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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迪过对影响贵 州西部山区土壤侵蚀的 自然 因素和人 为因素的分折研究
,

认为
:

该 区

己成为贵 州省内土壤浸蚀最严重的地 区之一
,

它将对乌江
、

红水河及 长江
、

珠 江流域的综合

少f发带来严重的危害
。

同时给本区国民经济的发展 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带来 严重威胁
。

为

此
,

作者在科学地论述了该 区儿种主要侵蚀类型
、

成因
、

危害等的基础上
,

指 出加强 防治这

一地区的土壤侵蚀 已成为刻不容缓 的紧迫任务
。

关键词
:

基岩 侵 蚀 覆被率 土地资 源

一
、

基本情况
一

鸟江发源于贵州省西部
,

是长江上游的主要支流之一
,

本文所 指的贵州西部 即以乌江上游为

主的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市 (六盘水市部分地区属珠江水系 ) 地区
,

面积 3 6 7 6 4 k n
2 ,

人 口 76 。 多

万
,

其中少数民族 1 67 万
,

人口 密度 2 07 人 / k m
“ 。

本地区地处长江
、

珠江两大水系上游的分水 岭地
” ,

其中70 % 面积属长江水系
,

30 %为珠江水系
,

是云南高原向贵州高原过渡的大斜坡地带
。

地

西高东低
,

一

乌蒙山贯穿本 区
,

山大坡陡
。

地貌以高中山为主
,

少部分为低山丘陵和河谷盆地
,

最高点海拔 2 9 0 0仍
,

最低点 60 9 m
,

相对

笙2 2 l9 m
。

地形复杂
,

落差大
,

水流急
,

据测区内河流平均落差为 1 9%
。 ,

最大可达 1 2 0%
。 ,

成为

壤侵蚀发生发展的重要 自然条件
。

山于大斜坡地貌的制约
,

导致农耕地土多田少的显著特点
,

旱耕地所 占的 比重 由东向西愈来

敬大的趋势
。

威宁县位于本 区最西沿
,

海拔 2 40 o m
,

属贵州境 内最高的县
,

全县早耕地 占耕地总

面积的 97 %
, :是贵州省旱耕地比率最高的县

。 一

旱耕地大多位于陡坡之上
。

据六盘水市统计
,

耕地

坡度
,

< 5
“

的占 2 3
.

7 % ; 5
“

一 1 0
“

的 占 23
.

8 % ; x o
“

一 2 5
0

的 占 4 6
.

7 % ; 2 5
“

一 3 5
0

的 占

10
.

6 % ; > 35
“

的 占5
.

2%
。

这就是说
,

本区有巧
.

8% 的彩}地超过国家规定的 25
“

垦殖标准
。

小 范

围内
,

有的村寨全部耕地都在 2 5
“

以上的陡坡地上
。

可见
,

大面积坡耕地的存在
,

实为本 区土壤

侵蚀剧烈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
。

本区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带
,

受太平洋东南季风和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
,

年均气温在

1 2
。

一 1 5
“

之 间
,

异 10
“

年积温在 3 0 0 0
“

一 4 5 00 ℃之间
,

局部河谷地带可高达 6 0 0 0℃ 以上
。

无霜期

22 0天一 3 00 天之问
,

日照在 1 30 0一 1 6 o o h左右
。

多数地区一年套作两熟
,

高寒 山区一年一熟
。

年

降雨量多数地区在 L 1 00 一 1 3 00 m m 之间
, 5 月一 9 月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 80 % 以上

,

但年际和

年内变化大
,

局部地区差异悬殊
,

且常有暴雨及大暴雨 出现
。

区内出露岩层主要有
:

三叠系下统飞仙 关群紫红色砂页岩
,

局部夹灰岩及大冶群灰色薄层灰

岩
,

中统白云岩
、

灰绿色泥页岩
、

泥质 白云岩
、

白云质灰岩
;
二叠系上统峨嵋山玄武岩组暗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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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晶玄武岩
,

气孔杏仁状玄武岩
,

玻璃质玄武岩
,

玄武凝灰岩
、

火山碎屑岩
、

火山角砾岩
、

凝灰

质砂岩
、

局部夹泥页岩和煤层
; 石炭系下统灰岩

,

中统灰 白色结晶灰岩夹致密灰岩
;
寒武系白云

岩
、

白云质灰岩
、

灰岩
。

本区自然土壤类型有
:

黄壤
、

黄棕壤
、

石灰土
、

紫色土
、

山地灌丛草甸土
、

沼泽土和水稻土

等
。

其中黄壤
、

黄棕壤和紫色土
,

质地松散
,

尤其是紫色土的过度垦殖
,

成为本地区土壤侵蚀剧

烈发展的主要土壤类型
。

五十年代初期
,

本地区大多数地方的森林覆被率在 15 % 以上
。

近年来
,

由于人 口 的过速增长
,

毁林开荒
,

导致森林面积大幅度下降
。

1 9 7 5年普查资料表明 (见表 1 )
,

本地区森林覆被率仅为

5
.

4%
,

为贵州省内森林覆被 率最低的地区
。

众所周知
,

森林植被的破坏是影响土壤侵蚀发生和急

剧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

表 1 贵州西部地区各县 (特区 ) 森林孤被率统计
’

(覆被率
: 9们

地区

项目

、 、

一
。 、

…
、 沙 …织

纳雍 威宁 }赫章 { 六枝 盘县 水城
{
平均

少7
_

2一
{

2一

…
5一 {

几
_

「

一

兰立匕
~

二尸
{一

兰i{

{{{
` 1

·
1
{

5
· `̀ 7

。

2 5
。
222

{{{ 1 1
.

7
、

8
·
,, lll

{{{
1 _

___ `
·

7 … 5
·
888

{
5

·

`

_

…上.

根据 1 9 7 5年贵州省森林资源普查资料

二包括用材林
、

防护林
、

经济林
、

竹林
、

薪炭林
、

特用林
。

综上所述
,

切割剧烈的地貌环境
,

疏松的砂页岩母质和由其发育而成的土壤
,

森林植被的破

坏
,

陡坡开荒
,

滥垦滥 用土地资源
,

再加之缺乏必要的水土保持措施
,

致使本地 区成为贵州省内

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地区
。

人民生活困难
,

并给乌江
、

红水河乃致长江
、

珠江流域的综合开发带来

严重的危害
,

给本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
。

本地区水土流

失严重县有 8 个
,

占全省水土流失总县数的 73 %
,

由此可 以看到本地区水土流失的广泛性
。

更能

说明问题的是
,

这 8个土壤侵蚀严重县又都是国家认定的贫困县
,

这就充分说 明了土壤侵蚀与经

济落后的紧密相关性
。

又据统计资料 ( 表 2 ) 表明
,

盘县 50 年代
、

60 年代
、

70 年代因水土流失而

盘县受灾情况统计和一一l

年 代 受灾次数 (次 ) 受灾面积 (亩 损失粮食 (万 k g )
{

损失金额 (万元 )

5 O

6 0 2 0

8 0

2 3 6 0

1 7 0 4 3 0

3 0 2 0 4 0

2 8
。

3 5

5 8 2
。

9

1 0 4 4

1 1
。
4

2 3 3
。
2

4 9 5
。
8

造成的受灾次数
、

受灾面积和损失粮食金额均呈现出明显的增长
,

由此也可看 出水土流失逐年加

剧 的总趋势
。

另据土城水文站 19 7 6年一 1 9 8 3年实测
,

年均侵蚀模数为 1 4 1o t / k m
“ ·

y
,

其中以 1 9 7 9

年为最高
,

达 2 6 1 0七/ k m
“ ·

y ; 大渡口水文站 1 9 6 5年 ~ 1 9 8 3年实测
,

年均侵蚀模数 1 4 4 4 t / k m
“ ·

y
,

其中以 1 9 8 3年为最高
,

达 2 8 1 5灯k m
“ ·

y ,

这对土层浅薄 的本地区来说
,

不能不说是面临的一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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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酷的事实
。

据六盘水市 1 9 9 7年 ~ 1 9 8 4年森林资源动态监测资料
,

5 年增加裸石山面私{ 20 万亩
,

年均增加 4 万亩
,

这是多么可怕的前景啊 ! 上述事实表明
,

改善生态环境
,

防治土壤侵蚀
,

合理

利用土壤土地资源
,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

是这一地区社会经济
,

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
,

也

是农业生产能否持续稳定地发挥后劲和保护山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基本条件
,

是一项带有

深远战略意义的
、

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
。

二
、

研究结果讨论

(一 ) 坡耕地土壤侵 蚀

本地区道路
、

河流
、

湖泊
、

城镇及林地
、

草地等 占土地 总 而 积 的 5 6
.

9 %
,

耕地垦殖系数达

4 3
.

1 %
,

耕地 80 % 以上为旱拼地
,

这些旱耕地都位于陡缓不等的坡地上
。

1
.

坡 地紫 色 土的 侵蚀 本 地区是三叠系飞仙关紫红色砂页岩和二叠系玄武岩较为集中连

片 分布的地区
。

这两类母岩的风化物
,

质地疏松
,

尤 以紫红色砂页岩上风化发育而成的紫色土
,

养分含量较为丰富
,

自然肥力较高
,

群众稍事挖锄即可种植
,

因而本地区内几乎所有飞仙关紫红

色砂页岩出露 的山头
,

从 山麓到山顶都被垦殖殆尽
,

群众称之为 “ 剃光头 ” ,

有的坡 度 达 5 0
。

一

60
“

的陡峭山崖上也种上了作物
。

因此
,

紫色土坡耕地的土壤侵蚀是 区内泥沙最主要的来源
。

严

重的土壤浸蚀使多数陡坡耕地土壤 仅残存数厘米厚的半风化碎屑物
、

土层薄
、

肥力低
、

产量少
,

是

本地区低产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
。

粮食低产
,

加之人 口 剧增
,

缺乏集约经营
,

又加剧了土壤侵蚀

的发展
,

这就形成了侵蚀 山区的恶性循环
。

我们对六枝特区新 华区冷坝乡山王庙所在山坡地
,

紫红色砂页岩坡地侵蚀土壤及坡麓沉积物

的养分含量进行 了观察对比分析
。

样地地面坡度 3 。
“ ,

山丘相对高度约为 50 m
,

坡面较为均一
,

土壤侵蚀严重
,

坡麓为淤积阶地
,

坡面与阶地上的作物均 为玉米
,

我们分别采表层 ( 0 一 1 c0 m )

土样及玉米植株进行了对比分析
,

结果见表 3
。

从表 3 可 以看 出
,

侵蚀坡地土壤养分贫乏
,

其代

换量
、

有机质
、

全氮
、

全磷
、

碱解氮
、

速效磷
、

速效钾均远低于坡麓淤积土壤中同类养分含量
。

表3 侵蚀地与淤积地养分含量对比分析

采样点
项 日 代换 {遗

一 ( m e / 1 0 0 9 土 )

有机质
( 9石)

全氮 ( % )
碱解氮
( P P m )

速效磷
( P P m -

速效钾
( P P m )

坡顶侵蚀地

坡脚淤积地

淤积地 比 叹蚀地 高%

2 2
。

5 1

2 6
。

8 9

1 9
。

4 6

1
。

9 0

6
。

2 2

2 2 7
.

3 7

0
。

1 5 7

0
。

3 2 1

1 0 4
。
4 6

一全磷 ( ,石)

0
。

1 4 4

0
。

1 6 9

一 1 7
。

3 6

1 4 6

1 9 2

3 1
。

5 1

l 8

1 0 0
。

0 0

1 2 9

2 2 5

7 4
。

4 2

尤其是坡麓淤积土有机质
,

全氮
、

速效磷含量比坡地侵蚀 上壤中同类养分含量高 1 一 2 倍多
。

侵

蚀坡地土壤养分的大量流失
,

导致土壤理化性能恶化
,

作物生长发育不 良
,

产量降低
。

我们将坡

地侵蚀土壤及坡麓 淤积阶地上玉米植株形态及其产量要素对比分析
,

结果见表 4 和表 5
。

表 4 表明
,

坡麓淤积地玉米株高
、

株周径
、

株重
、

叶数
、

叶长
、

叶宽
、

叶面积
、

根
一

长
、

根重

等植株形态数倍乃至 10 几倍 高于坡地侵蚀地
。

侵蚀地玉米产量要素穗长
、

穗重
、

穗籽粒数
、

穗籽

粒重及千粒重均远低于坡麓淤积地上玉米的同类要素值
,

导致其产量的极显著差异
。

坡麓淤积地

玉米亩产 3 5 o
.

3 k g
,

而侵蚀 地玉米亩产仅为 1 8
.

6 k g ,

差异达 17
.

8倍
。

需要指 出的是
,

这一调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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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怪蚀地与淤积地玉米植株分析

项目
采样点

株 高
( e m )

株周径
( e m ) …

株 (

罗
}

叶 宽
( e m )

叶面积
( e m

“ )
根 长
( e m )

根 重
( g )

一 - - - -
.

-

一 -
~ ~

坡顶侵蚀地

坡脚淤积地

淤积地比侵蚀地高 %

7 2

1 9 0

1 6 3
。

9

4O

3 0 0

6珍0
。

0

1 1

8 3
。

3

222
。

555

888
。

000

222 2 0
。

000

1 7

2 9

6

…
_ 匕

_

4 0

7 0 0
。

0

.一、、 ,
尹

一ǎOō

nì5
ùU00一C一勺dǎ谷山乃ó

表 5 僵蚀地与淤积地玉米产蛋分析

项 目 ! 穗 长 ! 穗 重
取样点 ( Cm ) ( g )

穗籽粒数
(粒 )

穗籽粒重
( g )

千 粒 重
( g )

田
( k g )

坡顶侵蚀地

坡脚淤积地

淤积地 比侵蚀地高%

3 2

3 8

2 0 3
。
1 1 8

。
6

1 7

3 2 5
。
0

1 4 8
。
5 3 1 9

。

0 3 5 0
。

3

2 6 0 0
。
0 5 7

。

1 1 7 8 3
。

3

果还是正常年景下的收成
,

如遇较大灾害
,

种于此类坡地上的作物甚至颗粒无收
。

我们还进一步对坡面侵蚀地与坡麓淤积台地上的玉米品质进行了对比分析
,

结果见表 6
。

从

分析资料可 以看 出
,

侵蚀地与淤积台地相 比较
,

其蛋 白质
、

脂肪
、

全氮含量分别低 7
.

27 %
、
2 0

.

6 5%
、

7
.

21 %
,

而淀粉
、

全磷
、

全钾含量则分别高 6
.

19 %
、

2 0
.

0 7%
、

1
.

41 %
。

总的看来
,

侵蚀地玉米质

量远较淤积台地为差
。

实践证明
,

侵蚀坡地的作物不仅产量显著低于基本农 田上的作物产量
,

而

且质量也明显劣于基本农 田上的作物质量
。

这进一步说明
,

广种薄收的耕作方式是一种破坏资源

的得不偿失的极端落后的耕作方式
,

必需大力制止
。

实行集约经营
,

种好
、

管好每一 亩 基 本 农

田
,

其效益远胜于数十亩陡坡侵蚀地
,

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 出土壤的生产潜力
,

并能 保 护 生 态

环境
,

是发展 山区生产唯一的正确途径
。

表 6 侵蚀地与淤积地玉米品质分析 (含量
:

% )

项 目

取样点
蛋 白 质 { 脂 肪 淀 翔 全 氮 全 磷 全 钾

坡顶侵蚀地

坡麓淤积地

侵蚀地比淤积地 士

1 2
。

6 2 3
。

6 9

1 3
。

6 1

一 7
。

2 7

4
。
6 5

一 2 0
.

6 5

6 9
。

4 1

6 5
。

3 6

+
6

。

1 9

2
。

0 2

2
。

1 8

一 7
。

2 1

0
.

3 2

0
。

2 7

+
2 0

。

0 7

0
。

4 3 1

0
。

4 2 5

+
1

.

4 1

2
.

坡地黄棕壤侵 蚀 黄棕壤是区内主要自然土壤类型之一
,

普遍分布于海拔 1 8 00 m 一 2 2 00

m左右
。

黄棕壤类型较多
,

其抗蚀性表现不 一
,

其中以玄武岩风化物发育而成的黄棕壤较多
,

且多

伴随煤系出露
,

表层土壤被侵蚀后
,

母质及近母质层质地松散
,

常呈半风化碎屑分布于坡面
,

成

为本地区重要的侵蚀源地
。

我们对水城特区宝华乡嘉禾村
,

地面坡度 25
“ ,

山体高 150 m
,

全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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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垦为耕地
,

在坡腰部 (土层厚 0
.

s m 左右 ) 及坡麓 (土层厚 Z m左右
,

地面为 3
“

左右的缓坡 )

进行了观察及取样 (表层 。 ~ I c c m ) 分析
,

结果见表 7 及表 8
。

表 7 黄棕壤 (玄武岩 ) 坡耕地与坡麓地土壤养分对比分析

}

——
{

—
一

— 一一 一

—
一

J一一
- - -

一 一
-

一

项 目
{ 、: 换 最 {

采样 点 }( m
e / 1 0 0 9 土 )

{
全 氮 全 磷

( % ) ( % )

碱解氮
( P P m )

速效磷
( P P m )

速效钾
( P P m )

机 质%有

坡腰

坡麓

(侵蚀地 )

(若乙积地 )

2 2
。

1 9

2 2
。

3 1

0
。

7 6

4
.

6 0

0
.

0 4 7

0
。
2连1

0
。
2 2 7

0
。

1 2 0

4 0

1 5 9

1 3 2

3 2 5

表 8 黑棕壤 (玄武岩 ) 坡耕地僵蚀物微结构及机械组成分析

一 \
、

、 二
1

’

; , 至。 构 (粒径
:

m m )% 一 机械组成 (粒径
:

m m ) %

州 ` 目 }

一 - 一 -

一
_

一
-

.

—
一 {一

- 一厂

一

—
一

- - 一
一一一名 。 , _ 一 、 八 ,

}
八 , 。 。 ,

一 0
。

0 1~

“
。 , 二

一
二 。 .

一
。 二 、 。 二

一 0
。

0 1wt 一 / 、 。 。 ,

术 个1二以 / U
.

1 JV
。

1
一

U
。

V I 一 八 八 n l .

久
U

。
U U I 一 1

~
U

。
工 一U

。
1
~

U
。

U l 一 八 n 八 ,
一火

U
。

U U I
\

! 一
. ` ” ” 二

一 一 一 一
U

· ” U 上 一

坡 腰

坡 麓 ( 沉积物 、

3 8
。

2 2

3 1
。

0 4

2 2
。

1 8

5 7
。

2 6

3 4
。

4 0

廷
。

8 0

5
。

2 0 1
。

9 8 一 4 9
。

8 2

6
.

8 0 2
.

: 2 1 、 3
.

, 8

3 1
。

8 0

3 1
。

8 0

1 6
.

4 0

2 3
。

4 0

表 7表明
,

坡腰侵蚀土壤中各项养分指标均显著低于坡麓缓坡地的同类指标
,

其中尤 以有机

质含量仅为坡麓地的 1 6
.

52 %
,

而其余指标全氮
、

碱解氮
、

速 效磷
、

速效钾 的含量
,

坡腰侵蚀地分

别只为坡麓地的 1 9
.

50 %
、

2 5
.

16 %
、

4 4
.

4 5% 和 40
.

62 %
。

从表 8 坡腰侵蚀地与坡麓沉积地颗粒
、

微结构对 比分析结果可 以看 出
,

侵蚀地的直径为 1 ~ 0
.

l m m 的颗粒含量及粗大微结构直径 > 0
.

1

m m 的含量均明显地高于坡麓沉积地的含 量
,

而其粒径 < o
.

o 0LJ m m 的机械成分及粒径 < 。
.

o 01 m m

的微结构含量义都显著地低于坡麓沉积地的同类含量
。

坡地土壤随水流失
,

部分养分及粘粒沉积

于坡麓
,

其余大部分则继续顺沟流动
,

由支沟
、

干沟而进入河流
,

在其整个流动过程中又有局部

的沉积
,

我们对该黄棕壤 (玄武岩 ) 山沟沉积物进行了分析
、

样 品分别取 自沟首与沟口 ,

并与该

陡地草被覆盖
一

F的土壤为对照
,

分析结果见表 9
。

表 9 表明
,

未遭侵蚀的坡地土壤 各项指标均明显

表 9 原土壤与侵蚀沉积物养分含量对比分析

项 !习

洋品

原 」: 壤

沟 首沉积物

、匀日 沉积物

代 换 母
( m e z , 1 0 0 克

土 )

有机质
( % )

全 藏
( 夕石)

全磷
( % ,

碱解氮
( P P m )

速 效 磷

( P P 一n )

速 效 钾

( P P ln )

2 8 5

2 6 5

2 4 3

月了一口代dnU5
几曰n自2

ō了ù̀4 5
。

4 5 4
。

0 2

3 6
.

7 4

3 9
.

3 8

。

0 6 0

。

4垂 0

。
2 8 9

.

0 5 6

。

0 8 7

0
。

2 9 9

0
。
0 5 6

0
。

1 7 0

地高于不论是沟首还是沟 「!沉积物的同类含量
,

积物与沟 口 沉积物分析结果
,

进一步可 以看到
,

这就说明了侵蚀导致土壤养分流失
。

比较 沟首沉

沟口 沉积物的代换量
、

有机质
、

全氨
、

全磷
、

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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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氮等均比沟首沉积物同类含量为高
。

究其原因
,

主要在于沟口 比降突然趋缓
,

沉积过程加剧
,

故其肥力水平较之坡度较陡的沟首为高
,

所 以合理 利用沟 口沉积物 以发展 生 产 也 是 颇 有 意 义

的
。

(二 ) 滑坡侵蚀

贵州西部地区滑坡侵蚀时有发生
,

尤 以近年来更为频繁
,

且滑坡范围不断扩大
。

区内滑坡尤

以盘县最为集中
,

造成的损失也最为严重
,

仅据 60 年代以来不完全统计
,

全县发生大型滑坡 7起
,

死亡近百人
,

毁农田数千亩
,

给受灾地区造成无法挽回的毁灭性灾难
。

除已发生 的滑坡外
,

还有

大片土地处于滑坡危险地带之内
,

随时都有暴发灾难的可能
。

如盘县老厂区马义乡 自 1 9 7 8 年 以

来
,

拦山腰发生 一条长 l o k m 多
、

裂 口 1c0 m 左右的裂缝
,

致使居住在该地区的群众常 年 处 于 惊

恐之 中
。

又如六枝特区新华区统计
, 1 9 8 3年全区发生中小型滑坡及地裂近千处

,

一般坡面裂 口宽

30 c m 一 CS c m
、

裂缝上下错开高度 3 c0 m 一 50 c m
,

裂缝长度不一
,

短者数十米
,

长者数百米
,

地

裂区 内的居民房屋墙壁也纷纷开裂
,

间题十分严峻
。

现仅以盘县近年发生的滑坡为例加以描述和分析
。

1 9 8 2年 10 月 12 日发生于该县羊肠区纳木村

的大滑坡
,

滑坡点位于海拔 1 2 0 0一 1 5 00 m 的坡面上
,

地面坡度 25
“

一 35
“ ,

出露基岩为玄 武岩及砂

页岩
、

砂岩
,

山顶及山腰处有数孔小煤窑
,

坡面为草丛所覆盖
,

间有部分旱耕地
,

山 脚 为 长 约

5 00 m
、

坡度约 2
“

一 3
。

的缓坡倾斜地带
,

地面全部垦为水稻田
。

滑坡发生前的半个月内滴雨未下
。

10 月 1 2 日山坡中部突然开始蠕动
,

地面隆起 3 一 s m
,

形若小丘
,

随之挤压下部土体
,

再形成另

一凸丘
,

如此后浪推前浪
,

蜿如巨龙腾舞
,

并发 出隆隆声响
,

这一次滑坡前后历时 3 天方全部完

成
,

最后形成 了一条长约 50 0m
、

宽约 1 20 m
、

深约 30 m 的巨大槽沟
,

估算滑体约巧 。万 m
“ 。

这一

次的滑动由于过程缓慢
,

幸无人畜伤亡
,

只毁农田百余亩
。

可 以认为
,

纳木滑坡之所 以能在干旱

期间暴发
,

首先是因山脚水稻土底层具有一个 良好的滞水滑动面
,

承压力有 限
,

坡面小煤窑长期

开挖弃渣
,

大大 地增加了坡面的负荷
,

一旦超过了坡脚承受力而失去平衡时
,

从而导致了这一场

惊心大旱滑
。

为此
,

对猾坡易发土壤
、

地质
、

地貌等条件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

合理利用土壤资源
,

是防止

滑坡暴发的一个重要方面
。

(三 ) 泥石流

泥石流过去在贵州高原极少见闻
,

但近年来却连续发生
,

主要集中发生于省的西部 山区
,

纳

雍县猫场乡木井村位于三面环 山的葫芦 口处
,

集水面积 0
.

8 7 5 k m
“ 。 1 9 8 2年 5 月 18 日 晚 突 降 暴

雨
,

历时 20 m i n ,

降雨量 45 m m
,

山洪暴发
,

泥石俱下
,

洪流深一丈 有余
,

成灾时间只有 30 m in
,

全村房屋被夷为平地
,

全村 1 56 人 中死亡 37 人
,

伤 13 人
,

坡耕地土层被 刮走 Z Oc m 一 50 c m
,

冲蚀

沟宽 3 m一 5 xn ,

深达 Z m一 3 m
,

有一块重达千吨 ( 4 m X 6 m X s m ) 的孤石被顺沟冲走 3 0 0

多m
,

灾后的现场令人惨不忍睹
。

影响贵州西部湿润山区泥石流发生的因素
,

我们认为
,

除了特定的地质
、

地貌环境条件外
,

主要是强烈的暴雨
,

松散的坡积物和不合理的过度垦殖
。

泥石流的产生除了必不可少的径流为动

力外
,

就是要有大量 固体物质 的存在
,

分析各个泥石流流通沟道
,

沿岸 均有深厚的坡积物
,

含有

大量大小不一的石砾
,

质地松散
,

经水冲泡极易垮塌
,

棍入泥石流洪流
,

相 互冲击
,

使泥石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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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演愈烈
。

表 0 1所列水淹坝泥石流沟道沿岸坡积物机械分析结果充分地说 明了这一点
。

坡麓堆积

物粒径 > 1 m m的石砾含量为 7 2
.

3 1%
,

远较坡上粗骨土 同类含量 6 1
.

81 %为高
。

而 粒 径 < 0
.

00 1

m m 的粘粒含量
,

坡麓堆积物为 1
。

64 %
,

又远低于坡上粗骨土的含量 3
.

58 %
,

这就表明了坡麓堆

积物的松散性
。

表 10 坡麓堆积物机械组成分析 (粒径
:

m m ) %

项 目
〕

、
1 0 1 0 ee l 1 一 0

。
2 5

’

0
。
2 5~ 0

.

0 1 一 0
。

0 1~ 0
。

0 0 1 < 0
.

0 0 1

土样

坡麓 堆积物 (表层
( 0一 1 0 e m )

2 7
。
8 7

坡 上粗 骨土 (表层
( O一 1 0 e m )

2 5
。
0 9

可 以认为
,

湿润山区的不合理利用土地则是导致泥石流暴发的更为重要的条件
。

当地居民滥

砍乱伐
,

陡坡开荒极为严重
,

尤 以木井村更为突出
,

该村土地面积 1 3 1 3亩
,

其中仅有 基 本 农 田

1 03 亩
,

除光石山 2 19 亩
、

稀疏灌丛 20 亩和溪沟
、

居民点占地 98 亩外
,

其余 9 71 亩坡地全部被 垦 为

耕地
,

垦殖率高达 82 %
。

表 n 为该地区不同利用的坡地土壤机械组成分析对比
。

分析结果表明
,

同一坡地的黑色石灰土一旦垦为坡耕地后
,

> 10 m m 粒径 的石砾含量显 著 增 加
,

而 < 0
.

o 01 m m

粒径的粘粒则急剧减少
,

土壤沙化迅速
,

保土蓄水性能减弱
,

促进了土壤侵蚀的发展
,

进而为泥

石流的暴发创造了条件
。

据该地老农回忆
, 1 9 5 3年 5 月某 日降雨量和降雨强度较 1 9 8 2年泥石流暴

发时的降雨量和降雨强度大 2 倍 以上
,

但却未酿成重灾
。

同样的地质
、

地貌
、

土地
,

为何 出现如

此悬殊差异 ? 究其原因
, 1 9 5 3年该地仅有耕地 80 亩

,

垦殖率为 6 %
,

广大坡面为乔灌所覆盖
,

大

大地增强了固
:
L防冲的作用

。

由此可见
,

贵州西部 山区泥石流 的频发是土壤侵蚀急剧恶化的必然

结果
,

是大 自然对人类不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一种惩罚
。

表11 不 同利用的坡地土壤机械组成分析 (粒径
:

m m ) %

项 目
> 1 0 1 0一 1 { 1 ~ 0

。

2 5 1 0
。
2 5一 0

。

0 1
.

0 1~ 0
。
0 0 1 1 < 0

。

0 0 1

L 样

自已一了一0OC

:
`
盆Od一匕00

:
黑色石灰土 ( 拼地 )

黑色石灰土 (草被 )

2 8
。

9 2

3 4
。

2 3

2 4
。

9 8

2 5
。

6 7

2 0
。

4 7

1 8
。

0 4

1上ē日一ano

:

三
、

结 语

长江上游湿润 山区
,

水
、

热
、

矿产
、

能源等都很丰富
,

生产潜力很大
。

但 由于 自然
,

人为的

原因
,

植被遭受破坏
,

土壤侵蚀恶性发展
,

自然灾害频繁
,

成为山区经济发展及群众脱贫致富的

重要障碍
,

甚至有部分山区群众 已经丧失了生存的土地
,

并严重威胁到长江
、

珠江的综合开发
,

任其发展下去
,

长江变黄河的预言就有可能实现
,

这是多么可怕的景象啊 ! 为此
,

制止这一地区

( T 转第 1 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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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 n e e S o e 云e t夕 o f G
u 葱名无。 “ P r o v i 几 c e )

Ab s t r a c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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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 e 0 0 11 e r o s : o n o f 七h e m o u n t a i n o u s r e g i o n j n w e s七e r n G u i z h o u P r o v i n e e ,

i七 15 七h o u g h t t h a 七 t h e r e g i o n h a s b e e n o n e o f 七h e a r e a s w 有七h t h e m o s七 s e r -

J o u s 5 0 11 a n d w a 七e r 10 5 5 i n G u i z h o u P r o v i n e e ,

w h i e h w o u l d h a r m t h e e o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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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o n g s h u i h e r i v e r a s w e l l a s 七h e Y a n g 七z e r i v e r a n d Z h u j i a n g r i v e r ,

m e a n -

w h i l e
,

t h r e a 七e n i n g 七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七h e n a 七i o n a l e e o n o m y i n t h e r 甘g i o n

a n d t h e o a f t y o f l i v e s a n d p r o p e r 七i e s .

H a v i n g e x p o u n d e d t h e e a u s e a n d

h a r m n e s s o f s e v e r a l m a j o r 七y p e o o f e r o s i o n i n 七h e p l
a e e , i七 P o i n 七5 o u 七 七h a t

t o s 七r e n g t h e n t h e h a r n e s o o f 5 0 11 e r o o i o n o f t h e r e g i o n 15 七h e t a s k o f

g r e a t u r g e n e y
。

k e y w o r d 、 : b e d r o e k e r o s i o n c o v e r r a t e o f v e g e t a t i o n l a n d r e s o u r e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