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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以雨土和雨尘等泥质
“
细粒团

”

的形成和细小矿粒楔入粗粒等现象
,

作为只有经过

风力吹扬搬运才能形成的
“
专一

”

特征
,

来检查 2 50 万年以来黄土高原各期黄土后
,

发 现黄

土确系西来黄生在黄土高原上空与东来湿气相遇不断降落
、

堆积增厚所成
。

这样堆积以颗粒

支架式接触为主的黄土层
,

本来就具有良好的通透性能
,

后来因植被的繁生
,

尤其是禾本科

草本植物根系 的作用
,

而更加提高和巩固
。

这是在自然环境下
,

黄土高原堆 积 厚 达 100 m 以

上完整的黄土— 古土壤系 列的唯一背景和根源
。

目前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剧烈进行
,

其主要

原 因就是人为 活动对天然植被的无情破坏
,

从根本上破坏了土壤的入渗和抗冲性能
。

当前黄

土高原整治的对策也只有按照
“
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

”

为战略 目标
,

采 取
“
米粮 下川上

源
;

林果下沟上岔
;
草灌上坡下抓

” ,

并与社会经济需求紧密结合
,

来安排土地合理利用和

具体生产措施
。

关键词 : 黄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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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式接触 无菌风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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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黄土高原的成 因
,

虽然很少专文论及
,

但大家心中有数
,

无非是黄河中游有那么一块被厚层

黄土所覆盖的分割高地
。

但对其含义和范围以及黄土的来源和堆积方式
,

那就众说纷纭
。

不过大

家对于黄土高原系在下伏古地貌上堆积厚层黄土而成的看法比较一致
。

从全国地貌格局来看它应

属于第二阶梯中黄土堆积最厚
、

分布连片
,

海拔 1 仑00 一 2 如 om 的黄土源
、

梁
、

塔而沟壑又非常发

育的典型地区
,

除具有基岩山地围绕外
,

并有呈链形和岛状基岩山地的穿插
。

中国地形区划方案

( 1 9 5 6年 ) 曾将黄土高原的范围定为北以长城为界
,

南迄秦岭
,

西起祁连
,

东达 太 行
。

张宗枯

(1 98 1年 )
〔 ’ 〕认为黄土高原的东界应以吕梁山为宜

,
中国 自然地理 ( 1 9 8 2年 ) 仁2 〕

从区域分异角

度出发认为黄土高原范围应包括太行 山以西
,

伏牛山秦岭以北
, `

国山一长城以南
,

乌鞘岭以东的

山西大部
,

陕西中北部
,

甘肃中东部
,

宁夏南部
,

青海东部, 刘东生 ( 1 9 6约 ` 3 〕王永 炎 ( 1 9 8 5

年 )
￡` ’
均曾主张把黄土高原的范围限于吕梁山以西

,

祁连山东端
,

秦岭和 毛乌素一腾 格 里沙漠

之间的地区
,

并将面积约占2了
.

5 6万 k m
Z

的陕甘间黄土源 也和破碎源地作为典型黄土高 原
。

作者

以此为基础
夕

黄河中游黄土丘旋为主体
,

并涉及其临近山地
、

山前台地
、

山谷盆地和河谷阶地等

在内的地区为对象逃行探讨如下
:

这一地区的而积约为毗万 k m
“ ,

其中水土流失面积 (多少有黄土覆盖 ) 5 3万 k m
Z ,

包括 Z J
一

7

个县的全部或部分
,

水土流失较严重的面积为招万 k二
“ ,

包括 1 3 8个县 ; 水土流失严重的面 积为

2 8万 k m
“ 夕
地跨 12 3个县

;
水土流失特别严重并大部被认为粗砂来源区的面积约有 1。万 k m

Z ,

涉

及树余县 (旗 )
。

下伏古地貌可大别为
: 1

.

山西地台的五台
、

吕梁
、

中条古陆 屡 经 造 山
、

剥

蚀
、

沉积过程的影响
, 形成了太行

、

昌梁
、

中条平行的褶皱山系和一系列的盆地
。

海拔 1 5。。m 以

上的地区主要为石质 l
_

U地 ; 1 。拐~ 1 5沁m 的地面最广
,

主要为黄土覆盖地 区
,

形成不同形状的丘

晚 l 的。m 以下主要为河谷盆地
,

不仅有黄土沉积
,

同时也有非黄土性物质的沉积
。

.2 由鄂尔

多斯地 台屡经剥愧 切割而形成的高原和起伏岗地
。

地台的上升虽极平缓
,

但 自白垄纪以来
,

受

燕山
、

喜马拉雅 ” !等造山运动的影响
,

在地台边缘造成了断裂和地堑
。
海拔 2 。。。一 3 佣 。m 以石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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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别 。 ~ 2。。。 m的高丘
,

也多少受黄土覆盖
,

南部多源
,

北部多丘陵
,

长岗
; 1 说 . m 上

下也常出现糠畔黄土堆积高阶地和比上述黄土丘陵较低的黄土梁
、

塔地的分布
,

后者高
、

中
、

低

三级黄土丘陵也常和干
、

支
、

毛沟一起组成一个完整的小流域
。

3
.

六盘山以西陇中盆地屡经南

山运动以来上升下降
,

剥蚀堆积等影响而形成了一系列的长岗
、

尖顶山
、

低缓 丘陵和山前平原等
。

盆地边缘海拔多在 2 5 00 一 羹 。沁 m 以上 ;
盆地内部海拔在 1 5。。一 2 5沉 m 之间

,

为波状起伏的黄

上丘陵 ; 葫芦河谷地常形成葫芦状盆地
,

海拔仅 1 。沉一 1 5伪m
。

各期黄上系在上述古地貌的基础上堆积起来
。

由于各期黄土堆积期间
,

自然条件的变迁
,

沉

积物给源地的远近
,

各地古地貌基础的差异以及黄土沉积和再运积等方式的不尽相 同
,

因而形成

目前各地黄土性征
、

厚度以及产状等方面的差异
。

据众所周知的地文学研究
,

本区 自上新世前的

唐县期侵蚀和保德红土堆积以来
,

历经汾河期一涅水期一铜 j ll期和板桥期 (清水期 ) 等侵蚀而迄

现代广泛分布的坡面侵蚀和沟谷侵蚀
。

既有侵蚀
,

必有堆积
。

因此三门湖相堆积
; 砂砾层

、

石质

黄土下部堆积 ; 黄河及其干支流高阶地类黄土一离石黄土上部堆积 ; 萨拉乌苏黄土一马兰黄土堆

积
;
皋兰期堆积以及现代河漫滩和河口堆积就和上述各侵蚀期相适应

。

刘东生
,

王 永 炎 等 的研

究
〔 3 ’

们 ,

都曾将本区黄土的沉积划分为 1 一 4 四个时段
,

并将各期黄土分别命名为老黄土
,

(古

黄土
、

午城黄土 ) ; 老黄土
2

( 老 黄土
、

离石黄土一分上下二部 ) ;
新黄土

,
(马兰黄土 ) ; 新

黄土
2

(次生黄土 ) 等
。

由于本 区黄土并非就地产生
,

而其堆积和侵蚀又未必与本区地文 期 相一

致尤其马兰黄土和全新世黄土都可普盖较老黄土层和不 同地形部位
,

以及不 同
几

高度的丘顶
、

源
、

梁
、

塔以及高阶地等处
。

突出于兰州黄河北岸呈屹塔状的北塔山顶
,

近万年来竟见 有厚达 2 一 3

m现代黄尘的堆积
。

从 各地土壤发生剖面的差异来看
,

整个黄土地区
,

均见有现代黄土的沉积
,

不过厚度各不相 同而 已
。

二
、

黄土成因探讨

自 1 9 8 9年光明 日报报导李明光先生的
“
喜马拉雅山的崛起和黄土高原的形成

”
新理论后

,

笔

者认识到黄土高原的开发与综合治理首先必须搞清黄土高原的形成
。

由于我们对这个问题还存在

着不同的看法
,
致使整 治黄土高原的方略不能一致

,
根治黄河的工作长期限于消极被动

。

尽管大

家都认为黄土物质的形成和我国西北地区的干早都与喜马拉雅山的崛起有关
夕

同时也公认我国大

西北广泛分布的戈壁沙漠和黄土高原的黄土确系 同源
夕

以及黄土高原确系黄土的堆积而不是给源

区等等
。

问题主要是这么多的黄土从哪里来和如何搬运到黄土高原来 ? 如此规模 巨大
、

情况复杂

而又历时久远的地质事件
,

任何一个科学家
,

或单纯从一个学科出发都难于作出比较全面系统的

结论
。

这是产生不同见解和引起争论的根本原因
。

黄土层中古土壤系列的出现
,

也许能提供人们解决黄土高原形成
夕

尤其黄土沉积过程的主要

捷径
, 因为它不仅客观地记录了 2 00 多万年以来黄土沉积和发育古土壤的地质气候事件和环 境 的

沿革历史
,

而又系统地留下了生物气候演变过程的轨迹
,

并把黄土和古土壤系列融成一体
。

我们

不妨以此为契机对黄土高原黄土古土壤系列进行追踪
。

追踪的起点放在当前
,

从现代追往过去
,

也就是从客观事实出发寻找其形成的环境条件并分析其发生演变过程追踪的空间应从黄土高原到

黄土物质的给源地
,

也就是从源地基岩的风化到成壤过程的特征
,

从给源地物质的积累到迁移
夕

再从迁移到沉积以及沉积后的成壤作用等全过程
。

追踪的实体以有关运积和成壤过程中所形成的

专一性征为对象
, 即黄土给源区与沉积区主要土壤性征对 比

,

筛选中寻求其各自专特性征的获得

和变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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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这个 自第四纪以来在华北东部普遍 出现的特殊沉积岩地质层系
,

虽然也是 由风化壳构成

的土状产物
,
但就其性质来说

,
不但其上下左右的质地 (粒变 ) 均匀得出奇

,
就是矿物组成和化

学性质也一致而规律
, 因而说它风成也罢

,

水成也 罢
,
都可各自找出有

“
说服力

”
的证据

。

最为

迷惑人的是
:

不论完全由人工用黄土垒起来的城墙
、

院墙
,
还是椽梆堰

,

稍不精心
,
其内部结构

就无法与厚层黄土相区别
。

黄尘的不断降落和黄土层的继续增厚也把地下水深深埋下
,
而使黄土地区的成壤过程不 同于

栗钙土和灰钙土
。

此外
,
尽管现在己被大家公认在黄土层中出现的古土壤层 (以往曾被认为沉积

层 )
,

我们到现在为止
,

还不能明确找出
夕
其剖面的上限

,

尤其无法寻觅当年森林植被下的林毡

层的遗迹
, 更找不到黄土堆积 以后不再受植物影响的

“
无菌风化层

” (纯质黄土层 )
。

这些本来

都可以被认为是黄尘由远地空运降落黄土高原的佐证
, 因此刘东生等 ( 1 9 8 5年 )

〔 “ ’
把沙暴 发生

区视为粉尘源区
,
而把浮尘出现区视为粉尘的沉降区

; 他们经过对历史时期雨土地点分布图 (据

张德二
夕 1 9 82 年 ) 的研究认为

,
如果把

“
雨土

” 视为尘暴的沉降过程
,
而现代沙暴相当于尘暴的

起始吹扬阶段
,

那末从沙暴分析和黄土特征的对 比中可以看出
,
每年平均沙暴日数大于 5 天的地

区往往是东部出现降尘的来源区
, 即黄土物质来源区

,

这个地区东南的
“
雨土

”
分布 区 是 降尘

区
,
也就是黄土堆积区 , 他们在研究了黄土层中含有成壤强度不一的多层理埋藏土壤层后

,

又认

为黄土是在粉尘堆积速率大于成壤作用速率的条件下形成的
。

土壤发育时期
,

粉尘堆积并没有停

止
, 只是粉尘堆积速率小于成壤速率罢了

夕
因此也有人认为黄土也是土壤 〔” ’ 。

作 者 曾于 1 9 8 6

年
〔“ ’
用图片集的方式系统显视了中国黄土从西部高山地带的基岩风化

,

原始成土过程开始
,

从原

始土壤到冻土
,

从生长森林草甸
、

草原等软土到干早新成土等形成的土状物
,
经冰

、

水从高处搬

运到低平处堆积
,

再经过各种成壤作用进一步风化
夕

最后被风力搬运并经过高度混和再行分选在

黄河 中游黄土高原上空降落的全过程
,

除进一步论证了中国黄土与戈壁
、

沙漠同源外
,
并强调黄

土系历经成壤风化的物质
,

屡经搬运混合
,
再从干早地区空运而来等客观事实

,

这就表明了黄土

物质给源地的复杂性和多次搬运
、

堆积成壤等反覆轮回
,
另外又说明了黄土高原的黄土是在分布

上具有规律性的比较均质的土块沉积物
,
沉积以后并无

“
黄土化

” 这回事
。

如若一定要把黄土特

有性征的获得说是经过特殊的
“
黄土化

”
作用的话

,

那末这个作用
,
就是从黄土物质广阔而干早

给源地把黄土筛选搬运出来这个动力和过程
。

这个动力也只有风和水
,

也就是只有狂风和洪水
。

冰川的作用
,
在国外可能有

,
对黄土高原来说

夕 那就可以排除
夕
这也应该为 曾身临其境的人所公

认
。

当然
,

倘若要把黄土粉尘沉积过程所获得的多孔和疏松结构等被着生生物巩 固发展起来的作

用叫做
“
黄土化

”
也未必不可

。

黄土高原黄土的成因之争
,

各方面都拿不出各 自专一 ( S er ci f i的 的肯定性征
。

作者曾对近

年来收集到的各种降尘进行了一些研究
。

发现
〔 7 ,
降尘降落形式可分别为 自重降落 ( F

a u b y

召 el f
一
g r a v i七y )

,

凝聚降落 ( F al l b y C o a u l a七oi n ) 和雨淋降落 ( F al l b y R ai n 一

Q u 幻

虽然以前者为主
夕

后者为 次
,

但不论在前者或后者中均见有
“

雨尘
” ( D u s t R ai n) 凝聚体的存

在
。

不论在雨土
、

雨尘和 自重降落的黄土中均见有细粒楔入粗粒中的现象
,
雨淋降落的黄尘常随

着降雨的下渗可直接进入地面以下
。

从实体显微镜中清楚地看到
,

进入土中的带有黄尘的降水
,

常将其携带物按着先粗后细的顺序沿途遗留下来
,
并使原先自重下落颗粒相互直接接触

,

而由空

隙相联的方式赋予接触一基底式胶结
。

不难想象史前时期黄土降落堆积的事实应该是这样
, 至少

可以推断全新世
,
尤其兰州黄河北岸北塔 山顶黄土的堆积也是这样吧 !

倘若我们以雨土和雨尘这样泥质
“ 细粒团

”
的形成和细粒楔入粗粒等现象作为风力搬运黄土

物质的
“
专一

”
特征 (因为这是和在水力搬运中将原先胶结在一起的土块分离

夕 以及冰川将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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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块或粗粒磨细等现象完全相背的 )来检查一下黄土高原的各期黄土沉积
,
其结果怎样呢 ? 回答

也是非常肯定
。

至目前为止
, 我们还没有发现不带细粒团的黄土层

,
就是在 L

。
和 L

, 。

上 下 粉 沙

层中也可清晰看到大小风成细粒团雨土和雨尘的出现
夕 同时我们在成土作用最强的红三条 ( 5

5

)

古土壤仍可见到仅被铁染而呈色较红但并未进一步风化变性的不 同大小细粒团的出现
。

作者曾断

定黄土高原黄尘的降落应早在午城黄土形成之时
〔 7 ’ 。

同时又认为黄土 自降落黄土高 原 以后 ,
曾

强烈地进行着 以生物 (尤其草本植物 ) 作用为主导的成壤作用
,
并在土壤结构体外形成 明显的胶

膜
夕
但对原先经过风化而沉积下来的各种黄尘来说

夕
由于环境条件的限制

,
,

并未见有明显进一步

分解
夕
或再行细粒化的现象发生

〔 8 ’ 。
_

这些现象表明
,

黄尘由给源区降落黄土高原以风力为主
夕

当然一经降落地面又可为各种营力

再搬运而发生再次沉积
。

由于黄土高原地处半湿润半干旱地带
,

无疑再次搬运的动力应以水力为

主
,

因而出现局 限性的坡积
、

洪积和冲积
夕

甚至再次风积等现象
。

显然
,

一经着陆的黄土
夕

与其

给源区所处的水热条件极不相 同
,
所 以黄土及其所含的矿物在新的环境条件下

,

将经历新的比较

深刻的变化
。

但经研究表明
夕 正如上述

`
,

主要为生物和生物化学的作用
夕
进一步的物理机械作用

很不 明显
,

化学和物理化学的作用仅限于可溶性盐类的淋淀
,

这当然 由于气候还是不够湿润
,
同

时在着陆后的黄土上生物生长比较迅速而繁茂
,
这些也就有 利于下次降尘的堆积和疏松土体的不

断增厚
,

并使成壤作用局 限于生物和生物化学的范畴
。

因此在降尘强度大于生物成壤作用时就更

有利于黄土层的堆积
;
在降尘强度远远不及生物作用时

,

则为土壤软土 表 层 (M ol h c E Pi p e -

d o
n) 的形成

。

这个软土层由于土体本身 比较疏松通透
,

而在腐殖化的同时也进行着有机体的分

解和矿化
,
这样就把生物组织内的矿质和非矿质元素反馈给土体

,
尤其是 由于当初植物根系的穿

插缠绕和分割将原先 比较疏软均质的黄土形成海绵状组织
〔” 〕 夕

并赋予有机体的生存和死 亡 后形

成的化合物络合物
,

尤以有机质充分矿化和合成的产物 (含粘土矿物 ) 〔 8〕
更为重要

。
当 降尘强

度大大超过成壤强度时
,

这样一个明显 的钙成软土型的土壤剖面就被埋压在下面
,
进行着一定的

成岩过程
, 2

.

SM a 以来时断时续黄土— 成壤作用交替结果就形成了黄土— 古土壤系列的深厚

剖面
,

同时也就在下伏地貌的基础上不断地堆积成了深厚的黄土— 古土壤系列
。

三
、

黄土高原的形成

黄上成因摸清了
,

黄土高原的形成就迎刃而解
,

同时又可消除一些不必要的分歧
。

实质上作

为黄土物质给源地的昆仑等高山地区只能先把经过风化和成壤作用的产物被冰川
、

冰水
、

雪溶水

和降雨从高处推运到低处堆积起来
,
再次进行各种风化和成壤过程

夕

进一步细粒化和生物化学变

化
夕

然后再被西来气旋 以尘暴的方式将大量尘土物质分选东运
,

在高空飘经一定距离
,

风力不断减

弱
,

当土粒 自重超越风力时即不断降落
,

或因细粒沿途不断吸水相互碰撞团聚增重而呈雨土和雨尘

下降
,

或 因与东来湿气相遇
夕
促使降雨而被淋洗下落

。

由此不难看出黄土物质确系以水力冲积—
洪积为主等方式先汇集于低平的地方堆积起来

,

倘若没有西来季风的吹扬和分选是不会和沙子及

石砾分开而东飘高空
,
倘无东来季风的拦截或黄土高原上空气流也很干燥

,
那末黄尘也只能按先

粗后细的规律 自重降落
夕
而不会和凝聚降落及雨淋降落的细粒物质又在 同地重行相会组成黄土

。

只有这样
,
才能 出现各地黄土在粒度组成的一致性

,
也就是各地各层黄土的粒度组成有着基本相

伺 的面貌
。

虽然其在粉砂和粘粒含量上有所不同
夕
但主重都是 由 0

.

05 一 0
.

01 m m 的粉砂组成
,
其

含量一般在 45 % ~ 60 % ,
其次为 < o

.

00 5m m 的粘粒
夕

一般含量 为 15 %一 25 % ,
很 少 < 8 %和 >

30 % (最近孙建中等在兰田刘家坡黄土剖面发现粘粒含量高达 5 0% 一 60 % 〔 ’ “ 〕
) ;其他粒组含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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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很少出现 70
、

2 s m m 的颗粒 3r 一 5 〕 。

这样大面积分布的物质
、

既在组成上相一致
夕

又在 含 量上

富有规律性是水力作甩所不能办到的
。

更有甚者
,

黄土层的一般结构均为接触式或接触一一基底

式胶结 阵
一 “ , 夕

而只有古土壤层才会出现容重反而增加的海绵状或斑状微结构
,

后者曾被 作 者名

之日
: “

特殊的成土母质上进行着特殊的成壤过程
「S J 。 ” 这是只有风力搬运高空后 沉 积和 又不

断叠加的黄土层并在特有的环境条件下所 固有
,
任何其他沉积方式和沉积物

_

L都 无 法 形 成如此

“ 反常
” 现象

。

2
.

SM a 以来厚达约Om上 下的黄土—
古土壤系列难道不是这样形成的吗 ? 显然

,

只 有 自重

降落和雨淋降落才能使黄土层具有接触和接触—
基底式胶结的微结构

,

也只有这样的微结构才

能赋于黄土层特别疏松透水的性能
。

倘无生物着生尤其草本植物根系的穿插缠绕
,

在雨水下渗时难

免将原先交错支架相互接触时骨架颗粒间的磨擦骤减而发生倾倒位移面与面相 接
,

促使 土 体落

实
夕 甚至发生湿陷板结

。

这样不但为超渗径流的发生提供了可能
,

同时又为地面径流冲刷土壤创

造了条件
。

这是黄土高原产生强烈水土流失的根本原因
。

由此不难看 出生物
,

尤其是草本植物根系

的繁生时对黄尘的原地保留租黄土层的增厚是多么重要而不可短缺
。

研究又证明
〔 7

’
8 ’
黄 土 层在

草本植物的生物风化吸收及其死腐解反馈尤其对生 物矿化形成新矿物的作用下
,

上壤粘粒增多了
,

容重增加了
, 结构体也较密实坚硬而使抗冲力倍增

,

又将整个土体由上而下分割成棱柱状结构而

又大大增进了渗透性能
, 这样就和上下土层一起增 加了土壤水库的作用

,

防止了地 面 径 流 的发

生夕
从根本上消除了水土流失的为害

。

降落在低平之处的黄尘就是这样堆积增厚起来的
,

降落在高而陡的山坡
,
尤其基岩秃落面上

的黄尘就不是这样
,

它们不是当时就被雨水带走或被蓄满径流所携带的平缓低凹之处停留堆积起

来
,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般所称的山前洪积冲积的山前平原 ( P ei cl m o n 七 P al ni ) 和 山 麓坡地

( P el d m o n 七夙Po
e )

,

由于它们的高度常为各地山势所控制而相联
夕
这就形成丁明 显 的 黄土

线
。

尽管它们的基部甚至大部的黄土来 自洪积—
冲积甚至坡积

,

但其顶部宽平的地方
,
仍见有

风成黄土的堆积
。

此外在各大于支流及其某些古代沟谷两侧
,

不论侵蚀基岩阶地或不同地文期的

冲积堆积阶地上均见有不同时代 的黄土— 古土壤系列出露
。

以上这些就是黄土高原形成的大体概要
,
当然它又深受下伏古地貌的影响和黄尘沉积期间堆

积
、

侵蚀再堆积作用
,

尤其近代生产活动的正负影响而形成大家有 目共睹的现状
。

四
、

黄土高原的整治对策

黄土高原与中华 民族生息相关
、

黄河危害的根源和当前水土流失的 严 重 性 己 为 世人 所 关

心
, “

黄河百害
、

独富一套
” , 一语道破了河害的根源和黄土高原的沧桑

。

历史事实一再证明
,

随着人 「l的增加
夕

对土地资源掠夺成习
,

把原本岗峦起伏平缓 ( 由于厚层黄土的堆积
夕

石质山地

除外 )
夕

且多源梁高平地和川
、

坪
、

涧掌等低平地
夕

堪称林茂
、

草丰
、

土肥
、

沃野千里的黄土地

区弄得支离破碎
夕 丘高水深

,

干山苦水
夕 地痔民贫

, 目前 已把原先的黄土沉积 区变成了黄土的侵

蚀区
,

下游泥砂的给源区
,

且其速度远远超过 (5 。一 1 0 0倍 ) 地质沉积速度
,
长此以往

, 3 助 。年

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在戈壁滩上挣扎谋生
。

就是这样使黄河泛滥成灾
夕
危害下游人民

。

当前只有

在全力保护和不再进一步破坏的前提下
, 进行

“ 二改 一变
”
的逐步调整

夕 才谈得上合理利用与综

合开发
, 否则又必将导致两个

“
恶性循环

”
的加剧而遗患无穷

,
追悔莫及

。

但是如何将任意掠夺

破坏为全力保护和不断开发
,

以及改广种薄收为少种高产多收
,
改善农业生态经济结构

,

逐步建

立起良好的生态环境
,
变恶性循环为 良性循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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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约年来
,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黄土高原的综合治理和根治黄河的工作
。

投入了大量人力物

力
,
取得了黄河下游切来年的安流

,

使下游平原的经济
、

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

但是由于黄土

高原地区的生产方针
一

不够全面正确
夕

同时又深受人 口 爆践的冲击
,

不但治理工作不够综合
,

而且

滥垦
、

滥牧
、

滥樵
、

滥伐
、

滥采之风未能及时制止
,

甚至有 J曾无减
。

实际水土流失 日益 严 重
,

“
越穷越垦

夕 越垦越穷 ” 的恶性循环有所发展
。

入黄泥砂
,

虽有部分被干支流大小水库拦蓄
,
但

仍徘徊在 16 亿吨多年平均数
夕

何况北部神府煤 田的开发更增加了粗砂的来源
。

下游河床年 淤高 10
c m

夕

造成大堤
“
越加越险

,

越险越加
”
的另一个恶性循环

。

目前下游河床 已高出地面 3 一 s m
,

有的已达 12 m 以上
,

大大超越开封城
,

严重威胁两岸 2 00 个县 (市 ) 的工农业生产和亿万 人 民生

命财产的安全
。

认真总结经验
、

教训
、

改弦易辙
,
己成为当前黄土高原整治工作上刻不容缓的重

大决策
。

笔者认为
, “ 28 字方略

” 可作为整治黄土高原的对策
。

八十年代以来
, 作者一直在想为黄土高原的繁荣 昌盛私恨治黄河等 国家大事贡献力量

。

积切

年来在黄土高原勘察研究试验等的经验
夕

探知欲达到
“
群众生产遵规律

夕

植树种草促河清
” 之 昌

的
,

首先必须解决既能充分发挥黄土高原一切农业 自然资源的生产潜力而又能切实解决群众生活

和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方略
。 “ 2 8字方略

”
就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产生

,

并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

下不断完善的
。

通过上面对黄土和黄土高原形成的认真讨论 以后
,

给这个方略更赋予了高度科学

性和实践的重大价值
。 “

28 字方略
”
的全文为

“ 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
; 米粮下川上源乡 林果下

沟上岔
;
草灌上坡下狐

。 ”
前面 10 个字可说是总目标和全部开发

、

生产租治理保护等措施所共有

的战略 目标
,

这个 目标不但是必不可少
,

而且是完全能够做到
。

2 50 万年以来地质— 古 土 壤系

列的完整性
, 子午岭地区山青水秀 的现状和群众把

“ 三跑 田 ”
变成

“ 三保 田
”
等事实均可作证

。

这是与黄土地的渗透率高和蓄水层厚分不开的
。

正如
_

L面 已经讲过
,
这是黄尘降落地面所形成的

支架松散微 结构并深受着生植物根系加 固所产生的特性
。

这个特性至少可以在一次降水 5 00 一 1 0 0。

m m不发生蓄满径流
夕

降雨强度 2 m m /m ni 上下不发生超渗径流
。

不过若无足够植被的 保 护或

发生径流的情况下
,

不是发生湿陷阻碍透水
,

就是土粒为径流所冲刷携带而发生大小不同的线状

侵蚀
,

进而形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 “ 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

”
的必要性就在这里

。

同时整个黄土

高原的降水对农
、

林
、

草和其他种植业来说都还不够
,

因此
, “ 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

”
就更重

要和有价值了
。

其余 18 个字是根据种植业对水分的需求和各类生产猎施的水保
、

生态和经济效益所作的科学

和合理安排
。

既然是生产措施
夕

当然应当按照 自然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来办事
。

只有在这两个规

律发生交错时再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必要的调整
。

拿 “ 米粮下 J以上源
”
来说

,

这是一切耕作栽

培最为经济
、

方便和有效的生产场地
。

其中当然也包括梁
、

塔
、

台
、

J焉
、

涧
、

掌
、

坝地和一切经

过人工修建的基本农田在内
。

同时这些地方稍加注意在耕作方法上
,

珍子布设上
,

作物配置上
,

地面平整和地埂修筑上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办事
,

那就可轻而易举地保证全部降水就地入渗而获得

高产稳产
。

林果下沟上岔
,

当然也包括四旁绿 化在内
。

因为林果对水的要求高
,

只能种植在水分

条件较好或能拦蓄地面径流的地方
,

否则难免生长不 良
,

效益差
夕

甚至出现老头树等现象
。

与此

同时
,

作为因沟护坡的林木来说
,

必须改变单纯用材林思想
,

不但要在林种和经营方式方法上有所

选择
,

同时还必须在水保效益上多加考虑
,

只有这样才能生态和经济效益兼顾
,

拦泥蓄水和用材

生产双丰收
,

否则必将重踏造林不见树
,

增加水土流失的覆辙
,

对于果园和经济林木的发展得视

当地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可安排在川
、

台
、

源等农业用地上
,

不过必须采取相应的水保措施
,

有条件的地方也应因地制宜地采取必要的灌溉措施
。 “

草灌上坡下狐 ” 是最关健的方面
,

一定要

把草灌培育好
,

包括一切侵蚀劣地在 内的陡坡荒呱
夕

不但它们 的水土流失严重
,

植物生长之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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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差
,

而且面积大
, 既是水土流失的产物

, 又是继续侵蚀的根源
, 因此这一地段的 防 治 最 为重

要
。

不论从持久功效或经济实惠方面来考虑
,
均以恢复草灌为上策

。

因为只有它们才能保护地面

抗拒雨点打击
、

也只有它们的根系才能相互配合
, 既能增加土壤抗冲性

,

防止径流冲刷
, 又能增

进土壤通透
,

充分发挥土壤水库的作用而消除超渗径流
夕
更能使地面以下 5 ~ 6 m 厚的土体联成

一起
,
防止陡坡地表万一出现薄层蓄满径流可能引起蠕动 泥 流 的发生

。

更为重要的是
, 它还能

分散消除上方袭来的股流
。

由此不难预料
,
如若上部与田间工程

, 下部与沟谷防冲 措 施 等 相结

合
,

将对防止水土流失的危害和地面进一步破碎起到铜墙铁壁的作用
。

针对黄土高原的特殊情况和根治黄河的需要
夕

必须以培养地力
、

增进土壤渗透和抗冲性能
,

以便尽可能把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为战略目标
。

为此必须以迅速恢复植被为中心
,

辅以必要的

工程措施
,
尤其以道路

、

居民点和其它硬地面径流的安全排泄
夕

拦截利用和储蓄等工程更为紧迫

而重要
。

同时要求一切生产措施务必为上述战略目标的早 日实现服务
。

最后谨再提出下列建议
,

以确保黄土高原整治对策的顺利实施
,

黄土高原早 日繁荣昌盛和黄

:河碧水常流
。

.1 建议国土整治局或其他权力机构切实管理好黄土地这块宝贵的国土
。

不仅要对生产用地

提出保护
,

改 良的指标和管理制度
,

同时也要对交通
、

工矿
、

城镇和居 民点用地也要严格管理
,

严禁随意占用 良田
。

由于黄土层深厚
,

有些设施 (尤其交通 ) 得视可能逐渐转入地下
。

2
.

根据综合治理分区治理的原则
,

把人均粮食用地逐渐限制在 3 亩以下
,
坡耕地坡度必须

; 良制介三o0 ~ 25
“

以下
。

3
.

由国家投资
,

分 区分批飞播草
、

灌
,

并在此基础上
,

统一规划出今后可供耕作用地的位

置
夕
并制定出水土保持的要求

。

4
.

把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引导到种草植树发展畜牧业上来
,

为增加群众经济收入和促进粮食

生产奠定基础
,
有效克服广种薄收

。

5
.

在发展畜牧业方面
,
提倡

“ 三改
” ,

即改 良畜种
,

改放牧为舍饲
,

改天然草场为人工草

场
,

并提倡商品饲草生产
。

强调畜产 品的质量和加快畜产品的周转率
。

右
.

明确规定水土流失地区不征或减征粮食的政策
、

以安 民心 ,
并制定合理经济政策

,

促进

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
。

了
.

采取适当措施
,

把黄土高原土地合理利用
,

水土保持和治理黄河统一起来
。

8
.

责成有关部门迅速开展各区土地合理利用的基本模式及和合理布设的研究
,

为各地制定

土地合理利用和综合治理开发提供依据
。

9
.

展开太 阳能
、

风能及沼气等农村能源的示范试验
,

1 0
.

继续完成有关铁路干线的修理和对煤 田开发管理的完善
。

1 1
.

建议将陕
一

甘两省间的子午岭梢林 区作为 自然保护区
,

并于适当时间
,

部分开放
,

辟为国
`

际学术交流
,
培训中心和旅游区

。

1 2
.

本区水利事业应侧重地面径流的节节拦蓄和利用
,
近期应为严重缺水区的人

、

畜饮水做

出贡献
。

地下水的开发利用
,
最好暂时停止发展

,
待降水就地入渗取得成效

,

地下水得到有效补

给后
夕
再行考虑

。

(下转第 17 页 )



第 1期 余剑如等
:

长江上游的翅面长蚀与沉流泥沙 1 7

面积仅约 25 00 km
2, 西汉水谭家坝站多年输沙量 2 4 7 0万 t , 仅占宜昌站的 4

.

66 %
。

本区 属 重点

治理区
, 2 0 0 0年地面侵蚀量大幅度减少

, 将减为 0
.

07 亿七
, 河流泥沙亦将减至 O

。

05 亿 t , ( 4 ) 赤

水河输沙量约 占宜昌站的 1
.

4% ,
此外

,
川江南岸 9 1 7 1 k m

2

的区间 ,
地面侵蚀 量 1 7 9 4 万 t ,

河

流输沙量为 0
.

06 亿 t
,

占宜 昌站的 1
.

13 %
。

到 2 0 0 0年这两部分河流泥沙虽有减少
,

但对宜 昌站影响

微小
。

以上四部分至 2 0 0 0年年均输沙量合计 为1
.

4 1亿瓦

影响微弱区和影响较显区
,

到 2。。。年平均输沙量共计 4
.

%亿 t
。

预测中
,

至 2 0 0 。年 宜 昌站年

均输沙量为 4
.

95 亿 t
,

与现今 5
.

3亿 t相差 0
.

35 亿 t
,

仅占6
。
6%

。

这表明
,

随着长江上游水 土 流失

大面积治理
, 至 2 0 0 0年河流泥沙将有所减少

。

同时 , 由于其数量不大
,

完全有可能被水文测验的

精度所掩盖
。

随着治理程度的提高
,

原被淤积的河床
,

将不断被刷深
。

预测中未包括这一 部分河

床冲刷所带来的河流泥沙增量
。

预测中也未包括因水 利工程兴建的拦蓄沙量
。

考虑到地面侵蚀与

河流泥沙预测中误差的存在
, 即使按 20 %的误差计算

,
到 2 0 0 0年宜昌站年均输沙量 亦 将 变 化在

4
.

8 8~ 5
.

0 2亿七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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