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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区水土保持工程永毁的教训

韩 文 林

(吉林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处 )

长白山区位于吉林省东南部
,

地理位 置为东经 1 2 5
0

0 4 ,

一 2 2 9
0

1 0 尹 ,

北 纬 4 0
0

3 0 /

一 4 4
0

0 5 产 之

间
。

它包括通化
、

浑江
、

梅河口市所属的县 ( 区 )
,

辽源市的东丰县
,

吉林市的蛟河
、

盘石
、

桦甸

县
,

延边朝鲜族 自治州所属的县 (市 )
,

共 26 个县 (市
、

区 )
, 3 91 个乡 (镇 )

,

总人口 6 90 万
,

其中农业人口 42 0万
,

占总人 口的 60 %
。

人 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7 3
.

6人
。

长白山区总面积为 9 58 万多公顷
,

其中
:

耕地面积约 10 0多万公顷
,

占总 面 积 的 1 0
.

5%
,

其

中坡耕地 4 3万公项
,

占耕地面积的 43 % ;
林地面积 71 6万公顷

,

占总面积的 7 4
.

7% ;
荒 山面 积 49

万公顷
,

占总面积的 5
.

1% ;
水域面积20 万公顷

,

占总面积的 2
.

1% ;
牧场

、

果园和村屯等面积约

7 4万公顷
,

占总面积的 7
.

6%
。

长白山区地势东南高
,

西北低
。

东南部有我国著名的长白山
,

有吉林省境内的高峰—
白云

’

峰
,

海拔 2
,

691 米
,

也是东北地区的最高峰
。

该区内山峦起伏
,

沟壑纵横
,

山高坡陡
,

水流湍急
。

山地海拔多在 5 0 0一 1 , 5 0 0米
,

相对高差为 4 0 0一 5 0 0米
。

长 白山区是东北较大江河鸭绿江
、

图们江和第二松花江的发源地
,

吉林省主要河流也都发源

在这里
。

水 资源丰富
,

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2 23 亿立方米
,

占全省总径流量的 62
.

5 %
,

是 全省 的主

要产水区
。

长白山区森林资源也 比较丰富
,

其分布在我国水平地带性植被区划中属于温带 针 阔 叶 混 交

林带
。

到 目前为止
,

尚存有一部分郁郁葱葱
、

遮天蔽 日的原始森林
,

呈现出 一 望 无 际 的 林 海

景观
。

该区树木种类繁多
,

蓄积量大
,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

都是全国和全省木材供 应 基 地 之

一
。

林木中经济价值较高
,

利用范围较广的有红松
、

落叶松
、

云杉
、

冷杉
、

赤松
、

水 曲柳
、

黄菠

萝和胡桃揪等 ; 林型有岳桦苔醉林型
、

松阔草类林型
、

柞草类林型
、

柞胡类林型
、

杨桦类林型
、

胡柳洼地林型等
;
草本植物有草甸沼泽植物群落

、

湿草地植物群落
、

中生草本植物群落和苔鲜群

落等
。

这些森林植物对减缓径流
、

固结土壤
、

控制水土流失
,

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

长 白山区的广大群众和干部
,

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
,

认真地贯彻执行了
“
防治并重

,

治

管结合
,

因地制宜
,

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除害兴利
” 的水土保持工作方针

,

经过多 年 艰 苦 奋

斗
,

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73
.

3万公顷
,

占原有水土流失面积的 4 7
.

6%
。

在治理过程中
,

积累了

较为丰富的经验
,

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

如通化市环城乡石棚村
、

浑江市临江镇东光村和龙县东

城乡琵岩村
、

柳河县时家店乡
、

东丰县四平乡福胜村
、

通化县江甸子乡复胜村等
,

都本着因地制

宜
,

因害设防
,

以生物措施为主
,

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原则
,

进行了综 合 治 理
,

减 轻



了水土流失危害程度
,

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

可是这个区在过去
,

同全国一样
,

由于长期受
“
左 ,,v

的思 想影响
、

十年动乱的干扰和工作的失误
,

曾出现边治理边破坏的情形
。

有的地方由于 片面

理解 “ 以粮为纲
” 的方针

,

出现较为普遍地毁林毁草开荒
、

陡坡开荒和乱砍滥伐 现 象
,

有 的 森

林采伐面积大于更新面积等
,

致使该区的水土流失面积有所扩大
。

据统计
,

整个区新增加水土流

失面积 12 万公顷
,

其中
:
坡地开荒 4

.

3万公顷
,

乱砍滥伐和迹地没能及时更新面积 7
.

5万公顷
,

风

沙地 1 , 1 00 公顷
。

在新增加的水土流失面积中
,

绝大多数是破坏了森林植被
。

据调查
,

森林覆被率

由1 9 5 8年的 8 3%
,

下降到 目前 68
.

3 %
,

成壮林日渐减少
,

幼林和荒山不断增加
,

涵养水源能力 日

益变弱
,

洪早灾害也随之不断发生
。

吉林省 1 9 8 5年汛期
,

天气反常
,

从 8 月起副高压势力较往年强
,

位置偏北
。

全省正处在它的

北侧边缘地带
,

暖湿气流活动频繁
,

所以在 8 月内
,

有 4 次台风和一个由高空槽引导的台风天气

系统通过
,

直接影响全省的天气变化
,

同时也影响着长 白山区的天气变化
。

这是吉林省有气象资

料以来从未有过的恶劣天气形势
。

全省 1 9 8 5年汛期总雨量为 58 1毫米
,

相当于 30 年一遇的雨量
,

是建国以来第二个多雨年
。

雨量较历年多2 9
.

4%
,

为正常年的 1
.

3倍
。

长 白山区汛期的 降雨 量相

当于 20 年一遇
。

由于几次台风接踵而来
,

引起长白山区降了中到大雨
,

使土壤水分经常处于饱和

状态
,

径流系数一般保持在 0
.

6一 0
.

7左右
,

所以地表径流量明显加大
,

同时也加重了水土流失的

程度
。

长白山区由于森林植被不断减少
,

加上 1 9 8 5年汛期暴雨洪水
,

冲毁了较多的水土保持设施和

工程
。

据统计
,

全区共冲毁工程的土石方 1 30
.

5万立方米
,

各种谷坊 1 9 ,

30 5座
,

护岸工程 2 30
,

51 3

延米
,

沟头防护 1 , 。03 处
,
冲毁水土保持林 78 公顷

,

苗圃 8 公顷 ; 冲毁截水 沟 62
,

90 0延 米
,

蓄水

池 171 个
,

小型桥涵 16 5座
,

塘坝 96 座 ;
水冲砂压农田约2

.

2万公顷
。

造 成 巨 大的直接经济损失租

严重破坏
。

四

长白山区 1 98 5年汛期
,

所造成水毁水土保持设施数量之多
,

经济损失之重
,

都是历史上少有

的
,

归纳其主要原因
,

除汛期出现台风路线重复
、

降雨量大和降雨次数多等气候因素之外
,

人为

因素所造成的原因有
:

首先是这个区由于乱砍滥伐
、

毁林开荒
、

超采和更新欠帐等
,

破坏森林植被面积 达 住 万 公

顷
,

占该区总面积的 1
.

2 %
。

如果这些森林不被破坏
,

汛期的蒸腾量就可减少径流量 7 , 4 51 万立方

米
,

再加上森林的枝叶截留
、

枯枝落叶层的吸收和林地的下渗等水量
,

共计为 1 亿 立 方米
,

财

减缓径流的数量占该区总径流量的 3%
。

这样能充分发挥森林对保持水土所起 的 重 大 作 用
,

可

直接减少水毁水土保持各项设施的数量
。

今后为了更好地搞好该区的水土流失治理
,

应通过以生

物措施为主的治理途径
,

保护好现有森林不再继续遭到破坏
,

长期发挥调节径流作 用
。

除对现有

森林按计划采伐
,

及时更新
,

严格制止乱砍滥伐和毁林开荒外
,

还要很好地解决这里的生活能源

问题
。

因这个地区人 口近 7 00 万
,

其中农业人 口就有 420 万
,

他们 目前做饭取暖
,

主要燃料是木材

和煤炭
。

而这个地区由于受长白山大喷发的影响
,

煤 田地质条件较差
,

地质 构造 复杂
,

开 采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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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经验教训 搞好综合治理

马 德 福

(吉林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处 )

1 9 3 5年 汛 期 ( 6一 9月 )
,

吉林省发生了建国以来罕见的暴雨拱水
,

冲毁了大量的水土保

持工程
,

给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很大损失和灾害
,

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

但是
,

也有不少工

程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

保持了水土
,

有效地控制了洪水灾害
。

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教 训
,

必将为今

后进一步搞好水土流失区的治理
,

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

吉林省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中部
,

土地面积 18
.

7 4万平方公里
,

山区
、

半山丘陵区
、

平原区各
之 z矛 之尸矛

、
乡公己佗

、

占公己宝尺少公
、
少公乙今吞个心骨之嘴

、
之2公己 佗卜巴石

、

之石吧
子` 、

之夕公之石从少宁占今己佗之 / 奋吞令迁分 `
,

5 佗
、
己佗

、

之左
、

之
尹

言 遭嘴
、

之石
、

吞今乙夕杏令 己佗 己嘴望Z 卜乡石 之而吧少公迁z 矿心尸;
、

难
,

运输又十分不便
。

所以
,

这里目前生活能源仍以木材为主
,

每年要有数十万立方米木材做为

薪柴烧掉
,

不仅浪费了大量木材原料
,

同时也破坏了森林生态平衡
。

因此
,

今后 应 发 挥 这里的

水力资源优势
,

扬长避短
,

发展 山区小水电
,

留有适当面积的薪炭林和在有条件的地方推广沼气

和节柴灶
。

只有这样
,

才有可能解决好这里的生活能源
,

才能保护好这里的森林
,

也才能促进这

里的生态 向着 良性循环方面发展
。

’

其次是因为这里的各项洽理措施
,

特别是修建的各种水土保持工程
,

大多数都没有进行水文

计算
,

同时也很少有规划和设计
,

因而有的工程标准较高
,

有的较低 , 有的经受了洪水的考验
,

有的被洪水冲垮
,

没能充分发挥保持水土的作用
。

通过这次水毁应充分地认识到
,

今后在治理之

前
,

必须认真搞好水文分析计算
,

作好规划设计
,

保证工程安全
,

提高工程的防御洪水的能力
。

再一个原因是长白山区在过去的治理上
,

缺乏科学性
,

出现先治河后治坡
,

先治下后治上的

错误
,

有的把小流域治理片面的认为就是治河
,

而没能很好地摆好治本与治标的关系
。

所以山上
的植树造林和坡耕地的治理

,

没能较好地搞上去
。

还有的在治理山区小河过程中
,

过分强调裁弯取

直
,

结果缩短了流程
,

增加了比降
,

造成严重冲刷
。

在治理措施上
,

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配合的

不够好
,

修了堤不栽树
,

或栽了树不修堤
,

护了坡不插柳
,

插了柳不护坡
,

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

脱节
,

起不到相互保护的作用
。

同时治理后
,

存在着只用不管的情形
,

影响治理标准
。

通过这次水毁
,

必须很好地认识到
,

在今后的治理上应当充分注意治水先 治山
,

治 沟先 治

坡
,

先治上游后治下游
,

先治支沟后治千沟的治理原则
。

在治理的主攻方向
,

应 对现 有的 荒 ha

采取封造并举
,

草灌乔结合
,

尽快地增加植被
,

才能有效地控制水土流失
。

治理重点应放在坡耕地
的治理上

。

因坡耕地的流失量
,

为同等条件荒山的流失量 1
。

4倍左右
。

今后 要搞好长白山区的治
理

,

一定要很好地掌握住上述的治理原则
、

主攻方向和治理重点 , 还要经常维修养护
,

不断提高

治理标准
,

充分发挥效益
。

只有这样
,

才能费省效宏
,

事半功倍
,

收到预期的治理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