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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的土壤侵蚀及防治对策

陈 家 正

(江西农业大学)

一
、

防治土壤侵蚀是江西一项紧迫而严重的课题

江西省位于长江中游南岸
,

是一个丘陵
、

山地为主的省份
。

在全省总面积 1 6
.

6 6万平方 公里

中
,

山地
、

丘陵面积为1 3
.

05 平方公里
,

占全省面积的7 8
.

3 % , 岗地 1
.

94 万平方公里
,

占总面积

的 1 1
.

6 % , 而平原阶地仅1
.

25 万平方公里
,

占总面积的 7
.

6% , 水面0
.

42 万平方公里
,

占总 面 积

的2
.

5 %
。

地势周高中低
,

向北倾斜
,

这是全省地貌的一个突出特征
。

与此相关联
,

各 种 地貌类

型的分布
,

大体呈现不太规律的环状结构形式
,

从内环的核心 (即都阳湖)
,

依次向外推进
:

一是

平原与阶地相间的郡阳湖平原 , 二是赣中南丘陵
,

其间镶嵌着不少山间盆地和谷地 , 三是赣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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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由欧洲
、

美洲转回亚洲
。

随着人口增长
、

土地危机以及粮食短缺的间题愈来愈突出
,

再次提

醒人们必须对防治土壤侵蚀引起高度的
、

严肃的重视
,

并立即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

我国地处亚洲
,

人 口众多
,

山地占总土地面积的 2 / 3 ,

水土流失间题十分突出
。

长期以来
,

我国已积累 了丰富的宝贵的水土保持经验
,

并且在科学技术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

但今后的任

务仍是非常艰巨
。

我国黄土高原 的水土流失与黄河 的高含沙量为世界所注 目, 世界上不同 气候带

的土壤侵蚀类型
,

在我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

防治土壤侵蚀不仅是我国
“四化

”
建设的关键间

题
,

今后取得的任何成就在世界上
,

尤其对发展中国家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

基于上述情况
,

中国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正式协定
,

于 1 9 8 4年 7 月21 日在 中国建立 了

国际泥沙研究培切I中心(IR T C E S一In te r n a 七io n al R e o e a r e h T r a in in g C e n t e r o n E r o “i
-

。n an d S ed im en 切衍。n)
。 “

中心
”
总部设在中国科学院

、

水利电力部所属水利水电科 学 研

究院
。

该
“
中心

” 的任务包括促进泥沙 (侵蚀 ) 科学研究, 组织国际培训班和国际学术讨论会
,

建立情报资料中心
,

并承担技术咨询, 出版
“
国际泥沙研究

” , 协调合作研究
,

并提供试验室和

野外实验基地
。

至今
,

在
“
中心

”
组织领导下

,

有关河流泥沙间题
,

已在中国举行过两次学术讨论会
,

第三

次会议定于1 9 8 6年 3 月在美国密西西比举行萝并已委托清华大学水利系泥沙研究室举办了第一期

国际水库泥沙培训班 (1 9 8 5年n 月 1 日至 30 日)
。

有关土壤侵蚀方面近期的学术 活动
, “中心”

已初步议定
,

委托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于1 9 8 7年举办第一期国际土壤侵蚀及其防治培

训班, 于1 9 88 年组织以
“
土壤侵蚀与产沙

、

土壤保持
”
为中心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

当我们在

第四届国际土壤保持会议土传递了这方面的信息后
,

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

不少代表表示了

要到中国参加会议的愿望
。

我们的友好邻邦泰国热切表示
,

双方均可组织规模较大的代表团
,

一

通

过19 88 年在两国召开的国际学禾讨论会
,

进一步密切两国及其世界友好国家在土壤保持方面的科

学技术的交流与合作
。



与梭东
、

赣南
,
赣西与赣西北的边缘山地

。

一旦丘陇山地上失去植被
,
极易发生土壤侵蚀

。

全省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

气温高 (年平均1 6
.

3 。

一 1 9
.

5 ℃)
,

无霜期长 (2 4 0一 3 00 天)
,

光照充足 (1
, 6 0 0一2 , 1 0 0小时)

,

雨量充沛
。

年雨量为i , 4 0 0一2 ,
0 0 0毫米

,
但分布不均

,

多集中

在 3 一 6 月
,

占全年降水量的64 一69 %
,

尤以 5 一 6 两月
,

雨量最多
,
提供了土壤侵蚀的主要动

力
。

因此
,

雨量愈多愈集中
,

暴雨出现的次数愈多则水蚀愈烈
,
而且还会导致重力侵蚀

。

江西山地丘陵地区
,

地层多为花岗岩
、

砂页岩
,

在光热充裕的条件下
,
有利于各种风化作甩

进行
,

是引起土壤侵蚀的重要地质因素
。

综合江西的自然条件
,

一是山地丘陵面积大
,

地形地貌增强了地表径流
,
加速了土壤侵蚀作

用 , 二是雨量多而集中
,

尤多暴雨
,

提供 了土壤侵蚀

砂页岩
,

在高温多雨的条件下
,

风化强度大
,

分解速

主要动力 ,
.

三是土壤母质 多 为 花 岗岩
、

J

决
,

容易引起土壤侵蚀
。

加上植被严重破

坏
,

不合理的土地利用
,

加重了江西的土壤侵蚀
,

影响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
。

因而防治水土流

失
,

是江西一项紧迫而严重的课题
。

本文将着重探讨土壤侵蚀与生态环境的恶化
,

土壤侵蚀的主要

原因
,

江西水土保持工作值得推广的经验以及探讨防治水土流失的对策
。

二
、

土壤侵蚀与生态环境的恶化

(一 ) 土坡俊蚀现状

江西省在解放初期
,

土壤侵蚀面积只有1 0 6
.

7万公顷
,

占总面积的 6 % , 1 9 6 4年扩大到 1 80 万公

顷
,

占总面积的n %
,

平均每年增加 5 万公顷
。

据 1 9 8 5年调查
, 土壤侵蚀遍及全省各县

,

侵蚀面

积超过3
.

5万公顷的有40 个县
。

土壤轻度侵蚀面积 1 9 7
.

5万公顷
,

中度侵蚀面积9 7
.

5万公顷
,

强度

侵蚀 (包括剧烈侵蚀) 面积 6 7
.

5万公顷
,

全省土壤侵蚀面积 3 6 2
.

5万公顷
,

占全省面积的 2 1
·

7 %
。

按照丘陵
、

山地不同类型区划分
,

山区土壤侵蚀面积占土地面积的 1 8
.

5 % , 丘陵区占2 3
.

8 %
,

侵

蚀程度重于山区
。

按水系的上中下游排序
,

一般上游为重
,

中下游次之
。

全省的土壤侵蚀
,

以赣州地区最严重
。

全区侵蚀面积为1 1 6
.

5万公顷
,

占全区山丘面积 31
·

29 万

公顷的37 %
,

占全省侵蚀面积的 1/ 3
。

全区18 个县 (市)
,

严重侵蚀区遍及1 3个 县 (市)
,

其 中兴

国
、

宁都
、

于都
、

南康
、

赣县
、

瑞金
、

会 昌等 7 县
,

每个县的侵蚀面积都超 过 6
.

7万公顷
。

土 壤

侵蚀严重的兴国县
,

侵蚀面积达 19 万公顷
,

占山地丘陵面积22
.

4万公顷的 85 %
,

其中强度侵蚀面

积 6
.

7万公顷
,

占侵蚀面积 3 5
·

3 %
,

无明显侵蚀的只有7 , 4 00 多公顷
,

仅占山地丘陵面积1 5
.

3 %
。

江西土壤侵蚀面积之广
,

土壤侵蚀发展之快
,

流失程度之重
,

已引起各级领导和科技界的关切租

重视
。

(二 ) 土旅俊蚀对生态环境的危害

江西省的土壤侵蚀范围广
、

程度严重
,

光山秃岭
、

裸露岩石各地可见
。

在剧烈侵蚀区
, “山

上无草
,

空中无鸟
” ,

一片荒凉
。

由于严重水土流失
,

影响了农林牧渔业的发展
,

并给农业生产

带来了严重危害
,

其主要表现如下
:

1
、

肥土流失
,

地力损耗
。

据统计
,

全省每年土壤流失量已达 2 亿吨
。

随土流失的氮磷钾合计

22 0万吨
,

是全省化肥年产量 1 00 万吨的 2
.

2倍
,

为全省化肥施用量的70 %
。

尤其是在花岗岩
、

紫色

页岩
、

红色砂岩等风化母质发育的土壤上
,

有的表土全被侵蚀
,

即使是第四纪红壤也被侵蚀到网

纹层
,

成了寸草不长
、

毫无利用价值的成土母质
。

据在5
。

坡耕地上测定
,

每年每公顷土壤侵蚀量

为 3
.

7吨
,

流失的养分
,

相当硫酸按 3 36
.

4公斤
、

钙镁磷肥 3 6 9
.

8公斤
,

地力大量损耗
。

2
、

河床淤高
,

航程缩短
。

由于水土流失
,

大量泥沙下泻
,

赣江
、

抚河
、

饶河
、

信江
、

修水等 5



条河流
,

在 1 9 5 6一1 9 6 5年与1 9 6 6年一 1 9 7 5年的输沙量
,

后十年比前十年增加23 %
,

其中信江增加

1 倍
,

修水增加 2 倍
。

位于南昌横跨赣江的八一桥下的沙洲
, 1 9 4 9年还未见露出水面

,

现在已有

14 公顷多可种植旱作了
。

淤积在都阳湖的泥沙量为1 40 万吨
,

淤出沙 滩
、

洲地 2
·

4万公顷
。

由于

泥沙淤积
,

河床普遍抬高
,

赣江支流的平江
、

梅江
、

贡水
、

盯江
,

解放以来河床普遍抬高 1 一 2

米
。

抚河淤高 1 一 3 米
,

修水淤高1
.

5米
。

赣州地区34 条主河道
,

解放初期航程为 1 , 5 42 公里
,

近

年只有7 4 3
·

s公里
,

缩短 7 9 8
.

5公里
。

全省航程比解放初期缩短5 ,

66 5公里
,

严重影响了水路 交 通

运输的发展
。

3
、

水利工程效益降低
。

据典型调查
,

赣县43 座小 I 型水库
,

总库容 65 0万立 方 米
,

至1 9 8 0

年损失库容 l ,

56 3立方米
,

占总库容的24 %
,

其中有 9 座水库被淤死
。

兴国县对10 座小 I 型水库统

计
,

每年入库泥沙 1 74
.

6万立方米
,

减少灌概面积2 00 多公顷 , 1 9 6 6年建的龙下水库
,

有效库容护

万立方米
,

十年就淤满
,

成 了大河滩
。

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 区
,

若不采取适当的水土保持措施
,

一般在1 0一 1 5年
,

小 l 型水库均被淤满失效
。

4
、

环境恶化
,

灾害频繁
。

由于植被破坏
,

生态失调
,

土壤的保水持水能力低
,

同时抵抗水旱

灾害能力减弱
,

危害增大
。

赣南地区七十年代的平均气温 比五十年代高0
.

2 ℃ , 雨量减 少
,

暴 雨

次数增加
,

秋早期增长
,

水旱灾害频繁
。

例如
,

于都县1 9 5 9一1 9 8。年的22 年中
,

水灾2 5次
,

受涝面积

5
·

9万公顷
,

早灾34 次
,

危 害面积 1 4
.

7万公顷 ; 1 9 8 2年赣中地区连续降雨
,

使广大地区遭受 严 重

水灾
,

井岗山地区暴雨引起大量崩山
、

滑坡和泥石流
。

永新县 6 月n 一 1 8 日降雨 62 6
.

5 毫 米
, 6

月1 8 日发生滑坡 8 , 0 00 余处
,

损坏农田 2 ,

00 0余公顷
。

该县三湾乡将军坑一处崩山滑塌土石22
.

5万

立方米
,

冲断公路
,

截断河流
。

全县冲毁农田 4 ,

40 0多公顷
。

5
、

用材短缺
,

能源紧张
。

江西是木材基地
,

赣南是全国18 个林区之一
。

但在交通便利的地

区
,

森林受到严重破坏
, “

公路通
、

山就空
” 。

现在用材主要靠边远山区
,
柴草也满足不了烧柴

放牧的需求
。

全省缺柴县由解放初的15 个增至 35个
,

缺柴户 占全省总农户的70 %
。

兴国县缺 3 个

月以上烧柴的人 口占全县人 口 62 %
。

肥料
、

饲料越来越少
,

用材越来越 困 难
。

由 于
“四 料

”
奇

缺
,

导致水土流失区砍伐幼林
、

挖掘树根
、

铲草皮十分普遍
,

植被严重破坏
,

生态恶性循环
,

直

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
。

三
、

土壤侵蚀的主要原因

引起土壤侵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有社会因素
,

也有自然条件
,

受着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

约
。

江西的降雨
、

土壤
、

岩性
、

坡度等自然因素只是引起土壤侵蚀的潜在因子
,

而人类的活动
,

自觉地或不 自觉地对自然的过度干扰或破坏
,

则是造成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
。

两者又相互影响
,

更加剧了土壤侵蚀
。

1
、

过度砍伐是引起土雌俊蚀的根本原因
。

具有良好覆盖的地面
,

可减少土壤的侵蚀
,

即使遭

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

仍可通过自我调节和人为控制
,

立即恢复到原有的稳定状态
。

但是
,

当人类

向自然索取超过了生态阀限
,

将导致土壤侵蚀加剧
。

解放以来
,

江西人口增加近 1 倍
,

平均每人

只有土地 0
.

0 5公顷
,

为全国每人平均的 1 /z
。

由于人口密集
,

又以烧柴为主
,

农村集镇
、

乡 办 企

业
,

几乎也是以烧柴为基本能源
。

议价木材暴涨
,

更加导致乱砍滥伐
。

据估计
,

全省自然立木蓄

积量为 2 亿立方米
,

年增加蓄积量64 0万立方米
,

近几年砍伐量都超过了1
,

20 0万立方米
,

超过自

然增长量的 2 倍
,

供需矛盾十分尖锐
。

不少地区砍伐幼林
,

植被全毁
,
地表裸露

,

导 致 土 壤 侵

蚀
。



2
、

不合理的农林耕作
,

加速土坡任蚀
。

江西丘陵地区水土流失的重要因素
,

是农业上的毁林

开荒
,

陡坡种植
,

铲草皮积肥
,

顺坡耕种
,

破坏地埂和田间道路
。

林业上的炼山全垦造林
,

油茶

林全垦抚育等
,

使新翻耕的土壤
,

大雨之后随水下泻
,

土壤大量流失
。

3
、

地层岩性因素引起的土坡任蚀
。

在地面植被稀疏的情况下
,

基岩类型
、

岩性结构
,

是引起土

壤侵蚀的地质因素
。

江西赣南山地丘陵出露的地层
,

多为花岗岩
、

紫色砂砾岩和砂页岩
,

赣东北

还有广泛的红砂岩分布
。

花岗岩中的长石
、

云母矿物易于风化
,

加之光热充裕
,

雨量充沛
,

有利

于各种风化作用进行
,

形成深厚的风化壳
。

在没有植被的覆盖下
,

容易引起水土流失
。

在江西赣

南严重流失的各个地区
,

均可见到流失至花岗岩母质层的白爆砂或红爆砂
。

7 一 8 月旱季
,

地表温

度可达 76 ℃
,

植树种草难以成活
。

紫色页岩胶结不紧实
,

易风化崩裂
,

流失 与 风 化 交替进行
。

母质发育的紫色土
,

透水性差
,

土层薄
,

保水力弱
,

土壤蓄水量小
,

既便降点小雨
,

亦能产生径

流
,

引起土壤侵蚀
。

四
、

水土保持工作的几点经验

30 多年来
,

江西省在防治水土流失
、

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取得的经验是多

方面的
。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江西省委
、

省人民政府多次召开全省水土保持工作会

议
,

总结经验
,

制定规划
,

组织科技工作者进行现场考查
,

有力地推动了江西省水土保持工作的开

展
。

据统计
,

全省治理面积达 60 多万公顷
,

涌现出一批治理成功
、

效益显著的典型
。

兴国县的果

源
,

宜春县的马王塘
,

宁都县的演山
、

会同等地
,

坚持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绿化荒山
,

基本上

控制了水土流失
,

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

粮食每公顷产量由原来的1
.

5一 2
.

25 吨上升

到7
.

5吨多
,

由吃返销粮变为向国家提供商品粮
。

1
、

平整土地
,

等高耕作
。

修筑水平梯田
,

是江西农民的传统耕种方式
。

在山丘地区修建了大

量的水平梯田种植水稻
,

有效地防止了土壤侵蚀
。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

水土保持科技成果的推

广
,

在 46
.

7万公顷早地上采取了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

修梯地 1 1
.

8万公顷
,

培地埂
、

等高耕作普遍

推广
,

对保水保土保肥
,

对促进农作物增产起了很大作用
。

据进贤县定位观测
,

红壤顺坡耕地
、

等高地埂坡地和水平梯地
,

降雨量60 一 80 毫米
,

水平梯地能够全部保持
,

不发
.

生径流
,

等高地埂

坡地可保持 70 %
,

顺坡耕地只能保持40 一50 %
,

并发生不同程度的片蚀与沟蚀
。

顺坡耕地的泥沙

流失量
,

为水平梯地的 4 倍
。

几种作物产量的综合分析
,

顺坡耕地
、

等高地埂地分别为水平梯地

的6 0一7 5 % 和 7 0一9 0 %
。

2
、

开发利用红坡
,

注意防止水土流失
。

红壤为江西主要土壤资源
,

广泛分布在50 0一尚O米以

下的山丘地带
,

面积为26 6
.

7万公顷
,

除已有46
.

7万多公顷早耕地外
,

还有 6
.

7万多公顷宜于开垦
。

因此
,

红壤开垦利用是江西土地利用中的重大课题
。

早在五十年代
,

就从农民轮作套种的实践中

总结出
“
根不离土

,

土不离根
”
的保水保土的间作套种经验和 “冬深耕

,

春不耕
,

夏浅耕
”
防治

水土流失的耕作方法
。

原江西农业科学研究所在莲塘柏岗试验场开展了耕作方法与水土流失关系

的试验研究
,

为指导红壤开发利用
、

防止水土流失提供了依据
,

有力地推动了坡耕地水土保持工

作的开展
。

3
、

综合治理
,

树立典型
。

江西省各地都有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
、

绿化造林
、

封山育林的好典

型
,

总结治理成功经验
,

大力推广
,

促进了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
。

原江西水土保持研究所推广兴

国县焦溪大队治山治水治田经验
,

先后在兴国县果源大队
、

宁都县鹅鸽大队推广示范
,

取得了显

著治理效果
。

宜春县马王塘行政村
,

原有740 多公顷荒 山
,

土层流失
,

卵石裸露
,

树草不生 , 约



有19 。公顷耕地粮食每公顷单产量只有1
.

5吨左右
,

是一个 “要烧没有柴
,

要吃没有米
”
的穷地方

。

30 多年来坚持以
“
治山不止

、

护林不松
,

改貌不停
”
的决心

,

采取山上营造松杉林
,

山腰
、

坡脚

种油茶
,

栽果树
,

山沟兴建水库
,

村口路边修塘
,

改造低产田等综合治理的办法
,

现 在 已 营造

松杉林6 00 余公项
,

油茶林90 多公顷
,

板栗
、

柑桔约 8 公顷
,

修小水库 4 座
,

塘 40 口
,

疏通 小 河

两条
,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

松杉林木现有立木蓄 积 量4
.

7万余立方米
,

年产茶油1 1
.

7吨
,

水果 1
.

85 吨
,

粮食每公顷单产提高到8
.

25 吨
,

改变了原来贫困面貌
。

山上林木

郁闭
,

土壤湿润
,

卵石缝里也长出了杂草和灌木
,

控制了水土流失
,

生态出现了 良性循环
。

几年

以前一直吃返销粮
,

现在变为向国家提供商品粮
,

仅1 9 8 3年就向国家提供 粮 食55 。吨
,

油脂 1
.

75

吨
,

木材 6 62 立方米
,

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

宁都县瑛山村
,

原是个
“山穷水尽

、

田瘦 人 贫
、

四料

俱缺
”
的穷村

, 1 9 6 3年开始
,

坚持以治山为主
,

山水田综合治理
,

绿化 光 山 6 60 多公顷
,

实现了

每人平均。
.

07 公顷水土保持林
、

0
.

07 公顷油茶林和0
.

07 公顷用材林
、

1 棵果树
,

改造低产田 80 公

顷
,

粮食每公顷产量由1
.

5吨上升到9
.

75 吨
。

五
、

防治水土流失的对策

(一 ) 战略 目标
。

防治水土流失是一项涉及面广
、

综合性强的工作
,

受着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和制约
。

为了有效的控制水土流失
,

在战略目标上应采取全面规划
,

猛攻能源
,

注重效益
,

除害

兴利
。

全面规划
—

就是以小流域为单元
,

因地制宜对山水田林路全面规划
,

做到防治相结合
,

植

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
,

坡面治理与沟道治理相结合
,

治理与生产利用相结合
,

当前利益与长

远利益相结合
。

注重效益
—

水土保持各项措施要有利于当地的农林牧渔各行业的发展
,

讲求实效
,

繁荣农

村经济
,

改变生产落后面貌
,

提高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

猛攻能源

—
开发利用新能源

,

发展沼气
,

兴建小水电
,

营造薪炭林和种灌种草
,

推广省柴

灶
、

省煤灶
,

实行 以气代柴
、

以电代柴
、

以煤代柴
,

多能互补
,

解决农村能源短缺间题
。

除害兴利

—
依靠群众

,

分户治理
,

加速治理进度
,

控制水土流失
,

发挥当地 自然件条的优

势
,

合理利用土地
,

以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

统一规划农林果茶渔各业生产基地
,

为发展当地生产

服务
,

使群众得到实惠
。

(二 ) 战略措施

1
、

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根据自然条件和侵蚀程度
,

以小流域为单元因地制宜的采取综合

治理措施
。

在轻度和中度侵蚀区
,

实行封山育林
,

计划采伐
,

人工育造
。

江西雨量充沛
,

光热条

件好
,

无霜期长
,

植物生长快
。

如无人为破坏
, 2 一 3 年就可更新 ; 强度和剧烈侵蚀区

,

土壤水

肥条件差
,

必须采取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
,

改善植物立地条件
。

修 建 水 平 沟
、

水平台地

和反坡梯地等工程措施
,

配合种植适应性强
、

生长迅速的乔灌草
,

增加植被覆盖率
。

在崩岗侵蚀

区
,

应修撇水沟
,

修谷坊
,

内外绿化
,

防治崩岗的发展
。

耕作早地应修梯地
,

作地 埂
,

等 高作

畦
,

间作套种等
。

应合理利用土地
,

提高经济效益
,

极积发展林茶果和畜牧
,

处理好近期与长远

的关系
,

认真解决好群众经济落后
、 “四料

”
俱缺的两个主要间题

。

2
、

多渠道解决能源短缺
:

( 1 ) 造林种草
。

结合治山
,

营造薪炭林和种灌种草
,

是解决水土流失地区能源短缺的根本

途径
。

在花岗岩流失区
,

营造马尾松
、 ·

枫香
、

木荷
、

泡桐
、

胡枝子
、

白檀
、

黄桅子以及葛藤
、

芭



茅; 在紫色土流失地区种植苦株
、

盐肤木
、

马尾松
、

梓树
、

胡枝子
、

木豆
、

葛藤
、

芭茅等适应性

强的树种草种
。

( 2 ) 封山育林
。

封山育林
,

使山林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
,

要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护林队伍
,

按人划分防范区域
,

巡视检查 ; 制定严明的封山公约和奖罚办法
,

划分全封半封山场
,

实行全封

山与轮封结合
,

计划采伐
,

促进山林恢复
。

( 3) 开发利用当地能源
。

山地丘陵地区
,

水网沟道比降大
,

建坝蓄水
,

兴建小水电站的潜

力大
。

据调查
,

江西可供开发的小水电有2 32 万冠
,

现有装机容量 54 万赶
,

只占 可 开 发 电 能 的

2 3
.

3%
。

石城
、

奉新
、

遂川等县都创造了兴建小水电的好经验
,

只要发动群众自办
,

加上国家扶

持
,

就能迅速发展
。

这不但可以作到以 电代柴
,

而且还能促进村镇企业的发展
。

利 用 秸秆
、

杂

草
、

水生植物和农家肥料
,

积极发展沼气
,

是解决燃料短缺的有 效 办 法
。 1 个 6 立方米沼气池

基本上能满足 5 口之家的烧柴和照明
。

如临川县河东乡林原村农民陈茂华于 1 9 8 4年 投 资2 30 元
,

建了 1 个 6 立方米的沼气池
,

常年利用
,

一年节约烧柴 3 吨多
,

节省照明费20 元
;
利用沼气渣养

了1 0万条蛆闯
,

再将虹蚁养鸡50 只
,

养鱼 1 万多尾
,

液肥下田作饲料
,

猪粪 下 沼 气池
,

循环利

用
,

产品多次增值
,

加上其他收入
,

全家纯收入达 1
.

2万多元
。

可见
,

发展沼气是投 资 小
、

见效

快
,

对保持生态平衡
、

促进 良性循环的好办法
,

应当大量推广
。

3
、

合理利用山地
,

防止水土流失
。

土壤侵蚀
,

主要发生在低山丘陵地区
,

也是江西农林牧

业生产的主要基地
。

全面规划合理利用山地
、

丘陵
,

是减少土壤侵蚀的关键
。

要彻底杜绝盲目开

荒扩种
、

乱砍滥伐
、

毁林种地的不合理现象
。

现有林地任其采伐
,

将会造成更为严重 的 水 土 流

失
。

据刘开树教授对赣南九连山 自然保护区的土壤调查
,

分布在5 00 一6 00 米以下的山地红壤
, 。

一40 厘米土层中含全氮0
.

1 54 %
、

全磷 0
.

0 88 %
、

全钾 1
.

01 5 %
,

每平方公里土壤养分潜在流失量
,

氮磷钾分别为8 62
.

5吨
、

4 92 吨和5 6 8 6
.

5吨
。

如果植被一且破坏
,

发生加速侵蚀
,

土壤养分的流失

是惊人的
。

因此
,

林区的开发必须采取伐育结合
,

防止乱砍滥伐
。

在水土 保 持 规 划中
,

应将用

材林
、

经济林
、

薪炭林统一规划平衡
,

建立林灌草多林相多层次的植被结构
,

按不同的利用方式

配置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
。

改变现行的全垦炼山造林
、

油茶林全垦抚育的作法
,

以减 少 水 土 流

失
。

4
、

健全机构
,

恢复水土保持研究所
。

防治水土流失是一项多部门
、

多学科的工作
,

是国土整

治
、

利用土地资源的宏大工程
。

需要加强领导
,

制定规划
,

交流经验
,

动员群众
,

按照土壤侵蚀

程度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
。

需要健全现有的水土保持机构
,

充实科技人员 , 需要统一部署
,

下达

任务
。

这些应成为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指挥中心
。

原省水土保持研究所自1 9 6 4年成立以来
,

集中

了一批水土保持科研人材
,

取得了一定成果
,

可惜在 1 9 6 8年被撤销
,

至今还未恢复
,

面临江西水土

流失的严重情况
,

应尽快恢复
。

虽然省科委组织全省有关专家
、

学者对赣南山区进行综合利用考

察
,

但毕竟是临时应急办法
,

既不能壮大科技人员队伍
,

又不能形成研究中心
。

为指导全省水土

保持工作
,

恢复水土保持科研机构
,

是当务之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