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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柏县长江流域部分的土壤侵蚀调查分析

张 建 民

(河南省桐柏县水土保持工作站 )

一
、

概 况

桐柏县位于河南省的南疆
,

南阳盆地的东缘
,

地处豫
、

鄂交界的桐柏山腹地
,

是 老 革 命根

据地之一
。

全县横跨江
、

淮两大流域
,

以固庙的西境岭和大河乡土门村的新岭为分水岭
,

分江
、

淮之水于东西
。

西部属于长江流域
,

座落在东 经 1 1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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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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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间
,

总面积 6 21 平方公里
,

占全县总面积的 32 %
。

该流域现有耕地 1
.

3万公顷
,

山地 3
.

9万公顷
,

水

面 1
.

1万公顷
,

自然特点近似
“ 六山二水二分田

” 。

桐柏县长江流域内辖 8 个乡 (镇 )
,

84 个行政村
,

14
.

27 万人
,

人 口密度23 0人 /平方 公 里
,

每人平均耕地 0
.

09 公顷
。

1 9 8 4年每人平均收入 1 60 元左右
.

低于全省每人平均收入的一半
。

二
、

土壤侵蚀概况

(一 ) 土城傻蚀现状
。

解放初期
,

桐柏县是个山青水秀
、

百鸟栖息
、

植被盖度极高的山区 ,

战争年代
,

曾以其绿色屏障为革命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

近 30 多年以来
,

因各种不合理的人为因素

影响
,

导致了土壤侵蚀的加剧
。

其现状是侵蚀速度快
,

侵蚀量大面广
,

危害严重
,

逐 步趋 于 恶

化
。

据调查量算
,

现有轻度以上水土流失面积44 4
.

74 平方公里
,

占全县长江流域面积的 72 %
。

参

照 “
长江流域水土流失判别指标

” (见表 1 ) 和实地勘察情况
,

将桐柏县长江流域内的水土流失

分为那级 (表 2 ,

其分布情况见 附图 )
,

即
:

I 一微度流失
; I 一轻度流失

;
I 一中度流失

; 万一

鱼鳞坑控制的平面投影面积
、

分布密度
,

看哪种布置形式用哪种规格鱼鳞坑
,

得出的密度与密度

要求值相接近
。

4
、

将相近密度值的不同规格的鱼鳞坑进行工程量比较
,

选取最经济的一种
。

小 结

综上所述
,

初步可得以下几点认识
:

1
、

坡面在无鱼鳞坑时
,

径流的水力性质是
:

径流量沿坡面直线增加
,

而流速并不是沿程直

线增加的 ,

2
、

鱼鳞坑改变了坡面径流流态
,

起着拦蓄
、

分散
、

调节径流的作用
。

因此
,

在有鱼鳞坑的

坡面上径流量大小沿坡面保持不变 ,

3
、

鱼鳞坑列距的确定
,

不仅要根据坑的容积
,

适宜的树种
,

而且要根据坡面土质
,

使其在

工程设计标准的降雨强度条件下
,

径流速度小于临界冲刷流速
。



强度流失 (含极强度流失 )
。

(二 ) 土旅俊蚀的危容
。

土壤侵蚀的发展
,

已经成为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
,

直接或间接地威

胁着人类的生存
。

造成和影响土壤侵蚀发展的各因子
,

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都会受到侵蚀

危害的限制和制约
。

所以说
,

土壤侵蚀的危害广泛
,

后果严重
。

在桐柏县 长江流域内的表现主要

是影响农业生产
,

导致并加剧生态恶化
,

基本进程是土壤侵蚀— 生态恶化— 农业生产衰退—土壤侵蚀的恶性循环
,

具体表现是
:

i
、 “

三跑田
” (跑水

、

跑土
、

跑肥 ) 面积增加
,

地力下降
,

损失严重
。

土壤是农业生态的

立地基础
,

侵蚀的发展导致了这个基础的动摇
。

大量含有植物营养的肥沃表土的 流 失
,

不但 破

坏 了土壤结构
,

地力下降
,

更严重的是影响着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和产业结构 的调 整
。

桐 柏县

长江流域内
,

每年流失土壤 21 6
.

91 万吨
,

平均侵蚀深度达 2
.

6毫米
,

砂 化的耕 地 面 积 1 , 0 00 多公

顷
,

造成氮磷钾有机质损失约 2
.

4万吨 (其中损失全氮 1 , 6 8 9
.

2吨
、

速效钾 3 1 3
.

7吨
、

速效磷 24
.

13

吨
、

有机质 2
.

2万吨 )
。

直接造成经济损失 4 80 多万元
。

据有关资料
,

流失 1 毫米表土
,

每平方公里

每年降低谷物产量 10 吨
,

按此推算
,

县属长江流域内每年减收谷物达 1
.

62 万 吨
,

折 合 损失 6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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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长江流城水土流失到别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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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 栩柏县长江流斌水土流失分级裹

级别
面 积

平方

公里

侵蚀模数

t / k m
,

侵蚀量
(万吨 )

侵蚀深
(毫米 )

7
。
9 3

水面
,

高标准梯田
,

平地和植被度在 0
.

9以上的山地
,

主要 分 布
在流域南部

“
河南省太白顶自然保护区” 和西部平原

。

1
,
5 0 0 1 4

。
0 6 1

。
1

塘堰有淤积
,

河道无明显淤积
,

山地植被覆盖度在 70 %左右
,

分布在流域的西南和东北部
。

3 , 2 00 4 0
。
6 7

植被覆盖度在50 %左右
,

坡耕地面积大
,

河道
、

库塘均有明显
的淤积

,

分布在流域中南部浅山区
。

几

晾暄尸一

l6
一
8 0 0 1 5 4

。
2 6

被覆盖度在 30 % 以下
,

坡面破碎
,

表土 ( A层 )大部分流失 , 塘
、

河道淤积严重
,

分布在流域中北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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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仅此两项
,

每年就损失 5 45 万元
,

相当于每平方公里损失 0
.

88 万元
,

每公顷损失 8 7元
,

是 小

流域治理单位投资的 1
.

35 倍
。

2
、

河道淤积
,

河床抬高
,

后果严重
。

河道淤积
、

河床抬高
,

是土壤侵蚀危害的主要表现之

一
。

大量泥沙流进河道
,

使得河床由
“
窄深型

”
变为

“
宽浅型

” 。

通过对该流域内流域 面 积 在

10 0平方公里以上的 3 条河道的淤积调查
,

30 年来
,

中下游河段平均淤高。
.

8一 2 米
,

断面较原来

拓宽 1一 1
.

5倍
。

如十步河
,

是因原来只有十步宽而得名
,

现已发展 到20 。多米宽
,

淤高了 1
.

5米
。

河道堵塞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

首先是泄洪能力下降
,

河道滞洪泄洪能力平均下降了10 一 50 % ;

其次是决堤垮岸
,

落河田面积增加
,

据初步计算
,

该流域内因垮岸损失的土地有 2 ,

00 0多 公 顷
;

其三是航道消失 了
。

据考查
,

该流域内的三夹河在三十年代 中期以前尚能通航
,

五十年代修水利

工程时曾发掘了船锚和客船的遗骸
。

群众说
: “
现在是用沙容易行船难

,

水路堵塞
,

望河兴叹
。 ”

3
、

水利工程效益衰减
、

寿命缩短
。

淤积是造成库塘等蓄水工程效益衰减
、

寿命缩短的主要

原因之一
。

通过对35 座典型塘堰的淤积调查和测算
,

30 年累计淤积达 1
.

5万立方米
,

占 总 库容的

3 0%左右
,

效益减少 20 %
。

按此推算
,

县属该流域内的库塘坝堰淤积量达 1 80 多万立方米
,

相当于

报废一座小水库
。

4
、

生态恶化
,

自然灾害增多
。

土壤侵蚀导致生态恶化
,

生态恶化带来自然灾害增加
,

主要

反映在气候条件的恶化
。

过去群众讲
: “

太 白顶带帽 (桐柏山主峰太 白顶上起云 )
,

长工睡觉
” ,

现 已不灵 了
。

暴雨成灾机率增大
,

个别地方基本上是大雨大灾
,

小雨小灾
,

无雨早灾
。

如程湾乡

近两年 ( 1 9 8 3和 1 9 8 4年 ) 3 次受到暴雨袭击成灾
,

各种损失达 40 多万元
。

此外
,

生物资源存在着

危机
。

据调查
,

桐柏山过去曾有老虎
、

豹子出没
,

现虎已绝迹
,

豹子濒于消失
。

三
、

土壤侵蚀的特点及规律

桐柏县属长江流域为水蚀区
,

土壤侵蚀主要是在水力作用下发生的剥蚀
、

搬运和沉积
,

总的

看有以下特点和规律
。

( 一 ) 土滚俊蚀特点

l
、

物理风化与水力冲刷 同时进行
。

植被惨遭破坏
,

致使物理风化作用相对增强
,

岩石风化

速度增大
,

地表碎屑
,

常为雨水冲走
,

形成边风化边冲刷
,

剥一层冲一层
,

反复进行 的 侵 蚀 特

点
,

2
、

水蚀与重力侵蚀共同存在
,

互相影响
,

竞相发展
。

水蚀是先导
,

重力侵蚀是水蚀的发展

和继续 ;

3
、

坡耕地侵蚀量大
。

该流域内坡耕地面积达 3 , 3 00 多公顷
,

占耕地面 积 的 2 6
.

7%
,

由于坡

度大
,

土壤结构差
,

流失严重
,

是泥沙的主要源地 ,

4
、

沟槽状侵蚀强烈
。

(二 ) 土坡傻蚀的规律

土壤侵蚀在其发展过程中
,

呈现出一定的规律
。

这种规律与人为活动
、

自然因素等有着密切

的关系
。

1
、

区域侵蚀规律
:

( 1 ) 在山丘地区
,

人 口密度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土壤侵蚀强度
。

人口 密度越大
,

侵

蚀发展就越快越严重
。

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失调
,

不 良的人为活动频繁
。

( 2 ) 侵蚀呈多层次分布规律
。

一般情况下
,

上层 ( 山顶部 ) 植被盖度相对 较 好
,

侵 蚀 较



轻 ; 中层 ( 山腰部 ) 有人为活动
,

侵蚀形式是面蚀
、

沟蚀共同发展
,

潜在危害大
; 下层 ( 山脚 )

以沟蚀和重力侵蚀为主
,

流失严重
,

危害大
。

总的情况是山顶青
,

山腰红
,

山下沟壑石头滩
。

( 3 ) 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侵蚀的影响具有荒山> 疏幼林地 > 纯林地 > 草地> 混交林地的规

律
。

2
、

季节侵蚀规律
。

季节变换常常使侵蚀力和抗蚀力不能协调稳步地发展
,

致使土壤侵蚀强

度出现随季节变化而变化的规律
。

据观察
,

一般情况下是夏季 > 秋季 > 冬季 > 春季
,

侵蚀量分配

大概近似 5 : 2
.

5 : 1
.

5 : 1
。

四
、

影响土壤侵蚀的因素

影响土壤侵蚀的因素很多
,

概括起来不外乎是 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类
。

总的看
,

自然因素

是侵蚀发生
、

发展的潜在条件
,

人为因素是侵蚀发生
、

发展的主导因素
。

(一 ) 自然因素
。

包括地貌
、

地质 (土壤 )
、

气候
、

植被等
。

i
、

地貌
。

起伏不平的地形
,

是地球内外营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

所以说
,

地貌形态对土壤侵

蚀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
。

县属长江流域内地形复杂
,

地貌多样
,

山丘平原具有并相间分布
,

亦

陡亦缓
,

自东向西 呈
“ 艺” 型延伸

,

接南阳盆地
。

上游构造侵蚀
,

下游重力侵蚀
,

危害很大
。

2
、

地质 (土壤 )
。

地表物质的物理性状直接决定着土壤侵蚀强度
。

县属长江流域 内地表岩性

以花岗岩和片麻岩为主
,

属变晶和破碎结构
,

片状
、

片麻状构造
,

节理发育
,

颗粒度粗
,

常因膨

胀系数不同发生错动
、

碎裂
,

不同程度地加剧着土壤侵蚀的发展
。

地表土壤以黄棕壤土为主
,

系

岩石风化产物
,

砂砾成份重
,

质地疏松
,

易流失
。

3
、

气候
。

气候对土壤侵蚀的影响
,

主要反映在降水对土壤的直接侵蚀
。

桐柏县地处北亚热带

北部
,

属大陆性季风型气候
,

雨量丰沛
,

年平均降水量达 1 ,

05 6毫米
,

且具有降雨时段 集 中 ( 6

一 10 月份降雨为年降水量的 60 % 以上 ) ,
降雨强度大

,

最大 日降雨量达 26 5
.

4毫米
,

暴雨发 生 机

率高 (年平均 4
.

1次 ) ; 暴雨量大 (年暴雨量 3 50
.

2毫米 )等特点
,

在一定程度土促进了侵蚀的发展
。

4
、

植被
。

植被是保持水土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

破坏植被对土壤侵蚀的影响主要是指其拦截

地表径流和固土能力 的衰减
。

县属长江流域内森林覆盖率只有 30 %左右
,

植被结构差
,

纯林
、

幼

林面积 占林地面积的60 % 以上 ; 草地因人畜践踏
,

过度放牧
,

破坏严重
,

产草量和覆盖度很低
。

森林和草地基本上不能发挥保持水土的作用
。

(二 ) 人为因素
。

人 为活动就其本质来讲
,

并不是造成水土流失的根本原因
,

对水土流失峋

影响反映在违反 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不合理活动上
,

主要表现在毁林毁草
,

陡坡开荒
,

粗耕滥种
,

弃耕撂荒等
。

造成这种活动的原因有三
:

一是政令指导有误
,

如
“
大办钢铁

” (桐柏县是五县炼
.

钢指挥部所在地 )时
,

毁灭性的砍伐森林
, “ 以粮为纲

” 逼迫陡坡开荒等
,

破坏了生态平衡
,

使荒

山面积成倍增加 ; 二是人 口增长过快 (解放以来
,

人 口翻了一番 还 多 )
, “ 四 料

” (燃 料
、

木

料
、

肥料
、

饲料 ) 不足的矛盾突出
,

使得封管
、

营育林木都难 以奏效 ; 三是一种新的人为加剧土

壤侵蚀的活动
,

如乱掘乱挖矿石 (或石料 ) 等
,

导致山坡破碎
,

废石堵塞沟河
,

植被难以恢复
,

潜在危害很大
。

五
、

几点建议

1
、

加强组织机构建设
。

水土保持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工作
,

涉及部门多
,

投有专门的组织机

构和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

就不可能取得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最佳效果
。

建议各级 (下转 第2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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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黔江县城潜伏的隐患
,

是堵与输的问题
。

如若炸去峡 口
,

增大过水断面
,

增加泄洪能力
,

祠题就解决了
。

但这一途径未能从根本上消除滑坡堵江的威胁
,

因此这一途径不 可取
。

2
、

对两岸滑体中上部
,

进行削方减载
,

清除危岩孤石来控制滑坡继续恶化
。

这一途径 存 在

的间题是该滑坡属牵引式滑坡
,

力源来自前方
,

而不在滑坡中上部 , 何况现今两岸滑坡后缘的裂

缝宽 已发展到 2一 3 米
,

最大垂直位移量已达 4 米
,

整个两岸的坡体已濒临大滑动的边缘
。

若果

采取这一途径
,

已为时太晚
,

难 以奏效
,

还可能因施工触动
,

加速滑坡恶化的进程
。

3
、

在峡谷两岸开凿隧洞泄洪
,

洞底高程控制在城区防洪警戒水位线以下
,

问题就不难解决
。

这一途径的致命弱点是隧洞造价昂贵
,

且据 1 9 8 2年黔江洪峰流量达 1 ,

40 0立方米 /秒
,

一般隧洞难

以承担 ; 如果采取大隧洞
,

则考虑到目前经济技术条件
,

近期难 以实施
。

4
、

抗滑桩途径
。

考虑到河床两侧
,

孤石多
,

基坑开挖难以成型
,

即使用大 口径钻孔作桩坑
,

也因钻进塌孔掉块
、

卡钻埋钻等事故难以实施
,

还可能因滑坡中上部滚石击毁抗滑桩
。

5
、

拦河坝途径 (本文推荐方案 )
。

据前所述
,

该滑坡系洪水一次刨深河床 13 米
,

两岸坡体失去

横向支撑而滑动
。

可见
,

在峡谷最窄处以上
、

滑体靠下游一侧以下的地段
,

选择适当的部位
,

筑

拦河坝
,

利用坝前回淤支撑两岸坡体
。

为了使工程尽快发挥作用
,

可在坝上游的峡谷段
,

采取人

工抛石
,

加速抬高河床
,

恢复至 ,’8 2
·

7 ”
洪水前的河床高度

,

再现河床堆积物对两坡体的支撑

作用
;
与此同时

,

辅之以坡顶天沟排水
,

滑体两侧及滑体内部增设排水支沟
,

截断地表水渗入滑

体体内
。

此方案的主要优 点
,

一 是 针对坡体失稳的原因进行治理
,

一般可以得到满意的效果 , 二是

方案的施工技术条件不十分复杂
,

投资相对较小 , 三是基本上能维持现有观音岩的自 然旅 游 景

观
。

在实施上述拦沙坝工程的同时
,

还必须对城区护城堤以下至峡口 一段的河道进行疏通
,

拆除

影响过水断面的建筑物
,

确保洪水畅通无阻
。

对拦沙坝的高度
,

必须经水文计算核实
,

持谨慎态

度
,

采取逐年加高
,

防止冲淤失调
。

除此以外
,

在上述措施未能实现以前
,

要继续对两岸滑坡动态进行监测
,

特别是雨季讯期
,

滑坡现场要设置通讯联络设备
,

一旦突然出现加剧变形
,

坡上滚石活跃
,

不时听到地声
,

要及时

报警
,

迅速组织城 区撤离疏散
,

做到有备无患
。

(参加滑坡考察的还有四川涪陵地区防洪指挥部谭德益
、

唐良友同志
,

黔江县水电局 汪 润山
、

陈登榜
、

彭

希锐同志
,

成都地理所乔建平
、

王少东同志 多 文中
“
滑坡堵江淹没推测图

”
为唐 良友同志绘制

。
)

(上接第61 页 ) 政府都要设置
、

充实相应的水保机构
,

明确职责
,

加强领导
,

做到各负其责
,

各司其事
,

以保证全面地
、

持久地把水土保持工作开展下去
。

2
.

加强法制宣传
、

教育工作
。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

《森林法》
、

《环境保护法 》
,

是我们

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法律依据
,

必须进一步贯彻执行
。

现在
,

不少地方的群众
,

不懂水土保持是

什么
,

更不懂破坏了水土保持设施是犯法
。

所以说
,

法制的宣传
、

教育工作跟不上
,

同样会影响

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
。

3
.

加强技术培训工作
。

实践证明
,

水土保持是门技术性很强的工作
,

没有技术就搞不好水土

保持
。

培训一定数量的农民技术员
,

壮大水土保持队伍
,
已成为当务之急

。

4
.

坚持实行 多种形式的小流域治理承包资任制
,

做到宜统则统
,

宜包则包
,

不搞一刀切
。

要

积极扶持有能力的小流域治理专业户
,

在技术
、

资金
、

物资等方面要优先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