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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防治土壤俊蚀的建议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侵蚀专业委员会

中国土坡学会土
,

壤侵蚀专业委员会 1 9 8 5年1 1月26 一加 日在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中国科学院西

北水土保持研究所召开了第一次学术讨论暨工作会议
。

到会代表共 28 名
,

除专业委员会委员外
,

还包括有关水土保持机构
、

高等院校
、

长江 流域规划办公室以及黄河
、

海河
、

珠江和松花江辽河

水利委员会的特邀代表
。

这次会议人数不 多
,

但都是来自科研与生产第一线的水土保持专家
、

研

究员
、

教授
、

工程师等
。

这是近年来第一次召开的全 国性会议
,

问题讨论 比较深入
。

会上交流了各地 区三十余年来防治土壤侵蚀的经验
,

讨论 了土壤侵蚀的发展趋 势 和 防 治对

策
。

与会代表认为
,

建国以来
,

在防治土壤侵蚀方面取得 了明显的成绩
,

但不够平衡 , 不少地 区

土攘侵蚀仍相当严重
,

甚至有所发展
,

应引起切实的重视和采取有力的措施
,

否则将直接影响工

农业生产的发展
。

会议认为
,

加强各地 区土壤侵蚀的防治
,

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

会议商定
,

就上述讨论的中心内容
,
汇 总上报中央及有关领导部门

,

供国土整治
、

贯彻
“ 七五”

计划和长远

规划参考
。

一
、

土壤侵蚀的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国家之 一
。

根据五十年代的统计资料
,

我国水蚀面积为1 50 万

平方公里
,

风蚀面积为 1 30 万平方公里
,

两者共占国土面积的 29
。

17 %
。

全国不少省 ( 区 ) 的水土保持工作都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
,

但从根本上防治土壤侵蚀的任务还

相当艰 巨
,

并蕴藏着极大的潜在危险
。

黄河的年输沙量多年来仍排徊在16 亿吨左 长仍以每年 8 一 10 厘米的速率在

增高
,

严重威胁着两岸人民的安全
。

若加上坝 它沙量
,

实际土壤侵蚀量应为22

亿吨以上
。

长江流域重点流失县的水土流失面积
,
每 速率在扩展

。

江西省五 十 年代

初期
,

全省土城侵蚀面积 10 7万公顷
,

占总面毛 大到1 80 万公 顷
,

至 1 9 8 5年 增至

3 46 万公顷
,

占全省面积的 20
。

7%
。

四川省急需治理的水土流失面积 为 1 4一17 万平方公 里
,

占全

省总面积的2 5一 30 %
。

四川盆地 中部的琼江流域
, 1 9 5 7年水土流失面积占总面积的54 %

,

至 1 9 8 3

年增至 75
.

7% ,
食流域年平均侵蚀模数为 5 ,

“ 5
.

6吨 /平方公里
,

剧烈侵蚀区 可 达 王一 2 万叱 /平

方公草
。

湖南省的桑植县
,

现今的水土流失面积比19 58 年增加了2
.

65 倍 ; 湘资沉遭 四水
J

,

近十余年

来
,

河流输沙t
.

比前 10 年增加 10 % 以上
。

位于汉江流域的陕西省商县
, 1够 1年的水土流失面积较



1 息5 7年增加 了 3 7
。

9%
。

广东省韩江与北江上游
,

约有 3 4万公项的土地遭受严重侵蚀
,

约占全省侵蚀面积的 30 %
,

童

待治理
。

东北的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三省和 内蒙古 自治区的部分盟旗
, 1 0 0多年 前曾为森林与草被繁

茂地区
,

现全区水土流失面积约为 1 8
。
5万平方公里

,

占总面积的 1 5
.

5%
。

人为活动中的破坏植被
,

开垦陡坡
,

以及在厂矿建设
、

修路筑桥
、

露天开矿及修建窑洞中不注

意水土保持
,

把大量弃土
、

矿渣
、

废物和垃圾倾入河道
,

都是加剧 土壤侵蚀发展
,

造成新的水土流

失的重要因素
。

据山西省调查统计
,

由于上述人为活动
,

全省每年约有 6 ,

00 0 余万 吨弃土
、

矿渣

等倾入河道
,

成为增加黄河泥沙的重要来源
。

以上资料说明
,
无论在我国的北方或南方

,
无论在黄河或长江 流域

,

土壤侵蚀普遮存在
,

不

少地区还相当严重 ; 近年来有所 发展
,

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恶果
。

二
、

土壤侵蚀的危害

1
、

破坏土地资源
,

使土壤肥力下降

黄河年输沙量 16 亿吨
,

据调查估算
,

约有 8 亿吨来自坡耕地
,

相当于每年损失耕地约 34 万公

项 (按耕层 20 厘米推算 )
。

与此同时
,
黄土高原的土地愈益破碎

、

贫瘩
,

沟谷密度 已达 3 一 7 公

里 /平方公里
,

沟谷面积 占总土地面积的30 一 50 %
,

甚至达 60 %
。

长江流域的贵州省清镇县
,

每年平均有 3 34 公顷土地
,

因侵蚀造成墓岩 出露 ; 湖北 省 陨西县

的 2 0多个村庄
,

因土层流失殆尽
,

均有被迫迁移他乡的事例
。

吉林省东辽河上游的东辽县
, 1 9 4 9一 1 9 6 3年间

,

因土壤流失全县耕地面积减少近 1 / 3
。

降到

水土流失引起土壤肥 力急剧下降
:
吉林省在开垦初期

,

坡耕地有机质含量达 7 一 9 %
,

现已下

2 一 3 %
,

流失严重地区已下降到 1 % , 黄土 高原残存黑沪土有机质的含量为 1一 2 %
,

现大部

分坡耕地均下降到0
.

5 %
。

据调查估算
,

吉林省每年流失的养分约 24 万吨
,

相 当于全省坡 耕地的

施肥量 , 江 西省随土壤流失的氮磷钾养分
,

为全省化肥年产量的2
。
2倍 , 四川省 琼江流 域流失的

氮磷价值达 4 ,

78 7
.

2万元
,

占农业总产值的 1 5
。

5 6 %
。

2
、

河床拾高
,

水库淤积
,

航程缩减

三十余年来
,

黄河下游河堤 已三 次加高
,

耗资20 亿元
,

仍处于越加越险的被动局面
,

直接威

筋下游工农业 生产和亿万人民生命的安全
。

湖南洞庭湖
,

每年淤积泥沙1
。
5亿吨

, 江西 都 阳湖
,

每

年淤积泥沙 1 ,

50 。万 吨
。 。

尸
气

一
’

城
、

水库严重淤积
,

已成为全 国蔷遍的现象
,

一

不仅使国家资财蒙受 巨大损失
,

而且汛期危及下游

。 安全
。

陕
、

晋两省每年水库
淤

满水库
,

建库初期的四十年代
, `

积量 1
.

3亿立方舞
,

相当于每年损失一个大型水库 , 吉林省 的 丰

年平均入库泥芝勿量为 14 5万立方米
,
至六十年代增加到年 3 32 万立

方米
,

七十年代后猛增到52 3万立方米
,

芳建库初期的 3
.

6倍 , 河北省的永定河官厅水库
,

原设计

死库容早 已淤满
,

现在主要靠建于官尽水库以上的30 0座中小型水库拦截泥沙 , 四川省的龚 咀 电

站水库
,

建成后运行 9
`

年
,

泥沙淤积量 已占有效库容的44 %
,

平均每年淤积库容近 5 %
。

泥沙淤积河道
,

严重影响航运
。

1 9 5 7年长江航程约 8
.

4万多公里
,

由于泥沙及其他 原 因
,
至

1 9 79 年统计为 7 万多公里
。

四川省五 十年代初期有 91 条河流可以通航
,

航程 1
.

6万 公 里
,

到 1 9 8 3

年
,

通航河流只剩56 条
,

航程仅 8 ,
00 0余公里

, 江西按州地 区 34 条河流
,

解放初期航程为 1 ,

54 2公

里
,

近年来只剩下73 4
。

5公里
,

缩短 了一半多
,

全省航程比解放初期缩短 5
,

66 5公里
。



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丘陵沟壑 区
,

近 30 一 50 年 内毁林毁草
、

陡坡开荒极为严重
,

现在森林覆盖

率仅为 4一 5 %
。

例如延水支流的杏子河流域
,

大于25
“

的 陡 坡耕地 占农地的50 % 以上
,

全旅域

坡耕地的流失量 占总流失量的 6 0%
。

流域内覆盖度大于的% 的乔灌林地
,

仅 占 3 %
。

对 该 流 域

1 9 5 8一 1 9 7 6年两期航片对照解释
,

并结合典型流域的调查
,

植被的破坏为建造 的 2一 40 倍
。

四川

省的森林覆盖率 由五十年代初的 1 9 %降至现在 的12 %
。

生态环境的恶化与水土流失的加剧
,

也必然影响旱涝洪灾的发生和发展
。

四川省近 30 余年来
,

旱灾与洪涝灾害频率增多
:

五 十年代三年一大旱
,

六 十年代二年一 大旱
,

七十年代则有八年是大旱
;

洪灾与旱灾相间或相继发生
:

五十年代发生洪涝灾害 3 次
、

六十年代 5 次
、

七十年代 6 次
、

八十

年代几乎年年发生
。

特别是 1 9 8 1年 7 一 8 月份
,
四川出现历史罕见洪灾

,

13 8个 县 2 ,
0 00 万 人 受

灾
,

粮食减产 1 50 多万吨
,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 25 亿元
。

1 9 7 7年 7 月
,

延安地 区暴雨成灾
,

延安市遭水淹
,

延河两岸川地被冲毁 1
,

4 00 余 公 顷
。

据水文

资料
, 1 9 5 8年黄河下游花园 口站 曾通过 2

.

2 3万 秒立方米 的洪峰仍安全度汛
; 1 9 7 9年 仅 6 , 8 0 0 秒

立方米
,

造成汛期
一

的险情
。

据气象水文综合分析
,

三 门峡至花园 口 出现 4
.

3 万 秒 立 方米洪峰的可

能性是存在 的
,

绝不能掉以轻心
。

加强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治理
,

对削弱和控制洪水灾害
,

有其

十分紧迫而重要的意义
。

三
、

加强防治土壤侵蚀的建议

土壤侵蚀是世界性的问题
,

直接影响各 国的经济发展
、

社会文明和人类进步
,

并关系到世界

粮食生产的未来
,

以至人类的生存
。

据联合 国粮农组 织的资料
,

全世界每年因土壤侵蚀损失土地达

6 0 0一 7 0 0万 公顷
,

至 2 0 0 0年
,

可能上升到1 ,

0 0 0万公顷
。

我国近 三十余年来
,

长江
、

黄河等一些大江 大河的泥沙量
,

虽无 明显增多
,

但流域范围内土

壤侵蚀量有所增加
,

如不采取积极的防治错施
,

仍有发展趋势
。

人为活动所造成的加速侵蚀
,

为

现代土壤侵蚀的特点
。

土壤侵蚀的防治
,

不仅是一 门自然科学
,

而且与社会的
、

经济 的各方面因

锄密切相关
,

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

要通过立法
,

切实保证 国家的土壤
、

土地资源得到保护
。

为

加强土壤侵蚀的防治
,

提出如 下建议
:

1
、

在现有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的基础上
,

制定 《水土保持法》
。

在立法中
,

把水土保持
、

保护生态平衡与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三者统一起来
。

任何 生产部门
,

包括农
、

林
、

牧
、

水
、

交通
、

工 矿
、

城乡建设
、

环境保护等部门
,

在制定经济建设
、

资源的开发利用等方案或规划时
,

必须遵循 《水土保持法》 ,

必要时需通过水土保持部门的审议
,

或取得认可
。

坚决制止土地利用

不合理的人为活动
,

特别是滥伐
、

滥牧
、

陡坡开荒
,

以及不考虑土壤侵蚀 问题的开矿
、

修路
、

打

窑洞等所造成的新的水土流失
。

2
、

自上而下建立和健全统一的水土保持生产领导和科研机构
。

当前中央的农牧渔业部
、

水电

部
、

林业部
、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

国家计委国土局及 中国科学院等
,

都抓水土保持
,

又不抓到底
,

出现 了分散
、

重复
、

交叉
、

目标不集中
,

以致造成人力
、

物力浪费的现象
。

水土保持科研工作长期来

不被重视
,

不少省地县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和试验站
,

也没有专门的经费和科技人员
。

这些都直

接影响水土保持工作的正常进展
。

建议恢复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
,

或设立跨部门的中央级水土

保持机构和科研中心
,

统一 组织和领导全 国各省 ( 区 ) 相应的各级水土保持机构和科研所 (站 )
,

建立纵 向与横 向的统一体系
,

加强基层单位的组织机构和 队伍建设
。

例如吉林省 已建成了 1个所
、



5个站
、

1 5个群众科研点的水土保持科研 网
。 、

8
、

在洽理上
,

应以防治土滚俊蚀
,

增强降雨就地入沙和减少就地土坡流失为皿点
,

以减沙
、

生态
、

经济三方面的统一效益为目标
,

把水土保持与治江治河结合起来
。

多年来
,

由于黄河下游

河床严重淤积
,

把加高河提及坝库拦蓄泥沙放在首要地位
,

这样对维护黄河安流及减少入黄泥沙

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

例如
,
无定河已减少入黄泥沙54 %

,

其中坝库拦蓄占93 %
,

其它梯田
、

林草措施 占 7 %
,

但是侵蚀量并没有减少 , 永定河官厅水库入库泥沙量的减少
,

主要也是依靠上

游近 30 0座中小型水库的拦蓄
。

对上述情况
,

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
,

从根本上防治土壤侵蚀 的 发

生和发展
,

大批水库面临报废
,

甚至在汛期出现险情
,

将给国家和人 民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

另一

方面
,

有些地区虽然抓了植树种草措施
,

但没有进行合理的规划和部署
,

或相应发展农牧业
,

仅

以种草单纯卖草籽来推动
,

出现了种籽过剩
,

农牧失调
,

甚至又发生毁草开荒的现象
。

以往出现

边建设边碱破的原 因之一
,

就是没有把维护生态平衡与水土保持结合起来
。

黄河小浪底工程即将兴建
,

为吸取三 门峡水库的教训
,

必须加强这些地区土壤侵蚀的防治
,

至少也应同步进行
,

从根本上减少入库泥沙
。

水土保持是百年大计
,

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和

社会效益
,

国家给予投资是非常必要的
。

广东省 已决定自 1 9 8 6年起
,

连续 10 年
,

每年投资 8 00 万

元
,

治理韩江和北江上游 34 万公顷的严重土壤侵蚀区
。

4
、

加强防治土壤侵蚀的科研
、

教学工作
,

培养人材
,

提高科研水平
,

推进生产治理
。

我国地

域辽阔
,

山地占国土面积的 2 / 3 ,

不 同气侯带的土壤侵蚀特点不一
。

尤其是黄土高原 的水土流失

与水土保持
,

更富有特色
,

为世界所注 目
。

但是长期来
,

科研工作与国民经济生产的发展不相适

应
,

一些方针
、

政策或重大措施的确定
,

由于缺乏必要的科学数据
,

贯彻 实 施 不 力 ; 由于基础

性
、

规律性资料不足的局限性
,

往往影响到治理上 限于被动和单纯采取防御性措施
。

专门的科技

与教学人才的队伍
,

由于还未受到社会上的重视
,

巫待巩固与发展
。

除建立健全各级 研 究 机 构

外
,

应保证专项研究经费
,

改善水土保持工作人 员和科研
、

教学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 ; 应

在一些大专院校开设专门的课程或专业
,

开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
; 应利用电影

、

电视
、

幻灯片等

加强科普宣传
,

大力培养各级专门人才
。

在科学研究方面
,

当前需要抓好规范化及普及推广中一些问题的研究
,

例如不同地 区土壤侵

蚀的分类
、

分 区
,

侵蚀面积
,

侵蚀强度
,

容许土壤流失量
,

影响因素的定量指标
、

参数及各项水

土保持措施的标准化及其效益的测算等
。

对于推广性
、

基础性
、

技术性和系统性 的工作
,

以及当

前的
、

长远的和预测性的研究
,

应进行全面规划
,

统一组织安排
,

加强各部门
、

各单位的分工合作
,

争取在
“ 七五 ”

计划期间
,

为生产治理
,

为提高科研水平并推进世界土壤保持作出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