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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蒙晋长城沿线地区

土壤侵蚀发展史与防治对策

蒋定生 黄国俊 刘梅梅

(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一
、

土壤侵蚀概况

陕蒙晋长城沿线地区
,

本文指包括陕西榆林地区
、

内蒙古的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
、

山西的雁

北地区和忻州地区等 区 (盟 ) 的长城以北和 以南部分县治
,

在 《中国综合农业区划》 中
,

该地属
“
内蒙及长城沿线区

” 和 “
甘新区

”
地域

。

本区地理位置介于鄂尔多斯地台与黄土高原之间
,

风

蚀水蚀严重 (表 1 )
,

水土流失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 66 一 9 3
.

4%
,

年土壤侵蚀模数在长城以北的部

分风沙区为 5 00 一 1 0 ,

0 0 0吨 /平方公里
,

在长城以南的黄土丘陵沟壑区为 9 ,

00 0一 3 7 , 2 0 0吨 /平方公

里
。

仅据三省长城沿线 8 县的不完全统计
,

每年土壤流失总量高达 42
, 8 84 亿吨

。

这些泥沙大部分

被输入黄河干流
,

少部分在库渠和支流河道中淤积
。

黄河在府谷县境内的长度 为 1 03 公 里
,

由于

县内孤山川
、

清水川
、

皇甫川等几条多沙支流汇入
,

解放至今
,

这段河床抬高了2米左右
,

据近年

观测
,

每年淤高速度为 6 一 7 厘米
。

本区境内的无定河
、

秃尾河
、

窟野河
、

皇甫川
、

县川河都是

输入黄河泥沙最多的一些支流
,

断面平均含沙量超过 2 08 公斤 /立方米
,

最大含沙量 超 过 1 , 。30 公

斤 /立方米 ; 神木境内的窟野河平均输沙量为 1
.

3 3亿吨
,

占通过三门峡 16 亿吨泥沙的 8
.

3%
。

该河

在神木至温家川的 l , 347 平方公里区间内
,

年输沙总量 0
.

49 46 亿立方米
,

年侵蚀模数每平方公里

高达 3 6 , 7 1 8吨
,

并出现含沙量为 1 ,

64 0公斤 /立方米的泥流
。

发源于准格尔旗的皇甫川
,

由于通过

剧烈侵蚀的披沙石区和强烈侵蚀的黄土丘陵区
,

输沙量为 0
.

5 7 4 9亿吨
,

据沙屹堵水 文 站 观 测
,

测站以上年侵蚀模数竟出现 5 9 , 7 0 0吨 /平方公里的记录 ( 1 9 79年 )
。

位于皇甫川 右 岸 的 石 榴 命村

(府谷县境内)
,

因村子附近农田的土壤 已被流失殆尽
,

农民无地可种
,

只得迁徙他处谋生
。

准

格尔旗西部的 2 ,

30 0多平方公里面积内 (包括纳林川右岸诸支流和勃牛川上游支 流 )
,

由 于剧烈

侵蚀
,

有效土层厚度仅存 20 一 80 厘米
,

如果续继仍此发展下去
,

不 出40 年
,

就会成为寸草不生的

戈壁
。

除水蚀外
,

本区风蚀亦十分严重
。

西北浩瀚的毛乌素沙漠
,

每年向南推进 3一 8 米
,

造成大

片农田沙化
。

据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所资料
, 1 9 5 8年横山县沙漠化土地仅占全县总土 地 面 积 的

2 0
.

1% , 1 9 7 6年已发展到 25 %
,

18 年时间扩展 4
.

9% , 1 9 8 1年第二次土壤普查时
,

全县风蚀 流沙

面积 12
.

85 万公顷
,

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 3 0
.

76 %
, 6 年内沙化面积又增加了5

.

76 %
。

又如榆林县
,

19 5 8年土壤沙化度为 68
.

8%
,

1 9 7 6年发展到 7 1
.

1%
, 1 9 8 1年土壤普查时 核 实

,

沙 化 面 积 已 达

6 0
.

2 5万公顷
,

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 88
.

2%
。

由于剧烈风蚀
,

近 150 年来
,

榆林县沙摸已越过长城 70

多公里
,

流沙前锋已侵入到上盐湾附近
,

平均扩展速度每年约近 0
.

5公里
。

明成化十一 年 (公 元
1 4 7 5菊

,

在长城边上修建的常乐堡
,

当时为榆林中路要塞
,

居住着30 0多户人家
,

有几 百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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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农耕地坡度组成

为丘陵沟壑区农耕地坡度组成

小川沟资料

耕地 , 由于沙漠南侵
,

到解放时
,

耕地仅剩 30 多公 顷
,

原堡遗址尚存
,

城廓残垣依稀可辨
,

堡内

黄沙堆积
,

仅住少数几户人家
。

位于毛乌素沙漠东南边缘的榆林县补浪河乡昌汉哦包村
,

总土地

面积 1
.

1万公顷
,

由于人 口增长压力
,

滥垦
、

滥牧
、

滥樵
,

今天土地已全部被沙化
。

由上可知
,

土壤流失
,

土地沙化
,

土壤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

土壤肥力下降
,

生态环境恶化
,

这

些已成为本区农牧业发展的重要障碍因素
。

二
、

土壤侵蚀发展史

本区严重的土壤侵蚀
,

除与地壳运动
、

地质构造
、

土壤特性
、

气候特点等有着密 切的 关 系

外
,

同人类不合理的利用土地
,

滥垦滥牧滥伐
,

彻底破坏植被有密切关系
。

根据从无定河上游红柳河畔的大沟湾发现的萨拉乌苏人文化遗址
,

以及神木
、

榆林
、

横山
、

偏关等县长城沿线发现的文化遗址和对出土的生产工具
、

动物骨骼考证分析来看
,

在新旧石器时

代原始社会时
,

长城以北的鄂尔多斯高原曾是广阔的草原
,

长城 以南的黄土高原覆盖着茂密的森

林
。

从殷周至春秋战国
,

这里先后为犬戎
、

白狄
、

北戎
、

匈奴
、

东胡 (后称鲜卑 ) 等部 族 所 占

据
。

《史记
·

货殖列传》 中记述
: “

龙门
、

褐石北
,

多马
、

牛
、

羊
、

旋裘
、

筋角
” ,

可见此地仍

还处于游牧为主的阶段
,

植被并未遭到破坏
,

生态环境处于 良性循环之中
。

根据史料记载
,

从夏

到春秋战国的 1 , 7 89 年中
,

黄河下游溢
、

决
、

徙
,

共计 8次
,

每百年内发生 0
.

47 次
。

秦与西汉时期
,

关中的咸阳
、

长安是全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

为了拱卫京师
,

陕蒙交界的上

郡地区被视为京城的重要屏障
,

与南下扩张的匈奴时生战端
,

互有进退
。

在此期间
,

统治阶级推

行
“
移民实边

”
政策

,
迁入大量汉人

,

开展大规模垦殖
。

史记 《秦始皇本纪》 和 《蒙恬列传》 记



述
:
秦始皇三十三年( 公元前 24 1年)

,

大将蒙恬率军 3 。万众
“
西北斥逐匈奴

。

自榆中
,

并 河 以

东
,

属之阴山
,

以为四十四县
,

城河上为塞
。 ” 又徙滴大批犯人

, “
实之初县

” ,

号日新秦中
。

一

蒙恬与太子扶苏统兵驻守上郡 (郡治在今榆林县渔河堡附近 )
, “

暴师于外十余年 , ,

给养主要

取自当地
。

是时
,

蒙恬威振匈奴
, “

头曼 (匈奴单于 ) 不胜秦
,

北徙
。 ”

秦朝末年
, “

诸侯叛秦
,

中国扰乱
,

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
,

于是匈奴得宽
,

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 (史记

·

匈

奴列传 )
。

这时
,

本 区又复为匈奴人牧场
。

西汉汉武帝统治年间
,

军威强盛
,

曾多次遣兵出云中
、

代郡
、

雁门
、

定襄
、

高网
,

北击匈奴
,

逐之幕北
。

于是
“ 汉遂取河南地

,

筑朔方
,

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
,

因河为固
” (史记

·

匈奴列

传 )
。

汉武帝元狩三年 (公元前 12 0年 )
,

徙函谷关 以东中原地区的贫民 70 余万 口于陇西
、

北地
、

河西
、

上郡及朔方 以南新秦中以实之
。

据 《汉书
·

地理志》 约略推算
,

汉平帝元始二年 (公元 2

年 ) 时
,

上郡 16 县
,

河西郡 6 县及北地郡 3 县可达60 万人
,

为今陕北人口 总数的 1 / 6
。

这也表明
,

当时本 区虽然畜牧业还占有相当的比重
,

如榆林城东北的古城滩
,

便是西汉时上郡龟兹县故址
,

那时即以 “
水草丰美

,

土宜产牧
”
而盛名

; 又如神木县长城以北 的 大 保 当一带
,

西汉时曾是朝

廷的六大马场之一
,

称
“
天封宛

” ,

但由于大规模的移民实边屯垦的结果
,

造成森林和草原的破

坏
,

导致水土流失加剧
。

据考证
,

在秦一西汉的 2 29 年间
,

黄河下游 溢
、

决
、

徙 13 次
,

水 患频数

(每 100 年中出现的次数 ) 增大为 5
.

7次
。

东汉至隋
,

汉族封建统治国力衰弱
,

无力顾及边庭
,

匈奴
、

鲜卑
、

羌等游牧民族陆续南迁和

东迁
, “
实边

”

汉族人员也随之迁 回内地
,

耕地荒废
,

植被重又恢复起来
。

西晋末年
,

匈奴部族 已

迁居山西
、

陕西内地
,

长城沿线地区由鲜卑族人占据游牧
,

水草丰茂
,

自然景色又如往昔
,

水土

流失也很轻微
。

王莽新朝至隋的 6 09 年间
,

黄河下游出现水灾 8 次
,

水患频数降到 1
.

3次
。

公元五世纪初
,

匈奴族首领赫连勃勃在鄂尔多斯高原建立夏国
,

并于东晋义熙九年 (公元4 13

年 )
,

在今靖边县北部无定河边与内蒙乌审旗交界处建立国都— 统万 城
。

据 《太 平 御 览》 记

载
,

当年赫连勃勃常北游契昊
,

升高而叹曰
: “

美哉斯阜
,

临广泽而带清流
,

吾行地多矣
,

未有

若斯之美
。 ” 足见统万城初建之时

,

这里乃是一片水草丰盛
、

河清水碧的广裹草原
,

未有流沙影

迹
。

南北朝时
,

居住在今甘肃
、

内蒙一带的鲜卑族救勒部落传诵的优美民歌
“
救勒歌

” 云
: “

救

勒川
,

阴山下
,

天似弯庐
,

笼盖四野
。

天苍苍
,

野茫茫
,

风吹草低见牛羊
。 ” 这首歌让人仿佛看

到了牛马衔尾
,

群羊塞道的塞外草原风光
。

自隋唐以来
,

本区 自然景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

唐初
,

北部边境已超过历代版图
,

除改统万

城为夏州外
,

还在长城沿线建立了麟州
、

有州
、

银州等四州十二县 (陕北境 )
,

汉人大量移入
,

至天宝元年 (公元 7 42 年 )
,

人 口达到 26
,

00 0余户
, 15万人

。

这些移民以农耕为主
,

垦 荒 种殖
。

特别是唐代自安史之乱后
,

由于土地兼并
,

赋税征敛繁重
,

贫苦农民为逃避战争和繁重的赋税
,

离乡背井
,

逃往长城沿线一带
,

垦辟
“
荒闲破泽山原

”
为生

。

官府为了增加税源
,

维护其剥削
,

提倡开荒
, “ 安集逃散

” ; 并规定新垦荒地五年之内不收税
, “ 五年

.

之外
,

依例收税
” (见 《唐

会要》 卷八十四 )
。

在这种情况下
,

农民就采取
“
期内努力开垦

,

一侯期满又复逃弃
” ,

另辟新

地的办法
,

结果耕地 日益扩大
,

农区迅速北移
,

草场缩少
,

植被破坏
,

生态环境恶化
,

水土流失

严重
,

沙漠不断扩大
。

《横山县志》 记载
: “

唐长庆二年 (公元 8 22 年 ) 十月夏州大风
,

堆 沙 高

及城谍
。 ” 又唐咸通年间 (公元 8 60 一 8 74 年 ) 诗人许棠所作 《夏州道中》 云

: “
茫茫沙漠广

,

渐

远赫连城
。 ”

(唐时的夏州城
,

就是赫连勃勃的统万城 )
。

由此可以确知
,

在公元 9 世纪时
,

即

统万城筑成后的4 00 多牟
,

这座名极一时的历史名城 已为流沙掩埋了
。



北宋末年
,

党项族曾在本区建立西夏国 (都城在今银川市)
,

实行农牧兼营
,

汉人也未迁出
, `

开垦种植之风依然如故
,

风蚀沙化现象继续发展
。

在整个唐宋 6 00 多年间
,

黄河下游水灾 迭 起
,

水患频数急剧上升为 3 5
.

7次
。

长城沿线一带 已明显出现了风沙地貌的自然景观
。

从元代以后至明代中期
,

本区垦殖和森林砍伐之风依然炽盛
,

但沙漠的分布大体尚在长城以

外
。

明代继续推行置卫屯田制度
,

解决戍边军需用粮问题
。

据山西 《朔平府志》 记载
,

明初
,

边

墙一里一墩
,

一墩 5 兵
,

后期边墙改设 3 里一墩
,

一墩 5 兵
,

每兵给赡军地一顷
。

又据 《明史
·

余之俊传》 记述
: “

墙内之地悉分屯垦
,

步得粮六百万石有奇
。 ” 足见当时垦殖规模之大

。

据史书

记载
,

明朝中叶以前
,

偏关县属黄河中游林区
,

林区宽达 5 0公里
,

树木
“
大者合抱干云

,

小者密

如切栉
。 ”

其郁闭程度
“
虎豹穴藏

,

人鲜径行
,

骑不能入
。 ”

但到明朝后期
,

战事频繁
,

树木砍

伐殆尽
,

林区已成
“
天险关高愁涧壑

,

荒边无树鸟无窝
” 、 “ 山色参差小径斜

,

眼前 无 处 不 吹

沙 ”
的荒凉景象了

。

又据明史记载
,

兵部 尚书马文升 ( 14 89 一 1 5 0 1年在任 ) 曾奏请朝廷
: “ 临边

三百里
,

务将鞋贼出入去处
,

野草焚烧尽绝
,

马不得南牧也
。 ”

朝廷依奏执行
。

至此
,

长城沿线

地 区
,

自边墙修筑至明末万历年间的 1 30 多年内
,

普遍发生建筑物被沙奎的现 象
,

生 态环境 日趋

恶化
,

沿线各县治 (如大同
、

朔右卫
、

左云
、

平远卫
、

榆林
、

靖边等地 ) 有关
“
大风霆昼夜如晦

,

人物咫尺不辨
” 、 “ 大风拔禾

、

毁屋
、

伤牛羊
” 之类记述

,

史不绝书
。

清代初期
,

本 区长城曾作为蒙汉人民农牧业活动的界线
,

明令边墙直北 50 华里以 内为 留禁

地
,

立碑为界
,

界内土地汉民不得开垦
,

蒙人不得放牧
,

称
“ 黑界地

” ,

地 内沙 篙
、

柠 条
、

红

柳
、

沙柳丛生
,

被覆复苏
。

康熙三十六年 (公元 1 6 9 7年 )
,

蒙古鄂尔多斯贝勒 (蒙人爵位 ) 松拉

普奏请清廷
:

愿与汉人黔同种地
。

是年 3 月 2 7 日
,

理蕃院奉上谕准奏
, “ 开放蒙荒

” ,

允许汉民

越过长城合伙垦殖
,

称为
“
伙盘地

” 。

蒙人规定
,

汉民租种蒙地每牛一惧准蒙古徽粟一石
,

草四

束
,

折银五钱四分
。

乾隆期间 (公元 1 7 3 6年至 1 7 9 5年)
,

由于汉民越界种地者日众
,

草场日见狭

窄
,

时生纠纷
。

蒙人又规定
,

租金一牛一惧加粟 5 斗
,

银 5 钱
。

边外开垦
,

最早实行轮耕
, 2 一

3 年一换耕地
。

后来出边种地的人多了
,

轮耕的周期由 2 一 3 年变为常年耕种
,

出边种地的民人

也由
“
定例春出冬归

” ,

变成长年定居
,

植被毁坏惨重
。 “

伙盘地
” 又称

“
伙场

” ,

现今榆林长

城以北的榆溪河流域内
,

以各种姓氏命名的伙场地名就有十几个之多
。

据清道光三十一年 (公元
1 8 4 0年

,

) 修订的 《榆林府志》 统计
,

仅长城沿线的榆林
、

横山
、

神木
、

府谷 4 县
,

当时在边墙以

内的村庄 3 , 3 00 个
,

而边墙以外的伙场就有 1 ,

5 1 5个
。

到 18 世纪中期以后
,

清政府进一步在伊盟开

垦沙地
,

帝国主义势力利用传教方式伸进本区
,

趁机圈地招民在定一靖长城沿线一带进行滥垦
。

据 《靖边县志》 记载
,

经过开垦
,

所剩
“
草地仅十之二三

” 。

土地沙化
,

沙漠南侵
,

长城内外已

形成了大片的沙漠化土地
,

南部丘陵地区的水土流失也 日益加剧
。

在整个的元明 清 的 6 32 年期间

内
,

黄河下游水患频数
,

已猛升为 18 9次
。

民国年间
,

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地区的垦殖和林草植被的破坏
,

仍然有增无减
。

抗 日战争时

期
,

国民党部分军政人员退缩伊盟
,

又将杭锦旗和鄂托克旗交界的
“
桃力民

”
地区划为新垦区

,

并逐渐向陕北沙区扩展
,

从而使沙漠化和水土流失进一步恶性发展
,

从 1 9 1 1一 1 9 3 6的 25 年中
,

黄

河下游水患激增到 1 03 次
,

频数高达 4 12 次
,

给下游两岸人民造成惨痛的灾祸
。

新中国成立以来
,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
,

截至 1 9 7 9年底
,

在整个黄河

流域内
,

政府共投资 3
.

7 5 2 2亿元
,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75 , 3 78 平方公里
,

占总流失面积的 1 7
.

5%
,

黄河下游也取得了30 多年的安流成绩
,

保障了下游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数 以万计工矿企

业的正常生产
。

但是
,

由于没有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及受
“
左

” 的思想影响
,

在工作中也出



现了一些失误
。

在合理利用土地方面没有充分遵守当地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
,

片面强调粮食生

产
,

忽视林牧业的生产
,

许多地方政策多变
,

生产方向长期摇摆不定
。

件如
:
伊克昭盟伊金霍洛

旗位于毛乌素沙漠和库布齐沙漠之间
,

原为收区
,

后改为半牧区
, 3。多年来反复变更 5 次

,

开垦

草原沙化面积 1 3
.

3万多公顷
,

两个沙漠已迅速靠拢 , 宁夏盐池县时而
“
农牧并重” ,

时而
“ 以牧

为主” ,

时而
“ 以粮为纲

” ,

反复几变
,

结果农田越种越宽
,

草场破坏越来越严重
,

千早
、

风沙

灾害越来越频繁
,

农牧业生产两败俱伤
。

近年
,

中央领导同志相继指出
,

要把黄土高原建成畜收

业基地和林业基地 , “
要把陕北大地变成乔灌草的绿色宝库

” 。

这些指示对于制定和调整本区的

生产发展方向至关重要
。

综上所述
,

本区土地虽具有发展沙漠化和土壤侵蚀的潜在物质因素
,

但在隋代以前
,

由于当

时人民经济活动和军事活动未曾超过自然资源的负荷程度
,

生态环境尚处于 良性发展之中
,

因而

林草生长茂密
,

曾是水草碧绿
,

牛羊成群
,

万壑劲松的锦绣地方
。

而今
,

本区西北沙丘绵延
,

沙

漠浩瀚
,

长城沿线片片沙化土地
,

南部支离破碎的丘陵沟壑
,

以及干旱
、

风沙和多霜冻
、

冰雹的

恶劣气候
,

主要是从唐代以后的一千多年来
,

特别是明清至民国 的 5 00 多年 间
,

长 期 滥垦
、

滥

伐
、

滥牧
,

毁灭林草植被
,

破坏生态平衡
,

受到大自然
“ 惩罚

” 的结果
。

我们必须牢记这一深刻

的历史教训
。

三
、

防治土壤侵蚀的对策

土地风蚀沙化
、

水土流失
,

是本区农牧业发展的重要障碍因素
。

防止风蚀
、

水蚀
,

促使恶劣生

态环境逆转
,

是今后十分艰 巨的任务
。

在制定本区防治土壤侵蚀的对策时
,

必需吸取历史的经验教

训
,

遵守本地的 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
,

为此需要着重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是
:

1
、

因地制宜地确定和调整不同地区的生产方向
。

从长远来看
,

本区大部分地区应 以牧为主
,

农牧林结合
,

粮食争取县 (旗 ) 内自给
,

牧业以羊为主
,

主要提供肉产品
、

细羊毛
、

裘皮
、

山羊

绒等畜产品
。

地处晋北长城边缘的右玉县
,

30 多年来
,

已造林 9
.

5
所公顷

,

占总土地面积的 48 %
,

人工林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
,

减轻了风沙危害
,

保护了农 田的正常生产
。

但是鉴于右玉的不 良

自然条件
, “

小老树
刀
较多

,

直接经济效益低 , 牧业比较脆弱
。

近年
,

该县在总结县内一些
“
兴

牧促农
”
典型的基础上

,

提出
“
种草种树

,

发展畜牧
,

促进农副
,

尽快致富
” 的 16 字生产方针

。

该县的欧家村乡花柳沟村
, 1 9 7 8年以来执行

“ 以牧促农
” 的生产方针

,

退耕 32 % 的农田种草
,

每

公顷产草量比天然牧坡增长 7 倍
,

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 , 1 9 8 3年
,

全村大牲畜增长 63 %
,

羊增长

34 %
。

畜牧业为农业提供了充足的肥料
,

每公顷施厩肥量由过去的巧。担增长到妈 。担
,

结果粮食

增长 20 %
,

每人平均收入增加 3 倍多
,

达到 3 60 元
。

2
、

曹造防风固沙林
,

控制土地沙澳化
。

本区属
“
三北

”
防护林体系范畴

,

经过多年的努力
,

已初步建成长城林带
、

北缘 (与内蒙古交界 ) 林带
、

固沙林工程和林网护田林工程
。

第一期工程

已基本完成
,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譬如靖边县
,

截至 1 9 8 4年底
,

全县有林地面积 1 8
.

8万公顷
,

覆

盖率为 37
.

8 %
,

形成
“ 四带 (长城林带

、

环山林带
、

陕蒙林带
、

灵榆公路防沙林带 ) 一网 (农田

防护林网 )
”
的防护林体系

,

生态效益显著 (表 2 )
。

现在全县 9
.

51 万公顷流沙成为乔灌或草灌

覆盖的固定或半固定沙地 , 沙漠南移速度由五十年代的 4一 6 米减少到现今的 1 米左右 , 滩涧地

的护田林网保护农田 1
.

“ 万公顷
,

林网内田间小气候条件得到改善
,

作物播种期可提早 15 天
,

滩地

粮食平均每公项产量由过去 3 75 公斤左右提高到 1 , 8 75 公斤左右 , 全县每年输出泥沙量 已由五十年

代的 6 , 。00 多万吨
,

减少到 目前的 6 1 3万吨
。

鉴于本区气候干早
、

风沙大
、

风期长
,

在造林树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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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要立足乡土树种 , 上山进沟以灌木和草本为主
,

并要贯彻
“
乔木稀

,

灌木稠
”
的原则

。

在内蒙准格尔旗西部与东胜市
、

伊金霍洛旗交界处
,

属于薄层黄土覆盖区
,

下伏基岩为软弱

的披沙石 (抗压强度 8
.

82 一 12
.

34 公斤 /平方厘米 )
,

土层蓄水能力低
。

在这种土壤上造林时
,

必

须沿等高线开挖断续沟
,

并培修蓄水埂
,

进行造林整地
,

拦泥蓄水
,

以提高造林成活率
。

3
、

合理调整和固定耕地
,

加以林网保 护
,

推广林网草粮轮作制
。

经验证明
,

在川 水 地
、

风

沙滩和丘陵坡地 上 营 造 小框格林网
,

对于防风固沙
、

保持水土
、

改善农 田小气候
、

提高农作物

产量
,

效果显著
。

观测表明
,

林带防风范围可达 17 一 20 倍林墙高度
,

冬春 多 风 季 节
,

乔木透风

结构林带
,

在 7 倍林带树高以远的地方
,

比对照减沙 22 一28 %
,

林网 田 比 旷 地 增 产 0
.

2一 1 0
.

5

倍
。

4
、

推广以小流域为单元的户包 (或联户承包 ) 洽理
,

控制水土流失
。

近年来
,

在黄土丘 陵

沟壑区出现了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的新经验
,

依靠千家万户治理千沟万壑
,

收到 了良好的成效
。

例如山西省偏关县
,

全县有农民 9 ,

92 3户
,

仅工9 8 2年就承 包 小 流 域 6 ,

29 7处
,

面积 3
.

87 万公 顷
,

加上划给农民的 自留荒山和国营林场
、

乡办林场承包的面积
,

总共达到 5
.

71 万公顷
,

占全县水土

流失总面积的 4 2
.

1%
。

在承包中要贯彻
:

( 1 ) “
本人申请

,

按能 承 包
,

适 当集中
” 的原则

,

防止
“ 包而不治

”
和

“ 包而不够治
”

的现象
,

同时要讲究治理的完整性
、

综合性和科学性
,

以获取最好的水土保持效益和最高的经济

效益
。

( 2 ) 采取
“
统分结合

,

多层次承包 (如县乡专业 队承包
、

联户承包
、

一户承包等 ) 经营
,

连续联片
,

综合治理
” 的方针

。

承包治理 中可以县乡林场为依托
,

成立县乡专业队
,

包治远山瘦

沟的
“
硬骨头

”
工程

,

群众包治近山肥沟容易见效的工程
。

这样各县就会迅速出现一个由一家一

户和星星点点到国家
、

集体
、

个人一齐上
,

达到连续联片治理
。

四
、

结 语

本区严重的风蚀
、

水蚀
,

与历史上不遵循当地的自然规律
,

毁坏植被
,
不合理利 用 土 地 有

关
。

今后
,

在促使本区恶劣生态环境逆转过程中
,

应贯彻以牧为主
,

农牧林结合的生产方针 , 大

力营造防风固沙林
,

控制土地沙漠化 , 建设以林网田为基本模式的基本农田
,

实行林网草粮轮作

制 , 推广以小流域为单元的户包治理方式
,

控制水土流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