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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水土流失日益加剧浙江省的水旱灾害

祁 宗 雄

(浙江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 )

提 要

近年来
,

浙江省水早灾害频繁
,

损失惨重
,

并有 日益加剧的趋势
。

其主要原因是全省生

态失调
,

处于恶性循环之中
。

生态失调的具体表现是
,

全省的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
,

产生许

多恶果
。

搞好水土保持措施主要有严格控制人 口过快的增长和适当的劳务输出 , 用经济效益

高的水土保持模式去代替现有坡耕地和开荒种植办法 , 加强水土保持工作
,

要以小流城或小

水库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 , 开展综合性的科研和试点工作
。

生态失调是导致水旱灾害加剧的重要因素
,

水土流失又是生态失调的具体表现
。

近年来
,

浙江省水早灾害频繁
,

有逐步加剧的趋势
。 1 9 8 7年 7月 27 一 28 日

,

遭受 第 七 号 强

台风暴雨的袭击
,

全省一半面积的雨量在 50 毫米以上
。

南雁荡 山桐溪站的暴雨中心在 1 2小时内降

雨 2 85 毫米
,

使江河和沿海平原的水位迅速上涨
,

受灾涉及 10 个地
、
市

,

43 个县 (市 )
,

受 淹 农

作物面积34
.

3万多公顷
,

成灾 15
.

7万多公顷
,

冲毁压埋耕地 6 , 3 00 公顷
,

倒房 2
.

5万 间
,

死 亡 1 25

人
,

重伤 2 68 人
,
水利工程设施

、

交通
、

通讯
、

电力
、

教育等设施毁坏严重
,

大批中小 工 厂
,
仓

库进水被淹
,

造成停工停产
。

全省直接的经济损失达 5 亿元以上
。

1 9 8 8年 6 月 23 日全省开始不降雨
, 7 月 4 一21 日全省连续高温

,

气温超过 39 ℃以上 , 8 月中

旬受早达到高峰
,

浙北连早 30 天
,

浙中和浙南连早 40 天
,

浙西南的衙州
、

丽水
、

温州
、

台州
、

金

华的一部分县连旱达 60 天
。

据 7 月 25 日统计
,

全省受早面积 5 7
.

8万公顷
,

占全省耕地的 34 %
,

其

中晒 白开裂的有 9
.

3万多公顷
。

局部地区人畜饮水都有 困难
。

1 9 8 8年 6 月中旬的梅雨
,

浙南的丽水地区一带发生洪灾
,

降雨量大于 3 00 毫米的地 区有 l 万多

平方公里
,

龙泉木岱 口 站降雨 4 70 毫米
,

其中 1 小时最大雨量 77 毫米
,

龙泉站最高洪水位超过警戒

水位 1
.

6米
,

龙泉
、

丽水县城郊区进水
,

全省受灾面积 10
.

1万公顷
,

成灾 5
.

3万公顷
,

绝收 2
,

50 。公

顷
,

冲毁压埋农地约 2
,

00 0公顷
,

倒房 3 , 2 92 间
,

死亡 54 人
,

伤 72 人
,
水利

、

电力
、

电讯
、

道路等

设施毁坏严重
。

直接的经济损失 2
。

44 亿元
。

1 9 8 8年 7 月 29 日
,

浙江省沿海受浅层东风扰动云团的影响
, 7 月 29 日晚上至 30 日上午 9 时

,

宁海
、

奉化
、

绍兴
、

新 昌
、

嗓县和三门发生特大洪水
, 1 2小时内降雨量大于 30 0毫米

,

暴雨中心的宁

海县黄坛水库 1 4小时降雨 49 8毫米
, 8 小时降雨 46 8毫米

。

全省受灾面积 6
.

4万公顷
,

成灾 4
.

6万公

顷
,

冲毁压埋 7
,

1 00 多公顷
,

死亡 25 2人
,

伤 2 , 1 85 人
,

倒房 3 。 , 5 41 间 ,
水利等设施毁坏也很严重

。

直接的经济损失 8
.

93 9亿元
。

1 9 8 8年 8月 8 日零时
, 7 号台风暴雨袭击浙江省的奉化

、

余姚
、

上虞
、

峰县
、

绍兴
、

杭州
、

临安
、

安吉等县市
,

风力是 9一 n 级
,

局部是 12 级以上
。

暴雨中心有二个
:
一是四明山区

,

奉化

县牛潭仓降雨 25 0毫米
;
二是天 目山区

,

临安县市岭降雨 2 70 毫米
。

全省受淹面积 1 1
。

5万公顷
,

成灾



1
,

00 0公顷
,

倒房 5
.

4万间
,

死亡 1 62 人
,

伤 1 , 6 64 人
,

水利
、

园林等设施毁坏很严重
。

直接经济损

失 1 1
.

3 2亿元
。

上述 1 9 8 7年和 1 9 8 8年的水早灾害提出 一个严咳位题
,

为什么近年来的水早灾害相互交错而

频繁呢 ? 而损失的程度又有日益加剧的趋势呢 ?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

从自然因素分析
,

它具有

暴雨强度大
、

集流历时短
、

抗灾能力低的特点
,

但是无论有多少客观因素
,

其主导因素应与生态失

调有关
。

我们知道
,

自然界是由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所组成
,

如果生态不平衡
,

这必然引起生态

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失调
,
使物流和能流的正常循环遭到破坏

,
导致产生多种灾害

。

浙江省 ]
.

9 88 年

的早灾
,

其受早地点主要发生在山区和丘陵区
,

这些地区原来的水源是由天然径流供给
,

抗早能

力比较高
,

但由于有些群众滥垦滥伐
,

毁林开荒
,

破坏森林植被
,

致使山地涵蓄水源枯竭
,

天然

径流减少
,

抗早能力降低
。

如龙游县溪 口的灵山江
,

五十年代抗早能力在 30 天 以上
,

现在只有 1 5
·

天左右
。

俗话说得好
: “

寸树斗水丈地湿
” 。

有了林草就能细水长流
,

林草少
,

涵蓄水源不足
,

很

快就会断流
。

所以抗早能力降低与水土流失关系密切
。

此外
,

从 1 9 8 7年和 1 9 8 8年的几次洪捞灾害来看
,

它具有暴雨强度大
,

集流时间短
,

造成洪峰量

加大
,

江河和平原水位迅速上涨的特点
。

这种现象也与水土流失密切相关
。

因为疏林山
、

裸地和

开荒地
,

由于地被覆盖少
,

截 留雨水少
,

必然会产生很大径流汇入江河或平原
,

特别在水土流失

严重地区
,

极易造成洪峰流量加大和抬高江河水位
。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在午潮山林场进行林

内与林外的降雨量和各种水中养分含量的测定
。

1 9 8 8年 8 月林外降雨量为 34 5
.

。毫米
,

林冠下平均

降雨量为2 7 6
.

9毫米
,

林冠截留水量为 68
。

1毫米
,

林冠截留占露天降雨量的 1 9
.

7 4%
。

同时还对各

种水样的养分含量进行分析
,

结果见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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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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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初步测定的数据表明
,

林冠截留的水量是 比较大的
,

同时还带有一些肥分供地表植物吸

收
。

如 1 9 8 8年 7月 29 日的特大洪水就是由于森林稀少
,

使洪峰流量和洪水 总 量 加 大
,

宁海
、

奉

化
、

三门三个县的城郊街道大部被洪水淹没
,

有的深达 2 米以上
,

就是 比较明显的例证
。

随着浙江省人 口 的不 断增长
, 4 , 0 00 多万人 口要吃饭

、

要穿衣
、

要住房
,

80 %农民还要柴烧
。

要解决这个问题
,

迫使人们从扩大耕地
,

提高单产
,

滥伐森林植被等方面找出路 , 扩大耕地就要

围湖围海造田
,

毁林开荒造田 , 提高单产就要大量使用农药
、

化肥
,

污染土壤
,

地力衰退 ; 要柴

烧就得上山砍伐森林植被
。

这就陷入越垦越穷
、

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之中
,

把本来极为脆弱的生

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

造成水土流失
,

外国人称我国的水土流失是
“
大动脉出血

” 。

这也是浙江

省山区和丘陵区今后发展的动向
。

但是另一方面
,

如果人们遵循生态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

严格控

制人 口 的过快增长
,

运用新的科学技术
,

去促进和改善生态系统向着有利于人类的方 向发展
,

制



定正确的政策和找到合理的生产结构去调节农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运用经济杠杆或经济利

益去鼓励人们植树种草
,

保持水土
,

改善生态环境 ; 同时还必须运用法令去制止对生态平衡的破

坏
。

怎样建立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关系以达到生态平衡和生态
、

经济
、

社会三个效益的统一 ? 保持
-

水土乃是获得良好生态环境与提高经济效益的首要前提
。

要建立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

有必要

采取以下措施
:

1
、

严格控制人 口过快增长和适当的劳务输出
。

人 口 增长过快
,

势必加剧对环 境
、

资 源
、

粮

食
、

能源的压力
,

务必实行严格的人 口控制
。

此外
,

浙江省 山丘区农 民中有很多传统手工业和能

工巧匠
,

应组织和启发他们去城市或城镇从事手工业劳动
。

这对保护资源和农村脱贫致富是大有

好处的
。

2
、

用经济效益高的保持水土模式去代替现有坡耕地和开荒种植方法
。

改造坡耕地和开荒地一

般要求退耕还林还果
,

但还不够
,

最好是大量种植适合当地的优质牧草或中草药
,

然后把优质牧

草转化为商品生产
,

要求所产生的经济价值要大幅度地超过用常规种植坡地 的价值
,

引导农民乐

意去改变原来的种植方法
,

使山丘区的生产模式逐步形成一个牧草一鱼一禽一畜一沼气一花果一

庄稼一加工的良性生产循环系统
,

使山村变为既能保持水土
,

又是经济效益高和环境优美的生态

景观
。

3
、

加强管理和保护工作
。

浙 江省地处水热同步
,

光照充足和 自生能力强的亚热带地 区
,

生

物生长迅速
,

更新快
,

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开展封山育林
、

育草
,

它具有花工少
、

投资省
、

见效快的长处
。

封山的关键就是要封得住
,

管得紧
。

要实行定点封山和一支农民的管山队伍
,

同

时还要 以乡村为单元进行群众性的封山
,

并订立严格 的乡规民约等管理制度
。

此外
,

还要实行专

管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
,

建立一支有权威性的水土保持检查员 队伍
,

加强对各地的检查督促
,

做

到谁破坏
、

谁负责治理的原则
。

4
、

要以小流域或以小水库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
。

实践证明
,

小流域 (小水库 ) 的综合治理
,

是防治水土流失
、

提高经济效益和管好用好水库的有效办法
。

例如
:
湖州市郊区风车 口小水库

,

集雨面积 1
.

69 平方公里
,

坝高 13 米
,

库容 27 万立方米
,

水面面积 2
.

7公顷多
。

该水库采 取
“ 以 水

土保持为中心
,

林草为基础
,

养鱼育珠为重点
,

沼气为纽带
,

禽畜
、
农副产品加工为能量转化工

具和增收手段
,

同时以小水库为主体和依托
,

开展横向联系和引进人才
,

初步实现资金
、

物资
、

生态的 良性循环
。

自1 9 8 4年起开发 3 年多来
,

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 1 9 8 7年

创产值 42 万元
,

利润 10 万元
,

产珠 17 公斤
,

鱼 27 吨
,

猪 70 多头
,

鸡 3
,

00 0多只
,

鸭 4
,

00 0多只
,

蛋

2
.

5吨
,

以及林果等
,

安排劳力 50 人
。

5
、

加强综合性的科研和试点工作
。

保持水土模式的建立
,

涉及到多学科
、

多部门
,

不 仅 与

自然科学有关
,

也与社会科学有关
,

所以决不是采取少数的模式
。

应根据 自己 国情和各自的自然

条件
,

因地制宜地创造各种类型的模式
,

如 以农业
、

一

林业
、

畜牧
、

水产等 各业为主的保持水土模

式
,

必须加强综合性的科研工 作
。

目前
,

浙江省建立 7 个水土保持试验站
,

他们的任务就是研究

和探索水土流失的产流
、

产沙等规律
,

并提出各种保持水土的模式
。

为了推广应用这些模式
,

还

初步建立了 10 个保持水土综合治理试点
,

使 已总结出的治理模式得到验证和推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