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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水土流失危害及其防治

王恒俊 赵先贵 吕惠明 张棠棣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富县农业区划委员会 )

水土流失是黄土高原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
。

富县位于陕北黄土高原沟壑区向黄土丘陵沟壑区

的过渡带
,

源面
、

丘陵
、

山地
、

河谷阶地等黄土高原区的主要地貌类型均有
,

是这类地区水土保

持重点县之一
。

摸清该县水土流失状况
,

不仅为搞好全县农业区 划
、

防治水土流失提供依据
,

而

且对 了解整个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类型
、

分布规律
、

危害程度
、

发展趋势
、

防治途径也是有益的
。

为此
,

我们结合土壤普查
,

对富县水土流失状况作了全面调查
,

绘制了 1 / 5 0
,
0 0 0的土壤侵蚀图

。

一
、

水土流失状况

富县东缘黄龙山
,

西依子午岭
,

总面积为 62 7万亩
,

其中耕地 51 万亩
,

占总土地面积的 8 5
.

4 % ;

疏林
、

疏草地 3 36 万亩
,

占林草地的 6 3
.

7%
。

而 1 9 4 9年水土流失面积是 26 4万亩
,

占总土地面积的

4 1
.

9 % ; 现有水土流失面积达 3 87 万亩
,

占总土地面积的 62 %
。

今昔相比
,

流失面积增加了20
.

1 %
。

据西峰水土保持站调查估算
,

子午岭林界线每年后退 1 公里 , 根据我们选点实测
,

本 县 林 界 线

比 1 9 4 9年平均后退了 2
.

5公里
。

可以初步肯定
,

富县水土流失不是逐年好转
,

而是不断加剧
。

二
、

水土流失类型及分布

(一 ) 类型
。

富县水土流失可依形式
、

特性
、

强度分为 6 大类型 16 个强度 (详见表 1 )
。

从
面积来看

,

鳞片状面蚀是富县水土流失最广的一类
,

其次是切沟
、

重力侵蚀
。

不论从面积或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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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材料费和加工费为 1 , 7 00 元
,

占总费用的 77
.

2 %
。

由于钢结构所用的材料是商业上进 口 的

薄钢板
,

比一般国产钢板价格贵 ; 加之施工地点在山上
,

砂石料的开采与运输都很困难
。

随着 目

前劳力费用和材料价格上涨
,

因而使总造价偏高
。

若利用工业旧钢材 (钢管或钢板 )
,

并采取一

些必要的改进
,

估计可使总造价降低 30 % 以上
,

则平均单项造价约 700 元
。

这样
,

这两种型式的泄

水设施还是有普遍推广的实用价值的
。

两种新型沟头防护工程 已建成
。

经短期过水考验表明
,

结构运用情况 良好
,

安全可暴
。

预计

经进一步观测和改进后
,

将能为大量的
、

侵蚀严重的集水沟头
,

提供一种新型的
、

经济实用的沟

头泄水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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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稀疏的林草地上象鱼鳞状分布

的裸露面所发生的面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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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细沟指宽深均不超过20 厘米的细小
侵蚀沟

,

浅沟指深 0
.

2一 1米
、

宽 1一 2米
的侵蚀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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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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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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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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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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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切沟是沟蚀的最高阶段形成宽 1一 2

米
、

深 2一 20 米的沟
,

重力侵蚀指沟岸
的崩塌

、

泻溜
、

滑坡等
,

呈复区分布

.坛!乏九一侵力蚀细沟浅浸蚀.切刚树重

无 侵 蚀 1 2
,
2 70

,
2 2 0

强度说
,

二者都应作为富县防治水土流失的重点
。

(二 ) 布分
。

水土流失类型分布
,

与地形
、

植被及土壤类型有密切关联
。

一般说
,

剖面面蚀分

布在黑沪土平缓坡源地上
,

母质面蚀多分布在川台黄塔土缓坡台地和源黄塔土缓坡源畔地上 ; 细

沟
、

浅沟侵蚀主要分布在黄塔土较陡或陡坡地上 , 切沟
、

重力侵蚀分布在黄塔土或二色 土 沟坡

地 , 鳞片状侵蚀分布在薄层腐殖质灰褐土和生草黄塔土低山丘陵坡地上 (见表 2 )
。

如果我们比

较一下土壤侵蚀与植被和地貌的关系则不难发现
,

地貌确定之后
,

植被是决定侵蚀类型和程度的

主导因素
。

这就预示我们
,

在现实的地貌条件下
,

要搞好水土保持
,

应首先从改 良植被入手
。

裹 2 富县水土流失类型分布与土城和坡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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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

’

水土沈失的危害

1
、

水土流失是对水土资滚的极大破坏和浪费
.
水土流失不仅使干早地区农业的命脉—

天然

释水流失罄尽
,

并且带走了大量肥泥沃土
,

破坏了土地的完整
,

使其支离破碎
,

沟壑纵横
,

高低

不平
。

据在 1 / 10
,

0 00 地形图上量测
,

全县 1公里以上的沟道就有 2 ,

20 4条
,

沟壑密度最大 为 3
.

27

公里 /平方公里
,

最小为 1
.

“ 公里 /平方公里
,

平均为 2
.

48 公里 /平方公里
。

壕区沟谷切深达 15 0一

2 00 米
。

据调查
,

源 区因溯源侵蚀
,

沟头每年前进 2 一 3 米
,

因沟底下切引起的沟岸崩塌
、

滑 坡

等
,

使沟谷每年加宽 0
.

5一 1 米
。

如东桐村村西沟头 15 年内前进 了40 米
,

纪路村南沟底 9 年 下 切

了 吝米
,

` …

八合新城沟岸一次滑塌 17 万立方米
。

据计算
,

仅因沟岸扩张每年损失源平地达 13 4一 2 6 7

亩
。

土层深厚肥沃的黑沪土源平地逐渐减少
,

向土生
、

土薄的黄土性土演变
,

最终被切沟分割破

碎或基岩裸露
,

成为不毛之地
。

调查结果
,

全县露岩
、

裸土面积达23 万多亩
,

占总土地的 3
.

67 %
。

目

前全县黄土性土达 1 92
.

7万亩
,

占总土壤的 30
.

9%
,

而地带性土壤黑沪土仅存 2 0
.

7万亩
,

占总 土 壤

的 3
.

3 %
。

总之
,

水土流失使土地减少
,

土层变薄
,

地力下降
,

产量降低 (见表 3 )
。

据水土保持

部门初步测算
,

全县年均流失土壤总量为 2 68 万吨
。

若以富县土壤普查结果
,

坡地土壤养分 含 氮

0
.

0 7 %
、

磷 O
。

16 %推算
,

则每年流失氮素 1 ,

8 12 吨
,

磷素 4 , 3 47 吨
,

相当于全县 1 9 8 2年施用氮肥的

名2 %
,

磷肥的 1 9 7 %
。

2
、

引起洪灾
,

淹没农 田
,

破坏水利
、

水土保持设施
,

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极大损失
。

1 9 7 7年 7 月

上旬
,

富县等地连降大雨
, 6 日县内兰宜公路洛河大桥断面洪峰流量达 4 , 5 00 立方米 /秒

,

洪水夹泥

沙量高达 2
.

90 2立方米 /秒
,

以致造成河水泛滥
,

淹没农田 3万余亩
,

冲毁渡槽
、

滚水坝 8处
,

仅恢复

水毁渡槽工程投资达 28 万多元
。

据调查
,

全县 15 座 10 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
,

总库容 1 , 1 0 1
.

5 万 立

方米
,

历年来淤积损失库容 9 7
.

4 7万立方米
,

其中鹿首
、

北河沟
、

前进三座水库
,

因已被泥 沙 淤

平报废
。

裹3 富县不同俊蚀程度的土层厚度
、

养分含t 及产 t 比较表

土壤类型 黄盖粘黑沪土 侵蚀粘黑沪土 理黄塔土 坡黄塔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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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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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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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使生态环境恶化
,

雨且减少
,

旱涝灾害频繁
。

据统计
,

五十年代后期
,

全县年平均降水量

为 67 9毫米
,

六十年代减少为 6 3 1毫米
,

七十年代又减少到 5 69 毫米
。

同时雹灾
、

暴雨灾害加 重
,

每年都有数千亩农田遭受洪灾或雹灾
。



四
、

水土旅朱的原因

概括讲
,

发生水土流失的根本原因不外乎二
:

赞珠自然条件和不 良的人为活动
。

自然条件仅

是潜在因素
,

人为活动才起主导作用
。

黄土高原降雨集中多暴雨
,

地形起伏坡度大
,

土壤疏松
,

抗蚀性差等
,

这些众所共知的自然因素不再赘述
,

重点讨论富县水土流失加剧的人为活动
。

1
、

不合理的土地利用
。

土地按其固有特性和生产力可分为宜农
、

宜牧
、

宜林地
,

只有因地制

宜
,

才能充分发挥土壤生产潜力
,

保护和发展土地资源
,

不然便是破坏土地资源
,

将受到大 自然的惩

罚
。

富县和广大黄土高原地区一样
,

因种种历史原因
,

形成广种薄收的掠夺经营方式
。

解放后又

受 “ 以粮为纲
”
方针的片面影响

,

使土地的不合理利用长期得不到解决
。

全县 7
·

5万亩 1驴以上的不

宜农坡地
、

不宜农的陡坡地和急陡坡地不仅还不了林牧
,

反而使 已有林草地渐遭破坏
,

面积减少
,

质量变差
, 5 2

.

7万亩林草地中54 % 以上成为疏林疏草地
,

致使水土流失 日趋严重
。

2
、

广种薄收
,

粗放耕作
。

不重视施肥
,

甚至不施肥
,

缺乏合理轮作
,

地力减退
,

不能密植
,

生长又差
,

地面覆盖度减少
。

加之没有广泛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法
,

较大地加剧了坡耕地的耕种侵

蚀过程
。

3
、

过度放牧
,

因牧吸林
。

牛羊放牧
,

无统一规划和安排
,

许多近村草场大大超载
。

由 于 过

量啃食和踩踏
,

草被渐渐稀疏退化
,

侵蚀加重
。

特别是把牛羊赶在幼林地放牧
,

为牧毁林
,

危害

极大
。

4
、

乱砍滥伐
。

无计划地砍伐森林
,

使采伐量超过生长量
。

采伐多
,

营造少
,

轻管护
,

成 林

少
。

加之任意采樵
,

使林地 日渐减少
。

据调查
,

全县森林面积比 1 9 4 9年减少了 2 9
.

7万亩
。

5
、

陡坡开荒比较严贡
。

其原因一方面是较缓的近村荒坡不多了
,

另一方面与落后的习惯有关
口

据说陡坡开荒省力速度快
,

尤其是外地一些群众盲 目流入
,

乱垦乱挖
,

使开荒面积急 增
。

据 统

计
, 1 9 7 9年全县开荒 5 ,

90 1亩
, 1 9 8 2年仅交道乡开荒就达 2 , 0 00 余亩

, 1 9 8 3年交道白家村
、

西桐村
、

、

交道村等 10 个村 4 一 6 月开荒达 9 15 亩
。

坡地开荒是有害的
,

陡坡开荒危害更大
,

常是开后 2一 3

年因严重的水土流失而弃耕
。

加之在治理工作中综合治理不够 (重工程轻生物 和农 业 措 施 )
、

兼治不够 (重治源面轻治沟坡 )
、

流域集中治理不够 (东打一坝
,

西栽一片林 )
、

重营造轻 管 护

(造林多
,

成林少 )
、

重水利投资轻水土保持投资 (没有抓住主要矛盾
,

投资效益不高 ) 等弊病
,

影响了治理速度
,

降低了治理效果
。

五
、

防治意见

造成水土流失的气候
、

地形
、

土壤等自然要素
,

限于技术条件
,

目前尚不能大规模的改变
,

但人们可以遵循自然规律
,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

避免不 良的人为活动
,

采取各种防治措施
,

把土

壤侵蚀尽可能限制在 自然侵蚀的最低限度 内
。

在全面调查和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

我们认

为
,

要搞好富县水土保持工作
,

应遵循和采取下列原则和措施
:

(一 ) 认真落实土壤改 良利用的区划方案
,

建立良好的土壤生态体系
。

土壤普查中制定的土

壤改 良利用区划是改良和合理利用土壤资源
、

按照 自然和经济规律 办事的蓝图
,

一定要 认真 落

实
,

坚决实施
,

逐步改 良土壤
,

使之肥力不断提高
, 调整农林牧布局

,

使之趋于合理化
。

做到宜

农则农
,

宜牧则牧
,

宜林则林
,

建立符合生态学原理的保护和发展土壤资源的高效生态农业
。

( 二 ) 解放思想
,

大胆改革
,

尽快贯彻推行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的经验
,

充分发挥广大群众

治山治水的积极性
,

把水土保持工作推向一个新阶段
。

(三 ) 统一规划
,

综合治理
。

规划是行动纲领
,

要避免各行其事
,

步调不一和单项措施孤军



作战的局面
,

必须做好统一规划
,

综合治理
。

农业措施 (耕作方式
、

轮作制度 )
、

生物措施 (植

树种草
,

增加植被 )
、

工程措施 ( 田间工程
、

水利工程
、

沟道防护工程等 ) 相互配合
,

相辅 相

成
,
达到防治的高速度

、

高效益
·

(四 ) 山
、

川
、

源
、

沟
、

坡兼治
,

治坡为主
。

水土保持工作
,

既要有重点
,

又要兼顾全面
,

还要分区采取针对性措施
,

方能事半功倍
。

1
、

源区的治理
。

源地是富县的粮仓
,

平坦而肥沃
,

水土流失不甚严重
。

但并非一平如镜
,

尤其是源 边
,

倾斜坡度较大
,

若不及时治理
,

必将 以其自然演变规律
,

从完整源 , 破碎源、 源梁

” 丘陵发展
。

目前源边及局部有起伏的地段
,

发生的剖面面蚀
,

导致黑沪土向黄土性土退化
,
源

畔崩塌
,

使源面不断减少 ; 源面径流使沟头每年前进 数米等等
,

都是应重视和解决的
。

事实上
,

源沟坡的治理互为一体
,

不可分割
。

没有水不下源
,

就不可能水不下坡 , 没有水不

下坡
,

就不可能泥不出沟
。

所以要做好小流域综合治理
,

必须先从源面入手
,

由上而下
。

源面又

是全县主要粮食产地
,

要因地制宜
,

逐步把那些非宜农坡耕地退耕下来
;
要大搞水土保持工程和

植树种草等
,

都必须在吃饱肚子的前提下进行
。

可见从源入手
,

治土抓粮
,
具有战略意义

。

源面

治理主要应抓
:

( 1 ) 平整土地
。

大平小不平的地段
,

应取高填低
,

彻底平整
,

防止水土流失进

一步发展
; ( 2 ) 修软捻

,

筑沟边埂
,

营造源畔防护林带
。

源畔地一般坡度小于 15
。 ,

不必 大 动

土工
,

可通过筑软捻
,

达到保上增产的效果
,

通常能增产 1 0一20 %
。

农谚有
: “

源边 地
,

修 道

捻
,

该打八斗打一石
” 之说

。

为了防止源边崩塌蚕食
,

可在沟沿筑埂和营造 2一 3 米宽的防护林

带
,

不仅可固土防崩塌
,

还可以起防风保庄稼的效益
; ( 3 ) 深耕施肥

,

合理密植
,

合理轮作
,

实行间套
,

以增加地面植被覆盖度
,

改良土壤结构
,

提高土壤蓄水能力
,

减少水土流失
; ( 4 )

沟垄种植
。

2
、

坡地的治理
。

坡地面积最大
,

类型最复杂
,

水土流失最严重
,

是治理的重点
,

也是调整

农林牧比例的主要对象
。

治理上应采取多方法
、

多途径
:

( 1 ) 还林还牧
,

合理利用
。

对于 > 2 50

的不宜农的坡耕地
,

应逐步还林还牧
,

还的骤步是先远后近
,

先高后 低 ; ( 2 ) 修筑 梯 田
。

梯田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斗争中创造的保持水土的有效方法
,

是黄土丘陵区防 治 水 土 流

失
、

发展生产 的根本性措施
,

应大抓
,

坚持抓
,

抓到底 ; 对 < 15
。

的坡耕地应逐步有计划有步 骤

地修成水平梯田
,

一时还不能修梯田的
,

应暂时采取等高耕作
,

水平沟种 植 等 过 渡性措施
, 可

以减少水土流失 40 一 1 00 %
,

增产 40 一 5 0 % ; ( 3 ) 坡度 < 25
“ 、

> 1 5
“

的较陡坡地
,

可根据农业发

展的实际需要
,

研究农林牧使用的比例
。

粮食充裕的社队
,

则可多退耕一些
。

但 不 论 是 种粮还

是种草
、

种树
,

都要采取保持水土的耕作
、

栽培方式
,

以保土蓄水
,

提高产量和种草 种 树 的 效

益 ; ( 4 ) 对于稀疏的荒草坡地应修鱼鳞坑
、

水簸箕
,

提高土壤蓄水量后
,

再种草和栽树
,

增加

植被覆盖度
。

放牧要统一规划
,

实行轮牧
,

杜绝过牧
,

使牧草越长越茂
。

3
、

沟道治理
。

沟道是径流和泥沙的汇集地
,

也是拦阻泥水下源下坡的咽喉
。

如果这一关把

不好
,

洪水泥流将各路汇流
,

山洪暴发
,

冲毁房屋
,

淹没庄稼
,

造成灾难
。

沟底就会不断下切
,
、

伴随而生的是沟岸崩塌
,

沟头前进
。

所 以沟道治理至关重要
。

沟道治理主要应采取
:

( 1 ) 沟头

防护
。

沟头前进是沟谷土壤侵蚀的纵向麦现
,

沟头防护是沟道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否则单

独治理下游是无基础的
。

沟头防护可采取修土捻
、

树桩捻
、

挖截水沟等多种方法 , ( 2 ) 修 谷

坊
。

在沟谷狭窄的情况 下
,

可在沟道每隔一定距离用柳木桩或土石层层设阻
,

拱截水土
,

逐渐将

沟道淤成沟条地
。

谷坊是治理沟谷水土流失有效的工程措施
,

适用于沟谷上游
, ( 3 ) 淤地坝小

一般适用于沟谷较宽的中下游
,

采取节节打坝
,

以固定沟床
,

拦截泥沙
,

防止沟谷扩大
,

保护两

岸农田
,

逐渐将沟道淤成平坦肥沃的坝地
; ( 4 ) 修水库

。

在沟道中适宜的地段打坝蓄水
,

沉积



能沙宁防洪抗旱
。

- ’ J-
一

、 二

、

4
`、

川道治理
。

川遣是富县的米粮川
,

分布着大面积的川台黄塔土
、

淤土和水稻土
,

地势较

平坦
,

水利条件好
,

.

一般旱涝保收
。

但随着河床下切
,

川台地的坡度在逐渐增大
,

水 土 流 失 加

重
,

向坡地演变
。

同时受两岸沟谷洪水横切
,

逐渐分割破碎
;
河水泛滥改道

,

两岸川台地常被冲

毁
。

为了保护川台地
,

必须做好川道治理
:

( 1 ) 修梯田
、

筑软捻
。

基本平整的川台地 可 筑 软

捻 f 坡度较大的 ( > 10
。

) 川 台地应修成水平梯田
。

川台地比较平坦
,

交通方便
,

在修梯田 中 充

芬使用推土机等我械
,

不但是必要的
,

也是完全可行的
。

有条件的地方
,

应尽可能地应用
,

以求

多快好省
, ( 2 ) 修筑排洪渠道

。

在沿岸各个沟 口至河道
,

修筑固定的排水渠道
,

以防洪水冲毁

台地 ;
( 3 ) 修筑河堤

。

沿河修堤
,

固定河岸
,

既可与河争地
,

又可防止两岸台地受洪水冲刷
。

5
、

山地治理
。

富县山地面积较大
,

地貌特点是山大沟深
,

交通不便
,

人烟稀少
,

大部都有

天然植被覆盖
,

水土流失不甚严重
。

但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
,

人为活动的频繁
,

加之前段对保护

植被重视不够
,

天然植被遭到破坏
,

面积减少
,

质量变劣
,

水土流失 日益加重
。

所以 保 护
、

恢

复
、

增加山区植被
,

是 山地治理的中心
:

( 1 ) 封 山育林
。

深 山区应实行封山育林
,

使天然林木尽

快生长繁茂起来
; ( 2 ) 坚决制止乱砍乱垦

,

有计划地采伐森林
,

实行人工更新和复壮
; ( 3 )

浅山
、

低 山疏林稀草地应逐步通过人工造林
,

增加森林植被
。

但人工造林
,

必须适时
、

适地
、

适

土
、

适种
,

方可取得预期效果
。

根据富县情况可归纳为
“
高山松柏低山橡

,
、

阳坡杜梨阴坡杨
,

沟

道柳树
、

水桐树
,

洋槐树长在沟圾上
” 。

`

子户 姿上 寻五
, 、 、 芬口 卜口

水土保持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
,

要搞得好
,

既要有得力的组织措施
,

又要有可行的技术

措施
。

所 以必须统一组织
,

全面规划
,

领导重视
,

依靠群众
,

科学种田
,

坚持
“ 一靠政策

,

二靠

科学
” 。

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是新政策
、

新形势下产生的新事物
,

具有很大的生命力
。

要使这个

新事物健康发展
,

一是必须政策落实
,

责任明确
,

使承包户放手大干 ; 二是必须在技术上加强指

导
,

把他们的热情与科学性结合起来
,

加快治理速度
,

提高治理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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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整时
,

陡坡沟壑部位应弃耕还林
,

平坦处建为粮田时
,

要布置地面排水系统
。

4
、

与丰望梁情况一样的黄土层 (下伏红粘土 )
,

在清水县及天水地区大面积分布
,

黄土滑

坡常有发生
。

如历史上有
“
明神宗万历八年 (公元 15 8 1年 ) 夏六月

,

秦州 (今天水、 清水县雨至

八月
,

汤峪 (位于清水县城东 10 公里 ) 山崩
。 ” “

清咸丰元年 (公元 1 8 5 1年 ) 春
,

礼县淫雨四十

余日
,

地泄山崩
,

大伤禾稼
” 的记载

。

去年 ( 1 9 8 4年 ) 天水地区雨水偏多
,

清水
、

天水
、

礼县
、

西和等

县先后发生较大的滑坡 40 7处
,

造成人畜伤亡和很大的经济损失
。

如经过多年修整的天水水 土 保

持站梁家坪实验场西侧梯田区
,

发生较大面积的黄土滑坡
,

其机制和柏树大滑坡 相 同
。

这 种 灾

害不断发生
,

是数百年来林木惨遭破坏
,

生态失去平衡
,

水土流失严重
,

沟谷溯源侵蚀
,

不断形
_

成悬崖陡壁
,

致使沟壑纵横
,

地面支离破碎的必然后果
。

要改变这种现状
,

就需尽快对黄土区进

行综合治理
,

特别是植树种草
,

封沟育林
,

给光山秃岭
“
穿衣戴帽

” ,

削弱暴雨洪水的侵蚀冲刷

能力
,

蓄水保土
,

增强抗御地质灾害的能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