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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通过调查研究
,

分析了湖南省水土流失现状
、

危害 和发展趋势
,

以及 水 土 流 失原

因
。

全省水土流失的县市从 50 年代的 34 个增加到 87 个
;
年入洞庭湖泥沙 量增加 34

.

2 %
。

30 多

年来洞庭湖泥沙淤积总量达40 亿 m
, ,

直接危害农
、

林
、

牧
、

渔等业的生产
。

指出
:

①加强植

被建设
,

改造坡耕地 ; ②推广小流域综合治理 , ③户包或联户承包治理
一

; ④开 展 多 渠 道集

资
,

增加水土保持经费 ; ⑤完善治理和管理政策
,

加强水土 保持方针
、

政策等的宣传
。

关键词
:

水土流失 治 理衬 策

八十年代以来
,

湖南的水土流失治理
,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但是
,

水 土流失为害仍然是湖南

人 民的心腹大患
。

洞庭湖多次发生洪涝灾害
,

便是水 土流失造成湖泊 日益淤积萎缩的结果
。

令人

记忆犹新的 1 9 8 8年洞庭特大秋汛
,

给湖南的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 的损失
,

其祸根就是水土流失
。

因此
,

进 一步加强水 土保持工作
,

在湖南 己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
。

一
、

水土流失分析

( 一 ) 水土流失现状

湖南省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4
.

4万 k m
“ ,

占全省总面积的 2 0
.

8%
,

占可能发生流失坡面面积的

30
.

1 %
。

水土流失类型
,

主要是水蚀
,

属全国水力侵蚀为主的一级类型区和南方 山地丘陵及云贵

高原两个二级区的范围
。

按其侵蚀方式分
:

有而蚀 42 2 00
.

2 k m
2 ,

沟蚀 1 55 1
.

9 k m
2 ,

崩塌 2 4 8
.

5

k m
Z ;
按土地利用现状分

:

农地流失 7 3 6 3
.

3 k m
“ ,

林地流失 2 7 3 4 1
.

6 k m
“ ,

草荒地流 失 9 29 5
.

7

k m
“ ; 按流失程度分

:

轻度 2 0 8 8 6
.

6k m
z ,

中度 1 4
_

2 4 0
.

7 k m
2 ,

强度 7 3 5 5
.

3 k m
2 ,

极强 度 1 2 2 2
.

9

k m
“ ,

剧烈 2 9 5
.

I k m
“ 。

流失严重的有宁乡等 25 个县市的 1 21 9个乡 (镇 )
,

农业人 口工 1 1 1
.

6万多

人
,

耕地 1 5 9 9
.

7 7万亩
,

产粮 8 4 2万多吨
,

农业总产值约 72 亿多元
,

占全省的比重分别为 3 7
.

4 %
、

3 5
.

9 %
、

3 2
.

6 %
、 3 2

.

5 %和 3 1
.

5 %
。

中度流失的为祁阳等 30 个县市的 93 7个乡 (镇 )
。

其他均为

轻度流失县市
。

与历年的资料比较
,

可以看 出
,

全省的水土流失有不断发展和加剧的趋势
。

具体表现在三方

面 : 一是有明显水土流失的县市 己由50 年代的 34 个发展到 87 个
,

历史上森林茂密
,

植被非常好的

林区县也发生了流失
。

如鄙县原来基本没有水土流失
,

现在流失面积己发展到 2 2 8
.

7k m
“ ;
二是

全省除株州
、

桃源
、

长沙
、

湘潭
、

嘉禾五县外
,

其他各县流失面积和程度都有明显的 扩 大 和 加

剧 ; 三是从
.

四水入湖泥沙来看
,

尽管 50 年代 以来在四水 干
、

支流修建 了 2 38 处大中型水库和 1 2 4 9 2

处小型水库
,

水库控制面积近 9 万 k m
“ ,

总库容 2 00 多亿 m
“ ,

在拦截 了大量泥沙的 情 况 下
,
四

水入湖泥沙量
,

除资水因有拓溪水库拦蓄没有增加外
,

其他湘
、

沉
、

澄三水 比 50 年代都有明显增

加
。

据水文资料分析
,

四水平均输入洞庭湖的泥沙量较五十年代增加 3 4
.

2 %
。

(二 ) 水土流失危害

1
.

洞庭湖泥沙剧增
,

洪涝灾害严重
。

据测定
,

湘
、

资
、

玩
、

澄四水近 n 年平均每年输入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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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湖的泥沙量为 3 9 7 1万七
,

加上长江的入湖泥沙
,

洞庭湖每年淤积量为 1
.

46 亿 t
。

30 多年来洞庭湖

泥沙淤积总量达 4 0亿 m
“ ,

按现有天然湖泊和洪道平摊
,

平均淤高 l m
。

湖区防洪大堤 3 4 7 1k m
,

30 多年来虽然普遍加高加 固
,

但因水位自然抬高 1 ~ Z m
,

堤高赶不上自然水位的上涨
,

导致近

儿年内多次出现中水年景高洪水位的汛情
。 19 8。年水灾损失 2

.

77 亿元
; 1 9 8 3年溃淹耕地 27 万亩

,

受渍面积 3 33 万亩 ; 1 9 8 8年的特大秋汛
,

进入洞庭湖的洪水量只有 7 10 亿m
“ ,

比 1 9 5 4年 入 湖洪水

量少 4 00 多亿m
“

的情况下
,

湖区 3 47 1k m防洪大堤有 2 05 5 k m超过危险水位
,

其中 10 4 3 k m超过了

19 5 4年的洪水位
; 1 15 个堤烷

,

有 1 12 个超过警戒水位
。

受灾范围达 71 个县
、

1 77 1万人
、

1 2 62 万亩

耕地
,

直接经济损失达 32 亿元
。

2
。

表土流失
,

地力衰退
,

土地资源减少
。

据各地资料推算
,

每年流失的土壤 约 1
.

52 亿七

相 当于 80 万亩耕地耕作层的土壤
,

被地表径流带走的有机质达 30 0多万 t
,

相当于全省全年猪粪的

40 % 以上
,

损失氮
、

磷
、

钾等无机养分 2 00 多万 t
,

相当于全省化肥施用总量的 2
.

4倍
。

由 于 肥沃

的表土严重流失
,

造成地力减退
,

使农作物产量 日益下降
。

慈利县杉木桥乡小岭村民小组
,

总面

积 1 5 0 0亩
,

其中山地面积 1 4 2 7亩
,

坡耕地 7 3亩
, 1 9 6 2年开荒 2 2 9亩

,

产粮 3
.

2万 k g ,

亩 产 1 5 9 .

5

k g 。

到 1 9 7 8年亩产下降到 66 k g 。 1 9 8 2年又开荒 86 亩
,

粮食产量不仅未增
,

反而降 为0
.

95 万 k g
`

亩产仅 30 k g ,

与 19 6 2年 比
,

总产量减少 7 0
.

3 %
。

原来的 73 亩坡耕地 至 今 能 耕作 的 只 有 30 亩

了
。

3
.

环境恶化
,

生态失调
,

水早灾害加剧
。

据林业部门调查统计
,

全省林业用地面积 比 1 9 6 5

年减少 2 2 5 5
.

1万亩
,

减少 1 0
.

76 % ;
森林蓄积量减 少 9 48 3

.

7万 m
“ ,

减少 3 3
。

6 5 %
。

由于 森林 这

个生产主体的衰减
,

引起动物种群锐减
,

虎豹等珍贵动物濒临 绝 迹
,

鸟
、

蛇类稀 少
,

鼠 害 为

患
,

微生物界的不少生物因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逐渐消亡
。

构成生态平衡的食物链及生 物 小 循 环

为之打断打乱
,

从而使自然界周而复始的良性循环变成了恶性循环
。

有关 资 料 表 明
,

衡 阳 市

1 9 6 0~ 1 9 8 0年
,

有 13 年发生干早
,

平均 1
.

6年一次
,

比五十年代增加 了一倍
。

地处湘东罗霄 山 脉

的鄙县
,

是全省有名的林区县
,

据统计现有易早面积比 1 9 4 9年扩大了 20 倍
。

该县 1 9 7 3 年 最 大 日

降雨量为 79
.

9 m m
,

到 1 9 8 3年增至 1 03 m m
,

造成全县 68 %的村
、

5 1
.

7 %的组受灾
,

淹没 稻 田 2

万多亩
,

冲毁水利设 施 1 7 04 处
,

冲垮桥梁 12 5座… …
。

4
。

塘库淤积
,

工程效益衰减
。

据调查统计
,

全省己建成的 2 30 多处中型水库约有 1 / 6淤积严

重
,

13 座大型水库
,

有 5 座淤积严重
,

淤积量约 1
.

46 亿 m
“ 。

湘西自治州共有山塘 10 8 62 口
,
己有

右 5 7 2 口淤积
,

占 6 1% ; 4 3 9座水库
,

淤积较重的达 2 3 4座
,

占5 3 % ; 5 9 2 2条渠道
, 7 3 5条淤积

,

占

1 5
.

8 % ; 1 00 8座河坝
,

大部分被淤平
。

5
。

河道淤塞
,

航运能力下降
。

据交通部门统计
,

全省水运通航里程 由1 9 6 5年的 1
.

6万 k m 减

少到现在的 1 万k m
,

年货运是由 2 90 0万 t下降到 2 6 0 0万 t
。

湘西 自治州原有通航 河 道 37 条
,

长

2 7 5 6 k m
,

年货运量 2 8 6
.

1 4万七
,

到 1 9 8 4年能通航的只剩 1 9条
,

长 1 o 8 9 k m
,

年货运量 7 1
.

5万 七
,

减

少 1 1 4
.

6万七
。

6
.

水域缩减
,

渔业发展受阻
。

洞庭湖是全国的渔业基地
,

过去捕捞量 占湖南总量的 80 %
,

由于淤积每年减少水域 6 万亩
,

导致洞庭湖鱼产量等下降
。

如东洞庭湖解放初期每年捕鱼达 20 万

担
,

现在每年只能捕 10 万担左右
,

减少将近 一半
。

7
.

环境恶化
,

造成大自然失衡
。

随着水 土流失的发展和加剧
,

不仅破坏水土资源
,

影响生

态气候
,

而且恶化整个环境
,

损害生物资源
,

造成大 自然失去平衡
。

(三 ) 水土流失原因

湖南省的水土流失
,

究其原因
,

除 自然因素外
,

更主要的是人为因素导致的
。

归纳起来
,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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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水土流失治理探究 1 4

要有以下几点
:

1
.

滥伐森林
,

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

据林业部门统计
, 1 9 8 5年全省森林蓄积量为 1 8 4 83 万 m 3 ,

比 1 9 5 8年减少 9 80 8万m
“ ,

减少 3 4
.

7 %
。

著名杉木林产区的会同县减少 6 4
.

7 %
。

特别 是从 19 5 8年

开始 的
“
三个大办

” (大办钢铁
、

大办食堂
、

大办粮食 )
,

到
“
文革

”
期间的

“ 以粮为纲
” 、

造
“ 大寨田 ” ,

给全省的森林植被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浩劫
。

农村责任制后
,

有的地方农民怕政策多

变
,

又出现砍大留小或砍光分光的现象
,

使部分植被再一次遭到破坏
。

2
.

社会消费超过 自然负荷能力
,

供求出现
“ 空档

” 。

以 19 7 8年为例
,

全省共消耗木材 7 31
.

5

万 m
3 ,

折合立木蓄积 1 0 5 0万m 3 ,

而该年的生长量只有 6 99 万m ” ,

出现 3 51 万 m “
的

“ 空档
” 。

供

求的不平衡
,

引起林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 1 9 5 7年幼

、

中
、

老林 的 比 例 为 4
.

4 : 3
.

3 : 2
.

3 ,

到

1 9 7 9年的比例为 5
.

3 : 3
.

1 : 1
.

6 ,

成林面积下降 30 %
。

社会耗用量的增加
,

农民的燃料问 题跟着

发生危机
,

甚至有些过去盛产木材的 山区也出现烧柴困难
。

据统计
,

全省缺燃料农户高达 76 %
,

其中每年缺薪柴 4 个月以上的 占34 %
。

迫使人们对 自然资源强度利用
、

过度耕垦
,

进一步加剧水

土流失
。

据 38 个县市调查分析
,

人均山坡地在 6 亩以上的
,

水土流失面积在 20 % 以下 ; 小于 3 亩

的
,

比例急剧上升
; 不足 2 亩的

,

水土流失面积比例高达 70 %
。

3
.

经济林垦复不合理
。

全省经济林面积
,

从五十年代的 2 1 6 9
.

6万亩增加到现在的 3 9 00 多万

亩
,

其中油桐
、

油茶等重要垦复面积有 3 4 00 万亩
。

垦复地区极易发生水土流失
。

仅永顺县的 3 7
.

8 4

万亩油桐林
,

其中有 3 5
.

5万亩发生了不 同程度的水 土流失
,

占油桐林地总面积的 9 3
.

8 %
,

而强度

流失面积达 60 % 以上
。

4
。

开矿
、

采石
、

修路和兴建各类工程等造成 了新的水 土流失
。

全省有色金属等矿藏丰富
,

各种工程建设都或多或少地带来了新的水土流失间题
。

特别是近年来乡 (镇 ) 开矿业 的 迅 猛 发

展
,

造成新的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
。

以安化县清塘区为例
, 1 9 8 0年只有 2 座小煤窑

,

到 1 9 8 8年增

至 19 4座
。

每年排出污水 48 万 t
,

抛弃渣土 1 00 万七
,

造成境内 山岭一片
“
秃子头

” , 三 条 河流的

9 20 口 山塘 己淤满 4 52 口
, 5 座水库淤积严重的 3 座

,

其中有 1 座己报废
。

5
.

对水土流失的危害性认识不足
。

开发建设短期行为
,

掠夺性经营
,

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

缺乏战略眼光
,

看不到治理水土流失是建立 良好生态环境
、

减少水早灾害
、

振兴农村经济和造福

人类的根本措施
。

对开发环境的治理
,

或无专管机构
,

或有名无实
,

经费得不到解决
。

二
、

综合治理水土流失对策

针对湖南省水 上流失的严重事实
,

建议采取 以下综合治理对策
:

1
.

大力宣传水土流失的危害性和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

把国家治理水土流失的方针政策变为

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
。

宣传工作切忌流于形式
,

要用看得见
、

摸得着
、

实实在在有 说 服 力 的事

实
,

开展形式多样
、

生动活泼
、

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的宣传教育活动
。

从 1 9 8 8年特大秋汛的活典

型中可 以看到水土保持的显著效益和水土流失的严重危害
。

如安化县沂溪河流域
,

治理前
“ 山是

和尚头
,

溪是 白沙洲
,

天晴溪水断
,

天雨 白沙流
” 。 1 9 6 9年一场暴雨

,

水冲沙压农田 4 7 3 4亩
,

损

失粮食 9 4
.

2 5万 k g 。 1 9 8 2年 以来
,

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5 8
.

8 k m
’ ,
植被覆盖率 由治理前的 29 %提

高到 7 4
.

2 %
。

在 1 9 8 8年的暴雨洪灾中
,

安化县是全省的暴雨中心区之一
,

近 20 天降雨 量 达 68 0
.

2

m m
。

该县沂溪流域治理水 土流失采取的以封山育林为主的植物措施
,

或 以防冲固沙为主的工程

措施
,

拦蓄效果显著
,

全流域基本无灾
。

仅与沂溪一山之隔的伊水流域山口乡
,

地质条件比沂溪

好
,

由于水土流失未经治理
,

因而全乡 19 个村
,

村村受灾
,

损失惨重
。

两相对照
,

经过广泛深入

宣传国家的有关治理水土流失的方针政策
,

就能迅速变成人民群众治理水土流失的自觉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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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因地制宜
,

有计划
,

有重点地加强植被建设和坡耕地改造
。

水土流失易 发 地 区 是坡耕

地
、

经济林地和部分疏残林及荒山
,

在这些地方有计划
、

有重点地加强植被建设和 坡 耕 地 的改

造
,

是治理水 土流失的重要环节
。

加强植被建设主要是封山育林
、

疏残林补植和荒山绿化
,

建设

乔
、

灌
、

草多层植被
,

以及搞好经济林地垦复的水土保持措施
。

湖南的水
、

气
、

热等 自然条件优

越
,

适宜各种植物的生长和繁衍
,

植被恢复很快
。

据岳阳的李段河
、

花苗
,

衡东金花港以及双峰

荷叶区等地的经验
,

采取封山育林
、

疏林补植和禁止人为破坏等措施
,

只用三五年时间植被覆盖

率可达 60 % ~ 70 %
。

但上述措施
,

必须解决农村的燃料间题才能实现
。

解决的办法是开源节流
。

开源即调拨煤炭
、

办沼气池以及发展小水电等 , 节流即推行省柴灶
、

节煤灶等
,

以提高燃料的利

用率
。

坡耕地的改造主要是采取坡改梯和实行保土耕作法等措施
。

坡改梯工程量大
,

应给予必要

的肥料和器材经费补助
,

并用政策调动农民改造坡耕地的积极性
。

3
.

大力推广小流域治理
,

治一批
,

成一批
,

受益一批
。

近年来
,

湖南着重抓 了 小 流 域治

理
,

成效十分显著
。

到 1 9 8 8年底
,

全省重点治理的小流域己达 90 条
,

面积近 1 o 0 0 k m
Z 。
己验收的

28 条小流域
,

达到或超过了部颁标准
。

治理后的流域
,
已由过去的荒 山秃岭

、

经济落后的穷村变

成了林茂粮丰
、

工业兴旺的富乡
。

宁乡县黄材水库上游
、

岳 阳县铁山水库上游和双峰县涓水上游

等
,

森林覆盖率己分别由原来的 2 5 %
、

27 %和 44 % 上升到 8 4
.

3 %
、

87 %和 8 7
.

2 %
。

革命老区
、

贺

龙元帅的家乡桑植县打鼓泉小流域
,

治理后
,

全流域人均口粮达到 2 12
.

5 k g ,

年人均收 入 3 0 1
.

8

元
,

在全县 47 个乡 (镇 ) 中名列前茅
,

基本控制住了水土流失并摘掉了贫困帽子
。

全省 5 k m 以

上的河流有 5 3 41 条
,

省主管部门应组织力量深入调查
,

根据水 土流失情况
,

分别轻重缓急
,

统一

规划
,

统筹安排
,

分期分批予以重点治理
,

缩短治理周期
,

提早受益
。

4
.

大胆解放思想
,

鼓励群众独户联户承包治理
。

治理水土流失
,

要根据农村实行责任制后

的实际情况
,

宜统则统
,

宜分则分
,

统分结合
,

综合治理
。

原则是
“ 民办公助

” 。

制定一套对国

家有利
、

集体增收
、

个人得惠的政策
,

充分调动治山
、

治水能人带头承包治理的积极性
。

这方面

湖南 己进行了可喜的探索
,

取得了较好的经验
。

如湘乡市中沙乡农民熊惠生
, 1 9 8 6年 1 月签订了

承包本地 1 6 0 0多亩荒山造林
,

承包期为 40 年的合同
,

至去年底
,

新植的 70 多万株杉苗己有 l m 多

高
,

经有关专家鉴定
,

均属一等杉木基地
,

据测算
,

不出 15 年即可成材
,

产值上 千 万 元
,

除国

家
、

集体得大头外
,

个人可得收入上百万元
。

在他的带动下
,

农民纷纷要求承包荒山
,

其中当地

政府择优批准承包的 32 户
,

共承包荒山 1卜50 亩
,

基本造好了林
。

现在的问题是要继续放开手脚
,

研究制定保证承包实施的配套方针政策
,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解除包主和群众的后顾之

忧
,

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
,

逐步推广到全省
。

在开展这项工作时
,
坚持

“
两条腿走路

”
的方针

。

对于不宜承包治理的地方
,

可组织群众 以劳动积累工的办法开展治理工作
。

5
.

广开财路
,

多形式
、

多渠道集资投入
,

解决资金严重不足的难题
。

一是国家要有计划地

增加补助经费
。

近儿年
,

国家安排用于水土保持的补助经费全省每年约 2 00 万元左右
,

最 多 只能

补助重点治理面积 约 1 5 0 k m
“ ,

许多水土流失严重巫待治理的地区均未能安排补助费
。

如照 现在

的补助费安排进行治理
,

仅治理强度流失面积就需 50 年
,

这显然与经济建设的速度不相适应
,

国

家增加补助费 己成当务之急
;
二是地方财力和集体经济要舍得投入

。

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

各地
“ 以工补农

” 、 “ 以工补水
”
取得了较好成效

。

除继续进行
“ 两补

”
工

作外
,

要将治理水土流失列为
“
补

”
的内容之一

。

有条件的地方
,

可设立水土保持基金
,

使治理

水土流失的资金有固定的渠道 , 三是组织群众投资投劳
。

近年来群众的闲散资金有增加趋势
,

农

村婚丧宴庆风愈刮愈烈
,

需引导群众节俭办喜事
、

丧事
,

节约出部分资金
,

聚集到改变农业生产

条件
、

治理水土流失上来
,

这是一笔很大的潜在资金
。

只要我们工作到家
,

同时又造成一个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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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有利可图的环境
,

群众是愿意投入的
。

农村中的劳动积累工要有一定的比例用于治理水土流

失
。

组织群众投工进行封 山育林和兴建拦洪固沙的各类工程
。

25
“

以上的坡地
,

坚决实行退耕还

林
,

同时解决好群众的粮食补助问题
; 四是社会集资

。

凡受益单位
,

都要负担一部分治理费用
,

但要分摊合理
。

6
.

认真贯彻 以防为主
,

防治并重的水土保持方针
,

继续坚持谁使用
、

谁治理
、

谁受益
、

谁

管护的原则
,

杜绝新的水土流失
。

坚决贯彻执行 国务院 《水土保持条例》 和湖南省 《水土保持条

例》 ,

对毁林开荒
、

陡坡垦种
、

滥伐林木及乱挖乱采矿产等破坏水土保持的人和事
,

要依法追究

法律责任
,

或实行经济制裁
。

今后造林整地
,

采伐林木
,

垦荒
、

开矿
、

筑路
、

兴建水电工程和从

事有碍于水土保持的工副业生产
,

都必须采取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
。

厂矿
、

企事业单位在报批工

程设计和生产计划时
,

必须包括防治水土流失的实施方案
,

实施方案应在报批前征得水保工作部

门的同意
,

批准后由水保部门监督实施
。

对 己造成水土流失的
,

要限期完成治理任务
。

农村的单

位和个人从事挖药
、

烧炭
、

开石
、

采矿等工副业生产
,

当地政府应按水土保持的要求
,

制定具体

办法
,

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
,

防治新的水土流失
。

7
.

强化水土保持管理
,

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实际问题
。

全省的水土保持工作部门应尽快建立

健全起来
,

实行治
、

管统一的体系
,

独立行使治
、

管职责
。

对现有的水保人员
,

要 根 据 不同对

象
,

采取在岗练兵和离岗上学的办法进行培训
,

提高业务素质
。

同时
,

进一步加强水保部门
,

充

实力量
,

将那些政策水平较高
、

业务能力较强的同志调整到水保部门工作
;
各有关大专院校

,

增

设和完善水保专业和课程
,

以保证水保部门的后备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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