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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张 马小流域在山东半岛及其毗邻的花岗
、

片麻岩低山丘陵区具有代表性
。

本文就该流域

综合治理
L

规划
,
防护林体系建立

,
沟道与农 田工程的建设和利用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进行了

深入总结和效益分析评价
。

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
治管结合 ; 治沟与治田工程结合

;
水

保林与经济林结合
;
农林与牧结合等管理 意见

。

关键词
:

综合治理规划 防护林体 系 治理效益

张马小流域位于沂水县东于沟乡境内
,

总面积 28
.

73 k m
2 ,

由于毁林开荒
,

广种 薄收
,

水土

流失相当严重
,

年侵蚀深 4
。 7m m

,

侵蚀模数为 6 3 3 3t / k m
Z ·

y , 1 9 8 3年人 均收入 1 48 元
,

是沂蒙山

区水土流失严重的代表类型
。 1 9 8 4年水利部治淮委员会列为小流域综合治理试验项目

,

在省
、

地

水利
。

水保部门的指导 下
,

在县委
、

县政府的领导下
,

县水保局和东 于沟乡政府组织实施
,

探索

和研究花岗片麻岩低山
.

丘陵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途径
,

为合理利用水土资源
,

提高土地利用率提

供可靠依据
。

一
、

小流域的基本概况

张马小流域位于沂水县东于沟乡境内
,

是淮河支流沫河的发源地
,

位于北纬 36
0

5 `
~ 3 6

0

1 0产 ,

东经 1 1 5
0

3 8
产

一 1 1 8
”

4 1 /

之间
,

总面积 2 8
。

7 3 k m
“ ,

海拔高度 2 5 0~ 7 9 4m
,

属于低山丘陵区
。

治理

前
,

由于过度采伐
,

毁林开荒
,

森林覆盖率为 20 %
,

又多系幼林和疏残林
,

沟 壑 密 度 4
.

7 k m /

k m
“ 。

岩石为 花岗片麻岩
,

棕壤性土
,

土层浅薄
,

表层土一般在 10 ~ 20 c m
,

以下为半风化或未

风化的母岩
,

土体内粗砂石砾较多
,

结构松散
,

保水保肥能力极差
,

水土流失相 当严重
,

年侵蚀

深 4
.

7m m
,

侵蚀模数 6 33 3 t/ k m
“ ·

y ,

年侵蚀总量达 18
.

2万七
,

流 失面积占80 % 以上
。

流域内多年平均降水量 7 42 m m
,

集中分布在汛期
,

占全年降水量的 7 5
.

6%
,

大部分 以 暴雨

形式出现
,

最大 日降雨量 2 03
.

2m m
。

全流域共 9 个自然村
, 6 1 27 口人

,

人 口密度 21 3人 / k m
“ ,

1 9 8 3年总产 1 8 0
.

9万 k g ,

人均粮食 2 9 5 k g ,

经济总收入 1 1 8
.

7万元
,

人均收入 1 48 元
。

二
、

小流域综合治理规划

(一 ) 指导思想 本着
“
预防为主

,

治管并重
,

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合理 利 用
,

讲 求效

益
,

生物和工程措施相结合
” 。

重点改造坡耕地
,

营建水源涵养林
,

地边经济林
,

沟 道 防 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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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小型拦水工程和水利配套
,

实现生态
、

经济和社会效益的 良性循环
。

(二 ) 规划原则 根据水利部治淮委员会 1 9 8 4年下达的试点项 目要求
,

确定下列原则
: 1

.

坚持生态
、

经济和社会效益相结合
,

以经济效益为主
,

提高农民经济收入 , 2
。

生物和工程措施

相结合
,

以生物措施为主
,

达到涵养水源
、

保持水土
; 3 。

坡面与沟道治理相结合
,

以坡面治理

为主
,

减少水土流失
,

促进农业后劲 , 4
。

综合治理与开发利用相结合
,

治理与利用同步进行 ,

5
。

水利工程建设与水利配套相结合
, 以水利配套为主

,

提高工程 的利用率
; 6

。

治理与管护相

结合
,

以管护为主
,

巩固和发挥治理成果
。

三
、

小流域治理的主要内容

(一 ) 全面规划
,

分年度实施 根据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

绘制出小流域利用现状图
,

水

土流失分布图
,

综合治理规划图
,

小流域规划说明书等
,

根据不同坡度
、

坡向
、

土层厚度
、

植被

状况
、

耕地
、

沟道
、

荒山荒坡进行实测
,

确定各类地形和利用面积
,

把水土保持和发展生产结合

起来
,

确定农林牧用地比例
,

分年度实施治理面积
、

治理进度
。

见表 1 。

表 1 张马小流城治理分年度完成衰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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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总 面积 (亩 )

水土流失面积 (亩 )

累计治理面积 (亩 )

当年完成 治理 面积 (亩 )

治理进度 ( % )

一
、

农业措施 (亩 )

水平梯田 (亩 )

改坡造梯 (亩 )

闸沟 淤地 (亩 )

束河造地 ( 亩 )

二
、

植物措施 ( 亩 )

水土保持林 (亩 )

经 济 林 (亩 )

灌木
、

薪炭林 (亩 )

封 山育林 ( 亩 )

疏袜补密 (亩 )

四旁植树 (亩 )

封 山育草 (亩 )

三
、

工程措施

塘 坝 (座 )

主挂 水 坝 (座 )

拦 沙 坝 (座 )

谷 坊 (座 )

沟头防护 (处 )

3 4 0 5 0

7 5 8 0

7 5 8 0

2 2
。
3

1 0 0 0

6 6 5

2 1 0

4 5

8 0

5 8 4 6

1 8 6 0

3 9 0

1 0 0

1 1 8 1

8 0 5

5 0

1 选6 0

3 4 2 6

2 4 8

7 6 0

1 2 6

7 1 9

6 2 8

5 5

8 9 0

1 3 0 9 3

2 0 9 7 5

5 8 0 2

1 7

6 6 2

1 2 2

2 4 0

1 7 0

1 3 0

4 8这9

2 5 8 0

2 9 0

2 5 0

6 1 9

3 6 5

6 0

6 8 5

3

1 3

5 0

7 8 2

2

1

8

2 0

5 9 0

1

1

7

3 5

1 2 6 0

/

/

1 1

4 0

6 4 0

2

1 1 2 0

3

5

5 3

2 1 0

4 3 9 2

8

(二 ) 班立水土保持防护林体系 本着
“ 山顶柴林山腰果

,
沟河两侧丰产林

,

梯 田地堰经济

植物
” 的整体布局

,

对高山远山陡峭沟头
,

以营造水源涵养林为主
,

近山低山平缓坡地
,

梯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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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马小流域综合治理及其效益分析

边适度发展苹果
、

山碴
、

桃
、

杏
、

梨等果树
,

河边沙滩营造杨树丰产林
,

平缓沟道种植棉槐
、

白

蜡等条林
,

梯 田地堰种植金银花
,

黄花菜等经济植物
。

对坡度稍缓
,

土层较厚的山坡以水平阶整地为主
,

造林密度 1 50 株 /亩 ~ 25 0株 /亩
,

造林面积

2 3 00 亩
。

对陡坡
、

土层较薄的地带以鱼鳞坑整地为主
,

造林密度 25 0株 /亩一 3 50 株 /亩
,

造林面积

3 78 0亩
。

在土层痔薄的荒坡
,

采用小穴整地
,

造林密度为 45 0株 /亩一 6 00 株 /亩
,

造林面积 1 4 94

亩
。

在沟河两侧沙滩采用条带整地
,

抽沙换土
,

施有机肥等
,

造林密度 74 株 /亩~ 10 0株 /亩
,

营

造杨树丰产林 8 00 亩
。

对现有的幼林和琉残林以封山育林育草为主
,

对较大的林中空隙进行补植
。

在平缓坡地采用水平梯田整地
,

种植苹果
、

山植
、

杏
、

桃
、

梨等果树
,

造林面积 2 12 0亩
。

梯 田

地堰种植金银花 24 万墩
,

黄花菜 15 万墩
,

梯 田地坎
,

沟道种植棉槐
,

白蜡等条林 5 万墩
。

到 1 9 8 8

年有林地面积发展到 19 86 0亩
,

森林覆盖率达 46 %
,

封山育草
,

人工种草 4 722 亩
,

植被覆 盖 率

达 5 7%
。

(三 ) 田间工程措施 坡面是水上流失的重点
,

又是生产基地
,

为了从根本上控 制 水 土 流

失
,

除营造水土保持林外
,

应大面积建设水平梯田
,

促进农业的稳产高产
。

梯 田的布设
,

采用沿等高线布置
,

大弯就势
,

小弯取直
,

梯田地段连片集中
。
田面宽度

:

在

5
。

~ 一5
。

坡耕地上
,
田面宽度 s 一 1 2m

,

坡度在 1 5
“

一 2 5
。

时
,

田面宽度 4 一 s m
,

田埂 坚 固 稳

定
,

修建地埂
、

排水沟
、

水簸箕
、

灌水系统
,

田面活土层 40 c m 以上
。 5 年内修建水平梯 田 3 06 0

亩
,

坡式梯 田 3 8 60 亩
,

闸沟淤地 8 40 亩
,
沟河两岸平地 1 05 4亩

,

占总耕地面积的9 2
.

2%
。

坡 式

梯 田在耕作上采取沟垄种植
、

带状间作
、

等高耕作等措施
,

减少坡面水土流失
。

(四 ) 沟道工程措施 沟道治理本着
“
先上游后下游

,

先支毛沟后骨干沟
”
的原则

,

在沟头

和支毛沟内修筑谷坊 4 3 92 座
,

有效的防止沟底下切
,

沟头前进
,

沟岸扩张
,

提高侵蚀 基 准面
。

在蓄水工程的上部修筑拦沙坝 21 0座
,

延长蓄水工程的寿命
。

蓄水工程的布置采用以拦水坝为主
,

就地蓄水
,

就地利用
,

不占用{耕地
,

充分利用沟道
,

遍地开花
,

修筑拦水坝 53 座
,

塘坝 5 座
,

扩

大灌概面积
,

保证农业的稳产高产
。

(五 ) 提高现有水库的利用 小流域内己有 (二 ) 型水库 4 座
,

但由于长年失修
,

无灌溉渠

道
,

现有水资源利用量很低
,

为此对现有水库整 修加固
,

增加水库 的有效 蓄水量
,

配 套 石 渠

2 50 0m
,

扬水站 5 座
,

扩大灌溉面积
,

提高现有水资源的利用率
。

四
、

小流域治理效益分析

通过 5 年的综合治理
,

连续治理
,

实现 了生态
、

经济和社会效益的 良性循环
。

(一 ) 减少水土流失
,

改兽生态环境 通过封山育林育草
,

植树造林
,

有效的涵养水源
,

保

持水土
,

改善小气候
,

促进生态效益的良性循环
。

据测定
: 剧烈侵蚀区的流失面积由原 来 的 1

.

8

k m
“

减少到 0
。

3 k m
“ ,

减少 83 % , 极强度侵蚀区由原来的 4
。

3 k m
“

减少到 o
.

Zk m
“ ,

减少 97 % ; 强

度侵蚀区 6
.

s k m
“ ,

已全部被植被覆盖
。

全流域平均年侵蚀模数由 1 9 8 3年的 6 33 3 t/ k m
“ ·

y到 1 9 8 8

年减少到 2 01 7 t/ k m
“ ·

y
。

见表 2 。

修建水平梯田
,

深翻整平地面
,

增加土壤有效土层 厚 度
,

改

善了土壤的物理性状
,

提高土壤的渗透速度和贮水量
,

同时提高了上壤的蓄水保水保肥能力
,

减

少地表径流量
,

防止水土流失
。

(二 ) 经济效益显若提离 通过综合治理
,

农林牧全面发展
, 1 9 8 8年直接经济 纯 收入达 3 25

万元
,

比 1 9 8 3年增加 20 6
.

3万元
。 1

。

林业产值
:

水土保持林和用材林共有立木蓄积量 14 o 00 m
“ ,

年采伐量 3 00 m 3 ,

年产值 9 万元
,

年产棉槐
、

白蜡等条 9 万 k g
,

产值 2
.

7万元
,

枝 柴 年 产 80 万

k g ,

产值 8 万元
,

年产果品
、

金银花
、

黄花菜 1 7
.

5万k g ,

产值 14 万元
。

共计林业产值 3 2
.

5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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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张 马 小 流 城 综 合 治 理 表

1 9 8 3年 1 9 8 8年

土地总面积 (亩 )

水土 流失面积 (亩 )

耕 地 (亩 )

有林地面积 (亩 )

封山育草
、

人工草场 (亩 )

土地利用率 (% )

土壤侵蚀模数 ( L/ k m
“ ·

y)

廷3 0 9 5 4 3 0 9 5

OA
ùn.òó匀。nùn匕,曰

咬土一ac月乃了产O49965

月l

3选 0 5 0

1 0 7 7选

八匕几QJ住nJ752/ 3

2
。

农业产值
:
通过修建水平梯 田

,

虽然遇到连续几年的干早
,

仍然获得农业丰收
。

粮 田 面 积

5 4 6 5亩
,

总产 2 4 4万 k g ,

单产 4 4 7 k g ,

花生亩产 1 9 o k g ,

黄烟亩产 i 7 5 k g 。

累积增值达 2 1 2
.

3 万

元
。 3

.

畜牧业产值
: 通过封山育林育草

,

植树造林
,

农作物秸秆等为畜牧业发展创 造 良好 条

件
,

草多
、

叶多
、

秸秆多
,

提供充足的饲草
,

据不完全统计
,

大牲畜增加 8 56 头
,

羊 5 10 0只
,

猪

4 1 00 头
,

鸡鸭鹅 8 45 0只
,

兔 7 0 00 只
,

畜牧业年产值 9 3
.

6万元
。

畜牧业的发展为农林生产开辟肥

源
,

达到以林促牧
,

以牧养农的良性循环
, 1 9 8 8年总纯收入达 3 25 万元

,

比 1 9 8 3 年增 加 2 0 6
.

3 万

元
, 1 9 5 5年人均纯收入 4 5 3元

,

比 2 9 8 3年增加 3 3 5元
。

见表 3 。

表 3 张马小流域编合治理产值表

1
比 较 年 份 }

项 目
,

,

1 9 8 3年
,

1 9 8 8年
{ }

急 ,盗:

值 (万元 ) 1 1 1 8
.

7 } 3 2 5

…
2 0 6

.

3

农 业 收 入

(万元 )

(万元 ) (% )

(万元 ) ( % )

收 入

(万元 ) ( % )

9 4
。
9 6

8 0

5
。
8

4
。

9

1 5
。

0 7

1 2
。
7

2
。

8 7

泛
。
选

1 8 0
。
4

5 5
。

5

3 2
。
5

1 0

9 3
。

6

2 8
。
8

1 7
。
9

5
。

S

+ 8 5
。
4 4

一 2选
。

5

+ 2 6
。

7

十 5
。
1

+ 7 8
。

5 3

+ 1 6
。

1

+ 1 5
。

0 3

+ 3
。
1

粮食总产 (万 k g )

(三 ) 促进社会效益的提高 通过山
、

水
、

田
、

林
、

路综合治理
,

总蓄水量达 93 万 1n
“ ,

解

决了人畜吃水和灌溉用水
。

修建公路 1 1
.

2 k m
,

环山路 n 条
,

长 56 k m
,

新建瓦房 2 18 0间
,

达到

通电
、

通车
、

通 电话
,

人民的生活生产条件基本得到改善
。

通过小流域综合治理
,

人民开阔了眼界
,

人才观念
、

科技观念
、

商品经济观念等新的思想空

前活跃
,

农民学科学
、

用科学已蔚然成风
,

法制观念得到加强
,

依法治理
,

依法管理小流域
,

推

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

村民团结友爱和睦相处
,

互相帮助
,

走共同致富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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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对小流域治理后的管理意见

张马小流域经过五年的综合治理
,

已取得了生态
、

经济和社会效益的 良性循环
,

为了巩固
、

扩大
、

利用治理成果
,

对治理后的小流域提出几点意见
:

1
.

治管用相结合
,

以管护为主
。

重治轻管或只治不管
,

不但发挥不了治理效益
,

而且挫伤群

众的积极性
,

导致前功尽弃
。

为此
,

在管护的前提下进行开发利用
,

严禁毁林开荒
,

破堰种植
,

乱牧等而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

严格管护工程设施
,

延长工程寿命
,

巩固治理成果
。

2
.

沟道工程与田间工程相结合
,

以 田间工程为主
。

对沟道工程加强保护和修理
,

重点搞好

坡式梯 田的改造
,

现有 3 8 60 亩坡式梯田修建成高标准的水平梯 田
,

提高土壤保水保肥保土 的能

力
,

促进粮
、

油
、

黄烟的产量
。

3
.

水 土保持林与经济林相结合
,

重点抓好经济林管理
。

对大面积的水源涵养林
、

薪炭林
、

用材林加强抚育管理
,

完善承包责任制
,

搞好护林公约
。

对 2 6 40 亩经济林重点管理
,

做到深翻
、

扩穴
、

施肥
、

灌水
、

穴施肥水
、

地膜盖穴等措施
,

提高果品产量和质量
,

提高经济收入
。

4
.

农林牧相结合
,

重点发展畜牧业
。

通过封山育林育草
,

植树造林
,

人工草场建设
,

发挥

草多
、

枝叶多
、

饲草充足的优势
,

大力发展畜牧业
,

建立牛
、

羊
、

猪
、

兔
、

家禽等畜产品生产基

地
。

以林促牧
,

以牧促农
,

使农林牧同步发展
。

5
。

大型水库与小型拦蓄工程相结合
,

重点抓拦水坝建设
。

在条件适宜的干支沟内重点搞小

型拦水坝
,

投资少
、

见效快
,

就地蓄水
,

就地利用
。

对现有的水利工程 加强管 护
,

搞 好水利配

套
,

扩大灌溉面积
,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

为农业的稳产高产创造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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