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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和营造防护林体系

关系到中下游长治久安

何 乃 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

提 要

据 19跄年统计
,

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已增加到 73
.

9 4万平方公里
,

占总 面 积 的41 %
,

比 1 9 5 7年增加了 1 倍
,

虽然宜昌站测定年输沙量为 6 亿吨
,

但全流域的土壤仅蚀贫可 达 24 亿

吨
,

比黄河 流域严重得多
。

水土保持和防护林体系
,

关系到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

广大

农民的脱贫致富以及改善生态环境的长远利益
,

也关系到中下游广大地 区的长治久安
。

长江是 中国第一大河流
,

流域而积达 180 多万平方公里
,

干流跨
、

}
·

几个省市和 fl治 区
。

流域

内有人 口 3
.

5亿
,

占全国的 2 / 5 ; 除沿海外
,

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扮
。

长江流域的耕地面积2 ,

46 6
.

7亿公顷
,

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1 / 吐
,

而粮食总产从可 占全国

的 4 0一45 %
,

其中水稻产量 占全国的70 %
。

农林产品丰富
,

油菜籽
、 ;址麻

、

蚕丝
、

麻类
、

柑橘
、

茶叶
、

桐油
、

油茶
、

毛竹
、

杉木
、

生猪等均在全 国 占有重要地 位
。

淡水负产从 占 全 国 60 % 以

上
。

长江素有
“
黄金水道

”
的嘉誉

。

干支流通航里程 达 7 万公里
,

约占全国内河 通 航 总 里程的

70 %
,

货运量占全国内河水运觉 的76 %
。

水资源丰富
,

长江年入海水晕达 1 万亿立方米
。

长 江水

量大
,

落差大
,

水能资源极其丰富
,

水力理论蕴藏量 达2
.

38 亿千瓦
。

沿江已经形成武汉
、

上 海
、

重庆
、

渡 口
、

马鞍山
、

南京六大钢铁工业基地
,

全流域钢和钢材产量 占全国总产从的一半
。

机械
、

电力
、

石油化工
、

纺织等工业发达
,

大中小城市密布
。

可 以说
一

长江流域生态经济形势好坏
,

关系

到全国经济的兴衰
。

长江流域经济所以 发达
,

以占全国1/ 4的耕地
,

产出约占全国 43 %的农业总产位
,

是 卜J长江

流域良好的生态环境分不开的
;
而 良好的生态环境又是由于长含I二流域有较多的森林做为生态屏障

而形成的
。

白从 1 9 5 8年 以来
,

长江流域的森林植被经过大办钢 铁
、

大办食堂的滥砍乱伐
,

大 办 粮 食 毁

林开垦
,

重点国有林 区以木材生产为 中心的长期过伐
,

以及近年来集体林区严重滥砍乱伐
,

使森

林资源遭受严重破坏
。

仅以四川省为例
,

建国初期
,

全省森林役盖率将近20 %
,

川西林区达 40 %

以上
; 到七十年代末

,

全省森林覆盖率下降到 12
.

5 %
,

川西地区仅剩14
.

1 %
,

川中丘陵区 58 个县
卜

森林覆盖率仅有 3 %
。

森林在整个陆地生态系统之中起着主体作用
。

长江流域森林破坏
,

必将引

起全流域生态环境恶化
,

表现最为严重的是水土流失 日益严重
,

水早灾害日益加剧
,

从而反馈于

经济
,

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

然而有些人对长江中上游水土流失发展的严重性
,

对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建设的必 要 性 和 紧

迫性仍然认识不足
。

对于长江三峡工程的建设是人人关注的
。

我们可以预言
,

如果立 即建设好长



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
,

制止水土流失
,

三峡工程就可以受到保障
,

为当代和子孙造福
;
反之 ;任其

长江中上游水土流失发展下去
,

三峡工程必将成为子孙后代的一大祸患
。

关心祖国建设的美国籍

华人谢定裕教授 (布郎大学应用数学系 ) 等六位学者著文说得很中肯
: “

近一二
一

{
‘

年来
,

山于长

江上游大量砍伐森林
,

而这种大规模的水土破坏是
4

历史上的新现象
。

这些人为变更难免会彩响流
、

域水性
,

因此水文资料的诊释分析就须特别审慎
。

与这有密切关系的是泥沙间题
。

任何在近年肴

见过长江的人
,

都不免对江水的浑黄感到惊异
,

几乎 以为这是黄河
。

这也是山于近年长江上游水

土流失太多
” 。 “

是不是应先解决上游大量水土流失问题后
,

再进行高坝的建造? 如能这样
,

效

果就会更好
” ( 《科技导报》 1 9 8 6年第 1 期 )

。

一
、

长江流域水土流失严重

水利 电力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 1 9 5 7年统计
,

全流域水土流失总面积约 36
.

38 万 平方公里
,

占总面积的2 0
.

2 %
。

我们于 1 9 8 2年统计
,

全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已经增加到73
.

94 万平方公 里
,

占

总面积的41 %
,

增加了 1倍 ( 《农业经济研究文集》 1 9 8 6年 3 月第 1 版第 1 19 页 )
。

址近水利 电力

部长江上游水土保持调查组调查统计 (见 《水土保持学报》第 1 卷 2 期
“
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和河

流泥沙现状
” )

,
1 9 8 5年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面积达3 5

.

2万平方公里
,

占上游总土地面积的35 %
,

其中侵 蚀 模 数 5
,

00 0一 8
, 0 00 吨 /平方公里的强度流失区 7

.

2万平方公里 ; 8
,
0 00 一1 3

,
5 00 吨 /平方

公里的极强度流失 区2
.

6 万平方公里
, 1 3

,

50 0 吨/ 平方公里以上的剧烈流失区 1 万平方公里
。

水

上流失较严重的强度以上的流失面积占总水土流失面积的30
.

7 %
。

以省计算
,

四川省水土流失址

为严重
,

水土流失总面积达24
.

7万平方公里
,

占四川省土地总面积44
.

8 %
,

占长江上游水土流失

总面积的7 0
.

1 % ;
贵州

、

云南次之
。

按支流计算
,

以长江上游金沙江流域最为严重
,

水土流失而

积达1 3
.

54 万平方公里
,

占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3 8
.

4 % ;
其次是嘉陵江流域水土流失 面积

,

9
.

25 万平方公里
,

占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总面积的2 6
.

3 % ; 山民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4
.

92 万 平 方公

里
,

占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总面积的14 %
。

所以
,

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和建设防护林体系 应 以 金 沙
·

江
、

嘉陵江和眠江为重点
。

二
、

长江流域水土流失和长江河流泥沙的特点

我们曾在
“
论长江有变成第二黄河的危险

”
的论文中述及

: “
长江上游的特点足坡度大

、

火

层薄
、

雨虽大
,

一旦森林植被遭受破坏
,

水土流失 的强度要比黄河流域严重得多
。

这种情况往往

被长江
、

黄河干流输沙量的悬殊差异而掩盖
。

人们常常以长江宜昌站的年径流见为黄河陕县站的

10 倍
,

而年输沙量不到1 / 3
,

便处之安然
。

但是正因为两流域地质
、

土壤条件不 同
,

而泥 沙 输移

的规律也不同
。

长江泥沙输移比较低
,

坡面俊蚀量流入长江干流的 泥 沙 仅 占 1 / 4 左 右
。

址然

宣昌站测定年输沙量为 6 亿吨
,

但全流域的土壤侵蚀量可达24 亿吨以上
。

这样同黄河流域的土壤

仅蚀总量 比较就不相上下
” 。 “长江流域坡陡土薄

,

土层 冲光之后岩石裸露
,

就失掉了进行农业

生产的条件
” 。

因此决不能以长江干流悬移质的输沙量情况来判断长江上游水土流失的状况
。

长江流域水土流失的仅蚀物质
,

首先对山地丘肢的农田造成水冲沙压的严重危害 多 同 时 大

虽粗粒泥沙在上游小型水库塘堰淤积
。

据我们对长江上游塘堰和小型水库的不完全统 计
,

塘垠
6

, 4 92 座
,

合计库容 7 ,
424 万立方米

,

已经淤积4
,
1 48 万立方米

,

淤积量占库容的55
.

9 % ;
小型水

库 1 82 座
,

合计库容9
,

2 34 万立方米
,

已经淤积1
, , 78 万立方米

,

淤积址 占库容 的2 1
.

4 肠
。

这就使

农业生产条件日益恶化
。



长江上游森林破坏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
,

有些支流枯水期流量减少
,

洪水期往往洪峰增大
,

使得洪枯比值拉大
。

例如眠江彭山站观测资料
,

洪枯比 1 9 5 7年以前为 8
.

1 5
,

六十年 代 为1 4
.

“
,

七十年代达 1 5
.

62
,

逐年代拉大
。

加上河流的河床由于泥沙淤积而抬高
,

水库湖泊淤积严 重
,

降

低调蓄洪水的能力
,

从而使洪旱灾害日益严重
。

特别是长江干支流泥沙的特点是推移质数量较大
。

正如 《水库泥沙》 一书中所述
: “

特别是

我国西南地区的山区河流
,

比降较陡
,

悬移质泥沙的绝对量比北方河流为少
,

但推移质泥沙常常

是影响水库综合利用的一个重要问题
” ( 《水库泥沙》 1 9 7 9年 2 月

,

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
。

长江河流泥沙与黄河比较不同之点
,

就是长江推移质泥沙较多
,

据现有资料情况如下
:

千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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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移质沙石占河流总输沙量的比重
,

以眠江最高
,

占2 1
.

7 % ; 其次是汉水
,

占9
.

02 % ; 长江

干流宜昌站占1
.

74 %
。

眠江推移质年输沙量达 2 30 一2 70 万吨
,

都江堰岁修掏挖量很大
,

可达 1 00

万立方米
。

李冰在2 , 2 00 多年前兴建的都江堰
,

很适应推移质沙砾运行的规律
。

建鱼嘴分水堤坝
,

把眠江分为内江和外江
,

用外江排洪和排除沙砾
,

并可调节水量
,

至今仍然造福于人民
;
解放后

还不断扩大其灌溉效益
。

然而在大跃进时期
,

违背河流泥沙规律
,

曾在都江堰上边修建了一条大

坝
,

也曾建了水电站
,

但因河流泥沙问题没有解决
,

甚至对都江堰水利有破坏作用
,

因此不得不

将大坝拆除
,

水电站也报废
。

在河流泥沙中悬移质和推移质之间
,

以及推移质砂石的颗粒大小
,

随着河床比降变化
、

流皿

流速变化有一个变换
。

从长江干流来说
,

一般从上游到宜昌
,

卵石推移质不断减少
,

沙质推移质

不断增加
。

长江干流主要测站卯石推移质年输沙盆

lllll

万万 县 { 奉 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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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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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自唐 日长
“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 泥沙问题的初步研究

” )

宜昌站所测的卵 石推移质
,

处在上游的出口 反而输移量大
,

其原因就是从奉节至宜吕的王峡

区间补给量大于通常状况
。

这说明三峡枢纽的库区正是卵石推移质归槽入江的垂点产沙区
。

沙质推移质寸滩站实测量很少
,

奉节站35
.

5万吨
,

宜昌站8 62
.

7一623 万吨
。



三
、

三峡工程方案中所忽视而又对子孙后代

留下遗患的一大问题

林一山同志多次著文说
: “

经过了葛洲坝工程实践的证明
,

在长江干流同一河段上修建王峡

工程
,

种种基本条件都是相似的
,

不会 发生质的差别
” ; 又说

: “三门峡水库多年运行的实践证

明
,

水库泥沙可 以做到进出平衡
,

长期保持必要的水库库容
,

从而保证水库长期使用
” 。

这也就

是说
,

三峡工程按照三门峡水库改建后对水沙采取
“
蓄清排浑

”
的运用方式

,

就认为三峡 l几程的

泥沙问题已经解决
。

林一山同志就犯了一个生搬硬套的错误
,

没有说清楚三峡工程这样一个作为

长江防洪的重点工程
,

具有防洪库容 一 二 百 万立方米的高坝
,

是同葛洲坝这样的径 流电站有质

的差别 的
;
林一山同志忘记 了长江与黄河的地质

、

水沙情况有质的差别
,

也就是长江推移质沙砾

多
,

黄河都见悬移泥沙
,

三 门峡的经验 在 长 江 就有一半行不通
。

就是说
, “

蓄清排浑
” 的运川

方式
,

在三峡工程方案也是指的悬移质泥沙
,

而对推移质泥沙并没有考虑
,

实际上也无效
。

这样

就产生一个重大问题
,

当三峡大坝超成之后
,

以南京水科院和长江水电科学院对总移质泥沙淤积

的计算
,

运行21 一 30 年水库就淤积7 3
.

88 一77
.

62 亿立方米
; 41 一 50 年就淤积9 6

.

14 一9 9
.

34 亿 :认方

米
; 71 一80 年就淤积1 03

.

05 一 1 1 1
.

37 亿立方米
。

也就足说
,

七八十年后死库容 已将 近被 泥 沙 淤

满
。

80 年之后并不是所谓能达到淤积平衡 (对悬移质泥沙可以这样说)
,

苹本上就可以长期保留

有效库容
,

而是推移质泥沙石砾将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在库区进行积累性淤积
,

并将不断减少有

效库容
。

因为
:

1
、

一致认为建高坝后
,

推移质粗沙
、

卵石不易到达坝区
,

将在库区形成累积性淤积
。

按天

然河道推移质输沙鱿计算
,

每年就要淤积近 1 , 0 00 万吨 ;

2
、

水库形成后
,

库区河床比降减低
,

日趋平缓
,

水流流速减小
,

江水夹沙能力下降
,

原冲

沁质泥沙 中沙粒较粗的部分将变成推移质
,

沙质推移质将几倍
、

几 十倍增加
。

3
、

三峡库区是推移质 l.’6 产沙区
。

当三峡水库蓄水之后还将增加产沙入江童
。

!月为三峡两岸

岩崩
、

沿坡的琴址特别多
。

据四川省地 质局近年实地勘测
,

就有2 03 处之多
,

体积在 1 , 0 00 万立方

米左右爪有30 余处
。

据长办勘测总队的报告
: “

三峡水利枢纽库岸稳定性研究的初步分析
” ( 《

一

二

峡
一

r二程 论文汇编》 1 9 8 7)
,

对 90 处库岸崩塌滑坡体的分析
,

口前正在发展的 占 7 %
,

首水后可能

局部失稳的占20 %
。

这些岩崩
、

滑坡体若遇暴雨或水岸苗水
,

在被淹部份将使抗剪强度降低
,

就

可能再次活动
,

成百上千万立方米的沙石崩滑入江
,

‘

多数将淤积库内
。

4
、

修建葛洲坝 电站时
,

在南津关两岸采取沙石
,

破坏库岸
,

大谕石砾入江
。

三峡工程规棋吏

大
,

所孟填筑的骨料沙石更多
,

如不吸取教训
,

坝址附近料场和库岸必将增加沙石入江 狱
。

上述因索的综合作用
,

当悬移质淤满死库容之后
,

推移质沙石继续淤积
。

那时如推移质仍不

能过坝
,

经过若干年之后
,

有效库容必将淤废
,

那时防洪作川必将逐步减少
,

最后无效
。

再遇特

大洪灾
,

上游洪水水位抬高
,

必将加重贡庆和重庆 以上的四川灾情
;
对下游因防洪库 容 淤 积 失

效
,

大坝更增加险情
,

上下游都可能变成重灾区
,

将留给子孙后代一大祸患
。

四
、

上三峡工程必须首先治山

1 9 8 7年7月
,

钱正英同志在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说得好
: “

长江流域的

流失区是南方山区
,

其特点是水多土少
,

而且人 口密度大
,

很多地方雨大
、

坡陡
、

人多
、

土薄
,



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造成泥石流等各种危害
,

更使有限的土地丧失农业利用价值
。

因此
,

从土地

资源的破坏来说
,

长江流域水土流失的潜在危害甚至更大
,

应当和黄河流域一样引起重视
。

长江

是我国最大河流
,

长江上游地 区是我国的重要地区
,

水土保持关系到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

广大农 民的脱贫致富以及改善生态环境的长远利益
,

也关系到中下游广大地 区的长治久安
” 。

我

们只补充一句
,

长江上游的水土保持也必然关系到三峡工程的长治久安
。

由于三峡工程方案中用
“
蓄清排浑

”
的运行方式对推移质沙石排除无效

,

当建库50 一 8叫「左

右死库容淤满之后
,

对推移质沙石继续淤积的问题缺乏认识
,

也就没有任何消除措施 ; 也就是说
三峡工程方案口前还没有防治的办法

,

但其危害的后果十分严重
,

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心
。

i
‘ , ’

一 防治办法只有加强三峡库区及其上游的水土保持
,

从根本上解决推移质沙石入江对三峡工程

的影响
。

所以
,

上三峡工程
,

首先要先治山
,

才能减免推移质产沙量
,

保证水库有效库容长久运

用 和长远发挥效益
。

水土保持的重点如前所述
,

应在金沙江
、

嘉陵江
、

眠江和三峡库区
,

其措施应 以建设水土保

持林和水源涵养林为主
,

同时结合工程措施
。

而长江上游的水土保持和建设长江上游的防护林体

系
,

则应当坚持综合治理
、

系统建设的原则
,

主要有
:

1
、

要将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开发
、

土地利用与防护林体系建设结合起来
。

首先
,

防护林体

系的建设不能就林论林
,

要从经济开发
、

国土整治的全局来规划安排
,

对土地达到合理利用
,

使

农林牧各得其所 ; 其次
,

要同三峡工程的建设结合起来
,

长江上游的防护林体系是长江水利 电力

开发的保障体系
,

特别是国家重点的水利 电力工程的库茵防护林
,

应当纳入水利电力工程的总体
.

设计
,

统一安排国家投资
。

2 、

防护林体系要与水土保持的工程措施相结合
,

特别是长江上游金沙江
、

山民江等流域都姑

泥石流多发区
,

三峡水库库岸岩崩
、

滑坡体较多
,

只有同工程措施结合起来
,

才 能 达 到 治理效

果
。

3
、

防护林体系的建设要多林种协调配置
。

设计时不仅要考虑生态要求
,

而且要考虑经济要

求
。 2 50 以下的坡耕地要建等高灌木护土带

,

逐步形成简易梯 田
; 2 50 以上的坡耕地当不能退耕

时
,

要施行林粮间作
,

逐步退耕还林
;
植被破坏严重的地 区往往农民烧柴困难

,

就要防护林建设

与薪炭林营造结合起来
;
在坡度小而又土层厚的地方又要与经济林营造结合起来

,

以 求 生 态效

益
、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发挥
。

4
、

防护林体系的建设投资应以国家投资为主
,

因为长江上游水源涵养林
、

水土保持林的效

益主要是社会效益
,

属于公益的性质
。

造林成林之后又不能主伐
,

造林者造林
,

自己得不到劳必

补偿
,

必须通过国家予以补偿
。

5
、

应建立水土保持和防护林建设补偿基金
,

对水利水电的收益应提收水源涵养费
,
对破坏

水土保持的工矿交通等部门
、

集体和个人
,

应征 收水土保持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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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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