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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流域综合治理对减轻洪涝 灾害的调查分析

损失
。

(三 )小流域治理
,

必须坚持山
、

水
、

田
、

林
、

路
、

渠综合治理
,

搞 单一措施是不行的
。

单

一措施抵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
, 极易毁坏

。

平 邑姜庄小流域
,

先修环 山路
,

坡面治理没跟 卜
,

这次暴雨
,

造成路面 13 处塌方和冲刷
, 冲走泥沙 1 1 40 m

“ 。

因此今后必须进一步抓好小流域的综

合治理
。

(四 ) 沟道 治理
,

必须实行
_

l二程措施与林 草措施相结合
,

井应从生物措施入手
,

这次特大暴

雨表明
:

草护坡 比石护坡好
。

蒙阳温村小流域
,

河道岸堤植树种
一

草的冲刷较轻
夕

没有林草保护的

沁刷较重
。

笔者实地观察到有一段河岸边坡没有林草保护
,

被洪水冲刷
,

毁坏严重
,

造 成 : 。。 m

长的岸边道路中断
,

影响了当地交通和群众生活
。

(五 ) 小流域治理
,
在重视蓄水保土措施的同时

,

还要 玉视排水系统设计
。

水土保持坡画工

程和沟道工程设计标准较低
, 只能拦蓄一定雨强和雨址的暴雨径流泥沙

夕

因此在设计时应考虑超

标准洪水的问题
。

如平 邑姜庄小流域顺河坝
,

部分河段因设计时没有考虑侧面来水
,

没有设 计排

水 「! ,

遇暴雨洪水造成坝体冲塌
。

(六 ) 小流域治理必须严格按照科 学规律办事
,

既要按规划设计规范实施
,

也要加强水保工

程的施工质量
, 克服 “ 经验 ” 施工

,

忽视科 学性的思想
。

如有的塘坝凭
“ 经验 ” 来选取溢洪 卜l尺

寸大小
;
有的顺河坝没有回填压实

,

暴雨中造成溢洪口 过小而垮坝或河坝不稳而冲倒
,

教训是极

其深刻的
。

世界银行贷款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实验室批准实施

“
重点 学科发展项 口

”
世界银行贷款一一黄土 高原土壤侵蚀与早地农 业因家重点实验

几找
,

在中国科学 院和
西北水土保持研 究所领导的重视和关 心

一

「
,

经科技人员的努力
,

现 已进入建设实施阶段
。

该项贷饮连 同囚 内配
套资金近 6 00 万人民币

。

为了用好这笔贷款
,

西北水保所的领导和 科技
、

管理人员对项目计划
、

仪器招标 及 软
投入 (合 作研究

、

考察访问
、

士音训及 图书
、

软件等
,

进行
一

了填密地论证
,

作 r 精心安排
。

{ l前
,

买验室 {1勺各项
前期工作进展顺利

,

预计在 1 9 9 3年将全部建成运行
。

实验室建成后
,

经国家验收合格
,

它将 直接进入国家重点实验室 序列
。

这必将促进
_

L壤浸 蚀与旱地农业 科
字研究

;
`

J发展
,

加速黄 上高原的治理开发及 为
“
治黄

,
减少入黄泥沙服务

。

{`钱而
,

也必将 吸引国内 外 著 名 专
家

、

学 汗进行合作研究
。

以追踪国 际科 学发展 前沿
,

开展高水 平的科 了开工 作
,

促进 人才交 流与学科交又渗透
,

推功我 111 土壤侵 蚀与旱地 农业科学更 加深入系统地发展
。

实依途相保根据侵蚀与早农 的学科现状及发展趋势
,

从我国
“ 四化

,
建设中 沙匕收人 l飞弓题灼迫 切需 要出发

,

少卜铆 g

验室的从础和特点
,

准称主要研究方 向
:

研 究 价土 高原土壤佼蚀过 程及止口 j 土堆退化
、

早地农业 及生态环境的
互 关系 ; 一

卜早逆境下 作物生理生态与土壤水分
、

养分循环机理
;
防止 L壤仪蚀及提 高 旱农 生产 力的综合有效

径
。

实验室将看重把土壤佼蚀与提 高早农生产 力
,

作为统 一体进行综合性
、

越础性研 究
。

推进黄 土高原水
_

l几

持工 作
,

提 高早农生产力与改善生态环境
,

为国家宏观指导黄土 高原的决策性和战略部 局提供可靠 的 科 学

据
。

并可望实验室 进一 步成为我国侵蚀 与旱农 优秀青年人才的培养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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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黄土高原土玻俊蚀与旱地农业国家盆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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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秉琦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