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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土壤侵蚀现状

及防治研究工作的进展

朱 世 清

(广东省土坡研究所 )

广东省土壤侵蚀在解放前很严重
,

崩岗秃岭
,

破坏农田
,

堵塞河床
,

淤填水库
,

生态严重失

调
。

解放后
,

虽然经过多次整治
,

取得了很大成绩
,

但因政策不稳
,

体制多变
,

致使土壤侵蚀治

而复失
,

不少地方甚至有增无减
,

出现了水源枯竭
,

洪涝早 自然灾害濒繁
,

`

地痔人贫的状况
,

已

到了非治理不 可的时候
。

这里仅就土壤侵蚀现状和防治研究进展
,

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

一
、

土壤侵蚀现状

广东省土壤侵蚀较为严重的约 1 万平方公里
,

占全省2 1
.

2万平方公里的5
.

0%
,

分布 在 70 多

个县市
,

其中超过 10 。平方公里的有 36 个县市
,

集中分布于 韩 江
、

东江
、

北江和鉴江上中游及沿

海丘陵区
。

韩江上游为全省严重的土壤侵蚀区
,

目前土壤侵蚀面积达 2 , 9 07
.

8平方公里
,

占上游面积 1
.

.1

万平方公里的 24
.

43 %
,

约占全省土壤侵蚀面积的 30 %
,

其中土壤侵蚀最严重的五华县
,

土 壤 侵

蚀面积达 8 76
.

5平方公里 (其中面蚀 6 44
.

8平方公里
,

沟状侵蚀 1 59
.

38 平方公里
,

崩岗 72
.

37 平 方

公里
,

崩 口 1
.

97 万多处 ) ;
兴宁县 6 00

.

4平方公里
,

大埔县 3弱
.

5平方公里
,

梅县市 3 06
.

26 平方公

里
,

平远县 1 7 8
.

2平方公里
,

丰顺县 14 6
.

2平方公里
,

蕉岭县 5 3
.

5平方公里
,

龙川县 4 13 平方公里
。

土壤侵蚀使梅县地区河流含砂量为 0
.

4 08 公斤 /立方米
,

居全省之冠
,

给 下 游的每年输沙量达 4 50

一 50 0万立方米
。

北江上游土壤侵蚀也较突出
,

较严重的有南雄
、

终兴
、

连县
、

清远等紫红色岩系盆地
,

土壤

侵蚀面积达 7 5 5平方公里
,

其中南雄县土壤侵蚀面积 2 66
.

46 平方 公 里
,

占全 县 土 地 总 面 积 的

1 1
.

1%
,

土壤侵蚀的山岗共 5 ,
8 41 座

,

每年地表径流带走的泥沙 1 98 万立方米
。

西江流域土壤侵蚀以罗定县和德庆县最严重
。

罗定县土壤侵蚀面积 3 50 平方公里
,

占全 县 土

地面积的 14
.

06 %
,

其中面状侵蚀 7 3
.

4平方公里
,

沟状侵蚀 92
.

4平方公里
,

崩岗84
.

2平方 公 里
,

共有崩 口 1
.

2万多个
,

威胁农田 8 ,

30 0多公顷
,
德庆县土壤侵蚀面积 3 7 8平方公里

,

占全县总 面 积

16
.

8%
,

其中片蚀面积 16 2
.

8平方公里
,

沟蚀 1 , 5 02 平方公里
,

崩岗65
.

6平方 公 里
,

崩 口 密 度 为

6 1
.

4个 /平方公里
。

粤西沿海丘陵的电白县
,

土壤侵蚀面积 3 69 平方公里
,

占全县总 面 积 6
.

9%
,

其中面蚀 2 12 平方公里
,

沟状侵蚀 1 57 平方公里
。

广东省土壤侵蚀可分为面状侵蚀
、

沟状侵蚀和崩岗三种类型
。

面蚀的面积最大
,

范围广
,

约



6
, 。。O平方公里

,

占侵蚀面积的 60 %
,

表层受不同程度的侵蚀
,

养分流失
。

据采自五华县华 城 区

面蚀赤红城的分析
,

表层有机质含量。
.

60 %
,

全氮含量。
.

0 37 %
,

全磷含 量 。
.

045 %
,

全 钾 含量

。
.

83 %
,

土壤肥力下降
,

但往往不被人所重视
。

面蚀进一步发展为沟状侵蚀
,

沟蚀面积 2
,
7 0。平方

公里
,

占侵蚀总面积 27 %
,

表土全被冲走
,

心土裸露
,
千沟万壑

,

由丘的顶部向四周辐射
,

呈鸡

爪状
。

每当大雨
,

黄泥沙从沟冲下
,

为害极大
。

沟状侵蚀进一步发展便成为崩岗
,

面 积 约 1
, 30 0

平方公里
,

占侵蚀面积 13 % , 崩岗面积虽少
,

但集中且崩塌严重
,

一遇大雨
,

大量泥沙由崩口冲

出
,

淹没农 田
,

危害很大
。

广东省土壤侵蚀最广的是花岗岩丘陵区
,

例如五华
、

德庆
、

电白
、

四会等县
,

植 被 一 经 破

坏
,

面蚀开始
,

进一步发展为沟状和崩岗侵蚀
,

以崩岗侵蚀为其特征
;
其次为紫红色岩系盆地

,

如南雄
、

罗定
、

连县的星子等
,

由于岩性的关系
,

以层状剥蚀和沟蚀为主
,

极少崩岗
。

土壤侵蚀的结果
,

往往是流沙掩埋农田
,

抬高河床
,

淤塞水库渠道
,

其后果极为严重
。

据粗

略统计
,

全省受泥沙危害的山塘水库 8 51 座
,

仿瞬乏河道 8 02 条
,

受害农田 9
.

2万公顷
。

韩 江 上游的

梅县地区不少河床高出田面 1 一 3 米
,

较大的五华河
、

宁江
、

琴江成为高 出 田 面 0
.

5一 1
.

。米 的
“
地上河

” 。

五华真被淤积的山塘
4 74 座

,

其中有 2 3 2座已成为砂库
,

淤积 库 容 8 3 8万立方米
,

年

淤积量达 24
.

4万立方米
,

相当于每年报销一个小 I 型水库
。

例如乌破河元坑水库
, 1 9 6 0年建成时

库容为 80 万立方米
,

至 1 9 8 3年已淤积了 40 万立方米
;
兴宁县 1 9 7 7年调查

:
全县 10 万立方米以上共

12 。座水库中
,

有83 座淤积严重
, 1 9 5 7年建成的合水水库

,
已淤积 5 30 万立方米

,

平均每年淤积 26

万立方米 ; 石壁
、

麻岭
、

石寨三个小水库已淤积一半以上
。

鉴江上游的信宜站
,

每年淤高 15 一 20

厘米
,

下游的化州站年输砂量 18 8万吨
,

侵蚀模数为 2 32 吨 /平方公里
。

北江上游的南雄
,

每 年地

表径流带走的泥砂 198 万立方米
,

其中流入祯江的泥砂 1 36 万立方米
,

使河床每年淤 高 17 厘 米
。

19 5 6年该县城至乌径可通木船
,

现已不能通航
,

全县受害农田 8 , 。00 公顷
,

受害 的水 渠 达 25 6公

里
,

每年要付出 8
.

26 万个劳动力清理水渠淤泥 ; 电白县因土壤侵蚀
,

受黄泥水为害的农 田 有 1
.

3

万多公顷
,

被黄泥砂埋没的农田 2 , 7 00 公顷
。

可见土壤侵蚀所造成的土地资源的破坏是极其 严 重

的
。

由于土壤侵蚀
,

造成山穷水尽
,

生态严重失调
,

洪涝早 自然灾害频繁
,

地瘦人贫
,

给经济上

带来严重恶果
。

例如梅县地区 1 9 8 4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 1 4
.

64 亿元
,

不及东莞县的总 产 值 ; 每人

平均 收 入 23 0元
,

比全省每人平均收入少了将近一半
。

土壤侵蚀严重的五华
、

兴宁
、

大埔
、

丰顺

等县
,

至今还有部分人缺粮
,

每人平均收入也 比全区收入低
。

二
、

防治土壤侵蚀研究工作的进展

建国以来
,

广东省防治土壤侵蚀工作发展是很不平衡的
,

时起时落
,

大致经历几个阶段
:

全省土壤侵蚀的治理工作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开始的
。

1 95 1年和1 9 5 2年
,

省林业厅和水利部汀

分别在德庆马墟和五华乌破河上游成立崩山治理实验和水土保持实验室
,

重点是摸索水土流失的

规律和治理崩山的技术措施
,

跟着在五华
、

兴宁
、

德庆等县推广
。

19 防年省成立水土 保 持委 员

会
,

原水电厅设水土保持科
,

林业厅设防护林水土保持组
。 9 月全省召开第一次水土保持会议

,

建立了 6 个专区站和 40 个县水土保持站
,

全面开展试验
、

示范
、

推广工作
,

掀起一个全党动手
,

大规模群众性水土保持工作
,

封山育林
,

植树造林
,

大搞沟谷工程
,

取得很大成绩
,

为广东省土

壤侵蚀治理工作打下了基础
。

现在象德庆
、

电白等县的森林
,

大多是在这一阶段种植 的
。

经济生活困难时期 ( 1 9 5 9一 1 9 6 1年 )
,

土壤侵蚀治理工作放松了
,

更 由于体制的变动
,

普遍

出现滥伐山林
,

机构撤销下放
,

治理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

造成土壤侵蚀加剧
。



一

1 9 62 一 1 9 6 6年
,

全县进行以封山育林
、

改造低产田为中心的新阶段
,

土壤侵蚀防治工作又有

了 新 的 发展
。

当时广泛开展
“ 四结合” ,

即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
,

植树造林与封山育林

相结合
,

群众运动与专业队伍相结合
,

以及治理与利用相结合
,

全省土壤侵蚀治理工作取得较好

成绩
。

“ 文革
”
内乱期间

,

土壤侵蚀治理工作和其他事业一样
,

遭到严重的破坏
,

机构撤销
,

干部下

放
,

实验停止
,

林木破坏
,

加上其他原因
,

土壤侵蚀不少地方有增无减
。

据省水电部门调查
,

在十

年动乱期间
,

全省有35 个县市新增加土壤侵蚀面积达 4 92 平方公里
,

一些本来治理取得很突 出 成

绩的县
,

例如五华县
,

也在这期间治而复失
,

甚至侵蚀面积扩大
。

1 9 7 7年和 1 9 7 8年
,

省水电厅召开二次规模较大的全省水土保持现场会议
。

会议要 求 加 强 领

导
,

健全机构
,

摸清情况
,

做好规划
,

因地制宜集中治理
,

加快治理速度 ; 要求各水土保持站要

负起试验
、

示范
、

推广的责任
,

面向群众
,

面向生产
,

综合治理
。

于是土壤侵蚀治理工作得到恢

复和发展
。

经过几年的努力
,

已取得明显的结果
。

例如
,

德庆县办起 5 个区级 36 个乡级的水土保

持种苗场
,

专业人员 4 00 多人
,

管理面积 4 ,
0 00 公顷

,

经过几年的实践
,

这些水土保持站已初具规

模
,

起到了示范作用
。

该县的九市区洞寮乡水土保持站
,

通过造林绿化
,

已控制了土壤侵蚀
,

同

时利用小破和沙渍地种果 34 公顷
, 1 9 8。年收入 5万元

.

1 9 82年收入 1。万元
,

树立起土壤侵蚀区致

富的典型
。

八十年代开始
,

进入以小流域为单位的综合治理
,

虽然时间不长
,

但成效显著
。

例如德庆县
1 9 8 1年推广了新墟区中洞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经验

,

现已治理新墟区格木小流域
、

官墟区径心小流

域
、

马墟区深涌小流域等流失面积约 30 平方公里
,

受益农田约 3 77 公顷
。

目前土壤 侵 蚀治理工作

已进入一个发展而富有成效的新阶段
。

最近省六届人大常委十六次会议作出决议
,

拨出专款
,

力争

用 10 年时间
,

整治韩江
、

北江上游 17 个县市 3 7
.

4万公顷严重土壤侵蚀区和 全省面上危害大的崩口
,

要基本治理好
。

从 19 8 6年开始
,

连续 10 年
,

每年投资 8 0 0万元和专用物资
,

把全省土壤侵蚀治 理

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

实践证明
,

经过长期的综合治理
,

不少土壤侵蚀区绿化了荒山
,

封住了崩口
,

拦 截 了 黄 泥

水
,

保护了农田
,

被埋没的农田得到垦复
,

促进了农林牧 副渔 的 发 展
,

改变了山光
、

水穷
、

地

瘦
、

低产的面貌
。

据统计
,

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
,

解放初期全省 1 万平方公里土壤侵蚀面积
,
已有

4 6
.

6 7万公顷得到不 同程度的治理
,

其中效果显著的占治理面积 43 %
,

保护了农田 9
.

3万公顷
,

恢

复被掩埋的耕地 1
.

3万公顷
。

德庆县治理侵蚀面积 2 8 0
.

7 1平方公里
,

占侵蚀总面积 3 54
.

39 平 方公

里的 80 %
,

其中效益显著的 15 0
.

44 平方公里
,

占侵蚀面积 4 2
.

6%
,

森林覆盖率由治理前的 16 %
,

增加到现在的 54 % ;
有 1 ,

30 0公顷被埋没农田得到恢复
, 4 , 7 00 公顷低产田得到改 良

,

全县早涝保收

面积从 9
.

6%增加到 87 %
,

粮食每公顷产量从 1 94 9年 2
.

5吨
,

提到 1 9 8 2年 8
.

9吨
,

总 产 从 4
.

5万 多

吨增至 1 3
.

3万吨
,

由缺粮县变为年交商品粮 3
.

2万吨
。

该县有林面积从解放初期 5
.

3万 公 顷 增至

14
.

7万公顷
,

立木蓄积量从 70 万立方米增至 4 6 3
.

6万立方米
;
上调国家木材从解放初期 1 ,

9 00 立方米

增至 4万立方米
,

松脂产量由1
, 3 3 8吨增至 1

.

“ 万吨
,

林业收入占农业总收入比例从 9
.

2 %上升到

2 8
.

6%
,

农业人 口
’

平均收入从 43 元增至 3 49 元
。

在长期的大面积综合治理下
,

德庆县基本上 改变

了恶劣的环境
.

出现了一个较为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

电白县在广大面蚀区造松按为主的水土保持林
,

沟蚀区采取工程措施与植松树
、

按树
、

相思树

相结合
,

全县植林 7
.

0 7万公顷
,

其中水土保持林 1
.

6万公顷
,

完成治理土壤蚀侵面积 31 。平方公里
,

相当于侵蚀总面积的 80 %
,

其中效果显著的 81 平方公里
。

全县共修土谷坊 1
.

68 万座
,

拦 洪坝 510



座
,

倏梯田 1 , 2 58 公顷
,

完成土方 2“ 万立方米
。

过去被流沙埋没的2 , 6 70 公顷农 田得到 垦 复
,

加

上大规模的水利工程
,

粮食生产不断上升
,

公顷年产量由整治前的 1
.

5吨增至 6吨
。

该县的小良水

土保持站
,

坚持 20 多年的连续治理
,

在 26 个崩岗6 10 多公顷土地上种植林木及经济作物
,

取 得 了

显著效果
。

近年来与华南植物所协作
,

引种适应本地区生长的阔叶林
,

进行多层配置的阔叶针叶

棍交林造林试验
,

已取得了成效
,

为沿海丘陵区按松林更新探索途径
。

三
、

当前土壤侵蚀治理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

广东省土壤侵蚀治理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 成绩
,

但在研究工作上还存在不少问题
,

当前在防

治土壤侵蚀研究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

1
、

摸清情况
,

订好规划
,

推行小流域治理
。

全省土壤侵蚀面积广而分散
,

虽经几 十 年 的 治

理
,

但系统地调查研究少
,

可以说情况不明
,

统计数字不准
,

影响到制定规划
。

因此
,

应该组织

力量
,

进一步摸清土壤侵蚀的现状
,

包括侵蚀类型
、

面积
、

发生原因
、

危害情况
、

治理效果
、

典

型经验等
,

为制订治理规划提供依据
。

在治理规划上
,

以小流域为单位
,

利于领导
,

兼顾上下游

和左右岸
,

由山脚至山顶
,

先支渠后干沟
,

遵循生态学和经济学的原则
,

远近结合
,

治用兼顾
,

治为了用
,

用必须治
,

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这样才易见成效
。

2
、

加强科学试验工作
,

提高土坡俊蚀治理工作的科学水平
。

全省土壤侵蚀治理工作
,

虽然取

得很大的成绩
,

但科学数据极少
,

除电白县小良水土保持站与华南植物所协作
,

进行人工林对保持

水土
、

改良环境的科学试验
,

进行不 同林地下的植物生长量
、

蒸腾量
、

土壤含水量
、

地下水位
、

地面径流
、

枝枯落叶以及物候
、

小气候等综合性观察外
,

其余水土保持站均极少测定
,

缺乏具体

的科学数据
。

在新的情况下
,

应把土壤侵蚀治理工作从感性认识提到理性认识
,

各水土保持站今后

在搞好示范
、

推广的同时
,

开展试验工作
,

积累科学数据
。

诚然
,

当前全省水土保持站技术人员

不足
,

应有计划培养
,

扩大技术队伍
,

以适应洽理研究工作的需要
。

3
、

总结现有成功经验
,

加快推广步伐
。

土壤侵蚀治理措施包括农业
、

林业
、

水利 等 综 合技

术
,

按照不同侵蚀类型
,

采取不同方法
,

因地制宜
,

互相结合
,

才能达到治 理 的 目 的
。

全省在

土壤侵蚀治理过程中
,

各地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经验
,

诸如防止坡耕地面蚀的修 筑 梯 田
、

地

埂
,

横耕垄作
、

带状间作等 ; 面蚀治理的植树造林的统一
,

统一标准
.

专业承包
,

验收付款的办

法以及马尾松
、

湿地松
、

按
、

木荷
、

大叶相思等针叶阔叶混交林
,

造林
、

封山育林
、

护林的结合

等措施 , 沟蚀治理上工程措施结合造林的水平沟
、

鱼鳞坑
、

谷坊
、

拦砂坝等
;
治理崩 岗 的 上 拦

(天沟 ) 下堵 (谷坊 )
,

中间削 (削坡开级 )
,

把悬崖陡峭的崩壁 自上而下削成水平台级
,

在台

级上种树种草
,

加速绿化
,

达到迅速控制崩 口 的目的
,

等等
。

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经验
,

应很好地

总结
,

使这些经验在土壤侵蚀区开花结果
。

4
、

加强领导
,

健全机构
,

进行群众性的国土保护教育
,

通过各种形式宣传保护森林
,

保持水

土
,

维护生态平衡的意义
,

宣传政府有关法令
,

制订 乡规民约等等
,

以进一步提商群众性造林
、

护林和搞好土坡侵蚀防治工作的自
·

觉性和积极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