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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店乡水冲砂压灾害的分析

王 农

(吉林省长春市水土保持站 )

一
、

基本概况

夏家店乡属吉林省德惠县
,

位于北纬 4 4
0

2 5 / 连5 1,
一 4 4

0

3 6 / 4 5 “ 和东经 1 2 5
0

4 5 /
一 1 2 5

0

5 3产 3 0护 之

间
,

地处饮马河右岸
,

南靠大青咀乡
,

北靠达家沟乡
,

东与大房身乡接壤
。

地势东南高
,

西北低
,

属于丘陵漫岗地带
。

全乡共有 12 个村
, 1 18 个组

,

共有人 口 2
.

59 万
,

劳动人口 5 , 3 0 0
。

全乡总 土 地 面 积 1
.

2 万公
-

顷
,

耕地面积 9 , 2 11 公顷
,

其中坡耕地面积 3 , 8 00 公顷
,

占耕地面积的 41
.

26 % ;
25

。

以 上 的 坡耕

地 3 50 公顷
,

占坡耕地面积的 9
.

2%
。

林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1
.

7%
,

水土流失面积 占总面积的 24 %
。

夏家店乡属于大陆性寒温带半湿润气候 区
,

年内气温变化较大
,

年平均气温 3一 5 ℃
。

1 月

平均气温 一 1 8
.

2℃
,

冬季长达 6 一 7 个月 ; 7 月平均气温 2 2
.

9℃
。

无霜期 13 5一 1 48 天
,

全年 日照
.

平均为 2 , 7 4 7
.

1小时
。

年降水量 5 5 0一 65 0毫米
。

二
、

受灾情况

夏家店乡从 1 9“ 5年 “ 月 1一 1 0日
,

阴雨不断
,

累积降雨量达 77 毫米 ; 6 月 1 1 日下午 又 突 降 暴

雨
,

历时 20 分钟
,

降雨 36 毫米 (据夏家店雨量观测点观测 )
,

降雨强度 1
.

8毫米 /分钟
。

由于降洪

时间短
,

强度大
,

加之前期连续降雨 已使土壤饱和
,

倾刻间
,

山洪猛泻
,

水流汇集
,

齐腰深的洪
-

水夹杂着泥沙滚滚而下
,

造成了一场严重灾害
。

据调查
,

这场暴雨使夏家店乡的四 平 川
、

腰 窝

卜
、

夏家店
、

四青咀
、

未咀子
、

小青沟等 6个村遭受不同程度的灾害
。

坡上水冲扒皮 面 积 73 公

顷
,

使黄土裸露
,

沟壑下切
,

同时又出现许多新沟
;
坡下砂压面积 21 0公顷

,

平均淤 深 20 厘 米
,

总淤积量达 42 万立方米
,

重 5 4
.

6万吨 ; 坡上修的截流沟基本淤满
,

掩埋作物
。

暴雨还冲毁桥涵 14

座
,

冲走猪 2 头
,

柴草垛 ￡座
,

冲走 2 座鱼池里的全部鱼苗
,

使 80 多间房屋受淹
。

灾情发生后
,

群众对桥涵及时进行整修
,

对掩埋的作物进行抢救
,

但仍有 40 多公顷地绝收
,

无法挽救
,

经济损

失约 26
.

79 万元
。

三
、

受灾原因分析

经过实地观察了解和群众座谈
,

综合分析夏家店乡发生灾情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

1
、

夏家店乡坡耕地比重大
,

垦殖指数高达 78
.

1%
, 1 0

。

以上的坡耕地 占坡耕地总面积 43 %
,
、

水土保持工作未全面展开
,

没有做到因害设防
,

综合治理
,

一遇 自然灾害
,

便束手无策
。

据调查
,

近几年来由于水蚀造成的大沟就有 73 条
,

小沟处处可见
,

每年一遇大雨或暴雨便使

沟壑下切延伸
,

泥沙俱下
,

造成水冲砂压
。

近几年虽搞了一些工程和植物措施
,

如封沟育林
,

修截流



农 田防护林 2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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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