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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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一川西南山地区
:

,
,

一轻度片蚀
、

中度沟蚀区
。

分布于高原南端被河流割切的附近和沿岸第四纪沉积 物 所形

成的西昌
、

宁南
、

冕宁
、

会理
、

会东
、

德昌
、

盐源
、

盐边一带 ,

1
2

一风蚀及崩塌侵蚀区
。

分布于风力大
、

气候干燥
、

崖石破碎
、

山高坡陡
、

地层不 稳固的

西昌东河
、

西河流域和汉源县流沙河流域 ,

I
:

一隐匿侵蚀区
。

分布在西昌
、

德昌
、

米易
、

会理一带水 田较多的地区
。

万一川西离山映谷区
:

风蚀及崩岗
、

滑坡侵蚀区
。

分布于风速常大于或等于 5 米 /秒
,

雨量稀少
、

气候干 燥
、

岩石

破碎
、

山高坡陡
、

地层不稳固的眠江上游干旱河谷
,

坟川
、

理县
、

茂汉及松潘一带
。

V一川西北高原区
:

.

风蚀及冰蚀区
。

分布于风速常大于或等于 5 米 /秒
、

降水量少
、

气候干燥的川西高原 及 海拔

6 , 。。。
、

米以上
、

终年积雪的高原区
。

泥石流分布很广泛
。

全省 16 个市地州所属的 1 00 多 个 县都有

分布
,

其中以阿坝
、

甘孜
、

凉山
、

渡 口和雅安等 5 个市地州
,

泥石流的活动更为频繁
。

表 1 四川省水土流失分区概况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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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水土流失现状

(一 ) 水土流失的类型
、

面积和程度

四川山丘地区水土流失类型大体可分为片蚀
、

沟蚀和母质侵蚀三大类
。

它们既有独特的发展

规律
,

又有密切的内在联系
。

在山丘地面上
,

经降水径流作用
,

首先造成片蚀
。

由于地形部位和人为利用的不 同
,

可分为

稳匿片蚀
、

旱地片蚀和礴片状片蚀
。

随着径流加强
,

片蚀进一步发展到沟蚀
。

沟蚀又可分为细沟



侵蚀
、

浅沟侵蚀
、

切沟侵蚀 ( 即连续漏斗状沟蚀 )和冲沟侵蚀
。

细沟和浅沟侵蚀有时同时出现
,

均可直接进入切沟侵蚀
。

切沟侵蚀和磷片侵蚀的剧烈侵蚀部分
,

基岩裸露
。

在降水径流
、

冷热干

湿交替影响下
,

促进了基岩的物理
、

化学风化
,

使之进一步发展到母质侵蚀
。

全省总土地面积 5 6
.

7万平方公里
,

水土流失面积 38
.

。万平方公里
,

占幅员的 67 %
,

其中急需

治理的土壤侵蚀面积 14 一 1 7万平方公里
,

占25 一 30 %
。

从全省范围看
,

盆地丘陵区既是粮食
、

经济作物的主产基地
,

又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

据统计
,

土地占全省的 28 %
,

耕地占74 %
,

人 口占80 %
,

粮食产量占80 %
。

由于人多地少 (每人

平均耕地约 1 / 1 5公顷 )
,

垦殖指数大
,

约 50 一 60 %
,

森林覆盖率低 (由解放初 19 % 以 上 降 至

12 % )
,

加以山高坡陡
、

土层薄和基岩疏松破碎等特点
,

在降雨集中的条件下
,

水土流失十分严

重
。

从长江巫 山输往长江下游的每立方米水中
,

年平均含沙量达 1
.

38 公斤
,

每平方公 里 年 流 失

泥沙约 6 01 吨
。

每年输出泥沙达 6亿吨左右 (比长江入海口大通水文站年平均输沙量 4
.

6亿吨还多

30
.

4% )
,

相当于每年从巫山流走了 17 厘米厚的耕地 20 万公顷 , 同时
,

带走了大量的矿质养分
。

据分析
,

流失 1吨土壤中含氮 2
.

55 公斤
,

磷 1
.

53 公斤
,
钾 5

.

42 公斤
,

据此推算
,

每年从巫山流走

的肥料约 5 70 万吨
,

比 1 9 8 2年全省化肥用量 52 。万吨还多 9
.

6%
。

河流夹带的泥沙
,

追根溯源是来自流域坡面的土壤侵蚀
。

据 四川省水土保持办公室的资料
,

八十年代水土流失面积和程度比五十年代有明显的增加
,

以盆地中部的琼江流域为例
: 19 8 3年该

流域水土流失面积达 3 , 2 77
.

8平方公里
,

占流域 总面积的 7 5
.

7% , 比 1 9 5 7年增大 4 0
.

4%
,

增 大了

94 2
.

6平方公里
。

全流域年土壤流失总量为 1 , 8 5 0
.

5 2万吨
,

年侵蚀模数5 ,

64 5
.

6吨 /平方 公里 (详

见表 2 )
。

衰 2 琼江流域水土流失程度
、

面积及土城住蚀 t 分级统计表

水 土 流 失 水土流失面积 平均土壤侵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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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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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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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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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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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无明显侵蚀面积

、

侵蚀量均未在合计内
。

对比分析
,

琼江流域年平均土壤侵蚀模数 5
, 6 4 5

.

6吨 /平方公里
,

属强度侵蚀
。

据四川省农科

院遂宁水土保持组测定
,

10
。

一 25
“

坡耕地平均每公顷土壤侵蚀量为 1 05 吨
,

照此计算
,

耕 地年

侵蚀模数为 10 5吨 /平方公里
,

达到极强度侵蚀标准
。

可见
,

在垦殖指数高达 50 一 70 % 的盆地丘陇



区
,

坡面土壤侵蚀又主要来自坡耕地
。

(二 ) 水土流失的后果

1
、

破坏土地资源
,

降低土壤肥力
。

水土流失破坏了土地资源
,

使土层变薄
,

养分流失
,

肥

力下降
。

据初步计算
,

琼江流域每年流失土壤总量 1 , 8 50
.

6万吨
,

相当于全流域土壤 侵 蚀面积土

层减薄 5
.

65 毫米
,

每年要流失氮 5
.

52 万吨
,

过磷酸钙 20 万吨
,

流失的氮磷价值可达 4 ,
7 8 7

.

2万元
,

占农业总产值的 15
.

56 %
,

因此土壤肥力逐年下降
。

据遂宁水土保持组资料
: 强度 侵 蚀区土壤有

机质含量只有 0
.

n %
,

全氮含量只有。
.

09 %
,

分别仅为轻度侵蚀土壤的 1 7
.

94 %和 15
.

9 7%
,

使土壤

养分供需失调
,

作物产量显著下降
。

2
、

蓄水减少
,

早洪加剧
。

水土严重流失的结果
,

破坏生态平衡
,

使区域水分减少
,

影响小

犷候
,

促进早洪加剧
,

灾害频繁
。

据史料分析
: 四川省在 1 8 0 1年至 1 9 7 5年的 17 5年间

,

总 共 出现

70 个干早年
,

平均每 5 年出现两次
,

近 50 多年来
,

干旱频繁出现
,

从 19 5 1一 1 9 8 3年的 33 年旱情资

料看
,

五十年代三年一大旱
,

六十年代两年一大早
,

七十年代有八年是大旱 , 同时
,

干早范围也

有明显扩展
。

一般旱年全省粮食减产 25 一 50 万吨
,

中等旱年减产 12 5一 15 0万吨
,

特大 旱年 减 产

1 5 0一 2 5 0万吨
。

洪灾是同干早相间或相继发生的
。

据 1 95 1一 1 9 8 3年的 33 年洪涝灾害资料看
,

五十年代共发生

洪涝灾害 3 次
,

六十年代 5 次
,

七十年代 6 次
,

八十年代的几年中
,

年年都有发生
。

特别是 1 9 8 1

年 7 一 8 月份
,

四川出现的特大洪灾是历史上罕见的
,

使 1 38 个县 (市
、

区 ) 2 ,

00 0万人受灾
,

有

57 个县城和 77 6个场镇被淹
,

受灾作物面积达 1 17 万多公顷
,

损毁耕地 9
.

8万公顷
,

水库塘堰 2
.

4万

处
,

电站 98 处
,

粮食减产 15 。万吨
,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 25 亿元
。

3
、

淤塞水利工程
,

影响内河航运
。

土壤侵蚀后
,

大量泥沙下泻
,

淤积塘库
、

渠道
、

河堰
,

严重影响水利工程的效益
。

乐至县每年塘库泥沙淤积总量达 2 85 万立方米
,

占总 容积的 1
.

43 %
。

如

全省蓄水工程每年淤积容量按 1 %计算
,

则 1 年淤积总量为 1
.

3亿立方米
,

相当于每年就有 l座大

型水库淤满
, 又如龚咀电站水库

, 1 9 7 1年建成后到 1 9 8。年的 9 年中
,

泥沙淤积总量 已达 1
.

64 亿立

方米
,

占总库容的44 %
,

照此下去
,

将大大缩短工程寿命
,

减少 防洪
、

发 电效益
。

泥沙进入江河
,

淤塞河床
,

影响航运效益
。

据统计
,

解放初期
,

四川省有 91 条通航河流
,

航

程 1
.

6万公里
。

到 1 9的年通航河流仅 56 条
,

航程 8 , 0 00 多公里
,

减少一半
。

如涪江流域
, 1 9 6 5年前

平武至合川行船
,

通航里程 6 75 公里 , 到 1 9 8 3年仅有绵阳至合川通航
,

行程缩短 30 0来公里
,

年货

运量由86 万吨减少到 41 万吨
。

4
、

稻田减少
,

旱地增多
。

水土流失对稻田的淤积现象也日益严重
,

使坡耕地其上的林荒地

和其下的稻田扩张
。

例如
,

撞南县 1 9 8 。年稻田 2
.

9万公顷
,

比 1 9 4 9年减少 3 , 0 00 多公顷
;
早地由 19 4 9年

的 7 ,
0 00 多公顷上升到 1 9 8。年的25

,

70 0公顷
,

增加了2
.

59 倍
。

由于早地增多
,

稻田减少
,

使 粗 细

粮比例发生变化
。

1 9 5 7年水稻每公顷产量 3
.

7吨
,

每人平均有稻谷 25 6公斤
; 1 9 8。年水稻每公顷产

量虽然增加到 5
.

6吨
,

但每人平均只有稻谷 19 7
.

3公斤
,

比 1 9 5 7年减少 5 8
.

8公斤
。

5
、 “ 三料

”
紧缺

,

农业生态失调
。

广大山丘地区
,

由于植被稀少
,

水土流失严重
,

使燃料
、

饲料
、

肥料十分紧缺
。

反过来
,

由于 “
三料

”
紧缺

,

又进一步破坏植被
,

更加剧了农业生态的恶

性循环
。

例如
,

水土流失程度中等的渔南县
, “ 三料

”
紧缺

,

以燃料问题更为突出
。

全 县 4 , 3 32 个

居民组中
,

燃料自给的仅占19
.

9%
,

半自给的占49
.

9%
,

缺柴 g 个月的占30
.

2%
。

尽管每年调入

煤炭64
, 9 70 吨

,

但每人平均用煤只有 16 。公斤左右
,

远不能满足生活对燃料的需求
。

因 此
,

乱砍

林木
,

仍然十分普遍
。

稿秆几乎全被烧掉
,

引起饲料不足
,

阻碍了畜牧业的发展
。

全县 平 均 0
.

4



公顷 1 头猪
, 3

.

5公顷 1 头牛
。

所以农家肥不足
,

势必商品肥用量普遍增加
。

1 9 8。年平均 每公顷

施商品肥高达 6 2
.

9公斤
,

价值 14
.

28 元
。

这样
,

既增加了农业生产投资
,

又破坏了土壤 结构
,

从

而限制了生产的发展
。

三
、

水土保持的研究进展

四川盆地的土壤侵蚀
,

早已引人注 目
。

解放前 1 9 3 9年由彭家元教授主持
,

建立内江土壤研冤

室
,

主要从事土壤冲刷量与作物关系的试验研究
。

不同植被与土壤侵蚀
。

8年试验指出
,

以草皮 (即多年生禾本科白草属的丝茅草 ) 的保土效

能最好
,

抗冲年代可达 30 0年
,

实为冲刷严重的坡地
、

水沟和池幽的优 良植被 , 花生的保土 效 能

最优
,

杭冲年代可达 50 年 ; 高粱和玉米抗冲年代分别为 37 年和 22 年
,

抗冲效能较差
。

耕作休闲在

雨季中无枝叶和根系覆盖
、

固结土壤
,

故土壤侵蚀量最大
,

抗冲年代只有 13 年
。

因此坡耕地不裸

露
,

以免遭到严重的土壤侵蚀
。

水土保持耕作
。

以等高沟垄耕作保持效能较好
,

平均每公顷比顺坡沟垄减少泥沙侵 蚀 1 4 1
.

5

吨
,

抗冲年代达 12 0年
。

不同斜度沟垄的土壤侵蚀量
,

随坡度增加而逐渐增大
。

等高沟垄平均每公

顷土壤侵蚀量为 24
.

9吨
。

沟垄 的斜度分别为 30
“ 、

45
。 、

6 00 和 90
。 ,

每公顷泥沙侵蚀量比等高

沟垄分别增加 30 %
、

50 %
、

56 % 和 60 %
。

这为不同土壤质地坡耕地适宜的沟垄斜度提供了部分依

据
。

将密生葡伏作物花生与中耕作物甘蔗
、

红薯
,

以 6 米的宽幅和 3米的窄幅相 间
,

组合成为等高带

状种植
。

中耕作物带流失的泥沙经过花生被覆带的过滤
,

可以较大地增进停沙蓄水效能
。

试验证

明
,

等高带作保土效能效好
,

其中宽幅带作优于窄幅带作
,

抗冲年代分别为 2 00 年和 18 1年
。

顺坡

条作保土效能较差
,

其中宽幅条作又优于窄幅条作
,

抗冲年代分别为 93 年和 60 年
。

可以看出
,

密

生作物与中耕作物相间的带状种植
,

其保土效能
,

不但优于作物单作
,

而且也优于等 高沟 垄 耕

作
。

因此是保土效能最优的作物种植方式
。

据 1 9 8 3年统计
,

全省共兴建各类水利工程86 万多处
,

其中蓄水工程 70 多万处
,

可蓄水 12 。多

亿立方米
,

改坡土为梯土 60 多万公顷
,

植树造林保存面积 26 7万多公顷
,

水土保持工作取 得 了一

定的成绩
。

农林水有关科学研究部门
,

为了科研促进农业生产
,

围绕四川土壤侵蚀 间 题
,

在
“
各 尽 其

责
” 的范围内

,

进行了一系列的水土保持调查和研究
。

(一 ) 水土保持耕作

水土保持耕作是在坡耕地中
,

采用耕犁
、

整地
、

培肥和种植措施
,

以达到拦泥蓄水的目的
,

除上述等高垄作
、

带作外
,

还有
:

1
、

横行加挡种植
。

据四川省农科院遂宁水土保持组 1 9 6 4年测定
,

横行中适当加档比不加挡

减少流失水分 3 8
.

4%和泥沙 1 7
.

7%
。

但应指出
,

横行加挡主要适用于少雨干早区
,

否则容易积水

成涝
,

影响作物生长
。

2
、

横厢顺垄种植
。

按 2一 3米的幅度
,

横向开厢沟
,

在厢上顺坡作垄
,

垄沟上端与厢沟相连

封闭
,

防止上方径流漫入
,

垄沟下端直通厢沟
,

以便汇流排水
。

据 四川省水利厅龙泉释水土保持

组 19 5 8年在龙泉山地区调查
,

横厢顺垄种植的保水防冲效益
,

仅次于等高横行
,

而又高于顺坡开

行
。

3
、

合理种植
。

据内江水土保持站进行夏季绿肥作物的防冲试验
,

以爬山豆防冲最好
,

平均

3 4



每公顷只流失土壤 72
.

6公斤
,

以下依次为冬豆
、

天星觅和饭豆
,

土壤流失量分别为爬山豆的 2
.

6

倍
、

5
.

。倍和 6
.

5倍
。

绿豆保土最差
,

为爬山豆的 8 倍
。

在不同作物间作防冲方面
,

间作物冬豆的

保土效能优于红薯
,

玉米间红薯每公顷土壤流失量为 15
.

2吨
,

比玉米间冬豆增加 1
.

02 倍
。

主作物

玉米的保土效能又优于高粱
。

高粱间红薯和间冬豆
,

每公顷土壤流失量分别为 17
.

9吨和 8
.

4 吨
,

相应比玉米间红薯和间冬豆增加 18
.

2% 和 1 9
.

2 %
。

四川省水利厅龙泉水土保持组 1 9 5 7年的棉花间花生试验
,

每公顷流失泥沙 9
.

5吨
,

比 净 作棉

花减少 1 6
.

5% ; 每公顷产棉花 99 2
.

3公斤
,

比净作棉花增产 4
.

26 %
,

还多收花生 34 7
.

3公斤
。

四川省南充地区农科所研究丘陵旱地三熟制
,

即小麦间绿肥套早玉米间红薯
。

3 月下旬刘绿

肥后套早玉米
,

与小麦共生期40 一 45 天
,

勤施水肥
,

促进玉米生长苗壮
。

麦收前玉米高齐麦穗
,

增加土壤的覆盖程度 ; 小麦收后玉米上厢
,

套栽双行错窝红薯
,

与玉米共生期 60 天左右
。

红薯苗

借助玉米施肥荫蔽成活快
,

长势旺
。

玉米收获前藤茎叶基本覆盖土面
,

加上玉米茎叶立体交错
,

增加了作物覆盖
,

有效地防止雨滴溅蚀土面
,

提高了作物的抗冲效果
。

4
、

整地培土
。

主要有以下几种
:

( 1) 挑沙面土
。

坡耕地每年都有大量土壤流失
,

淤满土边
、

沙沟和沙山
。

为了增厚土层
,

维持和增进地力
,

每年冬春都要挑沙面土
。

据四川省农科院遂宁水土保持组调查
,

每 公 顷面土

1
.

乞 一 2
.

35 万挑 (计 25 5一 3 3。立方米 )
,

首先可增厚土层 3 厘米左右
,

提高土壤绝对含水率 0
.

52 一
2

.

么 9% ;
其次

,

相当于增加全氮 16 3
.

5一 2 56
.

5公斤
,

全磷 6 2 5
.

5一 1 , 。80 公斤
,

增进了 地 力 , 第

三
,

由于挑空了沙沟
、

沙山
,

可蓄水 15
.

7立方米
,

有利于来年拦蓄径流
,

保持水土
。

(2 ) 梯级耕作
。

沿等高整地
,

形成 1
.

5米宽的梯台
,

既可切断径流
,

减少水土流失
,

又可通

风透光
,

增加边行优势
,

促进作物增产
。

遂宁水土保持组试验
:
梯级耕作种植棉花比横厢顺坡减

少泥沙流失 3
.

29 一 6
.

48 %
,

增产棉花 1 4
.

7一 1 4
.

9%
。

( 3) 大窝种植
。

西南农学院侯光炯教授在简阳县镇金点的试验证明
,

大窝种植是改造丘陵

坡地薄土
、

快速培肥增产的重要途径
。

按 1 米见方的规格沿等高线错行挖窝
,

窝径和窝深均 为
’

0
.

5

米
,

要求作到底平壁直
,

同时准备好熟土和堆肥
,

随即拌匀填窝
,

加入适量水分
,

再 用 细 土 盖

面
,

然后播 3 穴玉米定苗 6株
,

套作甘薯 ; 秋季还可继续穴播小麦或移栽油菜
。

据测定
,

大窝种

植土壤含水量比一般坡土增加 33
.

2 %
,

每公顷产玉米 4
。
8吨多

,

红薯 20
.

8吨多
,

小麦约 2
.

8吨
,

合

计每公顷年产粮食 1 1
.

8吨多
,

比同台坡土增产 1倍多
。

( 4) 传土拼地
。

坡土传拼土壤
,

可以增厚土层
,

提高土壤蓄水保肥力
,

并扩大作物根系展

布范围
。

据 四川省土肥所在南充
、

西充等县 调查
,

每公顷 3
.

75 吨红薯的薄土
,

经过传土后产量可

达 15 吨
,

增产 3 倍
;
小麦增产 17

.

4一37
.

1%
。

传土拼地的方法
,

随地形不同而异
:
在坡面较长

、

土面比较平整的坡耕地上
,

可将土壤传拼成宽 1
.

57 一 3
.

34 米
、

高 33 厘米的等高横带 ; 在 坡 度较

大
、

坡面较短的坡耕地上
,

应将上下土壤向中间传拼 , 在坡面不平整而又零星的坡耕地上
,

应将

薄土向厚处传拼
,

集中成片
。

不论采取什么方法
,

都要结合培筑地埂
、

分厢聚土和轮 流 深 啄 石

骨
,

以便在保证当季增产的同时
,

全面增厚土层
,

争取短期内改坡土为梯地
。

(二 ) 田 I’ff 工程

田间工程是重要的水土保持措施
,

如修建谷坊
、

治理坡沟水系和梯地 (田 ) 建设等
,

防止水

土流失见效快
,

效益显著
,

_

只要养护得好
,

还可长期受益
。

1
、

眠江上游的崩塌防治
。

眠江上游汉川县
,

海拔 1 ,

30 0米以上
,

岩性松碎
,

土壤渗透 大
,

年雨量 650 毫米左右
,

年蒸发量 9 50 毫米
,

河谷风力常达 7 级
,

是一个地震未停的地区
,

水土侵蚀



多表现为崩裂滑塌
。

19 5 2年由省水利厅负责请农林部门配合
,

在坟川县成立了眠江上游水土保持试验站
,

主要是

为氓江治理提供拦阻物质
、

防止崩塌的资料
。

板桥沟拦阻效果较好
。

沟谷宽度 20 一 50 米
,

沟口较平
,

比降在 10 %以上
。

上游覆盖较好
。

汛

期洪水为 24 个流量
,

枯水仅。
.

5个流量
,

洪枯水量差异十分显著
。

1 9 5 2年修建干砌卵石谷坊 19 座
,

1 95 3年山洪冲击后检查
,

15 座谷坊效果较好
,

拦阻和淤积沙石共 7 1 6
。

1立方米
。

雁门沟拦阻效果差
。

沟 口2公里内
,

谷底比较平坦 , 2公里以上
,

比降增大为 70 %
,

沟床有继

续下切和扩大的趋势 , 4 公里以上有森林草皮
,

覆盖 良好
。

汛期水量为 30
.

1个流量
,

枯水期为 1

个流量
,

洪枯差异很显著
。

1 9 5 3年修谷坊 7 座
, 1 9 5 4年洪水后检查

,

每个谷坊中部都被冲毁
,

仅

保留靠岸部分
,

冲毁原 因除谷坊断面小
、

卵石小和干砌技术较差外
,

沟口两岸 2公里内坡面垦殖到

顶
,

治理较差
。

浑水沟农林水综合治理只能保护耕地
。

浑水沟一带岩层 比较松碎
,

降雨易变为潜流
,

加上氓

江急流冲刷
,

常发生坡土崩裂和滑塌
。

分别采取明沟排径流
,

暗沟导潜水
,

坡面修梯地植树
,

沟内

修谷坊和植树固岸等综合治理措施
,

经过 3 年观察
,

对耕地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

但对防治崩塌效

果很小
。

2
、

丘陵坡沟和渠系的治理
。

坡面径流对侵蚀土壤的危害性很大
。

农谚说
: “

水是一条龙
,

从上

往下冲
,

坡土不治水
,

落个一场空
” 。

可见治理坡面水系是保障农业生产的重要环节
。

因此要作

好沟 (背沟
、

沿山沟 ) 渠 (排灌渠 ) 幽 (沉沙山 ) 池 (蓄水池 ) 的合理布局
,

构成具有引排蓄灌

作用的坡面水系
。

据省农牧厅土肥处调查
,

遂宁县裕丰乡四村一
、

二
、

七组
, 5

“

以上的坡耕地

90 了块
,

共 30 多公顷
,

未治理前
,

沟内淤积沙堆 1 75 处
,

有 3 公顷稻田受灾
。

1 9 7 5年全 面 治理 水

系
,

新修沿山沟 2条
,

长 1 , 0 50 米
;
蓄水池和山塘各 1 口

,

沙山 n 4个
,

加深扩大背沟 69 条
,

改直

沟为横沟 75 条
。

虽然坡耕地改变地形不大
,

但能层层拦蓄径流
,

泥沙归山
,

排水有路
。

因此
,

地

稳定
,

产量逐年上升
。

针对泥沙冲毁稻田的问题
,

谷底要开好排洪沟
、

截流沟或灌溉沟
,

安全排走山洪
,

防止泥沙

滞田 ; 秋雨期还能排走地表水
,

降低地下水
,

为秋播作物整地
、

生长创造良好条件
。

据省农业厅

土肥处 1 9 8 0年在简阳县柏林乡劳动村的观测
,

排洪沟的深度分别为 10 0
、

80 和 60 厘米时
,

地 下水

位相应为 73
.

4
、

5 5
.

2和 54 厘米
,

小麦株高和千粒重 分 别 为 8 1
、

7 9
.

1
、

70 厘米 和 28
.

2
、

2 7
。

4
、

2 5
.

2克
。

可见
,

排水沟的深度 以 1 米 比较适宜
。

3
、

梯地 (田 ) 建设
。

梯地 (田 ) 是田间工程的主体
,

主要通过改变地形
,

也结合水土保持

的耕作
、

种植措施
,

可以收到极大的保土保水效果
。

四 JI[梯地 (田 ) 种类较多
,

从种植利用上
,

可分为稻作梯田
、

早作梯地和果茶桑梯地
。

分布

特点是
:
有水平排列厚砂岩间页岩出现的丘陵区以稻作梯田为多

,

在厚页岩丘陵区和盆周山地
,

则 以早作梯地为多
,

果桑茶梯地多为近十多年随着多种经营的发展而建设起来的
。

3
、

增加森林覆盖率
。

水土流失造成了土壤侵蚀和洪水灾害
,

水推沙
,

沙滞田
,

相互促进
,

恶性发展 ; 只有治水才能保土
,

治水之本在于治山
。

因此
,

应增加丘陵山区的森林覆盖率
,

充分

发挥森林涵养水源
、 “

削洪增枯
” 的有益功能

。

( 1 ) 川西北高山森林区的水土流失
。

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所
,

从六十至七十年代先后进行

森林和迹地对涵养水源与水土流失的观测研究
。

结果认为
,

高山森林林冠可以截留雨量 40 %
,

蒸发

调节空气湿度
,

其余降雨的 30 一 40 %拦蓄在枯枝落叶层中
,

60 一 70 %下渗为地下潜水补给河川 ;



而地表径流仅在 1 % 以下
。

这就证明了森林具有涵养水源和调节洪枯水量的极大功能
。

森林采伐后
,

由于年降水量减少 ( 2 14一 5 90 毫米 )
,

土壤渗漏达 9
.

7毫米 /秒
,

植 被 恢复 快

(2 月采伐
,

到 5月植被高 30 一 50 厘米
,

覆盖 30 一40 %
,

次年高达 80 一 12 0厘米
,

覆盖 95 % )
,

虽

皆伐迹地的径流和含沙量均较大
,

但绝对值很小
,

分别为 0
.

48 %和 0
.

73 克 /公升
。

这是不致 产 生

较大水土流失的
。

为了保持森林涵养水源的有益功能
,

除加速迹地更新外
,

在 山背
、

鼻梁
、

公路
、

河流等处
,

坡

度大于 4 0
“

的悬岩陡壁上
,

应严格划出保安防护林带
,

制止不合理 的采伐现象
,

使森林越来越茂

密
。

(2 ) 丘陵造林绿化
。

盆地丘陵树少林稀
,

不能发挥森林保障农业的作用
。

为了 恢 复和提高

丘陵区的森林绿化率
,

首先要造好坡顶荒山的成片绿化林
;
其次要重视

“ 四旁
”
植树

,

特别是耕

地的边埂坎坡
,

因为这些地方面积大 ( 占耕地的 20 一 30 % )
、

土壤肥厚
,

造林容易成活
。

如果丘

陵区普遍造好
“
带帽

” 、 “
镶边

” 和 “ 系带
” 的绿化林

,

不仅可以改变赤色荒凉景象
,

还可很快

显示出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

在早坡上采用大窝大苗
,

簇状密植
,

结合水平带状营造柏树与恺木混交材
,

可以弥补恺
、

柏

纯林的不足
。

特别是幼龄阶段
,

恺木生长远大于柏树
,

形成针阔叶混交复层结构群体
,

提高了林

地空间的利用率
,

增加了生物产量
。

据典型调查
, 4 年恺柏混交林一般恺木 高度 5 一 7 米以上

,

年高生长 1
.

5一 2米 ; 柏树高 1
。
5一 2米以上

,

年高生长 0
.

5一 0
.

7米
,

比 同期柏树纯林年高生 长0
.

17

一 0
.

2 7米
,

增长 2倍左右
。

恺柏互相促进生长
,

提高林地面积利用率 30 %
,

单位面积产 材 量也比

柏树纯林增加 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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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冰雹成因分析

江西 省 这 次 冰雹
,

是 受北方强 大的 冷空

气团南下
,

形成锋面抬升而 引起的
。

10 日北方

冷空 气团侵 入江西省
,

和 南方暖气团相遇后
,

冷空 气下沉
,

迫使暖空 气沿锋面上升
,

形成很

厚的 冰雹云层
。

在萍乡
、

南昌至上饶之间
,

由

西到 东形成一个狭长过渡带
。

此时正位春末夏初冷暖交替时期
,
雨 季开

始
,

空气湿度大 , 该 区地形 属山 区
、

丘陡
、

平

原相间
,

地面被 夜度相 差悬殊
。

当 天 上 午 晴

期
,

地 面接受太阳辐升能不一致
,

出现平原和

地面植被稀少的地区接受太 阳辐升能较多
,

近

地 面层 出现超绝热 ; 还有山地迎风面 气流被迫

抬升
,

上升 气流强 大 ; 另外一些地方吸收太 阳

辐针能较少
,

上升 气流较弱
。

这样
,

气流时强

时弱
,

发 生强烈的对流运动
。

气流上升
,

带进

大量水汽进入 云层 中
,

上部形成冰水滴
,

与冰

晶
、

雪 花碰在一起
,

自然冻结形成雹心
。

垂直

对流旺盛
,

使雹心在 云层 。 ℃层上下运动
,

就

凝结成一层透 明的外壳和一层不透明冰晶
、

雪

花
。

经 多次反 复冲并过程
,

冰雹逐渐增大
,

到

上升 气流托不住冰重量时
,

即下降形成雹灾
。

冰雹降落使暖空 气骤冷而形成较 大的水平

气压梯度
,

受空 气分子运动和 大气重 力综合作

用
,

引起 了大风
。

综上所述
,

这次风雹灾害
,

主要是 因北方

强 大冷空气南下
,

迫使暖湿 空气沿锋面上升形

成冰雹云 ; 其次下垫 面不同
,

接受太 阳辐升能

增热不一致
。

由 于热力抬升和地形抬升等因素

共同作用
,

形成强烈的垂直时流运动
,

从而造

成 了这次冰雹粒径大
、

范围广
、

危害严重的原

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