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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才一老爷岭林区的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

刘运河 赵树久

(黑龙江省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 )

一
、

基本自然概况

张广才岭和老爷岭林区位于黑龙江省的东南部
,

其地理位置在东经 12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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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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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 之间

,

其行政范围包括
:

松花江地区的尚志
、

方正
、

延寿
、

五常
,

牡丹江市的宁

安
、

海林
、

林 口
、

穆梭
、

鸡东
、

东宁
、

牡丹江市郊区
、

绥芬河市
、

鸡西市和哈尔滨市的阿城县等

共 14 个县市 (包括 5 个国营农场
、

12 个森工局
、

1 08 个县市的林场 )
。

全区有 178 个 乡
,

总 人 口

5 64
.

4万
,

其中农业人口 3 2 9
.

1万
,

农业劳动力 7 3
.

8万个
。

“ 两岭
”
林区总土地面积 7 n 万公顷

,

其中耕地 12 3
.

2万公顷
,

林地 5 4 3
.

6万公顷
,

牧地 1 1
.

2万

公顷
,

荒地 1
.

34 万公顷
,

水面 3
.

8万公顷
,

其它 27
.

86 万公顷
。

全区每人平均耕地 0
.

3 8公顷
,

人 口

密度每平方公里 12 5人
,

每个劳力负担耕地 1
.

06 公顷
。

本区属低山丘陵
,

多山多岭
,

地形复杂
,

地势南高北低
,

山岭狭窄交错
,

切割较深
,

平地较少
,

江河纵横
,

水系发育活跃
;
各种形态的大小流域密布

。

整个山系之间
,

水资源丰富
。

耕地多分布在

山 间河谷盆地
,

但坡耕地较多
,

坡陡坡短
,

有水土流失
。

全区气候温和
,

年平均气温 2一 5 ℃ ,

无

霜期 12 0天
,

年平均降水量 5 00 一 6 5 0毫米
, 6一 息月份降雨量 占全年降水量的 60 一 80 %

,

而且暴雨

多
。

土壤主要是暗棕壤和 白浆土
。

森林覆被率 5 0
.

3%
。

二
、

水土流失的危害及产生原因

全区 水土流失面积约 7 46
.

4万公顷
,

其中耕地流失面积 4 9
.

3万公 顷
,

占 全 区 耕 地 面 积 的

4 0%多
。

荒山荒地流失面积 27
.

6万公顷
,

大型冲刷沟就有 3
.

8万多条
,

占 地 1
.

n 万公顷
,

沟壑密

度达 0
.

15 一 0
.

5公里 / 平方公里
。

由于水土流失不断发展
,

危害越来越重
, 19 8 5年连续 3 次台风暴

雨袭击
一

F
,

水土流失特别严重
,

危害巨大
。

(一 )水土流失造成的危害

1
、 “ 三跑 ” 严重

,

地力减退
,

产量下降
。

据水土保持科研部门观测
,

山区坡耕地每年每公

烦跑水 1 , 8 00 立方米左右
,

相当于早灌三次用水量
,

全 区坡耕地每年跑水总量22 亿立方米
。

坡 耕

地每年冲走表土厚度 3 一 6 毫米
,

折每公顷流失量约 45 立方米左右
,

全区每年流失总土量 2 , 2 58 万

立方米
。

据调查
,

坡耕地一般三年一茬土肥
,

每公顷施肥 15 吨左右
,

平均每年每公顷施肥 5
.

3吨
。

由此计算
,

每年每公顷坡耕地跑土量相当于施肥量的 5 倍多
,

形成入不敷出
。

据 调 查 分 析
,

一

般坡地土壤有机质初垦期含量在 5%左右
,

现在 已减少到 2 % 以下
。

据牡丹江地区农机部门测定
,

坡耕地表土阻力 0
.

3一 0
.

6公斤 / 平方厘米
,

流失到底土的阻力 0
.

8一 1公斤 / 平方厘米
,

过去用七

锌犁翻地
,

现在用五桦犁翻地
,

拖拉机还打滑
。

又据牡丹江地区土地部门在虎林县 21 号 白浆土坡



耕地上测定
,

每吨表土含速效氮 0
.

66 公斤
,

全氮 12
.

5公斤
, 速效磷 0

.

2公斤
,

全磷 2
.

0公斤
,

以此推

算
,

全区每年从坡耕地上流失的土量相当于损失全氮磷22 万吨
,

分析
,

每生产劝公斤玉米
,

秆棵从土壤中吸收纯氮磷 2 公斤左右

土总量等于 75 万吨玉米消耗的养分
,

也相当于少收玉米 75 万吨
。

其中速效氮磷 1
.

5万吨
;
据 科学

,

以此推算
,

本 区每年流失的表

2
、

沟壑切割良田
,

影响机耕作业
。

据调查
,

牡丹江市郊区八达村
,

构 10 条
,

现在已发展到 69 条
,

占地 10 1
.

2公顷
。

据牡丹江地区调查统计
,

1 9 7 5年前耕地中仅有冲刷

由于沟壑发展
,

已 造 成

弃耕地 6
.

7万公顷
。

穆梭县磨刀石乡南旺屯
,

1 9 8 3年一次暴雨冲毁耕地 14 公顷 多
, 占现有 耕 地

钓 25 %
,

坡耕地表土被扒去一层
,

村屯变成了烂石窝

一次 60 毫米暴雨
,

将 24 公顷坡耕地冲出 50 多条大沟
,

成儿段
,

坡地变得支离破碎
,

机耕难以进行
。

,

景象十分悲惨
。

这个乡的远景屯
,

1 98 0年

毁坏 良田 3 公顷
,

把原来 2 50 米 长的 垄
,

切

3
、

泥沙俱下
,

淤积江河
、

库坝
,

破坏交通
。

据调查
,

鸡西市梨树镇

年造成小黄泥河夹带大量泥沙流入穆梭河
。

从 1 9 5 7年到现在
,

河床已抬高

由于 已开荒到顶
,

每

1
.

8 米
,

使原来的堤防

失去作用
。

又据宁安县兴华水库调查
, 1 9 6 7年兴建的库容 60 万立方米

,

由于上游库区 山 林 被 砍

光
,

大量泥沙流入库内
,

现 已淤满兴利库容 , 牡丹江至佳木斯铁路转黑背北处
,

由于山坡植被严

重破坏
, 1 9 8 1年 8 月 10 一 11 日

,

降雨 80 毫米
,

山洪下泄
,

泥沙淤积
,

堵塞了涵 洞
, 冲 毁 路 基

,

18 节载煤列车跌入 山沟
,

造成停车 14 天
,

总之
,

本区的水土流失还在不断加剧

素
。

(二 )水土流失产生原因分析

损失 20 0多万元
。

而且潜在危险性很大
,

这是农业生产上不去的重要因

本区资源丰富
,

农林牧副渔业发展潜力很大
, 对 “ 四化

”
建设具有极为优越的条件

。

但从自

然界本身的矛盾和人类的生产活动来分析
, 对水土保持也存在着许多不利的因素

。

从自然因素分析
,

全区 水 土 流 失主要发生在坡耕地上
,

而且坡耕地坡陡
,

作物一年一作
,

每年 6 月以前
,

田间基本没有形成覆被 , 8 月初麦麻收割后正值连绵雨季
,

裸露的地面遭受雨水

侵蚀
。

特别是 7 一 9 三个月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60 一 80 %
, 并且多连续集中暴雨

,

易造成山

洪暴发和水土流失
。

每年冬雪大
,

春季回暖快
,

土壤冻融形成托水层
,

土壤融化一层被融雪径流

剥去一层
,

加上耕地土壤多为山地土
、

黑土和白浆土
,

山地土表层很松散
, 土层薄

,

在径流冲刷

,

底土粘重
,

加之多年翻耕形成犁底层
,

使透水性减弱
,

一遇暴雨
,

由于黑土吸热多
,

结冻晚
,

延长了流失的时间 , 白浆土的透水性差
,

簇戴滋醉…



区的农民
,

习惯在坡耕地上打
“ 子午垄

” ,

人为造成了许多顺坡垄
,

加之坡耕地施用农家肥很少
,

许多地块道远坡陡
,

畜力运输困难
,

多年不施肥
,

形成了严重水土流失
,

地力减退
,

土壤结构不

良
,

透水性能减弱
,

地块越种越瘦
。

这样加大了地表径流
,

从而加剧了水土流失
。

又 因 过 去 多

年受 “
左

” 的思想影响
,

片面强调
“ 以粮为纲

” ,

盲目扩大玉米面积
,

减少密植作物
,

增强了雨

滴打击地面的机会
,

从而加大了地表径流
,

加重了水土流失
;
还有是土地利用不合理

。

从前些年

看
,

单纯追求粮食生产
,

忽视了林牧副各业发展
,

一些地方陡坡地较多
,

这样就造成 了土地利用

不合理
,

加剧了水土流失
。

总之
,

水土流失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
,

自然因素是基础
,

人为因素起主导作用
,

这是在防治中

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

三
、

防治水土流失措施

保护和利用好
“ 两岭

”
林区的水土资源

,

促进山区生产 发展
,

防治水土流失是重要的一个环

节
。

根据
“ 两岭

”
林区水上流失产生原因和发展特点

,

我们认为
,

防治水土流失应本 着 以 防 为

主
,

防治结合
,

依靠群众
,

结合生产
,

讲究实效
,

按照小流域集中治理
,

连续治理
,

综合治理
,

采取工程措施
、

生物措施和农业耕作措施紧密结合
,

达到除害兴利
,

发展生产
,

繁荣山区经济
。

( 一 )预防工作放在首位
。

预防工作是控制水土流失继续发展的基础
。

首先要严禁陡坡开荒
、

毁林开荒
,

凡是 15
“

以上的坡地
,

一律禁止开荒种地
;
有林木的坡地

,

不论 坡 度大小均不应开荒

种植
。

凡是超过 15
。

以上的
,

或者在 15
“

以下
,

但容易发生山洪的坡耕地应逐步退耕还林还牧
。

尚

志县 20 多年来
,

采取林上山
,

田下川
,

山上退耕还林
,

山下开垦洼地
,

扩大或补偿山上退耕的面

积
,

使全县的坡耕地由原来占耕地面积的 70 %下降到 30 %
,

平川地原来 30 % 上升到 70 %
。

全县粮

食单位面积产量由低变高
, 1 9 7 5一 1 9 7 7年粮食每公顷产量达到 3 吨以上

,

而且为国家培育了大量

的森林资源
。

对山上退耕还林
、

山下无荒可开的地方
,

应调整农林结构
,

确定生产发展方向
,

改

变过去那种单纯
“ 以粮为纲

” 的错误倾向
。

在 5
。

以上坡地上开荒时
,

要保留原始林带或 自然草带
,

使之形成带状耕作
,

防止产生 新 的

土水流失
。

几是在山区进行开矿
、

筑路
、

兴修水利
、

采石
、

取沙
、

养蚕
、

培育木耳
、

挖药材等
,

都应采

取水土保持措施
;
对森林采伐

,

应随采随造
,

伐一造二
,

及时更新
;
对集运材道路

,

要采取水土

保持措施
,

防止道路冲刷成沟
,

加剧水土流失
。

特别是在林区
,

要做好防火和抚育更新
。

对荒山

荒沟要封山封沟
,

育林育草
,

恢复植被
,

保持水土
。

(二 ) 改造坡耕地
。

根据 扮两岭
”
林区水土流失的重点集 中在坡耕地

,

因此
,

改造坡耕地是全

区的治理重点
。

1
、

调整垄向
。

坡耕地改垄
,

具有截短径流
、

延长渗透时间
、

减少冲刷的作用
。

据水土保持观

测资料分析
, 3

。

坡耕地顺垄改横垄
,

在同样降雨条件下
,

横垄 比顺垄可减少径流量 32 一 39 %
,

冲

刷量减少 4 4一 53 %
,

土壤含水量提高 2一 5 %
。

5 一 6
。

坡耕地改垄后
,

再每隔一定距离种 上植

物防冲带和挖排水工程
,

在中雨情况下基本上可以控制水土流失
。

白浆土坡耕地在改垄时
,

垄底

比降保持在 15 编左右
,

黑土坡耕地垄底比降应在 10 编左右
。

2
、

兴修梯田
。

据调查
,

穆棱县下城子乡仁里村
,

十几年来修梯田 1 29 公顷多
,

通过几 年 的

观测试验资料证明
,

每公顷梯田保水 1
,

5 00 立方米
,

保土 52
.

5立方米
,

保肥计水解氮 42 公 斤
,

速

效磷 18
.

9公斤
,

分别比原来坡耕地增加 1 6
.

1%和 2 9%
。

(下转第 51 页 )



压倒几家住房
,

村民不顾危险回家抢搬东西
,

迎 8 点左右
,

山上突然又塌下一大块
,

并涌出山水

形成泥流向下倾泻
,

冲垮淹没 4 2户 25 幢房屋
,

压死 9 人
。

当时中断通讯线路
。

在离中云村的对面

山约 10 公里地的米谷村
,

不知什么原因
, 2 日晨从山顶上突然冒出一股水

,

穿过上寨直冲下寨
,

把中间耕地的大量土石被冲到下寨
,

毁坏房屋 5 间
,

压死 2 人
。

在淹没房屋处堆积泥沙厚达 3 米

深
。

在中云
、

和平两乡的土地上和鲁打
、

白顺
、

红寨等地的地面上都出现了许多裂缝
,

裂缝宽 20

一 3 0厘米
,

长 3 0 0一 5 0 0米
。

山崩地裂的原因
,

有人 说这是地震引起的
,

有地震前兆
,

晚上有牲畜蹦跳
。

但是据贵 阳地震

站记录 当时仅有 2 级微震
,

时间上还在山崩之后
。

贵州是个高原山区
,

地势西高东低
,

海拔高程在 1 37 一 2 ,

9 00 米
,

西部地区石林
、

溶 丘
、

溶

盆
、

洼地
、

漏斗
、

槽谷
、

暗河
、

地下水分布广泛
,

溶洞十分发育
。

全省总面积 1 7
.

64 万平方公里
,

其中山地占总面积 87 %
,

丘陵占10 %
,

平地占 3 % ; 多年平均气温 1 5℃ ;
平均降雨量 1

,

1 00 毫米
;

森林覆盖率 ( 占总面积 ) 全省为 1 4
.

5 %
,

黔西南 n
.

8%
,

毕节地区 5
.

8%
,

六盘水市 4
,

5 % ; 水土

流失面积 占全省总面积的 20
.

1 %
,

毕节地区 33
.

4%
,

六盘水市 33
.

3%
。

晴隆县
,

位于贵州省的西南部
,

是黔西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最北的一个县
,

北邻 关 岭
、

六

枝
:

西南与普安
、

兴仁接壤
,

处于北盘江西岸
。

晴隆县中云区海拔高程约 1 , 4 00 米
,

与北盘 江 河

床相对高差有 3 00 一 4 00 米
,

山高谷深
,

交通不便 是苗族
、

布依族集居的高原山地
。

全区 1 1
,

6 25

户 5 4
,

5 2 3人
,

有89 %是少数民族
。

每人平均 0
.

07 公顷 ( 1 亩 ) 耕地
,

鲁打地区每人平均只有 0
.

03

公顷 (0
.

5亩 ) 耕地
。

据 中云 区花贡镇雨量站资料
,

1 9 8 5年 6 月 30 日前 8 天
,

该区 已 降 雨 5 00 毫

米
,

占年降水量 1
,

50 0毫米的 30 % ; 7 月 1 日下午 9 点至 2 日早晨 12 小时内
,

降雨 量 达 2 0 0
.

8 毫

米 占年降水量 1 3
.

3%
。

这就造成 中云区大范围的山崩地裂
,

耕地破坏
,

房屋倒塌等严重灾害
。

中云区附近 地质系二迭纪地层
,

棕色页岩和灰泥质页岩
,

风化层厚达 20 米以上
。

当地煤源

丰富
,

盛产花生
、

油桐
。

过去山林覆被好
,

由于人多耕地少
,

垦殖过度
,

盛产的油桐树因政策不落

实也被砍光
。

这次灾情最为严重的玉荣村
,

原是森林茂密
、

草灌覆盖之地
,

人户居住在半山腰
;

现在 己垦殖到山顶
,

覆盖层被破坏
,

村旁山沟被冲刷得很深
,

加之山高坡陡
,

坡度约 40
。

左右
。

坡

土在长期雨水的渗透及 冲刷下
,

使其达到水分饱和
少

在不透水的岩层间产生径流
,

使土层随着发

生位移 造成大体积的滑坡
。

之 二分
、
多命老`刁

、

巴石
、

咨绍
、 、
七布 之 , 会

勺

出分老汽 之` 之岁习
、
出常心岁补心岁令占分心岁刁 心岁公砚岁令

、

出命
、

出分
、
出分

、

出今砚岁令心岁分心岁令
、

梦补
、

, 令 之` 刁之,匆老 `
、

.

出常
、
多布 之瑞

、 、

出刁亡石 之 岁兮之岁宁心分寺
`宁心多令之`

,

吕令

(
_

上接第招页 ) 有机质含量由原来的 4 % 增加到 6 %
,

粮食每公顷产量由 1 9 6 )年治理 前 的 6 8三
.

5

公斤
,

修梯 田后到现在一直稳定在 3 吨以上
。

根据梯 田 能拦蓄雨水
、

改善 土 壤 结 构
、

提 高 地

温
、

通风透光
、

促进作物早熟的作用
,

5 一 7
“

的坡耕地 应 修坡式或隔坡梯田
,

7
“

以上的应修

成水平梯田
。

3
、

营造水平林带或种植生物防冲带
。

在 7
“

以上的坡耕地
,

应每隔 3 0一拍米营造一条 水 平

林带或生物防冲带
。

据牡丹江地区调查
,

水平林带营造 忿一 3 年后
,

坡地径流量可减少 5 0一 6 。%
,

比改垄地块减少切一 30 % ; 同时
,

水平林带还可以在春季防止风蚀
`

(三 )水土保持和多种经营紧密结合起来
,

是加快全区治理水土流失速度
,

使农民尽快富裕起

来的根本途径
。

全区山多
、

坡多
、

沟多
,

利用得好
,

既防治了水土流失
,

又能增加农民收入
。

尚志

县一面坡乡
,

地处山区
,

水上流失严重
,

粮食每公顷产量只有 7洲公斤左右
。

功多年来
,

全县对二
,

0 00

公顷坡耕地进行调整垄向
,

同时又推行林上山
,

田下川
,

开甸地
,

种稻田
。

十几年来
,

开垦水田

6 67 公顷
,

全乡建起 3 , 4 6 7公顷基本农 田
,

造水土保持林 7汉公顷
,

( 下转第 53 页 )



农 田防护林 2 67 公顷
,

用材林沟
、

地埂
、

穿山带
、

梯田等
,

但开展的不够普遍
,

布置的不够科学
,

标准也达不到要求
,

不能有效地控制水土流失
。

这是造成灾害的主要原因
。

2
、

水土保持工程和其它工程一样
,

绝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

应加强管理与养 护
,

不 能 只

重建设不重管理
。

在调查中发现
,

有些截流沟
、

排水沟年久失修
,

淤积严重
,

根本发挥不 了它的

设计效益
,

起不到截留
、

延缓
、

排泄水流的作用
,

所 以在暴雨期间只能任其自然
,

造 成 大 水 漫

灌
,

泥流下山
,

水冲砂压
。

3
、

我们对这次冲毁的桥梁
、

涵洞进行了实地观察
,

发现水利部门或交通部门在修建桥涵时

候
,

没有对当地的地形
、

地貌
、

自然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

没有考虑到水土保持问题
,

所建的桥涵

断面太小
,

过水量很少
,

这样不能及时排洪泄洪
,

影响水流畅通
。

因此
,

一遇暴 雨
,

使 排 水 不

畅
,

造成水流汇集
,

冲毁桥梁
、

涵洞及土地
。

四
、

结 语

1
、

上述事实回答了水土保持是水土流失区发展农业生产
、

减少 自然灾害的保 障和根本措施
,

必须遵循水土保持
“
防治并重

,

治管结合
,

因地制宜
,

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除害兴利
” 的治理方

针
,

否则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

2
、

通过调查说明
,

水土保持工作和其它工作一样
,

也应该特别重视标准和讲求实效
,

要按

客观规律办事
。

水土保持工程不能只做表面文章
,

有名无实
,

要做到按标准建设
,

建一处
,

成一

处
,

收效一处
,

扎扎实实地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

3
、

夏家店乡坡耕地 比重大
,

坡上沟谷汇集径流
,

冲刷
、

下切是这里水土流失矛 盾 的 集 中

点
。

泥沙主要来源是浸蚀沟
,

应贯彻沟坡兼治
,

治坡为主的方针
。

对沟壑采取封沟育林
,

栽树种

草
;
稳定

、

半稳定
、

剧烈发展的侵蚀沟大力营造紧密的洋槐
、

紫穗槐
、

若条固沟林和种植优 良草

种沙打旺等
,

变害为利
; 在坡面修截流沟

、

水平梯田
,

种植物带
,

留荒格
,

拦截泥 沙
,

增 加 渗

透
,

蓄水保土
;
在荒山荒地营造乔灌带状混交林

,

背风土壤 良好的阳坡
,

建立经济果园
,

种植药

材等发展多种经营
; 25

。

以上的坡耕地立即退耕还林种草
。

总之要因地制宜进行综合治理
,

控 制

水土流失
,

防止水冲砂压灾害的发生
。

心踌卜台分之 , 公
.

念` 、 , 令心分七沂入, 令心 , 补之` 公亡` 义岁认
、

台` `

亡` 入 , 公之多补心` 补台今心分心汾心岁宁心泞心分心` 卜 , 二
、

含分之岁宁心` 卜, 分心` 心` 心`公心` 补之` 迁` 亡泞心汾
,

出匀心 ` 心岁公
,

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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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材林 2 , 2 67 公顷
,

还把 72 条水冲沟进行了综合治理
。

近十

年来
,

粮食每公顷产量始终稳定在 3 吨以上
,

并且山林愈养愈多
,

当地居民愈来愈富
。

早期营造

的林木 已成材
,

蓄积量达 30 万立方米
,

折价 3 , 5 00 万元 , 同时为多种经营打开了门路
。

他们每年从

林子中采集蘑菇
、

木耳
、

中药材及割条
,

采松籽
、

山葡萄和野生动物皮张等副产品收入 5 0万元
。

又据阿城县的新富村
,

原有耕地 3 37 公顷
,

坡耕地占40 %
,

水土流失 不 断 发展
,

自从 1 96 4年 以

来
,

共修起水平梯田 31 公顷
,

治沟 3 5条
,

修谷坊 1 25 座
,

小塘坝 23 座
,

开挖截流沟 8 ,

00 0多米长
,

挖鱼鳞坑 7 万多个
,

封山育林和退耕还林各 10 公顷
,

营造水土保持林 37 公顷
,

发展果园 47 公顷
,

总

绿化面积 84 公顷
。

由于实行了山水 田林综合治理
,

改变 了农业生产条件
,

把一个水土流失十 分 严

重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山青土肥
、

林茂粮丰的富山窝
。

近 20 年来
,

这个村粮食每公顷产量始终稳定

在 3
.

7 5吨 以上
, 工9了8年达到 6 吨多

。

这个村还建立了人参场
、

养鹿场
、

养鱼池
、

果园
,

从 1 9 7 8年以

来
,

多种经营 已收入 16 万元
。

全村营造的林木与果园折价 30 万元
。

实践证明
,

水土保持可以促进多种经营的发展
,

而且是多种经营的基地
。

两者结合
,

既能保

持水土
,

又能增加收入
,

体现了水土保持为发展山区生产服务的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