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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物措施为主治理葛洲坝库区的水土流失

权 元 安

(湖北省株归县葛洲坝库区水土保持办公室 )

长江葛洲坝库区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

日益影响葛洲坝水电站的正常运行
。

不少学者 已对这个

地区的水土流失状况和治理途径进行阐述
,

提出以生物措施为主的综合治理
。

为什么要以生物措

施为主呢 ? 这里想略谈几点
。

一
、

基本情况和流失现状

1 9 8 2年全国第四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决定
,

葛洲坝库区所属宜昌市和宜昌
、

株 归
、

巴 东 等

县
,

纳入全国水土保持重点治理范围
。

全区计24 条小流域
,

行政区划 20 个区 (镇 )
,

68 个乡
, 3 94 村

、
.

35 万多人
。

总面积 1 , 8 88 平方公里
,

其中耕地 3 9
, 3万亩

,

有林地 7 0
.

5 1万 亩
,

荒 山
、

裸 岩 面 积

1 0 8
。

1 3万亩
。

由于人为破坏
,

土壤和地质结构疏松
,

以及气象因子影响
,

全区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

总面租

中
,

流失面积 1 , 4 5 0 .

9平方公里
,

占75
.

2%
。

其中强度流失面积 85 2 平 方公 里
,

占总流失面积的

58
.

75 % , 中度流失面积 41 5平方公里
,

占流失面积的 28
.

62 % ; 轻度流失面积 18 3平方公里
,

占流

失面积的 12
.

63 %
。

据 巴东县对 45 个村 5
.

9万亩耕地调查
,

中强度流失面积高达 71 %
。

不仅流失面

积大
,

而且侵蚀模数高
。

柿归县茅坪和宜昌三斗坪花岗岩出露区侵蚀模数达 8 , 0 00 一 1 0 , 。00 吨 /平

方公里
,

称归
、

巴东沙页岩紫色和黄色土区
,

土壤侵蚀模数也在 8 ,

00 0吨 /平方公里以上
。

区内坡

长
,

面广
,

山势陡峭
,

平均坡度大
,

面蚀
、

沟蚀
、

重力侵蚀均很严重
。

二
、

生物措施治理内容和原则

大家都知道
,

森林能涵养水源
,

减轻地表径流
,

控制水土流失
。

治理水土流失的生物措施也

就是在治理过程中
,

通过造林种草
、

封山育林以及节省生物能源等
,

使地表形成茂密的森林植物

群落
,

提高植被覆盖度来控制水土流失的措施
。

它的主要内容是退耕陡峭挂坡田还林还草
,

残幼

林封育和造林植树
,

栽种乔灌木
,

定植草藤本
,

以及建立节能设施
,

停止人为对植被破坏
。

合月义踌卜出分亡局闪岁补 e匀吧月 之踌补之井补台带 e月
、
合局人写宁屯月吧目熟出令心成闪岁 合月

、

今月
、

七户心 ,卜

等适用技术 , 又包括细胞工程
、

基因工程等新技术
。

根据我们当前的技术现状
,

在加强基因工程
、

细胞工程等新技术研究的同时
,

特别要推广常规的生物技术
。

如培育优 良品种
,

大量使用有机肥

料
,

积极开展生物防治
,

以虫治虫
,

以鸟治虫
,

以菌治虫
。

调整生产结构
,

加强立体农业
、

立体

林业
、

立体渔业的研究
,

以提高生物的再生能力
,

提高生物量的利用率
。



生物措施就是利用森林植物控制水土流失
:

第一
、

森林有覆盖大地的林冠
,

截留一部分降水蒸发到大气之中
,

降低降水强度
,

缓冲雨滴

对地面激溅
。

第二
、

林地表面有较为丰富的枯枝落叶
,

腐烂后形成一层腐殖质
,

它结构疏松
,

吸水性强
,

直
1

接承受从树干
、

枝叶上下落的水分和削弱强度的降雨
,

使地面免遭溅击和径流冲刷
,

涵养水分
。

第三
、

森林土壤结构疏松
,

土层深厚
,

容重小
,

孔隙度大
,

透水性强
,

使枯枝落叶吸收饱和

后的水分渗入土壤中变成地下水
,

减少地表径流量
,

减轻土壤侵蚀
。

第四
、

林地土壤内
,

植物根系纵横交错
,

有的能伸延到数十米以外
,

吸附大量土壤
,

同时又

是水分下渗的通道
。

根据有关资料介绍
,

有林地每年每公顷的土壤侵蚀量要比无林 地 少 2 , 2 50 立

方米
。

三
、

用生物措施为主治理的必要性

有史以来
,

长江流域的植被连续遭到破坏
,

江水泥沙含量不断增加
。

曾有人预料
,

这样长期

下去
,

长江将变为第二条黄河
。

目前长江下游许多江段已成为地上悬河
。

这些事实说明
,

破坏森

林植被
,

必然造成水土流失的加剧
。

治理葛洲坝库区的水土流失
,

应该以生物措施为主
。

1
、

从社会条件来 ,
,

先采取生钧辅助措施
,

为洽理水土流失提供先决条件
。

几十年来
,

三峡

地区人 口急剧增加
。

库区每平方公里为 18 7人 (仅农业人 口 )
,

局部地区高达 30 9人 /平方 公 里
。

人口密集
,

生活需要大量的能源
。

由于该区经济条件落后 ( 1 9 82 年每人平均纯收入 69
.

19 元 )
,

1

煤炭和电能无法满足
,

农 民便不断夺取森林
,

先砍树干
,

再挖树莞 以补充对能源需 求
。

据 调

查
,

柿归县有 70 % 以上的农户生活取 自生物能源
,

每年用于烧柴 (包括灌木和草 ) 的木料损失相

当于薪炭材 30 余万立方米
。

另外
,

长江运输开发较早
,

木材源源外运
,

加速了森林资料的失损
。

森林的发展与消耗相差甚大
,

致使库区荒山面积大
。

秘归县莲花乡 1 9 7 4年有林地面积 8 , 3 17 亩
,

到 19 8 4年
,

10 年时间下降了 6 ,

46 4亩
,

其中绝大部分是当作柴禾烧掉的
。

人多地少
,

农民靠毁 林 开

荒
、

耕种陡峭挂坡田解决温饱 问题
,

进一步破坏了植被
。

地表无植被覆盖
,

直接承受降雨
、

风
、

日光照射的作用
,

土壤面蚀严重
。

这就需要采取控制砍伐森林
,

退耕还林还牧
,

节省生物能源等
.

辅助措施
,

预防水土流失
。

2
、

从自然条件来粉
,

采取生物措施
,

才能从很本上治理水土流失
。

库区属 山区地带
,

地形变

化复杂
,

平均坡度在 25
。

一 7 5
“

之间
,

海拔 60 一 3 , 0 50 米
。

成土母质多为紫色砂岩
、

页岩
,

结构疏松
,

易于风化
。

遇暴雨
,

泥石俱下
,

重力侵蚀危害严重
。

全区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

气象特 点是湿润多雨
。

年降水量 1
,

10 0一 1 , 4 00 毫米
,

其中 5 一 9

月 降雨占全年降水量的 70 %
,

且多以暴雨形式出现
。

日最大降雨量 3 00 多毫米
。

株归县 1 9 7 5 年 8

月 9 日一场特大暴雨达 4 00 多毫米石暴雨在地面形成强大地表径流
,

夹杂泥石顺坡而下
,

然 后 汇

集山涧
,

加强沟河发育
。

恢复森林植被
,

就是利用植物枝叶茎缓冲雨滴对地面打击
,

利用植物根

系增强土壤的吸水性能和泥石的稳定性能
,

降低地表径流速度和径流量
,

固定土壤
,

从根本上控

制水土流失
。

全区流失面积 中
,

25
“

以下坡耕地 59 平方公里
,

25
。

以上坡耕地 1 12 平方公里
,

其它 1 , 2 7 9
.

9平

方公里均属荒山
、

疏林
、

裸岩范围
。

从以上面积结构中可以看 出
,

25
。

以下的坡耕地适合采取工程措施外
,

其余 9 5
.

9 %面积的治



理
,

均应采取生物措施为主
。

3
、

从治理经费来粉
,

采取生物措施投资少
,

便于筹粼
。

长江葛洲坝 库 区 规 划治 理 面 权
1 ,

22 1
.

7平方公里
。

生物治理计算苗木费
,

工程治理计算三材费
,

共需投资5
, 7 8 3

.

9 3万元
,

其 中

生物治理 1
,

05 0平方公里
,

投资2 , 1 6 9
.

4万元
,

每平方公里 2
.

01 万元 , 工程治理 1 7 1
.

7平方公 里
,

投资 3 , 6 14
.

52 万元 (包括与生物重复治理投资 )
,

每平方公里 2 1
.

0 5万元
,

是生 物治理投 资 的

10
.

47 倍
。

株归县杨家堡村总面积 4 , 0 97 亩
,

折 2
.

73 平方公里
, 1 9 8 4年基本结束治理任务

。

一年来

共计投资现金 8
.

4万多元 (包括群众自筹约 3
.

5万元 )
,

其中生物治理 1
,

。90 亩
,

投资 9 , 8 00 元
,

每

平方公里 1
.

3万多元
; 工程治理控制面积 2 ,

02 4亩
,

投资约 7
.

5万元
,

每平方公里 5
.

6万元
,

是生物

治理投资的 4
.

1了倍
。

坡改梯是一种可行的工程治理措施
。

据湖北省水利部门有关工程投资定额标准计算
,

在 15
”

的坡地上改 1亩石砌水平梯田
,

需三材费 5 9
.

7 3元
,

标准工 31 2个 , 在 25
。

的坡地上改 1亩石 砌 水

平梯田
,

需三材费 10 4
.

6元
,

标准工 4 76 个
。

这样计算每平方公里需三材费 9 一 16 力元
,

标工 47 一
7 1

.

4个
,

国家和个人很难担负
。

4
、

从治理后的经济效益来粉
,

采取生物措施
,

从长远计
,

有实际利益
,

便于调动洽理的积极

性
。

葛洲坝库区现有荒山和肠
。

以上坡耕地 105
.

叙万亩
,

都有较为严重的水土流失
。

这些地 方 历

年来经济收益甚微
,

虽然农民在陡坡地上耕种粮食有所收获
,

但都是广种薄收
。

1 9 8 3年
,

株归县黄
土坡村在陡坡地上种芝麻 250 亩

,

收获 5
, 。00 斤

,

其中六组农民董长富种 1
.

3亩
,

收获 18 斤
,

单产

另外
,

库区地处长江三峡
,

名胜古迹甚多
。

书宝剑峡
、

牛肝马腑峡
、

三游洞
、

南津关等
。

有著名 的 屈 原 庙
、

香溪
、

瞿塘峡
,

白帝城
、

兵

古 迹
,

为 进 一 步 发 展 旅 游事业
,

础
。

采取生物措施
,

既绿化了长江两岸
,

也美化了名胜

开辟新的就业门路
,

安排停耕后的劳力剩余部分打下坚实基

总之
,

恢复和扩大植被是治理葛洲坝库区水土流失的根本途径
。

同时又提高了土壤肥力
,

调

节气候
,

建立 良性生态循环
,

为大农业生产提供良好条件
。

四
、

用生物措施为主治理水土流失的可能性

葛洲坝库区地处鄂西三峡山地
,

植被资源丰富
,

气候条件优越
,

保护和恢复植被
,

充分发挥

森林植被保持水土
、

涵养水源的作用是容易办到的
。

就鄂西山地而言
,

从中生代侏罗纪末期燕山运动后
,

鄂西地貌轮廓初步形成
。

的阻隔
,

第四纪冰川影响甚微
。

有史 以来就保存着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
,

衍
。

仅种子植物有 76 2属
,

其中亚热带属有 2 39 个
,

温带46 个
,

特有属 47 个
,

由于秦巴山地

色宝库
” 之称

。

而鄂西三峡地区又是我国东西南北植物汇集处之一
,

植物资源
,

而且植物区系起源古老
,

为植被的恢复创造了良好条件
。

有种子植物 13 5科
,

5 54 属
, 1 ,

2 36 种
。

草本植物以禾本科
、

百合科
、

科
、

菊科为主 , 木本植物以樟科
、

壳斗科
、

胡桃科
、

桦木科
、

棒科
、

5 4

有利植物的 聚 集 和 繁

世界属 61 个
,

素有
“
绿

不仅有繁多的植物种类和野生

据初步统计
,

鄂西三峡地区约

毛食科
、

豆科
、

唇形科
、

伞形

榆科
、

桑科较多
。

宜昌
、

林



归
、

巴东还保存着一些第三纪孑遗植物和珍稀种类
,

如水青树
、

琪洞
、

鹅掌揪
、

巴东木莲
、

红豆几

树等
。

本区的经济植物亦比较丰富
,

如杜仲
、

油桐
、

乌柏
、

核桃
、

山竹
、

称猴桃等
。

柑桔是本区的

主要经济植物
,

在国民经济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
。

本区优越的气候条件
,

为恢复植被
、

保持水土提供了理想的 自然条件
。

据巴东气象站 (海拔
-

2 94
.

5米 ) 资料
,

该县年有效积温 5
, 5 0 9

.

7℃ ,

年平均温度 17
.

4℃ ,

年降水量 1 , 1 1 4
.

9毫米 ; 株 归
了

县气象站 (海拔 15 0
.

5米 ) 资料
,

年有效积温 5 , 6 6 1
.

9 ℃ ,

年平均温度 17
.

8 ℃ ,

年降水量 1 , 0 2 9
.

3毫

米
。

全区平均相对湿度 71 %
,

其中夏秋季最高
,

为 73 % , 春季 71 % ;
冬季为最小

,

仅 69 %
。

综上

所述
,

年平均温度高于全省 2
。

左右
,

全区气温适中
,

湿度变化较小
。

低山适宜发展柑桔为 主 的

茶叶
、

乌柏
、

油桐
、

石榴
、

桃
、

李等经济林木和 以刺槐为主的马尾松
、

柏
、

泡桐
、

喜树 及 壳 斗

科
、

樟科
、

葛藤
、

牛膝等用材林草和水土保持林草
。

另据有关农业资料
,
海拔升高 30 0米

,

年降水量约增加 10 0毫米 , 海拔升高 100 米
,

年平 均温
度下降。

.

6 ℃
。

因此
,

本区无论高山或半高山
,

雨量都很丰富
,

气温条件也能满足植物生长 的基

本要求
。

经济林木可发展杜仲
、

小木漆
、

苹果
、

核桃
、

梨
、

称猴桃等
;
用材林和水土保持林 可 发

展松
、

杉
、

栓皮栋
、

油杉
、

擦木
、

锥栗
、

刺槐
、

葛藤等
。

五
、

分类对待
,

综合治理

采取生物措施治理葛洲坝库区水土流失
,

但必须坚持综合治理
。

轻度流失地区
,

以封山育林为主
。

这主要指存在部分森林的残幼林地带
,

封育以后
,

停止了人
为破坏

,

森林植被自然恢复速度快
,

短期内即可见效
。

中度流失地区
, 以造林为主

,

结合农 田改造治理
。

这一地 区指有部分草灌而无乔木的荒山租

缓坡耕地
。

对于荒山部分营造用材林和水土保持林
,

增加植被覆盖度
。

缓坡耕地改水平梯田较为

省工省材
。

在立地条件好的山脚
、

山凹
,

可因地制宜种上经济林木
,
增加收入

。

强度流失地区
, 工程治理与生物治理同时并孟

。

强度流失的荒山
,

种植适应性强的刺槐等树

种
,

尽快减轻地面冲刷
,

同时修建排洪沟等工程
,

疏通水路
,

控制径流
。

严重坍塌地区砌石埂
,

,

修挡土墙
。

陡坡田要进行退耕还林还牧
。

葛洲坝库区从 1 9 8 3年冬季开始重点用生物措施
,

综 合治理水土流失
,

效果显著
。

截至 1 9 8 4年 g

月止
,

全库区造水土保持林 2 3
.

2 9万亩
,

完成各种小型水土保持和水利工程 1
.

2万多处
,

农田改造 1
.

3

万 亩
,

完成治理控制面积 28 3平方公里
,

其 中生物治理面积 2 13 平方公里
,

是工程治理 52 平方公里

的 4
.

4 4倍
。

事实说明
,

措施正确
,

治理速度快
。

株归县截止 1 9 8 4年底造林 1 0
.

8 8万亩
,

上山苗木 3 ,

97 0万

株
,

16 个村基本完成 了荒山绿化
。

该县莲花乡前 25 年发展柑桔 6
.

8万株
, 1 9 8 4年冬上 山柑 枯 1 8

.

1

万株
,

是原来的 3 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