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三峡以上地区的水土流失巫待防治

李 世 菊

(湖北省纺织设计院 )

今年 5月
,

我随同湖北省科协组织的长江三峡资源开发
、

三峡水利枢纽生态效应多学科综合考

察组
,

着重对长江三峡以上地区的水土流失情况进行了考察
,

现就这一间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

一
、

概 况

长江是我国的第一条大河
,

也是世界大河之一
。

它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 山 主 峰 各拉丹东

雪山西南侧
,

干流全长 6 , 3 00 公里
,

仅次于非洲的尼罗河和南美洲的亚马逊河
,

居世界第 三 位
。

河源至宜昌为上游
,

长约4 , 5 00 公里 ; 宜昌至江西湖 口为中游
,

长约 1 , 。00 公里 , 湖 口至上海崇明

岛东入海 口为下游
,

长 8 00 公里
。

长江干流经青海
、

西藏
、

云南
、

四川
、

湖北
、

湖 南
、

江 西
、

安

徽
、

江苏和上海 10 个省
、

市
、

自治区
。

长江还拥有 7 00 多条支流
,

流经上述地区及贵州
、

甘肃
、

陕西
、

河南
、

广西
、

浙江等 6 个省
、

自治区的部分地区
。

长江流域面积 18 0万平方公里
,

相当于我国总土地面积的 1 / 5
。

流域内有 .3 7亿亩 耕 地
,

居

住着 3
.

6亿人
。

长江水量丰沛
,

平均每年入海总水量约 1 万亿立方米
,

相当于黄河 入 海水量的 20

倍
。

历史上长江流域的 自然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

是十分富饶的地方
,

自古 就 有
“ 山 青水秀

” 、

“ 鱼米之乡
”
的美称

,

至今还给人们留下深刻 的印象
。

流域内自然资源丰富
,

工农业发达 (工农

业总产值占全国的40 %左右 )
,

对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其巨大的作用
。

我国受洪水威胁最严重的河流是长江
。

长江洪水灾害频繁
、

严重
。

解放 30 多年来
,

长江的洪

水灾害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黄河
。

如何解除长江水患威胁已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

解放后
,

为消除长江水患曾采取加高加固堤防
,

修建分蓄洪区
,
在长江干支流兴建水库等一

系列水利工程措施
,

对减轻长江洪水起了显著的作用
。

但由于长江上游来水量大
,

与中下游河道

安全泄量小的差距甚大
,

致使洪水灾害不断发生
。

长江的洪水灾害以中下游最为严重
。

长江 中下游平原区
,

是我国的粮仓之一
,

是商品粮
、

棉

的主要基地
,

历来受洪水灾害威胁
,

特别是荆江洪水灾害更甚
。

荆北地面低于 荆江 洪 水位 10 余

米
,

荆北有 4 00 万人 口
,

8 00 万亩农田全靠荆江大堤保护
。

而荆江大堤堤基质量不好
,

高水位险情

甚多
,

如果荆江大堤一旦溃决
,

除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外
,

还将造成大量人 口死亡
,

并将直逼武汉

市的安全
。

因此
,

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涝间题
,

特别是中游荆江地区
,

是治理长江的一项首要而

迫切的任务
。

二
、

三峡水利枢纽以上地区的情况

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即将兴建
,

坝址选在长江上游与中游交界处宜昌以上的三斗坪
。

坝址集水面积 10 0万平方公里
,

包括青海
、

西藏
、

四川
、

云南
、

贵州
、

甘肃
、

湖北等 省
、

区 的一

部和全部地区
,

约占长江流域面积的一半以上
。

坝址 以上河长 4 ,

5 29 公里
,

占长江 河长的” %
。



库区以上地势西高东低
,

地形复杂多样
: 西部为青藏高原

,

海拔在 4 , 0 00 米 以 上 , 东部为四川盆

地与云贵高原
,

海拔 20 0一 2 , 。00 米之间 , 中部为过渡地带
,

地形较为破碎
。

坝址 以上支流众多
,

流量在 1 ,

00 0立方米 /秒 以上的北侧有雅碧江
、

眠江
、

嘉陵江 , 南有乌江
。

其中以嘉陵江流域面积

最大
,

眠江水量最丰
,

雅碧江最长
。

坝区水力资源丰富
,

宜 昌站为三峡水库的控制站
,

多年平均

流量为 14
,

0 00 秒立方米
,

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 4 , 5 29 亿立方米
,

占长江入海水量的 45
.

3%
。

.

长江的洪水主要来自三峡水库以上地区
。

上游的嘉陵江
、

眠江和三峡区间是强大的暴雨区
,

汇流迅速
,

是形成宜昌洪峰的主要来源
。

兴建三峡水利枢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控制上游来的洪

水
,

据统计
,

每年 7
、

8 两月主汛期间
,

上游来水量占中游总水量的 60 一 70 %
,

三峡水库可 以拦

蓄中游河道不能宣泄的超额洪水的绝大部分
,

有效的削减中游的洪峰流量
,

对解决中 下 游 平 原

区
,

特别是荆江地区的洪水灾害有决定性的作用
。

洲
~ 尸

三
、

关于三峡水库上游的水土流失情况

三峡水库以上地区土水流失是严重的
。

据以往调查资料
,

每年从坡地上被冲蚀的土壤达 13 亿

吨之多
,

占整个长江流域年土壤流失量的一半以上
。

泥沙来自四川的有 7
.

3亿吨
,

贵州。
.

8亿吨
,

云南 4亿吨
,

甘肃。
.

8亿吨
,

湖北。
.

04 亿吨
,

陕西。
.

1亿吨
,

即泥沙主要来自四川和云南
。

一

按土壤流失程度
,

严重流失区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中部及东部背斜山岭和川东北部
,

云南北

部及贵州毕节专区的一部分
,

甘肃南部和陕西南部等
。

水土流失面积约占该区总土地面积的50 %

左右
,

平均每年每平方公里上的土壤流失量高达 6 ,

00 。一 10
,

00 。吨
,

是三峡以上地区主 要 产沙区

(见附图 )
。

由于坡地土壤大量流失
,

致使河道泥沙量增加
。

上游的主要河流
,

如金沙江流域内每年从坡

地上流失的土壤 3
.

9亿吨
,

占上游地区土壤流失总量 13 亿吨的30 %
。

根据测验
,

河道输 沙量 为 2
.

4

亿吨
,

占上游输沙总量 5 亿多吨的 40 % 以上
。

说明了坡地土壤流失严重
,

河道泥沙量增多
。

三峡水库以上地区多为山地和丘陵
,

地表多为岩石风化的碎屑物
,

被侵蚀的泥沙颖粒较粗
,

在

流失的过程中沿途沉积
,

被输送到河道内的只是一小部分
,

也就是所谓的输移 比较小
。

输移比是指

河流的输沙量与流域土壤侵蚀总量的比值
,

即称为榆移比
。

三峡水库以上地 区
,

根据 1 8 9 0一 19 6 9

年共 79 年的实测资料
,
宜昌站多年平均年输沙量为 5

.

4亿吨左右
,

而坡面被流失的土壤总量为 13 亿

多吨
,

即坡地流失的土壤输送到河道内的只有 40 %
。

需要说明
,

输移比并非固定
,

随自然条件不

同
,

而输移比的大小不一
。

如金沙江流域地处高山峡谷
,

山高谷深坡度陡
,

流域内年土壤流失总

量为3
.

9亿吨
,

河道输沙量为 2
.

4亿吨
,

即流域内坡地流失的泥沙有60 % 以上被输送到河道内 , 沱

江流域位于四川盆地丘陵区
,

地势较平缓
,

流域内每年流失土壤为 5
, 9 00 万吨

,

输送到 河 道的泥

沙只有 1 ,

600 万吨
,

即流域内坡地流失的土壤只有 27 %送到河道内
。

综上所述
,

即说明了河道内的输沙量只是流域内坡地土壤流失量的一部分
,

所以不能以输沙

量多少来说明流域内土壤侵蚀严重与否
。

四
、

水土流失的危害

水土流失的后果
,

自不待言
,

不仅危害工农业的生产
,

增加 了水旱灾害
,

同时也危及已建的

各项水利水电工程
,

在发挥效益与使用年限方面将带来巨大的影响
,

在长江流域发生上述问题的

事例是不少的
。

据统计
,

长江流域已建的大中小型水库近 5 0
, 0 00 座

,

总库容 1 ,

00 0多亿立 方 米
。

其中
,

四川省有大中小型水库 7 ,
0 00 多座

,

云南省有 4 , 0 00 座左右
。

这些水库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淤

积
,

特别是小型水库淤积更甚
。

如四川省著名的龚咀水库
,

修建在乐山县眠江支流大渡河上
,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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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7
.

6 万平方公里
,

库容 3
.

6亿立方米
,

建成后 11 年里淤积泥沙 ]
。

1亿立方米
,

占总库容的32
.

5% ;

甘肃省的碧 口水库
,

修建在嘉陵江支流 白龙江上的文县境内
,

制控面积 2
.

6万平方 公 里
,

总 库 容

5
.

2亿立方米
,

几年内已淤积泥沙 0
.

4亿立方米
,

占总库容的 8 %
。

中小型水库淤积更甚
。

据有关部

门调查了近 20 0座水库
,

平均淤积泥沙约占总库容的20 %以上
。

有些小型水库兴建几年即被泥沙淤

满
,

有头年修第二年就不能使用的事例甚多
。

泥沙余积的另一恶果
,

河床抬高
,

湖泊面积缩小
,

大大减弱了河道泄洪和湖泊调 蓄 洪 水的

能力
。

长江的洪水和泥沙主要来自上游地区
,

由于上游来水量大
,

中下游河道安全泄量小
,

致使

中下游洪灾频繁严重
。 “

长江万里长
,

险段在荆江
” 。

中游河段所以成为险段
,

是上游来沙逐年

淤积
,

河床抬高
,

过洪断面缩小的结果
。

据 1 9 5 4一 1 9 7了年实测资料统计
,

荆江河段共淤积泥沙约

4亿吨
。

洞庭湖位于长江中游
,

它有 4 个 口
,

即松滋 口
、

太平 口
、

藕池 口
、

调弦 口 (已 筑坝 堵

塞 )
,

长江上游来沙通过 3 口平均每年进入洞庭湖的泥沙 2
.

3亿吨
, 1 9 5 4年最高达 3 亿吨

。

解放初
,

湖泊面积还有 4 , 3 50 平方公里
,

现在只有 2 , 7 40 平方公里
,

容积由2 9 3亿立方米减为目前的 1 78 亿立

方米
。

号称 8 00 里洞庭
,

现有水面已不多了
。

宜昌至汉口段 3 年淤积泥沙为 11 亿吨
。

泥沙 淤 多了

水就装少了
,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道理
。

譬如
:

荆江河段由于泥沙不断淤积
,

致使沙市水位抬高
。

据 1 9 5 1一 1 9 6 1年的 10 年间
,

沙市水位上涨 19 厘米
,

即平均每年上涨 1
.

9厘米
; 洞庭湖 4 口 分流 量

减少
,

根据统计
, 1 9 3 2年分流量为 4 0 , 0 7 0秒立 方 米

,

至 2 9 6 1年 为 2 4 , 1 7 0 秒 立 方 米
, 3 0年 减 少

1 5, 9 00 秒立方米
。

河床淤高
,

分洪容积减少
,

是长江洪水灾害严重的原因之一
。

规模巨大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即将兴建
,

因此迫切需要研究
,

采取各种有效措施
,

以防止

水土继续流失
。

五
、

建 议

1
、

如何保护三峡水利枢纽效益发挥问题
。

三峡水库是个超巨型的工程
,

而 且是 建在 万里

长江上
,

要各方面建设得很好是不容易的
。

它的问题甚多
,

如对某一问题处理不当
,

要带来难 以

估量的后果
,

而且有些间题现在还未为人们所认识
。

就现在已知的泥沙间题
,

它影响到水库使用

寿命和效益发挥
,

是兴建三峡水库关键间题之一
。

毛主席早在 1 9 6 3年听取三峡大坝汇报时指出
: “

水库淤积要弄清
,

水库 要 长 期使用
” 。

过

去对入库泥沙的来源曾进行了调查
,

水库以上地区每年流失的土壤达 13 亿吨
,

被送到河道内进入

三峡水库的泥沙 5 亿多吨
。

泥沙进入水库后害处甚多
:
首先是淤积容库

,

影响效益发挥和水库寿

命 , 其次是回水变动区的淤积
。

每年进入水库 5 亿多吨泥沙
,

粒径小于 0
.

01 毫米的细砂约占总砂

量的 20 %左右
,

而粒径大于 0
.

01 毫米的粗砂约占80 %
。

这就是说
,

如果不采取措施
,

80 %的粗砂

从回水末端开始沿途沉积下来
。

如何控制泥沙少进库或不进库
,

主要是靠搞好水库上游的水土保持
,

增加森林植被
,

既能蓄

水
,

又能保土
。

这不仅能改变山区贫困面貌
,

而且对保护三峡水库安全
,

更是事关大局
。

2
、

应尽快恢复和发展水库以上地区的森林植被
。

近年来长江上游千支流区域内森 林 植 被

/ 多遭破坏
,

水土流失加剧
,

致使长江泥沙量增多的情况
,

已引起人们的极大的关注
。

水土流失加

剧
,

主要是森林植被遭到破坏
。

据不完全统计
,

三峡水库以上地区有森林面积 16 万平方公里
,

占总土地面积的 16 %
,

且多为幼

林
、

琉林
,

远不能起到涵养水源
、

保持泥土的作用
。

如四川省五十年代初森林覆盖率为 16 %
,

现

在只有13 %
,

而且分布不均
。

四川省有 1 93 个县
,

森林覆盖率大于 30 %的只有 13 个县
,

覆盖率不到

10 %的有 91 个县
。

1 9 8 1年四川发生了特大洪水
,

大气环流形成的大面积暴雨是造成 洪水灾害的主



柿归县水土流失概况及其治理措施

彭 炳 坤

( 湖北省株归县水利电力局)

株归县地处西陵峡谷地带
,

是葛洲坝库区的主要地段
。

长江三峡以其嶙峋壮丽的奇峰
,

幽雅

俊秀的深谷而著称于世 , 又是伟大爱国诗人—
屈原的诞生地

,

使国内外游人向 往
。

但 是 美 中

不足之处是两岸绿化面貌差
,

水土流失严重
。

这不仅有损三峡风光
,

而且更严重的是使葛洲坝水

库淤积
,

缩短工程运行年限
。

因此
,

它被纳入全国水土保持八大重点之一
。

一
、

水土流失现状及特征

株归县共有 n 个区
, 2 个镇

,

55 个乡
,

约39
.

74 万人
。

总面积 2 , 2 72
.

57 平方 公 里
,

合 34 0
.

88

万亩
,

其中耕地 5 8
.

8 1万亩
,

约为八山半水一分半田的 比例
。

县境内山峦起伏
,

高低相差 悬 殊
,

海拔从 65 米到 2 , 057 米
,

平均海拔 80 0米
。

长江由西向东横穿县境中部 64 公里
,

南北两岸各有 4条
-

河流分别从南
、

北端流向中部注入长江
。

河流沿途经过长期沟蚀切割成很深的河谷
,

组成了南北

高
、

中部低
,

以长江为最低谷的深谷高岭相间的波状地貌
,

水土流失特别严重
。

全县水土流失面积

有 1 , 2 13 平方公里
,

占总面积 5 3
.

37 %
。

其中荒山流失面积 2 14
.

89 平方公里
,

裸露风化岩石地带流

失面积 8 6
.

06平方公里
,

坡田流失面积 32 4
.

” 平方公里
,

疏林和残幼林流失面积 4 9 0
.

8 7平方公里
。

严重的水土流失是造成全县历史上贫困缺粮的主要原因之一
。

秘归县葛洲坝库区两岸山高坡陡
,
岩石裸露

。

岩石大部分为侏罗系紫红色砂页岩
、

泥岩
,

极

易风化
,
其次是花岗岩

; 少部分是断裂破碎严重的石灰岩
。

森林覆盖率为 12 %
。

葛洲坝库 区 流失

面积 55 0
.

6平方公里
,

占全县流失总面积 4 5
.

3 9%
,

是全县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

要原因
,

但成灾的程度却与森林植被多少关系极大
。

1 9 8 1年洪水危害最严重的河流有沱江
、

涪江
、

嘉陵江等
,

森林覆盖率只有 n %
,

其中沱江覆盖率只有 5 %
,

洪水冲走了大量泥沙
。

据有关调查

资料
,

在暴雨期间 ( 7 一 9 月 )
,

5
。

以上的坡耕地
,

每亩冲刷土壤 6 立方 米左右
; 5 一10

“

的坡

耕地
,

每亩冲蚀土壤 13 立方米
, 10 一 1 5

。

的坡耕地每亩冲蚀土壤 24 立方米
。

由于森林植被不断遭到

破坏
,

水土流失日益加剧
。

如 四川省五十年代有水土流失面积 9 万平方公里
,

现增加到 38 万平方

公里
,

比五十年代增加 4
.

2倍
;
贵州省五十年代有水土流失面积 1

.

3万平方公里
,

现增加到 3
.

5万平

方公里
,

比五十年代多 2
.

7倍
。

因此
,

建议在水库上游地区大力开展植树造林
,

尽快恢复 森林 植

被
,

既可防治水土流失
,

又可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

这次考察看到三峡库区两岸
,

陡坡垦种甚为普遍
。

凡是有土就有人居住
,

有人居住的地方不

管坡度的陡缓均 已垦种
,

一遇暴雨
,

泥沙可直接流入河内
。

应采取坚决措施停止坡地垦种
,

已垦种

的坡地退耕还林
。

并建议有关部门将三峡库区划为国家森林公园
,

按公园要求大力植树造林
,

尽

快恢复森林植被
。

三峡河段原为风景旅游区
,

三峡水库建成后
,

将出现 5 70 平方公里的人工大湖
,

回水末端长 5 00 余公里
,

待
“
高峡出平湖

”
后

,

将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旅游者
。

因此迅速 绿 化
、

美

化长江两岸是巫待解决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