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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土壤侵蚀的危害及其防治

李 瑞 波

(广东省翁源县农业局 )

土壤侵蚀
、

水土流失是土壤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的反映
,

是土壤资源趋向贫瘩的外在表现
。

这

个间题在韶关市的局部地区已成为农业生产发展的一大障碍
,

给农业生产
、

农田建设以及人民生

活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

因此
,

采取有效措施
,

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

对发展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意

义
。

一
、

土壤侵蚀的概况

据统计
,

全市土地总面积 30
, 2 8 3

.

8平方公里
,

山地总面积 25
, 1 25

.

4平方公里
,

其中水土流失

区的山地面积 1 1 , 6 00 平方公里
,

占46
.

2 %
。

全市耕地面积 2 9
.

7 8万公顷
,

其中水土流失区的耕 地

面积 1 3
.

1万公顷
,

占4 3
.

7 %
。

全市总人口 4 17
.

2 5万
,

其中水土流失区 人 口 1 9 6
.

5万
,

占47
.

1 %
。

据土壤普查的调查统计
,

全市有水土流失面积 1 , 1 77
.

47 平方公里
,

占土地总面 积 的 3
.

9 %
,

其中片蚀 81 9
.

37 平方公里
,

沟蚀 33 9
.

41 平方公里
,

崩岗 30
, 6 50 个

,

分布在 2 2
.

6 8平方公里的范 围

内 (详见表 1 )
。

水土流失主要集中在有
“ 红色盆地

” 之称的南雄县和始兴县
,

其次是连县的星

子盆地
,

乐昌的坪石盆地以及仁化盆地和阳山县等地
。

二
、

土壤侵蚀造成的危害

土壤侵蚀
、

水土流失
,

给当地农业生产及其他方面带来很大的损失
。

1
、

跑水
、

跑土
、

跑肥严孟
。

土壤侵蚀对农业的直接影响是
“
三跑

”
严重

,

地面大量的肥沃表土

随水流失
,

耕层 日益变薄
,

肥力下降
,

土壤质地变粗
。

按演江年输沙量 4 7
.

5万吨计
,

初步概算
:

南

雄县每年流失的土壤
,

大约相当于厚 17 厘米的耕作层 2 1 1
.

2公顷
,

其中流失有机质 4 ,

27 5吨 ; 纯氮

2 9 2
.

4吨
,

相当于尿素 6 5 5
.

6吨 , 纯磷 5 5 5
.

7 5吨
,

相当于 5
, 55 7

.

5吨过磷酸钙 ; 纯钾 1 0 , 9 6 5
.

1 7吨
,

相当于 1 8 , 2 7 5
.

3吨氯化钾
。

由于大量肥沃表土被冲走
,

致使作物易受干早威胁
,

生长不 好
,

产 量

低
,

一般要减产 2 一 3成
,

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的影响
。

仅南雄县因水土流失受害的耕地面积达 1
.

46

万公顷
,

占耕地总面积的 49 %
,

其中有 2 ,

40 0公顷变成低产 田
,

稻谷每公顷年产在 6 吨 以 下
。

又

据石角水文站记载
,

北江流域的输沙量在逐年递增
,

五十年代
、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平均年输

沙量分别为 4 6 8
、

5 38 和 6 08 万吨 , 按年榆沙量 5 4 0万吨计
,

则相当于每年被冲走 20 厘米的表土层

面 积 达2
, 0 0 0公顷

。

同时
,

水土流失使大量泥沙倾泻而下
,

使下游溪流淤塞
,

溪岸冲溃
,

埋没农田
,

毁坏作物
,

造成巨大损失
。

1 9 8 2年 5 月中旬
.

北江右岸几个县遭到暴雨的袭击
,

山洪暴发
,

造成极为严重的

损失
。

据灾后调查
,

这次洪水在许多地方发生了泥沙流
,

阳山县青莲区 (原公社
,

下同 )
,

暴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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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1
,

1 7 7
。

4 7 3 0
一

6 5 0 2 2
。

6 9 3 3 9
。

4 1 8 1 5
。

3 7

山洪倾泻
,

山崩堤溃
,

大批民房被冲塌
。

英德县 3
.

14 万公顷农田受浸
。

2
、

拾高河床
,

淤塞扩坝水库
,

降低效益
。

水土流失使大量泥沙淤积于河道
,

抬高了河床
,

使

航道运输受到影响
。

南雄县有水土流失山头 5 , 8 41 座
,

每年地表径流带走泥沙 19 8万立方米
,

使侦江

河床每年淤高17 厘米
。

演江 1 9 5 3年时轮船可以从韶关上到南雄县城
,

14 吨位木船可到达乌径
,

现

在这些航运条件均已消失
,

只能在雨季放排运输竹木
。

1 9 6 5年前
,

全市通航 里程为 2 , 1 00 公里
,

据 19 8 0年统计
,

通航里程 已减为 1 , 329 公里
,

而且许多河段由于边滩和江心洲的发育
,

使 航 道险

滩增多
,

或者变成 了游荡性航道
,

需要采取筑丁坝等束水归槽工程或疏浚工程措施
,

不仅航行不

便
,

而且极大地增加了投资
。

水土流失也使一些为防早抗旱而修建的水库
、

山扩和渠道被泥沙淤积
.

降低了蓄引水效能
,

缩短了使用时间
,
加重了灾情的威胁

。

据南雄县统计
.

每年淤积于水利工程的泥沙达 42 万吨
,

受

害的塘库2 64 座
、

渠道 4 22 公里
,

其中乌泥水库库容 1 79 万立方米
,

23 年间淤高 3 米多
,

淤 积 泥沙

达 6
.

5万吨 , 连县星子区是韶关市水土流失较严重的地区
,

该区的水细湾村桥墩 比 五十年代淤高

7 0厘米
,

1 9 8 2年桥墩淤高 1米
,

洪水仍从桥面漫过
。

星子区老清塘村 10 座 山 扩
,

面积 2
.

2公顷
,

库容 27 万立方米
,

现在都被淤满
,

失去效益
。

3
、

气候失润
,

水早灾容频健
。

水土流失地区缺乏或没有植物及枯枝落叶层覆 盖
,

地 表 温 度

高
,

蒸发量大
,

气候有变干燥的趋势
。

如水土流失严重的南雄县
,

植被率仅 16 %
,

因而地面入渗

能力弱
,

地表径流大
,

造成气候失调
,

水早灾害频繁
。

该县在五十年代里
,

年平均蒸发量比降雨

量小 5 3
.

92 毫米
;
可是

,

六十年代里
,

年平均蒸发量就大过降雨量 9
。

47 毫米
;
到七十年代年 平 均

、

蒸发量比降雨量更大
,

达1 92
.

37 毫米
。

这说明了气候有变干的趋势
。

由于气候干燥
,

地面覆盖率



低
,

生态环境恶化
,

夏天地表温度高达 72 ℃ 。

每逢降雨
,

径流集中倾泻而下
,

流水夹带大量泥沙

流入河道
、

塘库
、

水圳等
,

造成大雨大灾
,

小雨小灾
.

无雨早灾
。

南雄县有蓄水库容 2 亿多立方

米
,

因水源枯竭
,

原有引水流量仅剩 8
.

6立方米 /秒
,

减少流量 3
.

0立方米 /秒
,

加 重 了 早 情威胁
。

三
、

造成土壤侵蚀的原因

引起水土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归纳起来就是人为因素和 自然因素两大方面
,

其中前者是

使流失 日益加剧的主导因素
。

造成土壤侵蚀不断加剧的原因
,

除历史遗留的祸根之外
,

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

第一方面
,

经历了三次大的山林破坏
,

森林资源消长失调
。

第一次是五十年代末期
,

大炼钢

铁
,

一平二调
,

各地不仅山林遭到严重破坏
,

连四旁绿化
,

甚至果园都被糟蹋 ; 第二次是
“

文革
”

内乱期间
,

无政府主义泛滥
,

管理不得法
,

失去控制
,

毁林风无法制止 ; 第三次是前几年
,

由于

体制改革的变化
,

一时管理跟不上
,

无政府主义又乘机抬头
,

滥砍滥伐
,

有的买卖青山
,

砍光山

头
,

甚至象地处全省最高峰—
石坑峻下的乳源县青溪洞 自然保护区

,

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

在

这个保护区里
,

原来生长着中亚热带少有的森林和珍禽异兽
,

是科研和教学的 良好基地
。

由于几

年来破坏山林的歪风刹不住
,

附近乡村的农民把手伸了过去
,

使资源大遭破坏
,

使这个自然保护

区的林地面积由原来的 3 , 2 00 公 顷减至约 1 ,

30 。公顷
,

而保存完好的就只有 33 3公顷了
。

据林业部门资料
,

七十年代末期
,

全市森林年平均生长量为 24 3万立方米
,

消耗量为2 99 万立

方米
, 1 9 4 9一 19 8 4年全市森林砍伐量 2 ,

25 4万立方米
,

其中水土流失严重的南雄 县 砍 伐量 52 7万

立方米
。

该县年平均砍伐量 19 万立方米
,

而年平均生长量只有 1 0
.

5万立方米
,

砍伐量超过生长量

的 0
.

8倍
。

由于森林消长失调
,

丘陵地植被稀疏
,

造成土壤涵蓄水 分 的 能 力 减 弱
,

地表径流增

大
,

水土流失加剧
。

第二方面
,

不合理的开荒造田造地
。

这种情况在丘陇山区各地都有
,

主要是七十年代
,

片面

强调扩大粮食耕地面积所致
。

为了扩大粮食耕地面积
,

不惜毁掉林地草地
,

有的还铲平或铲光小

山头
,

大搞人造小平原或所谓花果山
,

其土方量之大
,

人力物力的浪费
,

都是惊人的
。

第三方面
,

坡耕地的顺坡种植
,

沿袭旧的利用方式
,

严重跑水跑土
。

乳源县 桂 头区 2 67 公顷

坡耕地向来都是顺坡种植
。

南雄
、

始兴县紫色土地区的烟农
,

为了排水良好
,

预防死头病和便于

操作
,

往往顺坡起畦
。

此外
,

如水利建设工程
、

公路交通建设工程
、

工矿基建工程
,

以及山林火

灾
、

烟 区烤烟和群众烧柴而破坏植被
,

铲草皮烧火土泥
,

全垦造林等
,

都是加剧水土流失的不可

忽视的方面
。

山火可使大片山林生态系统遭到彻底的破坏
。

有时
,

一些地方的山林火灾面积超过了

当年的造林面积
。

如始兴县 1 9 6 7年至 1 9 7 1年间
,

山林火烧面积为 2 , 6 00 公顷
,

占同期造林面积 3 , 4 67

公顷的 75 % ; 1 9 7 2年的山林火烧面积达 1 , 4 14 公顷
,

超过了同年造林 1 ,

39 9公顷的数字
。

全市每年

山林火灾面积均达 1
.

3一 2
。

O万公顷
。

造成土壤侵蚀的原因
,

除上述各种不当的经济活动这个主导因素外
,

自然因素也是不可忽视

的基本因素
。

土壤侵蚀的动力有降雨及其所形成的水流
、

风力等
,

而绝大多数是 以 前 者 为主
。

韶关市地处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的北缘
,

雨量充沛
,

多年平均降水总量 5 29 亿立 方 米
,

年平

均降水量在 1 , 3 00 一 2 ,

40 。毫米之间
,

最多达 2 ,

59 。毫米
,

而且年雨量多集中在雨季
。

实测 24 小 时

最大暴雨为 2 18 一 4 84 毫米
。

这种惊人的大暴雨
,

是造成土壤侵蚀的主要的自然因素
。

在植被遭到

严重破坏的坡地上
.

大雨时漫遍斜坡的薄层水流
,

在运动过程中会对坡面发生冲刷
,

造成片状侵

蚀
,

首先冲走表土中一些可溶性细粒物质及岩石碎块
,

严重破坏缺乏梯田工事等保护措施的坡耕



地
。

在持续的暴雨中
,

这种片状水流就会在斜坡的低洼处逐渐汇集
,

形成暂时性的线状水流
,

是

洪流的开始 , 随着冲刷力加大
,

并不断地刷深和加宽低洼处
,

于是形成细沟
,

开始了沟状侵蚀 ,

沟壮侵蚀继续发展就是冲沟
,

使整个坡面切割得支离破碎
。

除了降雨及其形成的地表径流之外
,

韶关市地形起伏变化大
,

而且地面坡度较徒
,

红色岩系

分布较广
。

这些基岩
,

尤其是紫色砂页岩易风化的特性
,

及其在一定的水热条件下所形成的风化

壳疏松的性质
,

地面植被被破坏以及表层土壤的结构和透水性能差等
,

对于土壤侵蚀的发生和发

展
,

均有一定的影响
。

四
、

土壤侵蚀的综合治理

土壤侵蚀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
,

它使大量的土地资源
、

水资源遭到 破 坏 和 损

失
,

使耕地数量减少
,

质量下降
,

环境恶化
,

从根本上削弱了 自然界养活人类的能力
。

因此
,

根

治水土流失
,

不仅是为了眼前生产建设的需要
,

也是一项带根本性的长远性的战略措施
,

是 国土

整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改造自然
、

造福子孙后代的艰巨事业
。

土壤侵蚀受多因子影响
,

必须采取多种措施互相配合的综合治理
,

方能奏效
,

其基础工程就

是要建立强大的良好的林草生态系统
。

根据各地经验
,

主要是采取工程措施
、

生物措施
、

农田基

建和水土保持耕作措施等相结合的办法
,

实行山水 田林路综合治理
,

方能有效地制止和减轻土壤

侵蚀
。

1
、

封山育林
,

种果护草
,

增加植被
.

固土防冲
。

植树造林
,

种植果树
,

护草
,

严禁乱铲草皮
,

增加地面覆盖
,

建立 良好的林草生态系统
,

这是防止土壤侵蚀
、

保护土壤资源的根本措施
。

南雄

县小坑河小流域
,

经过 5 年的治理
,

林草覆盖度由原来的 15 %提高到 7 0
.

2 % , 森林覆盖度由原来

的 9 %提高到 59
.

2%
,

造林保存率达 85 %
。

由于被覆度增加
,

气候显著变化
。

据观测
,

在同一个流

失区同一时间内
,

未治理的地表温度 62 ℃ ,

经过治理后的地表温度 39 ℃
。

由于有了森林
,

降雨时

则有林冠的截留
,

以及林下枯枝落叶层和其它地被物的保护
,

使雨水到达地面之前经过一再阻挡

和消能作用
,

极大地削弱了对地面的溅击和侵蚀
。

同时林木草被的根系及其枯枝落叶能改善土壤

结构
,

提高持水和透水能力
,

使得到达地面的大部分雨水能缓慢地渗入 地 下
,

减少 地 面 的 冲

刷
。

2
、

搞好工程措施
。

修建谷坊
、

拦沙坝
、

沟恤工程和山塘水库
,

是截拦山洪
,

缓和水势
,

避害

趋利和蓄水防早的有效措施
。

水土流失区修筑谷坊
、

拦沙坝等工程措施后
,

有效地控制了洪水泥

沙
,

在日雨量 10 。毫米的情况下
,

泥沙基本上被拦蓄在工程上
,

部分雨水变为地下泉流
,

减 少河

流水库的淤积
,

相应降低了河床的高度
。

同时雨水被拦截在工程上
,

对促进林木生长
、

增加植被

起到重要的作用
。

南雄县小坑河小流域
,

通过工程措施拦蓄
, 3 年生的马尾 松 高达 1

.

28 一 2
.

27

米
, 2 年生的湿地松高 1

.

25 一 1
.

91 米
, 2年生的黑荆高 2

.

83 一 5
.

15 米
。

该县湖 口乡 (原大队)
,

采用工程措施结合生物措施
, 19 7 2一 1 9 7 9年连续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90

.

2公顷
,

洪水泥沙基本被控

制
, 7 年台湾相思树高达 6

.

。米
,

径粗5
.

0厘米 ; 黄檀树高2
.

0米
。

3
、

平盆坡地
,

建设梯田 (地 )
,

修固地埂
,

保水防蚀
。

平整土地
,

筑埂防蚀
,

是一项重要的农

田基本建设
,

也是培育高产稳产农田的基础
。

这一工程措施
,

可以 防止径流冲刷
,

增 加水 分下

渗
,

提高土壤蓄水量
,

增强抗早力
,

变
“
三跑地 ,, 为 “ 三保地刀 ,

彻底改转
“
有地无埂

,

水土流

散 , 的破烂局面
。

另外
,

要严禁乱开荒地
,

凡 25
“

以上的陡坡地一定要退耕还林
。

4
、

搞好耕作管理
,

增加地面祖盖
。

种好绿肥作物
,

对防止农田水土流失有着重要的作用
,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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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少 !l省水土流失分区和水土保持工作

吴 士 佳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

一
、

水土流失分区

根据四川省复杂的地质
、

地貌和水土流失现状
,

将全省划分为五个水土流失大区
,

概况见麦 1。

每个水土流失大区
,

又根据土壤侵蚀类型和强度分为若干小区
。

I 一四川盆地区
:

I
:

一强度片蚀及强度沟蚀区
。

分布于盆地中部紫色页岩或厚页岩和薄砂岩的遂宁
、

安 岳
、

乐至
、

资阳
、

南部
、

三台
、

中江
、

南充等县及龙泉山区的部分地带 ;

I
:

一强度片蚀
、

轻度沟蚀区
。

分布于眠江右岸黄土夹卵石的红黄壤台地区
,

包括蒲 江
、

名

山
、

洪雅
、

夹江
、

峨眉
、

乐山
、

键为等地 ,

I
:

一中度
、

轻度片蚀区
。

分布最广
,

包括盆地强度侵蚀区以外的盆中丘陵和石 灰 岩及黄色

砂页岩
、

黄壤土的背斜山岭区和川东褶皱地区 ,

1
4

一隐匿侵蚀区
。

分布在 5
“

以下的坡耕地和盆地西部平原和南部浅丘水田区
。

X一盆周山地区
:

I
:
一中度片蚀及局部强度片蚀

、

沟蚀区
。

分布于强烈褶皱和多断层及逆断层的大 巴 山复式

背斜山地和眠山山区
;

I
:

一中度片蚀
、

溶散侵蚀区
。

分布于强烈褶皱
、

岩层倾角大及石灰岩层分布广的盆 南 边缘

山区和大凉山区 ,

1
3

一轻度片蚀区
。

分布于降水集中的青衣江上游一带
,

包括芦山
、

天全
、

宝兴
、

荣经等地
。

行等高耕作
,

雨季减少松土作业
,

增施有机肥
,

促进土壤团粒结构形成
,

对防止水土流失
,

也有

一定的作用
。

五
、

结 语

防治土壤侵蚀有不少工程间题
、

技术问题
,

但它决不是一件单纯的工程技术工作
,

而是一个

综合性的生态经济间题
。

它不仅涉及林业
、

农业
、

畜牧业
、

水利水电
、

工交
、

环保
、

基本建设
、

教育科研等许多经济部门和企事业单位
,

而且还涉及政策方针方面的许多领域
。

不注意山区经济

的研究
,

不解决山区农民的 口粮问题
、

生活能源间题
、

经济收入间题
,

不提高山区的文化水平和

科学管理水平
,

不控制好人 口的增长
,

即不按照客观的自然规律
、

经济规律
,

因地制宜地建设好

山区
,

水土流失就不可避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