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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的希望在林
,

潜力在山

一一三门河流域水土保持的生物措施效益

李既 白 刘国斌 王瑞玉

(湖北省英山县水土保持办公室 英山县水利局水土保持站 )

提 要

三门河流域在治理前
,

植被破坏严重
,

水土资源大量流失
,

农田跑水
、

跑土
、

跑肥
,

耕

层越来越薄
,

地力减退
,

抗早能力越 来越低 , 河床抬高
,

出现大面积落 河 田 , 河床 大量淤

积
,

效益降低
。

治理措施
:
一是调整林业结构和布局

,

扩大植被面积 , 二是坚持陡坡地退耕

还林还牧
,

严禁开荒 ; 三是利用低山缓坡优势
,

发展经济林
,

提高商品生产率
。

治理结果
,

森

林孤盖率从 38%提高到 56
.

5% , 活立木蓄积量由 1
。
8万立方米增加到 5

.

9万立方米
,

增 长 3
.

3

倍 , 净效益 6 2。
。
8万元

。

累积产投比 17
。

22
。

一
、

自然概况

三门河流域位于湖北英山县境内
,

是稀水水系的三级支流
。

总面 积 55 平 方公里
,

辖 15 个村

3 ,

56 1户
, 1 5 , 6 71 人

。

该区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
,

为大别山的前沿余脉
,

中山 区 占 2 1
.

9平方公

里
,

丘陵区 2 6
.

8平方公里
,

河谷区 6
.

3平方公里
。

海拔最高处 73 2
.

8米
,

最低 1 31 米
,

平均高程在 30 0

一 400 米之间
。

三门河上游山体庞大
,

山势陡峭
,

溪流切割厉害
,

河 网发育明显
,

·

山谷切割深 度

在 2 00 一 60 0米之 间 ; 中游是坡度较缓
,

山体浑圆的丘陵地带
,

丘陵间有广阔的平原 ; 下游地势平

坦
,

河流两岸为片麻岩堆积物淤积而成的河阪田
。

流域气候为长江中下游亚热带温润的季风气候
,

特点是
:
雨量充沛

,

光照充足
,

气候温和
,

无霜期长
,

水热同期
,

四季分明
,

农业气候条件优越
。

.

土壤主要为花岗片麻岩风化而成的沙性土

壤
,

成分有石英
、

云母
、

长石
,

有机质含量在 1 % 以下
,

粘粒缺少
,

胶结力弱
,

质地粗
,

结构松

散
,

一遇暴雨
,

泥沙俱下
,

成为水土流失严重地区
。

流域植被为亚热带常绿针阔叶混交林区
,

由于天然植被破坏
,

后演替为人工林和次生灌丛
。

上游山区为松栋混交
、

松桦混交
、

松枫檀混交的针阔叶林
,

具有乔灌草混交的复层植被 ; 低山丘

陵区为人工马尾松林和草灌
;
缓坡 为简易梯 田式的茶园

、

桑园
、

油茶
、

油桐等经 济 林 地 或农用

地
。

三门河流域在治理前植被破坏严重
,

水土资源大量流失
。 1 9 5 9年为解决粮食生产问题大搞垦

荒扩种
,

县委还在三 门河开过现场会
,

提出了
“ 山到尖

,

河到边
,

人头落地千斤粮
”
和

“
走到龙

,

仔坳
,

一棵树也不要
” 的 口号

。

全流域垦荒面积 3 66
.

7公顷多
,

部分山头草挖尽
,

树砍光
。
1 9 7 3年

为发展多种经营
,

又大力毁林开荒建桑园
、

漆园
、

油茶园 1 ,
3 3 3

.

3公顷多
,

形式上 一刀 切
,

连成

片
。

由于违背自然规律
,

`

结果既无经济效益
,

又使生态环境遭到了极大破坏
。

这给农业生产带来

了三个问题
:
首先是农田出现了跑水

、

跑土
、

跑肥的
“
三跑

”
现象

,

耕地越种越薄
,

地力减退
,

抗



旱能力越来越差
。

据流域径流站和水土保持站试验资料
,

三门河多年平均悬移质输沙量 l 公斤 /

立方米
,

平均侵蚀模数 2 ,

06 9吨 / 平方公里
,

其中悬移质 8 2 7
.

6吨
。

流域内每年流 失泥 沙 8
.

2万立

方米
。

据试验资料
,

每年每公顷桑园流失量 9
.

6吨
,

茶园 4 5
.

7吨
,

坡耕地 70
.

2吨
,

大大 超过 了耕

地土壤侵蚀的允许值
。

有关资料规定
,

大别山区每年允许侵蚀模数为 5 00 吨 /平方公里 ; 二是河床

抬高
。

县水土保持站测验
,

东河杨柳湾河床 1 9 7 5一 1 9 8 4年由1 3 1
.

6 54 米抬高到 1 3 1
.

9 75 米
,

年平均

抬高 0
.

03 6米
,

落河田由21
.

3公顷增加到 51
.

3公顷
,

涝渍灾害频繁 ; 三是水库淤 积
,

水 库效益减

退
,

水库寿命缩短
。

流域内杨树堰水库总蓄水量 56 万立方米
, 1 9 5 9一1 9 7 9年 20 年间淤积了 1 2

.

6万

方
,
影响蓄水调洪和灌溉

,

阻碍了山区生产的发展
。

为了改善三 门河的生态农业条件
,

建立一个

合理的农业生产结构
,

综合治理三门河流域的水旱灾害
,

在林业措施上狠下功夫
,

收到了事半功

倍的效果
,

经济效益
、

环境效益显著提高
。

二
、

林业措施

一是调整林业结构和布局
。

全流域在大办经济基地时
,

共垦荒 1 , 4 66
.

7公顷
,

其中48 。公顷是
“ 山到尖

” 、 “
剃光头

” 的办法
,

因而坡度陡
,

土层薄
,

平均土地 利用率只有 50 %
,

最低处只有

3 6%
,

不利于桑茶漆油桐等经济林的生长
。

特别是大木漆园
,

因海拔在 35 0一 400 米 之 间
,

气温

高
,

病虫害多
,

收效甚微
,

现存的漆树只有造园时的 7
.

5%
。

流域内的用材 林 林 相 单 一
,

纯 马

尾松林由于过渡地打枝
、

挖树根
、

扒地被物和连续松毛虫的危害
,

大多是
“
小老头树

” ,

生长不

良
,

干型低劣
,

有树不成材
,

属低产林分
。

对这些经济林和用材林进行全面调整
,

将 25
。

以上的

痔薄土
、

基岩裸露的 48 0公顷陡坡桑园
、

漆园
、

茶园重新栽上松杉栋等耐痔树种
,

逐步改 造 成用

材林和薪炭林 ; 对林相单一的马尾松林
,

先后直播栋橡子 5
.

25 万公顷
,

逐 步 形成 松 栋混交林
。

1 9 8 6年止
,

全流域共造林 1 ,

71 3
.

3公顷
,

宜林荒山都种上 了林草
,

植被率达 65 % 以上
。

二 是 坚持

停耕还林
,

植树造林
,

封山育林
,

全流域从 1 9 8。年起没有新增加开荒地
。

原有 25
“

以上的 1 0 4
.

7公

顷陡坡耕地全部停耕种上 了林草
。

封山育林是借助植物自身繁衍能力
,

加 速恢复植被的 有 效方

法
。

全流域共封山育林 8 00 公顷
,

其中死封山 5 3 3
.

3公顷
,

轮封 山 2 6 6
.

7公 顷
,

占山林 总 面 积 的

1 9
.

3%
。

在部署上
,

对人多山少的丘陵区
,

实行轮封轮放
,

人少 山多的高中山区
,

实行死封
,

村

村有护林员
,

流域设有护林网
。

三是利用低 山缓坡优势大力发展经济林 ` 这是 山区提高商品生产

率的主导方 向
。

全流域现有经济林园 5 55
.

1公顷
,

其中油茶的公顷
,

油桐 1 20 公顷
,

乌柏 1 96
.

7公

顷
,

茶园 7 7
.

5公顷
,

漆园 3
.

3公顷
。

,

在开辟经济林基地时
,

注重造园质量 ; 在建园过程 中坚 持水

平线
,

盘 山转
,

筑地硬
,

砌石岸
,

建谷坊
,

挖堵挡
,

深抽槽
,

土肥满
,

在园内建成拦泥拦沙蓄水

的水 土保持工程体系
。

茶园采取密植免耕法
,

使茶丛密度大
,

树冠开阔
,

覆盖率高
,

地面极少滋

生杂草
,

不必中耕除草
,

避免雨水打击刨松的茶地
,

提高土壤抗蚀抗冲能力
。
四是造林固岸保土

。

在河岸
、

路旁
、

堤边
、

田地坎等处
,

营造水竹
、

刺槐
、

紫穗槐
、

杨柳和芭茅等速生
、

丰产和多根系

的林 草
,

更好地起到固岸保 土的作用
。

三
、

·

效益分析

(一 ) 经济效益
。

三 门河治理后的经济效益
:

1
、

用材林效益
。

三 门河 流域 从 1 9 7 5年开始至 1 9 8 6年 共营 造用材林 73 8
.

1 公顷
,

停耕还林

10 4
.

7公顷
,

育苗 2 7
.

7公顷
,

封山育林 800 公顷
,

国家对林业投资共 6
.

5万元
,

森林 覆盖 率从 38 %

提高到 56
.

5%
,

活立木蓄积量由 1
.

8万立方米增加到 5
.

9万立方米
,

增长 3
.

3倍
。

效益计算
:

净效益
:

P = B 一 ( K + C ) = 6 5 9
.

0 1 一 ( 3 7
.

1 + 1
.

1 1 ) = 6 2 0
.

8万元



式中
:

P一为净效益; K一为投入费用; C 一为生产维护费;B 一为总效益
。

一 ~二
、

、 、 `
从 。 P6 0 2

。

8_ 尸 。
月
。 。

, ,
注卜`

1
. 〕刁`甲 二以 币正: 厂 a 二 气 f 犷一 = 一一万百

一
向

心 0 0 。 4 0 0 2 ) 夕〔
v y l l

累计产投比
:

R =
B

K + C

6 5 9
。

0 1

3 7
。

1 + 1
。五 = 1 7

·

又2

效益分摊
;

之

水` 持投资占总投资的百分比然
“ ` 0” % · “

·

` %

水土保持效益 = 65 9
.

01 x 1 4
.

4% 二 94
.

9万元

水土保持产投比 二 94
.

9 、 5
.

5 = 17
.

25

从计算结果可 以看 出
,

水土保持投入与产出之 比为 17
.

2 5 ,

说明山区的水士 保 持工作
,

重点

是利用多山优势
,

发展林业生产
,

既保持水土
,

又能提高经济效益
。

山区的希望在林
,

潜力在山
。

2
、

经济林效益
。

根据三门河流域的地形
、

气候特点
,

在综合治理措施中
,

’

发 展 了 以 茶
、

桑
、

油桐
、

乌柏为主的经济林碱因地制宜种植
,

实行科技承包
,

为山区发展商品生产
,

脱贫致富

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

茶是三门河流域多种经营的主要产品
,

近几年又引进了优良品 种 福 鼎 大白

茶
,

种植面积 21
.

3公顷 ; 桑是多种经营中仅次于茶的第二支柱
。

桑茶的发展
,

既安排了农村的剩

余劳力
,

又增加了收入
。

水土保持经费对茶桑等的投资都是用于园林改造上
,

因此
,

在计算效益时
,

只计算改造面积
。

净效益
:

P = B 一 ( K + C ) = 3 1 4
.

7 5 一 ( 6 0
.

7 4 3 + 3 6
.

0 4 6 )

= 3 1 4
.

7 5 一 9 6
.

7 8 9 = 2 1 7
.

9 6 1万元

、 一
_

`
. 、

。 二 。 。 二 。 P
艺卜月与利律双血

: 厂 。 = 了牙一
v y

2 1 7
。

9 6 1

7
= 3 1

。

1 3 7 2

式中
:

P 一为净效益 ; 。

K一为投入费用 ; C一为生产维护费 ; B一为总效益

累计产投比 R = 一互
,

== 一一里些卫i 一
一 二丝生

巴
些

长 + C 6 0
.

7 4 3 + 3 6
.

0 4 6 9 6
.

7 8 9
犯 3

。

2 5

效益分摊
:

水土保持投资占总投资的百分 比
: 4

9 6
。

7 8 9

x % 、 连
.

1 3 3%

则水土保持效益
: 31 及

.

5 义 4
.

1 33 % 、 13 万元

几

经济园林改造是从 1 9 7 6一 1 9 8 2年逐步完成的
,

在计算经济效益时
,

只从 1 9 8 0年起共 7年计算
。

: 三门河流域林业生产的发展
,

在国民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

经济效益较为可观
,

仅经

济林一项收入 1 9 8 7年达 44
.

53 5万元
,

占国民生产总值 5 3 5
.

97 万元的 8
.

31 %
。

用 材 林 1 9 8 7 年 产值

8 8
.

6 7万元
,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 6
.

54 %
,

林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4
.

85 %
。

森林是一 种 宝

贵的 自然资源
,

它为人类提供多种林副产品
,

改造 自然
,

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
,

保障农牧业高产

稳产
,

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等方面
,

都起着巨大的作用
。

2
、

生态效益
。

三门河流域在治理中
,

由于狠抓了林业措施
,

其生态效益 也得到了充分地显

示
。

据勘测
,

森林覆盖率由38
.

5%增加到 5 6
.

5%
,

侵蚀面积由原 27 平方公里下降到6
,

5平方公里
,

其中
:

剧烈侵蚀区由原 3
.

6平方公里下降到 0
.

8平方公里 ; 强度侵蚀区由原 9
.

5平方公里下降到2
.

5

平方公里
;
中度侵蚀区由原 1 3

.

9平方公里下降到 3
.

2平方公里
。

森林区侵蚀量只有坡耕地的 1
.

42 %
。

据铁炉坳径流站实测数据
,

侵蚀模数 1 9 7 5一 1 9 7 9年共 5 年平均 7 3 2
.

2吨 /平方公里
, 1 9 8 0一1 9 8 4年

共 5年平均 6 5 0
.

8 5吨 /平方公里
,

减少了 1 1
.

4%
。

森林对调蓄径流
、

涵养水源
、

减少洪早灾害等
,

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

据调查
, 1 9 7 9年洪灾减



粮2 3
.

5 万公斤
,
折款 n

.

7万元 ; 恢复水毁工程投劳13
.

4万个
,

折款 2 0
.

1万元
,

合计 损失 3 1几8万

元 ; 而 1 9 8 3年和 1 9 5 7年洪水还超过 1 9 7 9年
,

1 9 8 3年 7 月 4 日一次降雨量 3 2 6
.

2毫米
, 1 9 8 7 年 8 月

21 日 6小时降雨 1 42 知毫米
,二
全流域未出现灾情

。

按 1 9 7 9年损失 3 1
.

8万元计算
,

则增加抗 灾 经济

效益为 3 1
.

5 x Z = 6 3
.

6万元
。

三门河流域在治理过程中采取了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
、

治沟与治坡相结合
、

当年利益

与长远利益相结合的方针
,

效益显著
,

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

为农业生产积累 了后劲
,

群众生活水

平逐步提高
,

已彻底结束了过去那种越穷越垦
、

越
.

垦越穷的掠夺式经营生产的局面
。

实践证明
,

在广大山区植树造林
、

封山育林
,

是投资少
、

见效快
、

效益高
,

易于发动群众进

行综合治理的生物工程
。

它对于水土流失区
、

风沙侵蚀区
、

流域管护区都具有明显的美化环境
、

改造小气候
、

减免自然灾害发生等功能
,

在不同的地貌区域
,

有的是工程措施所不能取代的 ; 它

是一种多功效的
,

技术难度小的
、

千家万户 可以亲 自动手
、

成本低廉
、

短期受益的绿化工程
。

F u t u r e i n f o r e s t a n d P o t e n t ia li t y i n m o u n t a i n

B e n e f i t s o f t h e b i o l o g i e a l m e a s u r e s f o r 七h e 5 0 11 a n d

w a七e r e o n s e r v a七i o n i n S a n m e n R i v e r w a七e r s h e d

L 云 J 艺b a艺 L 落” 召“ o b公” W a ” g R , 落夕“

( o f f￡c e a “ 己 S t a t` 0 . o
f 刀

o 玄1 a n窟 W a t e , C o n s e , ” a t￡o 。 ,

Y落: g s h a : C o 。 拐 t夕 o f H o b a 宕 P , o 公公, c e )

A b s t r a C t

B e f o r e h a r n e s o in g t h e S a n m e n g R i v e r w a t e r s h e d 15 e h a r a e t e r i么 e d w i t h

v e g e七a七i o n d a m a g e d
, a l a r g e a m o u n 七 o f 8 0 11 a n d w a七e r l o s七

,
t h e f a r m l a n d

1 0 5七 o f w a t e r , 5 0 11 a n d f e r t i l i七y
,
七i l l a g e l a y e r b e e o m i n g t h i n n e r a n d t h i n -

n e r ,
P r o d u e 七i v i t y g o n e d o w n a n d l o w e r a b i l i七y 七0 f i g h七 a g a i n s t d r o u g h七

-

A l s o , r i v e r b e d 10 r a i s e d a n d d e p o o i七e d g r e a t l y
,

] a r g e a r e a o f l o w e r l y i n g

f i e l d e r e a t e d
,

w h i l e h r e d u e e 七h e b e n e f i七s
。

T h e h a r n e 8 8 m e a o u r e s a d o p t
-

e d a r e a s 七h e o e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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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o e x P a n d v e g e t a t j o n ; 2
、

t o P e r s i s t i n t h e s t e e P l a n d r e t u r n e d f r o m 七11
-

l a g e t o f o r e s七 a n d h u s b a n d r y
, a n d r e e l a m a t i o n n o 七 七0 b e P e r m j七七e d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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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d o n 七h e s u P e r i o r i t y o f t h e l o w e r h i l l o r g e n 七l e s l o P e
。

T h e r e s u l t 15 t h a 七

t h e e o v e r r a七e o f f o r e s t 15 i n e r e a s e d f r o m 3 8% t o 5 6
.

5 %
,
七h e e u b i e m e t

-

e r a m o u n t s t o r e d o f 七h e s t a n d i n g t r e e s f r o m 1 8 , 0 0 o m 3 t o 5 9 ,

0 0 m 3 ,

b e i n g

2
.

3 t im s i n i n e r e a s e ,

t h e n e 七 i n e o m e f r o m 七h e m 15 6
.

2 1 m i l l i o n y u a n
,

a n d

a e e u m u l a七e d r a t i o o f o u t P u 七 t o i n P u 七 1 7
.

2 2
。

5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