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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宁县地貌类型与水土流失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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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根据地质地貌特征`对正宁县的水土流失的形式
、

类型以及成因作了较详细的论述和

分析
。

认为该县水土流失的形式主要有水力侵蚀和重力侵蚀
,

其中以水力侵蚀为主
。

俊蚀类型

与山坡坡度
、

植被密度
、

侵蚀模数的高低 以及地形的变化有关
,
得出本县侵蚀强度和水流输沙

量 自东向西有规律地递增 , 年侵蚀模数由东部林区的低于 5 00 吨 /平方公里向西部的6
, 。00 吨 /平

方公里增加
。

由此推断了水土流失的原因是
。
支离破碎

、

千沟万壑和梁如起伏的特殊地形 , 软

硬相间的地层结构和集中的降水 ; 活跃的新构造运动 以及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用等
。

正宁县地处子午岭西缘
,

除东部尚有林区外
,

大都已垦为农田
,
呈现 出一气光秃的黄土残源和

丘陵山源地貌
。

该县东部的大部分地区
,

由林变田的历史仅一百年左右
,

与整个黄土高原水土流

失的历史相比
,
尚属方兴

。

对当地水流侵蚀特征与地貌发育过程的研究
,

有助于 回顾和剖析广大

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的发展过程
, 以便于宏观研究和更实际地制订控制水土 流失的对策

。

为编辑正宁县土地规划图集的需要
, 我们根据短期考察的资料

,

制定了地貌图与水土流失现

状图
。

本文是在编写这两幅图说明书的基础上草拟而成
,
切望指正

。

一
、

自然地理

正宁县位于甘肃省的最东部

面有黄土覆盖
,

厚度达 90 一 1 50 米 ;

面积为 l
,

30 0多平方公里
,

属陇东黄土高原的一部分
。

大部分地

仅在大河谷两侧有基岩出露
。

地势东北高西南低
。

,

海拔一般为
1

,
0 0 0一 1

,
5 0 0米

, 子午岭地区
,

海拔 在 1
,
3 0 0一 1

,
5 0 0米

,
最高达 i

,
7 6 0米 (图 1 )

。

主要地貌类

型有梁赤和沟谷
,

几乎全为林区 , 西南部多为黄土源和沟谷
。

区内黄土源被水流侵蚀切割得支离

破碎
,

形成残源梁赤和沟壑地貌
。

.

本区水系较发育
,

河谷与沟壑纵横交错
,

水流变化无常
。

每逢暴雨
,

河水横溢 ;千早季节河水

骤减
。

,

一般三四级以上的支沟多为干沟
。

最大的为四郎河
,

全长约 70 多公里
,

发源于子午岭 ; 其

次为支当河
、

九龙河支流等
,

呈树枝状或扇形状汇流入径河
。

据甘肃省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专项治

理规划报告
,

径河流域年径流深为 25 毫米左右
; 又据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径流深等值线图

,

在正宁

县为 50 毫米左右
。

径流主要集中在 7一 9三个月
,

占全年的 55 %
。

径河年输沙量 23
,

37 6万吨
,

年

输沙模数 7 , 7 20 吨 / 平方公里 , 7一 9 三个月的输沙量 占全年输沙量 的 90 %多
。

因此
,

该流域的水

土流失相 当严重
。

全县属温带半湿润气候
。

西南部气温较 高
,

东北部气温较低
,

年平均气温为 8 ℃多
。

年平均

降水量为 500 一 650 毫米
,

主要集中在 7 一 9 三个月
。

年蒸发量为 1
,

50 0多毫米
。

正宁县在地层区划中
,

属华北区陕甘宁盆地分区的西南部和陕甘宁盆缘分区陇县一 永 寿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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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甘肃省正宁县地理位置图

区的一小部分
。

出露地层主要有三迭系
、

中生界 白奎系
、

第三系下更新统和新生界
。

尤其是第四

纪地层广泛分布
。

在地质构造上
,

该区属于东西向构造带
,
祁吕贺兰山字型构造体系

,
华夏构造体系及陇西旋

卷构造体系的交汇区
。
据地质图

,

正宁县以褶皱构造为主
,

主要显示在东南部
,

西部因被大面积

的黄土厚层畏盖
, ’

构造形迹不显
。

较明显的褶皱有县东北部的槐树庄复式背斜 ; 县东南部呈东西

展布的转角复式背斜 ; 在这两个大构造之上又叠加了北东东向的黑马湾站与槐树庄两个弯窿状背

斜 ; 另有南部的艾筒店向斜和东南部的四郎庙背斜
。

由于上述构造体系和原始地形的控制
,

以及第四纪 以来的大面积厚层黄土受水流等的侵蚀切

割
,

形成黄土高原所特有的源梁命与沟谷相 间的现代地貌景观
。

据此
,

正宁县大致可划分为以下

地貌单元
:

(一 ) 黄土姬面
。

主要分布在县城西南部
,

由第四纪各期黄土组成
,

黄土层厚达 90 一 15 0米
,

因水流切割程度的差异
,

源面大小不 等
,

形状各异
。

(二 ) 黄土梁
。

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子午岭区
,

为森林灌丛大面积覆盖
。

在部分沟谷和斜坡上
有砂岩

、

粉砂岩和泥岩出露
,

为本县地质构造显示最清晰的地区
。

(三 ) 黄土沟谷 (沟壑 )
。

这是本县分布最广的地貌形态
,

沟谷密度与侵蚀深度以西南最大
,

每平方公里分别为 0
.

9一 1
.

3公里和 30 多米
。

( 四 ) 侵蚀沉积河谷
。

县 内主要有四郎河
、

支当河和九龙河支流贾峪川
。

这些河流谷地的源

头区局部地段基岩出露
,

而中游段处于冲洪积物上
,

有冲有淤
。

在上述地貌单元中
,

依据具体特征还可划分出以下地貌类型
:

I

— 黄土场
。

比较平缓
,

细沟发育
,

主要为面蚀
,

由较厚的呈淡灰色的上更新统马兰黄土组

成
。

它分布高度一般在 1
,

40 0米以上
,

面积约为 20 0多平方公里
。

按其分布范围大小可分为
:

工 ,

— 连续的大面积黄土源
。

面积大
,

连片分布
,

坡度平缓
,

为面蚀阶段
, 一般分布在 大

沟之间的分水岭处
。

1
2

— 孤立黄土残糠
。

面积小
,

不连片
,

已受不同程度的侵蚀
,

坡度较陡
。

主要分布 在 小

沟分水岭间的山梁上
,

高度在 1 , 5 00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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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土梁如和 坡
。

11:

— 黄土梁坡
。
分布高度一般在 1

, 2 00 一 1
,
400 米之间

,

坡度较陡
,

冲沟十分发育
,

风 化

剥蚀严重
,

水力侵蚀弱
。

浅层滑坡较发育
,

水系呈羽 毛状和树枝状等
。

植被为山地草坡和零星林

地
,

大部分为垦耕种植的农地
。

’

主要岩性为下更新统三门组
。

n :

— 黄土赤
。

主要分布在切割利害的河流下游地带
,

水力侵蚀显著
,

但分布范围不大
。

111

— 黄土沟壑
。

班 :

—
千沟 (冲沟 )

。
干沟除雨季或雨后短期内有水流

,

平时均无流水
。

,

坡度较陡
,

形状大

多呈
“
葫芦状

” 和 “
围椅状

” ,

其长度一般在 0
.

5一 2
.

0公里之间
。

`

构内塌坍
、

滑坡发育
。

班 2

— 河沟
。

为一级支沟沟谷
,

一般其内分布有河漫滩和曲流阶地
,

纵坡 为 2
。

一 10
“ ,

横

断面多呈
“ V ”

字型
,

滑坡坍塌及泥石 流发育
。

W

— 河流地貌
。

主要包括四郎河
、

支当河等较大支流谷地
,

又可分为
:

W
,

— 河流阶地
。

一二级阶地为近代冲积和洪积堆积物
。

W
:

— 河漫滩
,

河道
。

为冲积和洪积的沙土和砾石堆积物
。

二
、

水土流失

(一 ) 水土流失的形式与类型
。

该流域水土流失按不 同外营力划分
,

主要有水力侵蚀和重力

侵蚀两种
,

其中以水力侵蚀表现突出
,

危害严重
。

一般从流域分水岭开始向下
,
先由单一轻微的

水力侵蚀逐渐加剧
,

至到山麓沟坡发展为水力和重力综合作用的强度侵蚀地带
。

据统计
,

流域内

纯以面蚀为主
,

流失比较轻微的面积占15 % ; 面蚀
、

沟蚀综合出现
,

流失中度的面积占60 % ; 重

力侵蚀突出
,

流失严重的面积占20 %多
。

按地质地貌
、

植被条件及土壤侵蚀表现形式 和 侵 蚀 强

度
,

可将全县分为 以下几个侵蚀类型区 (详细划分参看表 1 )
:

工
’

一子午岭轻度侵蚀区
。 了

在子午岭黄土梁赤低山区
,

森林灌丛分布
,

植被度 较好
,

侵 蚀 较

轻
,

侵蚀模数为每年 10 。一 1
,

00 口吨 / 平方公里
。

它又可分为两个副区
:

一是子午岭梁赤副区
,

包括张家山
、

槐树庄及榆 树庄 以东 的地区
。

该副区森林茂密
,

植物

郁闭度高
,

沟坡基岩出露
,

沟壑不发育
,

侵蚀轻微 ,

另一个是子午岭低山沟壑副区
,

包括前区以西至下关庄
、

王家台
、

孟家河一线以东的地区
,

为灌木疏林区
,

沟壑较发育
,

侵蚀轻度
。

亚一黄土源轻度侵蚀区
。

包括山河镇至核桃峪黄土源及揪头至永和镇侵蚀残源
。
主要为农耕

区
,

源面缓多卜
,

侵蚀切割轻微
,

侵蚀模数为每年 5 00 一 1 , 0 00 吨 / 平方公里
。

111 一梁弃
咬

沟壑中强度侵蚀区
。

.

包括子午岭灌木林区以西至山河镇和关家 川 一 线 以 东 的 地

区
。

大面积黄土裸露
,

垦殖指数高
,

地面片蚀与沟道侵蚀均较发育
,

侵蚀模数每年达 2
,

00 0一 5
,

00 0吨

/ 平方公里

较小
,

为 0
.

为西坡
、

漱头和 山河镇南北带两个副区
,

前者黄土裸露
,

但坡面较完整
,

沟谷密度

平方公里
,

灌木
,

草坡零星分布
,

侵蚀中等
,

侵蚀模数每年为 2
,
00t0 一 4

,

00 。

吨 / 平方公里 包括贾峪梁
、

米桥和关家川西部等地
,

黄土大面积出露
,

山坡垦殖指数高
,

沟壑发育 塌较多
,

植物稀琉
,

侵蚀严重 年侵蚀模数达 4 ,

00 0一 5
,
0 00 吨 / 平方 公 里

。

那一源边沟壑强烈侵蚀区
。

该区主要分布在正宁县的西南部
,
包括永正

、

榆林
、

罗川和牛家

沟圈等地 的源边沟壑区
。

沟壑密集
,

其面积占50 一 70 %
,

沟岸坍塌滑坡发育
,

沟道侵蚀强烈
。

沟

头年平均延伸 2 一 10 米
,

有的一次可延伸 20 一 30 米
。

黄土泥流发育
,

侵蚀强烈
。

汛期将大量泥沙输

入河道
,

使河水含沙量高达 8 00 公斤 /立方米
,

区域侵蚀模数每年达 5
, 。00 一 6

,

00 。吨 / 平方公里
。

(二 ) 水土流失的成因
。

引起该区水土流失 的原因
,

除前述支离破碎
、

千沟万壑和梁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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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的特殊地形及软硬相间的地层结构
、

降水集中
、

暴雨冰雹大和新构造运动活跃等内外营力条件

外
,

对土地不合理 的开发利用
,

使 自然植被遭到了严重 的破坏
,

亦是水土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

着人 口的不断增长
,

同时由于传统性 的单一经营农业
,

农林牧用地比例矛盾 日趋尖锐
,

加之
“
四料

”

俱缺
,

导致了毁林
、

毁草
,

滥垦
、

滥牧
,

使 自然植被 日趋衰减
,

耕地和荒地面积越来越大
。

植被破

坏使地表抗蚀能力削弱
,

固体物质增强
,

土壤结构破坏
,

地表径流量增加
。

据黄河水利委员会西峰

水土保持试验站 1 9 8 0年在马莲河流域几个点的调查
,

解放以来
,

由于滥垦荒地
,

修建住房
、

道路
、

水

利工程和开矿等人为活动
,

平均每年每平方公里 向河流多输送泥沙 1
,
1 37 吨

。

子午岭小区毁林草

变耕地后
,

流失量成真上千倍增加
。

总之
,

影响水土流失的因素较多
,

且诸因素综合交错
,

_

互促

互补
,

互为因果
,

而水土流失的发生
、

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

从以上所述的正宁县的 自然地理与地貌特征入手
,

进一步明确了该县的水土流失状况
。

由这些

流失现状可以看出
,

正宁县 的侵蚀强度与水流输沙量 自东向西有规律地递增
,

年侵蚀模数由东部

林区低于 5 00 吨 / 平方公里增至西部的 6
,
0 00 吨 / 平方公见 在东西长约 60 公里的距离内

,

侵蚀公

增加了 10 多倍
。

如果说
,

黄土高原腹地属于 自然侵蚀为主的话
,

那么
,

正宁县则是二个典型的人

为活动引起的侵蚀区域
,

那里的植被破坏私圣度
、

侵蚀地貌的发育程度恰与人 口密度和人们对山地
的开发程

咖
一致

, 、

即 自东 向西
廊

。

我们在该县调查时了解到
,

l或前那里毁林开荒
、

企事业单

位兴办农场之风依然旺盛
,

农民开荒扩大耕地的现象到处可见
,

山地侵蚀加剧 , 应该指出的是
,

水土流失的危害不仅表现在淋溶肥力
,

剥蚀表土
,

切割地面
,

使物质和能量交换
、

循环简单化
,

生物化学过程破坏
,

生态系统平衡失调
,

生产力极度降低
, ’

而且将导致山洪
、

泥石流
、

滑坡暴发

频繁
,

使工农业各项生产设施和人民的生活条件乃 至生命财产遭受损失
,

使生态系统急剧恶化
,

其后果将无法弥补和挽回
。

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

T h e P r e l im i n a r y s t u d i e s o n t h e L a n d f o r m a n d

5 0 11 a n d w a t e r 10 5 5 i n Z h e n g n i n g c o u n t y

Z h a o 习h a 介 g x 以 e L云 H o n g l艺a n

( L a ” z h o o I n ; t ` t o t e o f G l a e 云o l o g y a o d G e o e , y o l o g歹
,
A c a d e 哪艺a s 艺”艺c a )

A b s t r a e t

A e e o r d i n g t o 七h e g e o l o g i e a l a n d g e o m o r p h i e a l e h a r a e t e r s
, 七h i s p a p e r

e x p o u n d s a n d a n a l y o e s t h e f o r m 。 ,

t y p e s a n d e a u s e s o f 5 0 11 a n d w a t e r 10 0 5
4

o f Z h e n g n i n g e o u n t y i叮 G a n s u p r o v i n e e i n d e 七a i l
。

I t t h i n k s t h a t t h e

m a i n f o r m s o f 5 0 11 a n d w a t e r 10 5 5 i n 七h i s e o u n t y a r e h y d r a u l i e a n d g r a v i
-

t a t i o n a l e r o s i o n s ,
h y d r a u l i e e r o s i o n 15 t h e l e a d i n g o n e

.

T h e 七y P e s o f e r o s i o n

r e l a t e s t o t h e a n g l e o f h i l l s l o p e
,

v e g e t a七i o n d e n s i t y
, e r o s i o n m o d u l u s ,

s 七r e n g t h a n d t h e s a n d d i s e h a r g e e a r r i e d b y w a t e
r e u r r e n t k e e P i n g i n e r e a s i n g

f r o m e a s t t o w e s t i n t h i s e o u
’

n t y
,

,

t h e m o d u l u s o f e r o s i o n i n e r e a s e s f r o m

l e s s t h a n 5 0 0七/ k m
Z ·

y i n 七h e e a s t f o r e s 七 a r e a t o 6 0 0七/ k m
Z ·

y i n t h e w e s t
。

B a s e d o n a b o v e a n a l y s i n g
,

t h e a u 七h o r s d e d u e e 七h a t t h e e a u s e s ℃ f 5 0 11 a n d

w a t e r 1 0 5 5 a r e t h e s p e e i a l l a n d f o r m w i t h t h e d e e p e u 七 g u l l i e s
,

t h e s t r a t i
-

g r a p h i e s t r u e t u r e w i t h s o f t r o e k s a e e o m p a n i e d w i七h h a r d r o c k s
,

t h e e 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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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 e a e t i v e n e w t e e t o n i e m o v e m e n 七 a n d u n r e a s o n a b l e

e x p l o r i n g a n d u t i l i z i n g b y m a n k i n d
, e七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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