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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
、

土地合理利用和
“
大农业

”
生产深感关切

。

近年来对这些问题
,

又作了些冷静的探索
,

认为不管治黄也罢
,

使亿万人民生活富裕起来也罢
,

关键在于能否把黄土

高原的降水全部
“
就地入渗拦蓄

” ,

因而提出把它作为整治黄土高原的方略
,

以期在30 一50 年内

真正实现
“
群众生产遵规律

,

植树种草催河清
”
的愿望

。

现仅就黄土高原土地整治的紧迫性
,
黄

土高原土地整治的方略和黄土高原整治 的途径等三方面略述如下
:

一
、

黄土高原土地整治的紧迫性

紧迫性表现在
: 土地资源的严重破坏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

; “
五 滥 , (滥垦

、

滥牧
、

滥樵
、

滥采
、

滥伐) 成风
,

山穷水尽
,

民不聊生和洪水暴涨暴落成灾
,

祸及下游人民
。

大家都知道
,

黄土高原是我中华民族的摇篮
,

是我国农业生产和文明的发祥地
。

自古至今
,

劳

动人民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

并为祖国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史前
,

它原是块草茂

林丰
、

沃野千里的宝地
,

而今非但地面支离破碎
,

沟深坡陡
,

光秃不毛
,

地力贫痔
,

而且水土流失

严重
,

灾害频繁
,

人民生活困苦
。

从西安半坡文物遗址一带出土的埋藏草甸土型古土壤
,

关中漆

水河流域凤翔
、

岐山
、

武功一带
,

在不同阶地上 出现的草甸褐土和褐土型埋藏古土壤
,

以及从黄

土撅区和丘陵区广泛分布的黑沪土或灰钙土等埋 藏 剖 面 和 残 存 剖 面来看
, 2 万多年以来

,

黄

土高原及其邻近地区的气候虽有所波动
,

新构造运动也较明显
,

但距今至少 2 , 0 00 多年 前
,

全区

的成土过程与地质循环的侵蚀和沉积过程
,

曾取得平衡
。

前者并一再占据了绝对优势
,

压制了后

者的进程 , 否则就不会出现土壤发生剖面
,

尤其不会出现腐殖质层的一再覆盖大地
。

我们在五十

年代进行全区土壤考察时
,

曾见厚达50 一 10 。厘米的残存黑庐土的腐殖质层
,

非但在源畔
、

梁塔顶

盖
、

墉地
,

同时也在山湾地和2 0
。

上下的介坡 (凸形 ) 上广泛出现或局部残存
,

发现其分布 规 律

与当地人 口密度和耕垦强度密切有关
。

这些土性 良好和肥沃的土层
,

近 30 年来又在不断消失
,

非

但在丘陵地区残存无几
,

就是在当年平坦的源区
,

也只能在源心分水岭一带见有分布
,

源畔和破

碎源地都不易见到
。

无怪有些同行常以
“黑沪土在哪里 ? ”

向我责间
。

近年来黄土高原土壤侵蚀

的强烈由此可见
。

强烈的土坡侵蚀
,

完全是由于长期生产上掠夺成性所造成的
。

种植业的倒退是破坏地力
,

削

弱土壤抗冲能力和降水入渗功能
,

进而诱发严重水土流失的罪魁祸首
。

本区由于固有 自然条件的

限制
,

不宜于发展过多的粮食生产
。

过去历代统治阶级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

长期违背自然规律
,

硬在这里大搞粮食
,

于是毁草 毁 林 开 荒
。

十年动乱期间竟有省地机关团体和社队还 派 出 所 谓
“
远耕队

” ,

进入林区腹地兴办农场
,

大肆砍伐
,

使原先具有高达 50 % 以上的林灌覆盖率下降到

5 %
,

同时经营方式又极为原始粗野
。

其次牧业生产和林业经营
,
在经营方式上的粗野倒退

,

与粮

食生产相比
,

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

过去
“

风吹草低见牛羊
”

的原野
,

目前几乎光秃不毛
,

畜过尘扬
,

其载畜量 已由1一2亩一头羊下降到20 一30 亩地一头羊 , 但仍盲目追求存栏头数
,

形成畜牧业上的



“广种薄收
,

薄收更广种” 的恶性循环
。

林业生产上的滥伐成风所造成的恶果
,

也不亚于毁林开

荒
。

此外滥樵滥采等无情掠夺破坏也紧跟不舍
。

广大农村的薪炭
,

大都来 自就地取材
,

铲草皮
、

挖草根
,

已成为农村妇孺的日常必要劳动
。

有人估计
, 十二三岁的儿童

,

每 日须挖草
、

灌 ID0 斤

上下
,

就得破坏20 。平方米的草皮
,

才能解决数口之家的烧柴问题 (每 日每人 需干柴 6 斤 )
。

十年

动乱期间
,

有些邻近山区的群众
,

常于农闲时成群结队地深入林区进行
“
有组织

” 、 “

有保卫
”
或

“
有武装

,, 的砍樵
。

区内中草药材很多
,

其中甘草确是黄土高原北部的一个宝
。

五十年代我们作

过调查统计
,

每采一斤甘草
,

就须挖动 1 立方米的土壤
,

现在有个材料为每挖一斤甘草
,

就得破

坏1 00 平方米地面
。

由此引起的水蚀和风蚀都是十分严重的
。

就是这
“
五滥

”
成风

,

非但保土
、

固砂植被被无情破坏
,

加速了水土流失
、

土地沙化和沙漠

化的扩展
,

地面又被割切破碎
,

而且加速破坏了土壤的入渗和保蓄降水
、

调节早涝灾害的功能
,

并使土地资源的再生能力 日减
,

目前已达地疮民贫
,

三料俱缺
,

有时甚至人畜饮水也要靠远地接

济的地步
。

强烈配土壤畏蚀
,
把广大面积的耕层表土推移入海

。

即以年冲刷量 16 亿吨以一半 来 自坡耕

地
,

并以耕层厚20 厘米计
,

那么黄土高原每年将有5 50 万亩农田 的耕层被毁
,

高出河 口每年 扩展

海徐面积 3 60 倍以上
;
其余一半来自高平地区

,

那么就将有相应的平地变成沟地
。

西峰镇东 的 火

巷沟在1 9 5 1年治理前以每年 5 一10 米的速度向该镇进逼
。

史料说明
,

唐代后期
,

董志源源面是很

完整的
,

南北长42 公里
,

东西宽32 公里
,

而今南北倘以不变计
,

东西最宽仅1’8 公里
,

最窄处 已不

足 1 公里
。

以最大宽度计
,

则其面积 已由1
, 3 44 平方公里变为 7 56 平方公里

。

1 , 3 00 多年来
,

至 少

已损失平整的壕地5 88 平方公里
,

相当于每方公里每年损失良田一亩
。

根据 1 9 67 一1 9 7 9年两 次 航

片对固原县17 条沟道的对比分析结果看出
,

沟头平均每年前进 5
。

32 米
,

其中李寨科沟10 米
,

赵新

庄沟1 5
.

7米
。

这二条沟在最近 12 年内分别蚕食良田 10 亩和 15 亩
。

全县每年被蚕食的耕地 5
,

。00 一

石 , 0 0 0亩
。

据黄河水利委员会估算
,

16 亿吨泥沙含氮
、

磷
、

钾养分 4 , 2 00 万吨
,

其中仅氮素一项就达 34 4

一6 45 万吨
,

相当于 6
.

5一 12
.

3亿吨羊粪
,

也相当于硫氨 1 , 7 20 一 3
,

2 25 万吨
。

如以氮肥 利用 率 为

l / 3计算
,

则本区植物生长当年能利用的氮素损失 1 15 一 2 15 万吨
,

将减产粮 食 1
, 4 02 一 2 ,

62 1万

吨
, 6

,

00 。万人民平均每人损失粮食 5 00 斤以上
。

这是
“
越广种越薄收

” 和 “越薄收越广种
” 的恶

性循环
。

就是这个恶性循环迫使广大农民向荒山秃岭
“进军” ,

在 35
“

以上的小块
“
挂牌地

”
上

“
扎营

” ,

把本区土地资源的再生能力摧毁殆尽
。

与地面表土被冲走 的同时
,

也常将被植物富聚的与
.

人畜生命有关的微量元素
,

尤 其 有 效态

锌
、

锰
、

铜
、

铁
、

硼
、

铝
、

硒的急剧流失而下降
,

除影响作物产量与植物生长外
,

也常引起人畜的地

方性疾病
。

根据本所的资料
,

土壤中有效态微量元素的含量都 已下降到临界值以下
,

其中尤以硒
、

硼
、

锌
、

锰影响较大 ; 可能与食物
、

饮水中缺乏足够的硫和硒等元素有关而引起的大骨节病的流

行
,

以往仅局限于南部黄土丘陵地区
,

而今 已逐渐向榭区 (包括台源 ) 延展
,

并已由撅坡越过源

衅而向源面扩张
。

强烈的水土流失
,

把大量黄土从黄土高原带出
,

一般估计平均每年减失 1 厘米的厚度
,

近年

来并有加剧的趋势
。

不论黄土高原黄土堆积从30 。万年
,

或从24 。万年
,

或从 12 万年算起
,

平均黄

土的堆积强度约在 1 米/ 万年上下
,

所以
,

每年黄土的侵蚀 强 度 将 比已往沉积强度超出10 。倍
,

也比今年杨陵地区总降尘量高出2 00 余倍
。

从目前各地残存的黄土厚度来估算
,

如此强烈的 水 土

流失
,

长此下去
,

在今后3 ,

。00 年内
,

我们的后代将要在干早的戈壁沙摸上挣扎求生
。

强烈的水土流失
, 也是本区水资源的直接浪费

,

则无异给本区水资源不足的严重性又
“火上



加油
” 。

同时又和其他因素一起加剧了本区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

土地的沙化和毛乌素沙区的

南侵
。

沙 区向靖边
、

榆林
、

神木等地的侵袭
,

早 已为大量历史事实和考古资料所证实
。

这种风沙

南侵是伴随着历代统治阶级 向北部草原区的开垦而加剧
。

自明清以来
,

风沙 向南推移早 已超过百

公里
。

这些严重事实
,

也可从前后卫片和航片的对比分析中获得证实
。

严重的是近年来沙化土地

已向南和东推移了 3 一10 公里以上
,

·

其中某些地段
,

已逼近黄河千流
,

又将把大量粗砂直接注入

河道
。

16亿吨泥沙从黄土高原推移至下游后
,

并未全部入海
,

而有将近 1 / 4在下游河床沉积下来
,

并以粗砂为主
。

可见中游泥沙分选较差
,

待洪流流入下游后
,

推移和悬移才出现明显的分流
。

大量

泥沙沉积
,

促使下游河床年平均淤高10 厘米
,

又造成大堤
“越加越险

,

越险越加
” 的恶性循环

。

目前下游河床 已高出沿河地面 3 一 8 米
,

有的地方高达 12 米
,

早 已高出开封城墙
,

严重威胁两岸

20 。个县
、

市的工农业生产和一亿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

总之
,

不论从治理黄河或解决黄 土 高

原的保护和开发利用问题来看
,

黄土高原的土地整治早 已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重大问题
。

二
、

黄土高原上地整治的方略

/

从上述可知
,
黄土高原土地整治的迫切性是十分明显的

,

同时它又关系到根治黄河水害和开

发利用我国大西北等举世瞩目的头等大事
。

建国以来
,

中央对于黄土高原的治理
,

一 贯 非常 重

视
,

并给予财力物力和人力上的积极支持
;
每次由中央召开 的全国水土保持会议

,

总是以治理黄

土高原为重点和中心议题
。

黄土高原的广大干部
、

群众在农业建设和治理方面花 了很大力气
,

直

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

也出现了一些好的典型
,

全区 6
,

。00 万 人 民 得 以 温 饱
,

黄河 下 游

也获得了30 多年的
“
安流

” ,

但对整个广大地区来说
,

仍是山河依 旧
,

隐患无穷
。

推 其 原 因 不

外
:

一是生产方针有问题
。

在建设基本农 田
,

首先解决吃饱肚子的掩盖下
,

重犯历史错误
。

实质

上仍是以农为主
,

以粮为纲
, 甚至发展到要求

“

每个县都要实现灾年粮食自给
,

平年有所贡献
” ,

并盲目奖励千斤人
、

万斤户
。

在这种情况下
,

非但原先不合理耕垦的土地或滥垦土地退不下来
,

而且掀起了向林山草坡
“
大进军

” 的浪潮
,

这样就堵塞 了合理利用土地
、

因地制宜有所侧重地综

合发展
,

促使农村经济迅速富裕起来的门路
; 同时又排斥了第二性生产按计划发展的可能性和重

要防护林体系的布设
,

反过来既引起缺肥又造成无保护 的农 田产量继续下降和水土流失加重
,

逼

上了
“
开荒就是造荒

” 的道路
。

二是水土保持洽理方针有问题
。

没有以造林种草
、

迅速恢复植被
、

控制坡面上水土流失的措

施为主
。

有时也
“
大抓

” 一下
,

但仅限于号召和突击
,

未能当作基本建设长期坚持
,

也没有认真

贯彻防护措施的目的和要求
,

更没有和基本农 田建设以及治沟工程相互配合起来
;
有时甚至分道

扬镇
,

,’j 、仙过海
,
各显神通

” ,
弄得有些水土保持机构被撤消了

,

有些就留给水利部 门 孤 军 奋

哉
。

无怪后来提出了一些不明确和前后矛盾的方针
,

如
’

“以土为首
” , “

把水土保持工作纳入学

大寨的轨道
”
等

,

实际上还是粮食挂帅
,

把人们引向了专搞
“
沟地打坝 ,

、 “
人造小平原

” 、

无

限制地修筑水平梯田
,

为广种薄收又开了绿灯
。

这就把过 去 确 定的
“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

合
,

以生物措施为主
, 治沟与治坡相结合

,

以治坡为主 , 预防与治理相结合
, 以预防为主

” 的比

较正确的方针
,
丢得一干二净

。

三是人 口无节制增长
。

为了解决当前的吃饭间题
,

造成了不顾自然特点
, 不顾土地的再生条

件
,

任意掠夺
,

陷入
“
越垦越穷

、

越穷越垦
” 的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

。

当然
,

尚有政治运动的冲

击
、

不重视水土保持工作等社会因素影响
,

以及交通和工矿生产所带来的破坏作用等等
。



今后的出路
,

看来只有一条
, 也就是要下最大决心

,

排除一切人为干扰
,

按照
“

二个规律
” ,

对黄土高原的土地进行全面的整治
。

只有这样
,

才能把合理利用土地的生 产 责 任 制 层 层 落 实

下去
,

才能把中央先后提出时
“十分珍惜每寸土地

,

合理利用每寸土地
” 的国策

, “
在黄土高原

建立
‘

二个
,

基地
” 和 “

要做草木之梦
,

要发动千军万马
,

种树种草
,

发展牧业
” 以及

“甘肃农
业要开花

,

来他个反弹琵琶
”
等号召的精神

,

认真贯彻到今后黄土高原农
、

林
、

牧业生产的指导思

想中去
,

并从具体方针
、

政策
、

计划
、

措施上完整和真实地而不是片面和形式地体现这一彻底改

革
。

一靠政策
,

二靠科学
,

这是我们向四个现代化大进军的二条腿
,

黄土高原的土地整治当然也少

不了它们
。

现在方针
、

政策明确了
,

干部
、

群众的思想也解放了
,

科学技术怎么办 ? 就是计划
、

措施也要来个彻底改革
,

也要来个
“反弹琵琶

” 。

这就要求我们各有关学科或专业以及各部门协

作攻关
,

组织起来
,

取长补短
,

为了共同的事业奋勇前进
。

也许有人要问
: “以往我 们 不 也 是

这样做 了吗 ? 为什么到后来不是不欢而散就是分道扬镶呢 ? ”
其中原因很多

,

而且极大部分 已是

众所周知的了
,

深信今后必将随着方针政策的明确和
_

人们思想的解放 以及认识的
、

提高而得到彻底

改革
。

不过
,

以往对于战略要求的不统一或不明确
,

可能也是个重要原因
。

总结过 去
,

展 望 未

来
,

深感我们应把
“
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

” 作为黄土高原土地整治的方略
。

这个方略
,

我们已在今年 《水土保持通报》 第 1 期上
“公开提出

” ,

现在愿作为一个正式建

议
,

希予采纳
。

黄土高原
“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

” 这个方略
,

可以把土地合理利用
、 “一字形大农业

” 生

产
、

水土保持
、

根治黄河和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已往出现的不协调现象都统一起来
,

使它们之间

的利害完全一致
,

把这几张皮融合在一起
。

同时也可保证具体土地整治的方针
、

政策
、

计划
、

措

施 以及中央领导们的号召因地制宜地落到实处
。

这个方略非但有充分的理论依据
,

今昔的客观存在可资考证
,

而且也是为区内的自然条件所

许可的唯一可行的方略
,

更是充分结合黄土一切性征而扬长避短的方略
,

请勿等闲视之
。

黄土土

层疏松深厚
,

透水快
,

蓄水容量大
,

仅 以田间持水量计
,

2 米厚的土层就可保蓄4 00 一 5 00 毫米的

水量 , 黄土层包气带平均厚达40 余米
,

以入渗深 5 米计
,

即可储水 1 ,

0 00 一 1
,

25 0毫米
。

非毛管孔

隙高
,

稳定渗水速率最小为。
.

3毫米 / 分钟
,

最 高可达 l 毫米 / 分钟 以上
,

平均。
.

5毫米 / 分 钟
。

表

层常因利用及植物生长情况等不同而异
,

一般 1 一 2 毫米 / 分钟
,

最低不过 0
.

5毫米/ 分 钟
,

最高

高出9
.

0毫米 / 分钟 ; 前 30 分钟入渗率一般在 10 毫米 / 分钟上下
,

最小不足 1毫米
,

最大可超过90 毫

米 /分钟
。

可见关键在表层土壤的稳定入渗速率及其厚度
。

原先各地地表土壤的厚度仅有 机 质层

就厚达 5 0厘米 以上
,

其稳定入渗速率在 2 毫米/ 分钟上下
,

可见仅仅能把原先的表土保持 住
,

就

可保证降水就地入渗拦蓄
。

可惜这样宝贵的土层
,

常因失去植物 (包括作物 ) 的保护而被冲掉
。

草木在地面上的种植和繁生只要经营管理得当
,

非但能直接保护地面
,

而且也能迅速增加土壤的

入渗率和抗冲性能
。

试验和观察证明
,

倘以裸露地为基础
,

.

非但其入渗率可以成倍
、

十倍
、

几十

倍地增长
,

土壤抗冲性又以十倍
、

百倍地增长
,

同时其根系可深扎至 2 一1。米以下
。

所以从理论

上讲
,

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
,

只要在地面上采取适当措施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

从上述情况看来
,

黄土高原的地面径流属于超渗产流
,

而与其他地区迥然有别
。

又加黄土深厚

琉松而抗冲性能特别薄弱
,

在缺乏生物体的缠绕固结下
,

即便在静水中
,

在瞬息间就 要 分 崩 离

析
,

因而切忌地面径流的形成和集中
。

所 以单纯从水土保持战略要求论
,

也只有把降水就地入渗

拦蓄为上策
。

同时本区降水较少
,

干早频繁
,

降水就地入渗拦蓄以后
,

可以缓和本地早情和调节

降水不够及时
,

并防止沟道径流暴涨暴落的为害
。

当然
,

本地水分条件的改善
,

又反过来促进了



植物的繁茂生长和土壤肥力的提高
,

加速土壤入渗和抗冲性能的增长
。

最后在发展生产的同时
,

生态环境也可不断改善与发展
。

24 。万年 以来
,

黄土层中不断出现的古土壤层
,

是有 目共睹的事实
。

值得强调的是
,

按照 地

质学家的推断
,

这些古土壤是在间冰期
,

也就是较为温暖和降水较冰期为多的年代形成的
。

那个

时期
,

黄土沉积的强度显然减弱或间歇
,

而以侵蚀为主
。

那么古土壤层的一再普盖黄土高原的地

面
,

足 以证明那时的成土过程 已远远地超过了侵蚀过程
;也就是那时降水基本上就地入渗而储存于

土壤之中
,

或转为地下水而再从各类沟道部分溢出
,

集聚成梳
。

那个时期的水土流失 与今日相比相

差甚远
。

因此
,

有人推断史前由黄土高原流入下游的泥沙
,

每年竟高达10 亿吨以上的说法是值得

怀疑的
。

目前陕甘间子午岭一带
,

百多年前原是叶陌交织和鸡犬相闻的黄土丘陵
。

后因战乱
,

人口骤

减
,

草木 由沟底 向上逐渐蔓延繁生
,

成 了有名的梢林区
,

现在随时都可见到碧水潺 潺
、

川 流 不

息
。

难道有党的领导
,

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劳动人民
,

就不能彻底改革整个黄土高原的生

产方式
,

而把它根治成 良好的生态环境
,

以从事
“一字形大农业

” 的生产吗 ?

又根据科学规律
,

世界上一些有名的科学家认为
,

从全球着眼
,

黄土再次形成和飞扬沉积的

冰期即将到来
。

近 2 一 3 年来
,

在关中上空都 己出现的
“
尘雨

”
难道是偶然的巧合 吗 ? 光 阴 紧

迫
,

时不再来
,

我们应该发动千家万户
、

千军万马为在黄土高原实现把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而

各尽所能吧 ! 人人争当 “
草莽英难

” ,

把什么
“龙王” 、 “上王”

都截留在原地
。

三
、

黄土高原土地整治的途径

方略确定了以后
,

我们就可动员各个学科
、

各个专业投身到各个有关生产部门和当地干部群

众正在过行的土地整治工作的具体计划和措施中去
。

现就管见所及
,

仅就下列问题提供 一 些 建

议
:

1
、

根据综合治理
、

分区治理的
’

原则
,

把每人平均粮食生产用地限制在 3 一 5 亩
,

坡地耕作

限制在20 一 25
。

以下
。

并根据米粮下川 (含坝
、

坪
、

台
、

涧
、

掌) 上源 (含梁塔盖一整地)
,

林

果下沟上岔 (含四旁绿化)
,

草灌上坡下圾等原则进行调整
,

并随着生产责任制的建立而从落实

各类土地实际面积入手
。

2
、

由国家投资
,

在植被稀少和劳力不足的地区
,

分批分区因地制宜地飞播牧草
、

灌木
,
如

沙打旺
、

柠条
、

红豆草
、

首蓓
、

沙棘
、

草木择等
,

使草
、

木覆盖面积迅速增长
,

作为解决三料俱

缺的突破 口
,

并在这个基础上
,

规划落实农用
、

农牧轮作
、

牧用 以及防护草灌带等的位置
,

随着生

产责任制的落实包干到户
,

并制定出增加就地入渗降水
、

水土保持效益和不断提高地力的要求
。

3
、

必须按照 自然规律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

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政策
,
加速农

、

林
、

牧
、

副业生产的现代化
,

反对倒退
,

严禁野蛮生产
; 应用现代科学技术

,

总结提高群众传统

经验
,

进行生产制度的全面改革; 提倡文明生产
,

把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引导到迅速恢复植被
,

培

肥地力
,

提高土壤渗透和抗冲性能
,

增加生产
,

确保吃饭靠农业
,

保土靠林草 ( 草
、

灌
、

乔 结

合)
,

用钱靠牧
、

副业等正确轨道上来
。

加速科学普及
,

提高大农业生产 中农
、

林
、

牧
、

副间相

辅相成的认识
,

以防止单一生产的死灰复燃 , 发展相应的农产品加工和供销
、

交通等事业
,

为今

后
“十字形大农业

” 的发展打下基础
。

4
、

耕作用地应按水资源的有无
、

多少及其环境条件
,

分别修成高标准的水浇地
、

引洪漫地
、

水平梯田
、

软捻 以及条 田等
。

坡地改成梯田应以隔坡梯田为主
,

地面要求水平或稍内倾
,

并加等

高地埂
,

以能一次拦蓄 3 00 毫米降水为标准
。

视需要和可能
,

在道路
、

渠道
、

地埂
、

居民点 等 处布



设护田林草带
,

并尽可能联接布设成网
,

以充分发挥其防护作用
。

5 、

护坡植物的栽种应以保证降水就地入渗为前提
,
然后再从草种树种等的选择

、

组合上考

虑其生产效益
。

这样就必须要求草灌先行
,

草灌乔相结合
.

非但能尽快地增加土壤表层的入渗和

抗冲能力
,

而且也能随着表层土壤性征改变的同时加厚表土的厚度和下层土壤的渗透 和 蓄 水能

力
,

以便能在特大特强暴雨时起到就地入渗拦蓄和
“
铜墙铁壁

” 的作用
,

消除在3 5。 以上陡坡地

表层土壤水蓄满的可能
,

以防止泥流和地皮蠕动等现象
。

6 、

在建立牧业基地方面
,

提倡从
“三改

”
入手

,

即畜种要改良
,

逐渐改放牧为舍饲
,

改天

然草场为人工草场
,

并建立饲草饲料基地
,

饲料 (草) 商品化
。

饲料地也要 与耕地一样布设和经

营管理
,

严禁盲目追求存栏头数和早春放牧
。

强调畜产品质量
.

加速畜产周转
。

了
、

沟谷川台化系治沟治坡的一项主要措施
,

已往侧重拦泥淤地
,

今后应在引洪漫地改土的

同时结合固沟护坡
,

并注意地下径流的拦蓄
、

储存和利用以及滑坡作用的防止和利用
。

这样除对

工程本身布设的位置
、

型式
、

规格
、

质量 等提一定的要求外
,

也应与适宜的生物措施相结合和对

坡地的治理
、

利用提出一定的要求
。

8
、

城镇
、

居民点及道路集流
,

必须认真加以引导
、

拦蓄和利用
。

目前西峰
、

洛川
、

旬邑等

处的源地 已有比较成功的防治和利用经验
,

宜进行系统总结和全面推广
。

目前道路径流的排除方

式
,

必须彻底改变
,

否则非但其本身被毁
,

而且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
。 “

千年道路变成河
” ,

决

非言过其实
。

看来分段安全引导
、

拦截于邻近平地
、

梯田
、

水窖
、

水簸箕
、

涝池以及路旁树木的

鱼鳞坑内
,

或可收变害为利之功
。

9
、

本区水利事业应侧重地面径流的节节拦蓄和利用
。

最近期间应为本 区 1/ 3 以上严重缺水

区的人畜饮水作出贡献
。

地下水的开发利用
,

最好暂时停
、

缓下来
,

待降水就地入渗拦蓄取得成

效
,

地下水得到有效补给后
,

再行考虑 , 否则非但对农业增产效益有限 (因土肥跟不上)
,

难免

劳民伤财
,
对整个水资源来说

,

也是个浪费
。

群众中出现
“早先吃子孙粮

,

现在又喝子孙水
” 的

流言
,
值得警惕

。

10
、

对下游河害
,

除决不放松堤岸的加固加高外
,

应有计划地充分利用河床高出 地 面 这 个
“
大渡槽

” 的条件和肥沃的泥流
,

进行疏
、

引
、

淤
、

改 (土) 等工作
,

深信新中国的 科 技工 作

者
,

必将能在最短期间
,

对下游人民作出远远超过夏禹当年的贡献
。

其次又应认真
、

客观地总结

经验
,

妥善安排各型尤其大型水利工程
。

水利设施与水土保持工程各有其针对性
.

因而二者既不

能合而为一
,

更不要把水利设施当作水土保持设施来用 ; 同时水利设施的修建
,

也必须要有相应

的水土保持措施和流域内土地整治工作相配合
,

并留有余地
,

不再步三门峡的后尘
。

此外
,

尚有 2 一 3 点建议与本区土地整治密切有关
,

再续陈于后
:

1
、

建议国家计委国土局或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把这块 国土切切实实地管起来
,

不仅要对生

产用地
,

根据方略的要求提出保护
、

改 良的指标和管理制度
,

同时对交通
、

工矿
、

城镇和居民点

的用地
,

也严格地管理起来
。

严禁任意占用 良田
,

毁灭土地的再生能力
。

2
、

黄土地区黄土土层深厚疏松
,

便于施工
,

同时当地人民也有居 住窑洞的悠久历史和丰富

经验
,

因此
,

应由国家组织领导黄土工程地质
、

水文地质以及土木建筑工程等部门着手进行对今

后房屋建筑
、

商场
、

仓库
、

交通和工矿等有计划地转入地下可能性的研究
,

以便减轻随着各项建

设的开展而必将出现对土地要求的压力
。

3
、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应迅速恢复子午岭试验站
,

定期完成黄土高原土地合理

利用最佳模式所需资料以及水土流失预测预报所需基本资料的研究
。

4
、

区内近年将进行能源开发和重化工基地的建设
,

这与本区土地整治
、

环境保护以及入黄

6



黄土高原土壤入渗能力野外测试

蒋定生 黄国俊 谢永生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 J 山 一J
‘

山

一
、

目lJ 舀

黄土高原属半干早半湿润地区
,

地下水埋藏较深
,

包气带平均厚达 50 余米
。

本区降雨产流方

式一般属于超渗产流
,

亦即当降雨强度超过土壤入渗能力时就产生地表径流
。

因此
,

认识黄土高

原土壤入渗特性
,

对于洪水预报和土壤侵蚀预测预报
,

以及对制定水土保持措施
,

均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

本文根据新近在陕
、

甘
、

宁等省区的野外测试资料
,

对这些地区的土壤入渗能力作点介绍
,

关于黄土高原土壤入渗能力较为详细的研究
,

将另文讨论
。

土壤渗透性的测试方法
,
用通常的双圈法进行

。

二
、

土壤入渗能力的变化规律

(一) 土滚入渗能力的水平变化规律

土壤入渗能力与土壤类型
、

地形
、

土壤 物 理 性 质以及土地利用型式都有密切的关系
。

黄土

高原土壤入渗能力存在明显的地带性
。

试验表明
,
在高原腹地的子午岭

、

乔山
、

黄龙山等稍林地

区
,

由于森林茂密
,

地面上有深厚的枯枝落叶层
,

地表松软
,

表层土壤 ( 0 一 10 厘米)容重在 0
.

8

克/立方厘米左右
,

> 0
.

25 毫米的水稳性团粒含量高达 60 % 以上
,

土壤稳定入 渗 速 率 超 过10 毫

米/分钟
,
是黄土高原土壤入渗能力的高值区

。

该区终年山青水秀
,

沟内清水长流
,

洪枯流 量 比

较平稳
,
洪水流量过程线峰形比较平缓

,

不像其它地区那样尖瘦
。

从陇东的通渭县经华家岭至定西县宁远公社
,

即沿西兰公路两侧的梁顶赤坡上
,

广泛分布着

黑麻土
,

其结构良好
,

土壤稳定入渗速率在 2
.

2毫米 / 分钟左右
,

是黄土 高原土壤入渗能力 的次高

值区
。

自子午岭
、

乔山
、

黄龙山等 高值 区 向外
,

位于庆阳
、

固原
、

吴旗
、

安塞
、

子长
、

绥德
、

宜

川
、

洛川
、

富县等范围内的绝大部分地区
,

土壤入渗能力较强
,

稳定入渗速率界于 1 一1
.

5毫米 /

分钟之间
。

兰州
、

天水
、

陇县
、

耀县
、

蒲城一线南部地区
,

土壤稳定入渗速率小于 0
.

8毫米/ 分钟
。

永登
、

愉林等干早
、

风沙草原地带
, 由于风蚀作用

,
植被稀疏

,

土壤结构很差
,
土壤稳定入

渗速率不超过。
.

5毫米/ 分钟
。

口龟口厄口苍口毯口龟口性口飞口龟口恤甘龟口履口兔口号口篇口几口龟口恤口愁奋愁口怡口性口龟口几口食口飞口龟口龟口盖口飞口笼口吸口食口龟口咭J叭‘甘恤口毯口毛口色口厄口协口性

泥沙
,

均将有重大影响
。

应在事前进行详细的实地勘察
,

根据 自然综合生态环境
、

生产要求提出

周密的计划和有效措施
。

总之须 以预防为先
,

不再增加入黄泥沙
、

妨害整个土地整治工作和恶化

本区生态环境为宜
,

切忌出于局部利害
,
盲目蛮干

。

限于水平
,

不当之处
,

在所难免
,

倘能对黄土高原土地整治开发和根治黄河起个抛砖引玉的

作用
,

则就深为满意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