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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从赵家河小流域的自然条件
、

社会经济状况及水土保誉林建设的实际声发
,

提出了

“
三带一体

”
的水土保持林体系的规划原则及配置模式

。

并介绍了该模式在赵家河小流域实
施的结果及果树水土保持林带取裕的经济

、

生态和乳会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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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河小流域是黄河 中游试点小流域之一
。

继 1 9 8 7年的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后
, 1 9 8 9年又进行

了该流域的水土保持林规划设计
。

为了不断加强流域治理
,
提高治理效益

, 1 9 9。年文结合上述两

项规划的实施
,
制定了水土保持林体系建设的研究项 目

。

通过研究
,
对该流域水土保持林体系建

日期
: 1 9 9 1一 Qg一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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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了新的认识
。

我们以原来水土保持林规划设计为基础
, 以实施结果为依据

,
提出了适合于该

流域实际情况的
“ 三带一体

” 的水土保持林体系模式
。

经初步实施
,
显示出了较强的生命力

。

现

将该流域概况
、 “ 三带一体

” 的模式及其效益分述如下
。

一
、

流域概况
(一 ) 自然条件 赵家河流域位于陕西省宝鸡县上王乡境内

,
为六盘山余脉— 陇山山区的

边缘
。

地处北纬 3 4
“

3 1
/ 3 0 1,

~ 3 4
0

3 4 产3 0 1/ ,
东经 1 0 6

“
5 2 / 2 0 1,

一 1 0 6
“

5 9
尹 1 0“ 。

流 域 口 距 宝 鸡 市约

3 0 k m
。

流域面积 2 8
.

i 4 k m
2 。

该流域呈东西走向
, 主河道流经西北一东南

,
地形西高东低

。

上 游 为 土 石 山 地
, 山 高 坡

一

陡
,
土薄石多

,
河谷一般为峡谷

。

下游为黄土覆盖的低山丘陵区
,
坡陡谷深

夕
支离破碎

。

河谷较

为开阔
,
河床冲积物自

.

上而下由粗变细
。

该流域地面坡度较陡
,
小 于 15

。

的 坡 地 占总 面 积 的

7
.

35 % ,
大于 25

。

的坡地占 69
.

0 %
。

流域相对高差 8 7 7
.

4 m
。

气候属暖温带大陆性半湿润气候
, 四

季干湿冷暖分明
。

降水分配不均 , 冬春干早 , 秋季降水集中
,
夏秋季多局地性高强度大

,
暴雨

、

冰雹
、

或淋雨伴暴雨
, 因而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

年平均降水量 7 o s
.

g m m , 5 一 10 月份 平 均降

水 56 5
.

4 m m ,
占全年降水量的 8 0

.

1 % ; 年平均气温 1 0
.

4℃ , 》 10 ℃的活动积温 3 18 0℃ ,
无霜期

20 0天 ; 年平均日照时数 2 o 00 h
。

土壤有五个类型
:

,

( l ) 黄绵土
:
分布在丘陵区的赤梁坡谷地

上 ,
面积 9 22 9

.

7亩
,
占流域土地面积的 2 1

.

9 % ,
它是在黄土母质上发育而成的岩性土 壤

, 土层

厚度不等
,
一般 5 ~ 20 m ; ( 2 ) 潮土

:
分布于河谷两岸的滩地上

,
面积 2 1 01 亩

,
占流 域总面

积的 5
.

。 % ,
是在河流近代冲积

、

洪积物上发育而成的半水成土壤 ; ( 3 ) 紫色土
;
分布 在 丘陵

赤梁沟坡侵蚀区
,
面积 6 7 87 亩

,
占流域总面积的 16

.

1% ,
是发育在紫红色砂岩或页岩风 化 母质

上的岩成土壤 ; ( 4 ) 褐土
: 主要分布于海拔 1 3 00 一 1 6 00 m土石山区的基岩山地

,
面积 n o巧

亩
,
占流域总面积的 2 6

.

2 % ; (5 ) 棕壤
:
分布于基岩区的褐土 以上的山体部分

, 面积 13 0 23 亩
,

占总面积的 3 0
.

8 %
。

其植被情况是
,
该流域上游 1 1 00 m 以上广泛分布着辽东栋

、

橡树
、

山 杨等

为主的天然次生林
,
不 少地段是与柳

、

红桦
、

漆
、

锻等树的阔叶混交林
。

中游梁坡分布着森林破

坏后的次生灌丛
。

下游低海拔处为农业区
, 区内间有人工林

、

天然灌丛
、

四旁散生树木
。

主要树

种有侧柏
、

杨
、

柳
、

核桃
、

柿子
、

臭椿
、

泡桐
、

刺槐
、

中槐
、

苹果等
。

(二 ) 经济概况 该流域共有农户 26 7户
,

总人口 1 3 86 人
,

劳力 62 9个
,

人 口密度 49 人 / k m
“ ,

有农耕地 7 0 2 3
.

5亩
,
多年粮食播种面积占到总耕地面积的 81 % 以上

。

据统计
, 1 9 8。~ 1 9 8 7 年粮

食平均亩产为 7 2 k g /亩
,
年均总产量为 5 1 5 t

,
人均产粮 34 1 k g ,

生产水平较低
。

有林地 19 1 7 2
.

4

亩
,
其中乔木林约占 1 / 2 ,

其余为灌木林
。

乔木林中以天然次生林为主
,
林相不整齐

。

经 济林

1 1 8 0
.

3亩 ( 1 9 8 7年 ) ,
年产苹果 1 1

.

8万 k g ; 另外
,
还有零星分布的柿子

、

核桃
、

板栗等经济林

木
。

全流域尚有宜林荒山 12 6 70
.

6亩
。

该流域共有大家畜 4 80 头 (以牛为主 )
,
户均 1

.

8头
.

, 主要用于役耕
。

副业 门路较少
,
仅个别

村民外出搞房建或用手扶拖拉机搞短途运输
,
收入较少

。

(三 ) 水土流失现状 该流域水土流失面积为 24 6 0 4
.

1亩 ,
占流域总面积的 5 8

.

2 % , 属中度

流失区
。

土石山区侵蚀模数为 1 5 00 t/ k m
“ ; 丘陵区为 3 4 0 0t / k m “ ; 全流域平 均 侵 蚀 模 数为

2 5 0 0七/ k m “ ,
相当于每年平均流失 Z m m土层

。

土壤侵蚀方式以水力侵蚀为主
,
其次为重力侵蚀

。

流域内地形破碎
、

土质疏松
、

抗蚀力差
、

降雨分配不均
、

且多暴雨
,
是导致水土流失的主要自然 因素

。

而人为不 合理的利用土地
, 陡坡开

垦
、

破坏植被等
,
则是人为加剧水土流失的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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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家河小流域
“
三带一体 ” 水土保持林体系建设及效益分析

二
、 “ 三带一体 ” 水土保持林体系模式的规划设计

(一 ) 规划设计原则 规划主要考虑以下四项原则
:

(1 ) 坚持生物生态学原则
。

即在适地

适树的基础上
,
贯彻

“ 因地制宜
, 因害设防

” 、

多树种
、

多林种相结合
, 以保证水土保持林体系

的生物生态学稳定性 , ( 2 ) 坚持经济学原则
。

即在发挥水土保持林体系生态
、
水保 效 益 的 同

时
,
还要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

,
尤其要注重当前群众的切身利益

,

使群众能在水土保持林体系建

设中得到明显的经济实惠
,
从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 ( 3 ) 坚持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的原

则
,
即立足当前

,
着眼长远

, 以短养长
,
长短结合

。

因为
,
只有让群众得到眼前的经济实惠

,
才

能调动群众建设水土保持林体系的积极性 ; 然而
, 只有安排好中

、

长期受益
,

才能使群众的积极

性得以持久发挥 , ( 4 ) 坚持分类经营
、

集中连片
、

照顾群众习惯
、

便于实施的原则
。

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规划设计的顺利实施
。

(二 )
“ 三带一体 ” 水土保持林体系的模式 从赵家河小 流域的 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情况出

发
,

依据上述规划原则
,
提出

“
三带一体

”
水土保持林体系的模式 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

( 1 ) 近山浅山果树水土保持林带
。

近山浅 山果树水土保持林带
, 系指在该小流域浅 山丘陵

地区建立果园
。

浅山地区为黄土丘陵
,
土层深厚

夕
光热资源充足

, 为多种果树的正常生长发育提

供了 良好的自然条件
。

但是
,
根据当地群众栽培果树的实际

,
近 山浅山果园规划应 以苹果为主

。

该带距居民区较近
,
交通方便

,
宜于集约经营

,
所以设计的技术要求较高

。

苹果栽培主要采用乔

小砧冠密植技术
,
株行距变动于 2 m x 3 m一 4 m X 4 m之间

。

为了防止水土流失
,
果园必须修

成反坡梯田或水平梯田
,
梯田宽度应大于 2

.

s m ,
梯田长度因地形而异

。

其它栽培技术和管 理 措

施
,
如整形修剪

、

疏花疏果
、

施肥管理
、

病虫害防治等均须及时精细
。

除苹果外
,
其它果树如梨

、

桃
、

李
、

山植等均为小面积的零星栽植
。

该带总设计面积为 2 0 00 亩
,
单位面积产量年均达到 1 0 0 0 k g /亩

,
全部果园进入盛果期时

,

年总产量可达 2 00 万 k g
。

( 2 ) 浅山中山干果经济水土保持林带
。

浅山中山干果经济水土保持林带
,
是指距居民区较

远的黄土丘陵及低矮平缓的土石山地
,
应发展板栗

、

核桃为主的干果及其它经济树种
。

该带总设

计面积为 3 00 0亩
。

板栗园主要建在坡地上
,
设计为两种类型

: 一是利用 当地野生
“ 毛 栗

”
资 源

就地嫁接成园 , 二是利用退耕坡地人工栽植 良种板栗建园
。

不论何种建园方式
夕
均要求搞好水土

保持工作
。

较平缓的地段要修筑水平沟
、

反坡梯田或水平梯 田 , 坡度大于 2 5
“

的坡地要修成 大 鱼

鳞坑
。

株行距为 3 m x 4 m ~ 6 m x s m不等
。

板栗园设计面积 为 2 00 0亩
,

年均产量 15 o k g /亩
,

盛果期年总产量可达 30 万 k g
。

核桃园主要建在沟道的退耕地
、

田坎
、

四旁
, 总设计 面 积合计为

-

5 00 亩
,
盛果期亩产 1 00 k g ,

年总产达 5 万 k g
。

其余 50 0亩栽植杜仲及其它经济林木
。

板栗
、

核桃
、

杜仲等 J气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

与苹果树相比
,
栽培管理技术相对粗放

。 “ 干

果
”
果树进入开花结实期一般迟于苹果等鲜果

,
但是结实的年限却比苹果等鲜果长

,
因而

, 可构

成中期为主的效益层次
。

( 3 ) 中山远山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林带
。

该带在流域中上游地段
,
通过封山育林及抚育改造

措施
,

使现有天然次生林免遭继续破坏
,

并得到逐步恢复
,

形成既能蓄水保土
,

又具有较高的木材生

产能力的森林地带
。

该带规划面积 30 00 0亩
。

按设计要求
,

该地段森林在经营过程中
,
不搞 以单

纯获取木材为 目的的大面积采伐
,
而是通过抚育及促进更新为 目的的适当采伐 获 取 木 材

。

根据

采伐量与生长量保持平衡的原则计算
,

使该带的林木经营达到正常水平后
,

即年均获取 木 材 达 瓢
5 40 0 m

3 。

从受益时间看
,
木材及林副产品的效益主要在中远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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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 三带一体 ” 水土保持林体系的实施情况及其效益初步分析

(一 ) 实施概况 目前近山浅山果树水土保持林带已具雏形
。

现 已建成以苹果树 为 主 的 果

园 1 5 4 0亩
,
为规划面积的 7 2

.

5 %
。

其中有 8 7
.

5 % 的果树在坡地上
,
仅有 12

.

5 %的果树在平 缓 的

谷地
。

其中新栽的幼树为 7 7 1
.

8亩
,
占现有果园 1 4 50 亩 的 5 3

.

2 % , 开 始挂 果 的 树 3 18
.

3 亩
,
占

忍2
.

0 % ; 盛果期树 3 5 5
.

7亩
,
占2 4

.

5 % ; 衰老期树 4
.

2亩
,
仅占0

.

3 %
。

主栽品种为秦 冠
、

金 帅
、

新红星
。

所有山坡地果园均修成了反坡梯 田或水平梯田
。

浅山中山干果水土保持林带及中山远山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用材林带的建设
,
均已开始施工

,

群众热情较高
。

因为从长远看
,
如果将来苹果过盛

,
经济效益不好

,
或者果园衰败需更新

。

这时

另外两带可成为其经济支柱
。

目前
, 已对中远山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林带地段

, 全部实行了封山育

林措施
,
并于 1 9 9 1年布设了针阔叶混交林的试验示范地

。

(二 ) 效益分析
“
三带一林

”
水土保持林体系建设的时间虽短

,
但取得的经济

、

生态和社

会效益却比较明显
。

近几年来着重抓了见效快的果树水土保持林带的建设
,
苹果产量 大 幅 度 增

加
,
群众经济收入明显增加

,
仅苹果一项

,
净收入邮 9 85 年的 4 万多元

,
增加到 1 9 8 9年的 58 万多

元
。

增长幅度大大超过了其它副业收入的增长 (见附表 )
。

果园经济的迅速发展
,
促进了该流域

脱贫致富
,
群众生活普遍得到提高

,
并出现了一些果农万元户

。

由于经济的变化
,
群众生活的提

高
,
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建设果树水土保持林带的积极性

,
并促进了农林牧副诸业的 全 面 发展

。

附表 苹果 占副业收入比较

年份 (年 ) 198 5 198 6 19 8 7 198 8 1 9 89

苹果净收入 (万元 )

副业收入 (万元 )

4
。

8 7

1 0
。

79

9
。

3 6

1 3
。

7 2

2 0
。

0 5

14
。

2 6

4 2
。

50

24
。

19

5 8
。

3 1

2 2
。

8 5

由于群众经济收入及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
,
群众为扩大再生产方面 的投入增多

,
自 1 9 8 5年以

来
,
该流域内新购置了小型拖拉机 n 台 ; 化肥施肥量 由 19 8 5年的 20 k g /亩

,
提高到 1 9 8 9年 的 12 5

k g /亩
,
从而保证了果品和粮食产量 的持续增长

。

同时
,

农业和林业的发展给畜牧业提供了了充足

的饲料来源
,
又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

,
形成了农林牧业协调发展的 良性循环

。

而且
,
由于果园全

部修成了反坡梯田或水平梯 田
,

基本
.

上拦畜了全部降水
,
控制了水土流失

。

例如
, 1 9 8 8年该流域

降了一场百年不遇 的暴雨
,
冲毁流域内农田 6 00 亩 (其中梯 田 1 07 亩 )

。

而果树水土保持林地未遭

受破坏
,
经受住了暴雨 的考验

。

另外
,

由于果树的发展
,
经济收入增加

,
该流域烧煤农户增加

,

上山砍柴的人逐年减少
,
从而有利于植被的恢复和发展

。

社会效益主要反映在由于群众经济收入的增加
,

农民居住条件大大得到改善
。

据统计
,
农民

用于建房的资金由1 9 8 5年的 1
.

19 万元
,
增加到 1 9 8 9年的 27

.

94 万元
。

许多农民把过去的土房改 建

成了砖瓦房或楼房
。

目前全村有 23 户农民家庭添置了彩色电视机
。

群众的业余文化生 活 丰 富 多

彩 , 特别是群众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热情很高
,

积极性很大
,
有力地促进了农林牧副渔诸业的全

面发展
。

该项研 完为黄河中游治理局及侠西省水土保持局的委 托项 目
。

参加外业调查的有西湘林学院 朱首军老师及 89
、

90 届 毕业生王琪
、

张建 峰
、

黄 会 风
、

冯 保

国
、

王进泉
、

李向卫
、

田兴明
、

汪文丙
、

杨 东
、

韩承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