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马尼亚水土保持工作简介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杨文治和卢宗凡一行二人
,

于 1 9 8 4年 9 月 13 一 27 日约半个月

时间
,

对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水土保持工作进行了考察
。

现将考察情况简介如下 (有关专

业报告将另文报导 )
:

一
、

罗马尼亚有关研究机构的隶属关系和组织形式

(一 ) 罗马尼亚科学院
。

该院似纯系荣誉机构
,

有院士百人左右
,

其下共有 3 个 专 业 科 学

院
,

即农林科学院
、

医学科学院
、

社会科学院
。

这 3 个专业科学院与大科学院并不是直接领导关系
,

而只是学术关系
。

(二 ) 罗马尼亚土坡和农业化学研究所
。

该所在业务上统归罗马尼亚农业和食品工业部领导
,

目前该所共有 6 个系
:

1
、

土壤发生
、

分类和土壤调查系 ,

2
、

土地评价和土壤生态系 ;

3
、

土壤物理和工艺学系 ;

4
、

土壤肥力和植物营养 系 ,

5
、

土壤污染防治系 ,

6
、

土壤和植物分析系
。

另外
,

在该所领导下
,

在全国设立了不少试验基地
,

并和 5 个农学院和林学院有密切的合作

关系
,

还与农业和食品工业部的一些经理处紧密合作
,

共同编制农业和食品工业部需要的各种报

告和项目
,

用于促进发展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和肥料规划
。

( 三 ) 别里也尼

—
瓦斯 . 依水土保持科学中心站

。

该站现有科学技术人员 70 人
,

在站上工

作的 30 人
,

其他人员分布于全国其他分站
。

全站下设科学部和生产 部
。

科 学 部分 管 10 个 实 验

室
,

即土壤室
、

土壤侵蚀室
、

农业措施室
、

农业化学室
、

农业机械化室
、

植被室
、

牧草室
、

土壤

改 良室
、

灌溉室
、

排水室 ; 生产部分管全站 2
, 1 00 公顷土地的生产工作

。

共有 4 个部分
:

有 粮 食

一部 (包括种子 ) 和二部
、

一个葡萄部分
、

一个畜牧部分
。

生产部每一部分由一位工程师负责
,

并派一名技术员协助
。

该站与上述土壤和农业化学所相同
,

隶属于罗马尼亚科学院
。

(四 ) 罗马尼亚滋蔽和排水研究所
。

该所位于布加勒斯特南部的多瑙河岸
,

距市区 60 公里
。

现有科研人员 1 04 人
,

有一半的人员在所内工作
,

另外一半人员分布于全国各个典型的土壤气候

试验点工作
。

全所设有科学部
、

生产部和管理部
。

科学部负责管理全所 5 个研究室
,

即灌溉研究室
、

排水研究室
、

灌概与排水设备研究室
、

灌

溉和排水体系研究室
、

灌溉工艺优化研究室
。

每一个研究室由一位有经验的科研人员负责
,

并配

备一个助手
,
生产部负责全所 3 ,

200 公顷土地的生产指挥 , 管理部负责提供灌溉技术和 方 法
,

为

全国的排水和灌溉服务
。

该所可进行一般的水质化验和土壤物理与化学性质的分析
,

配备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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馅光度计
、

P F测定仪等
。

二
、

对土壤资源和土壤改良的研究工作十分重视

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在罗马尼亚土壤和农业化学研究所进行
。

他们 以土壤诊断和土壤特性的数

据为基础
,

提出了适合罗马尼亚实际情况的土壤分类系统 (即有别于传统的发生学分类
,

也别于

F A o分类系统 )
,

编制了1 / 1 0 0万的全罗马尼亚土壤图
,

并已出版发行
。

现正准备编制 1/ 5 万 的

农业区土壤图
。

在土壤物理和土壤力学方面
,

有 22 名科研人员
,

分布于 4 个研究组
,

设置了 9 个方面的研究

课题
,

包括
:

1
、

土壤物理特性分析方法的研究 ,

2
、

在集约耕作条件下土壤物理特性的变化
;

3
、

坚实土壤的改良 ,

4
、

过湿土壤的改良 ,

5
、

沙土改良 ;

6
、

盐碱土改良 ,

7
、

灌溉农田土壤物理特性的研究 ;

8
、

土壤侵蚀及制图 ,

9
、

土壤物理特性 (重点是土壤水分 ) 的数学模拟
。

在土壤物理分析方面
,

做了大量而系统的工作
。

一年测定原状 土 样 达 10
,

00 。

—
12 ,

00 0样

次 , 一年进行机械分析的样品为 5 ,

00 。

—
6 , 。00 个

。

由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此项工作
,

积累了

大量数据
,

他们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了数据处理
,

作为土壤信息库
,

可随时调用
。

同时利用数学

模拟研究植物与水分的关系
,

现主要研究玉米生长发育
、

籽粒产量和土壤水分的关系
,

因玉米生

产在罗马尼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绘制了全国不同比例尺的土壤容重图
、

凋萎湿度图
、

田间持

水量图
、

有效水图等
,

主要为指导全国各地的灌溉服务
。

这说明罗马尼亚的各项科研工作
,

都是

为当前生产服务的
。

此外
,

在土壤污染
、

土壤化学分析方法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

考察组未做深入的了解
。

三
、

研究水土流失规律及其防治措施方面的进展

罗马尼亚对土壤侵蚀 比较重视
,

除在土壤侵蚀比较严重的摩尔达维亚高原设立水土保持科学

中 心站之外
,

还在全国各地设有几十个站 (点 ) ;同时各个专业站 (所 )
,

也都有水土保持的内容
,

例如灌溉和排水所把 1 40 公顷葡萄园全部修成了梯田
。

在研究工作方面
,

看来大体有所分工
,

土壤和农业化学研究所偏重于应用基础方面的研究
,

水

土保持科学中心站偏重于防治措施的研究
。 、

罗马尼亚土壤和农业化学研究所主要进行了如下几项工作
:

利用航空和航天信息资料编制土壤侵蚀图 ;

土壤降雨侵蚀特性分析 ,

沟道发育机制 ;

阶式梯田
、

坝和沟道控制的标准化 ,

滑坡研究 ;

坡地农业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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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石流的第一阵龙头通过时
,

在导沟上部有向两侧溢流现象
,

其余各阵流顺利通过
。

为此在溢流

段应加高
,

并将导沟向下延伸至扇顶
; 在导沟出口设置 t’j 沪 字堤

,

防止泥石流向城区和 电厂两个

方向冲去
。

( 2 ) 沟道中上游的治理
。

鉴于叭拉沟出口漫滩阶地狭窄
,

停淤场地有限
,

为此在泥石流形

成区及沟道中上游
,

选择适当狭谷地段筑坝拦沙
,

以减少泥石流固体物质来源
,

削弱堵江的机率
。

( 3) 沟道 中上游治理
。

目前沟道中上游岸坡混交幼林长势良好
,

但近沟谷两岸的台地均系

农田
,

为此要注意植树造林
,

改进耕作制度以利于水土保持
,

以减少泥石流的补给量
。

3
、

白水江护岸工程及河道整治

南坪县城区沿白水江两岸的建筑群
,

这次因堵江淹没
,

损失严重
,

为此护岸工程及河道整治

伺属城区泥石流防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

护岸工程作用有二
: ( 1 )截断泥石流堵江的固体物质来源

;

( 2 ) 从长远观点看
,

随时间增长堤外泥石流堆积物增厚
,

基面升高将逐渐增高城区抗洪能力
。

关于疏通河道
,

就是将这次堵江的三段进行清淤疏通
,

使河水降至正常高水位线 以下
。

目前

这项工程已处理
,

本文从略
。

4
、

对已治理和验收的泥石流沟坡的观浦和 I 理

对城区后山东坡水泉沟等 10 条冲沟
,

虽已进行过整治并经受了这次特大暴雨的检验
,

但绝不

能有半点疏忽大意
,

应加强观测和管理
,

继续提高植被覆盖度
。

环山渠停用后改为排水沟仍要注

意防渗
。

当前除继续贯彻南坪县人民政府 19 8 3年颂布的后山泥石流治理保护区八条规定外
,

尚需

扩大视野
,

把关庙沟
、

叭拉沟之间的山坡视为一整体
,

从区域上防止山坡水土流失
,

方能从根本

上改变南坪县城区泥石流性质
,

从而达到减轻和根治泥石流灾害的目的
。

肠
、

对白水江左岸泥石流沟坡的治理

从区域历史观点看
,

白水江左岸的轩幅沟
、

桑园沟等
,

曾多次发生过泥石流堵江
,

对城区一

度构成过威胁
。

建议在实施上述方案的同时
,

抽出一定的技术力量进行考察鉴定
,

杜绝顾此失彼

的现象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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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里也尼—
瓦斯鲁依水土保持科学中心站主要从事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的 研 究

。

据该站调

查
,

已在该站大面积推广并有一定特色的措施有
:

大面积带状间作 (包括粮一粮带状间作和粮一草带状间作 ) ;

大面积防护林带 ; 大面积隔坡梯田 (主要种植葡萄 )
;

大面积农业高产技术措施 (包括施用有机肥和无机肥 ) ;

工程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的沟道治理
; 滑坡治理

。

上述各项措施
,

该站进行了系统研究
,

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

这些研究成果
,

一般先在本

站及各分站进行大面积试验
,

然后推广各地
。

四
、

重视农田灌溉和排水工作

据灌溉所同志介绍
,

罗马尼亚是一个水源不足的国家
,

主要水源来自多 瑙 河
。

全国有 1 , 。00

万公顷耕地
,

现仅有灌溉农田 30 0万公顷
,

计划到 1 9 9 0年
,

灌溉地达到 5 90 万公顷
。

另外在罗马尼

亚多瑙河谷有大面积河滩地
,

已经改造为农田
,

建起了灌排系统
。

罗马尼亚西部
、

北部和中部
,

以及多瑙河三角洲
,

也有大面积的农田需要灌溉
。

但是在这些地

区也同样存在着一些低洼地区土壤过湿和次生盐渍化间题
,

巫待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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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庆阳水土保持试验站曾在该 区南小河支流杨家沟封山育林
,

使原来侵蚀严重
、

泥石流发

育的沟谷得到控制
。

六盘山是第三纪喜马拉雅运动中隆起的年轻 山系
,

目前仍处于隆升中
。

该山峰顶 海 拔 2
,

5 00

米 以上
,

相对高差 1
,

o叨米
,

主要由白坚纪六盘山系的砂质 页岩等软弱岩石构成
,

两侧 有 第三纪

红层出露 ;
海拔 2 , 2 00 米 以下多为黄土

,

从地形
、

岩性和地质构造等条件看
,

有利于泥石流发育
,

但 因植物茂密而抑制了泥石流
。

又如白龙江支流贡坝河
,

它与泥石流活跃的白龙江河谷仅一山之

隔
,

依其地形
、

地质和水流条件也应是泥石流发育区
,

但森林密布
,

无泥石流迹象
。

用植被工程提高斜坡稳定性
,

防治滑坡
、

泥石流
,

不仅对农田
、

村庄
、

国土综合 利 用 很 重

要
,

对提高工业
、

交通运输的经济效益也十分重要
。

甘肃境 内现有 2 ,

30 5公里铁路线路中
,

山 区

铁路就 占了 7 1
.

5 % ; 省内公路 34
,

2 25 公里 中
,

山区公路占了很大比重
。

滑坡
、

泥石流较严重的天

水
、

武都
、

甘南三地区公路占全省总里程的 3 2
.

1%
。

保证铁路
、

公路边坡和高路堤的稳定
,

对经

济建设有决定性意义
,

尤其在易滑地层分布地区
,

更应选择适应性强
、

生长迅速的草木
,

加强植

被工程建设
。

由于植被工程具有投资少
、

效益高
、

简单易行
、

群众性广泛等一系列优点
,

故应作

为防治滑坡的重要手段之一
。

采用种草种树稳定山坡
,

在国内已经证 明是行之有效的
。

国务院 1 9 8 2年 6 月发布了 《水土保

持工作条例 》
,

各地政府和科研部门亦加快植被工程的研究
。

在世界上
,

许多多山国家
,

在应用

植被工程稳定山坡
,

防治山区 自然灾害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
,

可资借鉴
。

日本 1 9 8 2年出版 《治山

施设构造物 》 一书
,

详尽论述 了植树造林稳定山坡和防治滑坡的意义
、

目的
、

法令和方法
。

日本

在治理荒山事业中
,

特别强调 山坡缘山植被的重要性
。

通过山坡基础工程保证山坡土体的稳定
,

在 山坡上种草种树
,

最后达到山坡林地化的治山目的
。

日本从 1 9 6 G年制定
“ 治山治水 紧 急 措 置

法 ” 之后
,

政府逐年增加治山事业傲投资
,

由 1 9 c c年投资 7 29 亿 日元增加到 1 9 E I年的 1 0 , 3 00 亿 日

元
,

增加了14 倍
,

有效地治理了山坡
,

防治滑坡
、

泥石流
。

捷克斯洛伐克在这方面亦有成功的经

验
, 19 6 7年出版的 《滑坡与其防治》 一书

,

系统地介绍了植被对滑坡的影响
,

提出了种植物 以稳

定渭坡的措施
。

美 国
、

澳大利亚也发表了不少有关植物稳定 山坡的研究论文
。

总之
,

植被工程应该在综合治理山地
,

防治滑坡
、

泥石流工程中占据重需地位
。

我国对于植

被与山坡稳定的关系研究甚少
,

前述例子尽管足以说 明植物对保护山坡稳定的有利作用
,

但对它

的地位和经济效益的认识还有待提蔽
,

尤其是把植被工程作为防治山区滑坡
、

涅石流的有效措施

之一这个问题
,

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

我们认为
,

植被工程作为一 门跨部门的综合工程
,

应该通过

有关学科和部门的科技人员协调攻关
,

在植被工程的理论
、

应用
、

开发
、

规划等课题方面有所突
,

破
。

为保护环境
,

消除或减轻 山地灾害
,

振兴经济作出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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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情况
,

他们对灌溉与排水工作都比较重视
,

在这方面亦进行了大量工作
。

在灌溉方

面
,

他们采用了 5 种方法
:

沟灌
;
地下灌溉

;
喷灌

;
管道灌溉 ; 滴灌 (节水灌溉 )

。

在灌溉设备方面
,

他们研制了不同类型的活动式人工降雨机
,

既有适用于矮秆作物的
,

也有适

用于高秆作物的
; 既有 以汽油为能源的

,

也有以电力为能源的
。

在滴灌方面设计了新的滴头
,

已经

大面积应用
。

在排水方面
,

主要 以地下排水为主
,

他们研制了不同种类的地下排水管道
。

(摘 自 “ 赴 罗马尼亚考察报告 ”

—
本刊编辑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