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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江中下游重点防治区

水土保持规划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分析

卿 太 明

(四川省水 电厅水土保持办公室 )

提 要

嘉陵江中下游重点防治区
,
包括 46 个县市

,

有严重水土流失面积 69 7万公顷
,

占本地区

总面积的63 %
,

年平均土壤侵蚀总量 3
。

21 亿吨
。

在这个区域内
,

到处是石质 裸 露
,

红 土 遍

山
,

是四川省生态环境恶性循环的突出地区
。

1 9 8 8年 7 月提出规划
,

并论证了该规划的指导

思想
,

规划原则
、

规划目标和最终效益标准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

以及各项措施布设的可靠性

和增收的显著性
,

增强了治理水土流失的信心和决心
。

. 目 ` . J一

一
、
月lJ 舌

嘉陵江属 长江一级支流
。

嘉陵江中下游重点防治区
,

系指嘉陵江流经四川境内合川县 以上的

广大丘陵山区
,

含重庆
、

遂宁
、

内江
、

绵阳
、

广元
、

南充
、

达县
、

阿坝等 8 个市地州
,

共 4 6:个

县
,

幅员面积 1 , 10 0万公顷
,

严重的水土流失面积达 6 97 万公顷
,

占本流域面积的 63 %
。

这个地区

的年平均土壤侵蚀总量 3
.

21 亿吨
。

在这个区域内
,

到处不是石质裸露便是红土满山
,

是四川省农

业生态环境质量很差
、

生态平衡失调很突出的地区
。

经 1 9 8 7年 7 月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协调小组召

开的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工作座谈会讨论通过
,

由国务院国函 〔 1 9宫8〕 66 号文批准
,

将嘉陵江中下

游列为全国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区
。

从 1 9 8 7年 n 月
,

四川省成立了嘉陵江流域水土保持规划小组
,

在长江水土保持局的指导下
,

确定重庆市的合川
、

撞南
、

铜梁
、

璧 山
,

遂宁市的遂宁市电区
、

射

洪
、

蓬溪
,

南充地区的西充
、

南充市
、

南充
、

岳池
、

广安
、

武胜
,

达县地区的渠县
、

平昌
,

共 15

个县市区 ( 以下简称规划区 ) 为首批规划治理范围
。

规划区水土流失面积大
,

分布广
,

程 度 严

重
,

是全省之冠
。

土地总面积 2 3 3
.

91 万公顷
,

现有水土流失面积达 1 49
.

05 万公顷
,

占总 面 积 的

6 3
.

72 %
,

比全省平均高 1 9
.

72 %
。

地面侵蚀物质年平均总量 1
.

1亿吨
,

年平均侵蚀模数 7 ,

373 吨 /平

方公里
。

通过历时 8 个多月的紧张规划工作
,

于 1 9 8 8年 7 月 中旬
,

完成 了水土保持规划任务
。

但是
,

规划能不能实现呢 ?
.

本 文拟对规划地区作为四川省首批治理水土保持规划范围的可行性
,

进行归

纳分析
,

以供领导决策
,

并有利于坚定人们 防治水土流失的信心和决心
,

加快治理步伐
,

保证重

点治理的顺利开展
。

二
、

规 划

(一 ) 规划的指导思想
、

原则
、

目标和效益标准

1 、

指导思想
。

总 的指导思想是
,

坚持
“
预防为主

,
.

治管并重
,

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合理



利用
,

讲求效益
” 。

在改革
、

开放
,

搞活内地经济
,

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
,

决不放松粮食生产
,

加

速治理水土流失的进程
。

科学地
、

合理地规划出水土保月寺综合治理措施
,
重点改造坡耕地和发展

经济林
,

配合其它农业生产条件
,

依靠党的政策和科学技术
,

保证粮食
“
稳定增长

、

自求平衡
,

合理储备
,

以丰补歉
” ,

满足人 口增长后人民的吃饭和其它用粮问题
;
逐步解决农民烧柴

、

用材

困难的问题
,

争取到2 0 0 0年自给有余
。

2
、

原则
。

规划原则主要有以下 6 点
:

( l ) 各项指标一律以水利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制定的关于长江流域水土保持若干技术标

准 (暂行规定 ) 为准 ;

( 2 ) 坚持生态效益
、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
,

短中长期及近期和远期相结合
,

讲求经

济效果
,

争取最大的经济效益 ;

( 3 ) 坚持
“
决不放松粮食生产

,

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
的原则 ,

( 4 ) 在土地利用配置上
,

根据立地条件和生产发展方向
,

坚持
“ 因地制宜

,

合理安排农林

牧用地位置和比例
”
的原则 ;

( 5) 在小流域和溪河
、

沟壑治理规划安排上
,

坚持
“
先坡面

,

后沟道 ; 先 支毛 沟
,

后干

沟 ; 先上中游
,

后下游
”
的原则 ;

( 6 ) 在规划 措施上
,

坚持林草措施
、

工程措施和农业耕作措施
,

治坡与治沟
,

造林种草

与封山育林
,

骨干工程与一般工程
,

治理
、

管护与利用等各项治理措 施相结 合和综 合作用 的原

则
。

3
、

目标
。

治理 目标有以下 4 条
:

( l ) 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

珍惜每一寸土地
,

达到有利于增强农业后劲
,

实现农业生

产稳定增长
,

使群众尽快脱贫致富;

( 2 ) 控制水土流失
,

建立良性的人工生态系统
,

达到环境容量平衡 ;

( 3 ) 预防新的水土流失
,

有利于江河治理和长江中下游的长治久安 ;

( 4 )
.

分三个时段
,

完成治理面积 1 4 9
.

0 5万公顷
,

其中19 88t 一 1 8 9 0年 治 理 2 2
.

3 6 万 公 顷
,

1 9 9 1一 19 9 5年治理 7 4
.

5 2万公顷
, 1 9 9 6一 2 0 0 0年治理 5 2

.

1 7万公顷
,

分别占总治理面 积 的 1 5 %
、

50 %
、

35 %
,

年平均治理进度为 7
.

69 %
。

4 、

效益标准
。

效益标准确定如下
:

( 1 ) 宜林地治理面积的林草覆盖率达 80 % 以上 ;

( 2 ) 宜林地土壤侵蚀模数减少 80 % ;

( 3 ) 宜林地增产效益 > 30 % ;

( 4 ) 15
。

一25
“

坡耕地改作 < 10
“

的缓坡梯地
,

增产效益 > 50 %
,

减少 泥 沙流 失 量 50 一

8 0%
。

(二 ) 水土保持技术措施规划
。

水土保持技术措施有
:

1
、

营造嘉陵江中下游水源涵养林
、

防护林
,

建立长江中上游绿色屏 障
,

保持水土
。

( 1 ) 在轻度流失区宜采取封禁加补植为主
,

在中度和强度流失区布置乔灌草混交防冲林
,

在极强度剧烈流失区宜营造洋槐
、

马桑
、

黄荆等耐早耐痔薄的水源涵养林
,

并辅以截水沟等工程

措施
。

( 2 ) 在高宽的田坎地埂
,

栽植柏树
、

恺木
、

泡桐
,

营造用材林
,

低窄田边地埂栽桑树
,

营

造经济林
。

( 3 ) 在塘库周围营造耐湿的杨柳
、

麻柳
、

按树
、

枪木等防护林
。



( 4 ) 在溪河的石河堰
、

渠道两岸营造恺木
、

杨柳
、

麻柳
、

泡桐
、

洋槐
、

紫穗槐等护岸林
。

( 5 ) 在嘉陵江干流及其一级支流涪江
、

渠江沿岸河谷阶地
,
大力发展以柑橘

、

黄桃为主的

经济林
。

( 6 ) 在群众烧柴
、

能源紧张的地方
,
重点营造薪炭林

。

到 2 0 0 0年
,

新造林面积共 4 8
.

5 1

万公顷
,

其中经济林 14
.

06 万公顷
,

薪炭林 17
`

34 万公顷
,

种草 1
.

46 万公顷
,

用材林巧
.

65 万 公

项
。

2
、

加强基本农田建设
,

新修和完善坡面水系工程及蓄水拦沙工程
,

保持水土
。

( l ) 将坡耕地改造成梯田梯土
。

为控制水土流失
,

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

规划把改造 5
。

一

25
。

坡耕地作为治理水土流失的骨干工程来抓
。

将 5
。

一 100 中有水源保证的梯土逐步改造成梯

田
,
1 00 一 2 50 的坡耕地一般改成梯土

,
2 50 以上的坡耕地退耕后

,

改成果梯
,

发展经济林
。

到

2 0 0 0年 , 共新改造坡耕地 1王`
35 万公顷 , 占早地的 2 1

.

37 %
。

( 2 ) 坡面水系工程
。

在荒山荒坡中配置截水沟工程
。

造林种草时沿等高线开沟
,

把水和泥

抄就地拦蓄
,

防止土壤被冲刷
,

增大土壤湿度
,

促进林草生长
。

在植被稀少
、

坡陡
、

坡面长的 山坡中间或坡脚开挖沿山沟和排洪沟
,

截短坡长
,

并使坡面水

有规律地流入低洼地带
。

在两坡面水流交汇处和槽沟农田两边
,

开挖灌排沟
,

使灌排分家
,

保护

农田
,

减少翘角田
。

共规划修建沿 山沟
、

排洪沟 6 万多公里
。

在坡耕地的土边地角建设沉沙山
、

蓄水池
,

与沿山沟配合
,

形成长藤结瓜
,

分段设防
、

节节

拦蓄
、

保水保土的拦蓄排体系
。

共新建沉沙山 3 72
.

21 万个
,

容积。
.

13 亿立方米
,

蓄水池 4 2
.

20 万

个
,

容积 1
, 2 7 4

.

8 8万立方米
。

在坡耕地上
,

外筑地埂
,

内挖背沟
,

将背沟与沿山沟相连接
,

构成一个分路 出水
、

迁回下山

的 “
之

”
字网型

,

在十年一遇暴雨条件下
,

泥不下山
,

水不乱流
,

使区域水分形成完善的 良性循

环的坡面水系
。

共筑地埂 6
.

组万公里
,

挖背沟 22 万公里
。

以上各类工程措施共控制面积 4 9
.

3 7 万

公顷
,

农耕措施
、

封山育林育草等 3 9
.

35 万公顷
。

( 3 ) 结合农 田水利建设
,

在密如蛛网的山溪河道和水土流失严重的沟头及山坡台地
,

兴建

山平塘和整修清淤塘和堰
,

共 3
.

9万处
,

新增容积 1 ,

39 4万立方米
,

并新建沼气池 2 4
.

6 2 万 个
,

容

积 9 1 0
.

43 万立方米
。

3
、

大力推广水土保持耕作法
,

保持水土
。

主要是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坡耕地中进行
。

有以下

JU仲类典
:

( 1 ) 等高带状整地 ; ( 2 ) 大力推行间种套种 ; ( 3 ) 调整 田土比
,

在有水源保证

的地方
,

改种一季的冬水田 为水早轮作
,

将一年一熟的冬水田比重
,

由现在的 40 % 调减到 25 % ,

早地一年三熟的比重邮。%调增到 40 % , ( 4 ) 全面推行合理的土壤耕作制度
,

即横 坡 条 带 种

植
,

沟垄栽培
,

分带轮作轮耕
,

适当少耕或免耕种植
,

充分利用光热和作物种植时 间
、

空间及土

地潜力
,

拦沙
、

蓄水
、

保土
、

保肥
,

增加农作物的产量
。

三
、

可 行 性

(一 ) 规划方法的科学性
。

规划区各县 (市
、

区 ) 都严格地按照 《嘉陵江中下游重点防治区

水土保持规划讲座》 和 《规划工作细则》 的技术要求进行县级规划
,

一切概算以川水发 ( 8 4 ) 基

字 09 8号文定额为依据
。

具体作法是
,

各规划县首先按照
“ 以地貌作为一级控制 ; 以岩性

、

水土流失强度
、

潜在危 险

作为二级控制 ; 植被和社会经济情况
、

人 口密度基本一致 ; 土地利用现状
、

水土流失治理方向
、

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大体一致 , 以 自然界线为主
,

照顾行政乡的完整性和农业 区划的相



关性
,

地域的连续性
”

等基本原划
,

划分
.

水土流失类型区
。

全
.

规划
`

区共划分类型区双个
。

第二步
,

根据类型区的划分结果
,

来取
“ 地理位置 (或地名 )

、

地貌类型
、

水土流失强度
” 的三段命名法

,

对各类型 区命名
。

第三步
,

根据各水土流失类型区的地貌
、

岩性
、

水土流失情况
、

土 地 利 用
·

方

式
、

经济收入水平等 6
·

个方面的实际情况
,

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乡或小流域
,

进 行 典 型 规

划
。

`

( 1 ) 模清典型乡或小流域的社会经济
、

水土流失
、

土地利用等现状
;

( 2 ) 进行人口
、

粮

食
、

能源
、

木材四大预 测
;

( 3 ) 进行土地适宜性评价和土地利用配置 ( 即调整 )
,

求出符合实

际的参数
,

再扩大计算该类型区的各项规划指标
,

并进行分区综合平衡
。

第四步
,

推 求 全 县指

标
,

还结合经济发展
、

国土整治战略研究
,

进行全县的人 口预测和粮食
、

木材
、

能源的供需平衡

预测
,

通过反馈分析论证和县级的合理性检验及综合平衡
,

制定出1 9 8 8一 2 0 0 0年的水土保持规戈多

指标
。

第五步
,

进行效益分析和可行性论证
。

因此
,

规划的方法是科学的b

(二 ) 基础资料的可靠性
。

规划中采用的基础资料
,

是从各县的统计年鉴
、

农业区划
、

土壤

普查
、

`

农业发展战略研究规划等科研成果资料和法定的有关定额 中选用的
,

并通过典型 区调查
,

实地印证分析
、

修改补充
,

经有关业务部门认可后采用的
。

`

因此
,

基础资料可靠
。

(三 ) 治理方案的可行性
。

各县通过规划
,

摸清了水土流失发生发展规律及危害程度
。

针对

由于水土流失带来的一系列生态和经济上的危害
,

以及人 口密度大
,

粮食生产水平低
,

经济收入

少
,

用材
、

烧柴困难等问题
,

明确了规划 目标和治理方向
。

规划方案把改造坡耕地
、

减少水土流

失与增加粮食生产
,

解决吃饭问题
,

增加林木覆盖率
,

改善生态环境与发展用材林
、

经济林
、

薪

炭林
,

增加群众收入
,

尽快脱贫致富有机地结合起来
。

从而使各类型区的 自然优势和经济优势得

到充分发挥
,

使水土保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

治理成果能巩固
。

因此
,

方案是可行的
。

(四 ) 经费分摊的可能性
。

工程总造价 8
.

的亿元
,

其中群众投劳折资 6
.

公亿元
,

占总造价的

70
.

5 3%
,

需 国家和地方补助现金 2
.

6 2亿元
,

占2 9
.

4 7%
。

补助现金中
,

除要求 中央补 助 1
.

79 亿

元
,

占总造价 20
.

13 %
,

占需补现金部分的 6日
.

32 %外
,

省和地方各部门以及群众自筹 分 摊 0
.

83 亿

元
,

占总造价 9
.

34 %
,

是需补助部分的 3 1
.

68 %
。

据统计
,

有关业务部门分摊的金额
,

仅为 1 9 8 0一 1 9 8 7年国家给予这些部门年 平 均 投 资额的

15 一 30 %
。

群众自筹部分
,

按 1 9 8 7年现有农业人 口
.

,

每人每年仅分摊 0
.

14 元
。

因此
,

无论是地方

各部门和群众分摊的金额
,

都没有超过承受能力
。

(五 ) 劳动力承受能力的可能性
。

实现规划
,

总需用劳动工 日4
.

14 亿个
,

按 1 9 8了年现有农村

劳动力 5 9 1
.

9 3万人计算
,

每个劳动力 13 年共负担 70 个工 日
,

平均每年 5
.

4个工 日
,

只 占四 川省人

民政府规定的
“
农村每个劳动力每年投入农田基本建设用工巧一 20 个工 日”

的27 一 36 %
。

因此
,

投工没有超过法定数
,

农村劳动力完全可 以承受
。

(六 ) 粮食总产和单产增加的可能性
。

通过土地利用规划和水土保持措施布设
,

改坡土为梯

土
,

并在有水源保证的地方
,

改造部分冬水田和低产田土
,

增加复种指数等增产措施
,

提高单产

和总产
。

规划到 2 0 0 0年
,

粮食总产量 由1 9 8 7年的56 4万吨
,

上升到 75 7万吨
,

年递增率为 2
.

29 %
。

平均每公顷产量邮 98 7年的4 , 6 6 0
.

5公斤
,

上升到 5 ,

6 25
.

巧公斤
,

单产净增 9 6 4
.

6 5公斤
,

每 年每

公顷净增 7 4
。
2 0公斤

,

年递增率为 l 。

46 %
,

低于全省战略规划要求到 2 0 0 0年平均递增 3 % 的目标
。

因此
,

粮食总产和单产都是可 以达到的
。

(七 ) 农业总产值增长的可能性
。

到 2 0 0 0年
,

农业总产值达到 1 03
.

6亿元
,

比 1 9 8 7 增 长 1
.

31

倍
。
1 9 8 8一 2 0 0 0年

,

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率为 6
.

69 %
,

比 1 9 8 0一 1 9 8 7年平均 递 增 率 1 2
.

5%低

5
.

81 %
。

每人平均收入
.

预计 2 0 0 0年达到 5 53 元
,

比 1 9 8 7年 2 60 元增长 1
.

13 倍
,

年递增率为 6
.

0%
,

而 1 9 8 0一 1 9 8 7年递增率为 1 2
.

50 %
。

因此
,

农业总产值和每人平均收入也都是 可以 达到 的
。



(八 ) 控制人口的可能性
。

规划区 1 9 8 0年总人 口为 1
,

3 4 3
.

4 7万人
, 1 9 8 7年 达 到 1

,

3 9 4
.

4 5 万

人
,

年递增率为 5
.

3 35 编
。

预测到 2 0 0 0年时
,

总人 口将达到 1 ,

5 6 7
.

2 4万人
,

其中
,

城 镇 人 口为

` 7 ”
·

4 “万人
, :

农业人 口内1
, “ 8 7

·

”其万人: 年递增率”
·

“%。 ,
.

终
` ” “ `一 ` ” ” 7年产际人

`

日年递增率高
3

.

66 5编
。

因此
,

人 口是完全可 以控制下来的
。

(九 ) 土地承受能力的可能性
`
到 2 0 0 0年

,

耕地上报 面积由 1 9 8 7年 的 78
.

17 万 公 顷 减 少到

7 4
.

2 0万公顷
,

农业人 口平均耕地 由 1 9 8 7年的 0
.

0 61 公顷减少到 0
.

0 53 公顷
。

但通过土地利用结构调

整和水土保持措施的布设
,

加强 了基本农 田建设
,

扩大了经济作 物而积
,

将 2 50 以上陡坡地逐步

退耕还林还果
,

开发利用地埂
、

田坎
,

充分利用现有宜林荒山
、

四旁 空地
,

大 力营造 用材林
、

薪炭林
、

经济林
,

使有 限的土地资源发挥出较大的经济效益
。

经人 口预测
,

到 2 0 0 0 年
,

规 划区

自产的粮食
、

木材
、

能源都供需平衡
,

并有结余
。

预测将剩余粮食 2 7
.

2 2亿公斤
,

剩 余 木材 10
.

23

万立方米
,

剩余能源 10 1
。

08 万吨
。

因此
,

土地承受能力是可能的
,

林草覆盖率由 1 9 8 7 年 的 10 %

上升到 24
.

96 %
,

森林覆盖率由 1 9 8 7年的 8
.

07 %上升到 22
.

75 %
,

也是可以达到 的
。

(十 ) 经济效益的显著性
。

通过综合治理后
,
1 9 8 8一 2 0 0 0年所产生 的直接经 济效益累 计 为

4 4
.

7 5亿元
。

按治理面积计算
,

13 年每公顷共增值 3 , 0 1 9
.

6 5元
,

平均每年每公顷 增 值 2 3 2
.

2 8元
。

直接经济效益组成情况
,
详见下表

。

间接经济效益和拦沙效益等
,

略
。

直接经济效益组成情况表
一 ’

单位
:

亿元

一 1
总
二

…
坡改·

…
用材·

同磊
`一

呀洋术石…
薪炭

州
其·

占

暴
出

态
)

…州
`

1

圳剑
_

翻州
3

·

“

…
“ · ’ 3

…
3

· ” 3

…
`

,

· ` 5

…
1

::求牡
1

、

产投比分析
。

5
。

0 4 0

2
、

敏感性分析
。

则R
。

为 3
.

15
,

R
。

> 3

实现规划后
,

总造价为 8
.

89 亿元
,

总产值增加 4 4
.

7 5亿元
,

产投比为

将总投资增加 20 %后
,

为 10
.

66 亿元
,

总产值减少 25 %后
,

为 33
.

56 亿元
,

。

由此证明
,
本规划合理

,

经济效益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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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 t h n a k e d r o e k a n d r e d 5 0 11 e v e r y w h e r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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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 a r n e s s P l a n w a s a d
-

v a n e e d i n J u l y
,
1 9 8 8

,

七h e l e a d i n g i d e a
, P l a n n i n g P r i n e i P l e

,

t a r g e七
, r a t i o n

-

a l i t y a n d a v a i l a b i l i七y o f t h e b e n e f i七 e r i七e r i o n a s w e l l a s t h e r e l i a b i l i t y 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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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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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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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0 e o m b i n e h a r n e s s w i七h P r e v e n t i o n
,
七a k l n g t h e l a t t e r a s l e a d i n g a e t i o n ;

七0 P e r f o r m i n s t r e s s a n d P u s h f o r e w a r d a e t i v e l y ; i t 1 5 a l s o r a i s e d 七0 b e a e -

七i v e a n d s t a b l e i n t h e h a r n e s s o f 5 0 11 a n d w a 七e r 1 0 5 8
, a n d t o e o m b i n e t h e

e e n t r a l w i t h l o e a l a u 七h o r i七i e s
,

m a s s e s w i t h s t a t e o n 七h e
.

im p l e m e n 七a t i o n
.

T h e e o u n t r y s h o u l d i n e r e a s e i n P u t a d e q u a t e l y f r o m t h e e e n t r a l a n d l o e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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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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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 P e r s e v e r e i n d o
-

i n g f o r y e a r 匀 i n o r d e r t o g e t b e七t e r r e s u l t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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