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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西部地区的风蚀灾害和防治措施

韩 文 林

(吉林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处 )

提 要

吉林省西部地区风沙很大
。

其中主要的 1 2个县市
,

解放后经过多年努力
,

已治理风蚀面积约 4 4
.

4万公顷
,

占原风蚀面积的 82 %
。

这对减轻该区的风沙危

害
,

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

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

不幸的是
,

这个

地区经历了 3 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破坏
,

长期
“
左

”
倾错误的折腾和十年内乱的

千扰
,

使风蚀面积从解放初期的 5 4
.

2万公顷剧增到近几年的 140 多万公顷
。

除去

前两年停耕严重风蚀地近捻万公顷外
,

还有巫待治理的沙 荒 面 积 1 1 9
.

5 万 公

顷
。

这些风蚀面积
,

多数是流动沙丘
。

它们每年以 2 0米的速度向村镇涌进
。

许

多庄户人家的庭院内堆沙 1 米多高
,

掩埋了大门
。

由于
“
三料

”
奇缺

,

当地居

民生活非常穷困
。

主要治理措施如下
:

1
、

合理利用土地
,

改广种薄收为精耕细作 ,

2
、

大力植树种草
,

积极发展农村能源
,

全面防治风沙危害
,

有效地改善

生态环境 ,

3
、

推广户包治理
,

认真落实政策
,

提高防治风沙的效益
,

加快治理风沙

速度
。

吉林省西部风蚀区 包 括 双 辽
、

农安
、

前

郭
、

扶余
、

乾安
、

通榆
、

挑安
、

大安
、

镇责
、

长岭县和公主岭
、

白城市
,

共 12 个县 (市 )
,

2 , 9 41 个村
,

总人 口 6 2 1
.

4万
,

其中 农业 人 口

4 9 0
.

9万
,

农 业 劳 力 97 万 个
。

总 土 地 面 积

5 9 , 3 3 9
。

4 3平方公里
,

其中耕地面积 18 1
.

6万公

顷
,

每人平均耕地 0
.

29 公顷
,

每个农业人 口占

有耕地 0
.

37 公顷
,

每个农业劳力负担耕地面积

1
.

87 公顷
。

人 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1 0 4
.

7人
。

吉林省西部风蚀区为松嫩平原的一部分
,

海拔 1 60 一 2 00 米
,

相对高差 30 米左右
; 西北部

为大兴安岭山前坡地
,

系低 山 丘 陵 区
,

海拔

5 0 0米左右
,

相对高差 50 一 1 50 米 ; 东和东南部

为台地
,

海拔 2 00 米左右
,

相对高差 20 一 40 米
。

该区平均气温为4
.

6℃
。

一年中 7 月气温最高
,

平均 2 3
.

5 ℃ ; l 月气温最低
,

平均 一 1 7
.

6℃ ;

多年平均 ) 10 ℃的积温为 2 , 7 78 ℃一 2 , 9 13 ℃
。

日照时数多年平均为 2 , 9 0 6
.

5小时
。

终 霜在 5

月上旬
,

初霜在 9 月下旬
,

平均无 霜 期 14 0一

1 50 天
。

年平均降水量 为 40 0一 50 0毫 米
,

在时

空 分 布 上 极 不 均 匀
,

仅 6 一 8 月 的 降水

量
,

就占全年总降水量 的76 %
。

水面蒸发量多

年平均为1 , 2 00 毫米
。

多年平均 4 一 5 月 间 出

现 > 8 级大风次数为22 次
,

占全年出现次数的

6 3
.

6 %
。

该区土壤
,

西北部属森林土
,

主要土

种有白浆土
、

冲积土和灰土等 ; 西南部土壤属

沙土
,

土种有风沙土和沙壤土等
; 东及东南部

土壤属黑土
、

黑钙土
,

土种有沙壤 土 及 粘 壤

土 ;
中部松嫩平原

,

土壤属黑土
、

黑钙土
、

草

甸土和沼泽土
,

土种有暗色草甸土
、

冲积土和

淡黑钙土
。

该区主要树种有榆
、

杨
、

柳和山杏

等 ; 草种有芦苇
、

小叶樟和碱草等 ; 森林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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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7%
,

草原植被率35 %
。

吉林省西部风蚀区原有风蚀面积 5 4
.

2万公

成
,

其中风蚀拚地 3 4
.

4万公顷
,

风沙地为 1 9
.

9

万公成, 风蚀面积占该区总面 积 的 9
.

2%
。

经

过多年的辛勤治理
,

到目前为止
,

初步治理风

蚀面积 4 4
.

4万公顷
,

其中治理风蚀耕地 2 6
.

4万

公成
,

治理风沙地 18 万公顷
。

治理的面积占原

有风蚀面积的82 %
。

由于多年坚持治趣
,

对防

风固沙
、

减轻危害程度和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

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

可是在过去
,

这里同全

省其它各地一样
,

经过 3 年暂时经济 困 难 时

期
,

长期
“
左

”
的思想影响和十年动乱等的干

扰
,

出现了拱沙丘
、

毁草原
,

垦地耕作
,

结果破

坏了大面积的植被
,

使风蚀面积急剧扩大
。

因

而
,

新增加风蚀面积 1 41
.

6万公顷
,

加上原有未

经治理的面积
,

扣除前二年停耕严重风蚀耕地

22 万公顷
,

目前需要治理的风 蚀总 面 积 约有

1 19
.

5万公顶
,

其中风蚀耕地 5 6
.

9万 公 顷
,

风

沙地 62
.

6万公顷
。

吉林省西部的风蚀
,

虽然经过 多 年 的 治

理
,

可是现在风蚀面积和风蚀程度 比过去仍有

发展的趋势
。

分析其发展和加剧的原因
,

一是

自然因素
,

另一是人为因素
。

l
、

自然因素
。

关于引起风蚀 的 自 然 因

素
,

主要有地形
、

土壤
、

植被和气候
。

该区在地形方面
,

中部地势低平
,

草原辽

阔
,

泡沼星罗棋布
,

沙丘纵横交错
。

两翼有长白

山
、

大兴安岭山脉
,

呈喇叭 口状分布
,

走向西

南一东北
,

与季风方向一致
,

因而在地形上形

成了季风的通道
。

这对该区产生风蚀
,

起到助

长风势和延长历时的作用
。

在土壤方面
,

有易

风蚀的黑钙土
、

碱土
、

冲积土和风沙土等
。

这

些土壤的面积共计 33 3
.

5万公顷
,

占总面 积 的

5 6
.

2%
,

其中最容易 发 生 风 蚀的风沙土面积

1 17
.

6万公顷
,

占总面积的 1 9
.

8%
。

由于 这 些

土壤质地疏松
,

抗风蚀能力弱
,

在五级以上风

力的吹扬下
,

便产生风蚀
。

在植被方面
,

属于

章原植物群落
,

缺林少树
。

解放以来
,

虽经长

时期植树造林
,

可是到目前为止
,

森林夜被率

仍然徘徊在 7 %左右
,

而且多为幼林
、

疏林
,

分布又很不均匀
。

有的防风林带缺苗断条 , 有

的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由于管理不善
,

虽 己生

长多年
,

可是长势不 良
,

枝干 弯 曲
,

树矮 枝

多
,

形成小老树
,

不能发挥防风固沙作用
。

在

气候方面
,

该区属于半千旱气候区
,

具有降水

量少
,

蒸发量大
,

风沙严重的气 候 特 点
。

另

外
,

这个地区正处于大气环流盛行西风带范围

内
,

常受高空波动影响
,

引起天气发生剧烈变

化
,

加之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区的低压系统
,

多

向东南方向移动
,

在 4 一 5 月间
,

发生 ) 五级

风的 日数多年平均为 44 天
,

占全年出现的天数
3 1

.

4%
。

由于这里春季 风 力 较 大
,

出现次数

多
,

历时长
,

这又为该区发生风蚀提供了足够

的动力
。

2
、

人为因素
。

关 于 造 成风蚀的人 为因

素
,

主要有滥垦沙丘
、

过度放牧
、

乱伐树木和

农村能源匾乏等
。

该区过去在粮食生产
.

上
,

长期存在着广种

薄收的耕作习惯
,

结果使地力不断减退
,

土壤

结构遭到严重破坏
。

这不仅影响粮食产量的提

高
,

而且也直接加重了风蚀 危 害 程 度
。

据调

查
, 1 9 8 0年 白城地区开垦沙丘 6 , 6 70 公顷

,

其

中通榆县就 占一半以上
。
1 9 8 1年前郭尔罗斯县

的重心和深井子乡
,

开垦草原 6 6
。

7公顷 , 扶余

县石桥乡
,

在草库伦内开荒 3 00 公顷
。

所有这

些
,

都破坏了大面积的植被
,

造成了严重风蚀
后果

。

再如过度放牧
,

促使草原的 沙 化 和 退

化
。

白城地区在解放初期
,

有草原 20 0 多万公

顷
,

到 1 9了9 年 仅 剩 15 3万公顷
,

其 中沙 化
、

碱化和退化面积就达 8 4
.

7万公顷
,

占全地区草

原面积的 54
.

6%
。

现在可资利用的草原面积仅

为 1 16 万公顷
。

由于草原退化和沙化
,

产草量

减少
,

载畜量降低
,

出现畜牧缺草的情形
,

造

成越缺越啃
,

越啃越退化的草原恶性循环的后



果
。

还有乱伐树木
,

所造成的风蚀灾害都是不

可忽视的
。

白城地区长岭县龙凤乡 潘家 菜 园

村
,

屯西部有40 多棵 20 年生的杨树
,

于 1 9 7 6年

春全被砍掉
,

结果使屯西部的固定沙丘开始移

动
,

经过 7 年多的时间
,

移动的沙子堆 成 1 50

米长
,

40 米宽
,

平均 1
.

5米高的一条 沙带
,

积

沙约有 9 , 00 0多立方米
。

现在每年以 20 米的速

度
,

向屯中延伸
。
1 9 8 0年刮了一场大风

,

屯中

李广和
、

隋广恩和任福等五户院内
,

堆沙 1 米

多厚
,

门都被沙子堵住
。

这几户人家不得不把

房子拆掉
,

迁到别处
,

另建家园
。

再如
,

通榆

县兴隆山乡西长发村
,

平时不注意植树造林
,

屯子的周围没有树木保护
,

每当春 季 刮 大 风

时
,

滚滚流沙
,

直扑屯内
。

有的沙堆与屋檐相

接
,

踩沙子就可登上屋顶
;
有的房前屋后

,

庭院

或菜地
,

都被大量流沙压埋
。

这就直接威胁着

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

另外
,

这个地区农村能源

短缺
,

绝大多数农村都以秸秆
、

芦苇和篙草来

作生活能源
。

这里农民每年除把全部秸秆烧掉

外
,

同时还有 1 / 3 一 1 / 4 的农户
,

最低缺少

3 个月的烧柴
。

这样
,

就靠搂草来弥补
,

出现

人缺烧柴
,

越缺越搂
,

越搂草越稀越 少 的情

形
,

因而促使草原加速沙化
、

碱化和退化
,

造

成生态环境进一步破坏和恶化
。

总之
,

影响风蚀的自然因素所起的作用是

正常的
,

所产生的风蚀量和危害程度
,

相对的

说也是轻微的 , 而当人为因素参与之后
,

就会

使风蚀发生显著的变化
。

所以人为因素对风蚀

的发生和发展
,

起着主导作用和加速加剧的作

用
。

因此
,

只有解决和处理好人为因素
,

才能

彻底地防治风蚀的发生
。

四

吉林省西部的风蚀
,

从成因分析和现状来

看
,

其发展趋势是 日益加快
,

危害程度是 日益

加剧
,

威胁范围是 日益扩大
,
造成损失是 日益

严重
。

所有这些
,

不但影响我们现在的生产和

生活
,

同时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子孙后代怎样生

存的大事
。

我们现在决不能掉以轻心
,

等闲视

之
,

应把防治风沙和改善生态环境问题
,

当作

一项基本国策来抓
,

本着防治兼顾
,

治管用结

合
,

集中治理
,

综合治理的要求
,

尽快地改变

这里的生态现状
,

并使其不断地朝着有利于人

们生产生活方面发展
。

为此
,

采取以下各项主

要 防治措施
,

积极控制风蚀的发生与发展
。

1
、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

改革广种薄收习

惯
。

土地是万物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

是有限

的资源
。

如何用好有限的土地资源
,

创造出大

量的物质财富
,

而且对土地又不致造成某些损

害
,

这就是对它的合理利用问题
。

吉林省西部

风蚀区
,

长期以来
,

在农业生产上 普 遍 存 在

广种薄收
、

耕作粗放的习惯
,

所以
,

粮食单产

低
,

总产少
。

因此
,

就得通过开垦大面积耕地

的途径
,

解决粮食总产间题
。

那种只知种地
,

忽视治地养地
,

不在提高单产上下 功夫 的 现

象
,

一直保留到现在
。

其结果
,

必然形成了产

量越低越垦
,

越种产量越低的粮食生产状态
。

这不仅使土地资源不能有效地发挥增产作用
,

同时也由于破坏了大面积的植被
,

使地面得不

到很好的保护
,

从而加重了风蚀程度
,

直接影响

农业生产的提高和其它事业的发展
。

为了改变

这种现状
,

应在搞好土地利用规划的前提下
,

合理确定农林牧副渔的用地比例
,

定点划块
,

保持稳定
。

尤其是耕地
,

不宜随意更动
,

更不

应边开边撂 ; 要彻底改变耕作粗放 的生 产 习

惯
,

提倡精耕细作的耕作方法
。

在治地养地 的

基础上
,

要逐步提高单产
,

建立高产 稳 产 农

田
,

使少量的耕地生产出更多的粮食
。

这样
,

不

但不能影响这里农民的生活
,

而且也有利于改

善生态环境
。

目前
,

这个地区先后停耕严重风蚀

耕地 22 万公顷
,

现在都 已还了林
,

种了草
,

增

加了植物覆盖面积
。

这对防止风蚀收到了较好

的效果
。

2
、

大力开展植树造林
,

全面控制风沙危

害
。

吉林省西部风蚀区
,

在植被方面处于植物

覆盖率低
,

分布不均
,

草原
“
三化

” 严重等现

状 , 这种现状不及早加以改变
,

当地风蚀就不

能得到彻底地控制
。

因此
,

治理该区的风蚀
,



必须 以生物措 施 为 主
,

大力开展 植 树 和 种

草
,

不断扩大植物覆盖面积
,

控制风蚀发展
。

治理重点
,

主要是破坏性沙丘和风蚀耕地
。

防

治措施
,

宜采取带网片相结合
,

营造农田防护

林和防风固沙林
。

同时根据具体情况
,

可种草

固沙
,

或封丘育草
,

使之先绿化后林化
。

在绿

化过程中
,

可采取草灌乔相结合
,

针叶阔叶并

举
,

机动灵活的绿化方法
,

更好地防治风蚀
。

在品种选择上
,

宜以当地品种为主
,

作到适地

适树
,

适地适草
,

以保证成活率 ; 同时也可适

当引进外地的优 良树种和草种
。

在 林 种 搭 配

上
,

要很好地安排用材林
、

经济林和薪炭林的

比例
,

使之既能满足农民生活需要
,

又能发挥

林草防治风蚀的最大作用
。

3
、

积极开发农村能源
,

逐步改善生态现

状
。

吉林省西 部 风 蚀 区
,

不但是全省缺林少

树的地区
,

也是全省农村能源短缺的地区
。

要

很好解决这个地区的风蚀间题
,

最重要的是解

决好这里的生活能源
。

只有这样
,

才能从根本
.

七改善这里的生态环境
。

解决的方向
,

应在该

区建立多种能源互补的新型农村能源结构
。

解

决的主要途径是发展薪炭林
,

扩大生物能源
。

因此
,

首先要因地制宜
,

利用荒丘荒地
,

每人

平均营造 0
.

2 公顷左右的薪炭林
,

逐步扭转由

于烧秸秆
、

烧牧草和搂草等破坏草原的局面 ,

其次
,

该区今后应积极开发利用当地风力大
、

历时长的风能和 日照时间长的太阳能等自然资

源的优势
,

搞好风力发电和太 阳 能 利 用 , 第

三
,

利用当地气温高
、

干早和牲畜粪便
,

发展

沼气
,

以及推广省柴灶等
。

通过这些能源互补

的途径
,

开发利用农村新能源来节约桔秆
、

发

展食 草 牲 畜 和增加肥源
,

促进草原生态
、

森

林生态和农田生态由恶性循环向良性 循 环 发

展
。

4
、

推广户包综合治理
,

提高防风固沙成

效
。

吉林省西部地区风蚀的治理
,

当积极开展

以户承包或联户承包的形式
,

综合治理沙丘和

风蚀耕地
。

采用这种形式
,

能把治理任务很好

地落到实处
,

也能收到治理的速度快
,

治理的

质量好 的效果
。

同时
,

又能较好地建立乡规民

约
,

有利于加强平时的管理养护
,

而且又能把

治管用紧密地结合起来
,

达到 承 包 一 丘
、

一

片
、

一带
,

治一丘
、

一片
、

一带
,

见效一丘
、

一片
、

一带
,

只有这样
,

才能不断地发挥各项

措施的防风固沙有效功能
。

5 、

认真贯彻方针政策
,

加快治理风蚀速

度
。

吉林省西部风蚀地区
,

为了今后更好地防治

风沙灾害
,

建立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保证农业生

产 的发展
,

应认真贯彻落实
“ 防治并重

,

抬管

结合
,

因地制宜
,

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除害

兴利
” 的水土保持工作方针

,

以确保治理方向

明确
,

利用措施得当
,

取得成效显著
。

同时还必

须认真贯彻落实
“
谁治理

、

谁管护
、

谁受益
”

和允许转让及子女有继承权的政策
,

把责权利

很好地结合起来
,

使承包户尝到甜头
,

得到实

惠
。

这就能调动广大农民治理风沙的积极性
,

保证治理工作正常开展
,

不断地加快治理风蚀

的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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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 n d w i t h s a n d 15 v e r y g r e a 七 i n w e s七 r e g i o n o f J i l i n p r o v in e e
.

A b o u t

4 4 4 , 0 0 0 h e e七a r e s o f t h e w i n d e r o s i o n a r e a s i n 1 2 m a j o r e o u n七i e s a n d e i t i e s o f t h e

r e g i o n h a v e b e e n e o n t r o l l e d 七h r o u g h h a r d e f f o r七5 f o r m a n y y e a r s s i n e e l i b e r a
-

t i o n
,

w h i e h 15 8 2% o f 七h e t o t a l o r i g i n a l w i n d e r o s i o n a r e a s
。

T h i s g e n e r a t e s a n

i m P o r七a n 七 e f f e e 七 o n l i g h t e n i n g w i n d a n d s a n d h a r m
,

i m P r o v i n g e e o l o g i e a l e n v i
-

r o n m e n 七 a n d r a i s i n g a g r i e u l七u r a l P r o d u e t i o n
`

l e v e l
。

I t 15 u n f o r t u n a t e f o r t h e

d e s t r u e 七i o n f r o m t h e 3 一 y e a r 一 l o n g e e o n o m i e d i f f i e u l七y
,

t h e i n f ] u e n e e o f 七h e

a l e f七,, m i s t a k e s f o r l o n g t im e a n d 七h e d e e a d e o f d o m e s t i e t u r m o i l d i s七u r b a n
-

e e t o h a v e e n a b l e d 七h e w i n d
e r o s i o n a r e a s i n e r e a s i n g g r e a七l y f r o m 5 4 3 , 0 0 0

h e e t a r e s j u s七 a f 七e r l i b e r a t i o n t o 1
.

4 m i l l i o n h e e 七a r e s i n r e e e n 七 y e a r s
。

N o w

t h e r e a r e 1
.

2 m i ] l i o n h e e 七a r e s o f d e s e r七 a n d d e s e r t
一
b ] i g h t e d l a n d t o r e f o r m

b e s i d e s 2 2 0 , 0 0 0 h e e t a r e s w i t h s e r i o u s w i n d e r o s i o n
,
h a v i n g n o七 t i l l a g e d f o r t w o

y e a r s
。

M o s七 p a r七 o f 七h e w i n d e r o s i o n a r e a 15 w i t h t h e f l o w i n g d u n e s ,

w h i e h 15

P o u r i n g i n t o v i l l a g e s a n d s m a l l 七o w n s i n Z o m p e r y e a r
。

M a n y f a r m e r s / y a r d s

h a v e b e e n P i l e d u P 1 m e t r e h i g h w i t h s a n d
,

t h
e i r d o o r s b u r i e d

。

B e e a u s e o f t h e

s h o r t a g e o f 七h e " T h r e e M a 七e r i a l s ,,
,
t h e l o e a l r e s id e n t s s t i l l h a v e a P o o r l i f e

,

T h e m a i n e o n七r o l m e a s u r e s s u g g e s t e d a r e a s f o l l o w s :

1 , p u 七t i n g t h e ] a n d t o r a t i o n a l u s e , e h a n g i n g t h e t i l l a g e s y s 七e m f r o m

e x t e n s i v e e u l t i v a 七i o n a n d P o o r h a r v e s七 t o d e e P P l o u g h i n g a n d i n 七e n s i v e e u l t i
-

v a 七i o n ;

2
,

P l a n 七i n g t r e e s a n d g r a s s e s s u b s七a n t i a l l y
,
d e v e l o p i n g t h e r u r a l e n e r g y

r e s o u r e e s a e七i v e l y
, e o n 七r o l l i n g t h e w i n d e r o s i o n e o m p l e 七e l y t o i m P r o v e 七h e

e e o l o g i e a l e n v i r o n m e n 七 e f f e e t i v e l y ;

3 , p o p u ] a r i z i n g t h e w
a y o f t h e h o u s e h o l d e o n t r a

e t e o n 七r o l
, i m p l e m

e n t i n g

t h e e o n e e r n e d P o l i e i e s s e r i o u s l y
,

i n e r , a s i n g t h e P r o f i七5 o f 七h e e o n t r o l l i n g a n d

s P e e d i n g u P t h e h a r n e s s i n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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