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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山区水土流失及其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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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安 徽省长江以南的山 区
,

开发历史较短
,

但发展很快
,

耕作粗放
,

管理不善
,

水土流失

十分严 重
,

班为农业环境质量最差
,

生态平衡失调最突出的地区
。

解放初期
,

经 7 一 8 年治

理
,

取得显著成效
。

但自1 9 5 8年开始
,

经
“

大炼钢铁
” 、 “

十年内乱” 和
“
农业学大寨” 等

一系列破 坏
,

原有的治理成效丧头殆尽
,

新的水土流头急剧扩展
,
对当地居 民的生产和生命财

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和巨大损头
。

今后防怡的对策
,

首先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扣
,

制定稳定的政

策 , 其次是克服经济社会中种种限制因素
,

切实帮助山区人民解决实际困难 , 第三是采用正

确的治理方法和各项技术措施
,

普及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
。

皖南山区系指安徽境内长江沿岸平原 以南的丘陵山地
,

黄山和九华山南北分峙于本区中部
。

农业上一年虽可两至三熟
,

但这里历来是本省重要林业基地和全国重 卢产茶区
。

由于 白然和历史

原因
,

面积不到 20 % 的河谷平原和山间盆地
,

成了本区主要农业基地 , 远山和探 山区交通不便
,

一

定程度上还保持着较好的 自然生态系统 , 低山丘陵也新近开辟为粗食
、

经挤作物区和经济林区
,

开发历史虽较短
,

但发展较快
,

耕作粗放
,

管理不善
,

水生流失十分严重
,

成了皖南山区农业环境

质量最差
,

少态平衡失调 最为突出的地区
。

一
、

水土流失的概况

解放前
,

皖南山区水土流失已有所发展
,

仅徽州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有 1
,

70 0多平方 公 里
。

解放后进行了大量的预防和治理工作
,

经 7一8年的努力
,

水土流失的发展势头基本上 得 到 了 控

制奋并且治理 了613 平方公里
。

但自1 9 5 8年开始
,

水土流失便失去 了 控 制
,

经
“
大 炼 钢 铁

” 、

“十年内乱
”

和 “农业学大寨
”

等破坏
,

不仅原有的水土保持成绩丧失殆尽
,

并且新的水土流失又有

了很大的扩展
。

目前皖南山区水土流失面积大约 已有 46
.

7万公顷
,

占全区面积的16 % ,
其中

:
徽

州地区流失面积已达 3 ,
6 00 平方公里

,

占该区总面积 沉30 % 以上
,

比建国初欺增加 了 1 倍 多
。

如

绩溪县东部和款县的深渡
、

桔梓里等区
,

分别增加了2
.

4一 3 倍
。

同时
,

水土流失还在逐年恶化
。

群众反映说
:
过去水土流失以片蚀和沟蚀为主

,

目前常呈
“山剥皮

” 的形式
,

即常有大规模的滑

坡
、

泥石流等发生
。

如 1 9 6 2年 6 月 21 日
,

款县南屏村黄田好发生泥石流
,

约有5
,

0 00 多立方米土石迅

猛向下滑动
,

造成农 田
、

水利工程等巨大损失
。

该县南乡有多起
“
地裂缝

” ,

如定潭的
“阳产地

裂
” ,

范围约有 6
, 0 00 多平方米

,

近几年来已有多次活动
,

引起房屋断裂
,

树木倾倒
,

农田 和 水

利工程被毁
。

令人担忧的是
,

有300 多户居民的村庄正在滑动坡面上
,

当地居 民的生命和 财产安

全面临着严重威胁
。



长期来
,

各级政府曾对水上流失采取了多种防治措施
,

在局部地方取得了一些成绩
。

但从全

局看
,

效益不大
,

治理速度跟不上水土流失的发展速度
。

目前本区主要河流含砂几和输砂址仍是

有增无减 (表 1 )
,

表明水土流失的加剧尚未缓和下来
,

应引起人们的深切关注
。

表 1 水阳江和郎川河泥沙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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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立方米)

00月LL‘亮匕QU,上,上厅‘OU
.

⋯
00J.占月洁户口,曰n乙,�00叹U�U�fl甘八U

‘
任OJOd‘fl

.

⋯
OdCO阳O,1氏口

‘
住LOn口7nOO�,口‘.占,山,山n乙

.

⋯
n甘n�n甘n甘

水阳江 (立城站 )

l 五十年代 ( 1 9 5 4一 1 9 5 8 )

{ 六十年f七

; 七十年代

{ 八十年代 ( 1 0 8 0一1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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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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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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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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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水土流失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森林破坏和水土流失
,

使皖南不少低山租丘陇不是石质裸露便是红 土满山
,

生态环境形成了

又化以逆转的恶性循环
。

气候恶化和水早灾害加剧是最明显 的侧子
。

皖南山区降水丰富而分配又不均匀
,

历米水旱灾害

较多
。

近几十年来
,

由于森林破坏
,

水上流失加剧
,

水旱灾害更是 日趋频繁
。

徽州地区
,

在五 十

年代发生较大洪水 1 次
,

旱灾 2 次
;
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

,

共发生大 的 洪 灾 3 次
,

早 灾 6 次 ;

进入八十年代后
,

已连续出现了 3 次大洪水
。

该区水土流失严重的狱县
,

21 年内有 5 年因梅雨过

分集中而引起山洪灾害
,

有 3 年因梅雨特少而形成
“空梅

” ,

有12 年因降雨过少而引起伏旱
。

非

早即涝
,

几乎年年都有
。

宣城地区水上流失严重的广德县
, 1 9 8 3年 6 一 1 0月竟连 续 出 现 了 2 次

大洪水和 l 次严重的干早
,

实为历史上所罕见
。

另外
,

在灾害日趋频繁的同时
,

灾倩也越来越

严重
。

1 9 5 4年的大水被当时看作是百年未遇的大水
,

但其后短短的20 多年内
,

仅徽州地区的洪水

超过这一年的就有 3 次之多 (表 2 )
。

庄德县1 9 61 一1 9 7。年内
,

因水早灾害使粮食减产的而码为
4

,
4 1 9

.

7公顷
,

而在 1 9 7 1一1 9 8 0年内减产面积竞达8
,
4 7 5

.

6公顷
,

比前 1 0年增加了 1 倍
。

表 2 徽州地区 4 次水灾灾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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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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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的另一严重后果
,

是导致本区河床普遍抬高和湖泊淤浅
。

内河航运在皖南经济发展

和文化交流中曾起过重要作用
。

五 十年代总航程有1 ,

01 9公里
,

但多年来受 泥 沙 淤 积
,

至 今 只

有8 73 公里
,

减少了 1 4
.

3 %
。

象青弋江
、

水阳江和新安江等河床
,

一般被淤高 1一 1
.

5米
,

木 可 全

线和全年通航的主干道
,

现在只能分段通航和季节性通航
。

水阳江在宣城县境内的航 行 时 问和

航程均缩短了40 一 60 %
。

象誓渡节等历史上著名的内河水陆码头
,

目前已完全失去了舟揖之利
。

至于水库和湖泊被淤浅的情况也相当严重
。

族德县曾在花岗岩流失区修建 1 座水库
,

水库尚未竣

工
,

即为泥沙所淤满
。

青弋江
、

水阳江下游的南漪
、

固城
、

丹阳和石 臼等湖泊
,

原有总而积 7
.

12 万

公顷
,

总容积 40 亿立方米
,

历来在防洪中起着巨大的蓄洪作用
。

多年来的泥沙淤积和盲 口!川垦
,

已使湖面减少了25
.

2万公顷
,

湖泊容量减少 12 亿立方米
,

其中
:

固城湖被围垦 60 %
,

丹阳湖实际

已不复存在
。

素称鱼米之乡的水阳江两岸和南漪湖周 围等
,

口前成了洪汾灾害不断的地方
。

水土流失又导致了土壤理化性状的恶化和肥力衰退
,

破坏了土壤资源
。

皖南山区森林植被下

的土壤
,

有机质层厚 20 一 30 厘米
,

低山丘陵区土壤有机质含量一般 2 一 5 %
,

中山区土壤有机质含

量在 5 % 以上
。

但耕作较久
,

水土流失严重的早坡地上
,

整个土壤厚度也只有10 厘米多
,

有机质含

量仅 1 %左右
。

在花岗岩低山丘陵区
,

20 多度的坡耕早地
,

如无任何水土保持措施
,

每年流失的

土壤厚度可达 1 厘米左右
。

故陡坡上开荒
,

一般不要10 年时间
,

肥沃表土便流失殆尽
。

另外
,

:l:

壤砂化是土壤资源受到破坏的另一普遍现象
。

暴雨后
,

坡耕地上细小土粒大量随地习之径流流失
,

地面留下一片砂粒
。

天长月久
,

这种过程使表土含砂最越来越高
。

在花岗岩区尤为突出
, : l: 壤表

层的砂粒和粗粉砂粒 (粒径 > 。
.

01 毫米 ) 含量大都在 70 % 以上
。

皖南山区水早灾害频繁
,

固然同

本区降水和地形特点等因素有关
,
但土壤浅薄

,

上质砂化
,

有机质含量低而结构不 良
,

降低了土

壤蓄水和供水性能无疑也是重要原 因
。

三
、

水土流失的因素分析

降水量大
,

时空分配不均和多暴雨
,

是本区水土流失的主要气候因素
。

如丘陵
、

盆谷年降水量

1 ,

00 0毫米左右
,

黄山
、

古牛降等山地
,

年降水量高达 2
, 3 00 多毫米

,
5 一 7 三个月的降水最占全

年降水量的4 0% 以上
,

多水年份降水量 比少水年份高出 1 倍多
。

祁门
,

黔县等气候资料表明
,

一

年内可 出现 7 一 9 个暴雨 日
。

表 3 资料反映降水量同水土流失关系十分密切
,

表 4 浅明尤以降水

强度影响最大
。

降水强度同水土流失不是成简单的正比关系
,

歇县渔梁站1 9 6 5年 5 月 l 日暴雨
,

降水量 2 01 毫米
,

输沙量达 5
.

5万吨
; 1 9 7 8年年降水量 80 0毫米

,

年输沙量仅5
.

9万吨
。 一

个暴雨 日

输沙量几乎同少水年份的年输沙量相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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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多水年份和千早年份输沙 , 对比

降 水 量 (毫米) 输 沙 晕 (万吨 )

水 文 站 年 份
全 年 最大 日降水量 全 年 最大 日输沙从

款县渔梁站

(新安江上游)

19 65

1 9 78

,

800

8 00

1 9 1
。

0

5
。

9 1

宣 城 站

(水阳江中游 )

1 96 9

1 97 8

,

51 5

7 80

皖南山区地势起伏
,

山地约占全境面积的 55 %
,

丘陵约 占35 %左右
。

所有地面均 有 明 显 坡

度
,

即或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原
,

也大都有 3
。

一 5
“

的坡度
,

这是导致本区水土流失的主要地形因

素
。

一般情况下
,

随着地面坡度和坡长增加
,

水土流失强度会逐渐加剧
。

但表 5 表明
,

由于受到地

面物质组成和利用状况等多种 因素影响
,

皖南山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不是在高中山
、

中山和低山

区
,

而是在高丘和低丘上
。

这些坡地土壤的抗蚀能力大不一样
。

据调查
,

不同岩性上 :I: 壤 流 ;失

强度的琴本顺序是
:
花岗岩区 > 浅变质岩区 > 红色砂岩和紫色砂岩区 > 第 四 纪 红 色 风 化 物 仄

> 石灰岩和石英砂岩区
。

花岗岩和浅变质岩 (千枚岩 ) 在本区分布极为广泛
,

其构成的丘陵和裸

分低山
,

是皖南水土流失最为剧烈的地区
。

特别是花岗岩地区
,

是皖南河流中泥沙的主要源地
。

石灰岩山地 以化学风化为主
,

风化过程缓慢
,

一旦受到倪蚀
,

土壤不易得到新风化物补充而难以

恢复
,

地面 多呈犬牙交错的石质地貌
。

表 5 地貌类型和健蚀强度

地貌类型
绝对高度

(米)

相对高度

(米 )
坡 度 地面物质组成 利用状况

)
浸蚀强度

}

中11 1
、

低 11-

高丘

低丘

缓丘

平原

> 3 5 0 > 2 0 0 > 3 50 花岗岩
、

砂岩等风化物

2 5 0一3 5 0 1 00一 2 00

2 0 0一2 5 0 5 0一10 0

2 5
。

一40
。

浅变质岩
、

花岗岩等风化物

1 5
。

一2 5
。

浅变质岩
、

红砂岩等风化物

1 5 0一2 00 < 50

< 15 0 < 2 0

5
。

一 15
’

第四纪红色风化物

3
“

一5
。

河流冲积物

森林 轻一中

荒地
、

早地
、

森林
‘
l

, 一

强
一

强 烈

早地
、

茶园 中
一

强
一

强烈

早地
、

水〔11
、

茶园 轻一
,

1
,

水 川 轻

上述降水
、

地形
、

岩石等特点
,

均属引起皖南地区水土流失的 白然 因素
,

且仅是一种潜在因

素
。

近儿
一

!
‘

年来
,

使这些潜在 因索成为 现实因素
,

导致水土流失急速扩展
,

主要还足在一定的社

会经济条件
’

卜
,

人们肆意毁林开荒和不合理的耕作活动等所造成
。

建国以来的30 多年
‘
}

, ,

森林授

撼率由60 % 以上减少至 30 %多
,

因此降雨期间地面径流急剧增加
,

地面土壤失去了原有的天然保

护
。

同时
,

毁林又常
一

与开荒联系在一起
,

一般毁林最严重地区
,

也姑开荒最多的 地 区
。

救 县深

渡区原是皖南重要林区
,

建国初期森林覆被率达 68 %
,

至
“十年内乱

”
前减少至42 %

,

到1 9 77 年

只有36 %
,

其后继续受到破坏
,

至今坡耕早地也随着增加了 2 倍 以上
。

森林破坏严重的胜德县
,



解放以来早地面积增加了 3 倍多
。

一般新垦早坡地 尚有如下特点
:

在分布上
,

以高丘和低丘居多
,

坡度普遍较原有耕地为陡
,

如绩溪县伏岭乡和款县华源河流域
,

25
。

以上坡耕早地
,

分别占早 地

总面积的41 %和64 % , 在土壤上
,

以厚度较大
,

易于耕作
,

发育在抗蚀力较低的花岗岩和变质岩

风化物上的为多
;
在耕作上

,

一般较为粗放
,

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
,

一些坡地只种上几年早作作

物便被弃垦撂荒
。

所以花岗岩丘陵地区
,

特别是旱坡地广 泛分 布的地方
,

水土流失尤为强烈
。

四
、

水土流失的防治对策

由此可见
,

水土流失不姑单纯的自然现象
,

而是自然
、

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综合反映
,

足土地

对人们不合理 的利用和过度索取的报复
。

所 以在 皖南山区水土流失的防 治 工 作 中
,

人们如何根

据本区 自然条件特 点
,

遵循山区生产规律
,

克服 自身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存在的问题
,

就显得特

别重要
。

首先
,

在 山区土地资源的开发和经 济建设 中
,

要建立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制定正确而稳定的政

策
,

调整人们 自身 的生产活动
。

自1 9 5 8年后出现的儿次
,

森林大破坏
,

笼极左思潮和政策多变所造

成 的
。

长期来农民对造林缺乏积极性
,

有 1 把锄头造林
, 1 0把斧头砍树

,

存在年年造林不见林的

现象
。

坡耕早地越垦越多
,

越垦越陡
,

越垦越高
,

一定程度上 同粮食供应过紧
,

山仄也喊
“
粮食

自给
”
和

“以粮为纲
”
的口号有联系

,

农业结构上表现出来极端不合理性
。

如徽州地区耕地仅占

全区面积的6
.

6%
,

耕作业产值占了全区农业产 值 的6 4
.

3 %
,

林业)”地 占全 区而积的70 % 以上
,

但产值却只 占6
。

7 %
,

这是同山区多年来存在重农 (种 植 业 ) 轻林的思想分不开的
。

山区资源丰

富
,

但如前所述
,

自然生态系统较为脆弱
,

长期来又未能注意到把资源的开发 同保护结合起来
。

可见 山区建设中指 导思想上存在 的问题和政策上的偏颇与失误
,

姑水土流失
.

最根木的社会原 因
。

痛定思痛
,

要认真吸取过去的教训
。

今天山区的农业生产应坚定不移地实行 以林 为 主
,

多 种 经

背
,

全面发展的方针
。

这既有利 于发挥山区 自然资源的优势
,

又是保护和建设 良好生态系统的需

要
。

为此
,

人们必须把更多的注意力从面积不到本区 20 % 的河谷盆地
,

转移到面积占80 % 多的山

地丘 陵上来
,

在粮食供应政策
、

木材和林副产品收购办法
、

造林奖励和土地联产承包制等方面
,

均应从有利于林业生产发展
。

同时
,

政策要力求稳定少变
,

以
.

增加群众对政策的信任 和保持形势

的安定
。

其次
,

要克服经济社会中的限制 因素
,

切实帮助山区农民解决面临的某些实际l+1 难
。

山区交

通不便
,

文化水平较低
,

信息不灵 ; 特别是经济基础薄弱
,

一

人们对 自然的依赖性强
,

毁林开荒往

往儿一种被迫的谋生方式
。

有些地方积重难返
,

难 以起步
。

目前只有把治山和山区农 民 脱 贫 致

富的措施结合起来
,

水土保持工作才可能取得成效
。

山多地少
,

粮食 不 足
,

原 是 山 区 固 有 的

问题 , 建国以来人 口迅速增加
,

再加城市发展和交通建设侵 占了农地
,

使人地矛盾史 加 尖 锐 起

来
。

徽州地 区 35 年来人 口增加了1 92 %
,

每人平均耕地减少50 %多
。

农民试图通过开荒扩大 耕 地

来解决这种矛盾
,

但因违背了生态规律
,

反形成了越穷越垦
,

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
。

要解决粮食

何题
,

一方面应适当放宽粮食供应政策
,

但最主要的是要提高山区粮食产量
。

山区粮 食 产 量 很

低
,

发展上具有很大潜力
。

宣城地区每年每公顷只产5 , 2 50 公斤左右
,

徽州地区仅产 3 ,

75 0公斤上下
,

而邻近地区多在7 ,
5 00 公斤 以上

。

提高单产的办法
:

一方面要改善水利条件以减少水早 灾 害
,

另

一方面要改良土壤
,
特别是要提高土壤温度和增加土壤氮磷肥和有机质含量

。

能源紧张是山区人们面临的另一实际问题
,

大多数农户一年内缺少薪柴 3 个月左右
。

群众生



活和制茶生产年每年烧掉的树木
,

占山区木材消耗量的5 。% 以上
。

歇县深渡区
,

薪柴儿乎占木材

消耗量的。d%
。

今后随着人民生活提高
、

人
‘

口增长和制茶生产进一步发展
,

能源消耗还会大
彝

加
,

树木将受到更严重破坏
。

解决能源的办法
,

一是节能
,

尽快把热效率只有10 一20 % 的旧式柴

灶
,

全部改造成热效率达2 6
.

4 %的节能柴灶 ; 二是要开源
,

徽州地区如能在现有的27 万多公顷宜林

荒地中
,

营造 10 万公顷薪炭林
,

便可能使能源问题缓和下来
。

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还应大力

发展沼气
,

建立小型电站
,

开发和利用当地丰富的石煤资源等
。

劳力
‘

过剩和资金不足也是山区突出的问题
。

徽州人民在历史上有极好的经商声誉
,

我国东南

沿海有
“
无徽不成埠

”
的说法

,

东南亚也有他们的足迹
。

今天如能鼓励人们外出经商或做工
,

既

能解决多余劳力对当地山场的压力
,

也可改善当地的经济状况和加强同外地的信息联系
。

但最根

本的办法应是广辟生产门路
,

发展以山区资源为基础的地方工业
,
尽快把山区的资源优势变成为

产品优势
,

把产品优势变成为商品优势
。

如建材工业
、

竹木加工工业
、

林副产品加工工业等
,

均

有极好发展前途
。

据黔县1 9 8 2年资料
,

提供 1
’

立方米商品木材
,

要消耗森林资源 6
.

13 立方米
,

大

量枝丫材
,

小料材和一些剩余物
,

基本上均没有很好利用
。

另外
,

皖南的毛竹
、

黄砂等也大都以

原材料向外输出
。

如能对山区丰富的资源开展综合利用和深度加工
,

建立起商品生产体系
,

对安

排劳力
,

发展经济
,

致富山区将起到重大作用
。

以上对策均是针对社会经济状况而言的
。

要保持和建立良好生态系统
,

取得水土保持工作的

预期效果
,

还应有正确的治理方法和各项技术措施
,

如发展生态农业
,

进行立体布局
,

采用合理

的耕作方式和科学的造林技术
,
建立必要的工程措施等

。

水土保持任务较重的县份
,

政府部门应
.

设立一定的专门机构
,

以便协调各部门的工作
,

进行全面的规划和具体的指导
,

也是很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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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业经济结构变化表

年
总产值
(万元 ) }一竺一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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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竺华甲{
一

粤
万
澳下{

} 产值 1 % { 产值 } 书一
~

口塑翌[少卫

副 业

1 98 0 2 8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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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兰⋯兰{二兰{二}兰{州兰
三

一
.

~

里生{尘竺
~

到纠兰兰逻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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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量 +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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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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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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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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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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