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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南大别山区水土流失现状和防洽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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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豫南大别山区是河南省重要的木材基地和粮食区
,

面积近 2 00 万 h a 。

由于自然条件和社

会因素的作用
,

水土 流失严重
。

本文调查分析了该 区水土流失的现状
、

间题和防治措施
,

为

搞好该区水土保持和发展生产献计献策
。

关健词
:

水土流失 防治对 策

豫南大别山区位于河南省南端
,

行政区划属信阳地区
,

总面积 1 8 6 4 9 k m
“ ,

山地 约 占总面积

的 75
.

4%
。

地处北亚热带向暖温过渡地带
,

气候温和
,

雨量充沛
,

光热水资源较丰富
,

适于南北

带物种栖息
、

繁衍
。

因此
,

植被类型及区域性生态环境明显表现 出两带植物区系的物种特点
。

全

权 物种近 1 20 0余种
。

全区东南面受大别山余脉相抱
,

北 部平原丘陵相间
,

共九县一市
,

人 口 6 15
.

3万
,

农业 人 口

古 9 1
.

4%
,

人均耕地 0
.

0 9 3 h a
。

在该农业 区里
,

由于 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综合作用
,

森林锐减
,

农林耕作制度不合理
,

造

成该区水土流失严重
,

并有 日益加剧的趋势
,

本文分析了该区水土流失的现状
、

危害 和 防 治 对

策
。

一
、

水土流失的现状与危害

豫南山区属亚热带北缘
,

自然条件 比黄土高原优越得多
,

本区植被覆盖度较高
,

气温也高
,

降

雨多且强度大
,

岩石受风化能力强
,
分解速度快

。

在这种条件下
,

由于人为不合理的利用土地
,

破坏植被造成严重的水上流失
,

给本区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带来严重的危害
。

(一 ) 肥土流失
,

地力减退 40 年来大别山北部边缘区水土流失总面积达 1 8 79 3k m
2 ,

年 侵

蚀量达 2 4 1 7万 t
,

流失的有机质 2
.

8万七
,

每年流失的 N
、

P
、

K折合成标准化肥 数 达 3
.

6万 t
,

相

当于全区 1 9 8 4年生产化肥总数的8
.

08 倍
。

目前水蚀模数由五十年代的 20 0m
“

/ k m
Z

增加到七 十 年

代的 1 0 0 0一 1 s o o m
“

/ k m
“ ,

深山区就更为严重
。

如新县雷石水库汇水区已 达 4 s l s m
“
/ k m

“ ,

同时土地生产率下降
。

七里山公社王庄大队第一生产 队
, 1 9 6 5年 以前

,

27 亩早地每年 产红薯 7
.

5

万 k g ,

平均亩产 2 75 o k g ; 19 8 4年虽然面积增加到 37 亩
,

但因表土流失
,

肥力下 降
,

总产 减 到

3万 k g ,

亩产下降为 90 0 k g
。

不少坡地只能利用 5 一 6 年便不能耕种
,

同时 由于强烈的侵蚀
,

大

量泥沙进入河床
,

不少河床高出两岸农田
,

在洪水季节易造成水灾和沙灾
,

淹没大片农田造成减

产和绝收
。

40 年来全区沙埋农田达 3
.

8万 h a
。

(二 ) 拾高河床
,

水利工程效益减低 河流
、

水库
、

渠道因泥沙淤积
,

行洪断面和蓄水量减少
,

普遍出现含沙量及洪峰量增大
,

抵御干早能力降低
。

固始县三河乡淮河交错支流 自1 9 6 4一 1 9 7 8年 14

年间
,

河床抬高 3 m
,

新县全县 95 8 口池塘
,

20 年 已报废 5 75 口 ; 固始县后冲小流域共有 91 口 池塘
,

泥沙淤积程度为 70 %的有 n 口
,

50 % 的有 27 口
,

30 %的有 53 口
,

淤积泥沙总量达 3
.

23 万 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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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环境恶化
,

灾害频繁 据光山县志记载
,

16 一 19 世纪 40 0年间
,

早涝灾害平均 10 年一次
。

近 30 年来
,

不 同程度的早涝灾害次数达 45 次
,

受灾面积达 10 万 h a 以上的
,

五十年代 4 次
,

六十年

代 8 次
,

七十年代 9 次
,

八十年代达 n 次
。

1 9 8 6年淮滨县一次涝灾淹没作物 2
.

5万 h a ,

塌 房 9 万

多间
, 2 30 人死亡

, 2 3 52 头牲畜死亡
,

冲走粮食 1 1 4
.

9 5万 k g ,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 70 万元
,

比当

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还多 25 %
。

(四 ) 用材短缺
,

能源紧张 豫南地区为河南省的木材基地之 一
。

而 目前森林 已遭到极度破

坏
,

用材林砍伐也十分严重
,

林线 已退到极为边缘的山区
,

而且也满足不了烧柴放牧 的需要
。

全

区缺柴户 占农户的 70 %
,

肥料
、

饲料越来越少
,

用材越来越困难
。

二
、

水土流失原因剖析

引起水土流失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
,

有 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
,

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

豫南山区的降雨
、

土壤
、

岩性
、

坡度只是 引起水土流失 的潜在因子
,

而人类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

动则是造成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
。

(一 ) 森林锐减是引起水土流失的根本原因 大别山北部边缘地区在历史
_

L森林物种极为丰

富
。

据明嘉靖 《光山县志》 记载
: “

此境乃 山青水秀
,

树绿林密
。

东南森林茂密
,

树木参天
,

山

色葱郁
,

野兽群集于丛山峻岭
,

北部也有四十五黑松林
,

十八岗岭林海… … ” 。

建国40 年来
,

全区林业有了很大发展
,

截止 目前有林地达 32
.

7万 h a ,

四旁植树 21 0万 株
,

总

蓄积量达 70 1
.

36 9万 m
“ ,

覆盖率为 1 9
.

6%
。

但是林业生产发展道路是相当曲折的
,

解放前英法合

资修建京汉铁路
,

就地伐树作轨木
,

破坏了当地的森森资源
,

解放初森林面积只有 40 万 h a ,

覆盖

率为 2 2
.

5%
, 1 9 5 8年经

“
大砍大伐

” ,

三年内 ( 1 9 5 8一 1 9 6 0年 ) 森林蓄积量削 减 50 万 m
“ ,

把 大

树
、

古树砍去 70 %
, 1 9 6 2年 “ 向荒山要粮

” ,

十年动乱中
“ 以粮为纲

,

山区粮食 自给
, ” 造成全

区毁林开荒达 2
.

56 万 h a
。

七十年代出现
“
杉木热

” 、 “
松树热

” ,

全区出现了
“ 一刀切

”
发展林业

的形式主义
,

导致全区性地力浪费和资源破坏 (森林覆盖率下降为 17
.

5% )
。

如光山县
, 1 9 7 4 ~

1 9 7 8年为了营造杉木林
,

毁林近 7 万 h a ,

实际造林面积只有 1
.

64 万 h a , 1 9 8 1年实地调查 保 存面

积只有 3 5 3 0 h a ,

而可望成林的只有 39 o h a
。

再者全区重造轻管现象严重
, 1 9 5 2一 1 9 7 6年全区造林

成活率仅为 36 %
,

使森林面积连年下降
,

致使全区性生态环境恶变
。

(二 ) 不合理的农林耕作措施
,

加剧了水土流失 豫南山区水土流失加剧的重要原因
,

主要

是人类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作用和影响
。

如毁林开荒
、

陡坡种植
、

铲草积肥
、

顺坡耕种
、

破

坏地埂和田 间道路等
。

只注重抓粮食生产
,

忽视了林牧业的发展
,

如林业上的炼山全垦造林
,

茶

树的全垦抚育等
,

使新翻耕的土地
,

遇大雨土壤随水下泻
,

水土大量流失
。

(三 ) 地质因案引起的水土流失 在地面植被稀疏的情况下
,

其各类型岩性结构
,

是引起土壤

侵蚀的地质因素
。

豫南 山区的地层多为花岗岩
、

砂砾岩
,

其组成成分易于风化
,

加之光热充裕
,

雨量充沛
,

有利于各种风化作用的进行
,

形成深厚的风化壳
,

在没有植被的情况下
,

容易引起水

土流失
。

其土壤多为沙壤土
,

透水性好
,

土层薄
,

保水力弱
,

土壤蓄水量小
,

降小雨亦能形成径

流
,

引起水土流失
。

( 四 ) 人 口膨胀
,

粮食
、

能源压力越来越大
,

是加剧水土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粮食和能源

是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
,

由于人 口 剧烈增长
,

粮食能源供应越来越紧张
,

于是毁林开荒保粮食
,

砍伐幼林
,

挖草根
,

铲草皮解决柴烧 的问题十分普遍
。

植被严重破坏
,

生态环境恶化
,

加剧了水土

流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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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防治水土流失的对策

由于造成水土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既有自然因素
,

又有人为因素
,

因此防治水土流失也

不是某个部门或某个人能完成的
,

必须 由全社会都来关注
,

各部门密切配合
,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

本上防治水土流失
,

美化我们的生活环境
。

现根据当前情况谈一谈搞好水土保持工作的认识和意

见
。

(一 ) 恢复和发展植被 森林是调节生态平衡的枢纽
,

水土流失的关键问题是植被的缺乏
。

据

南岭监测站实验
, 1 9 8 1年 9 月一 次大暴雨

,

有一块开荒地
,

坡度 28
.

5
。 ,

泥沙流失 1 3 8 3k g ,

径流

系数 0
.

33 ;
另一块是人工种植胡枝子

,

覆盖率 60 %左右
,

坡度 23
.

5
“ ,

泥沙流失 80 k g ,

径流系 数

0
.

40
; 还有一块小杉木为主的棍交林

,

覆盖度 90 %左右
,

坡度 2 6
。 ,

泥沙流 失 50 k g ,

径 流 系 数

。
.

85 ; 最后一块是多年生的茅草地
,

地面全部覆盖
,

坡度 27
.

8
。 ,

没有泥沙流失
,

径流系数 0
.

7 1 ,

说明乔灌草相结合的森 林植被对控制水土流失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
。

因此防治水土流失的关键是

恢复和发展乔灌草相结合的森林植被
。

其途径是
:

首先要坚决制止对森林植被的 破 坏
,

加 强 管

理
,

严格贯彻执行 《森林法》
、

《环境保护法》
、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并制定出切合当地实

际的乡规民约 ; 同时要实行封山育林
、

林相改造并与工程措施相结合
。

豫南地区自然条件优越
,

植物的 自身生 长能力强
,

只要坚持全面封山和轮片封山
,

加上人工种植
,

就能迅速恢复植被
,

保

持水土
。

光山县在林业建设中
,

经历了
“ 封

、

造
、

改
、

保
” 四个过程

,

到八十年代已是郁郁葱葱

的杂林和多层次的松衫混交林
;
再次

,

在林木稀少
、

已发生侵蚀的坡面上
,

大力种植先锋物种如

胡枝子
、

紫穗槐和禾草类
,

在增加收入的同时
,

恢复和发展植被
,

控制 水 土 流 失
。

同时
,

在封

山育林育草过程中
,

要严格控制砍伐量不要超过生长量
。

(二 ) 改替农林生产结构 在豫南山区
,

保持生态平衡
、

控制水土流失和促进经济建设和发展

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调整产业结构
。

大别山区山高坡陡
,

但水热资源丰富
,

生物物种繁多
,

因而要

在林木
、

果木和牧副业上找出路
,

粮食生产要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
,

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和科学种

田
,

提高复种指数和单位面积产量
,

再也不能走
“ 向荒山要粮

”
的老路

。

应积极推广生态农业技

术
,

加强能源和物质的多层次利用
,

处理好种植业
、

养殖业和工商副业的关系
,

积极发展生产
,

维持生态平衡
,

切忌 “ 杀鸡取蛋
、

竭泽而渔
” 。

(三 ) 重视开发多样性的农村能源 能源是发展生产
,

改善人 民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
。

在农村

的能源需求中
,

生活燃料占大头
,

而且在豫南山区均以烧柴为主
,

这种方式不但浪费燃料
,

而且能

源利用率又不高
。

要解决能源问题
,

必须从开源节流上下功夫
。

从开源方面讲
,

可以发动群众大

力种植薪炭林
、

种高秆作物等
,

但重要的是要发展多样性的农村能 源
。

首先
,

办沼气在农村是大

有可为的
,

不仅原料不缺
,

而且通过管道使用既不浪费能量
,

住宅又卫生
,

并且发酵后的废料可

作底肥施入地里
,

改善土壤结构
,

提高土壤肥力
,

为粮食生产打下基础
;
其次要充分的利用太阳

能资源
,

可 以兴办太 阳灶
、

太阳能热水器
,

至少可作为辅助能源
,

缓解能源的不足
;
第三

,

可兴

办小水电
。

豫南地区河流纵横
,

特别是山区
,

水流落差很大
,

具有兴办水电的 自然条件
,

这样既

可解决农村的照明问题
,

同时又为各种农业机械提供了动力
,

改善农村的生产条 件
。

从 节 流 上

讲
,

大力推广节柴灶
,

这些在豫南己有地方开始搞了
,

且效果较好
。

如新县 1 9 8 7年推广了节柴灶
,

与没有使用节柴灶的 1 9 8 0年相 比
,

全县节柴 20 万担
。

因此
,

使用节柴灶也是解决农村能源的有效

措施
。

( 四 ) 开展水土保持宣传和教育 现在不少地方的群众
,

不懂水土保持是什么
,

更不懂破坏了

水土资源是犯法
,

因此我们要积极开展水土保持宣传和教育
,

必须进一步贯彻执行水土保持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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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依据—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森林法》
、

《环境保护法》
,

并配合采取强有力的政策

措施
,

稳定山林所有权
,

完善多种形式的林业生产责任制
。

实践证明水土保持是门科学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
,

没有科学知识就搞不 好 水 土 保持
,

因

此
,

培训一定数量的农民技术员
,

壮大水土保持 队伍是当务之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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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h i e h p r e s e n t e d s o m e s u g g e s t i o n s f o r 5 0 11 a n d w a 七e r e o n s e r v a t i a n a n d

p r o d u e t i o n d e v e l o p m e n 七
.

K e y w o r d s :

5 0 11 e r o s i o n a n d w a 七e r L o s s C o t l n 七e r m e a s u r e

咖 卜 .峭卜 卜咖二 ,lj r
。

二 叼
.

仙…
”

咖
卜

卜确
。

卜 咖
卜 .
咖 -ll 卜 llM

. 卜咖…圃加
.

心
卜

:l 脚
。

.l 咖
.

咖
,

.
甸 11 . 诵少

。

卜 帅
.
闻卜

. 叫巨
.

卜咖二 明.
卜

卜咖
卜 卜 叻 卜叫 卜咄 卜 .

咖
、

妇 d伽
。

卜 叼 二呐卜 .I 日卜 创翩 二卜叨卜 一巾
卜 卜吻

卜一月 二 卜叫卜二心
·

卜月卜 卜门卜

( C o n t i n u e d f r o m P a g e 4 )

T he e v a !u a t io n o f hu m a n r e c la m a t io n in

a e c e le r a t in g m o d e r n e r o s io n

Z h a n g 无e l艺 T a 刀 9 k e l艺

( N o r 亡无w 泞 t e , . 1几 s `落忿二艺e o
f 召

。 ￡l

A
e a d e从 艺a 刀艺” 公e a a 刀 d 饥 玄犯云S t r 夕

A b s t r a e t

a 几止 W a t e r C
o 界 s e 子 ” a ￡玄o n ,

o f W a t e ,
C o n s e , 。 a o e 犷)

T h e e f f e e t o f h u m a n r e e l a m a t i o n o n m o d e r n e r o s i o n w a s P u a n t i七i v e l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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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i o n p r o e e s s o f s l o p i n g s u r f a e e .

I 七 w a s e s t im a t e d t h a t i n l o e s s h i l l y a n d

g u l l y r e g i o n ,
t h e s l o P e e r o s i o n m i g h t b e i n e r e a s e d a b o u 七2 5% b y r e e l a m a -

t i o n a n d e u l t i v a t i o n
。

K e y w o r d s : r e e l a m a t i o n m o d e r n e r o s i o n s l o P i n g e r o s i o n r a t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