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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峡地区水土流失严重

未治好前不宜建高坝

杨艳生 史德明 吕喜玺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提 要

三峡及其周围地区
,

自然条件优越
,

人多地少
,

用作农业种植业的土地资源质盘不好
,

工副业基础差
,

林业资源受到较严重的破坏
,

加上不合理的土地利用
,

导致了水土流失严重
,

危害巨大
。

解决三峡地区的水土流失间题
,

一是要确定该区发展的正确方针
,

就是要恢复植

被
,

德定耕地
,

建立三峡自然保护区 , 二是在措施上
,

应各行各业共同努力
,

采用生物和工

程措施
,

并对崩场
、

滑坡给予特别重视
,

才能逐步减轻水土流失及其危害
。

最后建议
:

在水

土流失尚未得到基本控制以前
,

三峡大坝以不建为好
。

长江为世界第三大河
,

素有黄金水道之称
。

长江开发利用的好坏
,

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乃

至中华民族的兴衰
,

都将起重要作用
。

这里指的长江三峡及周围地区
,

主要包括长寿
、

垫江
、

梁

平
、

丰都
、

忠县
、

涪陵
、

石柱
、

万县
、

开县
、

巫溪
、

巫山
、

巴东
、

兴山
、

株归和宜昌等县
。

为简述

起见
,

以下统称这些地区为三峡地区
。

长江干流从湖北的宜昌至四川重庆市的长寿
,

全 长 约 6 00 公

里
。

三峡地区内除长寿
、

垫江
、

梁平三县 内有较大连片的平坝区外
,

其余皆为深沟狭谷
、

坡陡土

薄
、

河窄水急的峡谷地形
。

据 1 / 20 万图上量算
,

三峡地区面积约 5 万平方公里
,

占长江流域总面

积 18 0万平方公里的2
.

78 %
。

初步统计
,

全区每年输入长江的泥沙量约。
.

4亿吨
,

约占长江年输沙

量 6
.

8亿吨的 6 %左右
,

平均每年每平方公里输入长江的泥沙量达 80 。吨
,

其土壤侵蚀模数为每年

每平方公里 3
,

00 0吨
。

所以三峡地区土壤流失十分严重
,

入江泥沙量也很大
,

为此需要 对 三峡地

区土壤流失特点加以分析
。

.
一

、

正确认识自然资源优势及不利条件

三峡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
,

主要表现在水热条件优越
,

水能资源蕴藏量大
,

生物资源丰富
。

1
、

水热条件优越
。

本区年降水量均在 1 , 0 00 一 1 ,

50 0毫米之间
,

多者达 1 ,
8 00 毫米以上

,

而

且大部分地区年内降水分布比较均匀
,

沿长江河谷雨 日一般在 1 40 一 15 0天 , 随海拔的升高
,

雨 日

亦有所增加
。

在海拔 1
,

0 00 米以上的山区
,

雨 日可达 20 0天以上
。

热量充足
。

三峡地区的绝大部分

区域无霜期都在 20 。天以上
,

日照时数约 1
,

3 00 一 1
,

5 0 0小时
,

大部分地区具有一年两熟的生 产条

件
。

整个三峡地区基本上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区
,

气候温和
,

雨水充沛
,

四季分明
,

气候的立体

差异明显
。

2
、

水能资派组截 , 大
。

据测算
,

仅从巫山
、

奉节
、

丰都
、

石柱
、

垫江
、

开县
、

忠县和云 阳



礴
.

8县的统计
,

可供开发利用的水能资源达62
.

76 万千瓦
,

到 1 9 8 2年前后 已开发利 用 的仅 7
.

26 万

千瓦
,
为组藏可开发利用量的12 %

。

吕
、

生 . 资耳丰 ,
。

三峡生物资源之丰富
,

可成为亚热带地区的一个 自然博 物 馆
。

据巫山

县调查
,
在植物资源中已为生产利用 的不下 1

,
0 00 种

,

已被利用的动 物 资 源 亦 有 10 6种
。

据奉

节县统计
,

该县植物共有2 24 个科
,

1
,

2 85 种
,

动物有 16 5个科
,

5 58 种
,

现 已饲养和栽培的动植物

达 6 36 种之多
,

其中栽培植物 5 61 种
,

饲养动物42 种
,

鱼类 33 种
,

粮食作物 2 37 种
,

经 济林木 192

种
,
用材林 2 04 种

,

药材21 4种
,

已发现的野生动物26 种
,

其中有几项生物资源已闻名 国 内 外
:

1
、

涪睦榨菜
。

在三峡地区沿江各县均有种植
,

远销全国和国外
。

1 9 8 3年涪陵榨 菜 收入共 7 48 万 ,

元
,

为国家提供税利近 1 00 万元 , 2
、

石柱县的黄莲
。

该县黄莲产量占全国 40 % 以上
,

远销全国和

东南亚
、

欧美许多国家
。

1 9 8 1年黄莲产量达 4
,

2 98 担
,

产值4 45 万元 , 3
、

奉节县的脐橙
。

该县龙

全国脐橙基地县之一
,

生产的脐橙品质好
,

单株产量高
,

商品竞争力 强 ; 4
、

巫山等县的珍稀动

物金丝狠等
。

三峡地区的自然资源中
,

土壤资源质量不好
,

流失严重 , 森林资源遭到破坏
,

恢 复 困难
。

除长寿和巴东两县外
,

统计有水田约 30
.

6万公顷
,

约占总耕地面积的34 %
,

早地 占 66 %
,

耕地

占总土地面积的23 %
。

每人平均水田约 0
.

03 公顷
,

早地 0
.

07 公顷
。

土壤资源质量 不 好主 要表观

在
: l

、

非耕作土攘坡陡
.

土薄
,

露岩面积大
。

据奉节与石柱两县统计
,

露岩面积分别占总面积

的17
.

78 %和 17
.

84 % , 2
、

耕地耕作条件差
,

坡耕地面积大
。

由于坡陡或土坡不连片
,

使田土地

块面积小
,

土埂占面积比例大
。

据丰都县统计
,

土埂面积 3
.

9万 公 顷
,

占耕 地 总 面 积 1 2
.

3万

公项的32 % , 3
、

坡耕地
、

陡坡耕地所占比例大
,

土层浅薄
。

据石柱 县 调 查
,

坡 耕 地 和 陡坡耕

地占早耕面积的 48 %
,

不足 15 厘米的薄层土亦占48 %
。

据丰都县调查
,

需 退耕的陡坡地 1
.

4万公

烦
,
占总耕地面积的 17 % , 4

、

土质沙性重
,

保水保肥力低
。

据丰都县调查
,

沙性 水 田 面积占

犷
·

8 %
,

早地中沙性土面积占早地面积 4”
·

` % , “ 、

土壤养分含量低
。

据丰都县统计
,

水田土壤

中
,
全氮含量 < 0

.

11 % 的土壤面积 > 80 %
,

速效磷 ( 10 p p m者 > 96 %
,

有机质 ` 2 %者> 78 % ,

早地土壤各项所占的面积比例分别刀
、
> 65 %

,

> 83 %
,

> 7 8 % , 6
、

耕作土壤中的养分元素含量

失调
。

据万县调查
,

对土质较好的黄泥巴土
、

大泥土和夹沙田
、

大泥田
,

虽然有机质含量为 2 %

左右
,
但土坡中磷素含量极缺 (见表 1 )

,

而且对一些高产地块更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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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自

三峡地区的森林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
。

森林资源的破坏
,

首先表现在植被覆盖度降低
,

木材蓄

积 t 减少
,

无林地面积扩大
,

并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
。

据巫 山县统计
,

同解放初期相比
,

林地面

积减少了 3
.

5万公顷
,

缩小面积 50
.

35 % , 活立木蓄积量减少 1 91
.

14 万立方米
,

下降 了 4 2
.

5 5 % ,

森林砚盖率由 2 3
.

6%下降为 1 1
.

7%
。

奉节县 1 9 5 7年时
,

有林地约 10 万公顷
,

渡盖率达 2 4
.

3 %
,

活



立木蓄积量 6 41
.

5万立方米 , 到 19 8 1年
,

有林地减少了 35
.

63 %
,

覆盖率下降到 15
.

7 %
,

立木蓄积

盘仅有 1 28
.

1万立方米
,

减少蓄积量近 80 %
,

而且中幼林比例为 1 : 1 1
.

7
,

蓄积量比例为 1 : 24
。

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的原因
,

主要是砍得多
,

造得少
,

砍伐量超过生长量
。

以奉节县 19 8 1年为

例
,
木材用量为 8

.

57 万立方米
,

而木材生长量为 6
.

8万立方米
,

砍伐量超生长量 26 %
。

从 解放后

至 1 9 8 2年 33 年平均计算
,

年砍伐量达 19
.

2万立方米
,

年生长量为 8
.

0万 立方米
。

33 年 间森林面积

减少了 3
.

6万公城
,

而更新总面积为 6
,

7 60 公顷
,

仅占森林下降面积的 19 %
。

一方面是土壤资源质量不好
,

另方面森林资源又遭到严重破坏
,

就给三峡地区带来了极其严

重的后果
: 1

、

土壤
“
石质化

” 、

砂化在发展
。

林木遭受破坏后
,

水土流失日益加重
,

土壤流失

结果
,
使奉节县的裸岩

、

砾土
、

砂土面积已占总土地面积的 23 %
。

石柱县 每 年都有 1 ,
6 70 公顷

梯田或潜田遭水冲沙压的损失 , 2
、

造成严重的直接经济损失
。

如石柱县 1 9 8 2年因暴雨成灾
,

造成

的直接损失达 9
,

0 00 万元
,
开县造成的损失达 1

.

2亿元 , 3
、

各经济林木产量下降
。

除乌柏籽的最

高年产盈出现在 19 6 9年外
,

奉节县 12 种经济林最高产量都出现在1 9 5 6年以前
,

1 9 8 1年产量与最高

产量相比如表 2 , 4
、

灾害性天气的出现频率增加
,

据奉节县的统计
:

伏早
:
五十年代平均 4 年 1 次

,

六十年代 2 年 1 次
,

七十年代 1年 1 次
。

幕雨
:
五十年代出现 7 次

,

六十年代 29 次
,

七十年代 37 次
。

洪涝
:
五十年代没有出现

,

六十年代出现 2 次
, 七十年代出现 4 次

。

冰毽
:
五十年代平均 1 年不到 1 次

,

六十年代 1 年 2 次
,

七十年代平均每年 4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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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水土流失防治对策

对三峡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的防治问题
,

首先还是要解决认识 问题
,

然后才能确定正确的方

针
,
最后适合实际的治理措施才能落实

。

(一 ) 认识问题
。

三峡地区生态经济系统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
,

就是水土流失严重
。

导致水

土流失严重的直接原因就是林木的过量砍伐和植被的破坏
,

这又同不合理的人为活动紧密相关
。

三峡地区具有优越的人类生存环境
,

人 口过分集中
,

同生产水平 比较起来
,

生产发展不能满足当

地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
。

所以基本再生产的维持
,

特别是耕作业再生产
,

一是靠物质转移
,

二是靠

资金转移来维持
。

物质转移指的是耕地内供作物生长和水土流失的养分
、

土质 的消耗
,

多数靠转

移异域土质和养分来维持
,

表现形式是靠割草
、

铲草皮等将非耕地上的有机物转移到耕地上
,

将
·

耕种面积收缩
,

以保持足够的耕层厚度 ; 资金的转移就是所谓
“
开发 山区经济

” ,

单纯或主要以

砍伐林木以增加收入
。

结果是开而不发
,

人对自然的索取远远超出了自然生产力
。

因此问题的关

健就是要提高耕地土壤的生产力
,

减轻非耕地土坡的负担
。

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有 4 条
: 1

、

增

加农业投资
,

搞好农田基本建设
。

目前三峡地区耕地的半数以上都还是坡耕地
,

对坡耕地维持其

现有生产力必须逐步的坡改梯
,

否则水土流失的结果
,

土层变薄
,

土壤性状恶化
,

更不可能提高



生产水平 , 2
、

保持和扩大土被覆盖
,

提高土地的生产力
。

在许多居民点附近
,

可以见到面积大

小不等的连片光石板
,

这是由于土壤的流失寸土不留
。

地球上一切能量来源于太阳
,

并通过绿色

植物才使该能量得以转化而在地球上贮存
。

如果地表寸土不留
,

就剥夺了地球表面转化和贮存太

阳能的可能性
,

所以在光板地上应尽量覆土造地
,

并杜绝新的光石板地的产生 , 3
、

提高绿色植

物的能量转化效率
。

如果将绿色植物 (绿肥等 )直接放入土中作肥料施用
,

这就是绿肥中贮存能童

的一次转化 , 如果先将绿肥喂猪
,

然后利用猪粪肥田
,

这样就使绿肥能量作了二次转化
,

绿肥的

利用率就得到了提高 , 如果能做到象有些地方那样
,

田边地角种桑
,

桑叶养蚕
,

蚕粪喂鱼
,

就能

使植物量多次升值
,

使植物生产获得最大经济效益 , 4
、

发挥优势
,

开发水能
。

如果财力容许
,

多开发水电
,

既可解决城镇部分燃料问题
,

对农村农副产品的加工升值将起重要作用
。

采取上述四项措施的目的
,

是为了提高现有农用地
,

世为了提高非农用地的生产力
,

使在维

持和发展现有生产时
,

人们对自然的索取不至超出自然环境的负担能力
,

这也是
;

提高人类生存环

境的承载能力间题
。

所以在现阶段
,

如果对开发山区的 口号依然有用
,

那对三峡地区的动植物首

先要给予培植
,

让其休养生息
,

而不能再搞竭泽而渔了
。

(二 ) 确定三峡地区发展的正确方针
。

三峡地区占据长江航道 6 00 公里
,

5万平 方 公里的流

域面积
。

这一区域保护建设得好坏
,

直接影响到长江的运输能力
,

航道的安全 , 直接影响到三峡

的壮丽风光
,

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的保护
。

所以这一地区在长江流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过去 由

于对客观环境缺乏认识
,

不能对特殊区域制定特定方针
,

采用特殊政策
,

使三峡地区的资源受到

很大程度的破坏
,

使三峡地区水土流失加剧
。

三峡到处可以看到绝壁悬崖
,

奇峰林立
,

景象万千
。

在林木保护完好的区域
,

山坡 山窝里林

木繁茂
,

景色宜人 , 但在林木受到破坏的区域则石骨嶙峋
,

巨石滚动
,

路断河 阻
。

一旦出现后一

悄景
,

植被的重新恢复就很困难
。

目前三峡地区有三方面的问题必须正视和引起重视
: 1

、

当前

三峡地区破坏植被的现象虽有所停止
,

但没有根本扭转
,

原因是至今还沿用以往
“
开发山区

”
的

方针和政策 , 2
、

三峡地区水土流失的严重性
,

不仅表现在当前
,

如果不采用有力的措施
,

这一

严重程度将继续发展 , 3
、

三峡地区水土流失的主要方式
,

不是正常的面蚀或沟蚀
,

而是突发性

的崩塌
、

滑坡等
,

而且潜在诱发严重崩塌
、

滑坡的可能条件
。

这种情况现在若不予重视
,

将会给

长江带来更坏的形响
。

因此
,

建议三峡地区的建设方针应该是
:
恢复植被

,

发展 林 业
,

保持水

土
,

稳定耕地
,

让当地的自然资源得以休养生息
,

在此基础上按建立三峡 自然保护区的要求
,

布

局该区的工农业生产和建设
。

三峡地区的林业发展
,

应 以水土保持林
、

防护林和风景林为主
。

在

不影响水土保持
、

防护
、

风景营林目标实现的前提下
,
在条件适宜的地方可以结合发展用材林和

其他经济林木的生产
,

但是
`
它们营造

、

抚育和采伐都不能损害水土保持
、

灾害防护和三峡风光
。

三峡地区的矿业
、

交通
、

水电等项建设事业还是要发展
,

但要象要求工厂建设必须建 立污染处理

设施那样
,

各项建设必须同时具有防治水土流失的设施
,

并应加强技术指导
,

避免因施工不当造

成严重的崩塌
、

滑坡的发生
。

矿山建设
,

尤其是硫磺矿的开采
,

造成相当严重的环境污染
,

对附

近山头几乎所有植物都造成灭绝性的危害
。

奉节县青龙硫磺矿即为一例
,

在那里周围山头
,

几乎

是寸草不长
,

寸土不留
,

它对自然资源的危害是毁灭性的
,

这样的厂矿应停建和停产
。

(三 ) 建库后土城流失状况及预防途径
。

据初步统计
,

三峡地区现有水田 约 3 3
.

3万公顷
,

这

些水田 多分布于河谷或平坝区
。

三峡建库后
,

即使采用 16 0米方案
,

也会有相当多的耕地
、

村镇

被淹没
。

被淹没的耕地地势低平
,

基本上不产生土壤流失
,

而新辟地一般均在现有耕地的上缘
,

而且坡度较陡
,

必然导致新的水土流失
。

由于流失区的土层很薄
,

凡靠近居民区
,

能开垦的地几

.



乎全被开垦
,

而新辟农地
,

同原有耕地相比
,

耕垦条件将更差
,

因此新辟区对水土流失更敏感
,

流失造成的危害也更严重
。

从数量上看
,

有资料报道
,

依 1 50 米方案建库
,

将淹没耕地 9
,

70 。多公

顷
,
淹没城镇人 口数 33 万

。

为了保持被淹耕地的产量
,

新辟耕地面积至少 比原耕地面积大 l 倍 ,

又由于坡陡
、

开垦条件差
,

田埂
、

地角面积占的比例大
,

所以新辟耕地的动土面积约 3
.

3万公顷
。

人口搬迁
,

村镇居 民点
、

厂矿
、

学校
、

道路等
,

以每人平均 0
.

2公顷的动土面积计
,

共约 6
.

7万公

顷 , 再加上居民的柴草地
,

对植被的破坏
,

还会产生新的水土流失
。

以压低的量估计
,

由于 建

库
,

造成新的流失面积总共约 13
.

3万多公顷
,

相当于 1
, 3 33 平方公里

。

按前述每年每平方公 里 入

江泥沙量和坡面流失量计算
,
每年将增加入江泥沙量 1 20 万吨

,

增加坡面土壤流失量约 40 0万吨
,

占三峡地区入江泥沙总量和坡面土壤流失总量的 3 %左右
。

如果能解决搬迁人 口的粮食和柴草供

应
,

注意新辟区的水土保持
,

新的流失就能减到最小程度
。

这样
,

以每公顷产 3
,

75 0公斤计 算
,

每年国家应补给 9
,

70 0公顷的粮食
,

约 3
,

65 。万公斤
。

在当地农业生产水平不高的条件下
,

还不可

能 由外地靠运输解决
。

所以如果考虑到三峡地区水土流失已很严重
,

又不希望这一严重局面因三

峡的建库而加剧
,

那么在三峡地区本身还无力解决因建库而 出现的基本问题之前
,

水库还是暂时

不建为好
。

当然不管水库建还是不建
,

土城流失问题必须解决
。

前面分析了三峡地区有关国土资源的利弊条件
,

提出了达到生态经济平衡的四条途径和实现

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的建议
。

在指出了三峡地区存在的根本问题以后
,

分析了当前依靠自身力 t

解决间题的可能性
。

下面仅从综合治理出发
,

提出一些有效措施
.

1
、

水土保持是一门综合性学科
,

水土保持工作有关的行业不分工农商学兵
,

牵涉部门不论

党政军民学
,

涉及的地域不管东西南北中
,

长江下游
、

黄河下游似乎没有水土流失问题
,

其实暂

搁其本身的流失问题不论
,

上游的流失对下游就有重要的影响
。

水土流失造成三个方面的危害
:

流失造成水土资源的破坏 , 流失物在非流失区对工农业建设的危害 , 流失结果恶化了环境
,

甚至

使整个生态经济体系失调
。

由于认识不足
,

过去对
“
开发山区

”
和

“
山地利用和水土保持

, ,

过

分强调
“
开分 ,

强调 “ 山地利用
” ,

结果是上山砍树
,

美其名为国家提供木材支援建设 , 在山坡

上摘
“
剃光头 ” 全垦

,

造成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

而且林业部门也很乐于这样干
。

现在要倒过来
,

首先是要强调水土保持
,

无利水土保持的做法都应停止
。

衡量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益时
,

应将

水土保持效益考虑进去
。

美国专家认为
,

营林的直接效益与防护效益比是 1 : 9
,

姑 不 无道 理

的
。

成立专门的水土保持机构制定水土保持规划
,

落实水土保持措施
,

u]J 强水土保持监督
,

确保
“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的贯彻执行
。

对有碍于水土保持的企事业单位
,

要视情况收取一定的水土保

持经费 , 对违反 “ 条例” 规定的还要加收罚款
,

全部款项连同国家下拨的水土保持经费全部用于

水土保持
,

不准挪用
。

水土保持单位开支水土保持费用
,

要层层制订有法律效力 的合同书
,

避免

过去将水土保持经费化整为零
,

化公为私的弊端
。

搞水土保持也可采用投标的方式
,

不论城镇
、

农村
,

也不论机关
、

工矿单位或个人
,

治理了一定的水土流失面积
,

就可以获得相应 的 经 济 收

入
。

认识不解决
,

机构不健全
,

措施不得力
,

是很难将水土保持搞好的
。

2
、

水土保持措施上要抓住两条
:
一是淤

,

二是堵
。

基本原则是让流失物就地
“
消化

” ,

尽

t 缩短流失物的迁移路程
。

三峡地区流失方式可分作两类
:
突发性的如崩塌

、

滑坡等
,

动 土 t

大
,

难预测
,

为害严重 , 缓发性的主要指正常坡面流失
,

如面蚀
、

沟蚀等
。

两者相比
,

前者更主

妥
。

由于三峡地区坡陡
、

谷窄
,

河道 比降较大
,

流水湍急
,

因此河水冲刷力大
。

如果能在小河沟

上璐沧一些石谷坊
,

在大河沟上建造一些石阪
,

这样可逐级提高河谷基准面
,

有利稳住河道两岸

的羞脚
,
又可堵储上部的流失物往下冲刷流失

。

层层拦蓄还可同水能利用结合起来
,

但同水电站



的建设应有所区别
。

前者是以拦蓄沙石为主要 目的的
。

所谓淤就是在田边地角建设沉沙由
,

它的

好处就是坡面径流
,

尤其坡耕地内的地表径流流经沉沙由后
,

使淤泥沉积在山内
,

待水干后
,

可

将淤泥返回耕地内
。

沉沙由既能保土又能保水
,

若能大力恢复和发展
,

这是保持水土效果很好的

可行措施
。

据垫江县沙河乡东洋 2 队的调查
,

该队 1 9 5 8年前有拦山堰 6 条
,

沉沙山 1
,

4 00 多 个
,

其中蓄沙60 一70 立方米的大幽 5 个
,

蓄沙 30 一50 立方米的中由20 个 , 现在这些沉沙幽 都成 了 耕

地
.

3
、

修建拦山堰或等高水平壕沟
。

它的作用实质是截短坡长
,

减小地表径流冲力
,

并在堰内

或帐沟内沉沙淤泥
,

减少土壤的坡面流失
。

根据预测方程
,

在降雨因子
、

土集因子
、

植被因子不

变的情况下
,

保持坡面坡度不变
。

如坡度为 40
。

时
,

坡长为 90 米
,

中间可建拦山堰一条
,

将 坡 长

截短为 4。米时
,

坡面流失量就减少原流失量 的 1 / 3 , 如通过筑拦山堰
,

坡面逐步淤平将坡 度 减

小
,

坡面流失量也随之减小 , 如坡长为 60 米
,

坡度由40
。

减少到 3。 。 ,

流失 量 就 比 原 来 减少 约

4。%
。

拦山堰及等高壕沟在自然坡面或坡耕地区都可修建
,

还可用等高林草带代替拦山堰或等高

帐沟
,
同样能起到良好的保持水土效果

。

4
、

增加植被覆盖度
。

这是保持水土
,

同时也是改 良环境的根本措施
。

根据流失方程
,

在其

它流失因子不变的情况下
,

植被度从 30 %增高到 50 %时
,

坡面流失量约比原来减少 2 / 3
。

根据

以往的测定
,

在植被度大于 50 % 时
,

地表枯枝落叶有 l 一 2厘米厚
,

每 1平方米内重约 l公斤
,

植物

枝叶截留的雨水和枯枝落叶吸持的雨水总量
,

约为 10 毫米的降水量
。

同时植物体对防止雨滴对地

表的直接打击
,

改善土壤结构
,

加速土壤渗透
,

改良土城和提高土城肥力都起重要作用
。

` “

三峡地区降雨因子平均道为 2 3 2
.

3毫米
,

土壤可蚀性因子 (粉砂及很细砂颗粒含量为 50 %时 )

为 0
.

3 2 5
,

地形因子值为 15 时
,

将植被度邮。%提高到 60 %
,

土城坡面流失量每年每平方公 里 可

由3
,

00 。吨降到约 2
,

00 0吨
,

即减少流失量约 1 / 3 , 如果植被度提高到 80 %
,

流失量则可减少 2 / 3 .

若植被度保持50 %
,

坡度 3。。 ,

靠筑围堰
、

等高壕沟等
,

将坡长由 65 米截成 30 米
,

坡面流失 量 亦

可减少原流失的 1 / 3
。

可见增加植被和截短坡长
,

同样可收到减少坡面流失的效果
。

5
、

关于崩塌
、

滑坡的防治
,

除前述的工程措施外
,

生物措施也十分重要
。

过去各地都有祖

宗山
、

龙脉山
、

风水山
。

这些山林多在村前屋后
,

坝区上缘或山烟沟源
,

是严加管制
,

无人敢动

一根树木的
。

这些山林若除去其迷信的色彩
,

是确保人类生存环境必须严加保护的
,

可惜现在都

遭到了破坏
。

村前屋后
,

田渠边缘
,

高大乔木的生长
,

如 巨柱一般
,

将琉松的土层牢加固定
,

不

至下滑或崩塌
,

对上部的崩塌亦能起拦阻作用
,

免除崩塌危害
。

根据 以往测定
,

林下土城水分下

渗速度从降雨后 5 分钟至 2 小时
,

平均为每分钟。
.

5毫米
。

如果考虑到地表枯枝落叶所吸持 的 水

分
,

每小时降雨量 50 毫米
,

约有 30 一40 毫米水量被吸持或下渗
,

不会出现急速的径流汇集
,

不会

出现如目前那样严重 的河堤崩塌
。

结 论

.

从上面的材料分析可见
,

长江三峡地区水土流失和国土资源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
:

l
、

三峡地区水土流失严重
,

年入江泥沙量为 O
。

4亿吨
,

坡面年平均侵蚀模数 为 3
,

0 00 吨 /平

方公里 ,

`

2
、

建库后势必引起新的水土流失
,

诱发更严重的崩塌
、

滑坡和地展 ,

3
、

水土流失的继续和发展
,

将使三峡地区的土地资源受到严重破坏
,
这种破坏的影响范围

远远超出三峡地区
。



三峡地区现有土地资源
,

已遭到了严重破坏
,

白前的生产负担已超出了它的承受能力
。

在这

种情况下如果修建三峡水库
,

将会增大三峡地区本来不堪负担的压力
,

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
。

所

以建议在未使三峡地区获得休养生息
,

未采取水土流失的防患措施之前
,

三峡工程还是 以不上马

为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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