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结经验教训 搞好水土保持

一甘肃省礼县 1 4 8 9年两次洪灾调查

甘肃省礼县水土保持站

甘肃省天水地区水土保持科

甘肃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局

甘肃省礼县地处长江流域嘉陵江水系西汉水上游
,

属黄土高原与土石山区的过渡地带
。

县境西

北部的梁赤山地为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
。

全县有36 个乡 (镇 )
,

5 58 个行 政 村
,

约 40
.

6万人
。

总土地面积 4 , 2 9 9
。

92 平方公里
,

其中水土流失面积 3
, 0 3 7

。

9 1平方公里
,

占总面积的

7 6
.

5%
。

年侵蚀模数约每平方公里 7 , 43 5吨
。

自1 9 8 4年 8 月上旬以来
,

全县气候异常
,

冰雹
、

阴雨
、

暴雨
、

洪水等灾害相继发生
,

特别是
7 月 2 4 日和 8月 3 日的两次特大暴雨

,

遍及各乡
。

降雨总量达 1 50 多毫米
,

降雨强度最大每 小 时

63 毫米
,

引起山洪暴发
,

河水猛涨
,

山体滑坡
,

泥石流倾泻
,

房屋倒塌
,

交通 中断
,

给当地群众

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

为了及时摸清这次暴雨洪水的产生原因和危害程度
,

从中总结经验
,

吸取教训
,

以利再战
。

我们先后采取灾情访问
、

典型调查
、

实地丈量等方法
,

对全县两次暴雨洪水发生后的水土流失状

祝进行了初步调查
。

暴雨洪水灾害
,

是水土流失恶性发展的一种非常现象
。

7 月 24 日和 8 月 3 日两次暴雨洪水所

造成的水土流失
,

在地域分布上遍布全县各乡
,

殃及农
、

林
、

水
、

牧
、

工
、

交
、

商
、

学各业 ; 在土地利

用上 以坡耕地坍塌损失为主
,

林草用地次之 , 在地貌类型上 以西南部土石山区最为严重
,

东北部

红黄土丘陵区较轻 , 在侵蚀方式上各种侵蚀均可见到
,

但以山体滑坡
、

泥石流等重力侵蚀危害最

剧
。

总之
,

这两次洪灾持续时间之长
,

范围之广
,

面积之大
,

危害之巨
,

为礼县历史上所罕见
。

1
、

滑山走坡
,

人民生命财产受损
。

两次暴雨洪水之后
,

在西南土石山区以及东北部丘 陵 沟

壑区的雷王
、

龙林
、

江 口
、

滩坪
、

雷坝
、

白河
、

马河
、

宽川
、

永兴等乡的一些山坡上
,

开始出现

裂缝
,

继而发生大小不等的山体滑坡
。

据统计
,

全县共发生滑坡 8 ,

97 6处
,

面积达 2 3
.

8万亩
, 2 71

个村庄出现滑坡
,

危及 8 , 3 “ 户
, 4

。

4万多人
,

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 了极大损失
。

滩坪乡古羊村 8月

8 日下午 2 时发生山崩
,

全村 41 户
,

19 6人有 38 户的 4 21 间房屋和其它财产全部被毁
,

压那 。 人
,

27 头大家畜
、

4 40 头猪
、

50 只羊全部被压死丧生
。

全县 因滑坡压埋
,

洪水冲淹
,

共倒塌房屋 16
,

37 5

间
,

房屋倾斜
、

裂缝的有近 3万间 , 压埋各种家具
、

农具 16
, 5 52 件

,

冲走面粉
、

粮食 136 万 斤 ,

倒塌围墙 7 2 , 7 0。多堵
,

有 191 个村庄
,

22
,

8 47 间房子处在危险地段急需搬迁 , 受灾学校 2 42 所
,

倒

塌教室 5 5 8间
。

2
、

场地段田
,

麟地面积缩小
。

全县 2
.

38 万亩川坝地被淹没
,

冲殷川地占面积的 29 % , 10
.

5 1

万亩山坡耕地被上垮下压毁坏
,

占山地面积的 8 %
。

在两次暴雨洪水中
,

全县大部分沟壑
,

特别



是西南部土石山区的沟壑普遍发生泥石流
,

携砂带石
“

危害极大
。

石桥等乡 大 山 沟 流域 7 月 2 4

日的泥石流使河床改道
,

拉开沟床长达 1
, 7 50 米

,

冲下巨石高1
.

8米
,

周长 6
.

7米
,

毁坏良田 面 积

1 50 亩
。

还有更多的山坡耕地表层肥土全部被冲走
,

犁底层裸露 , 有的川坝地被洪水全 部 冲光
,

成了乱石滚滚的河滩 ; 有的山坡地成了光板 地
,

不能耕种 , 有的粗骨化
,

很难利用
。

据在龙林乡

冰陵沟流域典型调查
,

损失农耕地 8 25 亩
,

占总土地面积的 18 %
,

其中损失山坡耕地 5 7 1亩
,

梯田

5 0亩
,

占样田总面积的 15 %
。

, …
一 一

3
、

毁桥断路
,

交通电话中断
。

全县有 19 条
、

55 9公里长的公路属县管和县乡公路中
,

有的因山

体滑坡
,

路基塌陷
;
有的上垮下压埋没路面 , 有的泥石流淤塞或因桥梁

、

涵洞被冲毁
,

造成交通

严重阻塞
,

使抢险救灾物资一时运不去
。

损坏农电线杆 73 2根
,

断线 3
.

6万多米
,

损失导 线 1 , 7 4 c

公斤
,

电器设备28 台 (件)
,

电话
、

广播线路损失也很严重
。

4
、

毁堤淤渠
,

水利设施通到破坏
。

冲毁河堤 1 19
.

8公里
,

淤塞灌溉渠道 71 条
,

89
.

6公里 ; 毁

坏提灌工程 60 处
,

%级
,

机井 1 31 眼
,

塘坝 15 座
,

淤塞小水电渠道 8条
,

12 公里
。

5
、

沟头延伸
,

沟契面积扩大
。

由于暴雨起洪
,

使坡面
、

村庄水流急剧汇集
,

一些支沟 普 遍
二

下切
、

扩张
、

前进
,

使地面破烂不堪
,

沟壑面积加大
。

据在龙林乡冰陵沟调查
,

全流域有大小支

沟 19 条
,

其中一级支沟 8 条
,

二级支沟 11 条
,

总长 3 1
.

2公里
,

平均宽 12
.

2米
,

深 4
.

7米
。

据 碌 礴

沟
、

凉水泉沟等几条支沟的调查实测
,

沟头多年平均溯源侵蚀。
.

91 米
,

今年 5 一 9 月 平 均 延 伸

2
.

6米
。

两次灾害中平均侵蚀量 32
.

9吨 /亩
,

为多年平均侵蚀量 3
.

94 吨 /亩的8
.

3 5倍
。

延伸 最 快的

何家行政村庄下沟前进 5 米
,

沟岸扩张 4
.

2米
。

`
、

毁林损草
,

植被面积减少
。

两次暴雨洪水
,

除了对植被稀琉的荒山陡坡严重侵 蚀 外
,

一
些幼林

,

伴着山体大面积滑坡
,

也遭到了损失
。

全县冲毁幼林 3
.

7万多亩
, 1 ,

25 8万株 , 冲毁成林

2
.

1 4万亩
, 5 4 6万株

,
冲毁育苗地 1 , 0 0 4亩

。

两次暴雨洪水使全县农作物受灾面积达 7 1
.

6万亩
,

其中成灾面积 6 0
.

6万亩
,

因灾减产 粮 食

5 , 5 81 万斤
。

全县因灾造成各项经济损失达 5 , 3 12 万元
,

占全县 1 9 8 3年工农业总产值 5 , 6 0 3
.

7 1万元的

9 4
。

8%
。

两次暴雨造成礼县如此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
,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

有自然因素
,

也有现代人
-

类经济活动的影响
。

但就 ,’7
·

2 4和 8 0 3” 两次暴雨过程而言
,

暴雨起了主导作用
,

而地质
、

地貌
、

土壤
、

植被以及人类活动的不 良条件
,

则起了促进
、

加速作用
,

致使水土流失恶性膨胀
,

引起特

大灾害
。

一是礼县的地质构造属 . 岭摺皱构造部位
。

特别是西南部的土石 山区山高坡陡
,

岩石破碎
,

新构造运动强烈
,

岩体的褶曲
、

节理
、

断层发育
,

为重力侵蚀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

当降雨过

程持续时
,

地表水极易下渗
,

使碎肩岩石膨胀
,

滑落
,

或山体沿着裂隙断层而整体崩塌
。

县境西

南部山体
,

坡度大都在 30 一 7 0
。 ,

甚至更陡
。

两次暴雨洪水发生的滑坡多分布在这里
,

黄土 丘 陵
_

沟壑区的有些滑坡属古滑坡的复活
。

二是县境东北部的丘隆沟壑区
,

广布红
、

黄土
。

红土性粘
,

容易发生泻溜 , 黄土结构疏松
,

垂直节理发育
,

抗冲抗蚀能力软弱
。

在暴雨起洪时极易流失
,

特别是当下伏基岩为第三系红粘土
_

时
,

遇雨下渗
,

发生推动式滑动
,

在永兴
、

宽川等乡发生的滑坡多属此种情况
。

三是植被猫硫
,

生态脆弱
,

给雨滴直接打击地面创造了条件
。

礼县除西南部的漱山
、

眺坪
、

桥头
、

沙金
、

三峪等乡分布有次生林外
,

大部分地方光山秃岭
,

土层裸露
。

即使是一些幼林地
,



也因根系不发达
,

固土能力弱
,

在暴雨持续时间长
,

下伏地层不 良的条件下
,

往往产生滑落
。

至

于大片的坡耕地由于表层土壤疏松
,

更是不堪一冲
,

到处拉沟
“
挂椽

” ,

耕地塌失
,

成为两次暴

雨期的一般现象
。

四是全县森林面积因过去不合理砍伐
,

由解放初的80 万亩减少到6 1万亩
,

减少 19 万多亩
。

在

有些地方森林线后移切多华里
。

不少地方密林变疏林
,

疏林变草滩
,

草滩变荒山
,

荒山变农田
。

至于毁林开荒
,

毁草种粮
,

破坏植被的现象在前几年亦很严重
。

这些破坏生态的不 良现象在近两

年虽有所收敛
,

但已经破坏 了的生态环境
,

一时不能恢复
,

一遇暴雨洪水便是
“ 山上开荒

,

山下

遭殃
” 。

五是降水
。

水是水土流失的动力
,

在其它 因素 良好的条件下
,

这种动力一般比较微弱
。

但在

礼县
,

其它条件如地质
、

土壤
、

植被等不 良条件的影响下
,

水起了主导作用
。

据气象部门观测
,

今年 1一 8 月
,

降水量达 5 6。毫米
,

占多年平均降水量 4 8 8
.

2毫米的 1 1 4
。

7%
。 “ 7

·

2 4和 8
·

3 ”
两次

降雨 1 5G 毫米
,

前期降雨 404 毫米
,

占多年平均降水量的 8 2
,

8 %
。

充分的前期降水
,

使地面水分增

高
;
在后期两次暴雨过程中

,

土壤和岩层中的水分已达到饱和状态
,

在条件适宜时起 了诱 发 作

!月
,

于是岩体滑坡接连不断地发生
。

7 月 2 41 」和 8 月 3 日两次暴雨洪水
,

给礼县人民带来了灾难
,

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

换失
。

同时
,

通过暴雨的袭击
,

人们对水土流失危害的认识更加深化
,

认识到在礼县不搞或搞不

好水土保持
,

是没有出路的
。

经验是宝贵的
。

特别是水土保持的一些措施
,

在两次暴洪 中经受了

考验
,

也有一些受到了损失
,

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
,

对进一步搞好礼县的水土保持工作有着

重要的意义
。

1
、

多种措施配合
,

坚持小流域综合治理
。

全县 自 1 9 7 9年以来
,

先后列入计划治理的小 流 域

35 条
,

面积 57 4
.

0 4平方公里
,

占全县总面积的 4 ,

29 9
.

92 平方公里的 1 3
.

4 %
。

截止 1 98 4年 8 月底统

计
,

己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 30
.

69 平方公里
,

占流失面积 5 6 9
.

3 2平方公里的22
.

96 %
。

其 中新

修水平梯田
、

沟坝地 4
.

9万多亩
,

造林 10
.

8万多亩
,

种草 3
.

8万多亩
。

这些年来着重抓 了 林 建

设
,

林草发展速度很快
,

但忽略 了沟道工程建设
,

致使各项措施不能有机配合
,

起不到最大限度

地拦蓄地表径流泥沙的作用
。

在这次暴雨洪水中
,

全县 35 条小流域 中的水平梯 田水毁受灾面积 1

万多亩
,

占到梯田总面积的 2 1
.

2% , 人工林损失 1
.

8万多亩
,

占造林面积的 16
.

9 % ;
水毁人 工 草

地面积 4 , 6 40 亩
,

占种草面积的 12 %
。

在今后的治理中
,

应根据各个小流域的自然特点和水土流失

规律
,

因害设 防合理布设生物措施和蓄水保土田间工程
,

坚持集中治理
,

连续治理
, 综合治理

,

治一片
,

成一片
,

发挥效益一片
。

2
、

种草种树
,

尽快绿化荒 山荒坡
。

林和草是生态系统的最积极最活跃的因子
。

从全县来说
,

由于多年忽视林草建设
,

还有大面积 的荒山荒坡没有绿化
,

使林草这个因子在生态系统中失调
,

生态环境 日趋恶化
,

很难起到涵养水源
、

保持水土的作用
。

从这次暴雨洪水的危害证明
,

凡是林

草被覆好的地方
,

水土流失就比较轻微
; 即使发生一些滑坡现象

,

也只是在林地边缘或在零星幼

林地上发生
。

因此
,

在今后的水土保持工作中
,

不仅要抓好流域内的造林种草
,

而且还要密切配

合林牧部门搞好全县范围内的荒山荒坡绿化
,

做到青山常在
,

永续利用
。

3
、

注意质且标准
,

搞好梯田建设
。

兴修水平梯田是改变农业生产条件
,

蓄水保墒
,

抗 旱 增

产的主要途径
,

也是退耕还林还草的前期工作之一
。

从这次暴雨洪水毁梯田的情况来看
,

其原因
:

一是前几年在
“ 先吃肉

、

后啃骨头
” 的 口号下

,

梯田多修在半山腰缓坡地带
,

加之上部未得到很



好治理
,

一遇暴雨洪水
,

上垮下压
,

造成梯田严重的损失 , 二是地埂不实
,

垫方土虚
,

经不起暴

雨的考验
, 三是毁埂耕作

,

起不到梯田拦蓄洪水的作用
。

针对这些情况
,

在今后的梯田建设中要高

标准
,

严要求
,

做到田面平整
,

地埂坚实
,

生土深翻
,

熟土还原
。

4
、

从上而下合理布设沟道工程
。

沟道工程是流域治理的一个薄弱环节
。

从这次暴雨 洪 水的

情况来看
,

凡是侵蚀沟急剧前进
、

下切
、

侧蚀的都没有沟道拦蓄工程
。

同时
,

由于沟道洪水的冲

淘侧蚀作用
,

使坡体失去稳定
,

诱导发生滑坡或崩塌等重力侵蚀
。

在今后的流域治理中
,

要严格

按照 “
甘肃省小流域综合治理规程

” 的要求
,

精心设计
,

从上而下合理布设支毛沟谷坊群
,

做到

抬高侵蚀基点
、

稳定沟床
、

层层拦蓄洪水泥沙的作用
。

5
、

积极建设多种经营墓地
,

帮助灾区人民盆建家园
。

在这次暴雨洪水灾害中
,

一些灾 区 人

民
,

特别是重灾区的重灾户
,

有的无地可耕
,

无室可居
,

绝 了农本
,

毁了家底
。

积极帮助灾区人民

重建家园
,

恢复生产
,

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职责
。

在流域治理中
,

要充分发挥当地自然优势
,

建设

多种经营基地
,

发展生产
。

在西南重灾区要充分利用田边地埂
,

栽植花椒
、

核桃
、

柿子等
。

在其

它流域
,

亦要建设经济果园
,

发展多种经营
,

增加灾区人 民的收入
,

不断提高流域治理的经济效

益
。

6
、

搞好承包
,

加快治理速度
。

实践证明
,

实行承包治理
,

是加速小流域治理的一条新路子
。

目前全县 3 5条流域中
,

已有 10 条流域采取
“
统一规划

,

任务到户
,

分户治理
,

统一验收
,

收益归

己 ” 的办法
,

进行承包治理
,

大大加快了治理速度
。

1 9 8 3年冰陵沟
、

彦麦沟
、

肖良沟等 10 条流域

开始实行承包治理
,

当年治理面积达到 9
.

08 平方公里
,

与
’ 1

年比较治理面积增加 4
.

03 平方公里
,

提高了 7 9
.

8%
。

今后要在进一步充实
、

完善的基础上
,

采取多种形式的承包办法
,

继续搞好其它

2 5条流域的承包治理
,

加快治理速 度
。

了
、

加强领导
,

建立健全流域治理机构
。

目前
,

35 条流域因机构改 革
,

人 事 变 动
,

普 遍 领

导机构不够健全
,

无人负责
。

为了搞好流域治理
,

必须尽快建立健全流域治理领导机构
,

以加张

对流域综合治理的组织领导
。

流域治理机构要负责搞好全面规划和年度计划
,

协助有关村委会
、

村民小组落实任务
,

定期检查验收
。

礼县在长江流域尽管面积很小
,

但境内西汉水为长江水系的多泥沙河流之一
,

每 年 有 将 近

2
,

30 0万吨的泥沙源源不断地输入嘉陵江
,

无疑给下游两岸的人民以及经济建设带来困难
。

因此
,

搞好礼县的水土保持工作
,

不但对发展当地生产
、

造福人 民有着现实意义
,

而且也有益于整个大

流域的经济建设
。

近年来
,

随着长江流域水土流失的不断恶化
,

引起了上级有关部门的极大关注
。

1 9 8 1年
,

长

办曾组织力量
,

对礼县的水土流失进行了综合考察
,

并提出了防治水土流失的办法和应采取的措

施
。

随后
,

礼县根据第三次全 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精神
,

结合全县水土保持工作任务的要求
,

成

立了礼县水土保持工作站
。

要搞好礼县的水土保持工作
,

从灾后情况来看
,

还有很多困难
。

一是

泥石流发生区面积广
,

治理难度大 ; 二是礼县是财政补贴县
,

本身经济薄弱
,

资金缺乏 , 三是技

术力量缺乏
,

特别是今年 7 月 24 日和 8月 3 日两次暴雨洪水危害
,

使本来薄弱的经济更加亏损
。

因此
,

建议省局和长办主管部门在治理补助费上给以大力的支持和援助
,

以加快水土保持治理的

速度
,

尽快提高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