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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盘河小流域治理费省效宏

何凤洲 杨宏山 郭天 良 张丙申 胡高纯

(河南省鲁山县水利局 平顶山市水利局 )

提 耍

虎盘河小流域水土流失严重
,

生态失调
,

灾害频繁
,

农业生产水平低而不稳
。

全流域水

土流失面积达 2 5
.

8 平方公里
,

占流域总面积的 9 7
。

3%
。

1 9 81 年该流城被水利电力部治淮委

员会列为治理试 点
。

经过 5 一 6 年综合治理
,

全流域的植被覆盖率 已 达 78
.

4 %
,

明 显地涵

养了水源
,

清水长流
,

生态环境开始 良性循环 ; 总产值和每人平均收入都翻了一番
。

预计到

1 9 90 年
,

累计总 增值将达 4 00 一 5 00 万元
,

为治理总投资的 4 倍
。

一
、

虎盘河小流域概况

地处豫西山区鲁山县土门乡的虎盘河小流域
,

位于淮河水系沙河支流荡泽河的源头地段
,

面

积 26
.

53 平方公里
。

地势南高北低
,

海拔 30 0一 950 米
,

突起山头 49 座
,

山岭 62 道
。

虎盘 河 l主

河道纵贯全境
,

长 n 公里
,

有支沟 34 条
,

毛沟 13 6条
,

支毛沟总长 12 7 公里
。

沟壑密度每平方公

里为 4
.

8 公里
。

地表岩性主要由安山扮岩组成
,

表层土壤多为粗骨褐土
,

含沙多
,

质地疏松
,

呈酸

性反映
,

p H 值 5一 6 。

治理 前
,

森林覆盖率为 16
.

5%
,

林草覆盖度 2 7
.

5%
。

流域 内 有 3个村

计 2
,

0 82 人
,

83 0个劳力
。

人 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78 人
。

有耕地 248 公顷
,

林地 43 6
.

7公 顷
,

荒二山

沟 1
,

8 78 公顷
。

村河路面积 90
.

7 公顷
。

农业生产以种植业为主
,

靠广种薄收
,

历年平均产粮 5 20

吨
,

最好年景只有 16 0万吨
。 1 9 8 0年农业总产值 28

.

2 万元
。

交通闭塞
,

商品生产匾 乏 , 人 民 生

活相当困难
,

常年吃统销粮
,

大多数农户住草屋
,

穿衣破旧
,

部分户温饱艰难
。

流域内水土流失严重
,

生态失调
,

灾害频繁
,

农业生产水平低而不稳
。

水土流失面积达 25
.

8

平方公里
,

占流域面积的 97
.

3% , 土壤年侵蚀模数每平方公里 2 , 。00 一 3
,
500 吨

,

多属中度 到强

度流失
。

流失形式多表现为面蚀
、

沟蚀和泥石流
。

在林草植被稀少的坡面和稀疏柞坡
,

特别是滥

垦坡耕地上
,

面蚀严重 ; 沟蚀多发生在陡坡开荒地和植被少的坡面中下部
,

随着地表径流由小到

大的汇集
,

切沟和冲沟侵蚀不断加剧 , 泥石流主要发生在南半部山势陡峻的地方
。

流域内平均年

流失泥沙总量 7
.

29 万吨
,

冲走有机质 1 , 2 36 吨
,

全氮 53 吨
,

全磷 5 0
.

7吨
。

水土流失不 仅 影 响

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
,

而且也危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

酿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

特别是乱砍滥
伐

、

毁林毁柞
、

陡坡开荒
,

造成暴雨时泥石俱下
,

河道加宽
,

耕地被吞没
,

良田变乱石滩
,

陷入

扒山冲山山越穷的恶性循环之中
。

鉴于上述现状
, 1 9 8 1年

,

该流域被水电部治淮委员会 列 为:洽

理试点
。

二
、

按照自然规律
,

合理布局
,

综合开发治理

根据流域内山高
、

沟密
、

水土流失面积大
,

林残
、

树稀
、

坡耕地多
、

基本农 田 少
、

交 通 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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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
、

收入低的特点
,

确定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
。

以封山育林
、

退耕还林为主
,

建造基本农 田为重

点
,

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
,

实行
“
林满山

,

地下川
,

山脚 沟道造 良田
”
的布局

。

坡面洽理
。

以封 山育林为主
,

提高林草植被覆盖率
。

加强山林管理
,

保护 好 原 有 林 4 00 公

顷 , 点橡补柞
,

加密疏林
、

稀柞坡 6 67 公顷多 , 人工造林和退耕还林 1 ,

00 0余公顷
。

林种配植有
:

山 上大 面 积培育栋类水土保持防护林
,

山腰坡脚营造油桐林和泡桐林
,

同时
,

大力发展柿子
、

核桃和板栗等乡土树种
,

积极引进芋肉
、

桅子
、

红果等经济树种和松柏常绿树种
。

坡脚治理
。

对 1 40 多公顷 2 50 以上的坡耕地退耕还林
,

对 的 多公顷 2 50 以下的坡耕地分期

改造成水
·

平梯田
,

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
。

鉴于安山扮岩母质土壤松散
,

应修筑石砍梯 111
,

田面由坡式变水平
,

采取横向水平耕作措施
,

达到保水保土稳产高产
;
充分利用 田边地埂

,

栽种

泡桐和桅子等树种
,

增加经济收入
。

沟壑工程
。

在支毛 沟营造乔灌草沟头防护林
,

在毛沟内修谷坊 3 ,

0 00 座
,

在支
`
卜沟修建堰坝

2 ,

00 。 道
,

淤地造地 33 公顷
,

配置骨干堰坝和小型蓄水工程
,

提高防洪标准
,

解决灌溉 川 水 问

题
。

这样从沟头 到沟 口层层设防
,

节节拦蓄
,

构成 * 个群体防护系统
。

河川工程与道路
。

修筑 5
,

5 00 米顷河堤堰以控制主河道流向
,

并在两岸营造护岸林带
,

防 :II 洪

水灾害
;
修筑 8 公里简易公路

,

沟通城乡交流
,

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
,

搞活山区经济
。

三
、

改革管理体制
,

加快治理步伐

为 了保质保叹加快治理步浅
,

县乡两级政府在调查研究
、

总结经验教训
、

提高认 识 的 基 础

上
,

确 :.t 把小流域治理作为开发建设山区的战略重点
,

成立 了流域治理指挥部
,

层层 建 认责 任

制 ; 组织农林水务部门协同作
.

戎
,

分片包干
,

进村蹲点
,

现场指挥
,

大力推行户包小流域治理的

承包责任制
。

合同明确现定
:

i陇治理
,

谁管护
,

谁收益
,

长期不变
,

允许继承和转让
,

并做勿有

奖
、

有罚
。

在实行以户承包戎联户承包之后
,

为 了系统治理
,

强调按照总体规划统一部兴
,

介理

布局
,

在主廿业务部门及有关科技人员的指导下
,

按高标准限期治理
,

限朔完成
,

定期孚洲艾
。

四
、

广聚财源
,

加强经费管理

全流域 5 年来共投资 11 7
.

53 万元
,

其 中国家补助 20 万元
,

占 17 %
,

省 地 县 自筹 1 3
.

8 1 万

元 (饮水工程 0
.

81 万元
,

交通建没补助 13 万元 )
,

占 n
.

8 %
,

群众 自筹 8 3
.

7 2 万元
,

占 71
.

2%
。

不算群众自筹款
,

政府给每公顷投资约 1 27
.

5元
。

在总投资中
,

网家和地方补助主要用于种苗和物科购咒
,

集体白筹资金全部用 J
“

工具物料费
,

个人白筹主要是投工折款 (每工 日 1
.

5元 )
。

其中
,

用 于生物措施 3 9
.

2 1 万元
,

占 3 3
.

3% ; 工 程

措施 7 6
.

2 4 万元
,

占 6 1
.

9% ; 间接费 2
.

2 1 万元
,

占 1
.

5%
。

平均治理每平方公里 : l :石 一川 K 造 价

6
.

8 5 万元
。

国家补助经费由县水利局根据治理进度分期拨给乡水电站
,

实行以物代助
,

以奖代助
,

年底

验收结算
;
地方 白筹经费由县财政和主管局联合行文下拨

,

补助方法原是按完成的而 积 平 均 分

配
, 1 9 3 4年 改为分项 赶领补助

,

以拨 款和完戎情况比例升降
,

平衡分配到村
。

村级补助经费
,

绝

大部分用 于种 苗
、

工具和物料开支
。

五
、

依靠科学治理
,

取得丰硕成果

林草建设
。

在管护好原有林的基咄上
,

封 山育林 70 7
.

7 公顷
,

植树造林 55 5公顷
,

栽树 1 1 1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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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株
,

直播造林 3 81 公顷
,

共扩大林地 1 , 6 43 公顷
。

其中
:

水土保持用材林 1
, 1 99 公顷

,

占 73 % ;

经济林 44 4 公顷
,

占27 % ; 加上原有林
,

使整个林地发展到 2 , 0 79
.

3公顷
,

占总面积 78
.

4%
。

新造

林除试种的松树成活较差外
,

其它树种成活率均在 85 %以上
,

而且生长 良好
。

早期栽的泡桐已有部

分长成擦条材
,

新造油桐有的开始挂果
。

封育的次生林郁郁葱葱
,

郁闭度为 0
.

3一 。
.

6
。

试种优 良

牧草沙打旺 1 8
.

4公顷
。

改造耕地
。

原有 25
“

以
`

上坡耕地 14 3
.

4公顷现已退耕 1 38
.

了公顷
,

占96
.

7% ; 2 50 以下的62 公

顷
,

现已初步改造成石坎梯田 24 公顷
,

占应改面积 38
.

6%
。

沟河工程
。

共修建谷坊 3
,

0 5 7座
,

堰坝 2 ,

00 9道
,

顺河堤坝 7 15 米
,

造地淤地 30 多公顷
。

其它工程
。

修筑公路 13 公里
,

沟通 3 个村和 2 个乡的交通进路 ; 兴建 4 处人畜饮水工程
,

解

决 4 6) 幼 21 6人饮水的困难
,

用上了 自来水
。

以土 4 项
,

共计治理面积 1 7
.

16 平方公里
,

占应治面积的 8 1
.

7 %
, :片应 总 而 积 的 1 6

.

3%
。

平均年治理 面 积 3 4 3
.

2 公顷
。

扩大基本农 田 5 4
.

5公顷
,

每人平均 。
.

0 26 公 顷
,

总 动 用 土 石 方

8 9
.

5 2万 立 方 米
,

总 投 工 日5 2
.

5 5万个
。

平均每个劳力每年完成土石方 2 1 5
.

7立 方 米
,

投 工 日

1 2 6
.

6个
,

治理 0
.

4 1公顷
。

六
、

综合开发治理
,

发挥水土保持防护体系的功能

(一 ) 水土保持效益
。

由于调整了土地利用结构
,

恢复和扩大了地表植被
,

增加〕
`

枯枝落叶

层覆盖
,

沟进工程蓄洪拦沙
,

田间工程及水土保持耕作加大了土壤蓄水和渗透能力
,

从而初步拉

制了水土流失
,

涵养了水源
,

其表现是
:

土地利用趋向合理
,

遵循自然规律调整了土地利用结构
,

使之有利习
:

水土保持
。

耕地 由原来

的 9
.

3 %下降到 5
.

3%
,

林地由原来的 1 6
.

5%
,

提高到 7 8
.

4%
,

荒 山疏林和 稀柞 坡 山 70
.

8%降 到

14 %
,

林草植被大量增加
,

对涵养水源
,

保持水土起到明显作用
。

缓洪减沙
。

过去下暴雨
,

随即山洪暴发
,

泥石俱下
,

河水猛涨
。

近年来下同样
`

暴雨
,

因林草

多
,

坡地少
,

地 农植被 己得到改善
,

再加上堰坝截流
,

要推迟一二个小时才见河水徐徐上涨
,

而

且水也洁澈
一

J
`

。

特别是植被较好的上寺沟
、

稻谷沟和头道沟
,

沟道下半节的堰坝因来沙少已撇不

成地
,

靠人工垫土 2 / 3才做成地
。

近沟 口处不少堰内淤土更少
,

甚至空着
。

据测算
,

黎雨径流

削减原径流爪的 50 % 以上
,

泥沙减少 60 % 以上
,

土壤年仅蚀模数每平 1J’ 公里降为 5 00 一 1 ,

20 。吨
,

削减 70 一 80 %
。 1 9 8 2年 7月 30 日一 8月 2 日连续降雨 31 5毫米

,

除老堰坝坍塌外
,

新建堰坝和谷坊

基本完好
。

由于支毛沟治理
,

现在主河迫河床在修公路加大泥沙流失的情况下
,

还比原来下切了 6 0

一 170 厘米
,

部分河段基岩已裸露
。

水源增加
。

林草植被和工程措施把一部分地表径流浸入土层
,

渗入地下
,

转变成地下水
,

使

汛期洪峰削减
。

据调查
,

虎盘河村遮风垛一带
, 1 9 5 8年前森林茂密时有一 处山泉

,

大炼钢铁毁林

变成光山后
,

一直枯竭
, 1 9 8 3年封山育林后至今

,

山泉恢复
,

泉水不断
,

每小时流虽为 。
.

1 8立方

米 ; 叶坪村北注一处山泉
, 1 9 8 3年前每年干枯 3 次以上

,

大早时多达 3 个月没水
,

经过封 山育林

近 3年从未干过
,

每小时流量 。
.

35 立方米 ; 叶坪村水井
, 1 9 8 2年前每年干枯 1一 2 次

,
1 9 8 4年以

来未干过 ; 叶坪和构树庄两处主河道 1 9 8 2年前每年断流 2 一 3 次
,

近儿年没断流过
,

特别是 1 9 85

年麦收前 3 个多月没下透雨
,

依然流水潺潺
。

(二 ) 生态效益
。

大规模地封山育林育草
,

林草植被由原来的 27
.

5%提高到 6 4
.

7%
,

改善了

自然环境
,

促进了生态平衡和生态农业建设
。



自然灾害减轻
。
工 98 0年前

,

这里水灾几乎年年有
,

一年抗旱 2 一 3 次
,

风害 2 次
。

近年来水

灾轻微
,

早灾没有
,

风害减为 1 次
。

如叶坪村
,

原来每年水冲沙压地 5 一 8 公顷
,

种麦前需投工

6
,

30 。个
,
清理泥沙

,

修补堰坝
。

近几年
,
平均水冲沙压耕地只 1 公顷左右

,

清沙
、

补壑仅 投 入

工 9 20 来个
,
构树庄村

,

原来每年需投清沙工 40 0多个
,

近几年几乎没有 水冲沙压地
。

这些现象除

受气侯周期变化影响外
,

流域治理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

野生动物逐渐增多
。

森林生态环境的恢复和扩大
,

为野生动物栖息繁衍提供了食物和场所
。

据调查
,

历史上这里森林茂密
,

鸟语花香
,

后来由于毁林开 山到顶
,
变成了寂寞荒凉的山村

。

随

着综合治理
,

林草增多
,

鸟兽也开始活跃了
。

1 9 8 0年前后
,

这里仅有野猪
、

白迷子
、

兔子
、

猫
、

野鸡等
, 1 9 8 3一 1 9 8 4年陆续发现有豹子

、

羚羊
、

璋子出没
, 1 9 8 5年又 出现了山鹰

、

鸡鹰飞翔
,

鸟

类明显增多
,

真菌类和微生物也相应发展了
,

仅叶坪代销点 1 9 8 5年就收蘑菇30 。多公 斤
。

林 草一

食肉动物一真菌
、
微生物一林草

,

这个食物链正向良性循环和相对的生态平衡方向发展
。

(三 ) 社会效益主要表现
:

1
、

产品种类与数量增加明显
。

粮食生产在 1 9 8 5年退耕 1 38
.

7公顷
,

减少耕地 43
.

4%的情况下
,

仍比叮史最高产量的 1 9 3 0年增加 5 写
,

比治理前的历年平 均 产 量 52 0 吨 增 加 46
.

6 %
。

由 于 公

路修通
,

把厉年来积困在山里
,

甚至烂掉的废物变成产品
,

供应社会
。 1 9 8 5年外运干鲜果 品 15 0

吨
,

橡子
、

橡壳 55 吨以上
,

矿用条悄 35 0吨
,

川杆40 万根
·

” 一
,

使林副产 品增加了 0
.

5一 5 倍 ; 畜牧

业除羊减少外
,

畜禽存栏量增加了 14 一 169 %
,

大牲畜由38 1头发展到 60 3头
,

家禽由2
,

27 0只发展

到 6
,

10 。只
,

商品生产开始发展
,

除粮油肉及部分木料自用外
,

70 %以上的产品供应市场
。

2
、

增殖和蓄存资源
。

据现场多块样地调查
,

5 年生幼龄泡洞林
,

平均每公顷木材 蓄 积 量 48

立方米
,

年生长量为 4
.

47 立方米
,

治理期共营造泡洞林 188 公顷
,

封山育林 70 7公顷
,

现己蓄积木

材巧
,
483 立方米

。

预侧
,

到 1 9 9 0年木材总生长量即达 4
.

13 万 立 方 米
,

按 60 % 出材率计算
,
可出

材 2
.

4 78 万立方米
,

为今后的经济建设贮备了物质力量
。

同时
,

山区经济发 展和产品的增加
,
使

人民找到了新的出路
,

就地吸收了农村剩余劳力
,

既合理利用了人力资源
,

又减轻了社会人口发

展压力
。

此外
,
该流域治理

,

除减少 泥沙
,

削减洪峰外
,

对下游荡泽河
、

沙 河 以至淮河大流域都起到

一定作用
,

对延长昭平台水库及有关水利工程寿命
,

提高灌溉
、

养殖
、

发电等效益也有一定作用
。

(四 ) 经济效益
。

5年来
,

该流域经综合治理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

特别是交 通 建 设 对

开发流域资源
、

迅速提高近期经济效益起到了明显作用
。

1 9 8 5年各业总产值达到了 62
.

5万元
,

比

治理前的 28
.

2万元翻了一番多
,

每人平均产值达到 29 0元
,

比原来 13 6
.

7元增加了 15 4元
,

每 人 平

均收入提高 1倍多
。

通过治理
, 调整了大农业内部用地比例

,

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

使大农 业经济结构的良性发展

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

由下表可知
,
用地比例调整的结果

,

推动了大农业经济迅速发展
,

农业产值虽增长 4
.

4 万元
,

其比例则下降将近一半
;
林牧业迅速发展

,

由原来的23 %上升到 53
.

9 %
,

占主导地位
。

这一变化

说明
,

该流域已由坡耕滥垦
、

广种薄收
,

以娘为主的
“
平面

、

斑状
”
经济结构向开发总体资源

,

实行立体布局
,

多层次
、

多功能的生态经济结构转变
。

各项治理成果的直接经济效益也很明显
。

根据多样调查推算
,

5 年内治理的直接 经 济 效 益

为 16 9
.

7万元
,

占总投资 1 17
.

53 万元的 1 44 % ;
预测到 19 9。年

,

10 年中净增产值将能达到 4 00 一 5 00

万元
,
为总投资的 4 倍以上

。



衣业经济结构变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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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k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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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 i n g 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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