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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
水土保持连通器效应

” (简称
“

E C C
”
效应 ) 是普遍存在的事实

,

其运动的动力源是

由社会生产力决定的社会水土保持
「

1
:

线与由土地水土保持状况决定的土地生产潜力之间的 势

差 , 其运功过 程包括开发
、

破坏
、

濒危
、

建设
、

恢复 5个阶段 ;
J七运 动 形 势 有

“
U刀 型

、

“
鱼钩

”
型

、 “
新月

”
型 3 种

。

可 以利用
“ E C C

”
效应合理调整我们的水土保持战略

,

本文

建议采纳和实施
“
新月战略

, 。

水土保持工作
,

从建国之初
,

就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
,

虽经历 曲 折
,

仍 取 得 巨 大 成 绩
。

30 多年过去了
,

有一种现象使我们感到惊奇
:

在相似的社会条件下
,

原来水土保持状 况 好 的 地

方
,

水土保持水平明显下降 ; 而原来水土保持状况不 良的地方
,

水土保持水平则明显
_

l二升
。

这种

现象的发生
,

似乎有一种力最使水土保持状况好的地方和坏 的地方向一个平均水平靠拢
,

很类似

物理学上液体连通器原理 (而绝非
“
好的愈好

,

坏的愈坏
”

式的两极分化 )
,

我们称之谓
“
水土保

持连通器效应
” (下文简称为

“
E C C

”
效应 )

。

笔者认为
,

这既是一种有意义的社 会 现象
,

也

是水土保持工作重要规律之一
,

影响到水土保持工作战略的许多方面
,

值得认真研究
。

本文拟从

此效应的客观存在
、

运动机理及其与水土保持战略的关系等方面作一浅析
。

一
、

E C C效应的客观存在

因工作之故
,

我们首先是在一个县的范围内观察到 E C C效应的
,

然后又在许多区
、

乡
、

村范

围内得到了印证 ; 又和 已有的国内外水土保持资料相对 照
,

均得到相似的结果
,

肯 定 了 E C C效

应的客观存在
。

1
、

原来水土保持状况最好的围场县坝上地区
,

水土保持水平大幅度下降
。

围场县坝上地区包

括 4 个乡
、

5 个牧场
、

1 个林场
,

面积 2 9
.

7万公顷
,

占围场县总面积的32
.

2 %
,

是滦河 (及辽河支

流 ) 的发源地
。

建国初期
,

这里是
“
风吹草低见牛羊

” 、 “
粘糕不沾土

,

骑马湿裤档
”
的丰美草原

,

基本无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
,

是围场县水土保持状况址好地区之一
,

被誉为
“
塞上明珠

” 。

38 年后

的今天
,

除占该地区 1 / 3 的塞罕坝机械林场外
,

其余 2 / 3 地方 (占围场县总面积的21
.

8 % )均发

生了强烈的逆向变化
: ( 1 ) 草原面积减少 了20 一 30 % (又恰是原来最肥美的部分 )

,

剩下的草

原 中又有 15 一 25 %为退化草原 (重度退化占40 % 以上 ) ; ( 2 ) 草原质量下降
,

草覆盖度由90 %

以上
,

下降到 40 一 50 %
,

草高由 10 。一 1 60 厘 米下降到 30 一70 厘米
,

优质牧草由80 %下 降 到 不 足

5。%
,

单位面积产草量下降了一半 ; ( 3 ) 严重沙化
,

沙化面积 3
.

5万公顷 (占1 7
.

5 % )
。

据 1 9 8 3

年调查
,

在最严重的御道 口乡
, 1 00 平方米以上的沙包

、

沙坑就有 9 50 个
, 1 00 平方米 以下的小沙包

、



抄坑遍布全乡
,

沙化总面积 已达 0
.

67 万公顷 (占乡总面积 1 / 3 左右 ) ; ( 4 ) 水土流 失
,

气 候恶

化
。

由于植被大面积
、

高强度的破坏
,

风助沙势
,

沙助风威
,

生态失调
。

据气象资料记载
,

坝上

御道 口乡年降水量 3 50 毫米
,

最低气温 一 43 ℃ ,

大风天数 69 天
,

最大风速 28 米 /秒 , 而同为坝上 的

塞罕坝机械林场
,

比御道 口海拔高了 30 0多米
,

偏北 70 华里
,

由于植被未破坏
,

年降水量 44 0毫米
,

最低气温 一 42 ℃ ,

大风天数 20 天
,

最大风速 15 米 /秒
。

昔 日的
“
塞上明珠

” ,

已 黯然失 色
,

成为

围场县水土保持状况 日益恶化地区之一
。

2
、

原来水土保持状况不良的大川地方
,

水土保持水平明显提高
。

建国初期
,

许 多 大川地方

植被破坏严重
,

水土保持状况不 良
,

水早灾害频繁
。

但 38 年后的今天
,

多数地方通过封山育林
、

植树

造林
、

农田建设
、

水利工程
、

小流域治理等多种措施
,

水土保持水平明显提高
,

并涌现 出一批水

土保持先进单位
,

如
:
围场县艾林河子乡西沟门村

、

殷家店乡二道河子村
、

龙头山乡龙头山村
、

腰

站乡边墙山村
、

苇子沟乡苇子沟村
、

新拨乡岱尹下村等
,

它们多是在建国初期水土保持状况不 良

的基础上
,

发生 了强烈的逆向变化
,

由坏变好
。

3
、

国 内水土保持状况印证
。

试举两例
:

( 1 ) 五十年代初期
,

我国植被较好
、

水土保持状况最佳的地区是东北 (森林 )
、

西南 (森林
、

草

原 )
、

江南山地 (森林为主 )
、

内蒙高原 (草原 ) ; 30 多年后
,

恰恰是这些地方植被破坏较快
,

水土保持状况大幅度下降
,

下降程度依次为内蒙高原
、

江南山地
、

西南和东北
。

国内资料有许多

这方面的介绍和报道
,

如
:

地处鄂尔多斯高原的伊克昭盟
,

建国初沙漠化面积占该地 总 面 积 的

1 6%
,

到八十年代就增加到 52 %
,

扩大了 2 倍多 ; 位于长江与南岭之间的江西省山区 水 土 流 失

面积五十年代为 1 10 万公顷 (占山区面积 10 % )
,

到八十年代增至 34 5
.

3万公顷 (占 山 区 面 积的
3 2

.

4 % )
,

扩大了2
.

5倍 ; 海南岛热带原始森林由建国初的86
.

3万公顷下降到 1 9 7 7年的 24
.

3万 公

项
,

森林覆盖率降低
,

水土保持水平大大下降
,

水早灾害频繁发生
;
西南金沙江上游和眠江上游

大面积森林被采伐
,

加上中游湖泊被围垦等
,

导致长江变浑
,

连
“
天府之国

”
的四川 自然灾害亦不

断发生 ; 就是在
“
林海

” 之称的东北和西双版纳
,

也感到了森林破坏带米的威协
,

如黑龙江省大

兴安岭南部地区
,

因大面积森林植被破坏
,

给当地气候带来不利影响
。

据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气

象站 1 9 6 9一 1 9 7 7年记录
,

年降水量由 6 12 毫米
,

下降到 38 2
.

5毫米
,

近年常有春早和 伏 早 发生 ;

1 9 7 0年 6 一 7 级大风也没有沙暴和扬沙现象
,

现在 3一 4 级风就发生扬沙
,

等等
。

说 明 这 些 地

方同样发生了强烈的逆向变化
,

由好变坏 (当然程度不同 )
。

( 2 ) 五十年代初期
,

我国植被最差
,

水土保持状况最劣 的地区是华北
、

西北
、

中南
,

有些地方

儿乎濒临绝境
;
30 多年后

,

恰恰是这些地区比较重视水土保持工作
,

取得较大成绩
,

使许多地方脱离

了濒危的险境
,

在治山
、

治水
、

治沙和农田建设
、

小流域治理等方面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
,

并有一批

地方进入了水土保持先进行列
。

如陕西省的榆林地区
,

甘肃省的民勤县
,

河南省的济源县莽河上游

地区
,

山西省右玉县
,

昔阳县的大寨大队
,

平顺县的西沟大队
,

河北遵化县的沙石峪大队等
,

它

们也多是在建国初期水土保持不 良基础上
,

发生了强烈 的逆向变化
,

由坏变好的
。

4
、

世界水土保持状况巡礼
。

( 1 ) 五十年代初
,

世界公认的森林集中分布区是南关亚 马逊

河流域
、

苏联西伯利亚
、

非洲中南部及东南亚等
,

草原集中分布区是北非和蒙古高原等 , 30 多年后

的今天
,

上述地区的水土保持状况都大幅度下降
,

国外有许多这方面的介绍和报道
,

如
:
中南美洲在

1 9 7 5一 1 9 8 0年间砍伐了 1 , 8 40 万公顷的森林
,

导致生态条件恶化
,

带来一系列灾难 ; 1 9 8 3年 洪 水

淹没了 巴西和阿根廷近 1亿公顷农田
,

并造成人民生命财产巨大损失 ; 哥伦 比亚在 1 50 年 内 砍伐

了 1
,

5 0 0万公顷的森林
,

致使 2 00 万公顷土地变成荒漠
,

水土流失面积达 2 ,
0 00 万公顷

,

每 年 约有



21 万公顷耕地颗粒无收 ; 苏联 1 9 5 4一 1 9 6 3年间
,

在哈萨克
、

西伯利亚
、

乌拉尔
、

伏尔加河沿岸
、

北高加索等地滥伐森林
,

盲目垦荒近 6
, 。00 万公顷

,

引起 t’ 黑风暴
”
灾难

,

大面积农 田 受灾
,

有

2 / 3 农耕地受水蚀及风蚀危害
,

早灾发生频度及程度大大增加 , 非洲 19 7 5一 1 9 8 0年共毁林 3
,

7 00

万公顷
,

赤道以北地区有 22 % 的土地受风蚀危害
,

近些年早灾严重
,

造成沉 重 的 灾 难 ; 亚洲在

1 9 7 5一 1 9 8。年伐去森林 1 ,

20 。万公顷
,

东南热带森林减少
,

蒙古高原草原退化等等
,

均造 成 了生

态灾难
。

这些地区同样发生了强烈的逆向变化
,

由好变坏
。

( 2 ) 五十年代初
,

世界植被较差
、

水土保持状况亦较差的是那些人 口稠密
、

工业较发达的

国家
,

如日本
、

英国
、

德国
、

美国等 ; 30 多年后的今天
,

却又恰恰是这些国家比较重视水土保持

工作
,

并有力量去实施水土保持计划
,

使植被恢复的较好
,

水土保持状况改善
。

特别是日本
,

人 口密

度很大
,

却极重视水土保持工作
,

在战后较短时 间内使森林覆被率达到 66 %
,

居于世界先进水平
。

员

然其年降水量有一半是集中暴雨和台风雨
,

但因森林蓄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38
.

3%
,

所以很少成

灾
,

数十年米风调雨顺
,

没有发生较大的自然灾害
。

欧洲的东德
、

西德
、

法国
、

矣地利
、

瑞士等发达

国家的水土保持状况也都有较大改善
,

欧洲发达国家的森林覆盖率29 %
,

远高于亚洲平均价 ( 19 % )

和中国平均位 ( 12
.

7% )
。

朝鲜 (北部 ) 医治了战争创伤
,

使森林覆被率达到 76 %
,

`
,

及视水 卜保

持工作
,

成绩卓著
,

等等
。

这些地区同样发生了逆向变化
,

由坏变好
。

从前述实例中可以看出
,

小至一个县
,

大至一个国家
,

乃至世界范围内
,

E C C效应都是普遍

存在着的
。

这可以归纳表述为
: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

、

生活的发展
,

各地域的水土保持状况有从高

水平向低水平
一

卜降和由低水平向高水平上升而趋向于相对平衡的特性
。

我们称之为
“
水土保持连

通器效应
” ,

简称为 E C C效应
。

二
、

E C C效应机理分析

山于篇幅所限
,

仅结合围场县具体情况作一些简略分析
。

1
、

动力源分析
。

E C C效应的动力源是
:
由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社会水土保持中线与 由土

地水土保持状况决定的土地生产潜力之间的势差
,

这种势差任何时候也不能消失
,

所以 E C C效应

也将会长期的
、

普遍的存在
。

以建国初期围场县情况为例
: ( 1 ) 当时农民刚刚从封建剥削下解

放出来
,

还相当穷困
,

他们渴望通过开发农 田
、

草原
、

森林来提高生活水平
,

由当时社会生产力

水平决定的社会水土保持中线的实际含义是
“
保护农田

,

开发草原
,

利用森林
” ; ( 2 ) 而当时

围场县坝上地区人烟稀少
,

草场丰关
,

接坝地区人烟亦少
,

森林茂密
,

由于水土保持状况 良好而形

成巨大的生产潜力
,

这就形成了坝上地区和接坝地区水土保持状况 向中线下降的势差 (动力源 ) ,

( 3 ) 另一方面
,

坝下地区 (特别是靠大川处 ) 一些地方
,

由于水土保持状 况 恶 化
,

不 但无草

原
、

森林供开发
,

而且直接威胁到农田的利用和存在
,

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
,

形成负生产力
,

这就形成坝下一些地方水土保持状况向中线上升的势差 (动力源 )
。

2
、

社会水土保持中线的形成和变动
。

如前所述
,

一个国家 (地区 ) 的水土保持中线 是 由社

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
,

既是社会生产力
、

生活的需要
,

又是社会人力
、

财力所能够负担的
。

正因

为如此
,

社会水土保持中线不是固定不变的
,

而是随社会生产力发展提高的
。

不同国家之间
,

不

同省区之间
,

不同历史时期之间均有差异
。

以围场县水土保持中线变化为例
: ( 1 ) 解放前是尽

力保护农田和村庄不被山水冲走
,

着眼点是保护农 田
、

村 庄 的撩壕和堤坝 工程
,

其 他 均 无 力

顾及 ; ( 2 ) 解放后不但要保护村庄和农田的安全
,

而且要创 造 使 农 田稳产 (及高产 ) 的水土



保持条件
,

主要着眼点是农 田水土保持建设
; ( 3 ) 目前是维护农业和环境的良好生态条件

,

建立

农
、

林
、

水
、

草综合治理的水土保持体系
,

纳入
“
三北

”
和

“
首都周围绿化

”
工程 ; ( 4 ) 展望

二十世纪末
,

从建立
“
古木兰围场

”
旅游区出发

,

创造更完美的水土保持条件
,

等等
。

社会水土

保持中线在E C C效应中具有重要意义
,

正确决定水土保持中线是水土保持工作重要任务之一
。

3
、

E C C效应运动过程剖析
。

现结合围场县的情况简述如下
。

I (开发 ) 阶段
。

指水土保持中线以
_

L的下降
,

属正常开发利用不可避免
,

如农川
、

草原
、

森林

的合理利用等
。

在此过程中
,

水土保持状况虽然降低
,

但幅度有限
,

容易恢复
,

可换礼较高的经

济效益
。

亚 (破坏 ) 阶段
。

指水土保持中线至水土保持濒危线间的
一

.l’ 降
,

已属不正常过度开发利川
,

应该 (也可以 ) 避免
,

如
:

陡坡开荒
、

森林过伐
、

超载放牧等
。

在此过程中
,

水土保持状况大幅

度下降
,

且恢复困难
,

却只能换米较少的经济效益
,

实为得不偿失
。

l (濒危 ) 阶段
。

指在水土保持濒危线以下 的升降波动
,

已纯属受大 自然的惩罚
,

使人类生产
、

生活面临危险
,

不但没有经济效益而且要偿还大 自然的伎务
,

如农田坍塌荒羌
、

森林消失
、

岩石

裸露
、

草原沙漠化和荒漠化
,

等等
。

对任何社会米说都应该杜绝
,

越快越彻底越好
。

W (建设 ) 阶段
。

指水土保持濒危线至水土保持中线间的上升
,

和 亚 (破坏 )阶段遥相对应
,

址

对 亚
、

l 阶段的补救
,

如农 田治理
、

荒山 (迹地 ) 造林
、

人工种草
、

小流域整治
,

等等
。

在此过程中
,

人们付出大量人力
、

物力
、

财力 之后
,

水土保持状况会逐步提高
,

得到的经济效益却有限而缓慢
,

实际仍然是偿还大 自然的债务
,

实在是
“
早知现在

,

何必当初 ! ”

V (恢复 ) 阶段
。

指在水土保持中线以上的正常水土保持维护过程
,

如农 田合理规划
、

使川
,

营

造护田林
、

护牧林
、

护岸林
,

科学营林
、

科学放牧
,

等等
。

在此过程中
,

人们只需付出有限的人力
、

物力
、

财力
,

结合生产进行水土保持管理
,

即可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

实为水」:保持

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

每一地段都可以归属到前述某一阶段之中
,

一个国家 (地区 ) 各阶段所占的比例标志着水土

保持所达到的水平
。

4
、

E C C效应的运动形式分析
。

实际上
,

每个地块
,

并不是全都经 过 I一 V每个运动 阶段 的
,

由于经过的阶段不同
,

遂形成不同的运动形式
,

主要有以下几种
:

“ U ”
型

。

见图 a ,

即由
“

I + I + V
”
构成

,

不经过 l (濒危 ) 阶段
,

是比较常见的形式
,

如
: a

、

肥沃农 田经 过了水土 冲刷
,

后整修为水平梯田
,

重新恢复为肥沃农 田 ; b
、

茂密的森林
,

经滥伐退化为荒山
,

后经人工造林和科学营林
,

恢复起茂密的人工林
,

等等
。

“
鱼钩

”
型

。

见图 b
,

即由
“ I + 亚 十 l + W ”

或
“ I + 亚 + l ”

构成
,

特点是
,

破坏 到了 兀

(濒危 ) 阶段
,

却难以恢复到 V (恢复 ) 阶段
,

亦为常见的形式
,

如
: a

、

坡地农 田在 水 土冲刷

和坍塌下成为裸石弃耕地
,

已再难恢复成农 田 ; b
、

森林砍伐后未及时更新而成为 岩石棵露的荒

山
,

短时间已难恢复乔木林 , c
、

坝上草原 因过度放牧成为风沙地
,

在短期内不可能恢复成 肥美

草原
,

等等
。

“
新月

”
型

。

见图 c ,

即由
“

I + V ”
构成

,

不但不经过 ! (濒危 ) 阶段
,

也基本上不经过 l
、

.

W阶段
,

是水土保持最理想的形式
,

如
: a

、

农 田边种植边建设
,

保持高标准
“
三保田

” , b
、

森

林边利用边更新
,

保持森林永续利用 ; c
、

草原边利用边休养生息
,

保持草原青春
,

等等
。

从以上运动形式中还可 以看出
,

从理论上讲是有
“

I + 亚 + l + W + V ” 正态
“ U ”

型存 在

的
,

但我们在实践中却难以看到
,

这是因为某一地块一旦下降到 l (濒危 ) 阶段
,

就很难再上升



到 V (恢复) 阶段了
,

且需很长的周期和很大的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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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E C C效应和水土保持战略

1
、

E C C效应是水土保持工作应遵循的基本规律之一
。

首先应看到
,

一个国家 (地 区 ) 应 该

保持 (和可能保持 ) 的水土保持中线是由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
,

既不可放任 自流
,

也 不 是 越

高越好
。 “

水土保持条例
”
所要求的标准要大致和冰土保持中线相吻合 (或略高 )

。

2
、

对 E C C效应的三种运动形式
,

人们是可以选择利用的
。

其中
“

U
” 型和 “

鱼钩
”
型都是对

社会不利的
,

尤以
“
鱼钩

”
型的危害最大

。 “
U型

”
使 I (破坏 )

、

W (建设 ) 两阶段的经济效

益正负相抵有亏
,

形成社会资源空耗
; “

鱼钩
”

型则因水土保持状况降低到 l (濒危 ) 阶段而难以恢

复
,

从根本上破坏了生态平衡
,

围场县坝上地区严重生态失调就是它的直接后果
。

我们应该通过

水土保持管理
,

制止
“
鱼钩

”
型和

“
U

”
型方式 的扩大

,

向
“
新月

”
型方向发展

。

3
、

根据 E C C效应的运动过程机理
,

可以通过水土保持管理对 E C C效应各阶段进行有效 的 控

制
。

其主要方针是
:

( 1 ) 坚决缩小 (至消灭 ) 第 l (濒危 )阶段所占比例
,

方法是
:

阻止第 l (破

坏 ) 阶段向第皿阶段下降和促进第 皿阶段向第万阶段上升 , ( 2 ) 逐步缩减第 I 阶段所占比例
,

方法是
:

阻止第 I (开发 ) 阶段向第 l 阶段下降及促进第那 (建设 ) 阶段向第 V (恢复 ) 阶段上

升 ; ( 3 ) 通过水土保持管理
,

保证农
、

林
、

牧大多数土地在 I 或 V范围内良性变动
,

尽快地摆

脱
“ l 一 工一 W ” 3 个阶段

。

方法是
:

将利用和恢复统一到生产管理之中
,

在利用中恢复
,

在恢

复中利用 ; 做到用最少 的水土保持费用
,

管理最大的土地面积
,

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4
、

我国水土保持战略审视
。

用 E C C效应原理来审视我国水土保持战略
,

至少有以 卜问题 值

得商榷
:

( 1 ) 我国水土保持工作重点放在治理上
,

而没有放在管理上
,

是一大战略失误
。

根据 E C C效

应原理
,

治理只不过是促使由 l 向 W发展
,

或由那向 V发展
,

需消耗大量人力
、

物力
、

财力
,

却只

对少部分土地有效 ; 而管理却可以阻止由 I 向 l 发展
,

或由 I 向 l 发展
,

不需消耗太多的人力
、

物力
、

财力
,

却能对广大面积的土地产生效力
。

重治轻管的必然结果是
:
大流域水土流失

、

小流

域认真治理
,

越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越大
、

越严重
,

事实也正如此
。

如围场县建国初水上流失面魁



为 4 0
.

1万公顷
,

建国 以来至 19 8 0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 5
.

6万公顷
,

新增水土流失面积 18 万公顷
,

纯

增水土流失面积 2
.

1万公顷 , 扛西省水土流失面积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增加 2
.

5倍
,

全国许多地

方大体都是如此
。

( 2 ) 当今之计
,

是将水土保持工作战略重点转移到管理上米
,

保证进入第 I (濒危 ) 阶段的土

地面积小于升离第 ! 阶段的土地面积
,
保证进入第 I (破坏 ) 阶段的土地面积小于升离第万 (建

设 ) 阶段的土地面积
,

才可望水土流失越抬越少
、

越轻
,
使水土保持工作本身进入良性循环或达

到良性生态循环必备的前提
。

( 3 ) 我国水土保持工作的基本战略应该是
:
调动一切人力和财力

,

去化解广泛存在的
“
鱼

钩 ” 型 (及 ,cU
”
型 ) 水土保持运动形式

,

导向为
“
新月

”
型水土保持运动形式

,

可简称之
“
新

月战略
” 。

这种化解过程包含管理和治理两方面的内容
。

( 4 ) 为 实施
“
新月战略” ,

需要做到行政
、

法规
、

组织
、

技术
、

经挤
、

科研等诸方面的准

备
,

其内涵肯定是和原来以抬理为主的战略不尽相同的
,

因已超出本文论述范围
,

故不详述
。

首先
,
我们看到了 E C C效应

,

在宏观和微观上都是实际存在的 , 其次
,

对审视 与 推 敲我国

水土保持战略是有参考价值的
。

但这一理论尚处于初创阶段
,

须进一步发展完善
,

有待我们共同

努力
,

愿本文能起到一个投石间路
、

抛砖引玉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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