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缈鱼翔塑
_

, ,

二
。 _

.

拼土母族禅担 _ 二 v 外.8 封9碑
1 9 吕谷牛 “ 月 0 U l l 6 石 I n 0 1 西 0 1 1 a n Q W a 石 s r U o n s e r V a 石1 0 n U e C 一 , 1习吕吕

人为水土流失的危害及其法洽手段

赵 绪 楷

(山东省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 )

提 要

由开矿
、

筑路
、

修渠
、

建厂
、

建水电工程
、

引黄泥沙和毁林开荒
、

陡坡耕种等造成的人为

水土流失
,

是非常严重的
。

它的危害主要有
:
土层变薄

,

地力下降 , 淤积水库
,

抬高河床 ;

污染环境
,

破坏生态
。

防治措施
,

首先是加强法制
,

依法管护和治理 , 第二是保护和提高大

地植被 ; 第三是严格执行有关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的法规 , 第四是因地制宜
,

综合治理 , 第

五是综合利用
,

减少堆积 , 第六是制定采犷和基建毁地的垦复措施
,

包括农业垦复
、

林业垦

复
、

水源垦复和综合垦复
。

山东省矿产资源丰富
,

种类繁多
,

主要金属矿有金银铜铁铝锌等多 非金属矿 有 金 刚 石
、

石

英
、

磷
、

石棉
、

滑石
、

耐火粘土
、

石灰石
、

大理石
、

花岗岩等 ,煤矿储量居全国第 10 位
。

随着国民经济体

制改革的深入发展
,

工矿
、

交通
、

建材
、

勘探
、

乡镇企业等迅速发展
,

对振兴山东经济起了重要

作用
。

但由于人为因素的影响
,

水土流失 日益加剧
,

后果严重
。

本文根据全省各市 地 开 矿
、

采

石
、

修路
、

建厂和其他生产建设的调查统计资料
,

综述全省人为造成的水土流失和防治措施
。

一
、

人为水土流失现状

据 1 9 8 6年底调查统计
,

全省共有 3
.

1万多处开矿
、

采石点
,

占地 4
.

4万公顷
,

年开采量 3
.

4 万

吨
,

年产尾矿
、

尾沙 5
, 1 77 万吨

,

每年流入
、

倾入河道和水库 2
,

2 59 万吨 ; 新修铁路 6 1 8
.

7 公 里
,

环 山路 4
.

2万公里
,

加上原有乡村土沙道路 10
.

5万多公里
,

共占地 n
.

6公顷
,

年流失 土 壤 8 52 万

吨
,

平均每公里流失 5 5
.

9吨 ; 建厂和其他生产建设 5
.

1万处
,

年流失土壤 1
,

59 4万吨 ; 另有陡坡垦

殖和毁林开荒 4
.

3万公顷
,

年流失土壤 33 7万吨 ; 破土堰种植 4 万公顷
,

年流失土壤 25 8万吨
。

以上合计
,

每年流失土沙 5
,

30 0万吨
,

约占全省总流失量的 1/ 4以上
。

而山东省 1 9 8 6年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 1
,

6 00 平方公里
。

根据全省典型小流域治理前后加权平均
,

算得减少的土沙流失 量
,

仅拦蓄 5 35 万吨
。

这种边治理边破坏
,

人为水土流失量超过治理面积减少土沙流失量 10 倍的现状
,

绝不能掉以轻心
。

二
、

人为水土流失的主要表现类型

( 一 ) 开矿
、

采石
,

对废弃的固体物缺乏拦蓄储放措施
。

山东省开矿
、

采石存在的突出问题
,

是面广
、

量大
、

渣多
。

除大型工矿企业外
,

绝大多数地方和单位
,

尤其是乡镇企业
,

生产中缺少

统筹规划
,

急功近利
,

乱开
、

乱采
,

随意占压植被
,

破坏地貌 ; 任意将废弃的土 石 沙渣
,

沿 沟

道
、

河谷
、

库塘和山坡倾倒
,

对废弃的固体物没有采取拦蓄储放措施
。

如采金业居全 国之首的招远



县
,

采金 口有 3 n 个
,

年弃沙量为 1 3 3
.

6万吨
,

全堆积在山坡
,

占压树草达 1 6 6
。

4 公顷
。

另 外
,

全

省煤歼石堆积量已达 1
.

3亿吨
,

全无拦蓄储放措施
,

任其流失
。

与此同时
,

全省的采煤业没 有 统

筹兼顾进行塌陷地垦复
,

使原有地形
、

植被和自然景观遭到破坏
,
导致土地在空间位置上变形和

塌陷
,

塌陷地 已达 1
.

3万公顷
,

塌深一般 2一 4 米
,

最大 达 6 一10 米
。

据推算
,

今后每年仍 以 0
.

1 7

一0
.

2万公顷的速度递增
,

加剧了新的水土流失
。

( 二 ) 新修铁路对废弃的裸露面缺乏垦复措施
。

山东省 新 建 的充 ( 州 ) 石 ( 臼 港 ) 线
,

荷

(泽 ) 新 (乡 ) 线路等
,

铺路用的土石
,

主要从两侧挖坑采取
,

或开山劈崖
,

弃土就地堆放
,

开挖

的裸露面未有保护又无垦复措施
。

如充石线首南县段长 58 公里
,

其中筑方段 23 公里
,

两侧土石坑
7 3个

,

占地 4 公顷多
,

未有恢复植被的占总面积的 98
.

5 % ; 挖方段长 1 1
.

2公里
,

恢复植被的仅 占

总长度的 1 0
.

7 %
。

菏新线菏泽市段长 50 公里
,

两侧土坑占地 21 1公顷
,

任其大量流失
、

冲刷
,

蚕蚀
、

耕地
。

( 三 ) 环山路和乡村道路排水设施差
,

管理不兽
。

近几年
,

乡村土沙路和环山路发展较快
,

特
-

别是环山路多是 1 9 8 2年以后民办公助或村出义务工
、

基建工修建
,

, 般标准低
、

质量差
,

而且缺乏

必要的桥涵和排水沟
,

不仅原有的排水沟系 已打乱
,

而且弃土堆积
,

修后又无专人维修养护
,

再

加挖土部位缺少水土保持措施
,

导致路面
、

路基的沟蚀和面蚀相当严重
,

甚至坍塌
。

如沂南县孙
.

祖乡高庄至王家峪 5 00 米长的路段
,

去年一场大雨
,

路段被冲割成 24 米
、

12
.

5米
、 8

.

4 米
、

1
.

6米

的 4 段
,

冲走土沙 8 , 0 00 立方米
,

同时桥被冲垮
。

荣城县崖西乡
,
在长 1 公里的筑方 段

,

挖 坑 取

土 3 处
,

造成的裸岩
、

裸沙面积 l
,

2 00 平方米
。

( 四 ) 兴建厂矿窑
,

对遗弃和废弃的土沙和灰坑
, 不能及时改造利用

。

砖瓦
、

沙料
、

陶瓷
、

耐火材料
、

石子加工厂等建材厂和电厂的数量不断增加
,

规模不断扩大
,

造成的裸露面和取土取

沙场和灰场
,

任其荒废
,

势必增加土沙流失量
。

据统计
,

菏泽地区砖瓦窑场 2 , 8 17 处
,

占地约 2 万

公顷
,

仅改造利用。
.

1万公顷
。

济南近郊的长清县
,

由于河床黄沙资源枯竭
,

逐渐向河 岸
,

堤 防

扩展
,

甚至在耕地上剥皮挖沙
。

自1 9 8 2年以来
,

因挖沙废弃土地 12 0公顷
,

其中耕地 80 公顷
。

枣

庄市每年烧粘土砖
,

废弃的土坑就达 1 00 公顷
。

莱芜电厂 自1 9 8 5年 10 月煤灰坝淤平后
,

每年 通 过

沟道流入下游中型水库的粉煤灰就有40 万吨
。

( 五 ) 水利工程配套差
,

损坏严孟
。

据统计
,

荷泽地区有大小河道 34 4条
, 7 44 个支流入 口 ,

已做防冲工程的只有 24 4个
,

其余支流入 口
,

任其冲刷
。

全区主要河道堤防 48 条
,

已绿化 1 , 3 9 5
.

3分

公里
,

尚有 5 0 2
.

7公里没有绿化
,

而且整个堤防因管理不善
,

破堤
、

平堤造田
、

堤上建窑时 有 发

生
,

造成堤岸残缺不全
。

阳谷县在金堤河大堤上扒 口 72 处
,

总长 3 , 2 53 米
,

取土 5
.

34 万立 方 米
,

在金线河堤扒口取土 13 处
,

总长 5
,

3 56 米
,

取土 10 万余立方米
。

冠县沟渠工程不配套
,

在主 要 沟

渠上有口 19 0多处
,

造成水土流失面积达 1 30 多公顷
,

最大的沟口 已达 2 公顷多
,

同时破堤种植达

2 5 2
.

3公顷
,

占堤防面积的 20 %
。

一
( 六 ) 大 t 引黄泥沙堆积渠道两侧

,

无固沙防冲措施
,

水蚀
、

风蚀严重
。

仅德州和惠民地 区

统计
,

每年清淤的泥沙有 l
,

4 00 万立方米
,

任凭风吹水冲
。

( 七 ) 毁林开荒
,

陡坡种植
,

破土堰种农作物有增无减
,

也加速了现代但蚀
。

临沂地区林业

部门统计
, 1 95 7年到 1 9 8。年

,

全 区林地减少 9
.

3万公顷以上
,

其中毁林开荒 3
.

4万公顷
,

乱砍滥伐
1

.

6万公顷
,

陡坡毁林开荒 5
,

0 00 多公顷
。

全区自 1 9 8 2年以来
,

陡坡开荒已达 5
.

3万公顷
。

三
、

人为水土流失的危害

( 一 ) 土层变薄
,

地力下降
。

人为水土流失使农田养分被大量冲走
,

地力下降
,

土地退化
。

上7



在全省人为水土流失总量中
,

扣除开矿
、

采石流失的沙渣外
,

仍有 3 , 0 41 万吨 的土壤被 流 失
。

流

失土壤中的氮
、

磷
、

钾相当于标准化肥 69 万多吨
。

根据蓬莱县调查
,

全县土层年剥 蚀 深 1
.

88 毫

米
,

而开荒和破堰种植的地方高达 6
.

1毫米
,

如开荒
、

破堰种植面积较多的遇驾齐
、

大
几

辛店
、

尚

寺店
、

村里集
、

王格庄五个乡镇的土壤肥力
,

明显低于全县平均水平
。

土壤中氮钾养分对磷不协

调面积 2
,

1 4 8
.

5公顷
,

占全县总面积 3 , 0 44 公顷的 71 % ; 氮磷钾均低的有 4 , 0 63 公顷
,

占全县 总 面

积 4
,

7 7 5
.

5公顷的 8 4
.

7 %
。

( 二 ) 淤积水库
,

抬商河床
。

大量泥沙和废渣排入河道
、

水库
,

影响灌溉和防洪
。

如潍坊市

钓高格庄铁矿
,

矿渣倒入峡山水库 20 万立方米
。

淄博市黑旺铁矿
,

20 年倒入淄河 段 的 矿渣就 达
卫 ,

00 0多吨
,

使 5 00 多米宽的河床缩至不足 90 米
,

使原 4 ,

00 0秒立方米的行洪能力大大降低
。

鲁北地

区的徒骇河
、

马颊河和德惠新河 3 条干流和 30 9条支流
,

由于引黄泥沙处理不好及土质沙性大
,

从

1 9 7 0年至 1 9 8 3年
,
已淤积 1

.

3亿立方米
,

淤高一般 0
.

5一 2 米
,

个别 2 一 2
.

5米
。

招远县罗 山 河 上

游
,

共有 1 15 处采金 口
,

山坡上大量尾矿堆积
,

1 9 8 5年一次大雨
,

冲下的泥沙使河床抬高 0
.

7米
,

一

河道淤积 5
.

6万立方米
,

使行洪能力减少了 24 0秒立方米
,

占设计排洪能力的 65 %
,

从而导致河道

疏后又淤的局面
。

滕县马河水库北干渠界河段
,

由于两侧山坡乱开乱采
,

致使渠道每年淤高 0
.

3米
,

使输水能力减少了 1 / 3 。

(三 ) 污染环境
,

破坏生态
。

工业废弃固体物的露天堆放
,

水土流失的加剧
,

进一步导致了

生态恶化
。

据化验分析
,

废弃固体物中的硫
、

锰
、

镁
、

汞等有害元素
,

通过水蚀
、

风蚀
、

空气等

媒介
,

造成农作物的减产
,

甚至危害人体健康
。

如招远县罗山河上游的金矿厂
,

将大量的污水直

接排入罗山河
,

水质中的锰和硫的含量分别超过国家饮用水质的 2
.

5倍和 6 倍
,

使沿途 37 个村的

s n 项 水利工程报废
,

造成塘库鱼虾灭绝
,

农田不能灌溉
,

直接经济损失达 1 75 万元
。

四
、

防治人为水土流失的措施

为了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
,

合理保护开发利用水土资源
,

保证各项生产的顺利进行
,

针对人

为水土流失的主要表现类型
,

提出以下措施
:

(一 ) 加强法制
,

依法管护洽理
。

人为水土流失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

就是有法不依
,

一

执法不严
,

违犯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所造成的
。

因此
,

要广泛深入地宣传和贯彻执行 《水土保

持工作条例 》
、

《环境保护法》等有关法规
,

依法管护治理
,

充分利用各种会议
、

报刊
、

广播
、

电视

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
,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
,

结合实际情况
,

制定具体的
“
规定

” 、 “ 办法 ”
.

。

烟台市和泰安市分 别由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制定了 《水土保持试行规定 》
,

许多乡镇
、

村庄还

搞了乡规民约
。

水土流失任务大 的栖 霞
、

文登
、

沂水
、

沂源
、

平 邑等 20 多个县
,

制定 了 《水土保

持试行办法》 ,

并发布了保护水土资源的布告
。

博 山区
、

栖霞
、

章丘
、

沂源
、

招远县政府还分别

委 任了水土保持检查员
。

仅栖霞
、

招远
、

博山 3个县 (区 ) 不完全统计
,

根据 《水土保持工作条

例 》 和 《紧急通知》 ,

就查处破坏水土保持 的案件 60 余起
,

共收缴水土流失补偿费 2 万余元
。

(二 ) 保护和恢复大地植被
。

首先是对 25
“

以上的开荒地
、

坡耕地
,

要迅速退耕还林 还 草
,

二是对刨堰和破堤种植农作物的要坚决制止
,

并修复好地堰
、

堤防
,

种植乔灌草
,

或条花
; 三是

对未有绿化的渠沟
、

道路
、

堤防要限期绿化
; 四是对引黄清淤堆积的泥沙

,

采取种草植灌的固沙

措施
。

(三 ) 严格执行有关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的法规
。

根据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和有关规定
,

对治理人为水土流失要本着
“
谁造成的问题

,

谁负责投资治理
;
谁造成的危害

,

谁 负 责 补 偿
”

的原则
,

进行治理
;
对 已造成水土流失的单位和个人

,

应在水土保持部门的监督下
,

限期采取补



治措施 ;对新建
、

改建
、

扩建的工程项 目
,

必须将防治水土流失实施方案报经同级水土保持部门

审批和监督实施
,

做到工程规划
、

设计
、

施工
、

投产与水土保持同步进行 ; 对一切新开矿
、

采石等破

坏植被和造成水土流失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

必须事前向所在地水土保持部门登记
,

交纳水土流

失危害补偿费
,

经审核签发经营许可证后方可开采
,

否则
,

应按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有关规定

惩处
。

(四 ) 因地制宜
,

综合治理
。

莱苹市张家洼矿山公司是直属冶金部的大型黑色金属公司
,

年

产矿石 4 00 万吨和与之配套的选
.

矿工程
。

该公司七十年代筹建
, 1 9 8 5年 n 月投产

。

从公司筹 建 开

始
,

就很重视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工作
,

做到整个工程的规划
、

设计
、

施工与水土保持设施同步

进行
,

现已建成尾砂坝一处
,

总库容为 5
, 2 40 万立方米

,

使用期限 45 年 ; 尾 矿 坝一 处
,

总 库 容

1
,

47 1万 立方米
,

使用期限30 年
。

同时为保证尾沙和尾水充分氧化分解
,

尾砂坝内设 8 个溢流塔
,

做到尾沙和尾矿水不流失和无污染
。

地处沂蒙山区的韩旺 铁矿是用磁选法选矿
,

为控制尾沙流失

和尾水污染
,

在总库容 49 4万立方米的尾砂储存坝内
,

采用先进的土工织物做反滤层
,

基本 杜 绝

了尾沙的流失与污染
。

铁路
、

公路
、

水利
、

电力等部门
,

应采取修挡土墙和砌石
、

混凝土板护坡

等办法固土
,

以预防滑坡
、

塌坍和冲刷
。

(五 ) 综合利用
,

减少堆积
。

综合利用工业废渣
,

变废为宝
,
已成为当前巫待解决的一个突

出课题
。

将部分工业废渣进行综合加工利用
,

不仅为国家增加原料
,

创造价值
,

而且减少占地
、

防止污染和流失
。

欧美许多国家和 日本等把灰渣的利用技术作为国策的一环
,

把粉煤灰作为水泥

和混凝土的掺和料
,

广泛用于道路
、

回填和墙体建筑材料 ; 把煤歼石做为燃料
、

建筑材料
、

提取

伴生素及回收有益的组分
。

山东省在这一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

济南市新型建材厂
,

建厂 20

年
,

先后生产粉煤灰砖
、

加气混凝土等折合标准砖 6
.

2亿块
,

吃掉粉煤灰 2 30 万吨
,

减少占地 2 00

公顷
。

龙 口 市老电厂的干粉煤灰
,

省建筑工程处 已大量用于龙 口市新 电厂的混凝土工程 ; 棍凝土

中掺用巧一 20 %的粉煤灰
,

可 以等量代替水泥
。

省交通厅科研所把黄台电厂的粉煤灰用于济南黄

河公路大桥工程
,

做道路墓层和油面承重层
,

路长 4
.

5公里
,

用灰 3 万吨
,

通过鉴定
,

道路 质 量

良好
,

节约工程造价的巧一 20 %
。

煤歼石的热能利用
。

山东省有沸腾炉 14 台
,

总蒸发量每小时 1 10 吨
,

每年可用掉煤歼石 16 万

吨
。

肥城县建立煤歼石砖厂
、

陶瓷厂等
,

年利用率 占年产煤研石 1 20 万吨的 20 %
。

歼石砖可 节 约

粘土 5 0一 7 0 %
。

(六 ) 制定采矿毁地的垦复措施
。

根据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第十四条
“ … …对土石场开采

面等范围内的裸露土地
,

负责采取植物措施和必要的工程措施
,

保护水土资源
,, 和 《 土 地 管 理

法》 第十八条
“ 采矿

、

取土后能够垦复的土地
,

用地单位或个人应当负责垦复
,

恢复利用
” 的规

定
,

因地制宜的采取 垦复措施
,

是 防治水土流失的好办法
。

根据有关材料
,

现介绍几种方法
。

1
、

农业垦复
。

济宁电厂用粉煤灰冲填农村坑洼地
,

覆土 0
.

5米的表土造田
,

冲填粘土 砖 厂

取 上坑还田
,

从 1 9 7 7年至 1 9 8 2年
,
已造地还田 18

.

3公顷多
,

用粉煤灰 7 5
.

6万吨
。

石横电厂冲填塌

陷地覆土造田
,

种植的小麦每公顷产 5 , 2 50 公斤
,

玉米产 3
,

7 50 一 6
,

0 00 公斤
,

棉花每公顷产 皮 棉

82 5公斤
。

本钢南芬选矿厂老尾矿场
, 1 9 6 7年投资 10 万元

,

恢复土地 13
.

3公顷多
, 19 7 6年 播种 高

粱
、

玉米
,

每公顷产 6
,

0 00 公斤
。

近几年大部分土地改为菜地
,

年收获蔬菜 50 万公 斤
,

产 值 5万

兀
。

2
、

林业垦复
。

山东铝厂洋水铝土矿
,

自1 9 5 2一 1 9 8 2年间共征地 22 4
.

5公顷多
,

到 1 9 8 3 年已

垦复土地 93 公顷多
,

其中造林 67 公顷多
,

麦地 2 1
.

8公顷
,

建设用地 3
.

3公顷多
。

安徽两淮 地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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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忧虑三峡工程

美国 巴普克
·

博克塞著文说
,

中国三峡工程的各种可 行性研究都低估 了在生态
、

社会及其他

方 面所要付 出的代价
。

有人衬于扬子鳄和白鳍豚这些珍贵动物的生存表示担心
,

但三峡筑坝后 时

于整个长江流域在 气候
、

水文
、

环境质量
、

地表稳定性及 农业生产率等方 面的相互影响
,

几乎很少

谈到
。

主张筑大坝的人只 是用 简单的算帐办 法来证明
,

按每 千瓦发 电量的成本
,

一个大坝要比 多

达 20 个支流 小 坝 经济得 多
。

但各有关省市争能源
、

争水利的问题 没有解决
,

水力和 电力的价格结

构没 有确定
,

有关水坝建设和 管理的行政职责等政治 因素搞不清楚
,
两方 面的争论都 是 不 现 实

街勺
。

近年来
,

中国国内资本密集型的发展得到 了坚定的 支持
,

科研 奖励制度的改 变
,

使 多科合作

的
、

以解决某一问题为 目标的环境科学研 究被排在较低的顺序
。
大众媒介着重 宣传的只是那些 目

标极为狭隘的研 究成果
,
而领导上也显然接受对生态影响用零敲碎打

、

就事论事的办法去研究
。

三峡工程的持续争论
,

使中国国内和海外的公众产生一种忧虑
。

中国的环境受着越来越严重的

压 力
,

却还是热衷于上那些破坏环境而 经济效益值得怀疑的资本密集型项 目
。

中国是否愿意给这

种 “ 热 ” 降降温 ?

( 《编译参考 》 第 8期吴士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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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贾汪和山东烟台等地
,

在粉煤灰场上植刺槐
、

杨树
、

红荆条也获得成功
。

在采石
、

开矿废弃

固体物堆放的坡面上
,

在搞好拦蓄储放工程的同时
,

应栽植野葡萄
、

葛藤攀缘植物 ; 特别是在野

草不生长的地方 (年降雨量 4 00 毫米 )
,

种植沙棘
,

在西北和江西永平铜矿 区等也获得 成 功
。

金

岭铁矿
,

把一个原来旧炼铁厂的遗址彻底清理出来
,

建苗圃 1
.

2公顷
,

绿化树苗和花卉苗 10 万 余

株
。

3
、

水源垦复。 苏联博哥斯沃夫煤田
,

利用采 空区蓄水达 4 亿立方米
,

用作居 民和工业水源

地
。

山东栖霞县将一些开采大理石
、

长石的矿坑
,

清理后作蓄水池塘发展喷灌
,

使小水大用
。

荷

泽市利用废弃的粘土窑场取土坑 93
.

3公顷多
,

蓄水发展养鱼
。

4 、

煤矿区塌陷地的综合垦复
。

山东肥城县湖屯镇
,

对采煤后造成的塌陷地
,

采用人工或机

械挖深垫浅后
, “ 深水养鱼

,

浅水种藕植苇
、

滩地种蒲栽钻天柳 , 的改造利用办法
,

全镇利用深

水面发展养鱼 67 公顷
,

每公顷产鱼 1 , 2 00 公斤左右
,

浅水种藕植苇 3 3
.

3公顷
,

每公顷收入 50 0元以

上
。

浅滩植蒲栽钻天柳 6 50 公顷
,

钻天柳每公顷每年林木生长量 18 一 22 立方米
,

已被山东省 林 业

厅列入试点基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