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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 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措施

刘 利 年

(陕西省水土保持局 )

提 要

工程标准化是一项重要的科学技术工作
,

对于国民经济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
。

本文简要地介绍了标准化的发展历史
,

回顾了我国标准化工作的发展概况
,

着

重论述了水土保持工程标准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

提出水土保持工程标准化需要

注意解决的几个问题
。

当前
,

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时期
,

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经济效益是经济体制改革

的重要内容
,

也是
“ 七五

”
期间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

。

赵紫阳总理在 1 9 8 6年 1 月份指出
: “ 质量

问题首先有个标准间题
,

国家标准都要采用国际标准和 国外先进标准
” 。

中共中央关于 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
: “

要把实现标准化作为一项重大的技术政策
,

认

真加以推行
” 。

因此
,

研究和应用标准化理论和知识
,

作好水土保持工程标准化
,

是提高治理效

益的重要途径之一
。

一
、

标准化是社会进步
、

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

标准化是指在经济
、

技术
、

科学管理等社会实践中
,

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通过制订
、

发布和

实施标准
,

达到统一
,

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
p

标准化工作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生产活动实践中产生的
,

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密 切相关
。

自

从人类从事生产活动 以来
,

特别是有了社会生产分工和交换 以后
,

就开始了标准化活 动
。

早 在

2 ,

00 0多年前
,

秦始皇统一六国
,

实行书 同文
、

车同轨
,

统一货币
、

统一度量衡
,

对于 巩 固秦王

朝和 巾国的统一
,

促进我国封建社会初期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

人们

在物质生产中
,

对各种工具
、

器物等的形状
、

尺寸
、

性能要求和各种有关设计计算
、

加工程序
、

具体操作方法等
,

都作了相应的统一规定
,

构成了标准化的丰富内容
。

随着生产建设的发展
,

近

几个世纪
,

特别是二十世纪 以来
,

标准化空前地发展起来
。

英美等国相继成立 了一些 标 准 化机

构
,

有组织
、

有计划地推行标准化
。 1 9 0 6年成立了国际 电工委员会 (I E C )

, 1 9 4 7年成立了国际标

准化组织 (I 5 0 )
。

由于工业发达国家推行标准化
,

对它的经济技术发展起了显著的作用
。

现代

科学技术的进步
,

使标准化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
。

标准化不仅同工业生产密切相关
,

而且同科

学
、

农业
、

国防
、

环境保护 以及食品卫生等人民生活方面密切相关
。

现代标准已扩展到社会生产

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

19 8 1年
,

世界上 已有 1 00 个国家成立了国家标准机构
,

全世界约有 6
,

40 。个国



际性组织
,

从事标准化工作
。

建国以来
,

我国标准化工作随着国民经济建设需要逐步发展起来
。

早在建国初期
,

由于国家

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加工订货的需要
,

就开始制订各种产品质量标准
。

为了统一全国主要产品的

标准规格
,

在国家财政委员会所属技术管理局内设立了标准处
,

具体工作由各部门分管
。

1 9 57年

在原国家技术委员会设立标准局
, 1 9 6 2年国务院颁布 《工农业产品和工程建设标准管理办法 》 ,

1 9 6 3年召开第一次全国标准化工作会议
,

制订了 10 年 ( 1 9 6 3一 1 9 7 2) 发展规划
,

指定 了 一 批 科

研
、

设计
、

生产单位作为 专业的标准化技术归 口单位
,

负责国家
、

部级标准 的制订工作
。

文化大

革命期间
,

标准化工作一度处于停滞状态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党和 国家对标准化工作十

分重视
。

1 9 7 8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国家标准局
,

同年我国以中国标准化协会名义参加了国际标准

化组织 (I 5 0 ) ; 1 9 7 9年 3月
,

国家标准总局召开了全国标准化工作会议
,

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精神
,

总结了我国标准化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

制订了
“
加强管理

,

切实整顿
,

打好基础
,

积

极发展
” 的工作方针

,

同年 7 月国务院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 》 ; 1 9 8 6年 6 月

国家标准总局又召开 了全国采用国际标准工作会议
,

从而极大地促进 了全国各行各业标准化工作

的进程
。

截止 1 9 8 5年
,

共制订国家标准 7 ,
5 69 个

,

采用国际标准 2 ,
5 31 项

。

所有这些
,

都标志着我

国标准化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标准化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产物
,

又能推动社会生产的前进
。

各国标准化的实践表明
,

标准化
.

是组织现代化生产的必要条件
,

是实行科学管理 的有效手段
。

对于提高产品质量
,

合理利用
、

保
-

护 国家资源
,

节约能源
,

提高经济效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根据美国公布的数字
,

在标准化工

作上花费 1 美元
,

生产上大体可 以得益 10 美元
。

法国的一次调查表明
,

法国的企业 采 用 6
, 0 00 项

国家标准
,

每年可节约资金 20 亿法郎
。

我国标准化工作同样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

如我国过去
-

没有低压锅炉水质标准
,

缺乏水质要求和处理措施
,

锅炉 的水垢十分严重
,

平均厚度达 3 一 6 毫
米

,

每年要烧坏上 1 ,

00 。台锅炉
,

浪费燃料上 1 ,

00 。万吨
。

1 9 8 0年颁布执行低压锅炉水质国家标准

后
,

锅炉水垢减少到 1一 3 毫米
, 1 吨煤生产的蒸汽从 7 吨增加到 9 吨

,

提高近 30 %
,

仅全国中

小锅炉每年就节约煤 4 00 多万吨
。

再如火柴
,

19 5 6年修订火柴国家标准
,

根据木材加工的 优 选原

理和人民生活习惯
,

合理减少火柴梗长度和横断面积
,

每生产 1 , 0 00 万件火柴可节约木材 4
.

5万立
-

方米
,

到 1 9 7 9年 已为国家节约木材 1 00 多万立方米
。

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 的
。

二
、

水土保持工程标准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我国是一个水土流失相当严重的国家

。

全国总土地面积 1 ,

04 5万平方公里中
,

山区
、

丘陵区面

积约占2 / 3 ,

水力侵蚀面积 18 。万平方公里
,

占国土面积约 1 / 5 ,
此外还有风蚀

、

沙化面积 1 30 万平方

公里
,

每年流失土壤 50 多亿吨
。

据统计
,

全球每年从大陆带入海洋的泥沙约 1 50 一 20 0亿吨
,

而我

国入海的泥沙约 17
.

8亿吨
,

约占 1 / 1 0
。

我国北方气候千早
,

植被稀少
,

风沙
、

暴雨灾害频繁
,

水

土流失十分严重
。

目前黄土高原 的水土流失面积已达 43 万平方公里
,

其中严重流失面积约 n 万平

方公里
,

总产沙量 22 亿吨 以上
。

除黄土高原外
,

华北
、

东北地区和 山东
、

河南等省的水土流失也

极其严重
。

京津冀鲁豫 5 省 (市 ) 水土流失面积约有 2 7
.

5万平方公里 , 辽宁省水土流失面积占全

省总面积的 38 %
。

东北局部地区土攘侵蚀模数高达 1 5
, 0 00 吨 / 平方公里

。

我国南方气温高
,

降雨

多
,

强度大
,

岩石风化强烈
,

分解速度快
,

植被覆盖破坏后
,

土壤侵蚀也很强烈
。

江西省五十年

代水土流失面积占总面积的 4 % ,
六十年代占10 %

,

七十年代 占12
.

9 %
,

现在 已达到 23 %
,

每年的

泥沙侵蚀量达 1
.

6亿吨
。

新中国成立以后
,

党 中央和人民政府组织人民群众
,

开展了群 众 性 的水



土保持工作
。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 以后
,

我国水土保持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

取得了显

著成绩
。

据 1 9 8 4年统计
,

全国已初步治理 42 万多平方公里
,

约占流失面积的 1 / 4
。

19 8 3年 起
,

国

家确定的黄河流域的无定河
、

三川河
、

皇甫川
,

甘肃省定西县
,

海河流域的永定河上游
,

辽河流

域的柳河
,

长江流域的葛洲坝库区和江西省兴国县等 8 个重点治理区
,

在 3 年半的时间里
,

共完

成治理面积 1 1 ,

00 0平方公里
,

平均年治理进度为 4
.

9 %
,

高于全国各省 区的年治理进度
。

随 着农

业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和完善
,

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的治理形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

据 1 9 8 5年底统

计
,

仅陕西
、

山西
、

内蒙
、

甘肃
、

宁夏
、

青海等 6省区就有 2 86 万承包治理户
,

承包治理水土流失

面积 5 00 多万公顷
。

但是
,

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原因
,

建国以来
,

我国水土保持工作 经历了较大的反复
,

目前仍然

存在不少间题
。

关键问题是水土保持工程的生态效益
、

经济效益还没有明显地提高
。

造成这一风

题的原因很多
,

而主要原因之一是水土保持治理质量不 高
。

如甘肃省庄浪县李家咀土坝
, 1 9 7 3年

4 月 2 7 日暴雨造成垮坝失事
,

死亡 51 6人
,

冲走房屋 1 , 1 30 间
,

冲毁和淹没农田 l , 0 00 公 顷
。

垮坝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程质量差
,

坝基没有清理
,

筑坝土料杂质多
,

铺土厚度不一样
,

夯实不够
。

陕北地区由于过去造林质量不高
,

成活率和保存率都很低
,

五十和六十年代保留下来的成片人工

林很少
,

绝大多数为七十年代以后营造的幼林
,

其中稀疏的灌木林又 占到70 % 以上
,

郁闭度很差
。

其二是没有一套科学的较高水平的水土保持工程标准体系
。

工程失事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
,

有的工

程没有标准
,

有的是标准不高
,

如 1 9 7 7年和 1 9 7 8年陕北局部地区发生了几次大暴雨
,

仅清涧
、

绥

德
、

安塞等 4 县就冲毁 5 , 0 00 多座淤地坝
,

有 80 % 的小型淤地坝是设计标准低
,

或者是坝系 防 洪

标准低
,

缺乏必要的防洪库容 , 有些淤地坝是没有按有关规定进行施工的 , 有些是边设计边施工

的
。

而许多村庄修的小型淤地坝根不无标准
,

不经设计就开始施工
,

工程竣工后又没有一套严格的

管理维修规定
。

在水土保持林草建设中
,

大面积造林没有适用易行的整地标准等
。

所有这些因素

的结果
,

使多年的治理工程毁于一旦
, “

年年造林不见林
,

年年在老地方造林
” ,

形成多次重复

投资
,

带来 巨大的经济损失
。

这就迫切需要制订一整套科学的治理标准
,

提高工程防洪标准
,

保

证治理质量
。

近年来
,

水土保持经济效益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

我国不少省区
,

如陕西
、

山西
、

甘

肃
、

河南
、

湖北等省着手进行水土保持工程标准化工作
,

取得 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

陕西省从 1 9 8 3年开

始
,

在国家标准局和省标准局的指导下
,

开展了水土保持工程标准化调研和制定工作
。

目前 已制定

两大项共 15 个单项技术标准
。

《陕西省水土保持径流测验》 标准实施后
,

统一了测试指标和方法
,

提高了观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

延安地区贯彻
”
两法

”
种 田标准后

,

取得了显著 的 经 济效

益
。

目前推广面积 17
.

7万公顷
,

平均秋田作物增产 15 %左右
,

共增产粮食 1
.

5亿公斤
,

平 均 每公

顷农地可减少表土流失 31
.

5立方米
。

按标准要求修的梯 田
,

一般增产在 1 倍以上
,

坡耕地每公顷

产量通常 3 30 一 4 50 公斤
,

而修成标准梯田后
,

在同样条件下
,

每公顷可达 75 0 多 公 斤
,

高 者 达
3 ,

00 0多公斤
。

在拦蓄径流方面
,

高质量标准的水平梯田
,

在一般暴雨冲击下
,

基本可以就地 拦

蓄
。

在林草措施方面
,

高标准水平沟整地的蓄水能力为穴状 (不整地 ) 的 6
.

28 倍
,

鱼鳞 坑 为 5
.

4

倍
,

水平阶为 2
.

73 倍
;
拦泥方面

,

水平沟为荒坡的 8
.

9倍
,

水平阶为 2
.

6倍
,

鱼鳞坑为 5 倍
。

反坡

梯田按标准要求整地后栽植的刺槐的生长高度
,

当年比同期一般整地高出 33 %
,

第二年高出 56 %
,

第三年高出 8 0
.

4 %
,

个别的幼林还有高出 1 倍以上的
。

有人曾计算过
,

陕北丘陵沟壑区造林若均

能采用水平沟
、

反坡梯田等方法整地
,

且能保证整地质量
,

按现在年造林 1
.

7万公顷左右的 速 度

计算
,

可减少泥沙 2
,

1 66 万吨
,

比当前实际减沙效益要提高 7倍 以上
。

各地水土保持工程标 准 化



.

的实践证明
,

水土保持工程标准化
,

对于保证治理质量
,

加快治理进度
,

提高治理效益
,

改善生态

环境
,

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三
、

努力搞好水土保持工程的标准化

水土保持工程标准化
,

是综合性标准化的一个新领域
,

牵涉面较广
,

涉及的问题较多
,

需要经

过认真
、

细致的工作
。

水土保持工程标准化
,

也是当前治理和生产 中急需解决的间题
,

因此要努

力搞好
。

1
、

盆全组织
,

加强领导
,

发展横向联系
,

促进水土保持工程标准化工作的开展
。

水土保持工程标

准化是一项技术性
、

政策性
、

实践性
、

综合性很强的工作
,

周期长
,

协调难度大
。

根据各地经验
,

首

先要成立一个有权威的
、

能协调农林水牧及有关教学
、

科研部门的标准化专业委员会
,

制订切实

可行的工作原则
,

负责召集有关会议
,

确定制标规划
、

计划
,

审查标准
。

在制标工作过程中
,

还

要成立制标工作组
,

具体抓标准的调查研究
,

起草标准
,

修改编 印等工作
。

水土保持部 门要加强标

准化工作的领导
,

要尽可能使主要的业务领导参加水土保持工程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
,

具体分管

这项工作
。

这样就能把制标工作列入议事 日程
,

有利于安排标准化的调研
、

制订所需要的人力和

资金
,

并把工作落到实处
。

水土保持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

水土保持工程标准化工作必然涉及很多

部门
,

任务巨大
,

靠一个部 门是很难完成的 ; 就是有力量完成
,

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

因此
,

只有部

门之间
、

学科之间相互协作
,

紧密配合
,

才能搞好这项工作
。

在制标工作中要注意吸收各方面的

专业技术人员
,

充分利用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技术力量
,

依靠基层水土保持部门
,

共同搞好标

准化工作
。

2 、

选好课题
,

制订计划
,

保证经费
,

明确分工
,

把制标任务落到实处
。

选好制标课题是开展

标准化工作的首要任务
。

各地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的情况不一样
,

治理需要不尽相同
,

要从治理和

生产 中急需的标准着手
,

选择那些科研成果多
,

技术上可行的
,

有一定标准基础的项目
,

逐步制订各

项水土保持工程标准
,

形成水土保持工程标准体系
。

要重视基础性方法标准的制订
,

如试验研究规

范
、

名词术语标准等
,

以便尽快统一测试方法
,

提高观测精度
,

使各项统计
、

报表
、

文件
、

资料

等统一概念
,

明确专业用语
,

方便学术情报交流
。

标准课题确定之后
,

要制订制标规划
,

做好实

施计划
,

落实制标经费
,

以保证制标过程中的野外调查研究
、

召集会议
、

印刷标准文本等工作的

顺利进行
。

实施计划应做到任务落实
,

人员落实
,

定时间
,

定要求
,

切实可行
。

乞
、

重视调查研究
,

应用技术成果
,

挖掘整理群众治理经验
,

因地制宜制订各项标准
。

建国 30

多年来
,

我国水土保持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

为了达到水土保持规划
、

设计
、

施
一

工
、

管护标准化
,

必须对水土保持的有关技术经济指标进行统一
、

简化
、

协调和优化
,

从而使制

订的标准有一定的先进性
、

实用性
、

代表性和准确性
。

因此
,

必须从调查研究入手
,

通过深入地
.

调查
,

在取得大量资料的基础上
,

运用数量化方法
,

确定各项指标或范围
。

要充分吸收已有的科

研成果
,

使科研成果通过标准化这一手段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

广大群众在与水土流失斗争的实践

呻创造 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治理经验
,

要通过标准化工作
,

总结上升为定型的治理方式
,

加 以推广

应用
。

我国南北方土壤侵蚀方式不尽相同
,

即使在一个地 区
、

一个省内
,

水土流失程度和方式以

及治理措施也不一样
,

应明确哪些指标需要统一
,

哪些不能统一
,

哪些只能定个数值范围
,

一定

要因地制宜
,

制订适合当地的治理标准
。

同时还应广泛征求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
,

使制订的标

准尽可能反映当前的科技发展水平
。

4
、

广泛深入宣传
,

认真贯彻执行
,

充分发挥水土保持工程标准的作用
。

水土保持工程标准制订



以后
,

只是开展标准化日作的一部分
,

重要的是在科研
、

治理
、

生产中应用
。

要用各种形式宣传标准
,

如向水土保持工作者
、

承包户发放有关标准文本
,

举办水土保持工程标准化培训 班
,

建 立 标 准

示范田
、

示范户等
。

组织承包治理群众到现场参观示范治理区
,

或利用报刊
、

电影
、

电视
、

广播
、

幻灯
、

宣传画
、

小册子等大力宣传
,

使水土保持工程标准人人知道
,

大家明白
。

还要经常检查标

准的实施情况
,

督促水土保持工作者按标准规划
、

设计
、

施工
,

充分发挥标准的作用
。

水土保持工程标准的制订和实施
,

不同于其它行业
。

在确定各项技术经济指标时
,

需要考虑

各种因素
,

用多 因子控制
,

有些指标目前还无法精确定量
。

这就给制标工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

需要我们在工作 中不断摸索
,

总结经验
,

反复验证
,

修正原来不正确的指标
,

不断提高标准的准

确性和科学性
,

从而搞好水土保持工作
,

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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