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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海河流域土壤侵蚀的基本规律

张建国 李友仁 赵惠君

(山西省水利学校
·

运城市 )

提 要

本文运用点面结合方法
,

对山西省境内的海河上游10 个河系的山地
、

黄土丘陵
、

河谷盆

地
,

片麻岩
、

碳酸盐岩
、

砂页岩
、

黄土
,

7 种地面组成物质及其特性
,
气候和 水文等自然因

素进行了调查分析
,

论述了该区土壤侵蚀发生状况及其基本规律
。

据此
,

提出了该区水土 流

失类型分区及其治理途径和措施
。

关健词
: 海河流域 基岩 岩土组合 土攘侵 蚀 类型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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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海河流域位于黄土高原和山西高原东缘的太行 山区
。

东与华 北平原毗连
,

西与山西汾

河谷地为邻
。

南 北长约 6 0 0 k m ,
东西宽 4 0~ 2 2 0 k m , 总面积 5 9 3 2 0 k m

“ ,
占山 西 省 总 面 积 的

3 7
.

8% ,
占海河流域总面积的 18

.

6%
。

涉及 7 个地区
, 61 个县市

。

总人 口 9 3 3
.

8 6万人
, 总 耕地

20 95 o k m
“ ,
工农业总产值 92

.

8亿元
,
分别 占山西省的 36 %左右

。

为此
,

研究该地区的土壤侵蚀

机理
,

侵蚀类型
、

强度及其分布规律
,
对海河流域的综合治理

,
合理开发和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

的建设
,
都具有重要意义

。

一
、

水土流失概况

山西省海河流域是以太行山为主体的山地性高原
, 山地海拔大都在 1 5 00 m 以上

。

高 原面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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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波状起伏的形态
,

地势北高南低
。

北部山地海拔 2 0 00 ~ 2 3 00 m ,
最高的五台山为 3 05 8m

,

南

部山地海拔 1 5 00 一 1 8 0 0m
。

山间散布有黄土盆地
,
其中以大同

、

忻定
、

长治三个盆地为大
,

海拔

9 00 ~ 1 10 o m
。

流域最低处海拔小于 65 o m ,
相对高差达 2 4 00 m , 形成极易侵蚀的地貌

。

各大 山

脉均为断块掀斜式山地
。

境内地形复杂
、

山地
、

丘陵
、

台地
、

平原交错分布
,

以山地和丘陵为主
,

约占8 0% (如表 i )
。

表 1 山西省海河流域地貌及岩土分布面积表

黄土丘 陵
、

台地

I自l 积

台 地

面积 ( l : m
:

占总面积
理石)

丘 陵

12 4 2 4
。

2 1
.

0

6 6 17

河谷平原

1 2 39 7
。

9

一一OU一
片
卜.一
.
1土ù、ù卜

一. .1`ùù月江Q曰

近期地壳形变测量资料表明
, 区内差异性升降运动 明显

。

五台山等高
、

中山 地 上 升 率 12 ~

13 m m a/
, 丘陵上升速率 0

.

5~ 3 m m a/
,

盆地下降幅度 2一 4 m m a/
。

强烈隆起的山地和 缓 慢

上升的丘陵遭受风化剥蚀
,
盆地下降带则接受堆积

,

故本区侵蚀一搬运一沉积等地质作用十分活

跃
。

岩石组成主要有三类
:

片麻岩
、

碳酸盐岩和砂页岩
。

片麻岩成岩程度高
,

结晶颗粒粗大
,

质

地坚硬
、

抗蚀能力强
,

形成高峻的五台山
、

恒山山地的主体
。

由于组成岩石的矿物 膨 胀 系 数不

同
,

物理风化迅速
,

节理发育
, 表面形成数 m甚至 10 多 m 厚的风化残积层

。

加之因粘粒较少
, 结

构松散
,

常流泻山下
,

经暴雨冲蚀淤积于山前形成大规模的洪积扇
。

所 以 , 片麻岩在本区属较易

侵蚀的基岩
,

以物理风化
,

机械剥蚀和流水侵蚀为主
。

碳酸盐岩在本区则表现为相对坚硬
。

难侵

蚀的基岩
,

构成太行山中南部的主体
, 呈乔山峻岭

,

深切的峡谷
。

岩石风化较弱
,

山坡表而为残

积的碳酸盐褐土
,

厚度常小于 50 ~ l o co m
,

砾石含量高
。

由于碳酸盐岩发育有裂隙和溶洞
,

透水

性强
、

降水大都渗入地下
,

地面径流很弱
,

沟岸易崩塌产生大量岩块
; 侵蚀方式除坡面鳞片状面

蚀以外
,

沟谷以重力崩塌和山洪为主
。

本区西部的砂页岩
,

则胶结
、

固结程度差
,

抗蚀能力低
,

是丛岩 中最易侵蚀的岩石
,

尤其是页岩和泥岩
,

产状平缓
,

透水性差
,

被水浸透时呈泥浆状
,

易

形成泥流
,

成为河流泥沙的主要来源之一
,

侵蚀方式以风化剥蚀
、

滑塌
、

泥石流为主
。

区内除少数地方荃岩裸露 以外
,

山坡和盆地普遍覆盖着厚 50 ~ I Oc0 m 的残积土和 10 一 30 m 厚

的黄土
,

可称之为土石山 区
。

由于黄土分布广泛
,

质地疏松
,

垂直节理发
一

育
,

遇水容 易 崩 解 分

散
,

抗蚀性能极差
。

加 上黄土分布区沟壑纵横
夕

地 而破碎
,

所 以夕 风蚀
、

水蚀
、

重力侵蚀都极为

强烈
,

是河流泥沙的 主要来源
。

本区地处内陆
,

又有太行山为屏障
,

形成干早的大陆性季风型气候
。

年平均气温 4
。

~ 10 ℃ ,

降水 缎3 50 ~ 65 o m m
,

由东南向西北递减
夕
年内季节降水分配不均

,

夏秋季的 7
、

8
、

9 三个月

降雨址占全年的 60 % ~ 80 %
,

且
`

多暴雨
。

暴雨中心集中在东南部的阳泉
、

昔阳
、

陵川等地
。

2凌小

时最大暴雨量超过 50 一 10 o m m
,

繁峙县 白坡头 1 9 7 3年 8 月 12 日历时仅 6 h
,

一次性实 测 最 大暴

雨量达 5 18 m m
,

暴雨强度大
,

土壤侵蚀主要发生在雨季
夕 全年土壤流失量的 80 %是由这类 雨 型

造成的
。

而春季少雨多风
, 8级 以上大风天气

,
以 4 ~ 5 月最多

。

尤以北部大 同 盆 地 最烈
,

全

年有风天气 占90 % 以上 , 多年平均 8级 以
.

上大风 74 次
,

大风天气有 30 天左右
,
春季月 平 均 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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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 s m /
s ,

暴风达 23 m s/
。

每遇大风
,

飞沙走石
, 沙丘南移 (年移 5 ~ 20 m )

,
土 壤风蚀 沙

化严重
。

右玉水保试验站测得
,

农耕地每年每亩风蚀量达 1
.

4 3t
,
风蚀模 数 2 14 4 t八 k m

Z ·

a)
,

最高的风蚀模数达 1 2 7 8 0七/ ( k m
“ ·

a )
,

年吹蚀深 z
.

o 6 5 e m
。

此外
,

人类的活动如开石
、

采矿
、

弃土弃渣
,

过度放牧和垦殖
,
毁林毁草

,
致使林草覆盖率

低 (现仅 6
.

6%
,
一 16 % )

,

土壤侵蚀量成倍增加
。

如桑干河上游唐峪河的一个小流域
,

为砂页岩土

石山 区
,

面积仅有 2 1
.

6 k m
“ ,

内有小火电厂和县
、

乡办的煤矿
,

每年弃渣约 5 万 t , 河 流 输沙模数

达 7 2 0 O t / ( k m
“ ·

a )
。

由此可见
,

山地高原地形高差悬殊
,

基岩风化剥蚀
,
土松

、

雨暴
、

风狂
, 土壤侵蚀严重

。

本

区水土流失面积 40 4 7 2 k m
’ ,
占总面积的 6 8

.

2%
,

年均向海河 输 沙 量 9 0 61 万 t , 占海 河 流 域

总输沙量 1
.

7 5亿七的 51
.

8%
,

侵蚀模数 2 2 3 8
.

8 t ( k m
“ ·

a ) 夕 为 海 河 流 域 平 均 侵 蚀 模 数

5 5 0 t/ ( k m
“ ·

a) 的 4 倍
。

严重的水土流失
,

使土地退化
,
生产力降低

,
生态失调

, 灾害频繁
,

进而直接影响着 山西省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

二
、

土壤侵蚀的基本规律

土壤侵蚀是在特定的 自然环境下
,

由内外地质 营力共同作用 的结果
,

也是 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

综合影 响下的产物
。

虽然影响水土流失发生
、

发展的因素很多
,
并互相联系

,
相互制约

,
但在土

石山 区
,

不论是基岩还是黄土 (或残积土 )
,

其 自然侵蚀规律主要受区域地质构造
、

地貌条件和

岩土特性的控制
, 尤其是岩土性质和岩土组合及其所占比 重大小是影响土壤侵蚀的主导因素

。

岩

石坚硬
、

抗蚀能力强
,

且裸露面积大
, 则产沙量小 ,

侵蚀轻微
。

反之 ,
则侵蚀严重

。

下面就此问

题进行定量研究
。

(一 ) 岩土性质及其组合 与土壤俊蚀强度的关系 侵蚀模数
,
是表达土壤侵蚀强度的常用指

标
。

一般是根据实测河流输沙量资料
, 用下式来计算

。

W /

F
( 1 )

式中 M—
侵蚀模数 (t / k m

Z ·

a)
; W一一河流年输沙量 ( t/ a)

F

—
河流的流域面积 ( k m

“
)

。

木区可分为 10 个河系 ,
自北而南有南洋河

、

桑干河
、

壶流河
、

唐河
、

浮沱河
、

绵 河
、

松溪河
、

清

障河
、

浊漳河
、

卫河
。

各流域的侵蚀模数
,

见表 2
。

表 2 山西省海河流域河流输沙皿表

{流域面积 输沙量

(万 t )

侵蚀模数
;

流域岩土

河 名 河名
( k rn

Z
)

`
年 )

(七/ k m
”

. a )
类 型

流域面积

( k m
Z )

输沙量

(万七)

观测年数 }侵蚀模数
( 七/ k m

Z

一 a )

流域岩土

类 型

数年钡观

.
八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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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干河

4 80

2 1 2 0

绵河

变质岩
、

砂页岩与
黄 土

松 溪河

2 7

2 7

ù
.一nù

-0曰一匀

行了目了6ù4八n11壶流河一

2 6

2 8

2 0 碳酸盐岩 l清漳河

唐 河 浊漳河

滤 沱河 { n

1 9

2 7

5 14
.

2 7 3
.

与 黄 土

变质岩
、

砂 页岩与
黄 土
变质岩与
黄 土

卫河

{砂页岩
、

拐
“ 岩
复

{石灰岩与

…黄 土
。 !砂页岩与

牌 盐 岩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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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 工

{石灰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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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3 岩土特性相同的土峨怪蚀情况对比裹

河 名
流域面积

( k m
z )

年降雨量
河 长

( k m )

相对高差

( m )
( m m )

林草覆盖率

( % )

侵蚀模数

(乞/ k m
名· a )

南洋河

津沱河

2 3 19

11 93 6

98

}
` 20 0

3 1 9 } 2 4 0 0

4 22
。

9 3
。

2~ 9
。

0

5 10
。

6 4
。

6~ 7
。

5

变变质岩 山地地 黄土丘陵陵 河谷平原原

1 66 0
。

9

1 27 3
。

5

表 4 小流域水土流失情况调奋表

厂广
扮熏汗少
宗口一带架粉一{ 书
豁{ 粉踩半料一仪

~

晏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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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不同岩石类型及岩土组合住蚀模橄衰

不同岩石类型和岩土组合的侵蚀模数 ( t/ k m
Z o

a)
岩石性质

土石山 区 土石山区 + 黄土丘陵

片 麻 岩

碳酸盐岩

砂 页 岩

6 00 ~ 1 5 0 0 1 50 0 ~ 2 5 0 0

30 0 ee l 0 0 0 1 0 0 0 ~ 2 0 00

7 0 0 ~ 4 0 0 0 4 00 0 ~ 8 0 0 0

由表 2 看出
,

流域地表面物质组成对河流输沙量起着重要的作用
。

当流域下垫面以碳酸盐岩

为主时
,

侵蚀模数最小
,

为 理0 0一 1 o o o t / ( k m
“ ·

a ) ; 片麻岩为主时为 1 2 0 0一 1 4 0 0灯 ( K m
“ ·

a ) ;

砂页岩为主时为最大
,

侵蚀模数 1 50 0一 1 8 0 0七 ( k m
Z ·

a)
。

如侵蚀模数最大的长治盆地 (属漳

河流域 )
,

降雨量为 5 7 8
.

6 m m
,

林草覆盖率低
,

为 2 %一 1 3
.

9% ,
基岩主 要 是二叠系

、

三叠系

的砂岩
、

页岩
、

泥岩和新第三系粘土
;
基岩山地面积仅占 2 9

.

4% ,
黄土丘陵占到 50 %

,

砂岩剧烈

风化 (有的用手可捏成沙 )
,

泥岩
、

红粘土遇水软化
、

泥化
,
雨季常形成泥石 洪 流

,
浊漳河因

此而得名
。

再以岩性基本相同 (见表 2 ) 的南洋河和溥沱河来比较 (如表 3 )
,

前者流域面积
、

相对高

差
、

降雨量
,

山地面积都较小
,

但侵蚀模数大
。

后者相对高差
、

降雨量
、

山地面积都较大
,

侵蚀

模数却较小
。

可见
,

流域岩性相同时
,

基岩裸露面积大
,

水土流失程度 减弱
。

一个大流域
,

地面组成物质多为复合类型
,
而且不 同河段

,
流水所进行的地质作用也不同

。

在河流下游以沉积作用为主
,

用此处测得的河流输沙量来计算侵蚀模数偏小
。

为了更好地把握地层

岩性对土壤侵蚀强度影响的变化规律
,

我们选取了小河系输沙量
、

水库淤沙量和小流域土壤侵蚀量

的资料 (如表 4 ) 进行分析
。

从表 4 看出
,

小流域的下垫面组成物质主要有两大类
:

一是土石山区 (黄土覆 盖 面 积 小于

40 % )
; 二是黄土丘陵区 (黄土覆盖面积大于 60 % )

。

根据基岩抗蚀能力和岩土组合比例又可分

为 6 小类
:
难侵蚀基岩 (碳酸盐岩 )

;
较易侵蚀基岩 (片麻岩 ) ; 易侵蚀基岩 (砂页岩 )

;
难侵

蚀基岩 + 黄土
;
较易侵蚀基岩 十 黄土

; 易侵蚀基岩 + 黄土
。

每一类岩石及岩土组合类型的侵蚀模

数归纳于表 5 中
,
其规律清晰可见

,

无须再繁述
。

上述主要依据河流输沙量对土壤侵蚀规律进行了分析
,
但 由于河流输沙量主要是悬移质

,

不

包括推移质
, 用此计算的侵蚀模数 比实际要小

,

对土石山区尤其是片麻岩
、

砂岩等粗砂产区更是

如此
。

所 以今后还须做大量的工作
,

测定小流域的土壤侵蚀量 以取得接近客观实际的侵蚀模数
。

(二 ) 岩土组合比例与土壤俊蚀强度的关系 本区出露的三种基岩
,

其抗蚀能 力 都 大 于黄

土 ,
所 以在一个地 区基岩裸露面积越大

, 土壤侵蚀量就越小
,

反之侵蚀量就越大
。

岩土组合在一个

地区总面积中所 占的比 重大小
, 可用岩石裸露系数 R 来表示

。

它是研究区岩石裸露面积 W y 与其

总面积W之 比
,

数学表达式为
:

R 二 W y
1 0 0% ( 2 )

下面以浊漳河上游大活庄小流域的实测资料进行分析
。

该流域南 北长 l o k m
,

东西宽 2
.

I k m
,

总面积 Z I
.

o k m
“ ; 为二叠系石千峰组紫红色中粗粒砂岩

、

泥岩和页岩组成的土石山丘 陵地区
,

山

梁山坡上为残积的褐土壤厚 30 ~ 50 c m
。

岩石裸露面积平均为 10 % ,
个别地段达 80 % 以上 ,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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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块为零
。

区内沟谷发育
,

长度大于 o
.

s k m 以上的沟有 1 20 条
,

相对高差最大 1吕,
m

,

林草覆盖率

1 % ~ 10 %
。

沟谷两岸基岩裸露
,
砂岩裂隙比较发育

, 上壤侵蚀 以鳞片状
、

层状而蚀为主
,

间有

沟蚀
。

从 38 个地块的实测资料中选取了条件相似并有代表性的 14 个地块的数据列入农 6 中
。

砂负岩土石山及丘险地区土滚俊蚀情况调查表

而 彩 相对高差

( m )

植被覆盖率

(% )

岩石裸露系 数

序
一

号 …地貌 ( k m
Z ) R ( ;舀)

L壤侵蚀模数

弋t /k m
“ ·

a 、

郭一|川
!

n“1几RO曰4八0
ǎUtaCOO甘4
0臼

…
,.

……
gJ4
1匀八O0Ula6
CO工勺八”,上,孟1

上1`1上1上Q̀勺自勺曰心O内了no

1 29

7 O

7 D

7 O

11 0

5 0

9 0

6 0

60

40

10 0

11 0

100

70

8 ee 1 5

4 ee 7

8 ~ 15

8 ~ 15

8 ee 15

4 ~ 7

8 ~ 15

4 ~ 7

8 ~ 15

8 ~ 15

8 ~ 15

8 ee 15

2 1~ 2 5

8 ~ 15

5

5

15

3

2

5

3

5

5

4

1 0

1 0

3

1

2 2 64 1
.

5

1 9 35 4
.

8

9 33 3
。

3

19 64 2
。

9

1 1 1 1 1
`

1

1 3 63 6
。

4

2 0 7 5 4
。

7

1 7 6 47
.

1

5 16 4
.

3 2

8 6 7 7
。

7

1 9 0 3
。

1

1 9 13
。

0

1 2 06
。

0

97 0
。

9

1占, .一5八0
1勺001了ù办nnUO

ù
n

.

…
nù00
一“

2

3

4

5

6

7

8

9

10

1 1

12

13

14

山坡

山坡

山坡

山坡

山坡

坡脚

山坡

坡脚

山坡

坡脚

沟边

山梁

山坡

山坡

0
。

0 6 3

0
。

0 44

0
。

0 53

0
。

0 34

0
。

2 13

0
。

0 87

0
。

5 78

0
。

5 75

0
。

4 97

0
。

2 06

从表 6 中逐个地块的情况来看
,
地面坡度

、

相对高差
、

林草覆盖率
、

所处地形部位都基本粗

似
,

可以认为土壤侵蚀模数 ( M ) 主要与岩石裸露程度 ( R ) 有关
。

在双对数坐标中二者呈线性

关系如图 1 ,
故可用指数公式表示

, 即

M = M
o R a

( 3 )

式中M
。为基岩裸露系数等于 100 %时的侵蚀模数

; a 为与岩

石裸露程度对土壤侵蚀影响的指数
。

根据表 6 中数据
, 回归曲线为直线回归

, 可用下列公式

求算 M o 、
a值

。

a =
N 叉 l g R l g M 一 (艺 l g R ) (万 l gM )

( 4 )

l gM o

N 名 ( l g R )
2 一 (万 l g R )

“

_ 艺 l gM 一 a 艺 l g R

一 N
( 5 )

式中 N 为所用资料个数
。

经 回归得经验公式如下
:

M = 7 0 0 R
一 1

·
6 落 7 3 ( 6 )

上式表明
,
侵蚀模数M 与岩石裸露系数 R成反比

,

即在土石

山区 ,
岩石裸露面积越小

,

土 占的比重越大
,

侵蚀量就越大
。

图 1 l g M 二 f a g R ) 关系曲吸

此外
,
从表 6 中侵蚀模数还可以看出

,
当 R < 15 %时

, 随着 R减小
,
侵蚀模数 M 增加并不很

大
。

这是因为砂页岩抗蚀能力低
,
当其裸露面积不大时

, 它将和大面积分布的黄土的抗蚀能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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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

所以
,

式 6 只在 R > 15 %时
,

有良好的相关性
。

对碳酸盐岩和片麻岩组成的土石山 区
,
岩石

裸露程度对土壤侵蚀强度 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

三
、

卜

士壤侵蚀类型分区及防治途径

岩土侵蚀 的动力类型随地貌单元而异
,

土壤侵蚀的类型
、

方式和强度具有明显的地带性
。

根

据区域地质条件 (构造与岩性 )
、

地形地貌和土壤侵蚀强度
,

可将本区 划分为四个类型区
:

即黄

土丘陵缓坡风沙强烈侵蚀区 ; 黄土丘陵沟壑及台地 中度侵蚀区
; 土石山轻度侵蚀区 ; 河谷平原轻

微侵蚀或堆积 区 (如图 2 )
。

每个区的土壤侵蚀基本特征
,
见表 7

。

表 7 土坡俊蚀类型分区及基本特征表

类 型
面 积

( k m
Z )

降雨量

( m m )

气 温 风 速

(m / g )

{沟壑密度

弋 ,C ) k m /
k m

Z

地壳 运

动性质

上壤侵蚀

急 量
L万 t )

侵蚀模数

(七/ k m
Z

. a )

基 本 特 征

{
’

黄土 丘陵缓

坡风沙强烈

侵蚀 区

s vr 6
。

5
,

3 or 4

.

5一 。

…
缓

,

,
_

,二 ,卜

}
}

0 0 0 ee
8 0 00

分布在大同盆地西部
,

地表为砂黄土
,

下 伏砂

页岩
。

风蚀
、

水蚀严重

4

l.

es
l
..........

l
...

.

.................

48 O
沼任

ù
n曰anO

21
OU

黄土 丘陵台
地中度侵蚀
区

6 ~ 10 5~ 3

}
2 一 。

{票算
稳

2 00 0~
4 0 0 0

分布在各大盆地边缘
。

地表为黄土
、

粘黄土和
冲洪积砂黄土

,

以面蚀
为 主

,

间有沟蚀
、

重 力
崩塌侵蚀

土石 山地轻
度侵蚀 区

2 or 6 3 ~ 5 2 一 3 {强烈隆起
5 0 0~

2 00 0

分布在各大 山地
。

为基
岩与残积土

,

以风化剥

蚀
、

重力 滑塌和泥石 洪
流侵蚀为主

n曰州a叮̀

ù
0

úa

|
.

|ó冷|

|
69曰9曰

河谷平原轻

微侵蚀或堆

积区

9 5 ]
.

4 2 0 ~ 6 2 0 1 0~ 1 4 111
。

5~ 33333 缓慢 下降 < 5 0 0

分布在各大盆地中
。

地
表为冲积亚砂土

、

亚粘
土

、

有河床两岸崩塌侵
蚀和低阶地面侵蚀

1上一座ù一沈
ù
一O们

一11一no一

建国以来
,

山西省海河流域 的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

截止 19 8 5年底 ,
初步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 9 5 1 2 k m
2 ,
占水土流失总面积 的 2 3

.

5%
,

占总土地面积的 16 %
。

其 中造林 5 1 8 O k m
Z ,

种草 3 9 2 k m
“ , 梯田 2 s o l k m

Z ,
坝地 1 3 2 4 k m

“ ,
水地 i i s k m

Z ,

同时还有水库
、

坝塘
、

谷坊
、

涝池
、

水窖等水土保持工程建设
,
对拦截洪水泥沙

,

保持水土
,

改变 当地人 民生活和生产条件起了

重要作用
,
减沙量达 2 3 56 万 t

,

占输沙总量的 26 %
。

为了进一步治理开发山西海河 流域
,
控制和

减轻水土流失
,
减少入海河的泥沙

,

提出以下分区防治途径与措施
:

(一 ) 黄土丘陵缓坡风沙强烈侵蚀区 主要分布在西北部的左云
、

平鲁
,

面积 1 82 1 k m
2 ,

占总面积 的 3
.

1%
。

人 口密度 71 人 / k m
“ , 人均土地 21 亩

。

该 区地形平缓
,

沟谷宽浅
,

地面切 割轻

微
,

沟壑密度 2
.

5一 3 k m / k m
’ 。

气候干旱
,
降水量 4 00 m m左右

,
风大沙多

, 植被稀 少
,
地表

以砂黄土为主
, 下伏易侵蚀的砂页岩

。

土壤侵蚀 以风蚀为主
,
流水侵蚀也很严重

。

水土流失面积

占其面积的 8 3
.

5%
,

侵蚀模数 4 0 00 ~ 8 o o o t/ ( k m
“ ·

a)
。

尤其每年春季遇到大风天气
,
风沙

满天
,
沙丘南移

,
耕地表土或被吹蚀

,

或被沙埋
, 土壤沙化

,
对农业危害极大

。

为了防治沙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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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尸尸

滑耸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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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

了 河谷平原轻微侵蚀区

巨二]
M < 5。。

仃 土石山轻度侵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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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岩难侵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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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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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习
M 一 4 0 0 0一 ` 0 00

,数字为侵蚀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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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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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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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 2 山西省海河流域土壤侵蚀分 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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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蔓延和扩展
, 必须坚持以牧为主 的方针

,
治理措施是

:
造林种草锁风沙

,
建 设林 网 方格

田
, 以林保牧

, 以牧促农
,
培肥改土

,
减轻侵蚀

。

沙盖地种植林木
,

实行封沙育草
,
恢复植被

,

对坡地改天然轮荒为草田轮作
。

(二 ) 黄土丘睦台地 中度傻蚀区 主要分布在大同
、

忻定
、

长治等大盆地周围的坡积洪积区

和小的山间盆地
,

面积 14 3 2 2 k m
“ ,
占2 4

.

1%
,

人 口密度 188 人 / k m
Z ,

人均土地 8 亩
。

该 区 地

势起伏较小
,
有连片的台地耕种

,
但多是里高外低

,
加之植被稀少

,

台地边缘冲沟发育
,
沟壑密

度 2 一 5 k m / k m
Z 。

地表为黄土
、

粘黄土和冲积洪积砂黄土
。

土壤侵蚀以面蚀和沟蚀 为 主
,

间

有台边黄土滑塌侵蚀
,

水土流失面积 1 0 5 8 6 k m
2 ,

占7 3
.

9%
,

侵蚀模数 2 0 0 0一 4 0 0 0 t/ ( k m
“ ·

a )
。

治理措施是
, 以农为主

,

大搞农 田基本建设
,

将坡地里切外垫
,
加 高地边埂

、

修成水平梯田
、

条

田
。

非基本农 田实行草 田间作
,
解决地平

、

肥少
、

产量低的问题
。

绿化荒坡
、

大搞四旁植树和林

网方格田
。

对沟壑发育的地段
,

要重点搞好小流域 的综合治理
。

( 三 ) 土石山轻度傻蚀区 分布在恒山
、

五台山
、

云中山
,

系舟山
,

太行山等石质山地及其与

丘陵过渡地带
, 土石比例为 4 : 6 ,

面积 32 4 4 6 k m
“ ,
占5 7

.

7%
。

人 口密度 95 人 / k m
Z ,
人均土

地 16 亩
。

这里山势陡峻
,

石厚土薄
、

气候寒冷
、

昼夜温差大
、

降水丰富
、

岩石物理风化剥蚀和重力崩

塌严重
,

大量沙石泻溜山谷
,

夏季彝雨来临引起洪水和泥石流灾害
。

沟壑密度 2 ~ 3 k m / k m
“ ,
水

土流失面积 占7 9
.

3%
,

有林草覆盖的地方水 土流失轻微
,

侵蚀模数一般 50 0一 2 o 00 t/ (k m
“ ·

a)
。

今后主要是加强以林业为主的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原则
,

治理措施是在林地边缘地带
,

封山育林
、

育草禁牧
。

支毛沟闸谷坊
,
宽沟修筑淤地坝

,

把基本农田修在沟里
。

整修坡耕地
,
修

成石坎梯田
,
引坡

、

路水洪灌
,
减少径流冲刷

。

加强人工造林
,

一般条件差的荒山荒坡
, 可以造

乔灌结合的薪炭林和水土保持林
,
条件较好

、

离居民点近 的地方可造一些用材林和经济林
,

提 高

林草覆盖率
,
增强涵养水源和保持水土的功能

。

( 四 ) 河谷平原轻微俊蚀或堆积区 主要分布在桑干河
、

淖沱河
、

漳河所在的盆地中
, 面积

名 95 1 k m
“ ,
占总面积 的 1 5

.

1%
。

人 口密度 37 0人 / k m
“ ,
人均土地 4 亩

。

该区地势平坦
, 土质肥

沃
,

雨量较多
,

气候温和
,

光热资源丰富
,

水利灌溉条件好
,
是本区重要的粮棉生产基地

。

水土

流失轻微
,

流失 面积仅 占其总面积 的 1 3
.

9% ,
侵蚀模数小于 5 0 0灯 ( k m

“ ·

a)
。

侵蚀主 要 是 河

床两岸因水位涨落
,
风浪淘蚀及地下水渗流浸出影响

,
坍塌比较严重

。

治理措施是
:

整治加固河

道
,

荒滩淤沙造地
,

河道两侧缓倾的阶地要修成水平梯田
,
建成林网方格 田

。

(上接 第60 页 )

综上所述
,

陕北黄土丘陵区开荒活动十分强烈
,

造成 自然植被和森林
、

草场严重破坏
,

其陡

坡开 荒对加速侵蚀影响十分明显
,

开荒的时间变化与社经和政策因素等密切相关
,

由于自然条件

和人 口压力
,

开荒趋于增大
,

开荒部位 日趋向极易遭受侵蚀部位集中
,

而粮食短缺和非生产用地

的增加等又人为的增大了土地压力
,

使开荒
、

植被破坏和加速侵蚀的潜在威胁日趋尖锐
。

所 以
,

人为开荒对加速侵蚀的影响
,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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