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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湾河小流域综合治理效益浅析

宋 树 华

(安徽省宿松县水利电力局
·

宋徽宿松县 )

提 要

本文通过对朱湾河小流域综合治理生态
、

经济
、

社会效益 的分析
,

为进 一步开发利 用和

保护水土资源
,

防治水土流失
,

初步探索 了合理可行 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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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湾河小流域是宿松县二郎河上游钓鱼台水库库区的一个小流域
, 属长江华阳河水系

, 流域

面积 54 k m
“ 。

该小流域经过 3 年多来的综合治理已初见成效
。

现就其治理 效 益 进 行 分 析 和预

测
。

一
、

投资与运行费

(一 ) 投资 根据规划要求
,
治理工作在 4 年内完成

。

需总投入经费 5 2
。

3 4万 元
,
其 中国家

扶助 25 万元
,
下余经费由当地群众集资自筹和投工

。

计划 第 1 年 投 资 7
.

30 万 元
,
第 2 年 投 资

12
.

50 万元
,
第 3 年投资 2 1。

35 万元
,
第 4 年投资 1 1

.

20 万元
。

(二 ) 运行费 流域治理需护林员
、

管理员等专业技术人员共 18 人
,
年人均报酬 和 公 务 费

1 0 00 元
,
则全年管理费为 1

.

80 万元
。

另外工程措施和能源及设备的维修费
, 需投资 2 5

。

0 8万元
,

按年修理费率 2
.

。%计
,
则年均修理费为 5 02 0元

。

两项共计平均年运行费 2
。

30 万元
。



水土保持通报 第 n 卷

二
、

治理效益

(一 ) 水土保持效益贾通过 4 年的封山育林
,
退耕还林

、

荒山造林
、

疏林补植
,
治坡治沟及

节能省薪
,
流域林草植被覆盖率达 75 % ~ 80 %

,
水土流失抬理程度达 70 %左右

。

1
.

保水效益
。

流域植被覆盖率的提高
, 和生物措施与水利工程的配套

,

将使其滞
、

蓄洪能

力大大增强
。

据有关资料报道爪` 般森林植被可截留或吸收降雨量的20 %
。

流域多年平均降雨量

1 4 17 m m ,
按截留量 20 %计

,
森林植被可截留降雨量 28 3m ln , 流域内林地面 积 4 4 05 h a ,

每年

可截留水量为 1 24 7
.

2万 m
“ ; 36 口山塘犷平均每口塘容 8 00 m “ ,

复蓄系数 3
。

8 ,
多年平均蓄 水量

为 1 0
.

9 4 4万 m
“ ; 9 道较大的石堰 , 多年平均每道能提供灌溉水量 6 00 o m

” ,
共 5

.

4 万 m
“ 。

合 计

流域生物与水利工程措施拦蓄水量多年平均为 1 2 63
.

5 44 万 m
“ ,
相 当于一座小 ( I ) 型水库的蓄

水量
。

2
.

保土效益
。

通过提高植被覆盖率和工程措施
,

治理前后比较
,

治理后每年约可减少 40 %的

泥沙流失量
。

治理前平均每年土壤侵蚀量 1 9
.

2 91 万 t
,

治理后年均减少土壤侵蚀量为 7
.

7 16 4万 ot

(二 )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
。

1
。

用材林和经济林
。

荒山造 林 9 4 00 亩
,
成活率按 80 %计

,
年均亩生长木材 。

。

l m
“ ,

共增

长木材 7 52 m
3 ;
疏林补植 10 0 50 亩

,
按荒山造林亩增长量的 1 / 4 计

,
共增长木 材 20 1m

3 ,
两 项

合计年均增长木材 95 3m
“ 。

按 1 80 元 / m
3

计
,
平均年增收 1 7

。

1 54 万元
。

发展水果林 60 0亩 ,
年均亩

产 70 k g ,
年产水果 4

.

2万 k g
。

按 2元 / k g 计
,
年平均增收 8

.

4万元
。

枝叶年产量按年增木 材重量

的 2 0%计算为 1 2
。
3 8 9 k g

。

按 0
。

0 6元 / k g 计
,
共 o

。

7 4 3万元
。

2
。

农业增产增收
。

年增产粮食 7
。

22 万 k g ,
按 0

.

39 元 / k g 计
,
共 2

。

81 6万元
。

秸秆重按谷草

比 1 : 1
。

3计算
,
秸杆总重为 9 . 3 86 万 k g

。

按 0
.

06 元 / k g 计
,
共 O

。

56 3万元
。

3
。

水利工程措施
。

36 口山塘年增蓄水 8 00 m
“

/ 口
,
年增蓄水 2

.

88 万 m
“ ; 9 座较大石堰年增

灌概水量 3 00 0m
“

/座
,
年增蓄水 5

.

58 万m
3 ,
按 0

.

03 元 / m
3

计
,
共 0

.

1 67 万元
。

年均 拦 泥 保 土

7
.

7 1 6 4万七,
按 1 元 /七计

,
共 7

。

7 1 6万元
。

4
.

能源方面
。

沼气池每口 (容积 s m
“
) 每月节柴 1 12 k g , 72 口沼气池年节柴 9

.

6 76 万 k g ;

省柴灶
、

余热器每台 (套 ) 月节柴 45 k g , 1 10 1台 (套 ) 年节柴 5
.

9 4 5 4万 k g ,
共计年节柴 69

.

13

万 k g
。

按 0
。

06 元 / k g 计
,
共 4

。

1 48 万元
。

5
.

畜牧业方面
。

每年增加牲畜 6 00 头 ,
按 62

.

7元 /头计
,
共 3

.

76 2万元
。

以上五项合计
, 流域每年总经济效益 45

.

4 69 万元
。

(三 ) 社会效益 通过拦泥保土可延长钓鱼台水库的使用寿命
,
进一步发挥效益

;
修梯田和

农田改造等措施
,
改善 田间水利条件

,
使粮食亩产由原来的 4 3 1 k g提高 到 4 50 ~ 50 o k g ,

年净增

产粮食 7
.

22 万 k g ,
节能措施和发展林木

, 可做到科学用柴和充分利用秸秆
、

枝叶
、

解 决 烧柴 困

难 ; 逐步退耕还林还草
,
既增加了林草植被覆盖度

,
保持水土

, 又扩大了草地面积
,
促进了畜牧

业的发展
。

若每 2户增养 1 头牲畜
,
则每年可增养 60 0头

。

因而
,
综合治理一方面改善 了 生态环

境 ; 另一方面提高了流域内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条件
,
促进了群众公益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稳

定
。

三
、

经济分析

综合治理工程使用年限 ( n) 取 30 年
, 以投资完毕后发挥效益的 1 9 9 1年年初为计算基 准点

,

考虑时间价值的经济报酬率 ( )r 取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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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湾河小流域综合治理效益浅析

(一 )静态经济分析 (1 )益本比
。

计算期内平均年水保效益 19
.

1 4 2万元 , 累计 30 年总水

保效益 B为 57 4
.

26 万元
。 4 年总投资 52

.

34 万元
,
年运行费 2

.

3 02 万元
,

30 年 运 行 费 为 69
.

06 万

元
,
则总费用 C为 1 2 1

.

4万元
。

效益费用比为
:

B

口
一
二

5 7 4

1 2 1尝
= `

·

7 3

( 2 ) 投资回收年限

少D K
一 B年 一 C 年

式 中
:

K

— 治理投资
, K 二 52

。

34 万元 ;

B 年

— 平均年水保效益
, B 年 = 19

.

14 2万元 ;

C年

— 平均年运行费
, C年 = 2

.

30 2万元

T ” = 而
5 2

。

3 4
。

14 2 一 2
。

3 0 2
二 3

.

1 1 (年 )

( 3 ) 总净效益

计算期水保效益 5 7 4
.

2 6万元
, 总费用 12 1

.

4万元
,
则总净效益为 4 5 2

.

86 万元
。

( 4 ) 年均净效益

总净效益 45 2
.

86 万元
,
经济使用年限为 30 年

,
则平均年净效益为 1 5

.

1万元 /年
。

( 5 ) 年均单位面积净效益

流域年均净效益 15
.

1万元
,
流域面积 54 k m

“ ,
则年均单位面积净效益为 0

.

28 万元 / ( k m
Z ·

a )

(二 ) 动态经济分析 ( 1 ) 投资折算总值 K

m

K ==
乙川 ( 1 + r ) T `

式 中
: K二— 基准点之前 T

`

年的工程投资额
; r

— 经济报酬率
, r 二 0

.

06
;

m

— 基准点之前工程投资的年限
, m = 1

、
2

、
3

、

4 ; T `

— 基准点之前第

T
`

年
,
T ` = m

k = 7
。

3 x ( 1 + 0
.

0右)
`
+ 1 2

。
s x ( 1 + 0

.

0 6 )
“ + 2 1

.

3 5 x ( 1 + 0
.

0 6 )
“ + 1 1

.

2 父 ( 1 + 0
.

0 6 )

= 5 9
.

9 7万元
。

( 2 ) 运行费的折算总值 C

C =
乙 cj (1

+ r )
一 T j

1

式 中
: n

— 基准点之后工程投资的年限
, n = 1

、
2

、

.3
· ·

… 30 ; T J

— 基准 点 之后

第 T j年
, T J = 巧

jC— 基准点之后第 T J年的年运行费
,

取 jC 二 2
.

3 02 万元

C == 2
.

3 0 2 x ( i + 0
.

0 6 )
一 ’

+ 2
.

3 0 2 x ( i + 0
.

0 6 )
一 “ + … … + 2

.

3 0 2 x ( 1 + 0
.

0 6 )
一 3 。 ’

= 3 1
。

6 9万元

( 3 ) 效益的折算总值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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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艺 B` ( 1 +r )

~T J

l

式中
:

B j

— 基准点之后第 T j年的年效益
,

B 二 1 9
.

1 4 2 又 ( 1 + 0
.

0 6 )
一 ` + 1 9

.

1 4 2 x ( 1

二 2 6 3
.

4 9万元

( 4 ) 益本比

B j = 1 9
.

1 4 2万元
+ 0

。

0 6 )
一 “ + + 1 9

。

1 4 2 ( 1 + 0
.

0 6 )
一 “ “

B

K + C

2 6 3
。

4 9
= 二丈 , 下二二下 一又万一 下二只 二 艺

。

勺甘 。 廿 J 十 J l 。 O ,
8 8

( 5 ) 总净效益

方 一 K 一 C = 2 6 3
。

4 9 一 5 9
.

9 7一 3 1
.

6 9 = 1 7 1
.

8 3万元

( 6 ) 年均净效益

( B 一 K 一 C ) 又

r ( 1 + r )
”

( 1 + r )
n 一 1 一

1 7 1

.

8 3 x

甘瑞
( 1 + 0

。

0 6 )
3 “

0 6 )
“ o 一 一

= 12
.

4 9万元 /年

( 7 ) 年均单位面积净效益

12
.

4 9 + 5 4 ” 0
。

2 3万元 / ( k m
“ ·

( 8 ) 投资回收年限 T D

少 。 = 〔一 1 9 ( 1

a )

k
一 B 年 一 C年

) / 19 ( 1 + ” ) 〕

式中
:

B 年

— 年均水保效益
, B 年 = 以

·

B ;

r ( 1 + r )
n

a =
万厂不丁万二飞

= 0
.

0 7 2 7 , 则 B 年 = 0
.

0 7 2 7 X 2 6 3
.

4 9 = 1 9
.

1 6万元

C年

— 年均运行费
夕 C 年 = a

·

C = o
.

07 27 C 二 0
.

07 27 x 31
.

69 = 2
.

3万元

: 。 二 〔一 , g ( 1 一

黔
1 口 -

9 7 X O

1 6一 2潞
) /` g “ + “

·

“ 6 ,
卜

`
·

` 2 `年 ,

( 9 ) 内部回收率
f

在给定投资和费用利率
r = 6 % 的条件下

,

n

乙 B j ( T ) =

1

m

乙 K , ( T )

1

建立经济效益与成本等式

n

+
乙 e j ( T )

1

n

乙 B J ( :

1

、
一 T j =

+ r o
)

几 + 乙 e j ( 1 + r )
一 T ,

l

n

乙 B j ( 1

1

+ r 。
)
一 T J一 K + c

一;丁今
、 11, 二

_
. _ . ,

1

上式左边是等比数列
,

石边是 已知里
,

令万
不石

= I
,

上式可写为

(下转 第60 页 )



6 0水土保持通报 第 11卷

山高坡陡
,

运肥困难
,

全县长期以来有一定数量的
“ 卫生 田

” “
卫生作物

”
存在

,

影响了全县粮

食总产量
。

所 以
,

化肥施用量应不断增加
。

同时为了提高化肥施用效果
,

利于中低产田土壤肥力

的提高
,

根据以往的成功经验应积极推广氮肥一次深施
、

氮磷配合
、

化肥与有机肥结合使用
,
实

行配方施肥
,
即以地定产

, 以产定肥
,
缺啥补啥

,

缺多少补多少
,

合理搭配
。

( 四 ) 实行合理轮作制度
,

促进地力恢复 合理轮作是恢复地力
,

提高土地生产力
,

改造中

低产田的有效措施
。

镇安县作物布局在七十年代 以前不够合理
, 1 9 8。年全县通过区划提出了

“
小

麦下川
、

洋芋上 山
、

杂粮靠边
”
的调整方针和坚持

“ 三大套
” 的种植原则

,

扩大种植大豆等豆科

养地作物
,
对维持土壤氮素养分和总体养分平衡

,
促进地力恢复

,

起到了积极作用
。

但近年来有

些波动
,

应继续完善
,

合理轮作制度
,

促进中低产田改造
。

(五 ) 政策保证 l
。

认真贯彻执行 《土地法》
、

《森林法》 和 《水土保持法》 ,
保护农田

生态环境
, 以法治地

。
2

。

加强农村文化教育事业
,
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修养

,
教育和引导农民

改变传统农业耕作方法
。

3
。

制定相应的政策
,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
增加对土 地 的 投入

、

4
。

制定乡村中低产 田改造计划
,
把提高农作物产量与改 良

、

培肥土壤作为主攻目标
, 纳入乡

。

村干部岗位责任制考评
,
实行必要的奖罚

。

, r , 厂 , 广 , 广气广 , r 气厂 , 广 , 广 , r , r , r

(上接第50 页 )
B ,

I ( 1 一 I
”

)
’

一 l 一 I
= K 十 C

化简后求导 , ·

〔洽是号瓦〕子 只p 俨 。 =
一一一一二 l 一一 - j l

厂
二

士 C-
-

、 毛
-

仗 ( n + 1 ) B , 夕
`’

1
,

_ 八 八 。 ,

丫 O `

— ——
一

一
一 l 一 v . v V 任

厂j 旦
,

旦二士旦1
,

旦旦一 勺六
火 ( 3 0 + 1 ) X 19

。

1 4 2 夕

即 丫
。 = 0

.

0 6 4 > 丫 = 0
.

0 6表明
:

增产经济效益回收利率大于投资费用经济报酬率
,

投 资 方

案合理可行
。

四
、

结 语

通过对朱湾河小流域综合治理生态
、

经济
、

社会效益及静态
、

动态经济分析
,

表明该小流域

综合治理方案是可行的
。

而且经过 3 年多的综合治理
,

朱湾河小流域已初见成效
。

这样就为进一

步开发利用和保护水土资源
、

防治水土流失
,

初步探索了合理可行的途径
。

本文 由安徽省水利厅 农水处潘玉生同志推 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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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8 3年

〔 4 〕 水利部农水司编著
。

水土保持经济效益分析方法
。

198 8年

〔 5 〕 许志方等
。

水利工程经济学
。

19 87年

〔 6 〕 杨启声
.

水利经济浅介
。

19 8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