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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水土流失危害和小流域治理的效益

刘 德

(山东省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 )

提 要

山东省的水土流失危害主要有
:

增大河流的洪枯比
,
土壤肥力降低

、

质地变粗
,
土层变

薄
,

基岩裸露
,

库坝河湖严重淤积
,

洪涝风雹 等自然灾害频繁等
,

加重了居民的贫困
。

小流域

治理
,

减轻了水土流失
,

提高了生态经济效益 ; 提高了土壤肥力
,

增加了农地的产量 , 发展

了商品生产
,

提高了综合经济效益
。

一
、

全省小流域的水土流失情况

山东省山丘地区人口密度大
,

农业活动广
,

土层薄
,

裸岩多
,
是全国有名的土壤侵蚀潜在危

险严重地区 ; 省内黄泛平原风沙区
,
既有风蚀又有水蚀

,

已被联合国环境保护组织列 为 高 度 荒

漠化威胁区
。

水土流失的形式
,

主要是以降雨径流从分水岭到坡面到沟壑的小流域的土壤冲则和

搬运过程
。

这里的小流域
, 主要指汇水面积在50 平方公里以下的小流域

,

它是河道大流域的汇集

基础
。

全省汇水面积 3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道大流域约80 余条
,

发源于 山丘和风沙区
、

汇水 面积

在 3 至50 平方公里的小流域约有 5
,
。00 条

。

由于自然历史和人为不合理因素 的 影 响
,

水 土 流 失

面积达 65
,

10 7 平方公里
,

占山丘风沙区面积 78 %
,

平均每年产生的径流量 2 07 亿立方米
,

每平方

公里径流模数24
.

8万立方米
,

年平均土壤冲刷量达 2
.

8亿吨
。

山丘区土壤侵蚀模 数 2 ,

00 0一5
,

00 0

吨 / 平方公里
,

年平均侵蚀模数为3
,

0 00 吨 / 平方公里 ; 平原风沙区沟谷年泥沙淤 积 模 数 80 0一

3
, 0 00 吨 / 平方公里

,

年平均淤积模数为2 ,

00 0吨 / 平方公里
。

据全省各市地县水土保持普查汇总

资料
,

水土流失给全省人民的生产
、

生活带来的危害
,

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
:

(一 ) 增大了河 流的洪水与枯水流 t 的比位
。

水土流失不断造成土层变薄
,

植被退化
,

地表

径流增大
,

流速加快
,

土壤入渗减少
,

是形成山洪暴发
、

泉源枯竭的重要原 因
。

小清河原是山东

唯一清水常流
、

利多弊少的河流
,

由于山区滥垦
、

滥伐
,

植被减少
,

梯田失修
,

水土流失越来越严

重
,

仅济南市南部山区由于水土流失严重
,

近半个世纪 以来
,

济南市就发生过 3 次 (1 9 4 2年 7 月
,

1 9 6 2年 7 月和 1 9 8 7年 8 月)最大的暴雨洪水灾害
,

其中1 9 8 7年 8 月 26 日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3 一 5 亿

元
。

自从 1 9 7 5年以后
,
又连续出现泉城泉水断流

、

泉池千涸的现象
。

据小清河石村水文站历年水

位流量特征值统计资料
, 1 9 4 9一1 9 5 8年10 年平均最大洪水流量为72 3

.

3立方米 / 秒
,

平均最 小 枯

水流量为 7 2
.

3立方米 / 秒
,

最大洪水与最小枯水流量之比是 6 3
.

2比 巧 1 95 9一1 9 6 8年10 年平均最

大洪水流量与最小枯水流量之比为7 5
.

2比 卜 1 9 6 9年到 1 9 7 9年n 年平均最大洪水流量与最小枯水

流量之比为 71 7
.

2比 1
。

洪水流量与枯水流量 比差逐渐增长
,

反映了水土流失持续发展 山洪 河 道

的径流特征
。



(二) 土城肥力降低
。

全省山丘
、
风沙区每年土壤流失带走的土壤养分

,

相当于41 9万 吨 标

准化肥
,

其中仅从坡耕地上流失的化肥就有 1 65
.

3万吨
,

每公顷平均 4 29 公斤 , 以每公斤化肥可以

增产 3 公斤粮食计算
,

就相当于每年流失粮食 4 9
.

5亿公斤
。

特别是山区的耕地
,

每年施肥不如流失

的多
,

造成土壤肥力愈来愈低
。

据新泰和泅水县土壤普查资料
,

山岭耕地土壤养分调 查 的结 论

是
: “

缺氮
,

少钾
,

严重缺磷
,

有机质极少
” ; 致使山岭耕地有的土壤养分含量

:
速 效氮 少 到

。
.

0 1 %
,

速效磷仅为。
.

02 %
,

速效钾为 25 p p m
,

有机质 0
.

2 %
。

土壤流失的强度
,

也直接 反映到

生产指标上
。

据平邑县在顺坡耕地
、

坡式梯田和水平梯田 3 种耕地上的土壤流失量与土地每公顷

产值的调查
:

顺坡耕地每公顷平均年土壤流失量为8
.

1万公斤
,

产值为2 25 元 ; 坡式梯田每公顷平

均年土壤流失量为4
.

5万公斤
,

产值为4 50 元 ; 水平梯田年平均土壤流失量为 1
.

4万公 斤
,

年平均

每公顷产值为 1 ,
8 30 元

。

可见土壤流失量越大
,

每公顷产值越低 ; 土壤流失越少
,

母公 顷产值越

高
。

(三 ) 土壤质地变粗
。

由于水蚀
、

风蚀都要带走土壤中的细颗粒
,

山东省山丘区地表物质的

组合
,

有56 %的面积属于前震旦纪结晶岩组成
。

在那些称为砂石 山丘的坡耕地上
,

因长期的雨滴

击溅和径流搬运
,

使耕层土壤机械组成不断粗化
。

山地群众历史上有雨后去田间捡石子的习惯
,

是水土流失造成的后采
。

据省科协 1 9 8 2年组织的沂蒙山区水土保持考察资料
,

新泰
、

泅水
、

蒙阴

和沂水等县沙岭地耕作层抽样机械组成分析
,

土壤粒径大于 0
.

1毫米的细粗砂砾含量 占 83 %
,

其

中大于 2 毫米的砾石 占4 0
.

2 %
,

而小于0
.

01 毫米的粉粒
、

粘粒含量仅占2
.

8 %
,

致使土地透风
、

漏

水
、

跑肥
、

怕早
、

怕涝
。

平原风砂 区 20 厘米耕层土壤颗粒含量
,

大于 0
.

01 毫米的粉细砂含货 占83

一87 %
,

而小于0
.

01 毫米的粉粘粒含量只占13 一17 %
,

致使土地瘦冷沙早
,

产量很低
。

全省山岭

砂粒化耕地有 1 2
.

2万公 顷
,

平原流动风沙和半流动风沙面积有 7 3
.

3万公顷
。

(四 ) 土层变薄
。

水力和风力造成的土壤层状 面蚀
,

是土石山区最危险的一种侵蚀形式
。

它

的主要特点是不易发现
,

一经发现往往为时已晚
。

山东省山丘区有80 %的面积处于层状而蚀
、

沙

砾化和鳞片状面蚀之中
,

其中最严重的是集中在
“四坡

” 和 “
两稀

”
的土地上

。

所谓
“四坡

” ,

即顺坡耕地
、

坡式梯田
、

坡地果园和荒坡地 ; “
两稀

” 即郁闭度小于0
.

5的稀林 地
,

覆盖度小于

50 %的稀草地
。

这类土地有26 6
.

7万平方公里
,

占全省山丘
、

风沙区面积的30 %
,

是 全 省土壤流

失集中的地类
,

平均每年冲刷的土层厚度达 3 一 6 毫米
。

以这种速度推算
,

新中IP1 39 年来
,

己经

冲走的土层厚 10 一25 厘米
,

致使有的原来的厚土地变成薄土地
,

薄土地变成了裸岩地
。

全省山于

土层薄不能进行犁耕而依靠叠地种植的耕地面积达 4
.

8万公顷
。

按上述土壤冲刷量计 算
,

新 中国

成立 以来
,

有的流失占原有土层厚度的20 一50 %
。

因此
,

用计算土壤侵蚀速率的方法来评价山东

省某些山丘 区土壤侵蚀潜在危险程度
,

就 全国而言
,

除广西
、

贵州省的部分地方以外
,

可算到了

最严重的程度
。

(五 ) 基岩裸露
。

土壤侵蚀最严重的程度莫过于基岩裸露
,

现有裸露的基岩面积 占地块而积

70 % 以上的称为裸岩面积
。

在山东省山区和丘陵区的土壤侵蚀
、

剥蚀的地貌范围内
,

几乎每年每

地都在不断冲走土壤
,

扩大裸岩面积
。

全省裸岩增加的方式
,

一般是先陡坡后缓坡
,

山地 山顶部

向下退皮
,

丘陵地 由沟坡向岭面推进
,

耕地 由薄土到裸岩 ; 坡耕地变成裸岩的速度
,

在砂石山区

每年平均增加率为 1
.

36 %
,

青石山区每年平均增加率为1
.

93 % ; 整个山丘区裸岩增加的速度
,

鲁

中南地区为 0
.

4 75 %
,

全省为 0
.

2 79 %
。

目前
,

全省 已有裸岩面积 1 6
.

1万 公 顷
,

占 山 丘 区 面 积

2
.

4 %
,

并以每年 1
.

9万公顷的速度在迅速增加
。

如果水土流失这样继续下去
,

预计 10 0年后 全 省

山丘区裸岩面积将增加到35 %
,

其中
,

鲁中南山丘区将增加到 52 %
。

在全国
,

山东省是个人 口密

度较大的省份
,

本来土地与人口的增长矛盾很大
,

随着裸岩的增加和土地的减少
,

将使矛盾更加



尖锐
。

土之不存
,

人将安附
。

(六) 库坝河湖严l 淤积
。

从新中国成立到 1 98 5年
,

全省已建大中小型水库和 塘 坝37
,
5 60

座
,

总库容1 59 亿立方米
。

按年平均大中型水库淤积率。
.

43 %计算
,

每年淤积量为6
,

90 0万立方米
。

发源于 山丘 区的 7 条大河
,

平均每年淤积泥沙” 8万立方米
,

在鲁中南和鲁东的不少 山 洪 河道
,

河底高出两岸农田或接近与两岸农田相平
,

出现落河 田1
.

7万公顷
,

每到汛期山洪暴发
,

严 重 威

胁 山 前 平 原的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 发源于平原风沙区的 8 条大河
,

平均每年淤积泥 沙 3
·

0 00

万立方米
,

现在有的河床淤积严重
,

直接影响行洪
、

排涝和排碱的效益
。

山东省有名的南四湖和

北五湖
,

南四 湖年平均淤积库容50 0万立方米
,

北五湖除东平湖以外
,

其余的马场
、

马踏
、

蜀 山
、

南旺 4 湖已基本淤平为农 田
。

(七 ) 洪旱风毯等自然灾害频繁
。

山东省自春秋战国时期的
“牛山灌灌

” 开始有 水 土 流 失

以来
,

至今 2 0 0 0年 已历尽苍桑
,

平均每年愈来愈多的径流和土壤源源外流
,

致使山丘 区 的 土 壤

水分逐渐减少
,

导致植物群落蜕化
,

动物种群减少
,

小气候与生态环境逐渐恶化
。

如栖霞县的牙

山
,

原有 3
.

3万公顷次生林
,

从清朝 以来基本上仍是个山青水秀
、

林草密茂的天然植物 园
,

每年

有 t’7 2” 场
“
浇花

” ‘

雨
,

一般是大雨不成灾
,

无雨清水流
,

为清水河的发源地
。

在十 年 动 乱 期

间
, 1 9 6 8和 1 9 7 6年在人为和两虫 (松干阶

、

松毛虫) 的危害下
,

成材林被先伐树
,

后刨根
,

砍伐

殆尽 ; 从 1 9 7 7一1 9 8 0年
,

该地连续 4 年遭到暴雨
、

冰雹
、

山洪和干早的袭击
,

给当地的土地和人

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

清水河也变成 了混水河
。

据滕县调查
, 1 5 5 6一 1 9 5 6 年 的 40 0 年 间 和

1 9 5 6到 1 9 8 3年的27 年间
,

早灾由28 年一次变为 4 年一次
,

洪涝灾害由13 年一次变为 6 年一次
,

雹

灾也由23 年一次变为 3 年一次
。

30 多年来
,

全省早灾累计面积
, “

五五
”

期间2 0 1
.

3万公顷
, “

六五
”

期

间 75 5
.

4万公顷
,

也有逐步增加的趋势
。

仅 1 9 8 6年全省就有 1 3
.

7万公顷棉花因早死苗
,

临沂
、

潍坊
、

青岛
、

济宁 4 个地市有3
.

2万公顷小麦因早绝产
。

近十几年来
,

虽然雨量偏少
,

但是
,

在鲁 中南

和鲁东山区几乎每年雨季都要出现些局部暴雨
,

引起山洪暴发和剧烈的水土流失灾害 ; 在平原风

沙区
,

流动和半流动风沙面积占45
.

6 %
,

大面积无植被覆盖的粉沙土
,

每到冬春干早季节
,

早风

大
,

持续时间长
,

有的地 区曾发生过沙埋房屋
,

风沙打坏作物
,

刮走耕作层
。

每年干早季节
,

人

们生存在风沙尘土之中
,

严重影响人民生产
、

生活和身体健康
。

() \) 加重 了居民的贫困
。

山东省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
,

往往也是群众生活水平比较低的

地方
。

鲁中南山丘 区与鲁北平原风沙 区
, 1 9 8 5年每人平均收入分别为 3 00 元和 3 35 元

,

比全省每人

平均收入42 9元低30 %和 22 %
。

其主要原因是
,

科学文化水平低
,

生产经营技术落后
,

水土 资 源

利用不合理
,

广种薄收
,

滥垦
、

滥伐
、

滥刨
、

滥牧
、

滥采等破坏植被的情况还比较普遍 ; 人 口的

盲目增长
,

每年仍 以 1
.

6 %和 3
.

5 %的速度在发展
。

人 口增加
,

缺柴
、

缺肥料和缺饲草
,

加剧 了人

为对自然的掠夺破坏
,

助长了水土流失
。

二
、

小流域治理的主要内容

小流域治理
,

主要是根据当地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
,

因地制宜进行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既考虑到尽快增加当地生产的经济建设和改善群众生活的经济效益
,

也要考虑到富国利民
、

造福

子孙的生态建设和生态效益
,

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

改变过去的单纯为治理而治理不讲经济效益
,

或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不考虑和舍弃生态效益的片面观点
。

具体掌握了以下四个方面
:

(一) 调整好土地利用结构
。

山丘 区和风沙区产生水土流失和贫困的根源
,

在于土地利用不

合理
,

违背了因地种植
、

适地适用的基本规律
,

而是广种薄收
,

单一搞耕垦型经营
,

造成越垦越

穷
、

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
。

这种耕垦经营
,

致使山丘区和平原风沙区耕地面积 占总土地面积 40 一



50 %和 60 一70 万
,

林果草地植被面积仅有 10 一20 %和 3 一 5 % , 形成到处光山 (沙) 秃岭
,

水土

流失严重
。

各地为了扭转这种状况
,
在小流域治理中的基本做法是

:
在山丘区

“
采取了山上陡坡

乔灌草
,

山下沟边基本农田
,

山腰缓坡果园梯田
,

地边堰旁三花三条
,

山沟坝库节节拦蓄
”
的土

地利用模式 ; 在风沙区采用
“四旁林带林网

,

基本农田林农间作
,

沙地沙岗林果草地
,

陡坡崖面

工程措施和生物防护
”
的土地利用方式

。

在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中
,

关键是要搞好墓本农田建设
,

是改变广种薄收为集约经营
,

解决 口粮自给和增加大地植被
,

腾出土地发展多种经营
,

以促进由

粮棉油种植业为主的土地利用结构
,

向粮棉油林果牧渔业全面发展
,

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农工商

联合经济转变
,

由单纯生产原料产品向既生产原料又向原料深加工综合利用转变
,

逐步将水土流

失严重的山区
、

丘陵区和风沙区
,

建成全省果品
、

花生
、

黄烟
、

药材
、

畜牧和木材等出口和产品

加工基地
。

(二 ) 努力增加大地植被
,

提高保持水土能力
。

山东省山丘区和风沙区适宜植林
、

栽树和种

草的面积有3 3 3
.

3万公顷
,

占总面积 40 %以上
,

而现有林果草地面积为 17 6
.

4万公顷
,

其中稀疏幼

林
、

草地面积 70
.

7万公顷
,

占现有林果草地面积40 %
,

现在能起到水土保持作用的实际林果草地

植被率仅有 12
.

7 %和 3 一 5 %
。

因此
,

大力造林
、

植果和种草
,

提高现有植被防护和增产作用
,

任

务相当繁重
。

所以各地在进行小流域治理中采取了以生物措施为先导的指导思想
,

积极营造水土

保持经济林
,

坡面防护林
、

薪炭林
、

用材林和人工草地
,

并大力进行封山 (沙 ) 育林育草
,

提高

现有林粮墓地的覆盖防护作用
,

以改善生态环境和小气候
,

增加经济效益
。

(三) 积极搞好基本农田建设
。

在一般早涝风等自然灾害下
,

仍能保持高产不加盆的农 田称为

基本农田
。

在山东省的山丘地区
,

基本农田是
“
三合一

” 、

水平梯田
、

坝头地
、

灌区的畦田 , 平原

风沙区农田林网内的翻淤压沙
、

放淤压沙
、
围堰平种

、

灌排配套的农田
,

一般产量要求粮食每公

顷产 7 ,
5 00 公斤以上

,

棉花每公顷产 7 50 公斤 以上
。

基本农田建设
,

是山丘区改造坡耕地
,

风沙区

治理飞沙地
,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一项切实有效措施
,

也是治理水土流失的主要方面
。 、,l’山丘区

和风沙区耕地面积46 %的坡耕地和沙坡地
, 3 公顷单产顶不上 1 公顷墓本农田

,

而 8 公顷墓本农

田的土壤流失量也超过不 了 1 公顷坡耕地的侵蚀量
。

(四 ) 加速水资源可利用 t 的保持与开发
。

新中国以来
,

山东省山丘
、

风沙区兴建了近 4 万

座蓄水工程和 2 万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

年平均蓄水量达50 亿立方米
。

保水能力20 亿立

方米
,

蓄水保水量占年平均径流总量的3 3
.

8 % ; 但是从水资源的可开发量与工农业发展和人畜饮

水的需要量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

因此随着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
,
除了增建部分大中型蓄水

、

调

水工程以外
,

小流域治理的主要任务是立足于缓蓄好当地的大气降水
,

使其增加土壤水分
,

渗入

土壤层和地下水库
,

为当地的生产服务
。

这样
,

既减少了当地的土壤
、

肥力流失
,

也降低了下游

河道洪峰
,

为增加枯水流量
,

减少河库淤积和延长工程寿命做出自己的贡献
。

三
、

小流域治理的效益

以小流域为单元的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是实现山丘区和风沙区生态经济良性循环的一项成功

经验
。

山东省水土保持工作早在 1 9 5 0年从沂蒙山开始
,

由于当时的认识不足
,

对于当时华东农业

科学研究所朱莲著
、

蒋德麒同志等水土保持专家
,

在苔沂县 (现在的沂水县) 于沟村制定的以工

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的
“
苇子山综合治理规划试验区

”
的经验

,
没有及时认真推广

,

而是经

历了
“
治沟不治坡

,

重工程轻生物
,

分散不集中
”
的曲折过程

。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省委和省政府十分重视水土保持工作
。

根据历史的经验
,

始终把水土保持做为实现生态良性循环
,

振兴全省经济的一项战略措施来抓
。

省政府成立了水土保持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
,

市 地 县 也都



建立了水土保持机构
,

全省水土保持工作进入了新的时期
。

全省已先后开展了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

1
,
4 91 条

,

几年来已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7
,

33 0平方公里
,

改善水土保持面积7
,

50 。平方公里
。

共 封

山育林育草和造林面积53
.

3万公 顷
,

建果园梯田 13
.

3万公里
,

栽种条草花4
.

5亿墩
,

种草 2
.

3万公

项
,

新整治
“
三合一

” 、

水平梯田
、

坝头地 2 6
.

7万公顷
,

谷坊 30 万座
,

塘坝 5
,
0 00 座

,

增加 灌 溉

面积 8
.

7万公顷
。

据各地的调查和观测试验研究资料
,

已经治理的小流域生态经济效益和社 会 效

益都十分显著
,

具体有三个方面
:

(一) 减少了水土流失 t
,

提高了生态经济效益
。

全省目前治理程度达到 70 %的小流域有6 44

条
,

治 理 流失面积 6 ,

03 5平方公里
。

经过合理配制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
,
对拦截缓蓄 降雨径流都

能起到明显的作用
。

如五莲县学庄水库 (中型 ) 上游的罗圈小流域
,

面积 23
.

7平方公里
, 1 9 7 9年

开始了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到 1 9 8 6年底
,

已营造水土保持林
、

薪炭林
、

经济林
、

用材林等生物措

施8 8 1
.

3公顷
, “

三合一
”
及水平梯 田2 2 5

.

6公顷
,

截水沟 (结合环山路) 9 , 0 00 米
,

千砌石谷 坊

3
,

50 0座
,

浆砌石谷坊34 座
,

塘坝 8 座
,

新增林木草地覆盖率37
.

1 %
,

有 58 %的山岭耕地进 行 了

坡地改梯田的基本农 田建设
,
每人平均有了0

.

08 公顷果园地
。

1 9 8 4年雨季
, 1 小时降雨 90 毫米

,

径

流没有出流域
,

年平均土壤侵蚀模数由3
,
3 00 吨 / 平方公里

,

减少到 1 ,
1 00 吨 / 平方公里

,

每年减

少学庄水库泥沙淤积量3
.

8万立方米
,

使原来 1 00 年就要淤平的中型水库
,

延长到 19 0 年
,

增 加

90 %
。

全流域农业总收入
,
1 9 8 6年比1 9 7 8年增长2

.

13 倍
,
每人平均收入邮 9 78 年的 85

.

6 元
,

增 加

到 42 8
.

3元
,

增加了 4 倍多 ; 1 9 8 6年果品总产量达到40 万公斤
,

银行存款每人平均2 00 元
,

80 %的

农户买了电视机
、

收录机
、

摩托车等中高档商品
。

如青州市原来缺水的南阎小流域原 属 青 石 山

区
, 1 98 1年开始小流域治理 以来

,

采用围山
、

拿堰
、

修窄梯田和栽树植果的办法
,

并狠抓了封 山

养草
,

很快增加了大地植被
,

提高了涵养水源的能力
,

使原来大雨大灾
、

无雨早灾和水土流失严重的

穷山沟
,

达到 了一 日降雨 1 00 毫米水不出沟
、

土不下妈 原来干涸多年的 4 个山泉
,

现在又重 新 涌

水
。

1 9 8 5年每人平均收入62 8元
,

比治理前的13 4元增加3
.

7倍
,

成为全省的水土保持先进典 型
。

近两年来
,

省内外前去参观取经的人数达到 6 万多人次
。

又如费县的桃园
,

原是水土流失严重
、

土光石露
、

每人年平均收入只有80 元的穷山沟
,
他们发扬愚公移山精神

,

采用万筐土造 0
.

07 公顷

田的办法
,

在裸露的青石板上造山植园35
.

3公顷
,

植山植 6
.

5万株
。

19 8 7年山植总产量达 到 23
.

5

万公斤
,

最高每公顷产值达 9 万元
,

全村每人平均收入达 1
,

13 0元
,

比 1 9 8 0年每人平均80 元 增 加

13
.

1倍
。

再如平原风沙区的冠县刘屯村
,

通过整治沙丘
,

营造林果条和四条防风 林 带
,

栽 果 树
,

3
.

4万株
,

锁住了风沙
。

1 9 8 5年收入果品 1 50 万公斤
,

加上工副业收入
,

每人平均达到1 , 3 00 元
。

(二 ) 提高了土壤肥力
,

增加了农地的产盘
。

山东省在小流域治理中
,

始终把建 设
“
三 合

二
”
和水平梯田做为改广种薄收为少种高产多收

,

实现集约经营的突破 口来抓
。

几年来
,

全省整

修的
“
三合一

”
和水平梯 田有 26

.

7万公顷
。

由于采取了
“调整地块

,

深翻整平土地
,

加厚 了活土

层
,

修建地边埂和缓水
、

蓄水
、

排水防冲系统
” ,

建设成基本农 田
,

使土地的蓄水保土保肥能力

比原来的)jM坡耕地和坡式梯 田有了很大的提高
。

据山东省水土保持试验站观测和各地调查资料
,

“
三合一

”
梯田比顺坡耕地

,

在汛期降雨佗05 一49 2毫米的情况下
,

径流量减少50
.

5一 8 3
.

7 %
,

土

壤冲刷量减少 94
.

2一99
.

5男 ; 年平均土壤侵蚀深
, “

三合一
”
梯田为0

.

36 毫米
,

水平梯田为0
.

76

毫米
,

坡式梯田为 3
.

23 毫米
,

顺坡地为 5
.

4毫米 , 40 厘米厚活土层的 土 壤 水 贮 量
,

坡 耕 地 为

5 6
.

7毫米
, “

三合一
”
梯田为 93

.

7毫米
, “

三合一
”
梯田比坡耕地增加水分65 % ; 土壤机械组成

< 0
.

0 01 毫米的粉粘粒含量
,

由坡耕地整成水平梯田
,

随着蓄水保土能力的增加和流失量的 减少

而逐年增加
,

如整修梯 田后一年
,

粉粘粒含量占5
.

4 %
,

二年占7
.

2 %
,

三年占7
.

7 % ; 而大 于 3

毫米的砂粒含量也由一年的40
.

4 %
,

三年的3 8
.

7 %
,

五年的3 1
.

5 %逐年减少
。

土壤含氮是由坡耕



地整成水平梯田后
,

耕层的含量由一年的。
.

06 5 %
,

二年的。
.

07 1 % ,
三年

,

、勺0
.

07 9 %
,

到五 年的

。
.

12 %
。

由于土壤耕作层的土壤水分由损耗到积累的转变
,

引起土壤理化状况变化
,

也使土地的

粮食产量由顺坡地的每公顷产量7 50 公斤
,

坡式梯田的 2 , 2 50 公斤
,

提高
“
三合一

”
水 平 梯 田的

7
,
5 00 公斤甚至再多一些

,

按
“三合一

”
水平梯田每公顷产 7 , 5 00 公斤比坡耕地和坡式梯 ITl 年平均

每公顷产最至少也增加 4 ,

50 0公斤
。

全省 山丘区小流域已整修的 26
.

7万公顷
“三合

、

一”
水平梯 田

,

每年即可增产粮食 12 亿公斤
,

等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全省年平均征购粮 24 亿公斤任务的50 %
。

(三 ) 发展 了商品生产
,

提离了综合经济效益
。

小流域是一个降水汇集的 自然单元
,

也是一

个人类活动的社会经济单元
。

山东省把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开发的资源优势和发展商品生产紧密

结合起来
,

用治理梦1:发促商品生产
,

用商品生产促治理开发
,

结合各种水土保持措施
,

栽植各种

果桑药杂多种经济林草和经济作物
,

走
“
种养加工一条龙

,

农工商综合经营
”
发展商品生产的路

子
,

将治理的小流域变成各具特色的商品生产基地
。

如淄博市淄川区峨庄小流域
, 1 9 8 0年开展水

土保持工作以来
,

儿年内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0 %
,

林草植被率达到80 %
,

每人平均有 0
.

23 公顷林

地
,

0
.

07 公顷果园
,

0
.

05 公顷水平梯田
,

已经是小雨不下山
,

大雨清水流
,

穷山恶水 面 貌 大 改

观
。

该流域对已培殖利用的资源
,

建成了果品加工厂
、

中药厂
、

果酒厂等果品加工从地
,

并按排

就业劳力 1 , 5 00 人
,

使 23 %的劳动力离土不离乡 ; 1 9 8 7年全流域果品总产量达 1 ,
0 50 万公斤

,

加工

产值达 1
,
0 00 多万元

,

加上其它农林牧工业
,

总收入可达74 7万元
,

比治理 前1 98 0年总收入 2 42 万

元
,

增加50 5万元
,

为 6 年来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总投资(包括投劳 )5 5 4万元灼91
.

1 %
。

可 以说
,

小流域治理 6 年后侮平方公里已增加5
.

4万元
,

因此成为淄博市的脱贫致 富 典 型
,

1 9 8 7 年受 到

市政府20 万元的奖励
。

再如沂水县西虎崖小流域
,

原是个每户平均 0
.

32 个光棍汉
、

夏季侮人平均

分麦2
.

5公斤的穷地方
,

从 1 9 8 5年建立新的领导班子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以来
,

到 1 9 8 6年己 治理

水土流失面积 3
.

5平方公里
,

占流失面积 60 %
,

将封山滩收割的山草
,

发展养牛15 5头
,

羊 1 ,
2 00

只
,

兔2
,

00 0只
,

利用新建 25 座蓄水坝的水面养鹅4 , 5 00 只
,

并学会活拔鹅毛技术
,

一年拔鹅毛收

入 7 万元
,

使该小流域初步形成了畜牧商品生产基地 ; 山村面貌大变样
,

每人平均收入从 1 9 8 4年

的8 0元
, 1 9 8 5年的2 00 元

,

增加到 1 9 8 6年的 4 10 元
。

还有平 邑县大埠槐小流域
, 1 9 8 4年每人平均收入

不足 12 0元
。

1 9 8 2年开始小流域治理
,

到 1 9 8 5年共栽金银花 74 万墩
,

植条15 万墩
,

造经济林 13 3
.

3

公顷
,

水土保持林 3 6
.

7公 顷
,

建谷坊 1
,

50 0座
,

蓄水坝24 座
,

塘坝 15 座
,

整地 13 3
.

3公顷
,

共投资

3。万元
,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已达80 % ; 1 9 8 5年每人平均收入达到54 0元

,

比 1 9 8 2年增加5倍多
。

该

流域 1 9 8 5年经济总收入与水土保持直接有关的部分比 1 9 8 2年津增 42 万元
,

比水土保持总投资30 万

元增加40 %
,

治理 3 年
,

平均每平方公里增加收入 3 万元
。

以上经济效益分析
,

小流域治理 3 年后
,

每平方公里可 以增加收入 3 万元
,

6 年后可 达5
.

4

万元
。

若 以每平方公里 6 年后平均增加收入 4
.

5万元计算
,

全省 6 年来 已治理的 6 , 0 35 平 方 公 里

的小流域
,

每年将增加收入可达2
.

72 亿元
,

比最近几年全省每年平均投入水土保持补助费 50 。万

元要多 5 4
.

4倍
。

四
、

存在的主要问题

1
、

小流域治理保护的资源
,

抓转化利用还不及时
,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的增长速度
。

2
、

小流域治理推广的面还不广泛
,

没有形成乡乡
、

村村的群众性活动
。

3
、

有的对小流域治理作用还没有认识
,

资金投入上远 比兄弟省为少
。

4
、

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工作还不被重视
,

至今还是个薄弱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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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r a C t

H a r m fr o m 5 0 11 e r o s io n in S h a n d o n g P r o v in e e a r e s e e n m a in ly in 七h e

in e r e a s e o f r a t e o f f lo o d 七0 d r洛
·
n e s s ,

t h e lo w e r in g o f 5 0 11 fe r 七111七y
,

th e

e o a s e n in g o f t e x t u r e ,
t h in n in g o f 5 0 11 la y e r ,

七h e n a k in g o f b e d r o e k
,

t h e

S e v e r d e P o s itio n in r e s e r v io r , r iv e r a n d la k e ,
th e f r e q u e幻七 幻 a tu r a l d宝s a s -

t e r s lik e flo o d
,

w a t e r lo g g in g
,

w in d a n d h a il
, e e 七

. ,

w h ie h m a k e s th e r e -

s id e n t s m o r e p o o r
.

B u t 七h e h a r n e s s o f s m a ll w a七e r s h e d p r o d u e e s g o o d

r e s u lt s th a 七 5 0 11 e r o s io n 15 li g h te d
,

th e b e n e fi
一

t o f e e o lo g ie a l e e o n o m y

r a is e d
, 5 0 11 fe r 七ilit y i m p r o v e d s fa r m y ie ld r a is e d

, e o m m o d i七y p r o d u e -

tio n d e v e lo p e d
, a n d t h e m u ltiP le b e n e fit s o f e e o n o m y in e r e a s e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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