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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破坏加重了辽宁省的旱涝灾害

于 文 波

(辽宁省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 )

水土保持是发展 山区经济的生命线
,

也是治理江河
、

抗御早涝
、

风沙等自然灾害
,

保护和合

理利用水土林等重要 自然资源
,

创造 良好生态环境的根本措施
。 “

光山秃岭和尚头
,

天晴下雨都

发愁
” 、 “ 山上开荒

,

山下遭殃
” ,

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的这两句谚语
,

真实而深刻地说明了水

土保持和人们生产
、

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

山区水土保持一旦遭到破坏
,

就会出现
“
暴雨洪峰涌

,

天晴一片干
” 。

这种遇雨涝灾
、

无雨旱灾的情况
,

不仅直接危害山区农林牧副渔业的发展
,

还要

影响平原地区四化建设的进程
。

辽宁省的年降水量
,

因受大气环流和 自然环境的影响
,

分布很不均匀
。

西部地 区降雨稀少
,

多年平均 5 00 毫米左右
,

十年九旱
;
东部地 区在 1 , 2 00 毫米上下

。

全年降水量多集中在夏季
,

常常

是春早秋涝
,

早涝交替发生
。

旱涝灾害给人民的生产
、

生活和国民经济建设造成严重影响
。

据历史

文献记载
,

辽宁省自从公元十二世纪到十九世纪的 8 00 年间
,

发生旱灾 84 次
,

平均 9 年多 1 次
,

发生涝灾 59 次
,

平均 13 年多一次 ; 而二十世纪以来到现在共发生早灾 2 5次
,

平均 3 年 1 次
,

发生

涝灾 24 次
,

平均 3 年半 1 次 ;
建国以来的 36 年间

,

发生早灾 12 次
,

发生涝灾 10 次
,

这是有史以来

辽宁省旱涝灾害最多的时期
。

1 9 8 5年 7 一 8 月间发生的大暴雨洪水
,

各大中小河流洪水猛涨
,

辽

河
、

浑河
、

太子河洪峰迭起
,

洪水总量之大
,

洪峰持续时间之长
,

受灾面之广
,

都是建国以来所

没有的
。

巧
, 0 00 处水利工程受到严重破坏

,

农田受灾 1 60 万公顷
,

减产粮食 5 00 万吨
,

直接经济损

失达 4 7多亿元
。

早洪灾害之所以越来越频繁
,

除大气环流的影响以外
,

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

人

口的增加
,

人类活动对森林植被的不断破坏
,

生态环境逐渐恶化
,

水土流失 日趋严重的结果
。

朝

阳地区历史上本来是一个
“
棒打抱子瓢舀鱼

,

野鸡飞到饭锅里
” ,

森林茂密
,

山青水 秀 的 好 地

方
。

从 清朝开始大面积植被遭到破坏
,

加上历代频繁的战争
,

长期对森林
、

草原掠夺式的经营
,

大地植被逐渐被破坏殆尽
,

形成童山秃岭
、

赤地千里
,

水土流失加剧
,

致使旱涝灾害日益严重
。

据历史文献记载
,

在植被破坏前的 2 28 年间 ( 即 15 1 2一 1 7 4 0年 )
、

,

平均 19 年发生一次旱灾 ; 而 植

被破坏后的 2 40 年间 (即 1 7 4 1一 1 9 8 1年 )
,

平均 6 年发生一次早灾
。

严重的水土流失
,

不仅 把 山

区的土地切割成支离破碎
,

而且土壤大量冲走
,

耕地肥力减退
,

地下水位下降
。

1 98工年大早
,

大

凌河沿岸地下水比 1 9 7 9年下降 3
.

7米 ;西部朝阳全区有 50 多万人
、

10 多万头牲畜吃水 发生 困 难
。

东部地区由于水冲沙压
,

耕地面积比解放初期减少 20 万公顷以上
,

占总耕地面积的 30 %多
,

其中

2 / 3是水土流失造成的
。

同时每当洪水夹带大量泥沙下泄
,

淤塞河道
、

水库
,

冲毁农田
,

威胁村庄
,

.

破坏交通和工矿生产
。



辽河的支流柳河
,

过去每年往下游输沙达 2 ,

00 0多万吨
。

辽河下游河道平均每年淤高 10 多厘米
,

20 年间淤高 1一 2 米
, 成为地上河

。

辽河的行洪能力由五十年代的 5 ,

00 0秒立方米 (2 O年一遇 )
,

降低到 3 ,

00 0秒立方米 ( 5 年一遇 ) , 1 9 8 5年汛期只有 2 ,

00 0秒立方米 ( 3 年一遇 )
,

即全线告急
。

辽

河流域共有水土流失面积 2 8 4
.

7万公顷
,

到现在只初步治理了 1 17 万公顷
,

还有 5 6%的水土流失面积
`

巫待治理
。

现在每年入河的泥沙量仍然很大
,

柳河每年有 1 , 0 00 多万吨泥沙淤到柳河 口至 盘 山六

间房的辽河段
,

对辽河的防洪极为不利
。

上游水土流失下泻的泥沙
,

淤积水库十分惊人
。

朝阳县 1 9 5 8年 以来
,

建成的 5 6座中小型水库
,

已有 12 座因泥沙淤积严重而报废
;
建平县白山水库六十年代建成后的 20 年间

,

淤积泥沙 达 1 ,

23 伽

万立方米
,

损失库容 71 %
。

全省大中型水库
,

由于泥沙淤积共损失库容 1 亿多立方米
,

等于报废

1 座大型水库
,

连上游植被较好的大伙房水库
,

泥沙淤积也很严重
,

建库20 多年来
,

淤积量达 3 , 2 60
·

万立方米
。

由此使我们看到
,

水土流失直接影响水利工程的寿命及其兴利除害效益的充分发挥
。

辽宁省东部山区
,

是辽河平原的天然屏障
,

辽河平原又是全省的重要商品粮基地 , 辽河平原

的早涝
、

丰歉
,

直接受东部山区森林植被情况的影响
。

因此
,

山区与平原是互相依存
,

互相制约

的关系
,

只有保护好东部 山区
,

才能建设好辽河平原
;
反过来

,

平原地区工农业生产稳定发展
,

物

阜民丰
,

才能有力地支援 山区建设
。

长期以来
,

东部山区陡坡开荒
、

毁林栽参
,

以及砍柴
、

开矿

等
,

对森林资原的破坏十分严重
,

水土流失面积有增无减
,

涵养水源能力 极 大地减 弱
,

水 资源

逐年减少
,

调节气侯功能降低
。

据气象资料
,

东部山区的年降水量五十年代是 9 8 1
.

7毫米
,

七 十

年代是 85 9
.

6毫米
,

20 年间减少了 12
.

4%
。

由于严重的水土流失
,

导致土壤侵蚀模数不断增 加
:

浑河的支流苏子河六十年代的年侵蚀模数为 6 3
.

9吨 /平方公里
,

七十年代增加到 1 5 3吨 /平方公里
,

增加了 1 39
.

4% ; 太子河上游六十年代的侵蚀模数为 91 吨 /平方公里
,

七十年代增加到 18 9吨 /平方

公里
,

增加了 1 07 %
。

破坏森林资源的结果是早涝灾害更加频繁
:

丹东地区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

20 年间
,

发生严重水灾 5 次
,

而 1 9 3 7一 1 9 5 8年的 22 年间只发生两次 , 同时早灾发生的次数增多
,

周期缩短
。
1 9 49一 1 9 7 0年的 22 年间

,

发主全区性的春早
、

秋早 7 次
,

平均 3 年一次 ; 而 1 9 7 0一 1 9 7牙

年的 10 年间却发生 8 次之多
。

下游平原地区工农业用水紧张
,

沈阳地区地下水位下降
,

都和东部

的严重水土流失有关
。

可见如果不在上游维护和恢复 山区植被
,

大力搞好水土保持
,

使降水就地

控制
、

拦蓄
,

就很难战胜旱涝灾害的威胁 ; 听任水土流失
,

岭秃山光
,

山区建设就没有希望
,

平

原地区也要深受其害
。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
,

搞好山 区水土保持
,

战胜旱涝自然灾害
,

保障四化建设顺利发展
,

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措施
。

1 9 8 1年 以来
,

辽宁省的水土保持工作
,

开始由过去的无规划
、

打乱

仗
,

转向以小流域为单元
,

因地制宜
,

全面规划
,

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相结合
,

进行综合治理
,

集中治理
,

连续治理
,

治一处成一处
,

治一片受益一片
。

实践证明
,

哪里综合治理搞得好
,

哪里的

水土流失就基本得到控制
,
社会效益

、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很显著
。

林草植物措施 的 作 用 在

于将地表径流转变为地下水
,

特别是森林对河流泥沙含量和洪水流量
,

具有强大的 控 制 和 调节

作用
。 “

山青水秀
” 、

“ 穷山恶水
” ,

是对林
、

水关系生动地概括
,

穷山不治
,

恶水难驯
。

据渺

定
,

每 3 ,

40 。公顷森林的蓄水量相当于一座容量 100 万立方米的小水库
。

东部山区有 20 0多万 公 顷

森林
,

蓄水能力相当于 6 座容量为 1 亿立方米的大水库
。

正如群众说的
“ 山上多栽树

,

等于修水

库
,

水多它能吞
,

水少它能吐
” 。

具体说植物措施的作用
:

一是树冠
、

草体截留降雨
,

减免降雨

2 3
,



对地面的冲击
,

减少径流量
,

减缓径流速度
; 二是林草长期积累的枯枝落叶

,

逐渐形成犹如海绵

似的腐殖质层
,

起到吸水
、

缓流和涵养水源的作用 ; 三是改善小气侯
,

据观测
,

有林地比无林地

相对湿度要高 1 0一 20 % ; 四是林草根系盘根错节
,

密集成网
,

固土保水
,

林地比非林地减少径流量

70 %多
,

冲刷量减少 9 4 %
,

削减洪峰量 70 % 以上
,

草地比一般农田
、

荒坡减少径流量 37 %
,

减少

冲刷量 47 %
。

有林地和无林地确实大不相同
。

1 9 8 1年 7 月 28 日
,

辽南地区下场大雨
,

山洪暴发
,

产

生 了巨大的泥石流灾害
,

滑坡 8 ,

33 6处
,

冲毁农田 9 , 9 34 公顷
,

冲毁果树 30 万株
,

冲倒房屋 3
.

8 万

多间
,

经济损失达 5 亿多元
。

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原因
,

主要是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
新金县刘

大水库上游的同益乡
,

森林覆被率 己由解放初期的 50 %下降到 10 %
,

造成生态严重失调
。

据对 5 79

个滑坡地块的调查
,

有林地的只有两块
,

占滑坡地块的 0
.

3%
,

其他都是无林地
、

小开荒 和 柞蚕

场等
。

水土保持的工程措施
,

是指在荒坡
、

沟壑兴建以蓄水保土为主要 目的
,

为植物成活
、

生长创

造条件的小型水利工程
,

如鱼鳞坑
、

水平沟
、

塘坝
、

谷坊 以及修筑 田间工程
、

梯田等
。

设计标准一

般是 10 年一遇
,

每公顷地可蓄水 7 50 多立方米
,

达到一次降雨 1 00 毫米水不下山
,

泥不出沟
。

建平

县 1 9 8 4年 8 月 10 日一次降雨 12 3毫米 (最大 15 5毫米 )
,

产流 1
.

82 亿立方米
,

占降水量的 30 %
。

全

县的水利工程和水土保持工程共拦蓄 7 ,

10 0立方米
,

占产流总量的 39 %
,

其中水土保持丁措 施 (主

要是工程 ) 拦蓄 6 , 7 86 万立方米
,

占产流总量的 34 %
。

这次暴雨
,

全县约产沙 7 00 一 1
,

00 0万 立 方

米
,

水土保持措施拦蓄 300 一 4 20 万立方米
,

占产沙量的 42 %
。

把坡耕地修成梯田
,

是山区充分利用天然降水
,

使之就地拦蓄
,

为植物生长
、

发 育 提供 水

肥土条件
,

是 山区实行早作农业
、

保证农业增产的一项重要措施
。

辽宁省共有坡耕地面积 124 万

多公顷
,

水肥土流失都很严重
。

如果把坡耕地修成水平梯田和坡式梯田
,

果园地修成复式梯田以

及实行缓坡地等高耕作等措施
,

就能减缓坡度
,

缩短坡长
,

增厚土层
,

蓄水保土
,

减 缓 径 流 速

度
,

增大土壤的入渗能力
,

变
“ 三跑田

”
为

“ 三保田 (保水
、

保土
、

保肥 ) ” ,

从而有效地提高

单位面积产量
。

水平梯田是农业田间工程的主体
,

是一项一次建成长期受益的蓄水保土作用最强

的农田基本建设
。

辽宁现有水平梯田 4 0
.

6万公顷
,

按每公顷一次拦蓄 7 50 立方米水计
,

共可蓄水 3

亿多立方米
,

相当于 3 座容量为 1 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
。

据建平县 3 个乡的实测
,

水平梯田比一般

坡耕地的径流减少 9 9
.

2 %
,

泥沙流失量减少 9 9
.

7%
,

增产效益显著
。

该县喀喇沁乡 1 9 8 0年大面积

调查证明
,

坡耕地修成水平梯田
,

只要不打乱土层
,

当年就增产 66 %
,

第 3 年增 产 1 45 %
,

第 5

年增产 1 72 %
。

造成水土流失的原因
,

有自然方面的因素
,

如暴雨强度大
,

地形坡度陡
,

植被条件差等
。

但

是不适当的人类活动
,

如毁林开荒
、

陡坡种植
、

乱砍滥伐等人为的破坏
,

是一个重要 的 直接 原

因
。

破坏容易恢复难
,

对大地植被如果放松管理
,

一味搞掠夺式的经营
,

只索取 不 给 予
,

那 么

已有的森林资源就可能毁于一旦
。

短时间的破坏是多少年也难以弥补的
。

如果加强管理
,

合理经

营
,

就能保持青山常在
,

永续利用
,

发挥森林的综合防护作用
,

造福人民
。

随着人类的进步
,

科

学技术的发展
,

只要我们的工作跟上去
,

完全有可能使人们从过去盲目的向大自然索取
,

转向对

自然资源自觉的保护
,

精心的培育
,

有计划的更新改造
,

合理的开发利用
。

因此在加 速 治理 水

土流失的同时
,

坚持
“
防治并重

,

治管结合
” 的方针

,

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
,

切实保护好山区林

草植被和各项水土保持设施
,

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

目前
,

有些地方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
,

不



错破坏 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

对于这种杀鸡取卵
、

竭泽而渔的作法
,

各级领导决不能无动于

衷
,

要采取坚决的措施
,

制止这种破坏水土保持的行为
。

东部地区的水土流失面积至 今 有增 无

减
,

治理的速度赶不上破坏的速度
。

如果再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

就有可能重蹈辽西的覆辙
。

人们对森林植被的破坏
,

迟早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

破坏水土保持
,

不仅是陡坡毁林毁草开荒
,

乱砍滥伐林木
,

还有在山区 开 矿
、

采 石
、

筑 路

等基本建设
,

任意破坏地貌和植被
,

忽视水土保持
。

据调查
,

丹东市共有各种矿 点 和 采 石 场

1 ,

68 0处
,

每年排弃废渣
、

沙石等4 00 多万立方米
,

任意弃于山坡
、

河岸
,

大都没有采取水土保持

措施
,

每当暴雨即造成严重水土流失
,

大量泥沙下泻
,

增大了河道的泥沙量
,

束窄河道
,

影响防

洪
,

造成灾害
。

全省 8 6
.

7万公顷蚕场长期疏于管理
,

只放养不建设
,

是破坏水土保持的另一个值

得注意的问题
。

由于农村能源紧张
,

薪炭林很少
,

节柴措施不力
,

因而群众为了解决烧柴
,

而对

蚕场进行频繁更新
,

更新期由过去的 5 一 6 年缩短为 2 一 3 年
,

甚至 1一 2 年
。

结果蚕场成了柴

场
,

枝条砍光
,

植被刨光
,

沙化严重
。

据调查
,

现有蚕场中树势衰退
,

缺墩少株
,

植 被 遭 到 破

坏
,

水土流失严重的 占60 %
。

这对生态环境是个严重威胁
。

所有这些
,

都要求我们根据国务院颁发的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和 《辽宁省水土保持工作实

施细则》 精神
,

采取正确的政策
,

制定具体的措施和乡规民约
,

认真解决当前存在的间题
,

大力

加强水土保持工作
。

一定要禁止陡坡开荒
,

现有陡坡地要逐步退耕还林 ; 积极地妥善地解决群众

烧柴困难
,

保护和建设草场
、

蚕场
,

防止沙化
,
林业要合理采伐

,

及时更新
,

搞好 植 树 造 林
、

封山育林
;
无论集体和个人进行开矿等生产活动

,

都要采取水土保持措施
,

防止水土流失
,

否则以

破坏水土保持论处
。

为使广大干部
、

群众认识水土流失的危害性和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

要广泛深

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

使他们真正认识到
,

搞好水土保持是一项利及子孙
、

造福当代
、

治穷致富
、

利

国利民的伟大事业
;
靠山

、

吃山
,

更要爱山
、

养山
,

保护森林植被
,

防治水土流失
,

人人有责
。

为

了调动山区人民的积极性
,

凡是积极保护林草植被
、

合理利用水土保持措施发展生产的单位和个

人
,

应当受到鼓励和支持
;
凡是只顾眼前利益

,

搞掠夺式经营
,

破坏水土保持设施
,

造成新的水

土流失者
,

应当在经济上赔偿损失
; 同时要加强法制

,

严明法纪
,

对那些明知故犯
,

屡教不改
,

严重破坏水土保持的单位和个人
,

必须严肃处理
,

情节严重的要追究领导责任或绳之以法
。

只有

这样
,

才能有效地保护森林植被
,

控制水土流失才有希望
,

做到青山永存
,

碧水长流
,

加速实现生

产上和生态上的 良险循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