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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阳湖区水土流失现状及其防治

江西省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课题组

提 共

都阳湖区包括都阳湖周围 11 个县市
,

总面积近 200 万公顷
。

由于历史
、

社会和自 然 等因

素
,

水土流失 日益严重
,

生态环境恶化
,

影响商品粮基地的建设
。

全区分为山地和高丘
、

低

丘和岗地
、
平原以及湖岸地带

。

防治对策首先是建立以生物措施为主的防治体系
,

实行集约

经曹 , 其次是建立多层次循环利用体系 , 第三是建立技术服务体系
。

一
、

基本情况

都阳湖区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
,

介于东经 1 1 5
0

2 2 `
一 1 1 7

0

0 5
产 ,

北纬 2 5
0

1 0 产一 2 9
0

5 1 `之间
,

是

正在建设中的商品粮基地
,

为江西省工农业生产的精华地带
。

它包括都阳湖及其周围的南昌
、

新

建
、

进贤
、

波阳
、

余干
、

都昌
、

星子
、

湖口
、

九江
、

永修
、

德安等 11 个县
,

总面积 1 9 8
.

7万公顷
,

其中
:
耕地 43

.

36 万公顷
,

占湖区土地面积的 2 1
.

8% , 有林地 36
.

14 万公顷
,

占18
.

2%
。

全区总人

口 5 5 4
.

6 1万人
,

其中农业人口 459
.

22 万人
,

每平方公里 2 79 人
。

1 9 8 4年的农业总产值 1 6
.

4亿 元
,

占全省农业产值的 16
.

4%
,

粮棉油鱼产量为全省之冠
,

是鱼米之乡
。

湖区地形特征是
:

周高电低
,

向湖边倾斜 , 南高北低
,

朝北开口
。

地貌类型以平原
、

岗地为

主
,

占5 7
.

5纬
,

丘陵占2 0
.

4写
,

山地占4
.

5%
,

水面占1 7
.

6%
。

地带性土坡为红镶
,

主 要 分布在

海拔 600 米以下的低山
、

丘陵
、

岗地
,

具有酸粘瘦板早蚀等不 良性状
。

本区属亚热带湿润 气 候
,

年平均气温16
。

一 18 ℃之间
,

降水量 1
,
340 一 1

,
780 毫米

, 4 一 6月占全年的 44 一51 %
,

最大日降雨

量可达 400 多毫米
。

水热条件比较优越
。

但是
,

由于历史
、

社会
、

自然等原因
,

湖区的水土 流失

日益严重
,

生态环境恶化
,

影响商品粮基地的建设
。

因此
,

研究这里水土流失的现状
、

危害和原

因
,

采取科学的防治对策
,

对加速经济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

二
、

水土流失的现状
、

危害和原因

1
、

现状
。

据 1 9 8 4年普查
,

湖区水土流失总面积为 3 2
.

6 1万公顷
,

占土地总面积的 16
.

4%
,

其

中
:
轻度 2 0

.

0 8万公顷
,

占流失总面积的63
.

9% , 中度 7
.

47 万公顷
,

占 2 2
.

9% , 强 度 4
.

29 万 公

顷
,

占13
.

2%
。

目前
,

湖区的水土流失已占全省水土流失面积的 9
.

5%
,

且有如下特点
:

第一
,

流失面积集中
。

在n 个县中
,

水土流失面积超过 2 万公顷的县有新建
、

进贤
、

余干
、

波阳
、

都昌
、

永修等 6 县
,

共 2 8
.

6 1万公顷
,

占湖区水土流失面积的 8 7
.

7%
。

第二
,

类型多样
。

这里以水蚀为主
,

有土地利用不合理造成的各种形式的面蚀
,

如续片状面

蚀
、

坡耕地面蚀和全垦造林地面蚀 , 部分地方还有沟蚀
。

此外
,

湖区还是风蚀的主要区城
。

据祠

本文由郊民兴
、

左长清
、

张荣峰执笔



查
,

有沙丘地 1
.

32 万多公顷
,

大部分植被稀少
,

冬季沙地干燥疏松
,

这时常刮偏北大风
。

8级以

上的大风 (风速 》 1 7
.

。米 /秒 )
,

星子县年平均有3 5天
,

最多可达 79 天
,
当风速达 4 一 5 米 /秒时

,

便发生风蚀
。

除上述类型外
,

岸蚀也比较普遍
,

这是入湖泥沙的重要来源之一
。

例如
,

波阳县珠

湖乡有一段湖岸长 4。。米
,

高 4 米
,

年平均崩塌。
.

4米宽
,

侵蚀量约 6 4。立方米
。

一些山地陡坡
,

表层有琉松风化的固休物质
,

沟道平直且有大量 巨砾
,

往往因基雨引起滑坡
、

崩塌
,

激发泥石流

的产生
。

据庐山附近明清时期地方志记载
,

历史上曾多次
“
出蛟

” 。
1 9 7 5年 8 月 13 日和 1 9 8 4年 8

月 8 日和 9 月 1 日
,

都因特大基雨而发生泥石流
。

第三
,

坡耕地较多
。

仅进资
、

余干
、

新建
、

星子等县就有坡耕地 2
.

65 万公顷
,

占湖区耕地的

6
.

1%
,

每年土层流失厚度 可达 1 一 5 毫米
。

第四
,

采矿造成的水土流失 日趋剧烈
。

星子县一度乱挖瓷土
、

长石
,

使 220 多个山 头
、

33 平

方公里的范围内出现 了程度不同的水土流失
。

2
、

危 .
。

湖区水土流失对经济建设和人 民生活生产的影响广泛
,

危害严重
,

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

第一
,

养分 流失
。

据典型调查推算
,

湖区坡面年土城侵蚀量为 1
,
1 18

.

98 万吨
,

流 失 有 机 质

18
.

7 8万吨
,

全氮 7
, 7 00 吨

,

全磷 22
,
5 65 吨

,

全钾 15
.

87 万吨
,

使土壤肥力衰退
,

土地质量下降
。

第二
,

水库淤塞
。

星子县流流观水库
,

最近几年因库区乱挖瓷土
,

泥沙淤积 量 高 达 1 0
,

50 0

吨
,

一度堵塞涵管
,

工程效益降低
。

第三
,

流沙掩埋农田
、

村庄
。

新建县流湖
、

厚田等乡有沙山 0
.

3万公顷
,

沙丘前锋年平 均 南

移 3 米
,

被埋没的农 田 已达 4 18
.

67 公顷
,

还有 1
,
0 00 公顷受流沙危害

。

近 30 年来
,

这些 乡 有 3 个

村庄的 600 多人被迫迁往外地
。

第四
,

阻碍航运
。

过去
,

枯水时南昌至波阳县的客轮可直接从赣江南支经三江 口
、

瓢山抵波

阳
,

其中以南支为最快
。

随着尾间淤积加速
,

从七十年代初开始
,

则要绕道吴城
、

都昌才能抵波

阳
,
航程倍增

。

第五
,

岸蚀毁掉了大片农田
。

九江长江大堤永安段
,

平均每年向内崩塌 20 一30 米
,

从 1 9 3 1一

195 4年的 2 4年间
,

损失耕地 2
,
0 0 0公顷

。

,
、

耳因
。

湖区的水土流失虽与自然因素有密切关系
,

但起主导作用的是社会因素
,

只有人们

世用水土资源
,

使生态系统的恶化超过了生态闭限
,

水土流失才会急剧地发生发展
。

归纳起来
,

有以下几点
:

第一
,

人口增长过快
。

湖区 1 1个县的人口
,

1 9 5 3年为 2 1 8
.

2 7万
,

1 9 8 4年达 5 5 4
.

6 1万
,

增长 T

近 l 倍 , 写同时期相比
,

每人平均耕地减少了56
。

2%
。

这样
,

一部分群众为了获得粮食
,

不得不

级林毁草开荒
,

顺坡耕种
,

仅余干
、

进贤两县就有坡耕地 2
.

07 万公顷
,

这是水土流失面积扩大的

一个主要原因
。

第二
,

森林过伐
。

湖区森林资源少
,

过伐情况却非常严重
,

如波阳县年砍伐量超过生长量 10

万立方米的 78
.

6%
。

第三
,

毁林毁草造林
。

一度片面强调集中连片
、

全垦造杉
,

幼林地面蚀比较严重
,

且因造林

质 t 差
,

保存率低
。

南昌县建国后的造林保存率仅 10 %
,

都昌也只 13
.

1%
,

原有的植被破坏 了
,

新造幼林又生长不良
,

保持水土效益很差
。

第四
,

能源紧缺
。

一方面开荒扩种
、

围湖造田
,

使薪柴和湖草面积缩小 , 另 方 面 从 1 9 5 3一

1 9 8 4年
,

平均每年增长 8
.

91 万人
,

需增加薪柴 6
.

3万多吨
。

这使农村生活能源的供需矛盾 日 益 尖



锐
,

形成恶性循环
。

现在
,

湖区缺柴 3 个月以上的有 5 5
.

4 1万农户
,

占总农户的 5 9
.

8% , 缺 柴 3

个月 以下有 19
.

1万农户
,

占20
.

6%
。

第五
,

开矿不注意水土保持
。

星庐瓷土矿已经开采了 30 多年
,

废土
、

矿渣和尾沙任其流失
,

使星子县 白鹿乡交通
、

梅溪两村的水源港被泥沙淤积了 5 公里
,

13 座水利工程受到不同程度的淤

塞
,

每年有 10 0公顷农田因受泥沙和水质污染危害而减产
。

三
、

都阳湖泥沙淤积趋势

都阳湖位于湖区中部
,

分析入湖泥沙来源和淤积趋势
,

进而采取措施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

减

少入湖泥沙量
,

保持生态系统的相对平衡
,

对湖区和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建设都会起到良好的保障

作用
。

都阳湖流域面积约 16
.

2万平方公里
,

5 条河多年平均入湖沙量留
,
4 19

.

8万吨 (按 推 悬比 15 %

计
,

下同 )
,

每年平均出湖沙量为 1
,
2 1 0

.

0万吨
,

年淤积量为 1
,
2 0 9

.

7 8万吨 (见表 1 )
,

湖底 年平

衰 1 娜阳湖区各挂翻站 . 沙 , 裹

河河 流 名 称称 站 名名 年 均 抽 沙 盆 (万 吨 )))

翰翰翰翰 沙 总 ttt 悬 移 质 沙 ttt 推 移 质 沙 ttt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72
。

888峨峨 江江 外 洲 1 1 ,
3 2 4

.

555 1
,

15 2
。
00000

抚抚 河河 李 家 波 1 7 .7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梅梅梅 港 278
.

555 1 54
。

777 2 3
。

222

信信 江江江 2 4 2
。

222 36
。

333

““

阵邑
一

竺竺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5

。

999
河河 } 乐 安 河河河 渡 峰 坑 !!! 4 5

。

555 39
。
66666

乐乐乐 安 河河 虎 山山 58
。

000 5 0
。
444 7

。

666

修修修 千 流流 才石 林林 1 78
。

333 15 5
。
000 2 3

。

333

...

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 万万万万 家 单单 4 6
。

333 4 0
。
333 6

。

000

222
,

1 09
。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11111

,

8 3 4
。

222 2 75
。

111

翻翻 区 区 间间 3 10
。

555 夕70
。

000 40
。

555

入入 湖 总 琶琶 2
,

419
。

888 2
一
10 4

。

222 3 15
。

666

出出 湖 总 ttt 1
,
2 10

。

000 1
, 05 2

。

222 15 7
。

888
、、、、、

(
`「

---

湖湖 内 淤 积积 1
一2 09

。

888 1一0 5 2
。

000 15 7
。

888

均淤高约 3 毫米
。

据观测
,

都阳湖的泥沙淤积有加速的趋势
,

其主要原因是流域内的水土流失面

积不断扩大
,

1 9 8 4年达 325 万多公顷
,

比五十年代增长了两倍
。

虽然大部分粗沙淤积在上游河道
,

水库山塘也拦蓄了一部分
,

但主要河流输沙量仍在增加 (见表 2 )
。

据预侧
,
在这段时间内

,

流域内人口还会增加
,

到 2。。。年将达 3
,

93 。万人
,

比现在增长 509 万

人
,

薪柴孺增加726
.

85 万吨
,

农村生活能源仍保持紧缺状态 , 需开垦山坡以扩大拱地
,
土地粗放

经营方式也难于彻底改变
。

因此
,

水土流失面积有可能扩大
,

甚至流失程度也会加剧
,

入翻泥沙

有增加的潜在危险
。

这个间题应引起重视
。

对湘区的开发利用
,

要把山
、

江
、

翻作为一个整体
,



斑 昌 主共河旅旅 ,
、

含沙 . 和 . 沙 , 交化盆价衰

年 份 项 目 峨江外洲站 抚河李家渡站 } 信江梅港站 旅河万家单站

1 95 6一 1 9 65

}
平均 . t (立万米 /秒 )

} 含沙 t `公斤 /立方米 )

L鱼生少竺了卿
_ _

_

1
,

9 4 0

0
。
1 73

1
,
1 4 9

0
。

09 3

1 1 6

8 4
。

5

0
。

D3 1

22
。
1

米 /秒 )

1 0 . .一 1 方米 )

)

2 , 1 4 0

0
。
1 5 9

1
一
1 2 2

1
4 1 7

0
。
1 0 6

1 4 8

1 2p

0
。
1 2 2

50

19 7 6` 户 1 0 84

.

平均流 t (立方声/秒 )

食沙 t (公斤 /立方米 )

扮沙盆 (万吨 /年)

2
,
1 8 0

0
。
1 7 2

1
,

1 8 8

4 2` } 55 0

0
。
1 5 1

2 0 3

O
。
1 3 5

2 3 4

10 6

O
。
1 3 8

4 7
。
6

认真做好流域内山丘地区的水土保持
。

四
、

水土流失防治对策

湖区的资源优势要转变为经济优势
,

关键在在搞好生态农业建设
,

即按生态学原理科学地利用

. 1 山通皿翻边 4个类理区璐日

自然资源
。

实行农林牧副渔业结合
,

开展多

层次循环利用
,

使湖区有最大 的 绿 色 植

被
,

良好的生态环境
,

较高的生物量 , 并

且农副产品得到合理利用
,

从而获得较高

的经济效益
。

1
、

班立以生 . 措施为主的防治体系
。

首先
,

要科学地利用土地资源
。

根据地貌

类型
、

水土流失现状
、

防治措施和利用方

向
,

从湖边向外缘可分为 4 个类型区 (见

左图 )
。

I城为山地
、

高丘区
,

处于湖区外缘和溪河上游
,

水土流失较轻
,

但坡度较陡
,

应以发展水

像林
、

用材林为主
,

禁止炼山全垦
。

如在山窝
、

山脚坡度较缓的地方营造经济林
,

应修建反坡等

高条带或小台地
,

以保持水土
,

提高产里
。

I 区以低丘
、

岗地为主
,

坡耕地多
,

水土流失较严重
,

但生产潜力大
,

是治理利用的重点
。

为此
,

丫要大力发展以灌木为主的薪炭林
,

选用萌芽力强
、

耐干早消薄的切枝子
、

茅栗等灌木和

芭茅等草本
,

增加地面植被硬盖
,

使农村能源得到缓解 , 二要修建梯田 (含坡地改造 )
,

种植生

产周期短
、

投资少
、

收益快的果桑茶药和牧草及其它农作物
,

以增加农民近期收益
,

并为进一步

保护和利用本土资源积皿资金
。

`

I 区以平原为主
,

包括一部分岗地和沙丘地
。

由于受地理位置和地形影响
,

都阳湖湖口为风
口区撼

,

军湘大风可长事直入平原
,

危害农作物
,

使沙地产生风蚀
。

为保障农业生产和村庄
,

应

建立防护杯网
,

`

营造稀琉结构的农田防护林
。

根据本湖区的特点
,

不要强求林带与主风向垂直
,

可与村庄
、

道路
、

河岸
、

集道
、

湖岸地带的绿化结合起来
,

发挥生物的点片带的防护作用
,

尽可能



少占耕地
。

滨湖平原的造林树种以枫杨
、

喜树
、

水杉
、

池杉
、

柳树
、

I一 7 2杨
、

1 se 9 6杨
、

I一

3 6杨为主 , 岗地可选择耐早耐膺的马尾松
、

湿地松
、

白栋
、

胡枝子等
。

万区为湖岸地带
,

包括高水位时受波浪影响的水上部分和汛期淹没
、

枯水期露出的边滩
。

这

里应 以营造防浪林
、

固沙林为主
,

结合工程措施
,

以防治岸蚀和风蚀
。

湖区一般风力 6 一 7 级
,

浪高1
.

2一 2
.

0米
,

波长 12
.

03 一18
.

n 米
。

为破坏波浪结构和起消能作用
,

防浪林带宽应 > 1合米
,

栽植线一般从水位16 米开始
。

其次
,

要实行集约经营
。

农林牧业的粗放经营
,

往往加剧水土流失
,

影响生产发展
。

今后对

水土资源的开发利用
,

要适当增加劳力
、

肥料
、

资金的投入
,

采用新技术
,

把农林牧副业变为知

识密集型的产业
,

提高经济效益
,

改变低投入
、

低产出的状况
。

2
、

班立多层次衍环利用体系
。

植被增加了
,

要及时做好林草的转化工作
,

开展多层次循环秘

用
,

使农民从种草种树中增加收入
,

得到实惠
。

今后山坡建立了草场
,

可用牧草养牛
.

牛粪生产

蘑菇
,

菇土养蛆闯 ; 蛆绷养鸡嗽 并用其粪养猪
,

猪粪生产沼气
,

沼渣还田作肥料等
。

如果群众

的烧柴问题得到解决
,

也可仿照上述模式
,

把过去作燃料的秸秆进行多层次循环利用
。

牧草
、

秸秆经过多层次利用
,

可为市场提供菇肉禽蛋鱼等多种商品
,

实现多次增值 , 同时还

生产沼气
,

减少林草消耗量
,

有利于保护和恢复植被
,

改善生态环境
,

促进生产发展
。

这是振兴

经济和实现小康水平的一项重要措施
。

a
、

趁立技术服务体系
。

防治体系和多层次循环利用体系的建立
,

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

为了使

上述对策得到实现
,

加快湖区生态农业建设进程
,

有关部门的科研所和技术推广站
,

要在当地政

府统一领导下
,

共同制定规划
,

落实试验推广项目
,

互相配合
,

协同攻关
,

早出成果
。

同时
,

还

要把建立试验
、

示范基点
,
作为技术推广的重要一环来抓

。

根据湖区实际情况
,

要建立或充实沙

地治理利用示范基点
,

加强对沙地移动规律
、

治理措施和利用方向的研究
,

为改造利用 1
.

32 万多

公顷沙丘地提供科学依据
。

要建立低丘
、

岗地红坡改良和开发示范基点
,

探索合理投入
、

保持水

土效果好
、

经济效益高的最优方案 , 要开展以小流城为单元
,

山水田综合治理及其效益的研究 ,

要建立牧草
、

秸秆多层次循环利用基点
。

有关部门要各负其责
,

各尽其力
,

取得 经 验
,

迅 速 推

广
,

使成熟的适用技术迅速转变为生产力
。

除技术措施外
,

还应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
,

如加强领导
,

宣传教育
,

建立责任制
,

控制人 口

有计划增长等
,

不断提高社会对水土保持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

并逐步消除社会因素对水土保

持的不 良影响
,

防治水土流失才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参加本工作的还有庄荣昭
、

蒋立义
、

胡加林
、

肖荣沽
、

何长高
、

袁小梅
、

刘胜娥等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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