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n 卷 5 第期
19 9 T年1 0月

水土保持通报
B u lle 七in o f 5 0 11 a n d W

a七e r C o n s e r v a七io n

V o l
。

1 1

O e 乞
。

N o 。

5

, 1 9 91

刃

三
二 二二二 二二丈二二言言

佗二二二石二 丁: 二

一 一
丁

一

淮河流域人为活动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及其防治对策

胡 高 纯

(河南省平顶 山市水利局
·

平顶山市 )

赵肃菱 李文藻 赵运 良

(淮委农村水利水土保持处
·

安徽蚌埠市 )

提 要

淮河流域因解决粮柴短缺问题造成新的水土流失面积约 3 880 万亩
,

占全流域山 丘 区总

流失面积的44 %
,

其中滥垦 山地 300 万亩
,

坡耕地 1 000 万亩
,

坡式 梯 田 500 万 亩
,

田 间 隙

地
、

林粮间作地 400 万亩
,

滥樵滥伐林地 1 6 8D 万亩
,

所导致的土壤侵蚀量 达 1
.

2亿七
,

占总

侵蚀量的 52 %
。

该文在分析上述间题的基础上
,

提出了对现有林草植被和水土资源的保护
,

引进节能技术
,

选择优良品种
,

大搞水土保持
,

狠抓坡耕地治理
,

营造薪炭林
,

以及开展 以

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
,

解决流域内因粮柴短缺问题造成的水土流失
。

关健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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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而积 2 7万 k m
“ ,

其中平原面积 1 8万 k m
“ ,

山丘面积 9 万 k m
Z 。

了J
.

人 日 一
。

4 4亿 , 平原

人口 1 亿多
,

山丘区 人 口 4 千多万
。

流域内气候适中
,

水土资源条件较好
, 是我国粮棉油重要的生

产基地之一 ,
有耕地约 2 亿亩

,

其中低产 田 1
.

1亿亩
。

粮食产量 占全国的 1 / 6 , 每年向国家提供商

品粮约 1 50 ~ 2 0 0亿 k g ,
占全国的1/ 5一 1 / 4

。

但是
, 山丘区粮柴严重短缺

。

粮食和燃料问 题 历来

是山丘区人 民为了维持生存而迫切寻求解决的突出问题
。

多年来因粮柴短缺
, 不合理的

.

垦殖现象

屡禁不止
, 甚至有所发展

,

结果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

笔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对淮河流域 人

类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造成新的水土流失问题及其防治途径和对策探讨如下
。

一
、

粮柴问题与水土流失

淮河流域山丘区
, 解放 以来 由于人口 的成倍增长

,
人均耕地面积不断缩小

夕 粮柴供需失调
,

加之人们不考虑资源有限和生态平衡及子孙后代的利益
,
对土地采取不合理的经营方式

,
结果造

成水土资源的持续破坏
。

水土大量流失
,

使
“
愈垦愈穷

,

愈穷愈垦
” 的恶性循环

“愈演愈烈” 。

现将流域内各类型区因人为不合理地索取粮柴所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分述如
一

F
:

(一 ) 豫西
、

淮南中山区 涉及伏牛
、

桐柏
、

大别山海拔 1 o 00 m 以上的地域
、

主 要分布在

于顶山
、

信阳
、

六安等地 (市) 的边缘地带
、

面积 3 o o o k m
Z ,

占流域面 积的 1 % , 人 r1 3 3万
,

人 [1 密度 1 10 人 / k m
“ ,

林草植被覆盖度达90 % 以上
,

人均基本农田仅0
.

3
一

亩
, : 卜壤 侵蚀模数一般

在 2 00 一 8 0 Ot/ (k m
Z ·

a)
,

大部分为 自然保护水源涵养林和封山育林区
,

土壤无 明显流失
。

吃粮主

要靠林副产品创收和增加基本农田解决
, 大量的枯枝落叶提供了充足的燃料

。

本区由于环境容量

大
,

人 口 少 , 且居住分散
,

耕垦系数小
,

基本不存在因粮柴问题人为造成的新 的 水 土 流失
。

但

解放以来
,

林木采伐大于抚育
,

原始森林基木被 砍伐殆尽
,

现有林地多为次生林
,

由此造成的崩

塌侵蚀和泥石流相当严重
。

(二 ) 豫西
、

淮南低山丘陵 区 位 于伏牛
、

桐柏
、

大别山海拔 1 000 m 以下的地域
,

涉及豫
、

皖两省七地 (市) 30 个县
, 面积 3

.

85 万k m
“ ,

占全流域面积的14 %
,

其中低山 7 5 00 k m
“ ,

丘陵

2
.

8万 k m
“ , 山间或山前平原 3 00 0 k m

2 ,

人口 1 5 70 万
,

大部为花岗岩
、

片麻岩强度侵蚀区
。

据

调查资料
,

该区人均 口粮 1 30 一 17 Ok g , 按当地人均标准用粮2 40 k g 比较
,

多 年 人 均 缺 粮 70 ~

1 10 k g ,

加上种子
、

饲料用量
,

人均短缺半年粮
。

本区有 1 1 00 万亩林地
,

年修枝抚育 可 产薪柴

咒亿k g 夕

折标煤 1 2
。

5亿k g , 加上30 % 用作燃料部分的秸秆量 14
.

8亿 k g , 折 标 煤 7
.

4亿k g , 该

区自产薪柴
、

秸秆量达 19
.

9亿k g 标煤
,

人均约 1 34 k g 标煤
,

按该区人均基本 生活耗 能 29 4 k g 标

煤比较
,

人均年缺柴量达 160 k g 标煤
。

为解决粮柴短缺问题
, 造成本区荒坡及陡坡人 为 盲 I:I 垦

殖
、

滥垦山地增加到 1 3 0 0多万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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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平顶山市调查资料
,
该市低山丘陵面积达 3 6 00 k m

2 ,

有 65 %的农户缺粮
,

年 缺粮为2 2 60

万k g
。

烧柴问题更加突出
,
该市年产薪柴量4

.

2亿k g ,

折标煤 2
.

4亿k g , 加上30 % 用 作燃料的

秸秆量 2
.

6亿 k g ,

折标煤 1
.

3亿 k g ,
两项合计

,

该市人均 占有燃料只有93 k g 标煤
,

人 均缺柴量

20 1k g 标煤
。

由此造成坡地垦殖面积达1 8 5
.

65 万亩
,
其 中5

“

一2 5
。

坡地垦殖面积为 1 7 4
.

15 万亩
,

2 5
。

以上 陡坡垦殖 1 1
.

5万亩 , 土壤侵蚀模数达 5 00 Ot/ (k m
“ ·

a) 以
_

L
。

河南新县人均耕地仅。
.

6 4亩
,

按 1 9 8 3年产粮 6 2
.

5万 k g 计算
, 维持正常生活 还 缺粮4 6 00 万

k g ,

按人均口粮 2 40 k g 比较 ,
缺粮人 口达 19 万多 , 占全县现有总人 口的62 %

,

全县多 年人均缺

粮 1 4 8 k g ,

近年来 国家每年调入统销粮 1 05 0万k g
。

全县缺柴人 口达 13 万 ,
占全县人 口 的 42 %

,

人均 缺柴量合40 k g 标煤
。

为了解决粮柴不足问题
,

造成近年来人为盲 目毁林开荒 达8
.

5万 亩
,

土

壤 侵蚀量高达 8 1 0 0灯 (k m
“ ·

a)
,

年均土壤流失量达 4 6万饥

安徽金寨县黄榜小流域
, 面积 1 9

.

26 k m
“, 2 02 0人

, 治理前人均水田仅 0
.

4亩
,

且 多 为 冷

浸 田
,

产量低
, 年产粮食仅够群众半年口粮

,
短缺部分靠 国家供应和陡坡开荒解 决

。

仅 1 9 8 2 年

开 垦荒地就达 4 9 00 亩
,

占该小流域面积的 16
.

5 % , 人均开荒面积 2
.

4 2亩
,

致使小流域内土壤侵

蚀 量达 6 o o o t/ (k m
“ ·

a)
,

年流失土壤总量达 9
.

9万 to

(三 ) . 中南低山丘陵区 分布于山东沂
、

沐
、

泅河上游
,

涉及 临 沂
、

济 宁
、

枣 庄 等 地

(市)
一

2 1个县
, 面积 3 万 k m

“,

占流域总面积的 n %
,

人 口约 1 4 00 万
。

本 区花岗片麻岩大面积

分布
,

约 1
.

53 万k m
Z ,

占本区面积的51 %
。

据该区 1 9 9 2一 19 8 9年调查资料
, 全区多年平 均 缺粮

村3 3 74 个
. ,

占总村数的 2 0
.

4 %
,

缺粮人 口 21 。万
,

占农 村 总 人 口 的 1 5
.

3 % ,
平 均 缺 粮 4

.

53

亿k g
。

全区缺柴村 12 7 00 个
,

占总村数的 75 % ,
缺柴人 口 1 08 6万

夕

占农村总人口的 79 %
,

年 均

缺柴量达 10 亿k g 标煤
。

为解决粮柴短缺问题
, 除国家每年调入统销粮 2

.

47 亿k g 和少量煤炭外
,

当地 .农民多以毁林开荒
、

陡坡垦殖
、

乱砍滥伐
,

扒草皮
、

刨树根为解决办法
,

结果导致 生 态 环

境恶化
’,

水土流失加剧
,

本区因粮柴问题造成人为新的水土流失面积达 1 0 00 余万亩
。

临沂地区 13 个县为解决粮柴短缺问题
,

人为盲 目滥垦滥伐
、

陡坡开荒近4 20 万亩
,

增 加土壤

侵蚀量达 2 4 60 万 t
。

仅沂水县就减少林地面积 5 5
.

3万亩
,

铲 (挖 ) 草皮 60 万亩
,

林草 植 被 共减

少 n 5
.

3万亩 夕 约 占全县总面积的 3 1
.

6 % ,
使全县水土流失面 积 达 2 05 9 k m

2 , 土 壤 年 侵 蚀深

1
.

s m m , 土壤侵蚀量高达 6 0 7 5 t/ (k m
“ · a )

枣庄市峰城区的黄泉小流域
, 面积 5 k m

“。 1 9 4 9一 1 9 5 3年累宝f
·

造林 3 理0 0 亩
、

修 梯田 2 5 0 0

亩
, 由于人 口 剧增 , 1 9 4 9一 1 9 8 3年人 口增加 1 03 4人

夕 增加 1 倍
。

人均耕地由解放初 期的 3 亩减

少到 1 9 8 3年的人均 1
.

6亩
,

为了解决粮柴短缺向题
,

毁林开荒达 2 0 00 余亩
,

破坏梯田 50 0多亩
,

形成
“吃粮靠统销

,

烧柴靠 自找
” 的局面

。

当地群众有首歌谣
“垦山种地不长久

,

三年过 后土冲光
,

犹如杀鸡取蛋吃
, 子孙后代无指望

” 。

(四) 淮海及江淮丘陵区 位于淮北徐宿一连云港地区和淮南江淮一带
,

涉 及 苏
、

皖 两 省

10 个地 (市)
、

面积 h g万 k m
’ , 占流域面积的 7 % , 人 口密度 5 00 人 / k m

Z , 该区丘陵
、

孤山零

散分布
,

缓坡岗岭起伏
。

地表岩性
:

徐宿地区石灰岩大面积裸露
,

东 海一连 云 港 一 带 以 花 岗

岩
、

片麻岩为主
夕

局部紫色砂页岩
,

土壤多为褐土
、

棕壤
、

紫色土
, 厚度一般 为 10 ~ 3 0c m ; 江

淮丘陵主要为花岗岩
、

片麻岩
、

石灰岩及玄武岩
,

土壤多为黄棕壤
、

棕 壤 , 厚 度 10 一 4 0c m
。

该

区与黄淮海大平原接壤
,

水上资源条件较好
,

粮食一般较富足
,

但缓坡耕地比例大
夕

林地少
,
裸

岩多
,

森林覆盖率低
,
水土流失仍很严重

。

如东海县西部丘陵一带
,

有耕地77
.

8万亩
,

其 中有 35

万亩为坡拼地和坡式梯田
,

侵蚀模数 4 50 0 t/ (k m
Z ·

a) 东海县的高山河小流域
, 面积 Zo

.

sk m
Z ,

治理前水
_

卜流失面积达 19
.

5 k m
2 ,

小流域内有耕地 7 40 0亩
,

年均 产 粮 1 6 9
.

5万k g ,

人均 口 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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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4 k g ,
但是坡耕地就 占耕地面积的9 3

.

2 %
,

侵蚀模数 4 87 0 七/ (k m
“ ·

a)
,

该区由于林地面积小
、

林草植被覆盖率低
,
烧柴严重不足

, 一般人均缺柴量达 140 余k g 标煤
。

(五) 黄淮平原区 地处黄淮之间
,
西至京广线一带

,
东临黄海

,

跨 15 个 地 (市) , 面 积

18 万k m
’ ,

人 口稠密
,
城镇星罗棋布

。

黄淮平原是黄河
、

淮河泥沙的流通区和淤积 区 ,
北 部 屡

经黄泛
, 形成冲积平原沙土区

, 属水蚀风蚀复合区
, 面积 1

.

5万k m
“, 年侵蚀量 约。

‘

3亿t ;
南部

和东部苏北及江淮平原地势平坦
, 土质稍粘

,
是我国重要的粮棉油生产基地之一

,
产量高

,

秸秆

资源量多
,
加之 区内交通方便

,
地下煤炭资源丰富

, 人民生活较富裕
,
本区因粮柴间题造成新的

水土流失不很明显
,
但存在引进节能技术

, 增加秸秆还田量
,
培肥地力的间题

。

综上所述
,
淮河流域低山区缺粮

,
平原富足

,
丘陵区粮柴均缺

,
全流域因人为不合理的索取

粮柴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约为3 8 80 万亩
,
占山丘区总水土流失面积的44 % ,

其中滥垦 山地 30 。万

亩
,
坡耕地 1 00 0万亩 ,

坡式梯田 5 00 万亩
, 田间隙地

、

林粮间作地4 00 万亩
,
滥砍滥伐林地 1 6 80

万亩
,
增加土壤侵蚀量 1

.

2亿士
,
占总侵蚀量的52 %

,

由此可见
,

淮河流域山地丘陵区人畜为了维持

生存而向自然掠夺式的索取粮柴
,
是造成水土流失的重要原因

。

二
、

防治途径和对策

针对流域内山地丘陵区因粮柴短缺间题人为造成新的水土流失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夕 根据水土

保持工作试点示范经验和我国建国40 年来在解决粮柴不足等方面问题的经验教训
,
本着开源节流

的方针
,
提出淮河流域因解决粮柴短缺问题人为造成新的水土流失的防治途径和对策

。

(一) 现阶段采取的主要途径

1
.

加强对现有林草植被和水土资源的保护
。

据调查
,
流域内豫

、

皖
、

苏
、

鲁四省山丘区

有耕地2 8 83 万亩
,
草地4 09 万亩

,
林草植被面积约 占1 9

.

8 % , 有耕地 6 5 24 万亩
,

其 中中低产田和

面积达3 8 03 万亩
,
占耕地面积的58

.

3 %
。

对上述林草植被和耕地资源
, “七五”

期间
,

各级政府

及有关部门均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
,
初步煞 住 了 滥 垦

、

滥伐
、

滥牧以及各项生产建设中破坏

植被和水土资源的行为
,
基本上扭转了

“边治理
、

边破坏
” , “一家治理

夕
多家破坏

”
的局面

。

2
。

积极引进节能技术
,
推广应用

“三灶
,,
及其它能源

。

根据试验研究结果表明
:

使用沼

气池
、

太阳灶
、

省柴灶明显节能
。

按每个灶供应 4 口人计算
,
每个沼气池

、

太阳灶
、

省柴灶人均

节柴量相 当标煤分别为13 7
。

sk g
、

1 3 1
。

2 5 k g
、

5 3
.

Ik g (见表 1 )
。

据山东临沂地区 对 2 0
.

8 7万

户调查
,

已有 16 万户用上了沼气和节柴灶
,

仅此一项
,

年均 节 约薪 柴 达 3 00 万 k g ,
折 标 煤17 1

万k g
。

豫
、

皖
、

苏等省小流域治理区
, 目前正在大力推广使用小水 电

, 目前已发展数百 处
, 当 地

群众在汛期多以电代柴
,
减少砍伐

。

流域内煤炭资源丰富
,
各地均制定了优惠政策

,
鼓励群众 以

煤代柴
,
并多方筹集资金

, 以工扶农
,
发展坑木林基地

,

采取多种办法开源节流
。

表1 沼气池
、

太阳灶省柴灶经济效益分析表

项 目 沼气池 (10 m
3 ) {

太阳”
(直径 12 m ) 省 柴 灶

0CO1一

54八0Q�
.

4no

投 资 (元 )

寿 命 (年)

年均维修费 (元)

年节柴数 ( k g )

投资回收期 (月)

益 本 比

1 00

10

2 ~ 3

1 10 0

18

5
。

3

6 0

2 O

4 ee s

1 05 0

12

8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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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积极营造 以速生灌木为主的薪炭林
。

灌木林适应性强
,
耐干旱痔薄

,
生 长 快

、

产 柴 量

高
, 亩产可达 5 00 k g 以上

。

目前已在鲁中南
、

豫西和淮南低山丘陵区大力开发
。

仅山东 临沂地区

新近营造薪炭林 18
.

76 万亩
,

河南新县在营造水保林
、

经济林的同时
,

营造薪炭林 8 00 0亩
,

以解

燃眉之急
。

4
.

大搞封山育林育草
, 开发林草资源

。

流域内 荒 山
、

荒坡
、

荒 沟
、

荒 滩 面 积 大
,

近

3 00 0万亩
,

目前因资金投入和劳力 限制
,

对该类地区采取死封措施
,
花钱少

、

成效快
。

仅 河 南

省
“七五 ”

期间共封育 3 75 万亩
。

山东沂水县西墙峪村过去 8 00 人守着 5 0 00 亩荒 山 无 柴 烧
,
近

期制定了责任制
,

划分自留山
、

责任山 4 0 00 亩
,
实行死封

,

先封后造
, 护林育草

,
现在 林 草茂

密
,
烧柴 自给有余

,

水土流失也得到控制
, 畜禽也有较大发展

,
使得荒山 变

“宝 山” ,
柴 源 变

“
财源

” 。

5
.

狠抓坡耕地治理
,

建设稳产高产基本农田
。

坡耕地是山丘区水土流失面积较大
, 侵蚀比较

严重的主要地类
。

根据片麻岩区试点调查
,

调查区面积 Zo
.

7 3 k m
“ ,

大于 2 5
“

的坡耕地土壤侵蚀量高

达4
.

6 2万 t / (k m
“ ·

a ) ,
侵蚀深 3 3 m m ; 1 5

“

~ 2 5
“

的坡耕地土壤侵蚀量为 2
.

9万 t/ (k m
Z ·

a ) ,
侵蚀

深20 m m
。

大于 2 5
。

坡耕地面积仅 占试区总面积的 4
.

46 % ,
而土壤侵蚀量却占总侵蚀量的 4 5

.

36 %
。

试区内坡耕地面积 占试区总面积的 9
.

29 % , 而土壤侵蚀量则 占58
.

14 % (见表 2 )
。

由于 土壤 被

表2 坡耕地土坡住蚀且计算表

地 类 面积 (k m
Z )

年侵蚀模数

七/ (k m
“

·

a )

侵蚀量

(t)

占实验区百分数

面积 (旦石) 侵蚀量 (只仍

10 0

4 5
。

3 6

门J沪口OUCO

:

八O�a

八U4通�n

:
�.占座
皿

,上9 4 1 14

4 2 6 8 9

8 40 0

3 6 2 6

54 115

。

38

。

29

n�0nUn�注孟on�Q��00曰n”114no8
1�d

4OJ

2 0
。

73

58
。 1 4

4n�”4O月nUnU01OCUO工了0�.

⋯

试 验 区

> 2 5 “

1 5
。

~ 2 5
“

< 15
“

小 计

耕坡地

大量侵蚀掉
,
使土层变薄土壤理化性状逐渐恶化

, 土壤粘粒减少
, 结构变差

,

肥力减退
。

(见表

3
、

4 )
。

淮河流域山丘区有坡耕地近 1 0 00 万亩 , 治理好坡耕地
,
不仅保持了水土

, 而且 是 山丘区 改

造低产 田
,
促进粮食稳产高产

,
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主要途径

。

根据群众生产实践和试点研究
,

表3 片麻岩粗骨土化学性状表

一

采样深度

( e m )

有 机 质

( % )

全N

(% )

P : 0 5

(% )

p H 值
代 换 量

( m e g / 1 0 09 土 )

o ee 4

4 ~ 1 5

。

04 7

。

01 0

6 81

90 2

18
。

8 4

2 0
。

3 5

0qO口Q曰

:
1 5 以下 母 质 或 母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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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片麻岩粗骨.且物理性状表
一一L,,一,占一一�O自一一一来

�一nll一二dl匕一一一叔t一n一O�网了一一一叮二一沪
、�1一1工一

采样深度

( C m )

0 ~ 落

4 ~ 15

1 5以下

,, ,
、

,
_

.

{{{ 粘 粒粒 粉 粘 粒粒 物理 性砂粒粒 砂 粒粒 粗粉砂砂
!!!土怕杠杠杠杠杠杠杠

000
.

0 111 < 0
。

0 0 111 0
。

0 0 555 0
。

0 0 111 > 0
.

0 111 0
。

0 5~ 1
。

000 0
。

0 1~ 0 。

0555

~~~~~~~ 0
。

0 111 O
。

00 555555555

1113
。

4 444 2
.

0333 4
。

0 888 一一 6 6
,

1999 14
,

2 666

111 5
。

4 99999 2
。

0333 8 0
。 4 555 76

。

3 777 6
。

1 111

888888888 2
。

48888888

母 质 或 母 岩

将坡耕地修成水平梯田
,

每亩可增产粮食 50 ~ 100 k g , 而且水土保持效益十分显著
。

因此
,

在 山

丘区人 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
, 为了使人口增长与环境容量得到动态平衡

, 目前豫
、

皖
、

苏
、

鲁四

省狠抓坡耕地治理
,

建设稳产高产基本农田 (梯田
、

坝地
、

水田等 ) ,
保证粮食生产适应农村人

口 增长的需求
。

仅河南省
“七五”

期间共改造坡耕地2 4 1
.

8万亩 ,
年增产粮食 1

.

2亿 k g
。

(二 ) 发展 目标和对策 1
.

大力开展水土保持
,

从根本上解决粮柴短缺问题
。

据四省调查

计算
、

淮河流域山丘区面积为 g 万多 k m
Z

水土流失面积 5
.

9万 k m
Z 。

目前需治理的 净 面 积 为 3

万 k m
Z 夕

其它林地 (疏林
、

幼林
、

灌木林
、

经济林地 )
、

农地和村镇道路的水土流失需要通过加

强管理
,

推行保土耕作和加速抚育绿化
,

控制水土流失
。

预测至 2 0 0 0年综合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 2
.

5

万 k m
“,

约 占应治理面积的 80 %
,

山丘 区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控制
。

为使淮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有所突破
,

经协调拟将水土流失严重
,

对下游威胁较大
,

而且 目

前基础工作较好
,

并对全面开展工作有指导意义的地区
, 即鲁中南沂蒙山区

、

豫西伏牛山区
、

淮

南大别山区列为治理重点
,

在 国家扶持下
,

以省为主
,
配合当地政府

,
集中财力

、

物力 和 科 技 力

量 ,
加强综合防治

,

争取在短期内取得治理效益
。

2
。

调整土地利用结构
,
增加林地和基本农田

。

根据豫
、

皖
、

苏
、

鲁四省 山 丘 区10 0 个 县

(市 ) 调查
,

共有土地面积16 60 3万亩 , 其中山丘面积约13 5 00 万亩
,
其余为山间和山前平原

。

在总土地面积中有耕地 6 5 24 万亩 (基本农田 2 72 1万亩 ) ,
林地2 8 83 万亩

,
草地40 9万亩 , 蚕坡

12 2万亩 , 滥垦山地 3 11 万亩
,
荒山裸岩 1 7 70 万亩

,

村镇道路 1 7 24 万亩
, 其它 1 3 12 万 亩 (见表

5 )
。

按农业人 口计算
, 人均土地 4

.

1亩 , 其 中耕地1
.

6亩
、

林地0
.

74 亩
、

草地 0
.

12 亩
。

荒 山裸

岩
、

滥垦山地及其它低产地4 2 16 万亩
, 人均 1

.

04 亩
。

以调查分析来看
,

淮河流域山丘区人多地少
、

耕地资源贫乏
, 人均基本农田仅0

.

67 亩 (包括

人均部分山间及山前平原耕地 )
,
荒山及低产地面积较多

,
植被覆盖率低

,
林草面积少

,

从林地

看
,
乔木林仅占 1 / 3

,
灌木

、

疏林
、

幼林比重大
,

农林牧业都存在广种薄收
, 土地利用 不合 理

问题
。

从前叙述
,
水土流失严重地区面积过大

, 包括坡耕地 1 0 00 万亩
,
滥垦山地3 00 万亩

,
荒山

裸岩 1 77 0万亩
, 油桐

、

油茶
、

蚕坡等山地经济林 3 00 万亩
,
坡式梯田 30 0万亩

,
其 它 土 地83 0 万

亩 ,
合示l’a 5 00 万亩

,

占山丘面积的 1 / 3
, 这些土地生产力低

, 需进一步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综

合治理
。

因此必须把部分坡耕地修成水平梯田
,

提高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
, 同时发 展 经 济林

果
夕 增加经济收入

。

陡坡瘩薄地造林种草
,
对荒山裸岩进行封育绿化

,
严禁滥垦山地

, 退耕种草

造林 , 发展薪炭林
,

以增加生物量
。

从预测成果分析
, 至 2 0 0 0年新增水平梯田 60 0万亩 , 营 造 水

保薪炭林 1 00 0万亩
,

封山育林 1 00 0万亩
,

种草7 00 万亩
,

发展经济林果 5 00 万亩
。

实 现 上 述 目

标
夕

土地利用将趋向合理
,
耕地面积虽然由3 9

.

3 %减少到 35
.

1 %
,

但基本农 田面积增加
,

农作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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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显著提高
。

林地面积由1 7
.

4 % 增加到 3 0
.

7 %
,

林草面积 由1 9
.

8 %提高到37
.

3 %达到6 20 0万亩
’

(见表 5 )
。

表 5 淮河流域山丘区土地利用现状及发展预测成果表

占总土地

面积 (% )

至 2 00 0年

发展预测

占总土地

面积 (% )

1 00
。

0

,工7八0n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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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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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左二目了00月‘OJ庄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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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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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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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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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现状 ⋯
项 口 { { } } }

⋯
‘可 南 }安 徽 ; 江 苏

!
山 东

{
总土地面积 (万亩 )

⋯
6 14 7

{
3 6 26

⋯
1 4 6 7

{
5 3 66 一

农」k人 口 ‘万人、 1 1 5 67
{

5 7 3
1

“9 8
}

1 ”7 5

赞地
(万亩 , } “ ”28

⋯
“94 ”6 0

{
“ “4 2

林地 (万亩 , } 1 ‘7 6 ⋯
”7 4 ‘6 6 { “6 7

草地 (万亩 , ⋯ 1 47 } 4 1 2 7
{ 19 4

蚕坡 ‘万亩 ) 一
1 1“ 一 ” 0

⋯
”

滥垦中地
‘万亩 , { ‘0 7

1

”‘ ’5

! ”8

荒 I-IJ 裸岩 (万亩 , { “7 9 { “4 1 “4 } 5 2 1

水域 (万亩 , 1 4 7 9 17 2 “4 6
{

“54

手寸镇道路 (万亩,
⋯

“28
{

”6 0
{

18 ‘
}

5 5 5

其它 (万亩,
⋯

“9 0
⋯

“5 3 。 ‘3 8

1
”‘

16

4

6

2

3
.

进一步搞好基本农田建设
,

改造坡耕地
。

流域内山丘区耕地状况是
: 山 地 多

、

坡 耕 地

多
、

墓本农 田少
夕

水旱灾害频繁
、

粮食产量低而不稳
, 口 粮严重短缺

。

因而 ,
毁林开荒

、

陡坡开

荒十分严重
,

这是加剧水上流失的重要原因
。

为此
,
首先应进一步搞好农田基本 建 设

,
把 坡 度

缓
、

土层厚的坡地修成水平梯田
,

结合发展林 (果) 草 (药)
;
把水土流失严重的陡坡地

,

痔薄

地退耕下来
。

并改变过去广种薄收的 旧习
,

实行科学种 田 ,
精耕细作

,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达到

粮食 自给有余或基本 自给
。

山丘区预测到2 0 0 0年发展水田 1 29 万亩
夕

水浇地64 3万亩
, 使人均基本农田面积达到 O

。

8 ~ 1
.

0

亩
,

基本保证粮食生产用地 (见表 6 )
。

表 6 淮河流域山丘区基本农田建设预测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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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1 .

¹ 二 » + ¼ + ½ 十 ¾
一

卜¿ , 2
.

»
、

¼
、

½
、

¾ 中常年产量稳产高产者为基本农 田
。

4 。

加强植被建设
, 发展薪炭林

。

流域内山丘区现有林地中灌木林多
,

乔木林少
夕
疏林

、

幼林多
、

成熟林少
;
林相破碎

、

林种比例失调
。

从总体来看
,
荒山秃岭多

、

森林覆盖率低
,

薪炭

林少
、

经济效益差
,

保土效益低
。

现有林地 2 8 83 万亩
,

其中乔木林 1 03 2万亩
、

灌木林 1 10 6万亩
,

疏林20 5万亩
,

幼林 152 万亩 ,

毛竹林40 万亩 ,
经济林 328 万亩 ,

其它林20 万亩
。

现有草地4 0 9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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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一分地 ) ,
现有荒山荒坡 1 7 70 万亩

。

针对存在问题今后除对疏林
、

幼林进行补植封育外
,

对荒山荒坡要逐年绿化
,

适当调整林种
, 增加薪炭林和防护林面积

。

远山深山宜发展用材林和水

源涵养林
,

近山大力发展薪炭林
,
经济林和牧草

。

预测到2 0 0 0年新增林地 2 2 17 万亩
,

使 林地面

积达到5 1 00 万亩, 新增草地 7 00 万亩
夕 达到 1 1 00 万亩

,
林草植被发展到 6 20 0万 亩 ,

人 均 按 近

1
.

36 亩
,
加上粮食产量提高

,
作物秸秆量增加

,

山丘区农村生物量增加
,

烧柴问题墓本缓解
。

由于

林草植被覆盖率增加
,
水土流失将得到有效的控制

。

5
.

搞好水土保持小型工程建设和坡面和沟道的综合治理
。

在兴修梯 田
、

绿化荒山
、

封坡

育草
、

治理坡面的同时
,

对荒沟进行综合治理
,

采取水土保持工程及林草配套措施
。

在坡而上横

坡挖沟
,
拦截坡水

、

拦沙缓洪
,
并搞好坡面排水工程

, 安全泄流 , 防止冲刷
。

预测到2 0 0 0年 ,
在坡面

、

山脚开挖天沟
,
竹节沟和拦洪沟等沟恤工程 3 0 0 0万 m

“ , 在沟道修

筑谷坊20 0万道 ,
合计开挖土方 5 60 0万 m

“ ,

石方3 0 00 万 m
3 ,
结合灌溉

,

兴修塘坝 20 万座 , 可增

加蓄水量 6 亿 m
3 。

(三 ) 以小流域为单元
,

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粮柴短缺问题
,
并不是由某一个因子造成

,

而是由一系列 的社会
、

经济
、

政策
、

自然等因素造成
; 而且在不同的地区

, 其影响因子也不同
。

因此
,

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造成缺粮
、

缺柴的原因
,

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

调整农业内部结构
,

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

然而要达到此 目的就必须坚持开展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
。

一个小

流域
,
就是一个自然 单元

,
似大流域的缩影

,
有利于安排布设各项治理措施

,
权衡上下游

、

左右

而的关系
, 同时 ,

便于统一规划
,
统一领导

,
统一使用劳力

、

资金
、

和技术 力 量
, 采 取 多种途

径 ,
使其形成有机整体

,
从而较好地解决间题

。

三
、

治理效益

针对淮河流域山丘区掠夺式索取粮食和燃料而人为造成水土流失的问题
,
淮委协调豫

、

皖
、

苏
、

鲁四省
,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从治理水土流失起步

,
大搞基本农田建设

,
恢复植被

,
探索

解决粮柴短缺间题与综合防治水土流失的试验研究
, 己取得显著成效

。

(一 ) 水土保持进度加快
,

粮柴生产t 普油增加
,

经济效益显著 据河南省调查
, “

一

七五”

期间
,
全省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8 4 3 5 k m

” ,
其中改造坡耕地2 31 万亩

, 闸沟 (改 河 滩 ) 造 地

1 0
。

8万亩
,

造林 7 4 1
。

5万亩 (其中经济林 1 85 万亩) , 种草64
.

9万亩
,

新修塘坝 1
.

7万 座
,

建 谷坊

2 4
.

6万个
,

封山育林 3 7 5
.

1万亩
。

由于开展 以改造坡耕地为主的基本农田建设
, 5 年来 新 增基本

农 田24 1
.

8万亩
,
年增产粮食 1

.

2亿k g ,
缓解了山丘区群众缺粮的困难

。

豫西伏牛山区的篙县
, “七五”

期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4 10 k m
“ ,

坡改梯 1 1
.

54 万亩
,

营造水保

林 4 5
。

5 8万亩 (经济林 1 1
。

68 万亩)
。

全县粮食产量由 1 9 8 5年的 8 30 0万k g 提高到 19 8 9年的 1
.

12 亿

k g ,

人均年收入由1 68 元提高到29 8元
。

沂蒙山区的沂水县
,
在小流域治理 中重点抓了森林植被建设

,
从根本上解决烧柴问题

, 5 年

共封山育林 79 万亩
,

造水保防护林 60 万亩
,

占宜林地的 7 8
.

8 % ,
控制水土流失面积 达 1 14 o k m

“

占全县水土流失面积的 5 5
.

4 % ,
林木生长量达 16 万m

“,
年木材采伐量 1

.

5万m
“,
年产编条5 68 万

k g ,

年产薪柴 2 2 17 万 k g (折标煤 1 26 3
.

7万k g )
,

解决了 4
.

3万人的缺柴问题
。

河南鲁山县楼子河流域
,
通过少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 人均基本农田增加 0
.

4 9亩
,

达到0
.

9亩
,

粮食总产由治理前的49 万 k g 增加到 1 15
.

5万 k g ,
人均32 9 k g ,

较治理前增加 17 4 k g ,
除满足群众

人均基本生活用粮外 (按人均22 5 k g)
,

还为畜禽业的发展提供饲料粮 3 6
.

5万k g ,
大牲 畜 存 栏头

数较治理前增长2
。

14 倍
,
猪增长 5 7 ‘6 % ,

家禽增长 3
.

1倍
, 农家肥增长5

。

47 倍
。

自产薪柴 除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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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基本生活外
,
还余 1 1 6

.

5万k g ,
折标煤 6 6

。

4万k g
。

整个试区在综合治 理 中 累 计 总 产 出为

24 3
.

79 万元
,

扣除总投入 138
.

31 万元 (其中国家补助 21 万元 )
,

获纯经济效益 10 5
.

48 万元
,
年均

净收益为15
。

06 万元
,

每 1 k m “
净效益为 6 万元

,
人均收入较治理前增加 2 倍

。

(二 ) 土坡肥力增加
,

土地利用结构趋向合理 根据四省调查
, 山丘各类型区花岗岩

、

片麻

岩分布面积达24 7 0 0 k m
“ , 占全流域总流失面积的42 %

。

该类地区土壤母质多为花岗岩
、

片麻岩

的风化层 ,
颗粒粗

、

粘粒少
、

养分低
, 加之经过多次造山运动震荡变质破坏

,

长期暴露地表受到

风化
、

剥蚀和人为破坏
,

土壤砂砾化严重
,

沙砾多
、

土层薄
、

流失严重
。

为了防止土壤退化
,
淮

委协调各省进行试点示范研究
。

通过对坡面
、

农 田
、

沟道进行工程和生物措施的综合防治
, 试区

土壤肥力不断提高
。

据豫西片麻岩强度侵蚀区试验成果
,
试区内粗骨土的有机质和氮

、

磷
、

钾 含

量大幅度增加
,

有机质较治理前增加 1 倍多
, 全N 增加近 1

。

4倍
,
水解N 增加 7 2

.

7 %
,

速 效P增加

4 6
。

2 % , 速效K 增加 29
.

4 %
。

梯 田
、

沟坝地与坡耕地 比较分别增加 7 2
.

5 %和62 %
,

水解N
、

速效P

分别增加47 % 和12 2 % , 沟坝地有机质
, 全N 比坡耕地分别增加 1 倍多

,
水解N

、

速效P
、

速效 K

分别增加1 1 1 %
、

3 3 2 %和 1 2 2 %
。

随着试区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林草防护体系 的建设
,
农

、

林
、

牧
、

用地比例由治理前的 1 :

。
.

18 : 5
.

29
,

调整到治理后的 1 : 7
.

2 : 1
.

19
。

土地利用结构趋向合理
, 即试区内全部荒 山 荒沟

转为林地
,
使林地面积 由原来占总面积的 2

.

4 %上升到7 1
.

9 % ,
各业产值显著增加

, 总 产 值较治

理前增长3
。

47 倍
,
其中农业产值增

一

长1
.

54 倍
,
林业增长 1 4

.

8倍
,
牧业增长 16

.

7倍
, 副业 增 长 4

。

3

倍
,
粮柴 自给有余

。

(三) 水土保持效益显著 据前所述
,

淮河流域山丘地区的滥垦山 地
、

坡 耕 地
、

荒 山
、

荒

坡
、

荒沟
、

荒滩是造成水土流失的重要原因
。

为了防治水土流失
、

抓好综合治理样板指导全面
,

淮委在各类型区抓了21 条小流域治理典型
, 以解决粮柴短缺问题

, 和防治水土流失为目的的试验

研究
, 通过对坡面

、

农田
、

沟道
,
采取工程和生物措施的综合治理

,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

如豫西

片麻岩强度侵蚀区
,

各项工程措施可 以削减洪峰流量 6 7
.

3 %
、

减沙 8 8
。

8 % ,
试区土壤侵蚀模数由

4 5 4 0 t/ (k m
“ ·

a )减至4 5 4 t / (k m
“ ·

a )
,

减轻 9 0 %
。

四
、

结 论

1
.

淮河流域低山丘陵区重点应防治坡耕地和滥垦山地造成的水土流失
, 主要采取修梯田

、

退耕还林
、

还草
。

淮南山区
,
在修梯田 的同时

,
要进一步调整耕作制度和方式

,

变水田一熟为二

熟
,

选用 良种
、

增施有机肥
,
充分发挥现农 田的增产潜力

。

2
。

对一些确实依靠 自己难以解决粮柴短缺问题 的地区
,

如金寨
、

霍山
、

新县等地的水库附近

由于人口 高度集 中
,

粮柴缺 口很大
;沂蒙山的部分丘陵区

,

如泅水
、

东海由于人 口 密度大
,

人均土戒
少

,

又没有可能大力发展薪炭林
。

需要国家和各级政府 (主要是当地政府 ) 从外省或本省适 当调

剂一部分粮
、

煤
、

柴
。

并鼓励这些地区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

增加经济收入
。

3
.

解决燃料问题
,
首先必须全力保护现有林草植被和水土资源

;
其次推广节柴灶 ; 第三

、

大力营造以灌木为主的薪炭林
, 有条件 的地方可 以发展沼气池

,
太阳能

、

小水 电或 以煤代柴
。

4
。

搞好以小流域为单元 的综合治理是解决粮
、

柴短缺问题最有效
、

最根本的途径
。

因此 ,

淮河流域必须进一步抓好 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
,
才能防治水土流失

,

彻底解决粮柴短缺问

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