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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水土流失和充分利用降水

是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基础

山 仑

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陕西杨陵)

提 要

院部学科利国中水

将水土流失和水分利用两个方面的间题统一解决是搞好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基

础
。

为此
,

必须寻求同时减少水土流失
、

改善生态环境和充分利用降水
、

提高土地 生产力的

结合点
、

可行途径及关键措施
。

本文就这一 问题进行了探讨
,

并 提出了在基本农田建设和提

高降水利用率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潜力
。

关健词 : 水土流失 水分利用 结 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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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
,

作者认为
,

统一解决水土流失和水分利用两个方面的间题是搞好黄

土高原综合治理的基础
,

也是水土保持科学研究的全面含义
。

长期以来
,

大家认识到
:
水土流失是黄土高原的主要自然灾害

, 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首要生

态间题
,

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 但我们还应当同时看到
:
水土流失不仅是本地区生态平衡遭受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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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
,

农民生活长期贫困的原因
,

更为重要的
,

它是
“
破坏

” 和
“

贫困
”

的后果
。

因此
,

原则上讲
,

为从根本上搞好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
,

把主要着眼点放在解决土 壤 侵蚀 或水土流失问题 本

身
,

就水土保持抓水土保持
,

这在实践中是行不通 的
,

而必须依靠于振兴起来的整个农村经济和

建立起来的良胜农业生态系统
,

这样才有可能扭转本地区长期存在的恶性循环局面
。

具体地讲
,

则必须寻求既减少水土流失
、

改善生态环境又充分利用降水
、

提高土地生产力的结合点
、

可行途

径及关键措施
。

这样一种技术策略与国际上开发半干早水土流失地区的成功经验是吻合的 ; 国家
“七五”

科技攻关项目 《黄土高原综合治理研究》
,

计划中的 ,’j 又五 ”
攻关项 目 《黄土高原水土

流失区综合治理与农业综合发展研究》 也都包含了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态环境两个方面的内容
,

问

题在于如何科学地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

并 明确其
“
结合点

” 与关键措施
。

那么
,

在黄土高原综合治理中
,

统 一结合点在那里 ? 作者认为
,

在一个
“

水
”
字上

。

有效水

的限制供应和严重的水土流失是世界上所有半干旱地区存在的两个共同问题
,

黄土高原大部地区

也不例外
;
而且

,

由于地形地貌复杂
,

植被稀少
,

土壤肥力低下以及降雨集中等特点
,

这两个问

题
,

在该地区表现尤为尖锐
,

并互为因果
。

如果我们采取了使降水
“就地入渗

”
或

“流而不失
” ,

并充分提高其利用率
、

发挥其增产潜力的统一步骤和措施
,

就会实现既保持水土又提高土地生产

力的双重 目标
;
如果只保持而不利用

,

或只利用而不重视保持
,

则上述两个 目标都将会落空
。

因

此
,

处理好这一
“结合点

”
就使黄土高原综合治理有了一个中心

,

并赋予水土保持科学研究 以新

的内容和含义
,

推动其向新的阶段发展
。

使降水得以有效保持并充分转化
、

利用的统一关键措施是什么 ? 结合当前实际
,

有两点值得

重视
:

(一 ) 基本农田建设和土壤培肥
。

以平整土地为主要内容的旱地农 田基本建设是我国的一大

创造
,

它在水土流失区的主要形式是水平梯田
。

由于水平梯 田具有保持水土和提高产量的双重作

用
,

因而已成功地在黄土高原广泛推行
,

同时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

水平梯田进一步

完善所面临的新问题是
:

如何将以保水为主要功能的梯 田发展为保水与集水相结合的更高标准的

多功能梯田
,

以充分利用有 限降水
,

保证在严重干早年份或地区能取得 良好效益
。

另外
,

基本农

田建设必须与土壤培肥 同步进行
。

与国际上同类地区比较
,

黄土高原的土壤是贫痔的
,

增加对土

壤投肥既能直接提高产量
,

又是保水保土
、

提高水分利用率的重要手段
。

当前
,

本地区正在成功

推行的加大化肥投量的措施
,

对近年来的增产起了决定性作用
,

而且通过生物量的增加对改 良土

壤也起了一定作用
。

有机无机结合是大家长期 以来所倡导的
,

改土培肥
、

提高土壤基础肥力主要

靠有机物的投入
。

研究证明
,

不断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是保持良好土壤结构和减缓水土流失的基

础
,

也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基础
。

美国与澳大利亚的经验表明
,

这一点十分重要
,

如果忽视这一点
,

水土流失与土壤退化加剧的进程虽然是缓慢的
,

但将是不可避免的
,

后果十分严重
。

目前
,

黄土

高原的可靠有机肥源和科学投入方式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

(二) 提高降水利用率综合技术的应用 黄土高原降水利用率不高
,

土地生产力 低下
,

不仅

是由于水土流失 (坡耕地年径流量一般 20 ~ 60 m m )
,

而且 由于土面强烈蒸发 (夏闲期间降水的

50 % ~ 70 %被蒸发掉 )
,

对土壤深层储水利用不足 ( Z m 土层储水量的利用率50 %左右
,

剩余有

效水量1 50 m m 左右)
,

以及单位水量生产效能过低 (作物水分利用率一 般 0
.

25 ~ 0
.

3 5 / k g. m m
·

亩 ) 所造成的多 除此而外
,

非耕地径流用于补充灌溉也是有前途的
,

因此说
,

应用综合技术多途

径地保水用水尚存在着很大潜力
,

包括农地
、

草地和林地在内
,

都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与实践
,

以期提出一个内涵完备又能在大范围内推行的
、

充分利用 自然降水的技术体系
。

(下转第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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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1 50 0亩
。

人均经济林面积
,
由现在的 3 亩发展到 4 亩

。

花椒亩产力争达 到 30 k g , 总 产4
。

5

万k g ,

产值54 万元
,

人均 90 0元
。

力争 1 9 9 5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 0 00 元
。

(六) 胡村高原沟壑烟果粮油系统发展方略 保证人均基本农 田 2
.

5亩 , 人均占有粮50 0 k g ,

积极发展烤烟和苹果生产
。

烤烟面积稳定在人均 0
.

5亩左右
。

苹果面积由现在人均 1
.

1 亩 增 加 到

1
.

5亩 , 即由9 10 亩增加到 1 30 0亩
。

烤烟产值由人均 3 2 3
.

4元增加到 4 00 元
,

苹
_

果产值由人均 2 67 元

增加到5 34 元
。

争取 1 9 9 5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1 6 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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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保水与用水相结合的措施当然不限于上面的两条
。

从大的方面讲
,

土地合理利用的原则

和农牧结合的道路应当坚持
,

中
、

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和林草建设需要继续推行
,

作物和品种的改

良也必须加强
,

这些都与水的保持和利用密切相关
,

现在的问题在于
:

我们应当寻求达到这一 目

标
,

当前可在广大地 区应用的主要技术措施
。

(有些已经存在
,

但要加以明确
、

完善和组装)

黄秉维先生最近发表文章强调
:

能充分利用降水保持土壤的高产农业是
“既能消除水力侵蚀

又能充分利用降水的高产旱作农业
, ”

他认为
,

这是解决两个区域 (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 ) 三大

问题 (黄河决溢的危险
,

农业生产低而不稳
,

水资源供应不足) 的关键
。

由于黄秉维先生这一见

解的启迪
,

作者才想到
、

也才敢于将近几年形成的上面一些想法冒昧提出
,

清水土保持界的领导

和专家批评指正
。

设置在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内
,

正在筹建中的国家
“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早地农业实验室

”

是研究防止水土流失和提高旱农生产两方面的基础问题的
,

中国科学院曾反复强调应明确这两个

间题之间的
“接 口 ” ,

并规定了两者必须紧密结合的研究方向
。

本文所提出的一些看法和意见也

许有助于对该实验室的重要性及其研究任务的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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