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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总结了忻州地区应用推广梯级连环治理中的经验和存在问题
。

并分析研究 了梯级连

环治理的特点
、

规划原理及技术措施
。

为进一步搞好黄土丘陵沟壑区的综合治理有一定的指

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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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级连环治理
,

是黄土丘陵沟壑区坚持综合治理基础上的一种衍生模式
。

近年来
,

这种模式

开始在忻州地区应用推广
,

初步展示了生态型治理的新趋势
。

及时研究分析这种模式的科学性
,

对水土保持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
。

一
、

自然概况

忻州地区地处黄土高原
,

总面积 25 1 7 3 k m
“ ,

山地
、

丘陵区占到 9 0
.

5%
,

水土流 失 面 积 占

77 %
,

是黄河流域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之一
。

全区多年平均输沙量 (悬移质 ) 9 65 4万 t
,

占山西

省全省输沙量的五分之一
。

平均输沙模数4 9 97 灯 k m
Z。

最严重的河曲
、

保梦德
、

偏关 等 县 高 达

2
.

28 万灯 k m
“ 。

境内黄土丘陵沟壑区面积 8 26 7 k m
“ ,

占全区总面积的 3 2
.

8%
,

沟 壑 密 度 3 ~

7 k m / k m
“ ,

为极强烈侵蚀区
,

侵蚀模数 5 0 0 0七一 1 2 0 0 0七/ k m
Z .

y 。

二
、

梯级连环治理的产生及其特点

黄土丘陵沟壑区
,

地形破碎
,

植被稀少
,

土质疏松
,

水土流失严重
,

治理任务重
、

难度大
,

技术性较强
。

七十年代以来
,

按流域单元进行统一规划
,

综合治理
,

是一条十分可贵 的 成 功 经

验
。

忻州地区推广这一经验
,

取得了显著效果
。

从七十年代重点小流域的治理开始
,

到八十年代

以小流域为单元综合治理的普遍推行
,

全区出现了一大批综合治理典型和样板流域
。

如以河曲县

南曲沟流域为代表的重点流域
, 以苗混瞒为代表的户包小流域治理典型

,

对推动面上的水土保持

工作
,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继续坚持贯彻这一方略
,

无疑对水土保持工作仍然具有深远的意

义
。

但是
,

在治理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 一是由于自然单元与行政单元不一致

,

在规划实施

上形成脱节 ; 二是丘陵沟壑区支离破碎
,

有些地方沟掌发育
,

形不成一个完整流域 , 三是不同流

域的同类型 区域
,

有相同开发特点
,

按区域开发的优越性显著
。

为了解决这些间题
,

忻州地区自

1 9 8 4年以来
,

进行了连续连片集 中治理的探索
。

在小流域治理较好的基础上
,

为扩大治理规模而

产生的跨流域连片治理
,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

但当时只注重了治理方式的变更和治理措施的简单衔

接
。

如林片
、

草片
、

灌木片
、

梯田片等等
,

缺乏各措施间的内在联系
。

特别是生态群落之间
,

缺

乏科学布局
,

限制了三大效益的充分发挥
。

梯级连环治理
,

就是按照地域的自然特点
,

从寻求生

态效应进一步向良性转化出发
,

改善措施间组合结构的一种探索
。

梯级连环治理的主要特点是
:

按照当地的自然气候优势和生态规律
,

综合布设治理 开 发 项



第01 卷 4 期 杨金玉等
:

忻州地区梯级连环治理总结

目
,

使各项 目之间
,

发生 内在的有机联系
,

产生相生共存
、

互补互利的人工生态效应
。

治理规划

按地类进行
,

并按行政单元组织实施
。

治理的对象
,

可以是一条流域
,

也可以是几条流域的结合

部位
。

由于目标明确
,

治理集 中
,

可以较好地发挥行政机构的组织职能
。

组织形式上可以是大会

战
,

可以是专业队
,

也可以按户承包
、

联合治理
。

统分相宜
,

机动灵活
,

有效地解决了流域之间

在治理上的衔接问题
。

管理上按连环单元分级管理
,

可以管理一个完整的连环单元
,

也可以管理

其中的一个部位
,

根据工作量大小视具体情况而别
。

梯级连环治理
,

由于注重 自然优势的发挥和

生态规律的作用
,

可以形成比较完整的连环系统
,

产生较高的系统生产力 以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

益
。

三
、

梯级连环技术措施的规划原理及要点

(一 ) 基本原理 梯级连环治理的 目标
,

是按照生态规律
,

建立合理的梯级组合
,

逐步形成

科学的人工生态系统
。

根据生态学原理
,

物种种群 的生存
、

繁殖和进化
,

受一定的生境所制约
。

一般来说
,

物种的内察繁殖率都是较大的
。

但事实上任何物种的繁衍都不可能无限膨胀
,

都受其

生境容量的限制
,

这种限制通常称为环境阻力
。

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
,

是人为因素在土地开发中

破坏了可再生资源的后果
。

也就是人为设置了生物环境阻力
,

导致了环境的恶化
。

因此
,

要控制

水土流失
,

还必须通过人为的因素
,

遵循生态系统的演替规律进行治理
,

按照预定目标
,

消除环

境阻力
,

扩大生境容量
,

强化内循环功能
,

提高系统防御能力
。

而这种系统的建立
,

又是与经济

开发紧密相关的
。

它不是单纯的生态系统
,

而是生态与经济的复合系统
。

这种复合系统的 目标
,

是使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一致起来
,

使生态系统的自然再生产与经济系统的扩大再生产相吻合
,

从而实现复合系统内部能量的综合流动和物质的 良性循环
,

提高系统的生产能力
。

因此
,

生态经

济系统的防御能力与生产能力是一致的
。

梯级连环开发系统
,

就是从加强系统的防御能力入手
,

以达到提高系统的生产能力之 目的
。

(二 ) 技术要点 忻州地区的大部分丘陵沟壑区
,

海拔高程在 1 00 。~ 1 50 o m 左右
。

气候比

较温和
,

具备发展果园经济
、

畜牧经济
、

养殖经济的有利条件
。

针对这一特点
,

梯级连环组合规

划的主要技术要点是
:

根据地形部位的高低
,

自上而下按食物链的关系配置木本
、

草本植物
、

陆

生水生动物和微生物组成的生物群落
。

并辅之于不 同类型的工程措施
,

与区域环境构成一个多层

次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
。

具体环节
,

大体可分为三级防御体系
:

1
。

以梯 田就地拦蓄和果粮耕作为主的梁弗综合防御体系
。

从筛顶至沟缘
,

地形 坡 度 多 在

1 5
“

左右
,

地形较缓
,

建设大面积连台式水平梯 田
。
田面宽 8 ~ 20 m

,

埂堰高 出田面。
.

3~ 0
.

5m
。

梯 田实行果粮一体耕作制
,

既栽果树
,

又混作各种豆谷类低秆作物
。

植物高低相间排列
,

在空间和

根系上均形成立体开发结构
。

这个区域
,

由于梯 田 田面平整
,

集 中连片
,

降雨基本不产生径流
,

能起到就地拦蓄的作用
。

农业开发类型上属于果粮经济 区
。

2
。

以水平沟截流拦蓄为主 的坡面生物防御体系
。

从沟缘到沟底的坡面
,

是地表径流的主要

产流区
,

发展草
、

灌
、

乔为主的生物防护网
,

大致分两个台阶
:

25
“

以下的坡面
,

以营造乔 木 林

为主
,

25
“

以上的陡坡以营造灌木林为主
。

这个区域主要靠水平沟整地截短坡长
,

减缓坡 度
,

截

流拦蓄
,

控制沟头延伸和坡面 冲刷
。

随着林草郁闭度的提高
,

不仅生物体系的防御能力会逐步增

强
,

而且还为发展畜牧业提供饲草
。

农业开发类型上属于草牧经济区
。

3
。

以库
、

坝
、

塘拦蓄径流为主的沟道工程防御体系
。

即针对坡面较陡
、

汇流较快的自然特

点
,

修建小型控制性沟道工程
。

不仅可以拦蓄水源
,

抬高侵蚀基点
,

有效地控制重力侵蚀和沟壑

发展
,

而且可以减少洪水灾害
,

保障下游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
。

同时 由于工程的修建
,

新增的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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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养鱼
、

养鸭
,
新增的坝滩地

,

可以种粮种菜
、

建 圈养猪
,

为发展养殖业提供 良好条件
。

农业

开发类型上属于养殖经济区
。

综上所述
,

自上而下的生态布局是
:
在比较平缓的梁赤修梯 田

、

栽果树
,

混作豆谷类作物 ;

在较陡的坡面以林为主
,

草灌乔混交
,

高中矮搭配
,

发展养畜
;
在沟底坝滩地种粮种菜养猪

,

池

塘水面养鸭
,

水体养鱼
。

形成了一环扣一环的梯级组合系统
。

在这一系统的上部
,
果树生产的物

质
,

除了果产品外
,

残枝落叶可以肥 田
。

混作低秆豆类作物
,

既可用粮
,

又可作为饲料
,

还可为

土壤提供较多的根瘤菌
。

反过来土壤有机质的提高
,

又可促进果粮的增产
。

植物与土壤构成了一

个良性小循环
;
坡面的草灌

、

木本植物与食草动物相互提供食物和养料
,

又构成一个 良 性 小循

环 ; 在下部 以水养鱼
、

种菜
、

种粮
,

以粮菜养猪
、

养鸭
,

猪鸭粪便养鱼
,

也构成了水陆生物 良性

小循环
。

三个层次的小循环
,

由于立体趋向和大自然的营力作用
,

有机质 自上而下地传递
,

成为

水体鱼类
、

藻类植物的营养源
。

而下部畜粪
、

池污的长期积累
,

又成为上部农田不可缺少 的有机

肥源
。

从整体上看
,

它有广阔的活动领域
,

塑造出一个循环有序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
。

四
、

典型实例

河曲县五花城流域
,

是梯级连环治理的一个成功典型
。

该流域极不完整
,

由五沟四梁一面坡

构成
,

东西长 5
.

6 k m
,

南北宽 3
.

4 k m
,

总面积 6
.

s s k m
“ ,

水土流失面积 5
.

9 2k m
“ 。

有大小 沟道

1 04 条
,

泥沙直接泄入黄河
,

属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
。

大部分土地为荒丘荒坡
,

有少 量 的坡耕

地
,

以种植糜黍
、

谷子
、

山药
、

豆类作物为主
,

正常年亩产 7 5 k g 左右
,

灾年 亩 产 不 过 50 k g
。

治理前的 1 9 8 3年
,

该流域粮食总产 9
。

45 万 k g ,

油料 2
.

5万 k g
。

总收入 6
.

朽万元
,

纯收 入 6
.

11 万

元
。

自1 9 8 4年开始
,

五花城乡以土地
、

劳力
、

资金入股形式
,

组织了小流域治理股份公司
,

对该

区进行 了治理
。

五年基本治理完毕
,

现已转入管理开发阶段
。

治理后新增以梯田为主的基本农田

3 08 5亩
,

栽植经济林 3 00 0亩
。

新增乔
、

灌
、

草面积 4 0 00 余亩
。

林草覆盖率由过去的 1
.

6% 上升

到 73 %
。

开挖水平沟 29 万 m
,

建坝 16 座
,

新修谷坊 32 座
,

筑浆砌石拦河坝 2 00 m
,

开挖渠道 2 90 0

m
。

新修公路 10 条
,

总长 10
.

5 k m
。

各项工程共动用土方 19 6万方
,

石方 1 万方
。

目前梁坡沟三级

防御体系 已基本完善
。

据测算
,

蓄水减沙效益分别为 7 4%和 73 %
。

每年可减少入黄泥沙 3
.

5万 m
“ 。

流域内梯级连环开发系统已初具规模
,

初步形成了三个新的经济开发区
。

一是梁赤梯 田经济

林开发区
。

主要品种有苹果
、

酥梨
、

葡萄
、

海红
、

山植等
。

目前新果林 已开始挂果
,

再有 5 年可

进入盛果期
,

各类果产品总产预计可达 50 0万 k g 以上
,

总产值可达 3 00 余万元 ; 二是坡面畜 牧 业

开发区
。

随着坡面草灌乔生物资源的生长
,

林牧矛盾的 日渐缓解
,

这一区域主要发展牛
、

羊
、

猪

等畜牧业
。

近一两年内发展大畜50 头
,

羊 30 0只
,

猪 2 00 头 ; 三是沟库水产养殖开发区
。

流域内有

有效养殖水面 30 0余亩
,

已建鱼种池 1 座
,

连环鱼塘 9 座
,

已投放鱼苗 30 万尾
。

年捕捞成鱼达 0
.

5

万 k g
。

并 已着手引进优种鸭
。

预计今年养鱼
、

养鸭的纯收入可达 3万元
。

1 9 8 9年
,

五花城流域产

粮食 15 万 k g
,

油料 4 万 k g ,

分别比治理前的 1 9 8 3年增长 58
.

7%
、

60 % ; 总收入 30 万元
,

纯收入

2 0万元
,

分别为 1 9 8 3年的 4
。

8倍和 3
.

3倍
。

五
、

结 语

梯级连环治理开发系统
,

是黄土高原生态农业的萌芽
,

是实现生态 良性循环的有益探索
。

这

种系统从本质上看
,

是生态型治理
、

涵养型开发
,

是适应黄土丘陵沟壑区自然特点的良性开发形

式
。

这一系统目前 虽然初露头角
,

系统功能还很脆弱
,
但它已经科学地预示了美好的发展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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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态系统食物链的增多
,

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不断加快
,

生物资源的转化效率会越来越高
,

生态系统内部的调节能力会越来越强
。

在不久的将来
,

这一对外部灾害具有高抗御能力的组合系

统
,

就会爆发出高能量的生产力
,

成为黄土高原生态农业中一颗灿烂的明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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