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1卷第 5期
199 1年 10月

水土保
B ul l e七 in of 50 11n a

持通报
d W

at er C on s er v a七 i on

V ol
.

11N o
.

5

O e七
。

19 9 1

黄土高原的人为开荒及其

对加速傻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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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该文通过野外考察和不同时期的航片解译
,

对 30年来
,

陕北黄土 丘陵区及其典型小流域

的人类开荒活动作了重点调查研究
,

并根据所取得的初步资料
,

结合流域的侵蚀特征及 库坝淤

积情况
,

分析讨论了开荒活动的时间变化
、

空间分布及其对侵蚀产 沙的影响
,

为深入探讨人

为活动与加速侵蚀的关系提供了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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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与加速侵蚀的关系不仅是土壤侵蚀机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 而且也直接关 系 到 治黄

方略和黄土高原的综合治理决策
。

导致加速侵蚀的人为活动有多种方式
,
如毁林 毁 草

,
破 坏 植

被
、

陡坡开荒
、

过度放牧和采石开矿等
,
其中影响较为广泛

、

强烈者主要是坡地开荒和植被破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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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尚较薄弱
, 而其统计资料又往往有一定出入

。

因此 ,
该文 以开荒比较典

型的陕北黄土丘陵区为例
,

在路线考察的基础上
,

选定代表性小流域
, 运用不同期 航 片 对 比解

译
,
对人为开荒的时空分布及其对加速侵蚀的影响作了初步分析研究

。

一
、

调查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典型调查小流域
,
分别位于延河支流西川河的上游和中游

, 其基本特征见表 1
。

表 1 中 前

2 条沟属典型黄土梁赤丘陵沟壑
,
人为活动较强烈

, 天然森林植被几乎绝迹
。

其中韩家沟谷坡和

局部梁面有一定灌丛植被
,
沟道有塌湾地分布

。

刘桥沟黄土层厚
, 天然植被普遍较差

。

表中后 2

条沟邻近子午岭林区
,
沟坡有红砂岩出露

,
森林植被远较前 2 条沟为好

。

其 中新庄沟上段有成片

密林分布
,

山王河较前者为差
, 次生林主要位于沟道

, 梁面天然次生林破坏严重
,

坡耕地分布广

泛
。

表 1 典型小流域的基本特征

相对高差
流域名称

流域面积

( k m
Z )

年降雨量
切割裂度 ( % )

( m m )

沟壑密度

( k m 厂k m
“ ) ( m )

人 日 密度

( 人 / k m
“ )

州3OdUQ八OnoOU,工O自9曰
3
八01.上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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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11

.

…
q口八O月生八曰尸a44

月任
1 3

。

0 1

2 2
。

36

5 2
。

80

5 7
。

95

5 3 8
。

7

5 2 8
。

2

。

9 8

。

96

Q口Q曰八曰nU

:

韩 家 沟

刘 桥 沟

新 庄 沟

山 王 河

5 52
。

5 22
。

为了分析人为开荒 的时间变化和发生部位的特点
,

采取路线考察和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

典型小流域分别用 19 5 8年 2 月 ( 1 / 3
.

8万
,

黑白片 )
、

1 9 7 8年 5 月 ( 1 / 4
.

5万
,

黑 白片 ) 和 1 9 8 6

年 n 月 ( 1 / 6
.

3万
, 彩红外 ) 三个时期拍摄的航片进行对比解译

。

经野外验证
,

判对率在 9 0% 以

上
,

并制作了透明解译蒙片经转绘仪转绘纠正
,

误差在 1 一 1
.

s m m 之内
。

地面覆盖分为 耕 地
、

撂荒地 ( 3 年以下 ) ,
牧荒地

、

灌丛地和林地等
,
并对新垦地的坡度组成作了统计

。

二
、

人为开荒的基本特征

综合分析典型调查和统计资料可见
,

开荒活动受制于多种 自然和社会因素
,

尤其与政策因素和

人 口增长等有密切关系
, 因而其时间变化和空间分异均较 复杂

。

(一 ) 开荒幅度及其时间变化 调查资料表明
, 区内人为开荒和耕地增加的幅度较大

, 尤以

人 口密度较大的黄土丘陵区为剧烈
,

见表 2
。

如韩家沟和刘桥沟两条流域 1 9 8 6年耕地 面
`

积 分 别较

19 5 8年增加 9 7
。

5% 和 3 3
。

5% (开荒幅度 )
,

其开荒模数分别合 0
.

9 4及 0
。

5 5 h a / ( k m
“ ·

a )
。

而且沟道

开垦较强
,
沟谷开荒幅度分别达 1 6 7

.

1%及 1 1 8
.

6%
,

开荒模数分别为 0
.

31 及 。
.

26 ll a/ ( k m 忿 ·
a )

。

庄沟和山王河流域比较偏远
,
人 口密度小

, 垦殖指数低
,

其开荒幅度分别为 55
.

1%和 3 3
.

9% , 开

荒模数亦小
,
分别为 O

。

43 及 O
。

47 h a/ ( k m
“ ·

a) (表 3 ) , 而且以沟间地开垦为多
。

调查还表明
,
开荒对植被的破坏在林区和裸露丘陵区有所不同

。

在林区因宜垦地广
夕

撂荒地

多
, 因而常常首先被复垦

,
其次遭破坏者是草荒坡和灌丛

,
林地直接被垦种者较少

,
且这种破坏

主要发生在沟间地上 (表 4 )
。

这也是林地边缘地带土地利用方式受人为影响而逐步演替的一般

模式
。

而裸露的黄土丘陵区则不同
,

遭受强烈开垦 的主要是田边地头的残块草坡及沟道 的灌丛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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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
,

刘桥沟谷坡开垦面积占新垦地总面积的 47 % 以上 (表 2 )
。

按流域现有人 口增长率估算
,

平

均每增加一人约开垦荒地 0
.

4 5一 o
.

g o h a ( 6
.

7~ 2 3
.

5亩 )
。

统计资料表明
,
建国初期

, 随着全国的经济恢复和农业发展
,
各地 的耕地面积都有一段明显

的增长
,
陕北黄土 区的志丹县 ( 1 9 5 2 )

,
延安市 ( 19 5 0) 和安塞县 ( 19 5 1 ) 等县的耕地面积分别

较 1 9 4 9年增加 13
.

2%
、

7
.

7%和 6
.

1%
。

50 年代末期以来
, 开荒一直没有停止

,

而且具有时段性
,

调查和统计资料表明
,

近 30 年来
,
该 区大致有 3 次比较集中的开荒高峰

。

1
.

1 9 5 9一 19 61 年 3年困难时期 当时 由于 自然灾害等原因
, 国家处于暂时困难时期

,
缺粮问

题比较尖锐
,

于是掀起了向荒地要粮的群众运动
。

其开荒幅度普遍较大
,
但由于当时的人口基数

较低
,
宜垦荒地面积较大

, 开荒主要集中于梁顶
、

缓梁坡
、

沟掌地
,
沟谷地和塌湾地等处

, 因而

开垦幅度虽大而侵蚀危害相对较小
。

2
.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期 即国家大搞农业
, 强调粮食生产时期

,
此时不仅人 口基数大增

,

而且集体经济壮大
,

开荒多为有组织有计划地集体行动
,

因而其范围和幅度均比较大
。

刘桥沟 1 9 7 8

年耕地较 19 5 8年增加 29 % ,
其中沟道耕地增加 9 4

.

3% ; 而 1 9 7 8年 以后仅增加 3
.

1% ,
其中 沟 道增

加 1 2
.

5% (见表 2 )
。

同时由于人 口 的增长和较 以前 的开垦相比
, 其可垦荒地 已明显减少

,

开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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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小流城开荒造成的植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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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王河

的地形部位趋向陡峻
,
其侵蚀程度亦趋强烈

, 因而大大减弱和抵销了同期增加的 水 保 措 施的效

益
。

3
.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期 随着农业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责任制的实施
,
盲 目开荒之 风 又有

所抬头
。

这次开荒的范围更加集中于极易侵蚀的部位
,
其侵蚀危害相当严重

。

同时 由 于 庄 基扩

展
,

建房
、

修院等非生产用地过度增加
,
粮食短缺等使土地压力增大

,
造成开荒和耕地结构的潜

在威胁 日趋严重
。

据有关资料
,

洛川县共 2
.

3万户乡镇居 民
,
仅住宅 占地即达 4

.

7万亩
,

约占全县

耕地总面积的 14
.

8% ,
仅 1 9 7 0~ 1 9 8 1年间

,
造成耕地减少 10 多万亩

。

且住宅地多 占用川道 良田
,

占用一亩 良田便促使开垦坡地 4 一 5 亩
。

由此可见
,

人 口
、

粮食问题及自然条件是大规模开荒的潜在条件
,
农业生产方针和土地管理

政策的偏差是其触发因素
。

经过这几次大幅度开荒
、

坡耕地畸形增长
, 这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人 口与粮食问题的矛盾
,
但给农业的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危害

。

据区划资料
,

甘泉县 1 9 4 9年总耕地 18
。

13 万亩
, 1 9 8 1年底为 4 6

.

6 万 亩 ,
增 加 1 55 % ; 洛 川县

1 9 4 9年总耕地 6 5
.

5万亩 , 1 9 8 0年为 7连万亩
,

增加 1 3% ; 至 29 8 1年底
,

安塞县 2 5
。

以上和以 下 耕地

面积分别较 19 4 9年增加 1 4
。

4万亩和 1 0 5
.

7万亩
,
占总耕地面积 的 8

。

7%和 64
.

1%
。

同时应看到
,

总

耕地的增值只是开荒抵销了同期非生产用地增值的差额
,

实际开荒幅度更大
。

开荒扩种和植被破坏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

上述资料表明
, 受宜垦地面积和耕地基数的影

响
,

开荒活动的重心主要在林区
,

林地面积较广的甘泉等县的开荒幅度远 较以丘陵和源地为主的安

塞和洛川等县为大
,
这与表 2

、

表 3 的调查结果一致
。

因而在开荒的同时造成 自然植被的严重破

坏
。

志丹县 19 4 9年约有次生林面积 3 0 1
.

8万亩
, 1 9 5 8年降为 18 3

.

3万亩
,

年平均减少 13 万亩
, 1 9 7 0年

为 12 7万亩
, 1 9 8 0年降为 9 5

.

7万亩
,
覆盖递减率为 1 6

.

8% ; 延安临镇附近 20 多 年 来 林 线 后 退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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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k m ; 南泥湾有两个 10 多 k m
Z

的小流域林地面积由1 9 5 8年的 2
.

4万亩减少到 1 9 7 8年的 1
.

93 万亩
,

降低 1 9
。

6% ; 30 多年来
,
富县境内的林线年平均后退 2

。

4 k m
。

(二 ) 开荒部位及其区域差异 开荒对侵蚀的影响
,
不仅取决于开荒面积的大小

,

更取决于

开荒发生的地形部位
,

在一定范围内
, 开荒部位的地形坡度越大

,
则造成的加速侵蚀越严重

, 因

而人为开荒的侵蚀危害在黄土丘陵区表现得更为突出
。

由于这些区域人 口密度大 , 垦殖率高
,
开

荒的坡度往往较大
,
有些 35

。

以上陡坡仍在开垦
。

在延安北部
,
大量耕垦和植被破坏也导 致 土地

沙化
, 子长县西北部 1 9 5 0 ~ 19 6 3年 1 4年间

,
沙线向南推移 l

.

4 k m
, 1 9 6 4~ 1 9 7 4 年 沙 线 南 移 1

.

8

k m
。

在黄上丘陵地区
,
各种地形部位往往对应于一定的坡度构成

。

梁筛顶部和沟谷 地 一 般 小于

5
“ ,
缓梁坡

、

沟缘缓坡和一些塌湾地为 5
“

一 15
。 , 多数梁坡在 15

。

~ 25
“

之间
,
沟 谷 坡 多 在 25

。

以

上
。

开荒发生的地形部位随开荒规模而变化
,
第 1 次开荒的部位多集中于沟谷 地

,

梁 顶 或 缓梁

坡
;
第 2 次开荒高潮时

, 因缓坡荒地明显减少
,
开荒部位 已向陡坡发展

;
第 3 次开荒高峰时

,

陡

坡荒地亦所剩无几
,
开荒即见缝插针

,
部位已不 固定

,
但其总趋势是陡坡开垦地 比 重 增 大 (表

5 )
。

表 5 典型小流域新里耕地的坡度组成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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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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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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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延安水保局 《 延安地区水土保持 区划 》 19 87 年
,

区域包括安塞县中南部
、

延安市中北部和延长县西部丘

陵区

小流域开荒 的地形构成与其人 口密度和开垦指数等各种 因素有关
。

由表 5 可见 , 刘桥沟人口

密度大
, 开垦指 数高

,
植被差

, 因而其陡坡开垦严重
,
其新垦耕地中大于 25

。

面积 占4 4
.

1%
,

高于

延安中部丘陵区总耕地的平均比例
,
而小于 15

。

面积在 20 % 以下 ; 新庄沟接近林区
,
人地 矛 盾和

缓
,
情况则相反

,
小于 15

。

面积接近 60 % ,
远较丘陵区耕地的平均 比 例 为 大

, 而 25
。

以上面积仅

8
.

7 % ,
说明以梁项和缓坡开垦为主

。

但其相对于各自所在流域的耕地坡度而言
,

其陡坡 面 积明

显增大
, 而缓坡减小

。

开荒总是先易后难
,
先好地后劣地

, 由水肥和小气候条件较好的缓坡向陡坡逐步发展
, 因而

开荒部位的构成情况同时反映了开荒的发展历程及其对加速侵蚀的影响程度
,
概括起来

, 开荒部

位的变化过程大致如下
:

1
.

梁顶和沟掌地 是林区和其它植被较好地区开荒的主要部位
。

新庄沟上段多半新垦地在此

部位
,
其中约 1 / 3 分布于沟掌

。

梁顶地势高
,
林木稀疏

,
且起伏和缓便于通达

,
土层 肥 厚

,

常

被最早开垦
, 沟掌地水肥条件较好

,
利于作物生长

,
是人们锄下争夺的焦点

。

山王河 90 % 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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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掌地已被开垦
,

新垦地中约有 10 %一 20 % 在此部位
。

其绝对面积不大
,

但对沟头溯源侵蚀的影
响较强

。

同时人们在此部位的复垦和耕作强度较大
,

因而是开荒影响侵蚀的关键部位
。

2
.

梁娜坡和沟缘缓坡 梁赤坡的分布面积较大
,

是规模开荒的集 中场地
。

目前丘陵区该部位

的大部分已被垦种
,

只在林区及其边缘地区尚有植被分布
。

韩家沟
、

山王河流域新垦地中该部位

约占60 % ~ 70 %
。

梁赤坡地形坡度大
,

在安塞延安一带可达 15
。

~ 2 8
。 ,
平均坡长 70 一 90 m , 垦殖

后极易发生细沟和浅沟侵蚀
,

其侵 蚀 量 可 达

6 0 0 0~ 7 o o o t / ( k m
“ ·

a ) ;
沟缘缓坡是沟缘线

附近受古地形结构和坡面径流缓冲作用而形成

的狭带状缓坡
,

坡度约 5
”

一 1 5
“ ,

有时受切割和

崩塌作用
,

而不连续
。

该部位面积不大
,

但其植

被对保护沟岸扩展
,
缓冲坡面冲刷作用

、

防止

切沟发生极为重要
, 因而其开垦的侵蚀危害十

分明显
。

3
.

沟道谷坡 在开垦指数较高地区分布较

广
,

刘桥沟谷坡新垦地接近 50 % (附图 )
。

由

于沟道的塌湾地和沟台地等平缓地木来较少且

多已被垦
,
因而新垦地多见于陡坡或裸岩薄土

部位
,
受流水和重力作用

,

对侵蚀产沙的影响

最为强烈
,

是急须制止的开荒部位
。 附图 刘桥沟流域开荒情况分布图

综上所述
,
开荒部位随流域 自然条件和人 口分布状况的变化

, 反映了人为开荒的强度及其侵

蚀后果
,

由于人 口密度
、

地貌和植被等条件的差异
,
决定了开荒的程度

、

特点及其侵蚀后果
。

考
-

察表明
: 子午岭南段及黄龙山土石山地

, 地广人稀
、

植被较好
,
人为活动相对较弱

, 开荒主要发

生在 15
“

以下谷坡和山麓地带
,

但土层薄而不连续
,

裸岩广
,

侵蚀潜在危 险依然较大
。

子午 岭 北

段及劳山黄土山地
,

植被度高而土层厚
,

以梁状地形为主
,

梁顶和沟掌地破坏严重
;
黄土残源和

源区
,

人为活动强烈
,

源面已无荒可开
,

近期开荒主要发生在源畔和沟谷缓坡的草灌荒地
,

延河

两岸及其以北地区人为开荒正处于旺盛时期
,

吴旗
、

安塞
、

志丹等地尤为典型
,

一些 3 5
。

以上谷坡

仍在开垦
,

林地边缘和高梁草地的破坏亦很严 重
,

子长及其以北梁筛丘陵区人多地少
,

土地压力

大
,

谷坡垦种极为普遍
。

子长县大于 25
。

耕地 面积达 40 % 以上
,

而 5
“

一 1 0
。

面积仅为 2
.

9%
。

人为

开荒的这些特点对加速侵蚀的区域分异
,

亦有深刻影响
。

三
、

开荒对加速侵蚀的影响

综合分析调查资料和前人的研究工作表明
,

在黄土区
,

开荒对加速侵蚀的影响可概括为 以下

几个方而
:

(一 ) 破坏了天然植被 野外调查表明
,

在陕北一带
,

只要放荒 3 年以上的农地或草地
,

植

被覆盖率可达 30 %一 50 % 以上
,

加上密集的根系缠绕
,

可以有效地防止强烈的土壤侵蚀
,

天然次

生林的植被 覆盖率在 70 % 以上
,

且底层发育着良好的草灌植被
,

其保水保土效益更为明显
。

许多

实验观测资料也同样表明
,

植被以避免击溅
,

增加入渗
,

截流蓄水和根系固土等方式可减水减沙

60 % ~ 90 % 以上
。

而开垦 以后的农地
,

不仅植被覆盖率降低
,

抗蚀性亦减弱
。

一些高郁闭度作物

(如豆类
、

荞麦等 ) 在生长旺季的植被覆盖率虽然较多
,

但其苗期和收割季节往往与第一场暴雨

或多雨季节重合
,

所以其侵蚀仍较强烈
。

同时
,

植被还可通过培肥地力
,

改 良土壤理化性状
,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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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区域生态环境的 良性循环
。

(二 )加剧了怪蚀过程 开荒不仅破坏了植被覆盖
,

而且通过扰动土体
,

破坏了土壤结构
,

降低入渗
,

增大产流而加剧侵蚀作用
。

据朱显漠等测定
,

天然林地和草地的 稳 渗 率 可 达 2
.

4~

9
.

l m m /m in
,

而耕地仅 0
.

4一 l
。

。m m / m in
〔 ” 。

随着人 口剧增
,

可垦荒地骤减和开荒加剧
,

开

荒日趋向极易侵蚀的部位集 中
,

从而加剧和产生了各种方式的侵蚀作用
。

浅沟是受耕作直接影响而

形成的一种独特的侵蚀方式
,

在陕北丘陵区 1 5
“

一 28
。

坡耕地上极为普遍
,

没有人为耕垦则不会发

生
。

其侵蚀量在安塞一带可达 6 0 00 ~ 7 00 0 t / k( m
“ ·

a) 〔 “ ’ ,

细沟侵蚀也主要发 生 于 坡 耕 地
,

这是坡面侵蚀的两种主要方式
,

二者的侵蚀量可 占流域侵蚀总量的 60 %~ 70 % 以上
。

由于沟掌和

沟缘部位的开垦
,

加剧了产流和侵蚀过程
,

对促进沟头前进和切沟发生亦有明显影响
。

野外常可

见到
,

陕北梁赤区许多沟头前进较快的沟谷
,

其沟掌部位的开垦都较强烈
,

谷坡开垦则诱发重力

崩塌和滑坡活动
。

因此
,

开荒幅度和垦殖率大小与侵蚀产沙有密切关系 (表 6 )
。

植 被 覆 盖 较

好
、

开荒与垦殖率较低的新庄沟和山王河流域较其它两流域淤积量明显偏小
,

前者尤其明显
,

刘

桥沟不仅垦殖率高
,

且陡坡开垦较强
,

因而淤积量最大
。

表 5 典型小流域开盆活动与水库淤积 , 关系

流域面积

( k m
Z )

人 口密度

(人 / k m
“ )

垦殖率 }亚荒道加鲜
`% , 开荒模数

流域名称
(% ) i 沟谷 沟间

( h a / k m
“ 一 a )

沟谷 沟间

水库淤积量

( t / k m
Z . a )

资料年限

(年 )

韩家沟

刘桥沟

新庄沟

山王 河

197 6一 1 98 1060055以3554
州anJRé813

。

0 1

22
。

3 6

5 2
。

8 0

S D
。

8

2 0
。

6

5 7
。

9 5

l 8

2 3

16 7
。

1

11 8
。

6

1 1
。

9

66
。

7

6 0
。

6

3 3
。

6

o
·

3` 0
·

63

}
` 2 2 3 8

o
·

2 6 。
·

2 9

{
’ ` 0 0。

o
·

。 , 0
·

` 2

}
’ 6 6 5

0
。

D 1 0
。

4 6 } 1 1 5 D 0

1 98 3

1 9 5 7一 19 79

19 61一 1 96 6

注
:
根据延安地 区水保局调查资资料计算

(三 ) 加速恶性循环 开荒加剧了侵蚀过程
,

而侵蚀造成肥力衰减和土壤退化
,

使粮食减产

以至迫使弃耕 (表 7 )
,

而粮食短缺反过来又促进了进一步的开荒
。

在裸岩薄土上耕垦则危害更

表 7 住蚀皿与作物产盆的关系 (据黄委会天水站 )

坡度 (

州
侵蚀量 (t/ 漏 作物种类 } 粮食产量

( k g / h ·

…色
_ _ _ _

竺

4 ~ 5

6 ee s

13~ 14

17

86 3
。

9

2 2 16
。

4

2 8 9 2
。

5

4 3 8 1
。

6

冬小麦

冬小麦

冬小麦

冬小麦

2 53

1 44

措施
、

品种和耕作方式

等完全相同

2 4 43
。

5

2 5 81
。

5

为严重
,

待土层全部流失
,

或草皮剥落
,

基岩裸露
,

即使弃耕撂荒
,

植被也很难重新自然恢复
,

给生态环境带来不可逆转的恶果
。

这种情况在延安及其以北的志丹
、
安塞和子长及一些林区较为

常 见
,

也是其粮食低产的原因之一
。

延安
、

安塞两县的总耕地中 ) 2 5
“

面积 占40 % 以上
。

(下转 第2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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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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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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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