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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灾害问题的浅析

杨 文 治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水土流失— 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水土流失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

它几乎遍及各个国家和地区
。

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造成生态

环境的恶化
,

农林牧生产的全面衰退
,

而且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威胁愈来愈大
,

因而引起

人们的极大关注
。

据有关资料报导
,

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

由于超载过牧
,

土壤浸蚀危害
,

生产

力下降
,

最后将导致土地的完全沙漠化
。

据估计
,

受到这种威胁的耕地为世界耕地的 1 / 3 以 上
。

由于土壤侵蚀引起的土壤肥力退化
,

据联合国环境署估计
,

全世界每年损失可利用的土地为 50 0一

70 0万公顷
,

到本世纪末可能上升到 1 ,

00 0万公顷 ; 其中占世界粮食生产 52 % 的包括我 国 在 内 的

美
、

苏
、

印等国
,

每年因土壤侵蚀损失的表土就达 1 32 亿吨
。

澳大利亚在可利用土地 中有一 半 遭

受土壤侵蚀危害
,

其面积约相当于国土面积的 1/ 3左右
。

鉴于水土流失灾害对人类生存带来的严重威胁
,

因此各国学者都相继发出了保护生态平衡
,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呼吁
。

J
。

8
.

K a n w ar 在第十二届国际土壤学会代表大会的主题 报 告 《把 土

壤资源管理起来
,

迎接人类面临的挑战 》 中写道
: “ 土壤是我们全体人类生产和再生产 的基础

,

… …拯救土壤就是拯救人类
, … … ”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

保护每一寸土地
,

使其免遭土壤侵蚀

的危害
,

确实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

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问题与潜力

(一 ) 生态脆弱

黄河中上游大部
,

位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

这里的生态极为脆弱
,

因此生态 平 衡一旦 遭 到

破坏
,

要重新建立高效能的人工生态体系
,

是相当困难的
。

据 1 9 8 1年 12 月 30 日 《人民 日报 》 公布

的数字
,

在黄河中上游治理了 7
.

5万平方公里
,

占应治理面积的 1 7
.

5%
。

如果从 1 9 5 0年 算 起
,

即

经过约 30 年的治理
,

治理面积还不到 1 / 5
。

又如
,

美国 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
,

在水土流失 地 区进

行 了大规模的土壤保持工作
,

用 了大约 40 年
,

治理了应治理面积的 1 / 3
。

这二个实例都说 明
,

在

已被破坏 了的生态平衡的基础上
,

重新建立新的生态平衡
,

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劳动 !

(二 ) 土滚傻蚀的威胁

我国是世界上受侵蚀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

黄土高原每年平均注入黄河的泥沙达 16 亿吨
,

其中黄河中游
,

由河口镇至渔关一段
,

流域面积约 29 万平方公里
,

年输沙量平均为 15 亿吨 ; 也就

是说黄河年输沙量的 90 % 以上来自这一地区
。

这里是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
。

黄河中

游大量泥沙下泄
,

造成下游河床不断淤积抬高
,

变成了
“
地上悬河

” 。

为了确保下游安流
,

解放



以来
,

黄河大堤已进行过 3 次加高加固
,

耗费了国家大量资金
,

结果形成越淤越高
,

越高越险的

被动局面
。

黄河中游严重的水土流失
,

造成水库淤积
,

给国民经济建设带来巨大损失
。

三门峡水库由于

泥沙淤积
,

大大降低了水库的综合利用功能
,

这是人们所熟知的
。

另据报道
,

山西省每年因泥沙

淤积而损失的库容为 5 ,

00 0万立方米 , 陕西省每年由于淤积损失的库容为 8 , 0 00 万立方米
。

从全国

来说
,

据有关资料
,

我国有 3 ,

00 0亿立方米水库
,

估计每年因泥沙淤积损失库容十几亿 立 方米
,

还有的说为60 亿立方米
。

这里我们姑且勿论这些数字究竟有多大可靠性
,

但却可从一个侧面看出
,

土壤侵蚀造成水库淤积确实是
:

十分严重的
。

严重的水土流失还造成土地资源的破坏和土壤肥力的退化
,

致使黄河中上游地区 的农林牧生

产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

成为我国贫困地区之一
。

( 三 ) 土地资源的破坏与土壤肥力的退化

土地是人们赖 以生息的基础
。

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吞噬了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
,

使可利

用的土地变得越来越少了
。

例如
,

著名的甘肃董志源
,

据考证
,

自唐代后期至 今
,

经 历了 1 , 3 00
,

多年
,

估算至少损失了约 58 0平方公里的土地
。

坡面各种类型侵蚀沟的发生和发展
,

是不断蚕食和分割土地的直接原因
。

据典型调查结果
,

延河支流杳子河流域
,

25
。

一 35
。

的坡地要 占到坡地总面积的 50 %
,

其侵蚀量占到流域总侵蚀量的

60 一 70 %
。

黄河年平均输沙量 16 亿吨
,

如果我们粗估这些泥沙有一半来自坡耕地
,

并以耕层每年

蚀去 2 厘米计算
,

那么黄土高原每年将有 34 0多万公顷耕地遭到侵蚀危害
。

土地资源遭受土壤侵蚀危害的另一特征
,

是大量肥沃表土的流失和土壤肥力的退化
。

据在杏

子河流域的典型调查
,

新开的坡耕地是土壤流失最严重 的一种土地类型
。

据有关资料
,

在这种土

地类型上
,

每年每平方公里的侵蚀量高达 5
。

51 万吨
,

新开沟圾地 上侵蚀量每年每平方 公 里 高达
6

。
6 4万吨

,

相 当于每年蚀去 5 一 6 厘米的肥沃表土
。

一般来说
,

在不同地区不 同土地利用方式下
,

土壤侵蚀处于某一允许值以内时
.

是不会造成

灾害的
,

目前我国还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

在美国
,

有关土壤保持部门确定
,

维持一个经济 的

永久的高水平的作物产量所允许的土壤流失量为4
.

5一 1 1
.

2吨 /公顷
·

年
,

即45 0一 1
,

1 20 吨 /平方公

里
·

年
,

而在我国黄土高原土壤侵蚀模数却达 5 ,

00 0一 15
,

00 0吨
,

有时甚至高达 3 5 , 0 0 0 吨
,

大 大

超过了上述允许值
。

这势必严重影响这一地 区农林牧生产的发展
。

( 四 ) 人 口的压力

黄河中上游地区
,

人 口增长速度超过生产增长速度
,

给农林牧生产带来了很大压力
。

据联合

国规定的干早和半干早地区最大人口 负荷能力
,

前者为每平方公里 7 一 8 人
,

后者为 20 人左右 ,

而在黄土高原许多地区的人口密度
,

都大大超过了上述人口限度
。

据调查
,

陕北延安地 区
,

每平

方公里为 47 人
,

宁夏固原县为 73 人
,

陕北绥德
、

米脂地区人口密度 已高达 14 0多人
。

所以严 格 控

制人口增长
,

亦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

综上所述
,

黄河中上游地区在发展农林牧生产方面确实存在着许多障碍因素
。

但是
,

这里还

同时存在着很大的生产潜力
。

黄河中上游地区
,

土地资源和光热资源丰富
,

大部地区水热资源匹

配适宜
,

日照长
,

光能潜力大
; 加之土壤素质 良好

,

极宜植物繁生
。

因此
,

在这些有利的自然条

件下
,

只要坚持种草种树和农作制度的科学性
,

并因地制宜地利用已有的科技成果和 吸 取 群 众

的生产经验
,

在这一地区极有可能创造出高额 的生物产量来
。

在这方面各地都有一些经验值得总

结和借鉴
。

在国外
,

如美国
、

澳大利亚在发展半干旱地区农业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

美国在西



部半干早区生产 的小麦
,

要占到全国小麦总产的8 1
.

2% , 澳大利亚在南部半干旱区实行牧草轮种

农作制
,

使六十年代的谷物产量比四十年代提高了 3 3
.

7%
。

我国 自己的实践和国外类似地区的经

验都说明
,

地处干早和半干旱地区的黄河中上游地区确实存在着很大的生产潜力
,

有 待 于 去 开

发
,

其前景是甚为广阔的
。

建 议

I
、

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工作重待加强
。

水土流失是一种复杂的自然现象
,

因此致力于防 止水

土流失的水土保持科学实验
,

必然是一门综合性的科研任务
。

目前
,

黄河流域有关水土保持科学

研究和推广机构
,

据不完全统 计
,

约计有 40 余所
。

这些单位都 自成体系
,

独立作战
,

缺乏任务的

协调和工作的分工与协作
,

同时也都面临着科技力量薄弱和科研经费不足的共 同问题
。

鉴于黄河

流域地域辽阔
,

自然条件差异特征明显
,

因此
,

无论就水土流失治理 的实际需要来讲
,

还是从发

展具有我国特色的水土保持科学而言
,

都需要加强水土保持科 学研究工作
。

因此
,

建议国务院水

土保持协调小组大力加强水土保持科学研究的协调工作
,

对三类研究工作 (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与开发工作 ) 加以统筹规划
,

确定研究项 目
,

对各业务部门所属的水土保持科研机构进行统筹协

调
,

组织协作攻关
; 同时拨给经费

,

签定科技合同
,

各单位要按合同完成任务
。

这不仅有利于我

国水土流失的科学治理
,

而且也有利于水土保持科学事业的发展
。

2
、

加强坡耕地治理
。

黄河年输沙量 16 亿吨
,

除部分粗颗粒泥沙 (粒径大于 0
.

05 毫 米 ) 淤 积

于下游河床外
,

每年平均大约有 12一 13 亿吨细粒泥沙排泄入海
。

这部分细粒泥沙主要来源地是坡

耕地
。

同时由于细沟侵蚀与浅沟侵蚀是坡耕地的主要侵蚀方式
,

尤其是 25
。

以上的陡坡地浅 沟侵

蚀更为强烈
,

因此坡耕地存在着向切沟侵蚀发展的潜在危险
。

为此
,

建议国务院水土保持协调小

组应根据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的要求
,

责成水土流失地区各级政府严禁开垦陡坡
,

同时把坡耕

地的治理提到重要议事 日程
,

采取水土保持农业措施和坡面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治理措施
,

统一规

划
,

合理配置
,

逐步实施
,

切实做 出成效
。

3
、

建议改革治理经费的拨款方式
。

本着
“ 发展农村经济必须依靠 科 学 技 术

” 的 精 神
,

议

改黄土高原的治理要进行切实可行的规划和必要的科学指导
,

实现科学治理
,

以减少盲目性
。

建

对变治理支持经费的一揽子拨款方式
,

明确治理经费
、

科研咨询和中间试验的拨款比例和数额
,

确定受援单位
,

签定技术与治理合同
,

坚持严格实施
。

4
、

加强法制
,

以法制促治理
。

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充实完 善 为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

,

颁布实行
。

同时建议 尽速公布和实施 《中华人民共 和 国 土 地

法》
。

各项法规颁布之后
,

应加强宣传教育
,

建立相应 的执法机构
,

作到有法可依
,

执法必严
,

违法必究
。

5
、

在治理中注重开发
,

以开发促治理
。

实践证 明
,

单纯地强调治理而忽视治穷致富门 路 的

开发
,

水土流失治理是难以奏效的
。

因此
,

只有在治理的同时
,

使广大农民群众富裕起来
,

才易

于达到治理 的目标
。

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落实
,

应把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引向种草种树
、

发展畜

牧业和多种经营上来
,

改变传统的 自给性农业为商品性的大农业结构
,

使群众的实际收益不断提

高
,

粮食和其它林牧产品逐步丰富起来
,

才可能有效地根除广种薄收这一落后的农作制度
,

使水

土流失得到治理
,

农林牧各业得到发展
。

为此
,

建议责成有关部门开展各地区土地合理利用的基本

模式及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的研究
,

为各地制定土地利用
、

综合治理和开发规划
、

实施规划提供

依据和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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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要考虑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

侯 学 煌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

三峡水利枢红是举世瞩 目的伟大工程
,

是

关 系到我国社会主 义建设和子孙后 代的一件大

事
。

由于工程 巨
、

投资大
,

外国人称它是中国

继修万里长城后规模最大的建设项 目
。

国际间

企业界也为参加这项工程而 竞争
。

我们认为
,

从微观说水库本身是一个生 态系统
,

从宏观说

三 峡工程的上
、

中
、

下游
,

即整个长江流域的

山
、

水
、

林
、

田
、

路
、

建筑等也是一个生态 系

统
。

现分下列三个方 面提 出一些 问题
,

供有关

方面讨论
、

参考
。

(一 ) 库区本身的生态
、

环境 和 资 源 问

题
1

、

从土攘和作物资源说
,

三峡工程所在

地是我国的 “ 天府之 国
” ,

工程建成后要淹没

沿 河阶地上肥力较 高的冲积土和举 世 无 双 的

含丰富磷
、

钾的丘陵紫色土耕地共 约几十万 公

项
,

这就给土攘资源造成很大的压 力
,

使 粮

食
、

著名 的涪陡榨菜
、

品质优 良的甜橙以 及我

国 亚 热 带一 些特产
,

如 油桐
、

乌柏
、

蚕桑等经

济作物的产地将有很 大损失
。

该地 区在 “ 大跃

进
” 以来 已经开垦 了许多低产的 山坡地

,

如再

向 山坡开 垦
,

不仅得不 偿 失
,

而 且土攘侵 蚀的

后 果
,

将不堪设想
。

2
、

从移民问题说
,

三峡工程建成后 淹没

16 一 20 个城 (市 )
,

包括耕地
、

房屋
、

工厂
、

电站等

被奄
,

势必要移民数十万到 百万之多
,

受淹损
.

失

之 巨 大
,

是世界任何 国家大型水库所没有的
。

自 1 9 7 8年 以 来
,

我到 全 国 2 0个省 ( 区 ) 考察
,

看到 所有中小 型水库
,
几乎没有一个完全解决

好库区 移民 问题的
。

例如
,

安徽金寨县在解放

初期修建的水库
, 已经 30 年 了

,

现在那里 许多

农民还是靠开垦荒山过 日子 ; 何况三峡库 区那

优越的 气候和肥 美的土地
,

在 全国很难找到
。

移民问题如何解决
,

是一 大难题
。

3
、

从 气候变化 与发展柑橘关 系说
,

三峡

工程所在地是冬暖
、

夏热
、

秋雨
、

霜少
、

湿度

大
、

云 雾多
、

风静的我国湿润亚 热带气候 区
,

不象有些 外国水库如埃及 阿斯 旺水坝所在地是

干旱荒漠区
,

那里水库可 明显地改变局部大 气

湿度
,

从而会影响 气温
。

有人认为
,

三峡水库兴

建后
,

水 面周 围冬季极端低温会提高
,

对柑橘

越冬有利
,

并可扩 大其栽培 面积
。

殊不 知局部

小 气候首先是 受大气候的制 约
。

水坝提高 1 50 一

18 0米
,

气温是随海拔增加 而递减的
,
而 且 任

何经 济作物的生 长
,

必须有适 宜 气候与适宜土

攘的综合 因素
。

原来生长在河边和丘陵深厚肥

沃土攘上的柑橘园被淹 了
,

剩下来的是土 层浅

薄
、

灌溉困难的石 山
,

反而 有利于柑橘的 发展

和扩 大栽培的说法
,

是难 以令人理解的
。

4
、

从保护文物和 自然遗产说
,

三峡库区

是我国重 点古 迹
、

山 水风景的名 胜区
,

最著名

的古迹有丰都
“ 鬼城 ” 、

涪陵 “ 石 鱼 ” 、 ,

忠县

冬如非承攀
1
垂非峨花于诬乖

:长今找李陇妥诬燕井还岌〕注公水 6 承攀水乖于或〕注城) 余介:

碳三痊城李我今衣e 凑公于芝〕姿布
:
参非

:

找翔舒汁乖水会
二拭今仁乡王妞妥吞慈多卜车峨岌三疾岌兰王芝) 于乏多荃芝多圣咬冬诬燕升违戈

6
、

加强计划生育
,

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

人口的高速增长
,

是黄河中上游地区一个严重 问 题
。

因此
,

在解决黄土高原整治与开发过程中
,

要把严格控制人 口增长作为一件大事认真抓好
。

若再

任其无节制地增长
,

将会使黄河中上游地区人民陷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