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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山县雍水河流域巫待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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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岐山县水土保持工作站 )

提 要

雍水河岐山段
,

水土流失和人为破坏
,

对河床两岸造成极大危害
。

加上上游冯家山水库

灌区瓦岗寨的退水渠道
,

在近几年冬春夏灌溉季节下泄剩余流量
,

致使河床两岸遭到淹没
,

断面冲蚀
,

不断发生崩塌破坏
,

农田面积不断减少
。

当地千部群众强烈要求整治
,

但一直无

人来管
。

现在
,

河床不断扩大
,

严重成胁着两岸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

再次呼吁有关部门重

视这个问题
,

尽快协助解决
。

一
、

流域概况

雍水河流域位于岐山县城南七里源南边
,

涉及到孝子陵乡的温家村
、

庵里
、

粉王
、

太慈
、

曹

交陵 5 个村
,

21 个村民小组
,

马江乡的小营和脱家源 2 个村
,

6 个村民小 组 , 河 长 8
,

5 06 米
,

流

域面积 5 4平方公里
,

水土流失面积 26平方公里
,

河床占有面积。
.

2平方公里
,

全河段到横水 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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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处流入玮水河
。

流域内有农耕地 4
,

6 1 1
.

4公顷
,

坡早地 70 9
.

5公顷
,

其中 2 5
。

以上的陡坡地 52 8
.

5

公顷
,

水浇地 3 , 8 68
.

4公顷
,

人工草地 84 公顷 , 总人 口 36
,

89 4人
,

其中农业人 口 3 5
,

78 1人
,

劳 力

z
, 7 5 1个

。

二
、

水土流失危害与人为破坏

根据现场实际调查
,

解放 30 多年来
,

由于没有坚持综合治理
,

忽视了林草措施
,

到目前已形

成严重的人为破坏和新的水土流失
,

致使河流两岸断面产生裂缝
,

不断扩散
,
并相继崩塌

,

河床

加宽并淤积抬高
,

农耕地 面积不断减少
。

截止 1 9 8 7年底
,

已冲毁两岸农田 8
.

8公顷
, 泥沙淤 积 麦

田 1
.

2公顷
,

共计 10 公顷 , 冲毁河堤 26 0多处
,

破坏河床树木 28
,

01 0株
,

每公顷按 2
,

25 0株 计 算
,

可折算 1 2
.

4公顷多 水毁冲断树木 1 , 7 46 株
,

其中
,

直径在 20 厘米以上的成材树木 8 86 株
,

直 径 在

20 厘米以下的 8 60 株 ; 洪水破坏的有 1 6
, 2 64 株

,

直径在 20 厘米以上 的 成 材 树 木 28 0株
,

20 厘米

以下 10 厘米以上的 41 6株
,

未成材幼树 1 4
, 5 68 株

,

果树 (有李子
、

桃树
、

苹果 ) 88 株 , 毁坏生产小

路
、

交通大路和便桥等水工建筑物 36 座 (条 )
,

损坏灌溉输电线路 2 40 米
,

水泥电 杆 8 根
,

冲

毁未收割的芦苇
、

蔬莱及经济作物 2 公顷
,

油菜地和高崖队机动地共 1
.

3公顷
。

据这次初 步调 查

计算
,

共造成经济损失达 5 1
.

4万元
。

加上桥涵等建筑物被洪水破坏
,

两岸 2 00 多公顷的越 冬 作 物

无法来管理
,

86
.

7公顷蔬菜不能按时收获
,

同时
,

也对两岸的群众住宅
、

生产生活
、

交通运 输
、

商品流通
、

经营管理等都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和极大的不便
。

特别是 1 9 8 4年以来
,

每年冬春夏灌 溉

季节
,

冯家山水库瓦岗寨退水渠道以 24 秒立方米流量下泄
,

远远大于雍水河 10 个秒立方米的设 计

流量
,

所 以造成干渠解优
,

河床遭难
,

淹没了农田
,

破坏了河堤
。

三
、

水土流失和人为破坏的原因分析

雍水河流域
,

水土流失与人为破坏之所 以严重
,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

主要有人为破坏的原

因
,

同时
,

也有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很大影响
。

这次调查看到
,

雍水河河床两侧陡坡垦种甚为普遍
,

凡是有土就有人居住
,

有人居住的地方

不管坡度的陡缓均已垦种
。

一遇暴雨
,

陡坡上的泥沙可直接流入河床
。

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停 J卜陡

坡地垦种
.

,

已垦种的陡坡地要立即退耕还林还草
,

搞好河床两岸的水土保持绿化、

(一 ) 人为破坏的恶 果
。

在五十年代
,

该河床断面基本规格良好
,

无重大破坏
,

只是一些转弯

处有轻微冲刷 ; 但在八十年代由于大量的基本建设
,

部分群众任意在河床内取沙
、

掏石
,

将河流引

入另一处
,

例如孝子陵乡温家村
、

粉王村
、

庵 里村
、

曹交陵村和马江乡小营村源西沟
。

这一带
,

河床由原来的 14 米
,

增加到现在的 68 米
,

破坏最为严重
,

损失越来越大
。

同时
,

河床在老上从础

上
,

两岸植被好的断面
,

一几不崩塌
,

二尤不流失
,

因此
,

河床转弯处与植被较差的断面和被破

坏的部位
,

由于洪水上涨受水流的影响
,

冬季冻
,

春季融
,

首先是河堤容易崩塌
、

下溜 ; 二是水

土流失严重
,

人为破坏加剧 ; 三是河床抬高明显
。

(二 ) 雍水河流域 多年来降雨不均
,

界雨集中
,

强度大
,

来势猛
,

河水上涨
,

冲蚀严盆
。

全流

域多年平均降雨量虽然偏少
,

但 7 一 9 三个月雨量集中
,

多大雨
、

暴雨
,

多年平均降水量占年降水

量的 46
.

3 %
,

日最大降水量为 96
.

8毫米
,

形成沟蚀和重力侵蚀
,

暴雨往往造成洪水
,

所以沟蚀
、

片蚀
、

面蚀程度都比一般降雨情况下的土壤侵蚀量大
。

每年 6一 9 四个月全流域夏 田作物开始收

割
,

耕地裸露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70 %
,

强烈的暴雨对地面冲刷作用极大
,

特别是农耕地的二上肥

流失更为严重
,

部分坡耕地每年每平方公里的土壤侵蚀模数大于 2 万吨
。

( 三 ) 地形复杂
,

沟密玻陡
,

易于流失
。

据陕西省有关资料
,

雍水河流域的土质为黄土
,

但



黄土地区 5
“

以上的坡地
,

即发生沟蚀
,

25
。

以上的坡面沟蚀更为强烈
, 4 5

’

以上 陡 坡 可 发
’ 仁沿

坡 , 在其它条件相 同时
,

一般地面坡度愈大
,

径 流速度愈大
,

水土流失量愈大
。

( 四 ) 全流域及坡耕地黄土 中细沙含蟹多
,

粘土含 t 少
,

抗蚀力弱
。

据土壤普查资料
,

’

该流

域内土壤以黄土为主
,

其次为红土
,

质地疏松
,

土壤团粒结构差
,

内聚力小
,

有机质含员较低
。

因黄土和红土理化性质不 同
,

在地形
、

降雨条件相同时流失程度不一
。

参照外地沟道中黄土荒坡

和红土荒坡测验资料分析
,

黄土 比红土年佼蚀模数大 1 / 3 ,

径流深小 1邝
,

特别是雍水河岐山段
,

土壤中夹有大童的钙质结核
,

柱状或垂直节理发育明显
,

因此
,

与北部源 区土类相比较更容易产

生侵蚀和流失
。

(五 ) 由于受成土母质的影晌
,

天然植被差
,

建国后虽经发动群众造林种草
,

但 保存 率 不

高
,

森林草地稀少
,

植被率低
。

据陕西省有关水土保持资料
,

一般林地可拦蓄径流 40
.

8 %
,

减少

泥沙流失 6 6
.

2 % ; 草地可拦蓄径流 4 7
.

2 %
,

减少泥沙流失 7 7
.

2 %
,

所以河床两岸植被稀疏井雍水

河流域水土流失的一个主要原因
。

详细情况如下图所示
。

雍水河岐山段水土流失和人为破坏示意图

四
、

对今后治理工作的几点建议
1

、

县水利水土保持局和县林业局
、

水土保持站协商
,

采取 国家投一点
,

村组众一点
,

群众筹一

点的集资办法
,

立即采取治理措施
,

对雍水河南北两侧陡坡耕地要停止耕种
,

做到退耕还林还草
。

从现在起要制订出治理规划
,

统一部署
,

统一行动
,

搞好河床两侧的绿化和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

并且由县林业站
、

水利工程队牵头
,

水土保持站配合成立规划治理办公室
,

利 ) IJ 3
一

5年的时间
,

将两岸 2 60 多处险段全部砌石 , 又结合河滩造 田搞好工程治理措施
,

需种草种树的地段
,

要 搞 好

生物措施
,

做到降雨不下坡
,

淤泥不进河
,

就地拦蓄
。

2
、

雍水河上游瓦岗寨退水渠道
,

要做到定母退水
,

有计划的退水
。

这样使
_

卜游排水
’

l了游安

全
,

也可避免洪水的灾害和新的水土流失发生
; 同时

,

也可以利用退水资源扩大河床灌溉面积
,

除害兴利
,

为农业生产服务
。

3
、

尽快发展河流两岸的森林植被
。

据不完全统计
,

雍水河河床两测及两岸坡面森林稀少
,

且多为幼林
、

疏林
,

远远不能起到涵养水源
,

保持水土的作用
。

如孝子陵乡温家村一带
,

授盖率

为 3 一 5 %
,

现有林 5 一 10 %左右
,

而且分布不均
。

据有关调介资料
,

在暴 雨 期 间 ( 7一 9 厂三个

月 )
,

5
。

以上的坡耕地
,

每公顷冲刷土壤 90 立方米左右 ; 5
。

一 10
。

的坡耕 地
,

每 公项 冲 刷 上

壤 1 95 立方米 ; 1 0
。

一 1 5
“

的坡耕地每公顷冲蚀土壤 2 25 立方米
。

由于森林植被不断遭到破坏
,

水土



流失日益加剧
,

特别是孝子陵乡温家村和庵里村紧靠河床的村组
,

水土流失面积越来越 大
,

每年

河床淤积抬高 5一 10 厘米 以上
,

比五十年代增加近 2 倍
。

因此
,

建议河床两侧及南北坡面大力开

展种树种草
,

搞好两侧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作
,

尽快恢复森林植被
。

这样既可防治水土流失
,

又

可创造一个 良好的生态环境
。

综上所述
,

水土流失是一 种客观现象
,

而保持水土是人类和大自然的一场斗争
,

只有尊重科

学
,

努力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
,

采用工程措施
、

生物措施和农艺措施相结合
,

使地形
、

土壤
、

植

被条件不 断改善
,

才能逐步达到控制水土流失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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