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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是山西自然灾害的根源

王 向 东

( 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 )

提 要

山西省水土流失面积 10 万平方公里 , 占总面积的64
.

1%
。

水土流失使土地生产力 降 低
,

水库淤积
,

河床抬高
,

水早灾害频繁
。

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
,

建设
“
五层楼

”

的结构 模 式
,

修成水平梯田 2艇公项
,

造林 9 06
.

4公顷
,

种草 15 4
.

5公顷
,

取得了明显的经济嗽益和生态效益
。

开发山区的出路在于大力植树种草
,

发展畜牧业
,

加强农田基本建设
,

保证粮食稳产 增 收
。

治理小流域
,

必须建设基本农田粮食基地和多种经营商品基地
,

积极发展种植业
。

要注 意 解

决边治理边破坏的间题
。

水土保持工作是一项协调大自然的重大措施
,

它与工农业生产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

水土保持

同发展山区生产的关系早有定论
,

如
“
水土保持是发展山区生产的生命线

”
等

。

水土保持对于山

区社会主义建设
,

根治河流水害
,

保证农业
、

林业
、

牧业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 它是山区生

产的一项基本建设
。

一
、

水土流失给山区开发带来极大危害

山西是位于黄河中游和海河上游多山区
、

丘陵区的省份
。

由于过去森林被破 坏
,

山 坡 被滥

垦
、

长期以来就形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

全省面积 1 5
.

6万平方公里
,

山区
、

丘陵区就占80 %
,

水

土流失面积 10 万平方公里
,
占全省总面积的 6 4

.

1%
。

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
,

每年每平方公里流失

泥沙量即达 l 万吨 以上
,

其后果危害极大
:
土地肥力减退

,

农业产量降低
,

水库淤 积
,

河 床 抬

高
,

土地盐碱化
,

经常发生严重水灾和旱灾
。

这些灾害的根源都是由于水土流失造成的
。

山西的山区农业生产力水平低
,
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农业经济

,

经济收入少
,

农民生

活贫困
,

农业经济的水平很低
。

但它又有较好的自然条件
,

水土资源和光热水气资源较丰富
,

年降雨

量在切。一 60 0毫米之间
。

这样的自然特点适合农林牧业生产的发展
,

利用大片草坡发展畜牧业的

优势
,

利用广阔的荒山荒坡发展林业的优势
,

这两个优势为种植业创造了 良好的保障条件
。

从大

农业的观念来看
,

它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区
,

但长期以来
,

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不仅没有按照 自然

生态规律去合理利用优势
,

开发优势
,

发展优势
.

反而破坏优势
,

农业生产条件越来越坏
,

导致

农业经济落后
,

甚至停滞不前
。

二
、

水土保持工作在山区开发中的地位

水土保持工作不仅在山区开发中有着重要意义
,

就是在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也有着重要的地

位
。

水土资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

是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必不 可少的物质条件
。

开发山区
,

首先

要搞好水土保持
,

从而有效地拦蓄地面径流
,

.

防止山洪危害
,

改变干旱环境
,

促进农林 牧 副 渔



业的稳定发展 , 搞好水土保持
,

使土壤肥力
、

有机质
、

腐殖质不致冲走
,

从而提高了 土地 生 产

力
。

全省坡耕地流失表土严重
。

据测算
:
坡耕地每年平均流失表土 1

.

89 亿吨
,

含氮 素 9
.

4万 吨
,

约 占全省 1 9 8 5年施入化肥含氮量 39
.

,8万吨的 2 3
.

6%
。

.

做好水土保持既保住了水
,

保住了土
,

也保

住了肥
。

河曲县南曲沟流域
,

面积 27 平方公里
,

是直接流入黄河的一条支流
,

千沟长 15 公里
,

小

支沟 30 0条
,

沟壑密度 3
.

74 公里 /平方公里
,

水土流失面积 24 平方公里
,

占全流域面积的 88 %
,

年

输入黄河泥沙 27 万吨
,

土壤侵蚀模数每年每平方公里 1 万吨
。

从 1 9 7 4年开始
,

16 个村联合治理南

曲沟
,

建立工程
、

生物和耕作三大综合防治体系
,

取得比较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

到 1 9 8 7年

在干沟修建四座大型骨千坝工程
,

总库容 84 1万立方米
,

拦泥沙 23 3万立方米
,

控制 24 平方公里 ,

撇成坝地 3 4
.

4公顷
,

发展水地 12 公顷 ; 在小支沟内打小坝 8 7座
,

淤地 5 0
.

3公顷
。

根据地貌特点
,

进行主体开发
,

全方位综合治理
,

建成
“
五层楼

”
结构模式

,

即 :

1
、 5

。

以下的梁赤顶部
,

把 3
。

以下的坡地划为农地
,
修成水平梯田 ; 把 3

“

一 5
。

的坡地建

成防风林带
。

2
、

把 5
。

一 25
。

的梁赤坡
,

以修梯田为主
,

营造防护林
、

草灌和果树林带 ;

气
_

3
、

在沟沿线营造 3 一 5 米宽的乔灌混交林带
,

沟头建防护埂
,
防止沟头前进和沟壁扩张 ,

4
、

把 25
“

一 3 5
。

的沟坡
,

结合整地工程
,

以种灌木为主
,
在阴坡栽植油松

、

落叶松等针叶树

种 ;

5
、

在沟底建库坝
,

蓄水和淤地相结合
,

小沟打谷坊
,

栽植果树和插红柳
,

不宜 修 谷 坊 的

构
,

实行满沟造林和种植牧草
,

发展成林牧业基地
。

目前南曲沟全流域已修成水平梯田 2 9 3
.

9公顷
,

造林形成带网片 9 0 6
.

4公顷
,

牧草 1 5 5
.

1公顷

怡理水土流失面积 1 7
.

3平方公里
,

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72
.

1%
。

经济效益
。

在流域内粮食由治理前的 1 7 4
.

5万公斤
,

提高到 2 8 5
.

8万公斤
,

提高了 64 %
。

经济

收入由治理前的 8 1
.

9万元提高到 1 8 2
.

95 万元
,

提高了1
.

2倍
。

生态效益
: 1

、

提高土地利用率
,

由 5 1
.

3%提高到 7 3
。 6% ; 2

、

充分利用水资源
,

流域来水

78 万立方米
,

通过拦蓄
,

可供下游灌概 20 0
.

7公顷
,

为造林提供水源
,
发展水地 12 公 顷

,

养鱼量

0万尾
; 3

、

改善土壤结构
,
提高土壤肥力

。

据测定
卜

,

有效氮由治理前 的 12 一1 5P p m 提 高 到 13 ee 1 7

p p m ;有效磷由 1
.

5一 2 p p m 提高到 2 一 3 p p m , 4
、

减沙
,

由输出 27 万吨泥沙
,

现变为全部拦蓄
,

泥沙不出沟 ; 5
、

改善小气候
,

生态呈良性循环
,

风速降低 30 一 40 %
,

相对湿度提高 20 一25 %
,

8 一 10 年生林木树冠截雨率为 16 一 21 %
。

三
、

山区开发必须从小流域治理入手

无数个小流域水系组成一个支流水系
,

千百个小流域的地貌
、

气候
、

水文
、

地质
、

土壤
、

植被

等 自然 因素构成了大流域的特征
,

它们之间有着相互联系
、

相互作用的综合体系
,

其中有一个因子

发生变化
,
其它因子就会发生连锁反应

。

小流域土壤侵蚀
,

是大 流域泥沙来源的策源地
。

一条小流域被分水岭所包围
,

它是由干支毛沟所组成的一个完整水系
,

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

地表水和地下水的集水区域 ; 它是一个权衡小气候
、

水土资源和水土流失程度的 自然单元
。

从小流域土地利用来看
,

水土资源 比较丰富
,

具备了农
、

林
、

牧
、

副
、

渔和多种经营综合开

发的条件
。

它又是一个经济单元
,

可为山区劳动者提供可利用的丰富水土资源
,

可通过小流域这

个有生命力的资源场所
, 可以放开手脚

,

进行开发治理
,

充分发挥农民的劳动
、

技术
、

.

智慧
,

广

开生财门路
,

生产出大量的物质财富
。

治理小流域和治穷治富的一致性
,

符合劳动者富的致迫切

愿望
,

成了以户承包小流域责权利和治管用相结合的巨大动力孟这就加快了山区的落 后 经 济 向



商品生产转化的进程
,

是山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
。

河曲县旧县乡小五村农 民苗混瞒
,

从 1 9 8 1年首先实行以户包治理小流域开始
,

全县在推广过程

中
,

采取联户承包治理
、

专业 队治理
、

专业公司治理和劳动积累工多层次多形式的治理
,

把户包

治理小流域推向一个新阶段
,

通过 7 年多治理
,

取得了较好的生态效益
、

社会效益
,

,

也取得较好

的经济效益
:

1
、

大抓种草种灌木
,

促进畜牧业的发展
。

在户包治理小流域战略上
,

坚持种草种灌木与养

畜配套的方针
,

实行谁养畜谁种草的办法
,

由乡和村统一落实到地块
。

小 流域承包户每养 1 只羊

种草种灌木 0
.

07 公顷
,

养 1 头猪种 0
.

13 公顷
,

养 1 头大牲畜种 0
.

33 公顷
,

现已种草 8 ,

0 00 公 顷
,

灌木 8
, 7 00 公 顷

。

草和灌木逐年增多
,

不仅改变了生态环境
,

更为发展养殖业 奠 定 了 基 础
。

到

1 9 8分年
,

大牲畜 1
.

1万多头
,

猪 4
.

3万头
,

羊 6
.

6万只
,

分别 比 1 9 5 8年增长 1
.

8 %
、

16 %
、

34
.

5%
。

全

县遍布 55 5个家庭小农场和 8
,

70 0多个养殖重点户
,

有 7 , 。00 多户 已脱贫致富
; 也有不少成了 万 元

户
。

2
、

在小流域治理中注重基本农 田建设
,

保证粮食稳产增收
。

近几年新修水平梯田达 1
, 9 00 多

公顷
,

每人平均 0
.

02 公顷
。

树儿梁乡黄尾村王高满
,

全家种地 2
.

2公顷
,

修了梯 田 0
.

8 公 顷
,

产

1
,

86 0公斤粮食
,

坡地 1
.

4公顷
,

产粮食 65 0公斤 ; 梯 田是坡地的 57 %
,

而粮食是坡地的 2
.

8倍
。

全

县近年来连续早灾
,

而粮食产量稳中有增
,

这与建设梯田
、

坝地和滩地的基本农田建设是分不开

的
。

3
、

发展经济林
,

为农民脱贫致富打下基础
。

到 1 9 8 7年底
,

共新建海红果
、

酥梨
、

苹果
、

葡

萄
、

红枣等果品果园 5 ,

60 。多公顷
,

现有 3 30 多公顷开始挂果受益
。

4
、

从 1 9 8 1一 1 9 8 7年已治理小流域 4
.

8万公顷
,

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4 4
.

4%
,

由过去年治 理 速

度 1 %提高到 5 %
,

植被覆盖率达到 3 1
.

8%
,

减沙 37
.

,%
。

河曲县在山区开发治理小流域中
,

采取优化治理结构
,

狠抓经济效益
,

山区农 民承包治理小

流域的 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效益
,

尤某是近期的效益
,

由于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取得是伴随着

经济效益而同步产生的
。

在小流域治理项 目的配置上
,

坚持两条原则
:

一是生态效益
、

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
,

以经济效益为主 ; 二是远期效益
、

中期效益和近期效益
,

要以近期效 益 为 主
,

要

长中短相结合
。

按以上原则
,

在治理结构上
,

突出抓近期效益的工程和生物措施
,

让农民尽快得

到实惠
,

看到希望
,

既有眼前利益所得
,

又有长远利益可盼
,

从而达到控制水土流失
,

取得生态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目的
, ;用良性循环的办法来不断扩大治理和生产的规模

。

四
、

山区开发中首先要建设两个基地

一是建设基本农田粮食基地 ; 二是建设多种经营商品基地
。

1
、

建设基本农 田粮食基地
。

目前山区粮食虽然增加了
,

但还没有过关
,

一遇灾害
,

粮食又要减

产
。

根据晋西调查
,

每人平均粮食仅 30 0公斤左右
,

除去种子
、

饲料粮
,

仅够糊口
。

如何达 到 粮

食自给有余
,

有两条路可走
:
一条是广种薄收

,

开荒扩种
;
另一条是精耕细作

,

少种高产集约经

营的道路
。

广种薄收
,

开荒扩种
,

这条路是越走越穷
,

此路不通
,

必须走精耕细作
,

少种高产的道

路
,

这就是建设基本农 田
,

作为产粮基地
。

晋西每人平均耕地从统计上算是。
.

27 一 0
.

33 公顷
,

但

实际调查是 0
.

47 一 0
.

53 公顷
,

而且大部分是坡地和开荒扩种地
,

产量低而不稳
。

只有建成了基本

农田
,

才能固定农田
、

林地
、

牧地的用地比例
,

使其稳步发展
。

山区没有基本农 田
,

就没有林地

和牧地
。

山区每人有 0
.

2公顷左右的基本农田
,
每公顷以 2 ,

25 0公斤计
,

就是 6
, 7 50 公斤

,

再 加 上
。

.

07 一 0
.

13 公顷轮作田
,

产 5 00 公斤以上的粮食是容易做到的
。

例如乡宁县城关镇东敖 村有 50 户



人家
,

原种 50 公顷坡地
,

总产 4
.

7万公斤
,

每人平均 250 公斤
。

按规划建成基本农田 33
.

3公顷
,

每

人平均。
.

17 公顷
,

总产达 1 4
.

2万公斤
,

每人平均 7 50 公斤
,

比建设基本农田前提高 2倍
,

经济收入

也成倍增长
。

建设基本农 田要选择近村
、

土质好
、

坡度缓和近水 源的土地
,

建立耕作体系
。

山区除少数地
区有水源外

,

大部分是早作区
。

因此
,

要提高天然降水的利用率
,

把降水拦蓄入渗
,

把秋水变春
·

水
,

使有限水发挥最大作用
,

作到农业水 良性循环
。

2
、

建设 多种经营商品基地
,

积极发展种植业
。

根据农
、

林
、

牧
、

副
、

渔各业用地的需要
,

各

种土
、

水
、

肥
、

气
、

热均适应绿色植物地带性的特点
,

采取乔
、

灌
、

草相结合
,

集中连片与沟洼

相结合
,

干沟梁筛与沟道相结合
,

选择优质高产
,

抗旱速生树种
、

草种
,

从上到下种植乔灌棍交
·

的防风林
,

梁赤防护林
,

水流调节林
,

垣边沟边防扩林
、

经济林
,

四旁绿化用材 林
,

形 成 带
、

网
、

片植物防护体系
。

在岚县小岔沟
、

西沟和冯周村小流域内营造水土保持林的 具 体做 法 是
:

“ 阴坡针叶林
、

阳坡栽果树
,

坡梁植刺槐
,

沟道栽杨柳
,

干 赤梁上种灌木
” 。

沟底杨柳 5 年成椽二

材
,

10 年成擦材
,

果树 7一 8 年结果有收入
,

针叶树 20 一 30 年长成材
,

牧草灌 木 2 一 3 年 可 放二

牧
。

这种短中长使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
,

收到 良性经济循环的效果
。

大力发展养殖业和编织业
。

种植业要科学地配合相适应 的养殖业和编织业
,

才能相互利用
, ·

相互促进
,

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

养殖业饲养的牛马等大牲畜和猪
、

羊
、

免等家畜 以及蚕
、

家禽
、 ·

渔业等
,

都离不开种植业的粮
、

秸秆
、

桑园和首楷等防护体系中的多种植物
。

生活生 产 用 的 苇

席
、

条筐等离不开树
、

灌木
、

芦苇
、

柳条
、

荆条等加工原料
,

通过提供这些物资原料
,

可更快地提

高劳动者的经济收入
。

五
、

山区开发中的问题

(一 ) 正确处理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

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发展 的需

要
,

因此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
,

其实质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

1
、

人类与环境是矛盾的对立统一
。

人类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

自然环境又是人类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

。

人类为 了生存就要发展生产
,

利用资源
,

并有 目的地改造自己的生
存环境

。

环境由于人类的生产
、

生活的活动而不断发生变化
,

对人类的生存又产生了反作用
。

这
.

种反作用有两种
:

一种是当人类活动符合自然规律时
,

自然生态不断保持 自身的平衡
,

甚至可以

化害为利
,

导致生态环境的 良性循环 ; 另一种是人类活动违背 了自然规律
,

使自然生态环境遭到

破坏
。

因此在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
,

充分注意人类与环境的对立统一体
,

不断地研究环境问题
,

使生产活动符合自然规律
。

在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
,

促进自然生态呈良性循环
。

2
、

正确处理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

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

有一个发

展演变的过程
。

在古代
,

地球上的人 口还不多
,

由于生产力水平低
,

人类开发自然资源能力比较

小
,

对 自然环境的影响也不大
。

可是
,

到了近代 和现代
,

随着人 口的不断增长
,

生产力水平的提
:

高
,

特别是工矿企业
、

交通等基本建设工程的发展
,

人类对 自然的开发利用规模日 益 扩 大
。

但
.

是
,

人们由于对客观规律认识的局限性和生产的盲目性
,

往往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自然生态 的破
.

坏
,

其结果对资源
、

环境和人类 自身的发展都带来危害
。

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源开发一般都经历了

三个不同阶段
,

即发展工业
,

环境遭受破坏阶段 ; 环境污染严重
,

形成社会公害阶段 ; 以高昂的代

价进行环境整治阶段
。

可以说
,

他们 走的是一条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求得经济发展
。

我 国搞现代
.

化建设
,

必须注意保护环境
,

采取正确的治理方针政策
·

力争避免走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先污

染后治理的弯路
。



自然资源有局限性
,

难以再生
,

地域分异
,

出现了自然资源分布上的不平衡
。

发展农业和工

矿交通建设布局
,
也不能忽视这一因素

。

(二 )急待解决边治理边破坏的问题
。

山西省是国家确定的煤炭能源重化工基地
,

矿多缺水是

山西的特点
。

不少工矿企业和城镇
,

都是沿河靠沟而建
,

沟河道就成了弃土
、

弃渣
、

倾倒拉圾
、

、

排放污水的场地 ; 山区沿河
、

沿沟
、

沿坡开路修桥
,

就近向河沟弃土
、

弃石
;
开山炸石

, ,

开采石
:
料

,
弃掉石渣

,

劈崖建窑洞建房屋
,
向山坡

、

沟道倾弃土石 ; 毁林毁草
,

开荒扩种
,

轮荒撂荒
,

粗放经营
。
以上种种

,

使在生产建设中造成的新的水土流失日趋严重起来
,

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
,

污染了大气
、

水质和土壤
,

还大大增加了河道泥沙
,

减弱了排洪能力
,

致使堤防决口泛滥
,

土地
二

盐渍化
。

据调查
,

全省近几年来
,

每年产生的固体废弃物 1
.

3亿吨
,

冲入河道的约 6
,

00 0万吨
,

占河

道总输沙量的13 %左右
,

这就抵销了一部分水土流失治理成果
。

造成新的水土流失现象
,

是个社

会行为问题
,

但没有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

不少工矿企业
、

交通建设急求目前得利
,

忽 视 长远 利
二

益
,

导致了有些地方掠夺式生产
, 、只破坏不治理

,

一旦形成生态灾难
,

后果遗患无穷
。

必须紧急
)

呼吁
,

严格禁止边治理边破坏的问题
。

水土保持工作是加快山区建设的重要措施
,

它有利于加快山区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开发 利

用
,

形成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基地 ; 有利于加快恢复
,

重建农 田生态系统平衡和整个山区的大生态

平衡
, 有利于调整山区经济结构

,
加快山区生产的专业化

、

社会化 ; 也有利于提高山区人民的

科学文化生活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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