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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概 况

长尾河流域位于延河支流杏子河下游的右岸
,

为杏子河的最大支流
。

它发源于志丹县杏河公

社高原命附近
,

由西向东于王窑公社高沟口汇入杏子河
。

全 长 3 2
.

8 8公里
。

海拔由 1 , 0 93 一 1
,

64 3

米
。

流域面积 247
.

65 平方公里
,

沟谷面积 占50
.

54 %
。

沟谷内土地可利用面积为 0
.

1%
。

流域中6 0一

80 %植被覆盖率占总面积的 3
.

32 %
,

40 一 60 %植被覆盖率占总面积的 3 7
.

0 2%
,

20 一 40 %植 被覆

盖率占总面积的 22
.

7%
。

水土流失面积 占总面积的 95
.

4%
。

本流域的地貌类型属于梁赤状黄土丘陵沟壑区
。

地貌的形成和演变是在承袭古地 貌 的 基础

上
,

经过反复的黄土堆积和侵蚀切割
,

在近代流水和重力等营力作用下
,

形成了现代的黄土侵蚀

地貌
。

全流域出露的地层有侏罗纪青灰色砂岩
,

分布在下游李家沟以下沟谷中 ; 白奎纪 紫 红 色砂

岩
,

主要分布在李家沟以上沟谷中
,

其厚度达 80 一 1 00 米
。

白里纪地层由于抗蚀
、

抗风 化 能 力 很

差
,

通常被流水切割成深峡槽沟
。

第三纪的三趾马红土
,

主要分布在长尾河沟头附近
,

最大厚度

可达 70 米 , 流域内其它部位尚未发现有三趾马红土层次
。

三趾马红土出露的地层中
,

一个明显的

特征是泻溜
、

滑坡十分活跃
,

这是 由于三趾马红土本身具有的特性所决定的
。

第四纪地层 ( 包括

新
、

老黄土 )
,

其中老黄土是构成流域内地貌的主要基础
,

其厚度达 1 00 一 1 25 米
,

新黄土的厚度

达 10 一 25 米
,

分布的厚度受地形的影响南北均有差异
。

二
、

地貌类型与土壤侵蚀

(一 ) 地貌类型与俊蚀的特点

地貌类型的划分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

到 目前尚未形成一个统一标准
。

同时又因长尾河流

域面积较小
,

在分类上要求详尽
。

本文在分类过程中
,

主要参考罗来兴先生的一些观点
,

结合本

心月 心布 、亡月、心几 、心分心扁
、
吕补亡局

, ,

台布 、七命七布、亡` 矛亡月 亡浦 、 e 月、七汽、心召
`
心局、七令亡月

、 ,
台月 、亡布 、台布 、

合; 、七布、台月、心月、七月、亡月 、台布 、召令亡儿、 台篇
、
亡汽硬踌补亡淘

,

七令召命台令 亡瑞 、心二瑞、 ,

出补

石流固体物质的主要物质基础
;
大暴雨是暴发泥石流的前提

, 而植被的遭受破坏
,

土地的不合理

利用
,

严重的水土流失为泥石流的产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上述因素是影响泥石流产生的综合因素
,

它们相互促进
,

相互抑制
,

要有机地进行分析
,

不

可机械地对待
。

据纳雍县木井生产队老农回忆
, 1 9 5 3年 5 月 (无气象记载 ) 一天降雨量比 1 9 8 2年

5月 1 8 日成灾时大两倍 以上
,

却未酿成重灾
,

究其原因
,

当时该地区仅有耕地 80 亩
,

广大坡面为

灌丛所覆盖
,

极大地加强了固土防冲的作用
。

所以积极做好水土保持
,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

是防

治泥石流发生的重要措施
。



流域地表形态与成因的特征
,

将本流域划分为 下列类型
:

1
.

沟间地貌
。

主要分 以下几个类型
:

( 1 ) 黄土残源
。

黄土残源主要分布在主沟道上游左岸
,

源面长达 6 00 一 1 ,

00 0米
,

宽 为 1 00

一40 0米
。

源面坡度 5一 12
“ ,

源边坡度 12 一 2 5
。 。

壕的周围沟 头 环绕
,

沟 头 溯源 侵 蚀 强 烈
,

目

前源面 残 存 面 积不到 1 平方公里
。

从杨 台 源 海 拔1 , 5 5 3
.

1一 1
,

5 8 6
.

3 米 与 徐 家源 1 , 5 56
.

9一
1 ,

58 9
.

3米高度来看
,

这两个残源本是一完整的源面
,

只是在强烈的侵蚀作用下
,

才分割为 两 部

分
。

( 2 ) 黄土梁
。

较为典型的黄土梁
,

主要分布在残源附近
,

梁长 5 00 一 1 , 7 00 米
,

宽 1 00 一 5 00

米
。

梁的脊线平直
,

梁坡向沟谷倾斜
。

梁顶坡度 5一 1 2
。 ,

梁坡坡度多在 25 一 3 5
。

之间
。

梁与梁间呈

平行状分布
。

( 3 ) 黄土赤
。

较为典型的黄土命
,

主要分布在中下游沿流域分水岭上
。

黄土命的顶部坡度

1 2一 25
。

之间
,

弃坡坡度多在 25 一 35
。

之间
。

毋部坡耕地上细沟
、

浅沟侵蚀强烈
,

部分命坡残存撂

荒草地
,

但极不稳定
,

水土流失严重
。

2
.

侵蚀沟
。

根据发展程度分为
:

( l ) 细沟
。

细沟为暴雨后出现的一种最普遍的侵蚀现象
。

细沟主要产生在坡耕地上
,

通过

全流域野外调查及典型沟道小流域坡度量测
,

95 % 以上的农地分布在山坡地上
。

全流域沟间地小

于 1 2 “

的坡地面积占沟间地的 1 6
。

42 %
,

12 一 2 50 坡地面积 占沟间地的 53
。

32 %
,

大于25
。

的陡坡 耕 地

面积占沟间地的 2 8
.

2 6%
。

从各级坡度分布比例来看
,

本流域内坡耕地水土流失
,

不仅现状严重
,

而且潜在危险性很大
。

( 2 ) 浅沟
。

浅沟是在不合理的耕种条件下形成的一种侵蚀沟
。

浅沟
、

细沟是导致沟谷进一

步演变的主要基础
。

根据所编制的典型沟道小流域的侵蚀类型图上量出
,

浅沟
、

细沟侵蚀区的面

积可占沟间地的 4 0- 65
.

4%
。

根据实地量算
,

求出浅沟平均间距为 1 3
.

73 米
。

浅沟因长期 耕 种的

影响而无明显沟缘形成
,

在实地无法确定其宽度和深度
,

故也就无法确定其侵蚀量
。

( 3 ) 切沟
。

细沟
、

浅沟进一步发展即可形成切沟
。

切沟具有十分活跃的沟头
。

一但切沟形

成以后
,

土地的完整性就被破坏
,

耕作和交通被阻
,

治理就会更加困难
。

切沟进一步发展则成为

早期的冲沟
。

( 4 ) 悬沟
。

悬沟主要分布在老黄土出露的地层中
,

悬沟分布的地段植被都很差
。

悬沟主要

分布在阳坡
,

分布面积不大
,

危害性也不大
。

( 5 ) 冲沟
。

冲沟是在新黄土堆积之后
,

由坡面侵蚀沟进一步发展而来
。

全流域就冲沟的形

态特征上
,

上中下游有所不同
:

上游冲沟沟头组合为单头式的
,

平面图呈羽毛状分布 , 中游冲沟沟

头一般为多头式与单头的混合型 ; 下游冲沟沟头则多为多头式的
,

平面图呈手指状
。

我认为
,

这

种地貌形态特征与冲沟形成的时代有一定的关系
。

从流域总体来看
,

由上至下
,

由梁一梁弃一赤

梁逐步过渡
,

这种地貌形态除对古地貌有关外
,

对流域内各种侵蚀沟
,

由新至老逐步演变密切有

关
。

由此
,

可以认为
,

流域内各类地貌类型
,

如果任其侵蚀沟进一步发展
,

那种具有单头式的
、

平面图呈羽毛状的冲沟
,

将会由沟头为多头式的
、

平面图呈手指状的冲沟来代替
,

梁状地形将会
以梁一梁赤一赤梁的图式而变的更加破碎

。

( 6 ) 干沟
、

河沟
。

干沟和河沟按其成因均属于承袭沟
。

干沟原先发育在老黄土中
,

后经新

黄土覆盖
,

变成深洼地
,

近代流水沿深洼地下切
,

形成干沟
。

干沟沟床绝少切割到岩层
,

多数为

现代河沟的支沟
,

还在发展
, 河沟就其发育的时代早于干沟

,

河沟中有水流
。

主沟 道两 侧的 河

沟
,

中上游已切入 白里纪地层
,

下游河沟沟口段已切入侏罗 纪地层
,

河沟内形成了曲流阶地
,

河



沟平均比降为 1
.

8 一 5
.

8 9 %
。

3
.

谷坡地貌
。

按滑落方式分为
:

(1 )泻溜
。

泻溜多发生在无植被的陡坡上
。

长尾河沟头的三趾马红土地层
,

出露地层的坡

度多数大于 40
。 ,

泻溜和滑坡都经常发生
。

这是 由于三趾马红上湿润时变的很粘
,

干时变的很硬
,

且呈碎粒状
,

随着大气温度的变化
,

在重力作用下
,

易形成泻溜
。

( 2 ) 滑坡
。

流域内滑坡比较普遍
,

按其分布的面积
,

厚度均属于薄层滑坡
。

根 据野 外 调

查
,

滑坡主要发生在老黄土与坡积黄土倾斜接触面上
,

在中游桃树赤沟
,

这种倾斜接触面多在 35

一 45
。

之间
,
其次

,

滑坡发生在老黄土与三趾马红土的倾斜接触面上
,

这种滑坡可见于长尾 河 沟

头
,

分布范围很小
。

( 3 ) 崩塌
。

本流域中崩塌发生处较为少见
,

上游主沟道狭窄
,

人们修筑简易公路
,

通常因

开挖过陡
,

时有发生
。

4
.

河流地貌
。

从沟谷土地可利用面积 0
.

1% 这个数据来看
,

整个沟谷是狭窄的
。

河流阶地主要

分布在王南沟以下沟谷中
,

主要有二级不对称的阶地
,

属于基座阶地
。

一级阶地面宽 50 一 80 米
,

砾石层厚度在 1 一 2 米之间
,

二级阶地面宽达 80 一 1 50 米
,

目前
,

一
、

二级阶地基本上经治理
,

为

流域内较好的农耕地
。

中下游河流下切强烈
,

一般来说
,

无明显的河漫滩形成
。

(二 ) 地貌分区及各小区甚本特征

长尾河流域
,

黄土残源
、

梁
、

梁毋
、

赤梁在总体分布上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 根据地貌类型分

布的规律
,

地貌形态及数据特征
,

土壤侵蚀方式
、

程度等进行分区
。

分区的 目的是为今后合理治

理提供科学依据
。

通过野外调查
、

室内航片判读及 1 l/ 0 ,

00 0地形图量算
,

参照典型沟道小流域各级坡度所 占

百分数
、

沟壑密度
、

沟道平均 比降
、

浅沟细沟侵蚀区分布面积
、

侵蚀沟沟头距分水岭的距离
、

全

流域地面分割度
、

植被覆盖率等因素
,

将本流域分为三个地貌小区
;
再根据南北植被明显差异

,

将

以梁赤为主的地貌小区分为两个部分
,

共分为四个小区
:

I一以梁为主的地貌小区 , I
_ :
一以梁筛为主的地貌分区 (强度侵蚀 ) , I

_ 2

一以梁赤为主

的地貌分区 (轻度侵蚀 ) 多 l 一以筛梁为主的地貌小区 (如图 1所示 )
。

各区的数据特征主要有
:

1
.

流域内植被覆盖率的特点是上游高于下游
,

南部高于北部
,

阴坡
、

半阴坡高于阳坡
。

2
.

流域内干沟
、

冲沟的长度是由上游往下游逐渐减小的
,

这
`

表明主沟道沟缘线距分水岭的距

离
,

也是由上游往下游递减的
。

3
。

全流域就沟头溯源侵蚀
、

沟道下切的强度
,

上游也是大于下游的
,

这与各小区沟道平均比

降
,

集水区坡形
、

坡度等有关
。

I小区沟道比降大
,

沟间地坡度比较平缓
,

大于 25
。

的陡坡只占2 0
.

5%
,

各类侵蚀沟处于十分

活跃阶段
。

I
_ :
小区

,

从各类侵蚀指标来看
,

侵蚀是严重的
。

由于坡度陡
、

地形破碎
、

植被差
,

是本流域

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小区
。

1 . :

小区
,

植被好
,

虽然沟间地陡坡比例以及浅沟细沟侵蚀区的比例均高于 I 小区
,

但植被

对沟道下切
、

侧蚀都具有一 定的控制作用
,

本区泥砂主要来自沟间地
,

水土流失轻微
。

I 小 区
,

虽然沟道平均比降
、

沟谷地所 占比例均低于中
、

上游
,

但地表破碎
,

沟壑密度仅次

于 I
_ :
小区

,

为 6
.

28 公里 /平方公里
,

植被覆盖率低
,

综合评价各种侵蚀指标
,

本小区水土流失的

程度仅次于 I
_ ,

小区
。



图 1长尾河流城住蚀地貌分区

总之
,

水土流失的过程
,

实际上是地面上各类侵 蚀 沟发展
、

沟间地的缩小
、

地面物质的移

动过程
,

也就是现代侵蚀地貌发展和演变过程
。

要掌握本流域水土流失的规律
,

对侵蚀地貌的研

究是不 可缺少的一项工作
。

本流域的侵蚀是以水蚀为主
,

其次是重力侵蚀
。

三
、

几点建议

各小区在治理上
,

首先必须重视沟间地坡耕地的治理
,

采取科学耕种法与修建基本农田相结

合的办法
,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只有这样
, 才能为大于 25

“

陡坡耕地退耕还林还牧打好基础
,
其次

应根据各小区特征有所侧重
:

I 小区沟道比降大而狭窄
,

不宜打坝淤地
,

在治理上应根据本小区植被较好这一特点
,

采取

封沟与营造乔灌林相结合的办法
,

在沟头营造防溯源侵蚀林
,

是搞好本小区水土保持 工 作 的 关

键
。

I
_ :
小区与 l 小区

,

为流域内治理的重点
,

在治理上应采取农
、

林
、

牧
、

田间工程及沟谷工

程综合治理的水土保持措施
,

严格控制陡坡开荒
,

配置各种水土保持措施
,

应既能防止水土流失
,

又要有利于农业生产
,

达到合理利用土地的目的
。

I
_ :

小区
,

虽然植被好
,

但人为破坏严重
,

据 1 9 5 8一 1 9 7 8年两期航片对何家沟小流域植被判

读
,

60 一 80 %植被覆盖率
,

由 1 9 5 8年的 4
.

51 平方公里下降到 1 9 7 8年的 2
.

66 平方公里
,

20 年下降了

40
.

02 %
。

根据本区的特点
,

在治理上应加强现有植被的保护
,

严格控制乱砍滥伐
,
大力 种 草种

树
,

恢复植被
。

本小区治理应放到沟间地坡耕地上
,

只有抓好沟间地治理
,

才是搞好本小区的关

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