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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水土流失现状与水土保持区划

胡高纯 冀长甫

(河南省平顶山市水利局 )

平顶山市位于河南省中部
,

淮河水系的沙河
、

汝河和遭河的源头地段
,

地势西高东低
。

西部

山地 由秦岭东延的外方山和伏牛山组成
,

中部是丘陵和岗地
,

东部是平原
,

呈扇形阶 梯 状 由西

向东展开
。

全市辖属三县 (鲁山
、

宝丰
、

叶县 ) 和五区 (舞 钢 区
、

郊区
、

西 区
、

新 华 区
、

卫东

区 )
。

平顶山市水土流失情况
,

自五十年代由国家进行过一次统计调查后
,

至今再未进行过全面调

查
。

因此查清水土流失现状
,

为中央有关部门
、

淮委和省
、

市制订水土保持规划提供依据
,

是 当务

之急
。

1 9 8 4年夏末到秋冬
,

我们对平顶山市水土流失现状进行 了一次实地调查
,

现将调查情况综

述如下
。

一
、

地貌特征及水土流失现状

平顶山市总土地面积 5
, 7 0 4

.

5平方公里
,

其中耕地 l ,

74 3
.

3平方公里
,

占总土地面积的 30
.

56 %
。

地貌形态主要表现为西高东低的山地
,、

丘陵
、

岗地和平原 地 形
,

其中海拔在 l , 0 00 米以上中高山

地形
,

面积 122
.

27 平方公里
,

占全市总面积的2
.

14 %
,
以构造侵蚀为主

,

地势陡峭
,

山脊起伏剧

烈
,

孤峰林立
,

最高峰石人 山
,

高达2 , 1 53
.

1米 ;

「- 一 一一一赞寸汤尸- 一一一一门 海拔 500 一 1, 0 00 米低山地形
,

面积 498
.

31 平方

1 一地
、

市界 , 2一县
、

区界 , 3一分级界 ,

4 一水库 , 5一无明显流失 ; 6一轻度流失 ;

7 一中度流失 , 8一强度流失 ; 9一剧烈流失
。

圈 1 平顶山市水土流失现状图

公里
,

占总面积的8
.

73 %
,

以构造侵蚀为主
,

地势向剥蚀侵蚀地形过渡
,

坡陡
、

切割深
,

沟

谷多呈
“ V ”

型 ; 海拔 2 00 一 500 米丘陵地形
,

面积 1 , 69 1
.

74 平方公里
,

占总面积的 2 9
.

6 6%
,

属剥蚀侵蚀地形
,

地势低缓
,

地形切割破碎
,

河谷呈
“ U ”

型 , 海拔 10 0一 2 00 米岗岭地形
,

面积 1 ,

85 6
.

67 平方公里
,

占总面积的32
.

55 %
,

属剥蚀地形
,

地势平缓
,

地形波状起伏
,

河谷

宽展 , 海拔在 1 00 米以下平原地形
,

面积 1 ,

5 35

平方公里
,

占总土地面积的2 6
.

9 2%
,

属 侵蚀

堆积地形
,

地势平坦开阔
。

全市山丘岗地面积大
,

占总面积的 63
.

2%

(不包括岗间平原 )
,

水土流失比较严重
。

据



.

这次调查
,

全市水土流失面积达 3 ,
0 9 8

.

7平方公里
,

占总土地面积的 54 %
,

其中
:

轻 度 流失面积
士9 69

。

n 平方公里
,

占流失面积的 31 % ,
中度流失面积 8 0 4

.

6 9平方公里
,

占流失面积的26 % ; 强度

流失面积 1 , 1 07
.

34 平方公里
,

占流失面积的 36 % , 剧烈流失面积 2 1 7
.

61 平方公里
,

占流失面积的
7 % (见图 1 )

。

据 1 9 8 4年底统计
,

全市累计初步治理面积 9 8 4
.

4平方公里
,

19 8 5年计 划 完成90

平方公里
,

至 1 9 8 5年底
,

治理面积 占流失面积的 34
.

67 %
,

尚有 2 , 0 2 4
。
3平方公里巫待治理

。

全市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总量为 2 0
.

9亿立方米
,

按现有耕地计算
,

每亩平均水 量 为 7” 立方
、

米
。

解放以来
,

以改土治水为中心
,

进行了群众性的农 田基本建设
,

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
,

已建有

白龟山
、

昭平台
、

孤石滩等大中型水库 6 座
,

小型水库n Z座
,

塘 坝 约 1 , 4 00 座
,

建提 灌 站 7 40

处
,

打机井 6 , 8 00 余眼
,

可控制和开发利用的水资源为 1 2
.

31 亿立方米
,

现已开采利用水资源 6
.

47 亿

立方米
,

占可控制和开发利用水资源 的5 2
.

6%
。

全市水资源较丰富
,

但由于降雨量的时
、

空分布

不均
,

现有水利工程多集 中分布于河谷平原及冲积平原区和部分岗区
,

而广大山丘地 区 水 利 化

程度低
,

宜井条件差
,

水资源利用率甚低
。

目前还有不少 地 区 受 洪
、

早灾害威胁
,

存在缺水间

题
。

全市山丘岗区不仅水资源的流失和未开发利用的间题突出
,

土壤资源的流失损失也是相当严

重的
。

据这次调查测算
,

全市山丘岗区平均每年流失泥沙总量约 1 , 2 41 万吨
,

相 当 于每年冲毁良

田 (耕层以 20 厘米计算 ) 约 6
.

2万亩
。

按土壤养分含量推算
,

每年流失有机质 1 3
.

65 万吨
,

速效氮

韶 。` 5吨
,

速效磷 9 9
.

3吨
,

钾 1 , 1 1 6
.

9吨
,

损失折款 1 , 0 00 万元以上
。

从建国以来
,

由于水土大量流

失和其它种种原因
,

耕地逐年减少
。 1 9 5 1年有耕地 3 7 6

.

1万亩
,

到 1 9 8 3年减少了 1 14
.

62 万亩
,

平均

每年减少 3
.

47 万亩 , 每人平均 占有耕地
,

由1 9 5 1年的 3
.

54 亩
,

减少到 1 9 8 2年的 1
.

22 亩
,

低于全国

每人平均耕地 2 亩的水平
。

所以
,

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资源
,

对发展农业生产显 得 尤 为 重要
。

但是
,

目前人们只局限在少量的耕地上做文章
,

忽视了70 %的国土开发利用
,

致使丰富的 自然资

源得不到充分开发
。

因此
,

搞好水土保持工作
,

是防治水土流失
,

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
,

改

变本市山丘岗区面貌
,

减少 自然灾害
,

建立 良好的生态环境
,

发展农业生产
,

实现经济翻番的一

项根本措施
,

是国土整治的重要内容
。

这是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当务之急
。

二
、

水土保持区划

为了因地制宜
,

分类治理
,

在分析研究调

查资料的基础上
,

根据地形地貌
、

地表岩性
、

土壤
、

植被等 自然条件
,

将全市划分为 5 个 I

级类型区
; 以地表岩性为基础

,

划分 了 2 4个 I

级类型区 (图 2 )
。

各类型区分布范围
、

面积

和基本特征及防治意见如下
;

I一花肖岩石质山区
。

本区为中高山区
,

沿鲁山县西南县界一带呈弧形带状展布
,

面积

1 2 2
.

2 7平方公里
。

.

这里主要 由花 岗岩组成
,

山

体成块状
、

球状风化石蛋地形
。

地表风化层表土

为山地棕壤
,

土壤矿物成分以水化云母
、

蛙石

为主
,

其次是高岭石
,

土质棕黑
,

呈微酸性
。

1一地市界 ; 2 一县 区界多 3一 I 级类型区界 ,

4一 I 级类型区界 , 5一水库
。

田 2 平顶山市水土保持区划日



这里山高坡陡切割深
,

沟谷呈
“ V ” 型

。

本区林草覆盖度达 90 % 以上
。

年平均降水量 98 2
.

4毫米
,

年径流深大于 4 50 毫米
,

年侵蚀模数每平方公里 2 0 0一 50 d吨
,

人 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5 人
,

绝大部分

为封山育林区
。

历史上这里 曾是林木繁茂
,

山青水秀
,

气候宜人
, “

霜落熊升树
,

林深鹿饮溪
”

的 原 始 森 林区
,

土壤无明显流失
。

但解放以来
,

森林被大量采伐
,

覆盖率明显下降
,

生态环境
_

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

最近
,

据林业部门普查
,

原始森林已基本被毁坏殆尽
,

现有林地多为次生

林
、

幼林和草地
,

林草面积约 1 0 1
.

1平方公里
。

本区今后发展方向仍以林为主
。

在发展林业的同时
,

相应发展牧
、

副
、

登山和旅游业等多种

经营
。

治理方针应采取封山育林
,

飞播造林
,

提高森林覆盖率
,

以达截留雨水
,

涵养水源
,

调节
`

气候
,

固结土壤
,

保持水土的目的
。

I 一土石山区
。

本区位于石质山区以下
,

主要分布在土门以西
,

二郎庙
、

四棵树以南的低山

区
,

西北部观音堂至背孜街一带及舞钢区南部也有分布
。

根据地表岩性 可 划 分 为 4 个 I 级类型

区 :

I :
一石英岩

、

石灰岩土石山区
。

本区面积 39
.

15 平方公里
,

主要由石英岩
、

石灰岩组成
,

局

部有页岩成片出露
。

石英岩
、

石灰岩抗风化能力强
,

表层仅有 10 一 40 厘米的 风 积 黄 上
,

土质粘

重
,

结构性差
,

耕性不 良
。

页岩易风化成碎片状
,

一遇暴雨
,

容易造成水土大量流失
。

据在宝丰

县观音堂乡三间房小流域上游的栗树庙及其以南地带实地考察发现
,

页岩分布区重力垮塌及泥石
-

流严重
,

年侵蚀模数每平方公里高达 1 3
,

5 0 0吨
。

全区林草植被度在 50 一70 %间
,

多为幼林
,

年降

水量 78 0毫米
,

多集中在夏季形成暴雨
。

土壤侵蚀强度除局部页岩发育区为剧烈流失 外
,

一般为

轻度流失
。

I
:

一安山岩土石山区
。

总面积 1 78
。

94 平方公里
。

地表主要由安山岩 组 成
,

其特征岩性为安

山扮岩
、

凝灰岩
,

强烈风化破碎
。

表 层 土 壤 为山地灰棕壤
,

含岩屑
,

土壤呈中性偏酸性
,

土质

粒度细
,

具有一定的肥力
,

一般有较好的植被保护
。

林草植被度 50 一70 %
,

年降水量 80 0一 1 ,

00 0

毫米
,

年侵蚀模数每平方公里约在 1 ,

00 0一2 ,

50 0吨
,

为中度侵蚀
。

1
3
一花岗岩土石山区

。

总面积 2 44
.

18 平方公里
。

地表岩性以斑状花岗岩 为 主
,

以含粗大的

钾长石斑晶为特征
。

因岩石具有粗粒结构
,

不同颗粒间的膨胀系数不同
,

其中暗色矿物
,

如角闪

石
、

黑云母等泥质矿物易风化
,

从而改变整个岩石结构
,

使其年久风化分解成松散物质
,

粘结力

小
。

加上本区地形起伏大
,

坡度陡
,

雨水多而集中
,

年降水量 90 0一1 , 2 00 毫米
,

在 7 、 8 月份易

形成强暴雨
,

构成地表洪流
,

造成强烈水土流失
。

年侵蚀模数每平方 公 里 2
,
5 00 一 17

,

00 0吨
。

尤

其赵村以西的二郎庙地区
,

水力侵蚀加上重力侵蚀
,

为泥石流多发区 , 四棵树以西
,

赵村以南的

土石山区
,

因地表植被度较高
,

水土流失较轻
。

l `
一石英岩土石山区

。

总面积 3 6
.

04平方公里
。

地表岩性主要由石英岩组成
,

夹少量紫色页

岩
,

地貌形态为阶梯状的单面山
,

岩层节理发育
,

岩石较破碎
,

在山麓坡脚处易 形 成 倒 石堆
。

沟谷切割深
,

地形起伏大
,

土层薄
,

多为风积黄土
。

缘上述
,

土石 山区的主要特征是 山缓坡陡沟谷深
,

雨多地少人 口稀
,

山地坡度多在 25
。

以上
,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有 65 人
。

年平均降水量 97 9
.

1毫米
,

年径流深 41 4
.

4毫米
,

地表风化物疏松
,

林草植被度 50 %左右
,

水土流失严重
。

今后的发展方向应以林
、

牧为主
,

林农牧副结合
,

发展多种

经营
。

水土保持工作应采取大面积封山育林
,

提高森林覆盖率
,

保持水土
,

涵养水源
,

具体要求

如下
:

1
、

25
。

以上的坡耕地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林
、

还牧
,

封 山育林
,

以发挥地利优势 , 25
.



以下的坡耕地要改造成水平梯田
,

使林草上坡
,

农田下沟
。

2 、
沟谷内要闸坝淤地

,

建谷坊拦蓄地面径流
,

削弱水 的冲刷力
,

拦截水土
。

3 、

在林地配置上
,

陡坡段应以营造乔木林为主
,

采取乔灌草混交 , 中坡段以营造水土保持
林为主

,

兼种牧草 , 缓坡段除以整修梯田为主外
,

应大力发展经济林
。

4 、

在石英岩
,

石灰岩等土层浅薄地区
,

应以生物措施为主
,

切忌采用抽槽法和反坡梯田等

工程措施
,

否则一旦没土
,

造成基岩裸露而无法治理
。

I 一丘陵区
。

位于土石山区以下
,

主要分布在市中部和西部观音堂
、

梁洼
、

瓦屋
、

赵村
、

四裸
.

树
、

鸡家
、

常村至保安一带
,
东北部的平顶山及舞钢区的西部和南部也有分布

。

丘陵区可划分为

9个 I 级类型区
:

I
:
一页岩

、

石灰岩丘隆区
。

总面积 1 1 4
.

32 平方公里
,

主要以石灰岩 为 主
,

页岩多为夹层状

或与灰岩呈互层状产出
。
丘陵顶部浑圆

,

石灰岩多裸露地表
,

丘陵中间多有小型山间盆地
,

沟谷

断面呈
“ U ” 型

。

由于石 灰岩抗风化能力强
,

很难形成风化土层
,

仅有 10 一60 厘米 的风积黄土及

页岩风化后形成的黄棕壤土
,

质地多为重壤和轻粘
。

土层较肥沃
,

有大量草皮固结
,

植被度低
,

约 10 一40 %
,

年降水量 8 00 毫米左右
,

水土流失中度至轻度
。

但有些 乡 村
,

在风积土层上开荒种

地
,

造成水土大量流失
,

基岩裸露
。

I
:

一片麻岩丘隆区
。

总面积 27 1
.

39 平方公里
。

地表岩性由太古代的片岩
、

片麻岩及各种混合

岩组成
,

长期暴露地表遭受侵蚀剥蚀
,

地势低缓
,

沟谷宽展
,

丘陵顶部浑圆
,

风化层较厚
,

土质

松软
,

通透性能良好
,

加之坡度缓
,

地表多被开垦为耕地
。

全区年降水量 80 0一 90 。毫米
,

多在 7

一 9 月形成暴雨
,

加上天然植被贫乏
,

林地少
,

土层抗侵蚀能力弱
,

年侵蚀 模 数 每 平 方 公 里
,

2 , 5 0 0一 5
, 0 0 0吨

,

造成水土强烈流失
。

I :
一安山岩丘陵区

。

总面积 14 7
.

2 6平方公里
。

地表岩性 主要为变酸性凝 灰 岩
、

片理化安血
岩和石英片岩

、

云母片岩等
,

为变质安山岩系
。

因其片理发育
,

促使自然风化剥蚀作 用快 而 均

匀
,

形区地势低缓的丘陵地形
,

母岩经风化形成灰棕壤
,

有一定的肥力
,

植被较好
,

土壤侵蚀为

中度流失
。

I `
一页岩

、

石英岩丘隆区
。

总面积 2 70
.

28 平方公里
。

地表岩性主要由石英岩
、

页岩 组 成
,

局部地区有石灰岩分布
。

本区主要特 征是 沟谷切割深
,

地形起伏大
,

土层薄
,

水源缺
,

沟谷呈
“ U

”
型

,

谷底宽阔并有现代堆积
。

植被一般比较好
,

土壤侵蚀一般为中度流失
,

但多为荒山草

坡
,

林地少
,

蚕坡多
。

局部林草覆盖区为中度侵蚀
,

但澎河水库上游页岩分布区
,

水土流失剧烈
。

互
6

一花肖岩丘院区
。

总面积 4 38
.

65 平方公里
。

地表岩性主要为粗粒似斑状花岗岩
,

因 其颗

粒大小不均
,

各种矿物颗粒间的膨胀系数不同
,

经年久风化
,

极易碎解成松散颗粒
,

形成厚厚的

风化层
。

本区年降水量 9 00 一 1 , 1 00 毫米
,

多集中在 7 一 9月份形成暴雨
,

风化层又没有良好植被

保护
,

造成水土大量流失 , 遇上山洪易被席卷成泥石流
,

冲毁农 田
、

房舍
,

造成人畜伤亡
`

I
。

一花岗岩
、

石英岩丘陵区
。

总面积 1 6 5
.

2 7平方公里
.

地表为元古界变质岩
,

震旦系石英岩 ,

安 山岩和燕山期花岗岩
。

山脚及山坡有残坡积物堆积
。

本区由于长期缓慢上升
,

经风化剥蚀
、

水

流切割和冰川刨蚀等破坏作用
,

多形成不连贯 的单面山
,

山顶多呈浑圆状
,

并残存有角峰及冰厂L

谷
,

沟谷呈
“ U型

” 。

年降水量 9 00 一 1 ,

10 。毫米
。

熊背至澎河一带
,

植被覆盖度 50 一70 %
,

林 地少
, ,

蚕坡多
,

水土流失严重
,

为强魔侵蚀区
, 舞钢区西部经综合治理后

,

林地面积大
,

植被好
,

覆盖

度 70 一 90 %
,

水土流失轻微
,

为轻度流失区
。

l
,

一片麻岩
、

石英岩丘隆区
。

总面积 8 6
.

37 平方公里
。

地表岩性主要为石英岩和片麻岩
。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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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岩明显不整合在片麻岩之上
,

片麻岩易风化
,

明显呈缓坡地形 ; 石英岩呈土黄色
、

浅紫色
,

厚

层状产出
,

单层厚度可达 1米以上
。

这些岩石致密坚硬
,

天然断面常形成陡壁悬崖
,

地貌形态以

单面山为特征
。

地表植被覆盖度低
,

片麻 岩 易 风 化碎解
,

但其地势低平
,

石英岩抗 风 化 能 力

强
,

坡面上的风积残土多有草皮固结
,

为中度流失
。

, 。
一砂页岩含然地层丘隆区

。

本区分布在平顶山及西区一带
,

总面积 10 8
.

73 平方公里
,

主要

为砂岩
、

页岩和煤层
,

在山麓坡脚有较厚的现代坡洪积物及坡残积物
。

山体走向近东西
,

多为不

连续的低角度单面山和连绵的平顶山
。

西部多为浑圆和馒头形起伏的岛状残丘
。

山坡南陡北缓
,

土

壤侵蚀强度有明显不同
: 北坡为层面坡

,

坡缓
,

一般 15
“

左右
,

人稀
,

植被达到 50 一70 %
,

中度流

失 , 南坡为断面坡
,

多断崖残壁
,

坡陡
、

人稠
、

植被差
,

植被度仅 30 一50 %
,

林 地 少
,

荒 草 坡

多
,

土壤通透性差
,

极易形成地表径流
,

又为煤田开发区
,

人为破坏大
。

土壤年侵蚀模数达到每

平方公里 7 ,

54 0吨
,

为强度流失
。

I
。

一泥砾石凝灰岩丘映区
。

总面积 89
.

47 平方公里
。

地表很少有基岩露头
,

完全 为 泥 砾 覆

盖
,

凝灰岩灰白色
,

多为孤立零星出落
,

坡面很缓
,

一般在 2 50 以下
。

植被覆 盖 度 50 一70 %
,

林

地少
,

草坡多
,

土壤侵蚀为中度流失
。

依据上述特征
,

丘陵区今后的治理方向
,

是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同时
,

坚持以林牧为主的方

向
,

从根本上改变荒山秃岭的面貌
,

逐步实现以林为中心的农林牧副结构
。

水土保持工作的主要

措施有
:

1
、

扩大以坡耕地改造为主的小流域综合治理
,

科学地配置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

防治水土流

失
,

充分合理地利用水土资源
,

加速农业经济的发展
,

使山丘区农 民尽快地富裕起来
。

2
、

林业上首先要解决稳定 山权林权
,

划定自留山
,

确定林业生产责任 制
,

实 行 国 家
、

集

体
、

个人一齐上 , 再者要调整林业结构
,

增加水土保持林和经济林的比例
,

以增加地面覆盏
。

3
、

畜牧业在农业生产结构中所占比例很不合理
,

全市宜牧草坡主要分布在丘陵和低山区
,

有 1 77
.

68 万亩
,

占总土地面积的 2 0
.

8%
,

而 目前畜牧业生产力低
,

饲料差
,

自然资源浪费严重
。

今后要因地制宜
,

积极推广沙打旺
、

红豆草
、

无芒雀麦
、

紫花首蓓
、

聚合草
、

草木择等优 良牧草

的种植
,

增加植被搜盖度
。

4
、

抓紧柞蚕坡的改造
,

使柞林蚕坡每亩达 3 5 0一40 0墩
,

郁闭度达到 80 %以上
,

提高蚕坡的

水土保持效益
。

5
、

本市山丘区不仅林牧业潜力很大
,

而且矿产
、

土特产
、

中草药等资源相当丰富
。

国家对

山丘区的农业生产应采取特殊政策
,

从财政
、

物资供应
、

产品加工
、

产品价格和科学技术等多方

面给于扶持
。

6
、

在兴修水利工程
、

开发矿业资源时
,

必须加强水土保持措施
。

万一肉地区
。

分布在前营
、

张八桥
、

昭平台
、

澎河
、

常村
、

保安一线以东及舞钢区的庙街
、

扬庄
、

尚店
、

尹集一带
,

东部与平原区接壤
。

岗地区可划分 7 个 I 级类型区
:

W
:

一肖状台地区
。

主要分布在宝丰县境内
,

面积 21 4
.

36 平方公里
。

台面高程 1 50 米左右
,

相

对高差 10 米上下
。

台面起伏不平
,

因被后期水流切割形成垄状岗及椭圆状岗地
。

主要岩性为冰破

泥砾
、

粘土及亚粘土
,

地表卵砾石密布
,

耕性差
。

地形一般较平坦
,

5
。

以下坡面 面 积占该区面

积的 72 %
,

灌溉条件好
。

植被覆盖度 70 一 80 %
,

一般无明显流失
。

但北部前营一带呈近东西向横

亘的岗岭上
,

泥砾石遍布
,

土地痔薄
,

土壤含水性差
,

植被覆盖度低
,

为轻度流失区
。

F
:
一凝灰岩

、

石灰岩肖地区
。

总面积 6 0
.

8 9平方公里
。

地表岩性主要为凝灰岩和石灰岩
,

石



灰岩多裸露地表
,

表层土壤为黄粘土
。

地形一般在 1 5
“

以下
,

植被覆盖度 60 一 80 %
,

水土流失 以

面蚀为主
,

年侵蚀模数每平方公里 2 00 一 80 0吨
,

属轻度流失
。

万 3
一泥砾石

、

石灰岩肖地区
。

由西向东呈带状分布在鲁山县的董村
、

辛 集 至白龟山水库北部

沿岸岗岭地带
,

面积 19 9
.

45 平方公里
。

地表岩性为褐黄
、

褐红
、

浅黄色的砂质泥 岩
、

砂质 粉砂

岩
、

钙质或砂质砾岩
、

透镜状砾岩及裸露地表的石灰岩
。

表层土壤为黄粘土和砂黄土
,

质地多为重

城至轻粘
,

经过耕种熟化形成黄棕壤
,

土质粘重
,

通透性差
。

该区地形起伏变化大
,

但坡度缓
,

3
。

一 1 5
“

左右
,

厦被 度低
,

地 下水埋藏深
,

为贫水区
。

年侵蚀模数每平方公里2 00 一 8 00 吨
,

土

壤轻度流失
。

VI
`

一山前肖坡区
。

总面积 1 0 3
.

14 平方公里
,

主要分布在平顶山丘陵区周围山麓边缘地带
,

其

岩性多因下伏基岩成份不同而变化
。

下部具底砾石层或透镜状砾石夹层
,

砾石多具棱角状或半棱角

状
,

分选性差
,

排列杂乱
。

常见砾石层夹红色粘土或红色亚粘土夹砾石层
,

形成相间混杂排列的

特征
,

为周期性水流所致
。

其堆积厚度的变化受基底地形控制
,

近 山麓
、

山间低地堆积较厚
,

一

般厚度 7 一 18 米 , 反之则较薄
。

靠近丘陵区北侧坡降大
,

冲沟发育
,

沟深达 5一 20 米
,

常形成滑

坡
,

表层土壤为黄土状亚粘土夹少量砾石 ; 南侧冲沟不发育
,

沟深 3 一 5 米
,

表层土 壤 为 亚 枯

土
、

亚砂土夹大量砾石及碎石
。

本区年降水量 70 0一 800 毫米
,

林地少
,

覆被度低
,

年侵蚀模数每

平方公里 1 , 2 5 0一 3
,

01 5吨
,

为轻度至中度流失
。

万
。

一泥砾石垄岗区
。

面积 4 0 1
.

02 平方公里
,

主要分布在让河
、

夏李一线以南至保安 一 带
,

南面与丘陵区接壤
。

本区因受残余山丘及河系的控制
,

形成弧形带状垄岗状地形
,

垄岗与平原有明

显陡坎
,

高差约 10 一 20 米
,

靠近丘陵区冲沟极发育
,

地形复杂
,

起伏变化大
,

但坡度 缓
,

一 般 在

3
。

一 5
” 。

全区覆被度低
,

年侵蚀模数 每 平 方 公里 3 00 一 2 ,

90 。吨
,

属轻度流失
。

万 。
一岗间平原区

。

分布在昭平台水库 以东 鲁 山 的 马楼至叶县的夏李
、

旧县一带
,

呈 指 状

展布
,

薛庄至小店一带也有分布
,

面积共 56 3
.

54 平方公里
。

本区地势平坦
,

地下水位浅
,

土壤为

浅棕黄色和灰棕黄色黄潮土
,

粒状和碎块状结构
,

疏松多孔
,

有机质含量 1 %左右
。

年降水量 85 。

毫米
,

年侵蚀模数每平方公里小于 20 0吨
,

为无明显流失区
。

W
,

一片麻岩
、

花肖岩枯土肖区
。

总面积 3 1 4
.

27 平方公里
。

地表岩性为 浅 黄
、

灰黄
、

褐红色

土状粉土质重亚砂土
、

轻亚粘土
,

疏松多孔隙
,

通透性 良好
,

母岩为片麻岩和花岗岩
。

本区年降

水量大
,

一般为 9 00 一 1 , 1 00 毫米
,

多集中在 7 一 9 月份形成暴雨
。

植被覆盖度低
,

庙街和尹集一

带基岩直接裸露地表
,

水土流失严重
,

大部为强度流失
。

综上所述
,

本市岗地区的主要特点是岗面起伏不平
,

岗坡平缓
,

耕地地块多顺地形等高线方向

伸展
,

大小不一
。

耕地面积大
,

土壤痔薄
,

水源缺乏
。

年平均降水量 86 9毫米
,

年径流深 25 1
.

9毫米
。

土壤侵蚀强度大部分为轻度流失
,

部分为强度或不明显流失
。

岗地区今后的治理
:

1 、

发展经流林和人工牧草
,

增加林草覆被
,

实行林粮间作
,

林草间作
,

以提高土壤肥力
,

增加产量
;

2
、

建立养殖业基地
,

发展畜牧业
、

水产养殖业
、

林业等产业 ,

3
、

改变种植方法
,

推广深耕法
,

提高土壤蓄墒抗早能力
,

改 良土壤
,

增加土壤团粒结构
,

提高土壤的孔隙率和渗水性能
,

达到保水保土保肥的目的
,

提高水土保持效益
,

4
、

以蓄水工程为主
,

采取深沟建谷坊
,

宽沟筑梯田
,

大冲建水库
,

小冲建大塘的办法
,

建

立分散拦蓄
,

节节阻流的防线
,

防治水土流失
, 同时为扩大沟谷 良田和农田灌溉创造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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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一平原区
。

主要分布在本市东部平顶山以南
,

张官营
、

旧县一线以东
,

舞钢区东北部的辽

阔地区及沙河
、

汝河
、

澄河沿岸一带
。

按其地貌形态可划分为 3 个 l 级类型区
:

V
,

一河川砂壤平原区
。

位于本市北部的汝河
、

中部的沙河及南部的遭河沿岸
,

成 三 条带状

分布
,

面积共 5 74
.

16 平方公里
。

汝河平原地面高程 90 一 1 30 米
,

相对高差 5 一 10 米
,

由河漫 滩 及

超漫滩组成
。

漫滩及河床为粉砂
、

砂砾石组成
,

具明显的二元结构
,

大面积为超漫滩
,

与漫滩 为

缓坡相接壤
,

后缘与岗状台地 以陡坎相接
,

高差 3 一 5 米
,

坎面平坦
,

略向河谷倾斜
;
沙河

、

遭

河平原地面高程 60 一 1 10 米
,

地形平坦
,

岩性以冲积亚砂土
、

亚粘土为主
,

局部有淤泥 沉 积
,

沿

河流两侧地段分布有零星砂丘和砂垄
,

比河床高 3一 5米
。

本区植被良好
,

.

土壤肥沃
,

水源丰富
,

水土无明显流失
。

V
Z

一冲积平原区
。

总面积 8 5 2
.

62 平方公里
。

岩性 以浅黄
、

灰黄色粉土质冲积亚砂土 和 亚粘

土为主
,

低洼处有湖沼相淤泥质粘土沉积
。

从地貌形态来看
,

本区大部为近代河流 I 级阶地及近代

冲积平原地形
,

略高于现代河 床及河漫滩
,

地下水位高
,

地势平坦开阔
,

局部点缀有少量基岩残丘

和高度不大甚至不明显的残 岗
。

全区均被开垦为耕地
,

地块平整而规则
,

是本市主要农业区
,

地

表植被良好
,

水土无明显流失
。

V
3

一低洼易涝区
。

分布在叶县东部的廉村
、

水寨一带
,

面积 1 08
.

73 平方 公 里
,

地形低洼
,

地表土层为重壤至轻壤
,

土质粘重
,

土壤中性至微碱性
,

透水性差
,

排水不 良
。

一遇雨水过多就

会发生涝灾
,

土壤基本不流失
。

平原区的重要特征是人 口密度大
,

每平方公里 8 24 人
,

年平均降水量 8 2 2
.

2毫 米
,

年 径 流 深

2 2 2
.

5毫 米
。

地 势平坦
、

开阔
,

土壤肥沃
,

光热充足
,

地下水丰富
,

以种植业为主
,

是全市粮
、

油
、

菜的主要产区
。

本区今后的发展方向是立足农村
,

面向城市
,

贯彻郊区农业为城市服务的方针
,

组织好种植

业
、

养殖业
、

畜牧业等产业
,

建立相应的商品生产基地
,

提供丰富的肉
、

蛋
、

奶等生活物资
。

河川沿岸及滩地上要营造防护林带
,

以避免风沙危害 , 平原要实现农 田 林 网 化
,

以保护耕

地
;
低洼易涝区要采取挖沟排水

,

发展井灌等措施控制和降低地下水位
,

实行早改水
,

增施有机

肥
,

用适期适土耕作方法改 良土壤
,

集中抓好夏粮生产
。

秋季雨水多
,

易涝
,

应多种 高 秆 型 作

物
,

发展应变型农业
。

矛俄二伙火弓欠弓K 心长褚长考今之摇1今老二供长心拭名二
二

今毛备(名李今心、祝李衬长考》佣李心弓二供李言名二铭李倪二心名翻冲名冷委材李挑矛拥李材二心牛特老奋<嘴矛材李今毛李共李右劣X名K心K毛长咭

(上接第64 页 ) 较大面积的刺槐密度
,

均超过水土保持林的技术要求
,

而且生长 茂 密
,

郁 闭 度

70 % 以上
。

树下天然牧草保护良好
,

生长特别旺盛
,

覆盖度达 85 % 以上
。

据 1 9 8 4年讯后调查
,

该

流域的一坡面
,

坡度 约 35
。

以上
,

坡长 1 00 米
,

宽约 60 米
,

合 6 , 0 00 平方米
,

平均径流冲刷厚度约

20 厘米
,

冲走泥土 1 , 2 00 立 方米
,

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营造刺槐水土保持林
,

加上陡坡开荒
,

天

然牧草被破坏
,

造成滑坡
、

塌陷 , 相反经过治理
,

营造刺槐水土保持林 7 00 亩
,

后曾在 1 9 8 2一 1 9 8 4

年三年讯期长
、

雨量 大 而多的情况下
,

都能控制日降雨量 1 50 毫米
,

面蚀轻微
。
出现的情况是树

外大雨
,

树内小雨 , 树外小雨
,

树内无雨 ; 雨后清水细流
,

土不流失
。

3
、

阴坡营造刺愧与阳坡营造刺挽成活率对比
。

据我们对阴坡营造刺槐试验对比
,

阴坡营造刺

槐成活率达 95 % 以上
,

.

生长茂密
,

生长的快 ; 而 阳坡成活率只达 45 %左右
,

并且生 长 成
, “
小 老

树
”
状态

。

阴坡和阳坡相比成活率高47
.

37 %
,

生长速度快 2 / 3
。

通过实践证明
,

初步得 出结论
,

刺槐最适宜土层厚
,

土壤湿润的环境生长
,

是小流域治理的

最佳水土保持树种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