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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人为水土流失的类型

向 立 同新奇

(映西省水土保持局和水土保持研究所 )

提 共

在 “ 四化 ,, 建设中
,

人为水土流失的类型主要有山原区筑路造成的水土流失 , 开矿和 采

石造成的水土流失 , 兴修水利水电工程
,

乱弃沙石废土造成的水土流失 , 山原区建厂盖楼等

基建工程和修建民房造成的水土流失 , 城乡工业企业排放大 t 粉尘
、

废渣
、

污染水源
,

加剧

水土流失 , 毁林毁草开荒
,

陡坡开荒
,

造成人为水土流失 , 广种薄收
、

顺坡耕种
、

经济林垦

复等旧的生产习惯
,

加速了水土流失 , 山原区居民发展木耳
、

天麻等副业生 产
,

破 坏 了 植

被
,

加重了水土流失 , 城市垃圾
、

炉灰乱堆乱倒造成的水士流失
。

这 9 种类型
,

随着建设的

准勃发展
,

有日益严重的趋势
。

纵观水土流失的历史
,
大体可分两个阶段

:
第一是自然侵蚀阶段

。

大约在 l 万年前 (第四纪

中的全新世 )
,

也就是在没有人类活动影响的情况下
,

单纯由流水
、

冰川和风 的力量而造成的水

土流失
。

这个阶段的发展过程极其缓慢
,

纯系自然活动 , 第二是人为侵蚀阶段
,

即自然侵蚀加上

人类的活动 (人类活动又包括社会的
、

历史的多种因素 )
,

也就是人类发展的各个历史过程
。

这

里又可分为两个时期
:
第一时期

,

主要是由渔猎
、

畜牧
、

采樵
、

农垦等农业经济活动和摇役
、

战

争等社会活动而加速的水土流失时期
。

这个时期也是比较漫长的
,

造成的水土流失比前者要大得

多
。

第二时期主要是工业大发展时期
。

近一二百年来
,

科学技术
、

机械动力迅速发展
,

人 口不断

增加
,

人类活动能力比过去成百倍
、

千倍地增加
,

同时也加大了对水土草木资源的破坏和毁灭
。

各种人为侵蚀所造成的现代水土流失
,

其剧烈程度
,

无论从规模上或是速度上
,

都是单纯 自然侵

蚀阶段无法比拟的
。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
,

摇役
、

战争
、

建筑以及农牧业生产的发展
,

越来越严 重 地 掠 夺

自然资源
,
破坏生态环境

,

致使森林减少
,

草原退化
,

土地沙化
,

加剧了水土流失
。

特别是在我

国现阶段
,

随着工矿
、

交通
、

建材
、

勘探
、

乡镇企业
、

多种经营的迅速发展
,

随意倾倒废土
、

矿

挂
、

尾砂
,

侵占耕地
,

影响交通
,

并增加河流含沙量
,

致使河床抬高
,

水库淤积
,

航道阻塞
,

加

剧了自然灾害
。

问题相当严重
。

近年来
,

我国每年造林 1 00 多万公 顷
,

而 采 樵
、

滥 伐
、

毁林 开

益等损失森林达 2 47 万多公顷
,

两者相抵
,

净减少 14 。多万公顷
。

国家计划每年采伐 木 材4
,

00 。多

万立方米
,

实际采伐达 2一 3 亿立方米
。

我国沙漠和沙漠化面积达 1 28 万平方公里
,

其中各 个 历

史时期形成的沙漠平均约 12 万平方公里
,

而建国 30 多年来所形成的沙摸已极大超过 12 万 平 方 公

里
,
且还有大批土地正在向沙漠化发展

,

其范围涉及 2 00 多个县 (旗 )
、

3
,

5 00 万平方公里
。

建国

30 多年来
,

城乡非农业生产占地达 2
.

3亿公顷
,

其中
,

全国1
,

50 0多个露天煤矿及煤歼石 占地 就 达

20 0多万公顷
。

准格尔
、

东胜
、

神府等煤田
,

即将开发
,

到 2 0 0 0年
,

这一地区将会 产 生 60 一 70 亿

立方米的废弃物
,

如不及早治理
,

后患无穷
。

由于过度放牧
,

我国草原退化面积已 达 5
,

1 33 万 公

顷
。

解放以来
,

国家在水土保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投入大量资金
,

但由于各种人为的破坏
,

致

.



.

使许多地方水土流失速度大于治理速度
,

流失面积不断增加
,

流失程度不断加剧
。

目前
,
黄河每

年输沙 16 亿吨
,

居世界之首 , 长江每年输沙 6
.

8亿吨
,

比 1 9 5 8 年 增 加 1
.

72 倍 , 海河
、

珠 江
、

黑

龙江
、

松花江等许多河流的泥沙含量都在增加
。

全国各地的水土流失呈发展的趋势
,

造成生态环

境日益恶化
,

早涝灾害频繁
,

给四化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严重威胁
。

人为新的水土流失所造

成的危害已经到了如此触 目惊心
、

十分严重的地步
,

应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

国际土壤学会指

出
: “
土壤是人类生存和再生产的基础

,

挽救土壤就是挽救人类
。 ”

保持水土
,

就是挽救土壤
。

为

了防治人为新的水土流失
,

`

首先应该进行深入研究
,

提出防治对策
,

然后加以治理
。

从陕西省生产建设的发展趋势来看
,

人为水土流失的类型有如下几种
。

一
、

山旅区筑路造成水土流失
。

山原 区筑路造成水土流失的原因是
。

l
、

开挖地表土石造成水土流失
,

主要是新修和扩修铁路
、

公路而致
。

陕西省除八百里秦川

较平坦外
,
大部分为山原区

。

在山原区修建交通线
,

一般依山傍水
,

需要 开 挖 大 量路段
,

产生

大 t 土石 ,而将这些土石乱堆在路旁沟道
,

一遇洪水
,

不可避免地形成新的人为水土 流 失
。

据 调

查
,

修山区公路
,

每公里要弃土 2一 9
.

8万立方米
。

去年陕西全省新修县乡及专用公路 1 ,
2 57

.

1公

里
,

若每公里以 2 万立方米计
,

仅这一项
,

就要弃土 2
, 5 14 万立方米

。

西安一延安铁路和 蒲 白铁

路专线
,

近年共新修 45 公里
,

沿途弃土 80 。多万立方米
,

任其流失
,

一些地方 已给群众带来危害
。

另声方面
,

山原区修路
,

遇到沟道
,

不是填沟就是架桥而过
,

但绝大多数是挖别处之土石填所过

之沟道
。

所填路基两旁
,

一般不设工程或生物措施加固坡面
,

遇到暴雨
,

任其冲刷
,

直至危及村

舍和交通
。

西韩铁路线上
,
位于韩城境内的芝阳一韩城路段

,

约 15 公里左右
,

有十几 条 几 十 米

至上百米宽
、

2。一 70 米深的大沟
,

除两条沟架桥外
,

全都用土方填
。

路堤两旁边坡未采取任何措

施
,

当暴雨来临之际
,

土借水势
,

水借土势
,

泥土翻滚
,

飞泻入构
。

2
、

在筑路中 , 开挖路基
,

道旁取土
,

穿山打洞
,

改变了原地表结构的稳定性
,

不少地方引

起滑坡
、

崩场
、

泻溜等重力侵蚀
。

由此而产生的大量土石
,

无人过问
。

交通部门只将其堆置路旁

或侧入沟道
,

遇到暴雨
,

便随流而下
,

增加河流泥沙量 , 有些遇到适当的地形环境
,

很可能爆发

泥石流
。

据镇安县调查
,

该县近年来新修
、

复修公路 26 0多公里
,

造成大小滑坡 5
,

0 00 多处
,

土石

方达 5
,

5 00 多万立方米
。

午峪乡一条 13 公里长的公路
,

沿途发生大小滑坡 5 00 多处
,

使 50 多万立方

米土石进入河道
,

抬高河床
,

致使县河河床比县城东关高出 1一 3米
,

居高临下
,

危及县城
。 ’

3
、

新建交通线
,

滥砍林木
,

破坏植被
,

减弱地面抗蚀能力
。

而许多筑路部门
,

对此现象不
·

采取任何防治措施
,

造成大量人为水土流失
。

施工中
,

一方面在开挖面破坏林草 , 另一方面
,

乱

堆土石埋压植被
。

西兰公路改线
,

在永寿县境有 17
.

3公里
,

1 9 8 4年 9 月至 1 9 8 5年 9 月间
,

基本完

成路面 7
.

5公里
。

可就在这 7
.

5公里的永平一太峪路段
,

破坏林木草地 17
.

3公顷
,

砍伐树木 8 万多

株
。

开挖的土石顺坡倒下
,

压埋坡面植被
、

幼林 13
.

3公顷
,

并砸坏许多成材林
。

后来
,

他们在县

水土保持部门的帮助下
,

才采取了治理措施
。

4
、

路基截断了原来坡面上的径流线
,

排水系统跟不上
,

易于诱发新的流失
,

或加速沟蚀
,

·

甚至危及交通安全
。

这是因为
,

一遇暴雨
,

坡面流水往往以凶猛的山洪形式出现
,

流入易于产生

流失的地区
,

如滑坡体
、

土石堆积场等
,

加剧该区水土流失 , 另一方面
,

对山洪入沟处不采取加
`

固措施
,

导致沟头侵蚀加速
。

位于西韩铁路旁的韩城市芝阳乡贺龙村西边
,

有一铁路排 水 入 沟

处
,

七十年代才是一条几米宽
、

几米深的小冲沟
。

由于铁路部门没有加固设施
,

现今已发展为三

四十米宽的大沟
,

沟头向前伸延了四五十米
,

再向前十多米
,

就危及铁路
。

二
、

开矿
、

采石造成水土流失
。

开矿
、

采石造成人为水土流失的原因 有 4 个
: 1

、

机 械 和



一

离
,

松动的表土和碎石极易流失
,

尤以开采落天煤矿
,

开采石料等建材及社队办矿最 为 突 出 ,

2
、

排放大金矿渣
、

泥沙
,

任其流失 , 3
、

开山
、

炸石
、

挖矿
,

诱发新的滑坡
、

塌陷等 重 力 侵

蚀
, 4

、

在开采中
,

由于不注意地表径流和地下水排泄
,

造成易流失区新的水土流失
。

开采矿山
,

要建厂址
,

修道路
,

挖矿井
,

开采料场
,

在地表地下安置有关设施等
,

必然剥离

大 t 地表土石
,

加剧水土流失
。

地处陕蒙交界的神木县活鸡兔乡
,

为了加快小煤窑生产进度
,

竟

用推土机将表土推入河床
,

使百米河床只剩数米宽
。

1 9 8 5年一场洪水
,

使河中堆积的 10 多万立方

米弃土荡然无存
。

又据韩城市的调查
,

该市仅煤矿开采
,

每年剥离土石 16 0万立方米
,

截 止 1 9 8 4

年
,
累计已达 1

,

79 8万立方米
。

攘县水泥厂 自1 9 5 9年建厂以来
,

已将 l , 。00 多万立方米山皮黄土就

地堆放在山坡
,

使丁家山水库淤满
,

造成洪水漫顶垮坝 , 并使该矿区侵蚀堆数比附近 面上 大 15

倍
,

达 1 3
,

8 43 吨 /平方公里
。

在矿山开采中
,

还会产生大量废渣废石
,
但现在的工矿企业

,

一般都只从本企业的映前利益

出发
,

将这些废渣废石乱堆乱倒
。 ·

据有关部门调查
,

陕西全省仅煤窑
、

尾矿
、

化工
、

冶金 开采
,

每年排放废渣约 l
,

4 00 万吨 (不包括大型矿山 )
,

除 8 %被利用外
,

大多数排入江河
。

例 如
,

铜

川矿务局 14 个矿井开采至今
,

已堆积煤歼石 2
,

4 12
.

6万立方米
,

任其风化
,

淤积河床
。

劳山开矿
,

打井挖煤
,

经常引起重力侵蚀
。 .

或因挖空地下岩层
,

或因开挖坡脚
,

或因增加滑

坡体上负荷
,

使地基失稳变形
,

造成滑坡
、

崩塌
、

塌陷等不断发生
。

如铜川市 1 9 8 2一 1 9 8 5年间
,

因工矿建设而导致滑坡
、

崩垠 20 次 , 韩城市桑树坪矿区周围 3 平方公里范围内
,

竟发生崩塌
、

滑

坡 18 处
。

且因地下煤层的开采
,

造成韩城一雷寺庄公路两处大面积塌陷
,

迫使公路改线
。 ,

这些滑

坡
、

崩塌
、

塌陷所产生的松散堆积物
,

通过不同的方式
,

进入沟道
,

形成巨大的人为水土流失
。

同时
,

在采矿中
,

经常遇 到地下水溢出
,

加之工矿企业每夭排放大量污水
,

二者汇聚一起
,

也会形成有较大冲击力的水流
。

若对其处理不善
,

同样能造成不良后果
。 、

三
、

兴修* 利水电工程
,

乱弃沙石度土
,

遭成水土流失
。

过去
,

陕西省许多地方 在 兴 修 渠

道
、

塘堰
、

电站等过程中
,

将大量废土沙石就地堆积在山坡
,

或倒入沟道
,

造成新的流失 , 特别

是一些大型水利水电工程
,

所造成的间题更为严重
。 。
每遇大雨

,

渠道淤积
,

沟道 堵 塞
,

沙 石 压

田
。

·

这不仅给群众生产
、

生活带来威胁
,

同时也影响水利水电工程本身的进度和效益的发挥
。

兰

田县引岱蓄水灌溉工程
, 1 9 8 2一 19 8 6年

,

共挖上方 12 3
.

37 万立方米
,

随意弃土方量达 1 13 万 立方

米
,

占总挖土方的 9 1
.

5 %
。 ,

这不仅增加河道含沙量
,

还冲毁
、

沙压农田 1
.

4公项
。

·

眉县石头 河 水

库在修建中
,

仅开挖溢洪道就给渭河输送泥沙 13 0万立方米
。

粗县桃曲坡水库原边渠道 17 公里
,

共
_

挖土方 7 62
.

4万立方米
,

除少部分填方外
,

还有4 12
.

8万立方米土就地倒在坡下
,

任其流失
。

四
、

山旅区班厂
、

盆板书甚建工程及修沈 民宅
,

造成人为水土流失
。

在农村经济变革的推动

下
,

农工商以及第三产业都得到迅速发展
,

特别是乡镇企业犹如雨 后春笋遍布各地
。

但它们为了

得到一块较平整的厂址
、

校址
、

活动场所等
,

就挖山
、

填沟
,

破坏植被
,

增加河流泥沙量
,

甚至

引起滑坡
、

崩塌等
,

危及人们的正常经济活动和 日常生活
。

陕西省广大农村群众的吃饭间题
,

已经基本得到解决
,

不少地方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

人口增

长迅速
,

到处都在修房
、

盖屋
、

挖窑洞
,

而且 山区群众修建新住宅
,

都望有一个较大的院落
。

多

数人家以挖山取土 (石 )
,

就近填沟而获得
,

这就使一些土石滑入沟道
。

此外
,

陕北和渭北一些

山区的农民
,

多以挖土窑洞居住
,

一般都将所挖土方倒入沟道
,

造成新的流失
。

据调查
,

陕北群

众每挖一个新窑洞
,

要弃土 2 00 立方米以上
。

这在陕北和 渭北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水土流失
。

·

五
、

城乡工业排放大 , 粉尘
、

康渡
,

污染水派
,

增加流失皿
。

随着城乡工业的发展
,

排放出

.



.

的各种粉尘
、

废渣和工业垃圾
,

大都没有进行有效处理
,

随着雨水进入江河
,

既污染了土城和水

源
,

又增加了流失量
,

造成严重后果
。

陕西省近年降尘量每月每平方公里达 3 3
.

5 7吨 (超过国家

规定标准 3
.

8倍 )
,

使全省 26 条江河都遭到污染
。

渭河的氨氮超标 7
.

5倍
,

挥发酚超 标 5
.

8 倍
,

化

学需氧量超标 5
.

6倍
,

六价铬和汞等重金属污染也很严重
。

推县由于工矿企业多
,

近年来自然降尘

量逐年上升
: 1 9 8 3年平均月降尘量 6 6

.

3 9公斤 /平方公里
,

1 9 8 4年上升到8 0
.

4 9公斤 / 平 方 公 里
,

1 9 8 5又上升到 1 27
.

77 公斤 /平方公里
,

超标 1 2
.

3一 24
.

55 倍 , 全 年降 尘 量达 86
,

8 36 吨多
,

大部排

入漆水河
,

使河水混浊
,

发黄
、

发绿
,

臭味刺鼻
,

给当地群众生活
、

生产带 来 了 威胁
。

全省还

有 26
.

3万个乡镇企业
,

很多都为污染型企业
,

每年除排放大量废气
、

废水外
,

还排放废 渣 1
,

10 0

万吨
,

既加大了流失量
,

又使农业环境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

城市工业废渣的排量也相当大
。

西

安市 1 9 8 3年有工业废渣 10 1万吨
,

仅综合利用 2 1
.

75 万吨
,

占工业废渣总量的 2 1
.

53 %
,

其余 7 8
.

4 7 %
,

的工业废渣被倒在秦岭山区或临撞等地沟道
,

有些就近倒入沪河
、

派河等河流
。

近来有的企业将

工业废渣交给某些生产队处理
,

不少生产队将这些废渣不是乱堆乱倒
,

就是直接投入沟道河流
。 、

据环境保护部 门 1 9 8。年统计
,

每年仅投入沪河的工业废渣约 15 万吨
,

大部分倾倒在沪河堤岸
,

尤

以马腾空
、

穆蒋王
、

十里铺等处堆放垃圾最多
。

这些地区不但堵塞桥孔
,

侵占河床
,

致使河流断面缩

小
,

影响泄洪能力
,

同时还污染水体
。

根据西安市自来水公司对沪河的监测
,

由于大量钢渣和煤

焦油渣的影响
,

使流入沉淀池的河水
,

含铁量上升为 0
.

26 毫克 /升
,

酚的检出率由 1 9 7 9年的 6 6
.

7 %

上升到近几年的83
.

3 %
,

最高浓度达。
.

04 毫克 /升
,

为最高允许浓度的 19 倍
,

直接影响城市供水
。

近年来
,
在环境保护部门和有关方面的共 同努力下

,

西安市工业废渣乱堆乱倒现象有所改善
,

但

本间题并没有解决
。 ,

六
、

段林吸草开策
,

陡坡开荒
,

造成人为水土流失
。

毁林毁草开荒和陡坡开荒
,

是造成水土

流失量大
、

面积广的一种类型
。

据秦巴山地的汉中
、

安康
、

商洛三个地区 1 9 7 6年普查统计
,

森林

面积比解放初减少 49
.

5万公顷
,

有些县减少 1/ 2一 2 / 3
。

汉中地区 1 9 7 8一 19 8 1年
,

又减少森林面积
一

3
.

7万公顷
。

`

间题如此严重
,

还没有引起这些地方
、

有关部门
、

有关领导人的足够重视
。

不少地方

仍在不断毁林开荒
。

地处 巴山的镇安县
, 1 9 8。一 1 9 8 2年

,
毁林开荒54 0

.

5公顷
,

1 9 8 6年 有 8 个乡

毁林
、

毁草
、

烧荒
、

开荒 62
.

7公顷 , 渭南地区近年来陡坡开荒 6
,

7 00 公顷
。 ,

毁林
、

毁草开荒
,
陡坡开荒

,

历史悠久
,

量大面广
。

陕北有
,

陕南有
,

关中也有 , 个人开
,

集

体开
,

国营单位也开 ; 群众开
,

干部开
,

职工家属亦开 , 有的在自己所管辖范围开
,
有的到别处

搞
“
远征开荒

” , 有的长期开垦种植
,
有的种一两料就撂荒

。

一个时期
,

一些领导为了抓粮食
,

还鼓励群众乱开荒
,

造成严重 后果
。

过去的实践说明
,

凡是严重 开荒的地区
,

遇到大雨就易产生

洪水灾害
。

七十年代中期
,

陕北开荒严重
,

有的地县领导还把开荒作为增加粮食产量的非常措施

来倡导
,

致使 1 9 7 7年延安发生大洪灾
,

冲毁了大批库坝工程
,

洪水淹了延安城
,

损失惨重
。

由于

秦巴山区森林植被破坏严重
,

八十年代 以来
,

不少地方几乎年年发生洪水灾害
。

1 9 8 1年和 1 9 8 3年
,

汉中
、

安康发生两次大洪水
,

直接经济损失达 22 亿元
。

问题严重的是
,
这种毁林毁草开荒

、

陡 坡

开荒的现象
,

到目前
,

各地仍未停止
,

有的把已退耕的陡坡地又重新耕种了
。

七
、

广种薄收
、

顺坡耕种
、

经济林且盆等旧的生产习愉
,

加璐了水土流失
。

广种薄收
、

顺坡

耕种等是长期以来
,

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几种耕种旧习
。

广种薄收在陕北极为普

遍
, “

不种百晌不打百石
”
就是这种旧习惯的典型思想

。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

把粮食增产的希望

主要寄托在播种面积的扩大上
,

种的地越多越好
。

一般上报每人耕种 0
.

2一 0
.

4公顷
,

实际上大多

数地区都在 0
.

7公顷以上
。

由于面积大
,

就不愿意在改变生产条件上下功夫
。

`

不讲投 入
,

只抓收



益
,
其结果是越垦越穷

,
越穷越垦

,
水土流失也越来越严重

,

陷入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
。

近年来
,

` .

随着基本农田的增加
,

情况有所好转
。

但由于这种旧的耕作习惯
,

有它根深蒂固的历史根源和思
.

想根源
,
有些地方竟把修好的水平梯田挖掉

。

兰田县 1 9 8 3一 19 8 5年
,

毁掉基本农田近 26
.

7公顷 ,

安塞县这几年也毁掉梯田 2 15
.

9公顷
,

所以不能忽视这种坏习惯的破坏性
。

陕南山高
、

土薄
、

石头多
。

由于雨量充沛
,

许多山地阴湿
,

加之耕地坡度陡
,
群众习惯于顺

坡耕种
,
即从耕犁

、

播种都是由坡顶到坡脚
,
由上而下进行

。

坡面径流极易顺犁沟而下
,

耕地沟
,

垄毫无拦蓄能力
,

人为加大了水土流失
。

、

据当地水土保持观测站测验资料证明
,

陕南山区的水土

流失
,
主要集中表现在坡耕地上

,

其侵蚀程度要比林草地大几十倍
,

年侵蚀模数一 般 达 4一 5 万

吨 /平方公里
。

陕西省水土保持研究所 1 9 8 6年对留坝县蔡家坡一片坡度为 28
。

的玉米地进行典型调

查
,

测得该地侵蚀模数竟达 6
.

7万吨 /平方公里
。

陕南山区
,

在经济林木生产经营方面
,

还存在旧的生产方式
,

不利保持 水土
。 `

如 漆 树
、

油

桐
、

茶树
、

板栗
、

桑树
、

核桃等经济树木
,

隔几年就要在林地里全面开垦一次
,

借以提高产量
。

据调查
,

油桐林垦复一次当年增产一二成
,

第二年增产 五成 以 上
。

可是在垦复中
,

一般都不加
:

水土保持措施
,

等于变相开荒
,

加大水土流失
。

各地应该改变这种旧习惯
,

推行水土保 持 耕 作

法
。

八
、

山区和风沙区群众生产木耳
、

天本
、

火纸
、

木炭
,

挖药材
,

发展柳编等
,

破坏植被
,

加

川水土流失
。

过去
,

秦巴山区群众在发展家庭副业和多种经营方面
,

多处于无组织
、

无 计 划 状

态
。

科学性蓄 纯系掠夺性生产方式
,

对林木和 山 竹 资 源破坏浪费严重
。

据调查
,

柞水县每年

职工用木炭和上级下达的木炭指标共 7 50 吨
,

每 10 公斤青冈木烧 l 公斤木炭计
,

每年要砍伐青冈树

7
,

50 0吨
,
再加上群众用炭

,

每年冬季就得耗费千万立方米木材
,

不少地方大片大片的青冈林都被

砍光 , 许多地方群众为了造火纸
,
把一架山一架山的山竹砍掉

。

陕北长城沿线风沙区
,

不少地方

的群众为了发展柳编
,
把大面积的沙柳毁掉

。

靖边县近几年全县发展柳编厂 20 。多个
,

编 织精致

美观的篮筐筛瓶等柳制品达 40 。多种
,

远销亚欧美 14 个国家和地区
,

但却使全县几万 公 顷沙柳遭

到程度不同的破坏
,

促使风蚀加剧
。

今后
,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

劳动力逐步由种植业转向

林收副业和多种经营
,

如不注意保持水土
,
其后果难以设想

。
·

九
、

城市垃级乱堆乱侧
,

道成人为水土流失
。

城市垃圾乱堆乱倒 (不包括城市工业废渣 )
,

进入河道
,
这种现象在环境保护工作跟不上的中小城市较为普遍

。

20 0多万人的西安市
,

每 年傲

生各类生活垃圾近 60 万吨
,

其中不少都由派河
、

渭河冲到黄河里去了
。

过去
,

护城河经常因沿岸大量

倾倒垃圾和废渣
,

致使水面越来越窄
,

河底淤积越来越多
,
甚至堵塞涵洞

,
降低了防洪调蓄能力

,

增加了河流泥沙童
。

宝鸡
、

汉中
、

渭南等较大城市的垃级也都倾倒于江河之中
。

陕西全省数百个

小城镇的垃圾更是就地倒入沟道
、

河流
。

地处秦晋交界的韩城市
,

每年的垃圾几乎全部倒入河道
。

近年来
,
该县由于各类垃圾倾倒县河

,

致使河床抬高 1一 3 米
,

与两岸农田基本相平
,

遇 到 洪

水
,
农田经常受害 , 且也洪水期河流水位升高

,

河水倒流进县城排污管道
,

影响城市排污能力
。

在河床抬高的同时
,

水质也遭到了严重的污染
,
至今

,

县河的河床还被天蓝色的煤灰浮在表面
。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
,

工农生产的发展
,
城市垃圾乱堆乱倒的现象将会更加严重

。

它不仅污染

水质
,

影响灌概
,

而且淤积河道
,

造成洪水危害
,

加剧水土流失
。

因此
,

必须加强城市垃圾的综
.

合利用
,
化害为利

,

美化人民的生活环境
。

.

以上这九种人为的水土流失类型
,

既互相区别
,

又互相联系 , 既有单独的破坏性
,

又有综合
-

的破坏性 , 既涉及农业生产部 门
,

又与工业
、

交通
、

乡镇企业等各个方面有关
。

这充分说明了水

.



泛 才

`

了
.

土保持工作已经突破了农业生产领域
,

迅速地向工业
、

交通以及家庭副业等各行各业全面渗透发

展
。
它已与各地 区的地表水

、

地下水资源开发
,

经济发展
,

社会进步
,
环境保护

,

江河治理
,

国

土整治等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

为了有效地防治人为水土流失
,

首先应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

结合各地生产发展的特点
,

对这几种类型的人为水上流失
,

从个别到综合
,

从微观到宏观
,

进行

全面研究
,

提出对策
,

采取措施
,

由点到面
,

由一个部门到各行各业
、

到全社会
,

加以 综 合 治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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