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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的人 口剧增与水土流失

田 后 谋

(陕西省农业勘察设计院)

在国家决定建设重点转移到大西北
,

把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专项治理规划列为国家重点项 目之

际
,

很有必要探索这些地区水土流失 日趋严重的根源
。

本文试图说明控制人 口素质
,

提高人 口素

质
,

恢复植被
,

是治理水 土流失的根本
。

一
、

人口骤增
,

毁坏林草

为了论证西北黄土高原历史人口变迁
,

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
,

先追溯一下黄土高原在古代的

概貌
。

据考证
,

历史上黄土高原的陇东
、

陕北
、

晋西北
,

都是水草茂盛的大草原
,

绝大部分山岳
、

丘陵
、

平原都是茂密 的森林
,

草木丰茂
,

糠面宽阔
,

沃野千里
,

一望无际
,

沟壑稀 少
,

河 水 清

澈
。

先秦以游牧射猎为主 , 春秋中叶至战国
,

秦
、

魏占地盘
,

设郡县
,

建长城
,

但据 司 马 迁在
《史记 》 中记载仍以畜牧业为主

。

自此以后
,

可分三个时期
:

,
、

秦与西汉以农为主的垦殖时期
。

大力推行
“
移民实边

”
政策

,

大量向高原移民
,

毁林开

荒
。

秦始皇 33 年
,

西北斥逐匈奴
,

秦版图抵达内蒙阴山一带
,

随即在今河套及榆林地区建立了 4 4

个县
,

称为
“
河南地

” ,

迁去大批犯人
“
实之

” ,

并派大将蒙恬和长子扶苏统兵30 万驻守榆林
。

汉文帝 (公元前 1 79 一 15 了年 )
“
募 民徙塞下

” ,

大批汉人迁往陕北与陇东
。

汉武帝元朔二年 (公

元前 126 年 )
,

在大将军卫青从匈奴手中夺回河南地后
,

立即
“

募民徙朔方十万人
” ; 元狩三年 (公元

前 n g年 )
,

徙函谷关以东中原地区的贫民于陇西
、

北地
、

西河
、

上郡及充朔方以南
“
新 秦 中

”

七十余万人 , 元鼎六年 (公元前 I n 年 )
,

又于 “
上郡

、

朔方
、

西河开 田官
,

斥塞卒六十万人
,

戍

田之 ” 。

当时封建统治者采取各种鼓励政策
,

把大批汉族军民迁入黄土高原
,

新垦肥沃原野
,

五谷

丰收
,

呈现一派田畴四布
、

人口繁衍的兴盛景象
。

据 《汉书
·

地理志》 所载约略推算
,

西汉末平

帝元始二年 (公元 2年 )
,

黄土高原 已达数百万人
,

这么多的人住在高原上已是相 当可观 了
。

可

见秦与西汉二百年间
,

尽管畜牧业还占着一定比重
,

但大规模移民屯垦
,
已使高原 自然景色发生

显著变化
,

大片草与林逐渐消失
,

代之出现的是村庄和农田
。

2
、

王莽至隋以畜牧业为主的植被恢复时期
。

西汉末期 日趋腐败
,

北部边防松驰
,

到王莽时终

于暴发了边境冲突
,

自此至隋代
,

在长达六个世纪的时间里
,

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少数民族相继到
,

黄土高原角逐争雄
,

农耕急剧下降
,

而牧业再次上升到主导地位
。

东汉初年
,

汉人徙向内地
,

匈

奴族南下牧马
,

到东汉建武 26 年 (公元 51 年 ) 以后
,

归降的数十万匈奴人入居塞内
,

大批降附的羌人

及胡
、

休屠
、

乌桓人也被安置在这里
。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暴发后
,

朝廷放弃了北部一片国土
,

汉

人逃亡一空
,

游牧民占居优势
。

三国鼎立和东
、

西晋与十六国时期
,

在这二百年间
,

政治混乱
,

战争频繁
,

游牧民族迁徙不定
。

五世纪初
,

北魏统一 了黄河流域
,

公元 4 31 年灭掉建 都 于统万城



( 今靖边的白城子 ) 的夏国之后
,

就在北至无定河
、

窟野河的高原地区设置 了州
、

郡
、

县机构
,

并使农耕生产逐步向北扩展
,

以后经西魏
、

北周至隋代
,

继续增建郡县
,

人 口也逐渐达到西汉时
一

的规模
。

3
、

唐以后农业垦殖持续发展时期
。

自唐朝至近代
,

在将近十四个世纪的漫长年代里
,

黄士

高原始终是汉族耕垦蕃息的地方
。

公元七世纪初建立的唐王朝
,

经济文化发达
,

北部边境超过了

前代的版图
,

郡
、

县数增加
,

在北部建立牧场
。

到安史之乱以后
,

大批贫苦农民逃到陕北
,

依靠

开垦
“

荒闲破泽山原
”
维持生活

,

大量不宜耕种丘陵
、

山地被开垦
,

耕地增加
,

牧场减少
。

在明

代
,

长城沿线驻有重兵
,

粮响给养部分由驻军屯田生产
,

大部分由承运内地农民去当地开荒种田
,

就地缴纳
,

或者干脆改成折包
,

支付现金
,

在当地购买
, “ 墙内之地悉分屯垦

,

岁得粮六百万石

有奇
” ,

足见开荒屯垦规模之大
。

据历史记载
,

陕北
、

晋西北许多地方几乎无地不垦
,

到明代后

期
,

竟然无处可 以打柴
,

可见树林被破坏的严重程度
。

清代初期
,

曾以长城作为蒙
、

汉 人 民的

农
、

牧分界线
,

但到康熙三十六年 ( 16 9 8年 ) 准 许 汉人越长城租地垦种
,

越界垦种 日益剧增
。

据道光三十年 (公元 1 8 4 0年 ) 修的 《榆林府志》 统计
,

仅府谷
、

神木
、

榆林
、

横山四县当时在长城

内的村庄达 3 , 3 00 个
,

长城外春出冬归的暂时伙聚盘居处所达 1 ,

5 15个
,

证实长城内外垦荒规模很

大
。

到了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年间
,

整个黄 土高原滥伐滥垦滥牧有增无减
,

破坏林地草场
,

广种薄

收积习更深
。

总之
,

历代统治者
,

争斗战乱
,

压迫人民
,

迁民高原
,

开垦屯田
,

破坏植被
,

环境恶化
,

造

成高原干早
,

下游水患
。

由水
、

旱灾害出现情况
,

可看出与历代人口增多
、

破坏 自然生态成正相

关
。

据前人统计
,

陕北黄土高原在秦与西汉时期共发生大早 27 次
,

平均每百年 13 次 ; 王莽至隋时期

发生大旱 8 次
,

平均每百年一次
;
唐朝至本世纪前半叶

,

发生大早 2 36 次
,

平均每百年 17 次
。

再看黄

河下游水灾
,

秦 以前一千多年中
,

黄河仅溢 了 7 次
,

改道一次 ; 秦与西汉时期
,

两百年间就溢了

4 次
,

决 口 7 次
,

改道 2 次
,

河患共 13 次 , 王莽至隋
,

黄河又出现长达六百年的安流局面
,

仅溢了

7次
,

改道 1 次 , 而自唐至本世纪四十年代
,

黄河溢 4 04 次
,

决 口 1 , 1 00 次
,

改道 1 ,

5 46 次
,

在 这

一千多年间
,

河患再度严重起来
,

愈往后
,

溢
、

决
、

改道愈频繁
,

为祸愈烈 , 到了元
、

明
、

清
、

民

国年间
,

甚至达到一年数处或数次决
、

溢的剧烈程度
,

黄河下游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

由此可概括地讲
,

秦以前及王莽至隋代
,

黄土高原上树林草地面积广大
,

极少开垦
,

以牧为

主
,

植被未遭破坏
,

气候协调
,

所以水旱灾害少
。

而秦与西汉及唐以后时期
,

因人口大量迁徙
、

繁衍
,

大规模地毁林草垦荒
,

气候恶化
,

雨水失调
,

水土流失严重
,

沟壑增多加深
,

酿成水早灾

害剧增
。

二
、

掠夺 自然
,

水土流失

黄河水灾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
。

水利专家认为
,

黄河的症结是泥沙
,

泥沙之源是黄土高原

水土流失
;
治黄患之根本是保持水土

。

今提出肤浅看法与同志们商榷
。

我认为
,

黄河症结的根本

原因是人口剧增
,

素质低弱
,

掠夺自然
,

破坏植被
,

造成水土流失日益加重
。

所 以治黄患之根本

首先是控制人口数量
,

提高人口素质
,

才是治理水土流失的关键
。

否则
,

年年投资
,

年年种树种

草
,

只见治理不见林草
,

人 口增长毁林草
,

周而复始
,

永远治不好
。

且看事实
:

(一 ) 人口急侧阵服
,

生产赶不上
。

解放后结束了战火纷飞
、

天灾人祸
、

伤亡无数的悲惨

局面 ; 西北黄土高原人民获得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
,

人畜兴旺
,

人 口死亡率下降
。

加之在
“
人手

论 ” 的失误指导下
,

人口无限地迅猛增长
,

人 口自然增长率 22 编
,

高于全国水平
。

1 9 5 7年总人 口



3
,

5 ` 5万人
,

到 29 8 1年达 7 , 2 5 5
·

7 2万人
, 2 4年中增加了 3 70 0

·

7 2万人
。

人 口密度也远远大于西北

其他各省
、

区
,

平均人 口密度 1 32 人 /平方公里
,

但各地密度差别悬殊
:

15 0人 /平方公里以上的有

12 万平方公里
,

分布在汾
、

渭河谷平原
;
有的地区人 口密集到7 00

—
1 , 0 00 人 /平方公里 , 70 人 /平

方公里有 1 8
.

9万平方公里
,

分布在中条山
、

吕梁山
、

黄龙山
、

子午岭及挑河中游
,

径河
、

清水河

上游等地 ; 一般人 口密度都 60 人 /平方公里左右
。

人 口增长是惊人的
,

如延安地区 1 9 4 9年总人 口 6 6
.

3万 人
,

到 1 9 8 0年 达 15 6
.

8万 人
,

增 加 了

1 37 % ; 有的地
、

县增长更快
。

陕西境内的黄河流域
, 1 9 6 4年人 口普查 1 , 5肠万多人

,

到 1 9 8 2年普

查达 2 , 1 20 多万人
,

18 年间增加了 61 5多万人
,

比 1 9 64年增长 42
.

2%
。

由于人口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生产发展水平
,

超过 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负荷量
,

生态平衡

失调了
,

引起 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和矛盾
:

1
、

每人平均耕地减少
,

粮食生产赶不上
。

黄土高原地区 1 9 5 7年每人平均耕 地 5
.

64 亩
,

到

1 9 8。年每人平均耕地 2
.

48 亩
,

23 年中人 口剧增
,

每人平均耕地减少 3
.

14 亩
。

刚解放
,

这个地区每

人平均耕地普遍都在 7一 15 亩
,

有的地方达三四十亩
,

而现在每人平均耕地在 3亩 以下
,

普遍在

一二亩
,

有的地方少到几分地
。

因此
,

在高原上出现到处垦荒种植
,

耕垦指数 5 0一 60 %
,

甚至达
一

70 %
。

如在三年困难时期
,

由于缺粮
,

仅陕
、

甘
、

晋三省开荒达一千万亩
。

2
、

草场质皿下降
,

, 牧业大幅度减产
。

人 口猛增
,

畜产品需要量随之大增加
,

而滥垦滥牧

造成草场面积缩减
,

草质下降
,

使畜牧业难以发展
。

如内蒙古伊盟
,

历史上水草茂盛
,

是优 良的

天然牧场
。

1 9 5 8年以后
,

毁草原开荒 1 ,

00 。多万亩
,

不仅草场缩小
,

且导致风蚀加剧
,

沙化 面 积

已达 5
,

5 20 万亩
,

占全盟总面积的 40 %
。

延安地区 1 9 5 8年有天然草地 2 , 8 00 万亩
,

现只 剩 下 1 ,
5 00

万亩且严重退化
,

平均要 1 5一 20 亩草地才能牧养一只羊
。

3
、

毁林成风
,
四料俱缺

。

因人 口膨胀
,

林业遭到破坏
,

滥伐
、

滥樵
、

滥采严重
,

造成
“ 四

料
” (燃

、

饲
、

肥
、

木 )俱缺
。

如子午岭林区建国以来到 1 9 7 2年为止
,

仅甘肃境内就减少林 地 2 27 万

亩
,

占林区面积 26 %
,

林线平均每年后退半公里
。

固原县解放初期有林 72 万亩
,

现仅存 10 余万亩
,

减少 86 %
。

群众反映
, 1 9 5 8年在人多干劲大的指挥下

,

全民出动
,

一架山林一天被一砍而光
,

以

火成灰
“
大炼了钢铁

” ,

真是百年育树一朝毁
。

在三年困难时期和十年浩劫中
,

更没有放过对树
、

林的摧残破坏
。

现仅在乔山
、

黄龙山
、

子午岭
、

唠山
、

中条山
、

吕梁山等残留有成片的次生林
,

黄土高原地区森林面积仅仅留下 7 %
。

(二 ) 人 口括增
,

水土流失成灾
。

水土流失固然与 自然因素有关
,

但人为活动触发
、

催化与

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主要的
,

恶果是严重的
。

因人口过度膨胀
,

便用双手为获取衣
、

食
、

住
、

行
、

用
、

烧而拼命掠夺 自然
,

毁林草开荒
,

修路开矿
,

建房修窑等
,

无不对土地实行掠夺和破坏
,

引

起水土流失
。

黄河三门峡历年年平均输沙量为 1 6
.

23 6亿吨
,

高峰达 40 多亿吨 ( 1 9 3 3年 )
,

若按 16 亿

吨 计
,

这些泥沙堆成一米高
、

一米宽的长堤
,

可绕地球赤道许多周
。

从黄土高原流失如此多的泥

土
,

给人民带来严重的危害
:

l
、

冲毁土地
,

土攘舟薄
。

土是无价之宝
,

与敌人斗争
,

保卫国土
,

寸土必争 ; 与 自 然 斗

争
,

是 “
有土斯有粮

” , “ 万物土中生
” 。

植物离不开土
、

水
、

肥
,

土是基础
,

水是命 脉
,

肥 是

保证
。

土
、

水
、

肥大量流失
,

使土地坡度变陡
,

耕地减少
,

肥力衰退
,

粮产下降
,

林 草 生 长 不

良
。

2
、

水土 变质
,

引起疾病
。

水土流失使黄上高原表上每年以 16 亿吨冲走的同时
,

也常将植物富

聚的
、

与人畜生命有关的微量元素
,

如有效态锌
、

锰
、

铜
、

铁
、

硼
、

铝
、

硒
、

硫的急剧流失而下



降
,

其中硒
、

硫
、

钥
、

硼
、

锌
、

锰等已下降到临界值以下
,

当地水土含化学元素 变 质
,

已 造 成

人
、

畜的食物和饮水中缺乏足够的硫
、

硒
、

铝等元素
,

而引起大骨节病
、

克山病等地方病及
“
呆

、

痴
、

傻
” 流行病增多

,

使人 口素质降低
,

劳动力减退
。

如麟游
、

陇县
、

黄龙及陕北
、

晋西北一些

地方就出现这类病
。

据有关调查
,

地方病分布范围还在不断扩大
。

3 、

淤积下游
,

造成 “ 悬河 ” 。

16 亿吨泥沙从黄土高原推移至下游后
,

并未全部入海
,

每年

将 4 亿吨泥沙淤积在下游河道
,

使河床每年平均以 10 厘米的速度淤高
。

解放后共淤积在黄河下游河

床的泥沙 70 多亿吨
。

目前
,

黄河下游河床 已高出沿河地面 4 一 10 米
,

有的地方高达 12 米
,

早已高
、

出开封城墙
,

成为世界上闻名的
“

悬河
” ,

严重威胁着两岸 20 0个县市亿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

甚
-

至威胁着黄准海平原的工农业生产和京广
、

京沪
、

陇海铁路的交通安全
。

水土流失影响交通
、

工

矿安全也非常严重
,

如陇海铁路宝天段
,

常因泥石流暴发
,

而造成停车事故
。

4
、

淤 积库渠
,

破坏水利
。

水土流失仅陕
、

晋两省造成每年淤积库容就达 1
.

3亿立 方 米
,

其

中
,

山西省修建的大中型水库 45 座
,

总库容 29
.

19 亿立方米
,

目前 已淤 7
.

2亿立方米
,

占总库容 的

24
.

了% 多 陕西省黄河流域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
,

有的年份 因淤积损失库容 8 ,

00 0万立方米
,

占每

年兴修库容的 1 13
,

浪费国家投资 2 , 0 00 多万元
。

三门峡水库淹地 1 00 多万亩
,

移民 25 万人
,

铁路改

线 1 87 公里
,

耗资 9 亿元
。

33 5米运用库容为 96 亿立方米
,

到 1 9 6 4年就淤积泥沙 50 亿吨
,

约折合 38

亿立方米
,

淤掉库容的 1 / 3还多
,

面临报废的危险
。

5
、

河水泛滥
,

损叶伤命
。

由于人 口猛增毁坏植被
,

引起水土流失严重
,

常造成河水泛滥成

灾
。

1 9 7 7年 7 月 6 日陕北发生暴雨
,

.

延河一天输沙量高达 9
,

。70 万吨
,

河水决堤漫溢
,

洪水 冲 进

延安市
,

死 13 4人
,

倒塌房屋 4 ,

13 2间
,

冲毁农田 6
.

5万亩
,

经济损失 5 , 8 83 万元
。

山西 省 石 楼 县

1 9 7 7年 7 月
,

一次降雨 1 00 毫米
,

冲毁小水库 3 座
、

淤地坝 1 , 6 73 座
,

全县受灾面积 1
.

74 万亩
,

其

中1
.

4 4万亩颗粒未收
。

(三 ) 人 口增长
,

治理投资惊人
。

三十多年来
,

人 口增长高于全国
,

生产水平低
。

国家为

了建设老区
,

保护高原生态
,

在治理黄河
、

保持水土
、

救济灾荒都付出了极大的投资
。

1
、

加 高河提
,
巨额投资

。

建国以来
,

为了取得黄河下游安流
,

黄河大堤平均 10 年 加 高一

次
,

一次比一次困难
,

一次比一次代价高
。

第 1 轮用了 3 年的时间
,

花了不到 8 , 。00 万元 , 第 二

轮用了 5 年时间
,

花了将近 3 亿元 ; 现在正在进行的第三轮加高
,

已用 了 8 年时间
,

花 了10 亿多

元
,

还没搞完
。

2
.

保持水土
,

常期投资
。

解放以来
,

政府组织高原地区人民修梯田
、

种树 种 草
、

封 沟 打

坝
、

飞播草灌
、

引水拉沙等
,

除群众投的劳力和物资无计其数外
,

仅国家 自1 9 5 0年至 1 9 8 1年止
,

历

年累计投资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高达 4
.

5亿元
。

3
、

救济灾荒
,

投资叶物
。

由于人 口剧增
,

摧毁林草
,

不仅水土失掉控制
,

每遇暴雨
,

山洪

滚滚
、

激流汹涌
,

冲走表土
,

产生水灾
,

而且因水源失去涵养
,

气候 日益恶化
,

水分循环失调
,

造成早
、

水
、

风
、

雹
、

霜
、

冻
、

虫七灾齐全
,

次数频繁
。

每遇灾害
,

国家就资助大量财物
,

救济

灾民
。

三
、

节育保土
,

前程似锦

上述大量事实证明
,

人 口增长率与每人平均粮食
、

耕地成反相关
,

与森林
、

草场面积也成反相

关 ,
而人 口增长率及密度与垦耕强度指数成正相关

,

与水土流失指数也成正相关
。

也就是说
,

人

口越无限制的增长
,

就越穷
,

越毁林草开荒
,

越广种广牧薄收
,

越加剧水土流失
。

这就造成灾害



越频繁
,

地方病越多
,

科学技术文化越落后
,

生产水平越低
,

生活越贫困
,

人 口素质越差
,

劳办

越弱
,

破坏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越严重
,

导致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的恶性循环
。

可见在黄土高原地

区加强控制人口 数量
,

提高人口 素质的重要性
,
已成为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

。

因此
,

提出如下建

议
.

1
、

全面规划
,

节育保土
。

治理西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
,
是我国和世界人民非常 关 切 的大

事
。

美国的 《公元 2 0 0 0年的地球 》 杂志主编 巴尔尼博士来我国考察后指出
: “

黄河流里的 不 是泥

沙
,

而是中华民族的血液
,

对于 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来说
,

更没有权利再失去 自己的农
田 了 ” 。

不治好黄土高原
,

黄河水难变清
,

中国贫穷面貌难 以改变
。

国家正在进行黄土高原水土

保持专项治理规划
,

但不限制人 口增长
,

治理规划搞的再好也是无法实施
,

战略目标根本无法实

现
。

因本区人 口正值生育高峰
,

假若黄土高原按 40 输的年 出生率继续高速增长
,

到 2 0 0 0年人 口将

达到 4
.

38 亿人
,

而耕地受水土流失蚕食和基建占地
,

净减少农耕地 6 , 9 00 万亩
,

剩下的耕 地 每人

平均 2 分多
,

农 民就无地可耕了
,
口粮也无法保证

,

毁林草垦荒就不会停止
。

所以建议把人 口规

划与水土保持规划结合起来同时搞
,

抓好计划生育
,

治理水土流失的规划才能实现
。

到本世纪末
,

将人口 自然增长率严格控制在 1 0%
。
以下

,

节制生育
,

保持水土
。

2
、

加强宣传
,

提离认识
。

建设黄土高原
,

认识人类保持人 口增长速度与农业资源
、

生产发

展水平相适应
,

是建立生态平衡
、

发挥 自然资源潜力
、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前

提
。

这个地区文化落后
,

农民对计划生育认识差
,

因此要采取一切方法宣传教育
,

要提高认识
,

主宰 自己
,

计划生育
,

提高人口素质
,

建立 良性循环
,

为 自己创造出美好幸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
。

3
、

健全法制
,

加强借理
。

偏远地区
,

目前人 口增长和土地利用管理混乱
,

存在放任 自流的

状态
。

建议尽快建立健全一套切实可行
、

行之有效的人口生产和土地利用的两个管理法
,

使得有

法可循
,

有法可依
。

加强人 口管理和土地利用管理的研究和教学
,

在一些大专院校开设这两门学

科的专业和课程
,

培养这方面的急需人才
。

4
、

提高紊质
,

开发智力
。

黄土高原除平原
、

城市外
,

绝大部分地区人 口的健康
、

思想
、

文

化素质都较全国差
。

所以建议国家给本区多投资些教育经费
,

放宽政策
,

提倡多渠道投资办学
,

鼓励科技人员支援西北黄土高原
,

开发智力
。

5
、

实现目标
,

前程似锦
。

严格控制人 口增长
,

是实现人 口规划和土地治理规划战略目标的

前提
。

目标实现
,

锦秀山河
,

前途无限好
,

不仅
“ 沃野千里

” 、 “ 天苍苍
,

夜茫茫
,

风吹草低见

牛羊
” ,

山青水秀的景观再现
,

而且会治穷致富
,

更上一层楼
,

成为我国林茂
、

草密
、

粮丰
、

畜

旺
、

煤多
、

民富的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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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某些滑坡还具有类似于大地震前的动物不宁
、

地面形变
、

井水浑浊
、

断层蠕动等异常变
化

。

比如径阳滑坡前几分钟
,

有一乡民赶着一辆马车要经过即将发生滑坡的源下时
,

架车的马怎么

也不向前走了
,

当抽了一鞭之后
,

马突然掉头向后惊逃
,

滑坡也随即发生
,

赶车人幸免于难
。

因

此
,

应注意及时发现异常情况
。

鉴于关中地区具有发生滑坡地貌条件的区域比较大
,

建议位于源坎
、

岸边
、

坡腰
、

山脚的厂

矿和居住在这些地区的群众
,

请有关专业人员对所在地区进行一些考察
,

对会不会发生滑坡和如何

预防滑坡提出依据和措施
,

避免和减轻滑坡灾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