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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是山区经济发展的基础

励
』

忠先

(杭州大学 )

一
、

山区在我国的战略地位

万里副总理说
: “山区建设到底怎么搞

,

对我们来讲
,

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必然王国
,

许

多问题有待我们去探索
。 ”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
,

山地占国土总面积的70 % (包括山地
、

丘陵
、

高原)
。

山区农业人

口 占全国农业总人口的5 9
.

2 %
,

耕地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5 5
.

2 %
。

山区
,

从陆地到水流
,

从地上

到地下
,

蕴藏着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资源
。

这各种各样的资源
,

都是现实的或未来的劳动对象

和劳动资料
,

都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客观源泉
。

山区
,

不仅对我国农业 (包括种植业和林牧渔副各

业 ) 的发展
,

而且对工业各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

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许多山区
,

曾经

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
、

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根据 地 ; 我 国 是 大

国
,

边境线很长
,

不少山区是我国和外国接壤的地方
;
而且

,

从全国来看
,

大部分山区又是我国

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
。

所以
,

研究山区
,

开发山区
,

发展山区经济
,

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
,

而

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

建国以来
,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
,

我国山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

山区农民的收
、

占、、夕、、S 、、S 、、夕、喀、、S 、义, 、、肠
、

之扒义, 、、S、巧入
、占、吧扒

、S 、火S、、占、、石入勺夕、唱讯、S 、、S 、巧入、岛巧入
、占、、占

、

占、巧、、匀
、S 、、夕、,

汾、、汾、、夕、、夕、场六
、占八、占卜巧、呜、

项可 行而有效的时 策
。

培养好 了他们
,

预期 的效果可能有 以 下数端
:

一是经济效益 高
。

他们越有综合的学识和经营

理财 的 才干
,

就越能使个人
、

集体和 国家共同致富
,

这应 无疑义
; 二是社会效果好

。

他们如平均

每人带动 1 00 个劳动力从事于止述十种行业 中任何一种 活动
,

社会将因 充分就业 而 更 加 安 定 团

结 ; 三是国土资派利用佳
。

他们懂得宏砚经济并遵守各项环境保护和增植 自然资源的法令
,

不会

干杀鸡取蛋或揭泽而 渔式的蠢事 , 四 是知识普及快
。

他们的示范必然带动一大 片
,

所以 就必然提

高当地的 文化水平 ; 五是人才分布匀
。

他们分散在小 中集镇里
,

一 变过去知识分子东也成堆
、

西

也过剩
,

但需要的地方却 又寥若晨星的不合理现象
。

我主张为他们兴办函授 大学
,

除 了专业课外
,

还应授之以 法律
、

经 济
、

管理
、

商业等实用课

程
。

如 各开 4 门课
,

总共学2。门课程
,

全部及格后 发给 大学毕业证书
。

这样
,

教育与生产且与国

土 的治理和利用紧密相 结合
,

效果定可 预 卜
。

之所 以办 函授
,

是考虑到他们 没有整块的时间
,

只

能 作 “ 见缝擂针” 式的学习
。

函授的 附带优点是
:

不需要大兴土木盖许 多校舍
,

不需 要 多请 教

师
。

至于 经费
,
由于他们必 然踊致参加

,

愿维学费
,
故 除开办费外

,

国家可 以不 费分文
。

由此看来
,

对优秀专业户的高中生作大学水平的通才教育
,

收益既大
,

所费又少
,

合 乎 国

情
,

适应需要
。

既 可裕民
,
又能保土

。

扣此好事
,

何乐不为? 有识之士
,

愿共商酌
。



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

根据对山区 5
,

06 1户
、

斥胶区 7 , 4 47 户农民家庭收入调查
, 1 9 8 2年平均每

人纯收入
,

山区农民2 3 3
。

8元
,

比 1 9 7 8年增加1 1 5
.

5元 , 丘陵区农民 2 6 9
.

5元
,

比1 9 7 5年增加 2 3 7元
。

但是
,

尽管如此
,

目前我国山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山区人民的收入水平还是很低的
,

不仅与世界

发达国家相比水平是很低的
,

而且与我国城镇职工的收入水平相比也是很低的
。

我们看待山区经济
,

既要注重已有的经济数字
,

更要注重山区的实际情况
,

并且正确地分析

这种情况
,
将生产和需要联系起来

,

将目前和长远联系起来
,

将此地和彼地联系起来
,

将经济和

生态联系起来
,

将现实和可能联系起来
,

将山区和平原及城市联系起来
,

将山区经济和全国经济

联系起来
。

这样联系起来分析
,

我们就会发现
,

山区在我国经济
、

社会发展中具有战略的意义
,

同时
,

山区经济的发展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重大问题
。

这一系列重大间题
,

归结到一点
,

关键是山

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问题
。

从目前来看
,

严重的水土流失则是我国山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威胁
。

切实

的
、

有效的
、

持久的水土保持工作
,

是我国山区经济发展的基础
,

也是我国山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基

本环节
。

二
、

严重的水土流失是 目前我国山区经济发展的最大灾难
“
五十年代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 150 万平方公里

,

30 多年来虽已治理了40 万平方公里
,

但是治

理的速度赶不上破坏的速度
,

不仅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没有减轻
,

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也有

所扩大
。

由于不合理的开垦
、

过度放牧
、

过度樵采等原因
,

草原沙化
、

退化还在扩大
。 ”

到1 9 8 3年初
,

我国水土流失面积比建国初期增加了29
.

3 %
,

每年流失肥沃土壤约50 亿吨
,

损

失氮
、

磷
、

钾有效养分约1 ,

00 0万吨
。

与严重的水土流失密切相关的水早灾害
, 1 9 7 2一 1 9 8 1 年 与

1 9 5。一 1 9 5 9年相比
,

年平均受灾面积增加近一倍
,

年平均成灾 (减产30 % 以上)面积增加5 7
.

6 % ;

沙化面积1 9 7 9年比抗战前增加了 4 1
.

7%左右 ; 江河湖泊水库泥沙淤积量惊人
。

严重的水土流失
,

在我国北方山区和南方山区几乎是普遍的现象
。

黄河每年流经三 门峡的含

沙量多达16 亿吨
,

下游河水每立方米含沙量达 40 一 70 公斤
。

现在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也达 20 %

以上
,

每年下泄泥沙 已达 10 多亿吨
。

长江干流每立方米水含沙量达 10 公斤
,

有的支流则超过 40 公

斤
。

湖北稀水等五条河流 20 年来河床平均抬高1
.

5米
。

洞庭湖水面30 年来减少 1 ,

50 0平方公里
,

调

蓄容积减少近 10 0亿立方米
。

长江流域山高
、

坡陡
、

土层薄
,

基岩疏松破碎
,

土壤稳定性 差
。

整

个长江流域年土壤侵蚀量约为24 亿吨
,

上游占13 亿吨
。

仅从长江水流中
,

经三峡输往下游的泥沙

就有6
.

4亿吨
,

这相当于从 1 , 0 00 万亩耕地上冲走十几厘米厚的土层
,
所带走的氮

、

磷
、

钾约 有

48 0万吨
。

据有关部门估算
,

我国每年至少约有 60 0多万亩土地 (包括草地
、

林地
,

但 多 数 是 耕

地 ) 因水土流失而荒废
。

据测
,

建国30 多年来
,

沙漠面积扩大了约 3 亿亩
,

其中一部分是耕地变

沙漠
。

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的危害主要表现在
:

第一
、

每年至少约有60 。多万亩土地因水土流失而荒废
。

建国35 年来
,

大约就有 2 亿多亩土地

因水土流失而贫清
。

如果每亩土地生产物以折算粮食40 0斤计算
,

那么就是损失粮食 8 00 多亿斤
,

按照现在的口粮标准
,

可供1
.

4亿人吃一年
。

第二
、

每年流失肥沃土坡约50 亿吨
。

建国35 年来就流失肥沃土壤1 , 7 50 亿吨左右
,

致使 山 区

耕地异常贫痔
,

产量很低
,

平均亩产粮食大约只有3 50 一4 00 斤
,

有的地方甚至只有几十斤
。

而这

已经流失的 l , 750 亿吨肥沃土壤
,

在山区现有的8
.

28 亿亩耕地上
,

即使用科学的办法
,

最得 力 的

措施
,

增加植被
、

大种绿肥
、

秸秆留地
、

多施厩肥等等
,

也许用上 1 00 年还难以培育和恢 复
,

何



况近期内还在继续流失呢 !

第三
、
每年流失氮

、

礴
、

钾有效养分约1 , 。00 万吨
,

建国35 年来就是流失3
.

5亿吨
。

按 1 9 81 年全
-

国化肥试验网试验结果
,

每斤有效养分可增产 7 斤粮食
,

那就是损失粮食4 9 , 。帕亿斤
—

差不多

等于我国10 亿人民10 年的 口粮 !

第四
、

山区严贡的水土流失
,

造成了江河中下游平原河段及相通的湖泊
、

水库严孟的泥沙淤

积和河床
、

湖底的升离
。

洪水季节给各江河中下游河段及有关湖泊
、

水库的堤坝和人民生命财产的

安全带来了很大的威胁 , 同时
,

造成了国家防洪经费和千百万人民防洪
、

护堤
、

修堤劳动的大量

增加
。

第五
、

山区严孟的水土流失
,

给水库和湖泊造成了沙泥淤积
,

减少容t
,

日益严重地影晌着

对有关城 乡和工农业生产的供水用水
。

由此可见
,

我国山区严重的水土流失
,

不仅是山区人民的一大祸患
,

而且是平原及城镇人民

的一大灾难 ; 不仅关系到山区经济的发展
,

而且也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全局
。

三
、

造成山区严重水土流失的根本原因是

山区植被的破坏
,

特别是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

造成山区严重水土流失的根本原因是山区植被的破坏
,

特别是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
。 ·

这种破

坏
,

有的是历史上剥削阶级社会长期造成而遗留下来的 ; 有的则是我们建国以来由于缺乏科学的

认识和认真的宣传教育
,

缺乏强有力的立法
、

司法和行政
,

缺乏有效的经济措施
,

以及多次极左

运动而造成的
。

例如
,

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
—

西北黄土高原
,

在
“
秦与西汉以前

,

这里本 是
‘

草 木 茂

盛
,

多鸟兽
, 之区” ,

秦与西汉为了拒匈奴
,

卫关中
,

实行了向西北移民实边与屯兵 守 卫 的 政

策
。

汉武帝时
,

两次比较大的屯兵移民即达1 30 余万人
。

于是
,

由内地去的兵民走到哪 里
,

垦 到

哪里
,

草原变成农田
,

自然生态遭到了破坏
。

东汉至隋60 。年间
,

中原战乱频仍
,

游牧民族 重 入

高原
,

牧业再兴
,

植被恢复
,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退耕还牧的过程
。

唐朝以后
,

特别是明清以后
,

垦荒兴屯 日益增长
,

人 口急骤增殖 ; 毁草开荒
,

滥垦滥种
,

森林砍伐殆尽
,

草原退化不 已
,

水土

流失日益加剧
,

早灾发生次数 日益增多
。

据甘肃定西县志不完全记载
,

清朝2 67 年中发生 旱 灾16

次
,

平均 17 年一次
。

1 9 1 2年到 19 4 6年 3 5年 中发生早灾 8 次
,

平均 4 年一次
。

根据 《1 9 5 c一 1 9 7 4年

甘肃省灾害性天气气候概要》 和定西灾情资料
, 1 9 5。到 1 9 7 4年 的25 年中发生早灾17 次

,

平 均 1
.

5

年发生一次
” 。

由此可知
,

早灾的次数大致上是和大地植被的破坏程度成正 比关系的
。 、

青海东部现在黄土裸露
、

干早少雨的浅山上
,

唐朝时生长着茂林修竹
,

气候湿 润
。

到 了 明

朝
,

这里许多地方还是林密兽多的狩猎区
。 ,

由于战争的破坏
,

特别是长期的乱砍滥 伐
、

毁 林 垦

荒
,

才使森林茂密
、

气候宜人的青海
,

变成了今 日林木稀少
、

气候恶劣的青海
。

甘肃省武都地区
,

据1 9 6 1年和 1 9 7 5年两次森林普查对比
,

林业线后退20 余里
,

许多地方 已成

荒山秃岭
。 、

其结果是
: 1

、

雨量减少
。

武都县五十年代年平均降雨量 5 00 多毫米
,

七十年代 减 为

43 0毫米
; 2

、

雹灾剧增
。

五十年代全区受雹灾面积10 多万亩
,

七十年代近 30 万亩
,

最高一 年 达

1 94 万亩
; 3

、

山洪暴发
,

泥石流增多
。 :
据武都水文站实测

, 1 9 7 0年前白龙江年平均每立方米水含

沙量 3
.

53 公斤
,

年输沙总量1
,

64 0万吨 ; 1 9 7 8年每立方米水含沙量 7
.

55 公斤
,

总量达 3 , 3 00 万吨
,

仅 8 年时间
,

增加 1 倍以上
。 :白龙江河床 已高出县城 1

.

32 米
, “

水比城高
” ,

生态恶化
,

全区农



业徘徊不前
,

群众生活困难
。

我国主要林区之一的黑龙江省 的木材产量
,

几乎 占全国木材产量的一半
,

其森林正 以 2 % 的

速度减少着
。

西南主要林区四川和云南
,

过去20 年中森林面积减少了30 %到45 %
。

四川全省到六

十年代森林平均覆盖率仅剩 9 %左右
, 五十年代后期

,

四川水土流失面积约 占其土地 总 面 积 的

那 %
,

目前已达67 % 以上
。

西藏自治区东南部的大森林
,

林区总面积居全国第三位
。

在我国现有森林中
,

它是保存较完

好的原始森林之一
,

树种之丰
,

为全国罕见
。

近20 年来
,

它每年被砍伐的森林有 3 万 多亩
;
自

《森林法》 公布以来
,

采伐总量并没有减少
。

另外
,

西藏每年都要发生数起严重的森林火灾
,

每

年毁林面积上万公顷
;
全国的森林火灾则更为惊人

, 1 9 5 。一 1 9 7 9年
,

全国共 发 生 火 灾48
.

7万多

起
,

受灾林地 4
。

8亿亩
,

超过全国同期造林保存面积
。

我国仅有的两处热带雨林
—

西双版纳和海南岛
,

破坏更为惊人
。

西双版纳被称 为 我 国 的

‘植物王国
” 和 “

动物王国
” ,

也是我国的第 2 大橡胶基地
。

由于原始的刀耕火种
、

伐木为薪和伐
产

木外售等原因
,

大片大片地毁坏森林
,

覆盖率从解放初期的60 %下降到目前的30 %左右
。

海南岛

原有 1 , 3 00 万亩热带原始林
,

20 年来砍掉 3/ 4 ,

覆盖率由35 %下降到 1 0
.

5 % ; 这些年来
,

靠出卖木

材过 日子
,

补栽量远远小于砍伐量
。

分布在天山上的云杉林
,

是当地上万年的优 良的乡土树种
,

它耐高寒
、

抗雪压
、

抵病虫⋯⋯

又是很好的建筑用材
,

近20 年来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

以致伊犁河水 已经减少
,

草场退化
,

雪线

上升
。

如不采取适当而得力有效的措施及时挽救
,

继续这样下去
,

天山必然水土流 失
,

生 态 失

调
,

将给新疆现在的绿洲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

也给新疆今后的发展造成不堪设想的障碍 !

恩格斯在 10 0多年前就指出
: “

美索不达米亚
、

希腊
、

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
,

为 了

想得到耕地
,

把森林都砍光了
,

但是他们梦想不到
,

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
,

因

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
,

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
。

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
,

在山

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
,

他们没有预料到
,

这样一来
,

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

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
;
他们更没有预料到

,

他们这样做
,

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

枯竭了
,

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
。

⋯⋯ ” “
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

解 自然规律
,

学会认识我们对 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的或比较远的影响
。 ”

四
、

种树种草
,

增加植被
,

特别是大力保护和

发展森林
,

是山区水土保持的根本措施

“
根据试验比较

,

裸露的地面
,

每亩地每年流失土壤约 7 吨
,

流失的水分 占降雨量 的1/ 3 以

上 ; 种庄稼的地
,

每亩每年流失土壤约 3 吨
,

流失的雨水占降雨量的15 % (即不到 1/ 6 ) ;
若 种

有地下茎的牧草
,

土壤不流失
,

雨水也基本保持下来
。

凡有牧草覆盖之处
,

雨后流水清澈
,

地面

无冲刷现象
。 ”

“
植被中以森林的护土性能最好

,

依次是草皮
、

谷类作物
、

块茎作物
,

最差的是无草休闲地
。

根据美国试验
,

如 以块茎作物耕翻后的土壤流失量为 1 00 %
,

则小麦留茬地为 10 %
,

牧场 (适 度

放牧
,

而不是过度放牧
。

—
引者 ) 为 5 一 10 %

,

森林和禾本科草地为0
.

00 1一 1
.

0 % ” 。

“
由于森林有庞大的林冠和地被

,

可截留雨水
,

使地表免受直接冲击
; 同时

,

森林土壤表面

有着丰富的枯枝落叶层
,

加上各种微生物的活动
,

保证了降水迅速向地层渗透
,

防止土壤侵蚀和



水土流失
,

调节河川径流
,

使洪峰减小
,
枯水期水量增加

。 ”

由此可见
,

森林不仅护土性能最好
,

而且生土 性能 ( “丰富的枯枝落叶层
,

加上各种微生物

的活动
” ) 也好 ; 不仅保水性能好

,

而 且能
“调节河川径流

” ,

防止和减少水早灾害
。

森林不仅有护土
、

生土及保水和调节水流的功能
,

而且还有
“
生雨

” “
生水

”
的功能 (森林

还有其它多种功能
,

因与水土保持无关或无直接关系
,

故此不谈
、

不引 )
。 “

森林的林冠枝叶
,

通过强烈的蒸腾和蒸发作用
,

可把大量水分散发到空气中去
。

根据映西省子午岭林区的观测
,

在

一个生长期
,

辽东栋林蒸腾量每公顷为 2 , 8 6 8
.

5吨
,

山杨林为2 , 5 2 4
.

4吨
。

由于这些蒸腾的水 汽 散

发到大气中
,

使该地空气湿度增加 5 一 20 %
。

此外
,

由于太阳辐射大部分为枝叶反射和吸收
,

林

地接受辐射相对减少
,

再加上林木不断向空中蒸散水汽
,

消耗了大量的热
,

⋯ ⋯林 区空 气 湿 度

大
、

温度低
,
加上森林上空的空气产生强大的涡流

,

因而有利于成云致雨
。
⋯⋯大量事实说明

,

哪里破坏了大面积的森林
,

哪里降水量就做少
,

气候就恶化 ; 哪里造林
,

扩大了森林面积
,

哪里

降水量就增加
。 ”

目前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 12 %左右
,

每人平均林地 1
.

6亩
,

在世界各国中居于 第 12 。位 以

后
,

这同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地位及经济发展和人 民生活的需要是很不相称的
,

这也不

能不成为我国各地水早灾害频繁的一个重要原因
。

森林的贮水功能是很大的
。

例如
,

日本是个岛国
,

国土面积只有我国的 1/ 2 6多一些
,

森林覆

盖率达到68 %
。 “

据日本 1 9 7 2年对森林多种效益计量调查
,

森林土壤中的贮水量每年约 有2
,

30 0

亿吨
,

相当于日本琵琶湖满水时贮水量的 8 倍
。 ”

超过了目前我国全部大中小型 8
.

6万多座 水 库

总库容4 , 1 00 多亿立方米 (亦即4 , 1 00 多亿吨水 ) 的一半以上
,

平均每亩林地每年贮水61 3 吨 多
,

可见森林土壤的贮水功能有多大 !

综上可知
,

森林和地下茎根发达的牧草是山区水土保持 的最好植被
。

多年 来
,

我 们 都 说
“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 , “

土壤是农业的基础
” ,

也一再强调
“
水土保持

”
的重要性

。

但是
,

往 往

只注重工程措施
,

大造水库
,

修筑河堤
、

塘堰等等
,

积极进行工程蓄水
。

殊不知工程 蓄 水必 须

与土壤蓄水相结合
,

工程措施必须与生物措施同时并举
,
从长远看

,

还必须 以土壤蓄 水 和 生 物

措施 (恢复和增加植被 ) 为基础
。

否则
,

经过多少年的水土流失
,

蓄水工程也会淤平 的 , 从 而

给有关地区的蓄水供水 (以至养鱼
、

发电) 造成极大的困难
; 一旦暴雨倾泻

,

山洪暴发
,

就会给

人民生命财产带来难以估量的危害
。

至今我们 已经吃了不少诸如上述的苦头
。

我们在继续加强工程蓄水的同时
,

必须实行工程蓄水同土壤蓄水相结合
,

并以土壤蓄水为基

础
。

山区的土壤蓄水必须依靠植被的恢复和增加
,

特别是森林和地下茎根发达的牧草的恢复和发

展
。

这是山区水土保持的根本措施 ! 我们必须十分明确地认识和坚定不移地实施
,

切实地
、

有效

地
、

尽快地和持久地绿化各种类型的陡坡地和一切非耕地
。

对于山区现有的耕地
,

宜耕的继续耕
,

不宜耕的坚决弃耕还草
、

还林
。

同时
,

继续耕作的也

要保证水土保持的有效性
,

种植的作物及其耕作方法
、

种植方法和管理方法都必须以有利于水土

保持为前提
。

例如
,

我们祖先创造的修筑梯 田 (梯地)和等高耕作法
,

应在宜耕山地上继续坚持和推

广
。

此外
,

对宜耕的有粘土犁底层 的丘陵地和山坡地
,

在坚持和推广梯田 (梯地 ) 耕作的同时
,

还可以进行等高线深耕松土和尽量创造条件使秸秆留田 (地 )
,

并在田 (地 ) 埂密植灌木林 (因

乔木林遮阳光面较高大
,

妨碍作物的光合作用和生长) 及做好田 (地 ) 埂的保水工 作
,

不 使 田

(地 ) 埂崩塌和漏水
,

尽可能使山区每一块宜耕地都成为
“土壤蓄水库

” ,

使每一条田 (地 ) 埂

的灌木林都成为 山区水土和住地的防护林
。



此外
,

对山区 的某些部分的耕地
,

也可以适当地
、

因地制宜地推行免耕法和少耕法
,

这些也

是 山区水土保持和减少水土流失的有效方法
。

五
、

水土保持是山区经济发展的基础
,

并对全国也具有战略的意 义

自从人类在山区生活和生产活动以来
,

就应该说有了山区经济
。

山区经济随人类在山区的生

活和生产活动而出现
、

而存在
、

而发展
。

然而
,

水土流失则是人 口增多和破坏活动发展到一定程

度
、

一定时期才出现的恶果
。

当人类在山区的活动还很稀少的时候
,

在原始的自然生态平衡的条件

下
,

不发生水土流失
。

只有当人类在山区的活动达到相当频繁的时候
,

同时对自然规律
、

生态规

律及它们与人类经济生活的关系还很不认识
,

对地面资源盲目开发而植被破坏到相当严重程度的

时候
,

才出现水土流失的现象
。

这种育 目的开发活动越多
、

越频繁
,

山区的水土流失 也就 越 发

展
、

越厉害
。

当人类吃了许多水土流失的苦头
,

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

获得了科学的认识
,

并且正确地组织起来
、

行动起来
,

严重水土流失及其危害必能被防治
。

我们建国30 多年来
,

山区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
,

并且建设了一批新兴的山区工矿城市
,

使我

国的山区经济出现了为旧中国所无法比拟的新局面
。

然而
,

从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看来
,

从我国

山区占国土面积的 70 %的观点看来
,

我国广大的山区远没有得到真正的开发和应有的建设
。 “

向

山区进军
” ,

将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 , 这个趋势已经开始
,

并将逐步扩大
,

日

益深入
。

山区经济和山区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

不仅是农林牧渔副各业的发展
,

而且更重要的是大批大

批的新兴工业城市的建设
。

这大批大批的新兴工业城市
,

必然是山区的经济中心
。

那时候
,

我们

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将比较地逐步趋于平衡
,

我们全国的人 口分布也将比较地逐步趋于平衡
,

全

国东西南北中各地的交通将真正是四通八达
,

畅通无阻
,

轻捷愉快
,

瞬即可至
。

那是一个美好的

前景
,

当然也是长期建设和逐步发展的过程
。

但是我 们必须看到这个前景
,

并为这个前景的早 日

实现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必要的准备 ; 切实有效地全面持久地搞好山区水土保持
,

就是一项基础

的工作
,

也是一项豪迈的事业
。

我国的水土资源并不是很丰富的
。

我国人 口居世界第一位
,

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位
。

但是
,

我国每人平均耕地只有1
.

5亩
,

相当于世界每人平均数 的27 % , 每人平均草地4
.

7亩
,

相当于世界

每人平均数的40 %左右 ; 每人平均林地 1
.

8亩
,

只有世界每人平均数的12 %
。

我国的淡水资源 居

世界第六位
,

而每人平均 占水量只相当于世界每人平均数的1/ 4 ,

只及苏联的1/ 7 ,

美国的 1/ 5 ,

居于每人平均占水量最低的国家之列
。

目前我国的缺水间题
,
特别是城市的缺水间题相当严重

。

据全国2 , 2 36 个城市调查
,

其中严重缺水的有40 个
,

一般缺水的14 8个
。

这是由于一方 面 有大 量

浪费现象存在
,

必须采取切实的科学措施
,

坚决地有效地加以杜绝和制 止 ; 另一方 面
,

也 必 须

看到现有水源的不足和保水
、

蓄水
、

调水工作还远没有做好
。

我国现在还是经济 比较落后的发展

中国家
,

现有的多数城市尚且如此缺水
,

将来现代化建设蓬蓬勃勃地大发展
,

社会主义经济全面

高涨而 日趋发达的时候
,

比较现在将是几倍
、

十几倍地大批大批地增加新城市的时候
,

将怎么得

了 ! 我国是山区占国土面积70 % 的大国
,

而山区经济 目前又是更加落后
,
毫无疑问

,

将来新出现

的城市
,

从长远看
,

必然更多的出现在山区
。

所以
,

山区的水土保持
,

山区的丰水肥土
,

就特别

具有重要的意义
。

山区的工业和城市的建设
,

必须 以山区农业 (包括 各 种 植业
、

林业
、

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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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泥石流的特征及防治工程

李 械 罗德富

(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 )

一
、

中国泥石流的分布

泥石流作为一种 自然灾害
,

在中国各地有不同的称呼
:

有些地区称之为
“
走龙

” 、 “
走蛟

” ,

有的称为
“
龙爬

” ,

有的叫泥石流为
“
流泥

” 、 “
流石

”
或

“
打地炮

” ,

还有 称 之 为
“山 洪暴

发”
或

“
冰川暴发

” ,

等等
。

这些称呼虽然不同
,

但都很形象地表明了泥石流本身的突出特征和

危险性
。

资料表明
,

世界上除南极洲外
,

其它各大陆均发生过不 同程度的泥石流危害
,

其中
:
亚

洲有16 个国家
,

欧洲有18 个国家
,

拉丁美洲有 9 个国家
,

非洲则有 3 个国家
,

而北美及澳洲各个国

家均有泥石流危害
。

中国有2 / 3的国土为山区和半山区
。

这些地区的地质地貌条件复杂
,

新构造运 动 活跃
,

地震

频繁而且强烈
,

第四纪堆积物巨厚
,

加之集中的暴雨
,

大量冰川积雪的强烈消 融
,

以 及 山高陡

峻
、

切割破碎的地形
,

都为泥石流发育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
。

因此
,

当这些山区的森林植被遭

受不合理的乱砍滥伐和受到其它破坏山区地表的人类不合理经济活动时
,

就形成 了 灾 害性泥石

流
。

事实已经证明
,

泥石流现象实质上是山区生态平衡失调
,

土壤遭受严重侵蚀的表现形式
,

是

水土流失达到极其严重程度的重要标志
,

是山地贫瘩化和石漠化的开端
。

在中国
,

由于历史的和

现代的种种原因
,

泥石流分布相当广泛
。

据初步统计
,

全国30 个省市自治区中
, 已发现泥石流活动

并造成灾害的就有22 个
。

泥石流沟的数量估计就有 1 万余条
,
仅沿几条主要铁路线的泥石流沟就

达1 , 0 10 条之多
。

这些众多的泥石流沟 已经成为威胁山区建设和当地人民生命财产 的严 重 自里然

灾害之一 (图 1 )
。

由图可见
,

中国泥石流不仅分布广泛
,

而且危害严重
。

在 云 南
、

四 川
、

甘

肃
、

青海及西藏和东北局部地区泥石流比较集中
。

如在云南东川小江流域中下游 80 公里的距离内
州O

留
续卜州尽

留
箱卜

二

参
二嘴卜续如续卜州珍

二续加续卜续知续卜
二

唇
二

4 卜奄卜电声巷翻参4 扣浦加锁卜嘴卜续卜4 卜4 卜用卜舜州卜魂卜参州杏喊扣翎牌吞州

渔业和副业 ) 为基础
。

山区的水土
,

对于山区经济发展来说担负着双重的任务
:

一方 面要 保证

山区农业 (包括上述五个方面 ) 大发展对水土资源的需要 , 另一方面
,

又要保证日益增多的新兴

工业城市对水土资源的需要
。

同时
,

由于我国的河流差不多都是发源在山区
,

从山区流向平原和

城市或城市边沿
,

而且主要河流的水系和相当大部分的流域也是在山区
,

所以
,

山区水土保持对

于平原和平原城市的供水也就起了决定性作用
。

不但如此
,

而且山区水土保持工作做好了
,

才有

可能给全国城乡提供源源不断的丰富的廉价能源
—

水电

—
创造基本的条件

。

由于矿质能源的

总量毕竟是有限的
,

其它能源的开发利用又较为复杂
,

所以水电的开发利用不能不是最切近
、

最

强大
、

最便利的
“
可再生能源

” 。

因此
,

全面地长远地看来
,

山区水土保持工作做得如何
,

不仅关

系到山区经济的发展前途和命运
,

而且关系到全国经济的发展前途和命运
。

这个间题
,

应该进一

步引起全国人民的注意
,

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

持续地扎扎实实地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