 田

坝 地

坡 耕 地

林 地

人工草地

自然荒坡

工矿
、

村庄
、

道路

干
、

支
、

毛沟

土 崖

光 板 地

合 计

8 4
。
6

1 6
。
8

6 6 1
。
4

4 1 0
。

6 8

1 2 7
。

9 6

1 1 4 5
。

2 6

2 8 6
。
4

1 5 8
。

9

5 6 9
。
7

1 0
。

1

3 4 7 1
。
8

1
。

8 6

0
。

3 7

1 4
。

5 7

9
。

0 5

2
。

8 2

2 5
。

2 5

6
。
3 1

3
。

5 0

1 2
。

5 6

0
。

2 2

7 6
。

4 9

2
。
4 4

0
。
4 8

1 9
一

0 5

1 1
。

8 3

3
。
6 9

3 2
。
9 9

8
。

2 5

4
。
5 8

1 6
。
4 0

0
一

2 9

1 0 0

0
。
7 6

0

2 9
。

5 8

4
。

0 2

1
。

3 4

2 1
。
4 0

6
。

1 6

2 0
。

4 5

1 6
.

2 3

O
。

2

0

1

0
。

2 1 9

0
。

2 3 5

0
。

4 1 8

0
。

4 8 1

2
。

8 7 8

0
。

6 3 7

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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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共产沙土地的产沙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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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米脂县而言
,

其面积分别 占总面积的 1 8
.

4 5 %
、

9
.

94 %
, 3

.

50 %
,

而产沙量

分别占总产沙量的 12
.

07 %
、

1 0
.

09 %
、

1 5
.

77 %
。

就无定河全流域而言
,

其面积 分 别占

总面积的 2 5
.

2 3 %
、

1 2
.

5 5 %
、

3
。

5 %
,

而产沙量分别占总产 沙 量 的 2 1
.

雄%
、

1 6
.

23 %
、

2 0
.

4 5 %
。

对如何合理利用这些土地以发展经济
,

以及应采取怎样措施以防 治 其土壤侵

蚀
,

也应引起足够的认识
。

对于工矿
、

村庄
、

道路
,

无论在面积方面或在产沙量方面所 占比重都不大
,

但也不

应忽视
,

应充分加以利用
,

并做好防治土壤侵蚀的措施
。

如果没有这些 涕田
、

坝地
、

人工草地及造林等项措施
,

对无定河流域而言
,

产沙量

将比 1 9 8 1年实际产沙量增加 1 1
。

5 %
,

所增沙量将 占没有这些措施的 1 9 81 年可能产沙量的

10
.

3 %
。

这个数字并不大
,

但却说明只要能合理利用土地
,

宜农则农
,

宜林则林
,

宜牧

则牧
,

并采取适当的防治土壤侵蚀的措施
,

土壤侵蚀是可以 防治的
。

另一方面这个数字

还说 明
,

30 多年来以防治土壤侵蚀为核心的水土保持工作还做得很 少
,

如 表 2所 示
,

1 9 8 1年梯田
、

坝地
、

林地和草地的面积合计只 占总面积的 1 4
.

1%
,

占水土 流 失 面 积 的

1 8
.

妞%
,

梯田的面积只占水土流失的坡耕地面积的 9
。

69 %
,

人工草地占水 土 流失的坡

耕地面积的 1 4
.

65 %
,

坝地面积只占干
、

支
、

毛沟面积的 1 0
。

2 6 %
,

且多在干支沟
,

其防

治沟道侵蚀的作用不大
。

林地有相当大的部分属防风固沙林
,

不在水土流失区 内
,

从表

2 看
,

林地面积占自然荒坡面积的 35
.

86 %
。

实际并非如此
。

至于土崖及 工 矿
、

村庄
、

道路应如何合理利用以及采取怎样防治土壤侵蚀的措施
,

所做工作更少
,

甚至像绥德水

土保持科学试验站的唯一的高标准的试验沟
·

— 小石沟流域内的道路防治侵蚀问题亦尚

未引起注意
,

有的道路 已被侵蚀成沟
。

其它更可想而知
。

所有这些
,

在制定今后治理方向时
,

都是应该加以注意的
。

三
、

无定河流域的粮食来源

分析米脂县 19 8 0年普查的不同土地产量资料
、

无定河调查 队典型调查资料及野外勘

察情况
一

认为
,

在 〕9 8 0
、

1 9 8 1年雨量
、

气候
、

生产条件等情况下
,

水地和坝地的产量大致



相等
,

每亩产量相当于 5 一 6 亩坡耕地 ; 一亩梯田 的产量相当于 2 一 3亩 坡 耕 地 的产

量
。

据调查
, 1 9 8 1年无定河流域的粮食

,

主要来自水地
、

坝地
、

梯田 及 坡耕 地 4种土

地
,

其面积分别占总土地面积的 1
.

9%
、 0

.

37 %
、

1
.

86 %
、

1 4
.

57 %
。

据此
,

按一亩水地

或坝地等于 5 亩坡耕地
、

一亩梯田等于 2
.

5亩坡耕地的产量分析计算
,

同样得出横 山县

1 9 8 0年及米脂 1 9 8 0 , 1 9 8 1年各种土地产量比
。

坡耕地面积占耕地面积均在 70 一 80 %
,

粮食产量占总产量均在 40 一 50 %
。

梯田面积

以米脂的比重最大
,

占耕地面积的 1 8
.

91 %及 1 9
.

96 %
,

产粮占总产的 2 8
.

1%及 2 8
.

3% ;

横山县梯田最少
,

占耕地面积的 7
。

17 %
,

产粮占总产的 1 1
。

7% ; 无定河流域的梯田面积

古耕地的 9
.

96 %
,

产粮占总产的百分之 1 5
。

2%
。

水地产粮的比重均较大
,

占总产的 22 一 3 1
.

1 %
,

其面积占耕地面积的 7 一 1 0
.

18 %
。

坝地面积只 占耕地面积的 1
.

62 一 2
.

1%
,

其产量所占比重不大
,

只占总产 的百分之

: 5
。

2 6一 7 %
。

梯田是坡耕地上一项高标准的防治土壤侵蚀的措施
。

旱地与坡耕地合计
,

则旱地面
、

积占耕地面积 高达 8 7
.

8一 9 1
.

1%
,

其产粮占总产的 62
.

8一 7 1
.

9 %
。

四
、

今后的治理

明确 了泥沙及粮食从不同土地上的来源之后
,

对这些土地的治理方 向就 容 易讨论

了
。

所谓治理
,

主要是指水土保持及水利措施
。

我着重的还是在水土保持方面的意见
,

因为这是根本嘛 I

(一 ) 坡耕地的合理利用
,

防治土滚怪蚀
,

改 良土城
,

以提高或保持其生产能力的

工作
,

应放在首要位置
。

坡耕地 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19
.

05 %
,

而 19 8 1年产沙占流 域 产沙

量的 2 9
。

5 8 %
,

产粮占流域总产的 4 7
。

6 %
,

居各种土地产沙
、

产粮之首位
。

就单位面积产

沙而言
,

除毛沟外它是最高的
,
就每亩产粮而言

,

在各种耕地中是最低的
。

其面积 占耕

地面积的 7 7
.

8 8 %
,

因而每治理一个单位面积
,

无论对减少产沙或是对增加粮食而言
,

作

用都将是很大的
。

而且坡耕地一般都较好
,

是发展农业经济的主要土 地
,

不 仅 生 产粮

食
,

只要能合理利用
,

防治土壤侵蚀
,

科学种田
,

则无论是粮食或其他农
、

林
、

牧产品

都有可能成倍的增长
。

潜力是很大的
,

是实现十二大翻两番要求的重要农业 (指的是大

农业不只是粮食 ) 用地
。

(二 ) 坡耕地上防治土滚任蚀猎施要多样化
。

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的复杂性
,

要求 以一种措施就能经济有效地适应各种情况是困难的
。

究竟应采取怎样的具体措施
,

应根据具体情况
,

作出有科学根据的具体规划设计
,

定出实施 步骤
,

明确管护办法
,

以保

证其持续生效
。

五十年代曾提倡过并曾作过一些试验的
,

如农业技术改 良措施有
: 1

.

深

耕密植及时中耕 , 2
.

合理增施肥料 ; 3
.

水平沟垄耕作法 (包括垄作区 田
,

套犁沟播 )
,

.4 草田轮作
,

等高带状间作
,

人工牧场的改良
; 5

。

水流调节带
, 6

。

牧草排水道
。

农业改

良土壤措施有
: 1

.

梯田 (坡式逐步变成水平 ) , 2
。

梯田水平沟
, 3

。

捻窝地
,

等等
。

其他

如旱井
、

水窖
、

地边埂
、

隔坡梯田
,

现在普遍采用的水平梯田
、

池塘
,

在有风蚀成风害

的地区的林网
、

灌木埂梯田等等
,

以及今后通过科学试验而可能创造的其他措施
,

如作

物品种及合理布局
,

改良土壤结构增加渗漏速度和持水能力
,

免耕
、

少耕 或 底 层 松土



法
,

排水系统的合理布设
,

排水沟出口的防护
,

作物留茬等等
。

总之
,

一切可以增加土

壤抗冲能力的措施
,

可粤减小雨滴对土壤的打击或戮蚀的保护措施
,

可以减少径流或径

流集中的防护措施
,

可以减少地表径流速度使其小于土壤抗冲流速的防护措施等等
,

都

可根据土地合理利用情况和要求
,

经过科学地对比设计
,

加以采用
。

(三 ) 水地在水利方面姿认真完兽设施
,

科攀用水
,

提离用水的保证率
。

在农业方

面要求科学种田
,

以提高亩产
。

水地除少部分梯田水地外
,

大多都在川
、

滩
、

台地上
,

原来就不属于水土流失区
,

可以不考虑其产沙问 题
。

但 1 9 8 1 年 水 地 占耕 地 面 积的

10
.

18 写 , 产粮占流域总产粮的 3 1
.

1 %
,

其比重除坡耕地外算是最大的
,

可作为 本 流域

或灌区附近地区的商品粮基地
。

其 1 9 8 1年实际亩产 比可能亩产相差很大
,

其原因除农业问

题外
,

在水利方面主要在于设施不完善
,

不能科学用水
,

以及用水保证率不高
。

如 19 8 2

年春早有些灌区就由于设施不完善等因而无法引灌
。

1 9 8 1年米脂县实灌面积只 占有设施

面积的 5 2
.

3 %
,

问题是相当突出的
。

无定河流域水量并不能满足本流域的用水要求
,

然

而七十年代每年平均入黄水量有 1 1
。

5亿立方米之多
。

虽有水库建设
,

但均因流域产沙淤

积而报废
。

旧城
、

新桥水库就是明显的例子
多 电市水库如不迅速采取措施

,

亦将难免同

一下场
。

而没有水库
,

水资源就难以合理利用
,

用水保证率就难以提高
,

水地的高产稳产

就可能落空
。

在这个意义上
,

水库对水地作用是带有一定根本性质的
。

而水库会不会被

淤废
,

决定于上游以防治土壤侵蚀为核心的水土保持作得如何
,

因而说水土保持—
以

防治土壤侵蚀为核心的水土保持
,

是水地 (或水利 ) 的根本
,

完全符合实际
。

由于发展

水地的川台地的面积不多了
,

在这里扩大水地面积的潜力不大
。

然而若能结合坡耕地上

防治土攘畏蚀的水窖
、

早井
、

池塘等拦截径流的措施
,

用以调蓄暴雨径流
,

发展一些梯

田水地
,

可能是有生命力的
,

应认真去做
。

( 四 ) 修埃地
。

1 98 1年
,

坝地面积只占耕地面积的 1
.

98 %
,

产粮只占流域总产粮的

6 %
,

比重是不大的
。

但它具有早年保收的特点
,

对没有水地的丘陵沟壑区的社队来说

是有意义的多 对防治土壤侵蚀来说
,

由于现有坝地大多位 于干支沟道中
,

其作用还不显

著
。

坝地减少的沟道侵蚀量或产沙量虽然只占流域产沙量的百分之。
。

55
,

然而拦沙作用

则非常突出
。

三十多年来
,

坝地共拦淤 1 1
.

75 亿立方米
,

七十年代平均每年拦 0
.

8 2 1亿立

方米
,

合 1
,

10 吕亿吨
,

相当于同期入黄泥沙的 1
.

15 倍
。

可以修坝的沟道很多
,

因 而 潜力

还是有的
; 加上有先进的水坠修坝的科学方法

,

应该继续发展
,

只是在 规 划 布 局
、

排

洪
、

防碱
、

管理养护等方面要认真地按科学办事
。

对于已有坝地所存在的间题
,

要认真

检查处理
。

在农业方面
,

对如何科学地耕种坝地
,

应认真研究
,

不断提高单位面积的产

量
。

在毛沟中修坝应给以特别的重视
,

因为这些沟道的侵蚀模数大
,

修坝后不仅起到拦

淤造地的作用
,

同时还起到防治严重沟道侵蚀的作用
。

(五 ) 修梯田
。

梯田是一项 高标谁的防治土壤侵蚀的措施
,

对减沙和增产都能起很

大作用
。

1 9 8 1年梯田面积占耕地面积的 9
,

96 %
,

产粮占总产粮的 1 5
.

2 %
,

产沙只占不修

梯田时的 20 %
。

今后还应继续发展
。

但在规划设计时要在合理利用土地的基础上与其他

措施多作对比分析
,
按经挤效益

、

技术可能等加以选择
,

以期发挥最大效能
。

希望农业

部门对已有梯田要充分利用
,

实行科学种田
,

提高单产
。

(六 ) 保护自然策坡
。

目前它多用作牧场
,

少数营造灌木林或用材林
,

生产率很低
。



1 91 8年产沙量 占流域产沙量的 1 2
.

二%
,

其面积 占流域面积的 2 5
.

2 3 %
,

占水土 流 失面积

的 32
.

99 %
。

如何利用好这类土地
,

对 发展本流域经济关系是很大的
。

总的 说 来
,

应以

改 良草场
,

以草定畜
,

发展牧业为主
,

适当发展林业
。

林草在布局上
,

可 试 行 林 网形

式
,

即以灌木林网作为草场的围栏以利轮封轮牧
,

间以用材林网以利防风
。

无论对造林

或育草都应注意防治土壤侵蚀问题
,

以减少产沙量并逐步改 良土壤
,

以提高土地的生产

能力
。

( 七 ) 整治土崖
。

这类面积 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1 6
.

二。%
,

产沙量 占 流 域 产 沙 量的

1 6
.

23 %
,

比重也是相当大的
。

其利用办法主要是封山育林育草
,

待林草生长后逐渐起到

防治侵蚀的作用
。

为便于封育
,

应设 置生物围栏
,

即以带刺的灌木沿四周密植
,

间以乔木
。

( J、 ) 治理沟道
。

包括干
、

支
、

毛沟
,

面积占水土流失面积 的 4
.

5 8 %
,

产沙量 占流

域产沙量 2 0
.

4 5 %
。

产沙所占比重是很大的
。

毛沟的侵蚀模数为干支沟的 5
.

5倍
,

故沟道

防冲的重点在毛沟
,

其办法有
:

1
.

减少径流来源
, 2

.

沟底修谷坊
; 3

.

沟坡 育 林 育 草
;

4
.

修建淤地坝等等
。

(九 ) 工矿
、

村庄
、

道路
。

面积和产沙量所占比重虽不大
,

但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较

大
,

应针对不同情况进行专门规划设计
,

给径流以出路
:

或排 或蓄
,

以充 分 利 用 水资

源 , 或树或草多种经营
,

以充分利用土地资源
。

( + ) 排水系统
。

所有各类土地都应充分考虑排水系统
,

因为所有防治土壤侵蚀措

施都确一定防护标准
。

尤其在当前条件下
,

面积大
、

任务重
,

劳力资源更要合理使用
,

标

准亦不宜定得太高
。

一般由几年一遇到一二十年一遇的暴 雨标准即可
。

以后随着经济发

展
,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标准也可随之提高
。

但总会确超标准的暴雨
,

必须给径流以出

路
,

这就是排水道和由此而形成的排水系统
。

对所确这些排水道都必须有防治侵蚀的措

施
。

根据试验
,

各地不同条件用不同草皮的保护措施
,

如品种
、

种植 方 法
、

保 护 方法

等
,

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措施
,

但一直未被注意
,

包括一些水土保持科学 试 验 研 究单

位
,

在其试验场内就没有这一项措施
。

因而即使梯田连片
,

在略确径流的情况下即集中

冲刷成沟
,

破坏土地
,

为害下游
。

故对出水 口的保护
,

尤不可忽视
。

上述 10 条
,

只是对确关水土保持方面的一些看法
。

其具体措施正如
“ 水土保持工作

条例
”
所指出的

,

必须
“ 因地制宜

” 地进行勘测
、

规划
、

设计
、

实施
、

管护及更新
。

确

关单位应编制设计规范以供生产部门及农民参考
。

关于水利方面的方向性间题
,

则在于

能确保水库的长期调节利用以提高现礁水地的科学用水和用水 的保证率
。

在坡耕地上如

何兴修水地间题
,

则应结合防治土壤侵蚀问题尽快地进行试验
,

找出适合于不同情况的

具体措施
,

以便加以推广
。

(上接 第31 页 )

四
、

存在问题

杏子河流域总面积 1
,

4 88
.

72 平方公里
,

其 中在该流域上游缺 1/ 1 。
,

00 0 航 测地 形图

(国家无图 ) 6 2
.

51 平方公里
,

这一部分是用 1/ 50
,

00 。航测地形图量算补充 的
。

因此
,

量算精度受到一定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