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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该文在分析东北黑土 区水土流失现状
、

危害的基础上
,

论述了水土保持工作在黑土 区商

品粮基地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健词
: 东北黑土区

。

笔者最后提出了黑土 区防治水土流失的途径及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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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带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主要有三大块
,

一块在欧洲
,

主要分布在苏联境 内 ; 一 块 在 美

洲
,

主要分布在美国境内; 一块在亚洲
,

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北
,

号称东北黑土区
。

东北黑土区集中连片
,

面积较大
,

包括32 个县 (市
、

区 )
,

北起黑龙江省的嫩江和北安
,

南

至吉林省的四平
,

西到大兴安岭山地边缘
,

东达黑龙江省的铁力市和宾县
,

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

土带
,

地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
,

地理坐标为北纬4 3
“

2 0
’

~ 4 9
“

4 0
尹 ,

东经 12 2
0

2 4
’

~ 1 2 8
0

2 1 产
。

总土

地面积 11
.

78 万 k m
Z

(折合1
.

7 67 亿亩 )
,

其中
:

分布在黑龙江 省 境 内 的
’

有 7
.

85 万 k m
“

(折 合

1
.

17 8亿亩)
,

吉林省境内有的3
.

93 万 k m “ (折合。
.

589 亿亩)
。

此外
,

在小兴安 岭以 东 的佳木

斯
、

集贤
、

富锦和内蒙古的额尔古纳旗
、

喜桂图镇
、

伊敏河流域一带还有一些小片黑土分布
。

该区域黑土 的主要土类有黑土
、

黑钙土
、

草甸黑土
,

黑土层较厚
,

肥力较高
。

地形多为地势

平坦的漫川漫岗和台地低丘
,

主要指松嫩平原的东部和北部的波状起伏平原和周 围台地低丘 区
,

坡

度较缓
,

坡长较长
。

一般坡度在 10
“

以下
,

大于15
。

的坡地不多
,

3
。

一 7
“

坡地占绝大部分
,

坡长

一般在 5 0 0 ~ 2 0 0 0m
,

最长的达4 0 0 0 m
。

区域内总户数4 0 0万
,

其 中农 业 户 数 2 85 万 , 总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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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1 8 1 8万人
,

其中农业人口 1 224 万人 ; 总人 口密度173 人 / k m “ ,

其中农业人 口 密 度 1 17 人 /

k m “ ; 总劳力 452 万个
,

其中农业劳力 289 万个 ; 人均土地8
.

7亩
,

其中农业人 口 人 均 土 地12
.

9

亩 , 人均耕地4
.

6亩
,

其中农业人口人均耕地6
.

8亩
;
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

,

自古 以

来就有
“谷物仓库

”
之称

,

东北地区绝大部分商品粮基地县分布在黑土区内
,

近几年来每年可向

国家交售60 ~ 70 亿 k g 商品粮
。

同 时
,

黑 土区也是我国甜菜
、

亚麻
、

向日葵等经济作物的主要产

区
,

特别是大豆生产驰名国内外
。

另外
,

黑土区内还有哈尔滨
、

齐齐哈尔
、

大庆
、

长春
、

四平等

大中城市
,

在社会经济上处于黑龙江和吉林省的经济圈
、

智慧圈
、

信息圈的中心
,

也是东北的重

要石油
、

化工生产基地和工业发展的中心
,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

但是
,

建国以来
,

黑土区的水土

流失日趋发展
,

不仅严重的影响粮食生产
,

而且还对工业生产和交通带来严重的危害
。

因此
,

搞

好黑土区的水土保持
,

控制水土流失
,

对发展东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
,

特别是商品粮基地的建设
,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一
、

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现状

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面积
,

根据 198 6年应用遥感技术对土壤侵蚀进行调查结果
,

实有水土流

失面积4
.

47 万 k m
“ ,

占黑土区总面积的37
.

9 % , 比建国初期统 计 面 积 2
.

46 万 k m
“

增 加 82 %
,

黑土区水土流失发展速度之快是十分惊人的
。

黑土区的水土流失
,

主要是坡耕地的流失
,

因为流

失的坡耕地占本区水土流失面积的86 %
,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黑土区人 口密集
,

由于人们的生产
‘

和生活活动
,

搞单一的粮食生产
,

掠夺式的经营
,

盲目开荒
,

广种薄收
,

重开发轻管理
,

重利用

治理
,

重产出轻培肥
,

破坏天然资源
,

致使黑土地遭到严重侵蚀
,

地力锐减
,

土地生产力大幅度

下降
,

农业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

黑土区的耕垦指数很高
,

许多地方高达0
.

6一0
.

7
。

林地面积不断

减少
,

本区现有林地面积仅占总土地面积的1 7 %
,

许多县林地覆盖率仅在12 %左右
。

由于耕垦指数

高
,

坡耕地面积大
,

林草孤被率低
,

坡长较长
,

加之冻融作用
,

春季化冻时期和汛期暴雨季节水

土流失均很严重
。

目前
,

东北黑土区 已成为我国主要商品粮基地中土壤侵蚀严重的地区
。

据黑龙

江省克山水土保持试验站资料记载
,

开垦80 ~ 10 0年的土地
,

黑土层被剥蚀掉 2 / 3 左右
,

残留黑

土层仅有2 0多e m
,

年平均侵蚀厚度 4 一 5 m m
,

土壤侵蚀模数高达5 0 0 0一6 0 0 0七/ (k m
Z ·

a万
,

土壤浸蚀严重的约占该区侵蚀坡耕地40 %
。

开垦60 ~ 70 年的
,

黑土层被剥蚀掉 l / 2 左 右
,

现残

留黑土层厚30 多c m
,

此类侵蚀较严重的约占该区侵蚀坡耕地40 % ; 开垦 30 ~ 40 年 的
,

黑 土层被

剥蚀掉 l / 3 左右
,

现残留黑土层4 0c m 以上
,

此类侵蚀较轻的约占该区侵蚀坡耕地20 %
。

为此
,

如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
,

按此侵蚀速率计算
,

黑土区现有侵蚀坡耕地5 8 00 万亩 (占黑土区水土流

失面积的86 %
,

占黑土区总耕地面积的62
.

1 % )
,

其中开垦80 ~ 10 0年的2 320 万亩 坡 耕 地
,

.

再 有

4 0~ 6 0年黑土层将被全部剥蚀光 ; 开垦60 ~ 7 0年的2 32 0万亩坡耕地
,

再有60 ~ 7 0年黑土层 将 被

全部剥蚀光 ; 开垦 30 ~ 40 年的1 16 0万亩坡耕地
,

再有90 ~ 10 0年黑土层将被全部剥蚀光
。

由此看

来
,

水土流失等同于从黑土地中抽取血液
,

土地皮之不存
,

农业毛之焉附
。

二
、

水土流失对商品粮基地建设的宏观经济损失

(一 ) 破坏耕地
,

降低耕地生产力 1
.

跑土跑肥
,

地力锐减
。

据调查
,

由于水土流失
,

黑土

地有机质含量随开垦时 间长短显著下降
,

开垦 20 年肥力下降 l / 3
,

开垦40 年下降 1 / 2
,

开垦

70 ~ 80 下降 2 / 3 左右
。

据克山县农业部门在 曙光乡富国村实测
,

表层土含有机质最多
,

向下逐

渐减少
,

所以每流失一定厚度的表土层
,

下层黑土有机质相对减少
,

如附图
。

若黑土层流失 10 c m
,

有机质含量减少3
.

738 %
,

流失30c m
,

减少 4
.

447 %
,

见表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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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 坡 耕地每年流失表土约1
.

53 亿t ,

若按表

土含有机质 30 9 / k g
、

全氮2 9 / k g
、

全磷 1
.

5 9 / k g 计

算
,

则每年流失有机质 约4 58 万 t , 土壤有机质每年

以1
.

3喻左右的速度下降
,

流失全氮约30
.

5万 t ,

流

失全磷约22
.

9万 t 。

共折合尿素约6 6
.

2 9万 t ,

过磷

酸钙 12 7
.

26 万t
,

损失人民币约 7 亿元
。

2
.

土壤结构变坏
,

·

土地板结
。

随着开垦年限

的增长
,

水土流失程度 的加重
,

土壤物理性粘粒增

多
,

当前 已有不 少黑土耕层 已由重壤土变成了轻粘

土
,

蓄渗水能力大大降低
。

早时硬
、

涝时粘
、

供肥

有机质含皿(%、
·

2 0

:(
附图 黑土剖面有机质分布图

能力减弱
。

据黑龙江省农科院观测
,

.

开垦40 年比开垦 5 年 O一 25c m 表土层 中
,

土 壤 水稳性团粒

结构破 坏率增加 14
.

26 % ~ 19
、

95 %
,

抄粒增加 1
.

7 %
,

土壤容 重 增加 0
.

2 3 2 9 / c m “ ,

总孔隙反降

低8
.

9 %
,

田间持水量下降4
.

5 %~ 6
。

9 %
,

见表 2
。

不 同层次黑土有机质变化实测表
...‘........, ...�....,..,

深 度

( e m )

有 机 质

( g / k g )

(全 N )

( g / k g )

全 尸

( g / k g )

pH

表

1 0~ 1 5

20 ~ 2 5

A

A B

57
。

92

2 0
。

54

03
。

10 0 01
。

4 8 6 6
。

4

6
。

3

4 0ee 4 5 13
。

4 5 6
。

3

表 2 不 同开垦年限黑土物理性状变化表

开垦年限
深 度

( e m )

总孔隙度 }饱和持水量}田间持水量

( % ) } ( % ) ! ( % )

对植物有
效水分
( % )

10 ℃渗透
系 数
( e m / s )

重
ma)

容g/c重
ma)

.

比g/c

5 4
。

5 6

4 3
。

2 0

2 0
。

4 4

1 8
.

6 0

5 0
.

0 6 17
。

5 3

3 1
.

9 3 x 10
一

嗯
’

20
.

6 1 x 10
一 。

·

20
.

0 2 x 10
一。

·

1 7
.

83 x 1 0
一 。

毛‘

l
.
eees
.

⋯
.胜...月. ............

se
41匕QLJ49曰八010八O

.

⋯
�办,上OU八11,.八O�卜J工匕0 ee ls 2

。

5 0 64
。

8

15 ee 25 2
。

5 6 59
。

2

0 ~ 1 5 2
。

4 0

0
。

8 63

1
。

0 4 2

1
.

0 9 5

1
.

1 2 1

5 5
.

9

年年540

1 5 ee 2 5 2
‘

50 5 2
。

2 3 6
。

26 6
.

2 5

3
.

减少耕地
,

’

降低土地利用率
。

据调查统计
,

黑土区仅大型侵蚀沟7
.

5万多条
,

侵吞耕 地7

万多亩
。

黑龙江省拜泉县黄家沟等 6 条小流域
,

总耕地面积 19
.

75 万亩
,

有大小侵蚀沟1 7 64 条
,

佼

吞耕地1
.

29 万亩
,

占总耕地的 6
。

5 %
,

见表 3
。

通过典型调查推算
,

黑土区侵蚀沟 占地面积达70 6
.

8万多亩
,

如按每亩每年产玉米2 0Ok g 计算
,

每年损失粮食 14
.

14 亿 k g
,

每 1 k g 按 0
.

4元
,

折合损失人民币5
.

7亿元
。

(二 ) 淤积水库
、

河道
,
堵塞公路

,

影响农 田灌溉 和交通运输 黑龙江省宾县二龙山水库
,

1 9 5 8年开始兴建
,

19 7 2年建成交付使用
,

库容 9 4 00 万 m “ ,

担负着灌溉水田 5 万亩和供给宾县县

城用水的任务
。

由于上游水土流失严重
,

目前
,
已淤积900 万 m

“ ,

现在每年以60 万m
“

的速度发展
。

按此速度继续淤积
,

再有25 年水库将不能正常运行
, 严重影响农田灌溉和宾县城镇供水

,

将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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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拜泉县 6条小流域侵蚀沟侵吞耕地调查表

、

流域名称
耕地面积

(亩 )

耕地流失面积

(亩 )

流失面积
占耕地面积

(% )

侵 蚀 沟 沟壑占耕
地 面 积

条数 (条) 面积 (亩)
沟壑密度
(k m / k m

Z )
(% )

12 8 52
。

8

。

3

。

O

6
。

e
。

2
。

2

14
。

3

7
。

8

2
。

0

7
。

3

八00口民口连孟
.

⋯
Q一0自. .人‘土

, .一,工八04
月任左�nOO甘一匕八j91八O月‘八OQ自�勺no月r

八00口

4nllO曰
�“�,占OU�Uno丹0CJn�曰00自O‘叮‘no9C1J

‘.上O自,1

八O月ro自

⋯

9八曰O.R�nU�11�
.�.八曰OUQU八石�nUn�R�OU

,上
. .上

19 7 5 0 6 18 1 814

880153947800
一匕叮‘�了一匀�了泣�21274345339

�Ug自O口UQQU��口922175
"

575944243143
。

454110

合 计

黄家沟

牛家沟

太阳庙

周家沟

筑桦亲建

万亩水田将无水灌溉
,

县城内的居民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也将无法保证
,

严重的危害人民生活和

工农业生产
。

1 9 8 7年 8 月 12 日 ,
哈尔滨市郊区荒山咀一带一场大雨

,
泥沙顺坡而下

,

淤积在哈同

公路上
,

10 m 宽1 500 m 长的路面 ,
淤积泥沙7 500 m “ ,

仅早晨 7 点钟 就 已 阻 塞 300 多辆 车
,

严重的影响了哈同路运输
。

松花江哈尔滨江段滨洲铁桥附近
,

已淤积的沙 滩 长达3 4 00 多 m ,
淤

积量 4 9 0万 m
“ ,

原 8 孔通航
,

现只剩 2 孔通航
。

原航程1 5 0 0k m
,

现在 已缩短到5 8 0 k m
,

严重影响

了松花江航运
。

( 三 ) 生态环境 日趋恶化
,

洪涝灾害频繁 由于严重的水土流失
,

生态功能严重减弱
,

使黑

土区处于
“
气候脆弱区

” ,

发生气候异常的频率变高
,

造成自然灾害种类多
, 周期变短

。

其中频

度最大
,
范围最广的是早灾

、

涝灾
、

风灾
,

其次是低温冷害和冰雹
。

以拜泉县为例
,
建国以来

,

早灾发生14 次
,

平均 3 年一次
,

涝灾发生17 次
,

平均 2 年一次
,

秋季早霜发生 5 次
,

平 均 5 年 一

欢
, 因灾害造成农业生产明显歉收的有19 年

,

平均 2 年一次
。

而且受灾面积逐年扩大
,

50 年代受

灾面积仅有19 5万亩
,

占总播种面积的2
.

3 % ,
60 年代增至341 万亩

,
占总播种面 积 的 4 % , 70 年

代增至79 8万亩
,
占总播种面积的9

.

3 % , 80 年代增至 3 000 万亩
,

占总播种面积的3 5
.

1 % , 30 年间

增加 14 倍多
。

哈尔滨市东郊
,

1 985年 8 月12 日一场暴雨
,
造成孔家店

、

大和店
、

常胜村等 7 个自

然屯受灾
,

屯中进水 1 一 Z m 深 , 3 28 户民房进水
,

冲毁泡倒房屋 150 多 间
,
冲 毁 耕 地26 3 00 多

亩
,
其中有4 000 亩耕地连续 3 年无法耕种

。

三
、

水土保持在黑土区商品粮基地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 水土保持是保护土地资源的根本措施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活
、

生产和生存的基础
,
基

础一旦遭到破坏
,
就会受到长期的惩罚

。

例如美国在 1 9 3 0年以前
,

由于移民垦荒
,
过度的开垦了

中西部草原
,

破坏了植被
,

丧失了水土保持能力
,

1 9 3 4年一次
“黑风暴

”
带走了 3 亿吨 肥 沃 的 表

土
, 当年小麦减产 51 亿k g ,

并持续了10 年之久
,
经过40 年的治理才初见成效

。

60 年代苏联 也 因

开垦卡萨斯大草原
,

忽视 了水土保持
,

引 起了 大 风暴
,

造成 1 96 9年罗斯托夫等地80 万 h a 小 麦

被毁
。

我国黄土高原在历史上曾是草丰林茂的沃野
,
由于长期乱砍滥伐和历史战争破坏

,

植被破

坏殆尽
,

从而形成了千沟万壑的贫困区
,

至今还难于治理
。

近些年来
,

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 日趋加剧
,

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

黑土层逐渐变薄
,

土壤肥力

普遍下降
。

全区每年流失表土1
.

5亿多七
, 流失有机质 458 万七

,

流失全氮3 0
.

5万七
,

流失全磷22
.

5万

t ,

土壤有机质以每年1
.

3编的速度下降
。

以此流失速度计算
,

再有 40 ~ 100 年
,

占总 耕 地 面 积

62
.

1 %的流失坡耕地将失去耕种价值
。

土之不存
,

商品粮基地何在
。

因此
,

要想建设东北黑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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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粮基地
、 必须搞好水土保持

,

建立稳定 的生态环境
,

保住黑土
,

恢复和提高地力
,

以挽救黑

土地危机
,

奠定 良好的商品粮基地建设基础
。

凡是 以小流域为单元
,

综合治理程度达到80 % 以上

的
,

均取得了 良好的保水保土效益
。

如哈尔滨市阿城县赵安屯小流域
,

经过 4 年治理
,

保水效率

达到60
.

5 %
,

保土效率达到71
.

7 %
。

克山县新安小流域
,

保水效率达到67
.

6%
,

保土 效 率 达 到

93
.

5 %
。

拜泉县黄家沟小流域
,

水土流失面积2
.

5万亩
,

经实测
,

已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
.

2万亩
,

治理程度达到85
.

6 %
,

保水效率达到75
.

0 %
,

保 土效率达到97
.

0 %
,

保住了黑土层
,

确保了粮食

生产的基础
,

见表 4
。

_
.

表4 黄家沟小流域各项水保措施效益表
.

_
.

.

_
.

_

措 施
治理前径流量

(万m
3 )

治理前年侵蚀量

(万t )

治理后提
高蓄水量
(万 m

3 )

比治理后
减 少

(% )

治理后提
高蓄土量
(万m

3 )

比治理后
减 少

(% )

Q自nUCO
�“�41人

‘.上合 计

等高耕作

梯 田

水 保 林

蓄水工程

8
。

8 2

3
。

4 0

7 7
。

19 7 5
。

0 97
。

0

25
。

50

9
。

6 4

63
。

0 9 5
。

0

1
。

12 7 4
。

6 9 7
。

0

2 8
。

7 2
。

5 0

2 0
。

3 1
。

8 0

2 7
。

7 5

14
。

3 0

9 6
。

7

7 0
。

0

8
。

6 4

3
。

25

1
。

10

2
。

4 9

1
。

80

9 9
。

6

10 0
。

0

( 二 ) 水土保持是防止土壤退化
,

恢复地力的重要手段
.

1
.

保土保肥
,

提高土壤肥力
。

克

山县新安小流域
,

经过 15 年治理
,

坡耕地土壤肥力普遍提高
。

经实测
,

土壤有机质含 量 由 治 理

前32
.

5 9 / k g 增加到4 9
.

6 9 / k g ; 全氮由1
.

79 5 9 / k g 提高到2
.

273 9 / k g ; 全 磷 由0
.

395 9 / k g 提 高

到5
.

19 9 / k g
。

拜泉县双通小流域由1 98 0年开始治理
,
经过 6 年多的时间

,

土壤肥力明显增加
,

据

东北农学院化验分析
,

0 ~ 10c m 土层
,

有机质含量由原来的34
.

8 9 / k g 增加到38
.

4 9 / k g
,

净增加

0
.

39 % ; 全氮由原来的1 ‘51 9 / k g 提高到1
.

92 9 / k g
,

净增加0
.

0 41 % ;全磷由原来的0
.

5 9 / k g 提高到

0
.

56 9 / k g
,

净增加0
.

006 %
,

全钾由原来的2 1 2 9 / k g 提高到22 1 9 / k g
,

净增加0
.

0 9 %
。

速效氮含量由

原来的139 m g / k g 提高到 15 m g / k g 折合成原来每亩含量1 0
.

43 k g 提高到n
.

4k g
,

净增0
.

97 k g ;速

效磷含量 由原来的4
.

40 m g / k g 提高到6m g / k g
,

折合由原来每亩含量o
.

3 lk g 提高到 0
.

45 k g
,

净增

加 0
.

14 k g , 速效钾含量 由原来的19 8 m g / k g 提高到27 7 m g / k g
,

折合由原来每亩含量 14
.

8 k g 提高

项项 目
...

有机质质 全 NNN 全 PPP 全 KKK

((((( g / k g ))) ( g / k g ))) ( g / k g ))) ( g / k g )))

速效P

( m g / k g )

速效K

( m g / k g )
P H

一d�

八6,.OU一�‘,口O��才�了一nU�11甘�IQ‘一O‘n‘

0 ee 1 0

治理前

治理后

差 值

4
。

04

6
。

0 0

1
。

96

一UO‘gUnO工勺,几‘.上,几O曰‘10口

⋯
,上Q‘n�O自O�nU内0八O戈Jl卜口n�

⋯
一Untl�11�

..儿9曰1一 上匀0甘注�

⋯
,上
,.几n月�R��了O甘

⋯
4OUCOndCO

月rl阮J一吕Q自gU
,
上
. .几QUg�QU勺‘�卜口O曰

⋯
nUnUn�治理前

治理后

差 值

3 3
。

9

3 5
.

8

1
。

9

1
。

67

1
。

7 7

0
。

10

22
。

0

2 2
。

4

0
。

4

2
。

2 0

3
。

6 0

6
。

了

6
。

兮

0
。

1

6
。

7

1 。4 0

6
。

8 二

0
。

玉

庄�n�八O1上O口,二

⋯
,上1工�“治理前

治理后

差 值

2 4
。

2 5
。

0
。

4 1

0
. 4 7

0
。

06

2 1
。

9

22
。

0

0
。

1

9 2

10 6
。

4

14
。 4

2
。

10

2
。

2 0

0
。

10

0
。

4

173

18 1

8

6
。

了

6
。

8

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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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 0
.

8 k g
,

净加 6 k g
,

见表 5
。

2
.

改善土壤物理性能
,

土壤结构逐渐变好
。

已治理小流域
, 土壤的物理性能发 生 显 著 变

化
。

拜泉县双通小流域
,

坡耕地 。~ 10 c m 土壤平均容重减轻0
.

05 9 , 总孔隙度增 加 1
.

9 % ,
透水

速度 l m in 增加o
.

s4m m
。

1 0一Zo e m 的平均容重减轻0
.

0 8 9
,

总孔隙度增加3%
,

透水速 度 i m in

增加。
.

58 m m
。

坡耕地通过修梯田
,

调整垅向
,

埂上种答条带
,
提高了土壤蓄水 能 力

。

30c m 土层

的平均蓄水量 比治理前增加 40 %
。

克山县新安小流域
,

治理后土壤物理性粘粒减小
,

质地由粘土向

壤土转化
,

土壤容重减小
,

总孔隙度
、

田 间持水量和粒径大于0
.

2 5 m m 的水稳性团粒增加
,

见表 6
。

表6 坡耕地治理后耕层 (0 ~ 30 c m ) 物理性能变化表

物理性粘粒
(< 0

.

0 1 m m 含量
% )

容 重

( g / e m
” )

总孔隙度
坡 耕 地

田间持水量

(% ) (% )

水稳性团粒 (>

0
.

25 m m 含掀 % )

治 理 后 4 9
。

93 5 8
.

4

治
’

理 前 6 2
。

80 4 8
。

4

治理后的坡耕地土壤含水率明显增加
,

治理比未治理的坡耕地 5 月份土壤含水率提高 1
.

6 %
,

土壤含水率每增加 1 0 9 / k g , 相 当于每亩地耕层多蓄水2
.

5 t
。

依此计算
,

治理后的坡耕地 春 旱 期

每亩地多蓄水 1
.

4~ 2
.

8 5 t ,
有利于春耕播种

。

5 ~ 8 月份土壤含水率增加情况
,
见表 7

。

表 7 不同地类
、

年份耕层土壤 (0一20 c m ) 土壤含水率实测表

卫卫二二
5 月月 6 月月 7 月月 8 月月

治治治 理理 末治理理 治 理理 未治理理 治 理理 未治理理 治 理理 未治理理
(((((g / k g ))) (g / k g ))) (g / k g ))) ( g / k g ))) ( g / k g ))) (g / k g ))) (g / k g ))) (g / k g )))

111 97 5年年

⋯
26 6

}}}1
2 4 4

}}}}
3 0 111 27 777 2 8 888 27 666 2 7000 24 444

1119 7 6年年 }
“8 0

}}}}
“6 7

}}}}
“9 000 26 000 1 9 888 1 9 666 2 2 111 2 0444

111 97 7年年 }
2 1 7

{{{{
1 9 2

}}}!
“5 666 24 555 2 7 777 2 54

,

进进 26 333 23 444

1119 78年年 }
“吐8

1111
“4 6

}}}}
2 ‘333 2 1666 2 1 777 23 666 1 4999 14 000

1119 79年年 1
“0 7

1111
’8 7

}}}}
“1 444 20 555 2 2 555 22 555 27 000 25 777

1119 8 0年年 }
“1 9

{{{{
2 0 9

.

}}}}
“3 111 2 1333 2 4 111 24 777 19 555 18999

1119 7 5一1 98 0年年

1
2‘0

⋯⋯1
2 2 ‘

】】}
’5 ‘‘ 23 666 2 4 111 23 999 2 2 888 2 1 111

各各月平均均 1 1 6

}}}}} }
1 55555 0 22222 1 77777

差差 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

3
.

恢复土地生产能力
,

提高土地利用率
。

水土保持是保护土地
,
恢复土地生产能力 的重要

手段
。

克山县新安小流域
,

治理前被侵蚀沟破坏减少和弃耕的耕地达 1 8 60 亩
,

占流域耕地 总 面

积的 11 % ,
治理后全部得到了恢复

,

投入了生产
。

黑龙江省九三国营农场管理局
,
全垦区共有侵

蚀沟 1 6 4 0条
,

总长度6 3
.

9万m , 平均长度 3 8 7 m ,
最长的达1 7 0 0一1 8 0 0 m

,

最宽的达2 5 ~ 3 0 m
,

沟深一般 3 ~ s m
。

侵蚀沟将连片的土地分割支离破碎
,

减少耕地面积 3
.

5万亩
。

全 局 从 1 98 4一

1 9 8 9年
,
共治理侵蚀沟3 54 条

,

总长度 17
.

6万 m
,

恢复耕地8 000 亩
,
增产粮食 19 6万k g ,

节 省耗

油及人工费 12
.

28 万元
,

总效益 14 8万元
。

所有侵蚀沟全部治完以后
, 可恢复耕地3

.

5万 亩
,
拜 年

可增产粮食85 7
.

5万 k g ,
年 增加收入34 0万元

。

(三) 水土保持是改善生态环境提高抗灾能力的有效途径 黑土区在近百年来的 开 发 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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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农业生产处于 自然状态
,
种地打粮

, 以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
,
忽视对土地的保护和培肥

,
超

过了开发利用的适度
,
使黑土区生态环境 日益恶化

。

水土保持是黑土区生态建设 的 生 命 线
,
通

过植物
、

工程和耕作三大措施综合治理
,

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
,
使生 态 系 统 逐 渐 向 良性

循环转化
,
从而提高了系统稳定性和抗逆性

。

汝口海伦市东风镇流域
,
经过 18 年的 综 合 治理

,
在

116
.

7 k m
2

范围内
,
修建 4 万多亩水平梯田

,
营造 5 万多亩水保林

,
不仅坡耕地土壤肥力得到 了

提高
,
还将森林菠被率由过去的 3

.

4 %提高到33
.

4%
,
生态环境有了显著的改善

,
提高了抗 灾夺

丰收的能力
。

据实测
,

年平均风速减小 0
.

4一o
.

7 m /s
, 5 ~ 9 月降雨量增加7 6

.

4 m m
,

月平均蒸

发量减少37
.

6m m ,
年平均相对湿度增加3

.

2 %
,

) 10 ℃的积温增加58
.

3 ℃ ,
无霜期延长5天夕

见

下表
。

表 8 治理前后各项气象因素变化实测表

5 ~ 9 月降雨贷 月平均蒸发量 l年平均相对湿度 , 李10 ℃积温 无 霜 期
项 目

(m m ) (m m ) (% ) (℃ ) (天 )

一匀n�一勺Q曰UO工‘.几,土
-

:
�U口OJ六O行‘16 6

。

12 9
。

4 50
。

5 08
。

+ 58

:
八O4

�U门I4755十治理前

治理后

差 值

治理前和治理初期的 15 年间 ( 1 96 1~ 1 9 7 5年 ) ,
平均 2 ~ 3 年发生 l 次早灾或水涝灾害

, 3

一 4 年出现 l 次低温冷害
,

2一 3 年发生 l 次雹灾
,

农田受风灾年年发生
,
平均每年受灾面积 4

万亩左右
。

综合治理后 ( 1 9 7 6~ 1 9 89年 ) ,
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

,
在1 982年发生的80 天不下雨

的特大干旱和 1 9 8 5年发生的一 日降雨 18 0 m m 的特大暴雨情况下
,
东风流域没有受到什么 影 响 ,

而邻近没有治理的乡镇受灾都很严重
,

当年粮食均减产 一成多
。

拜泉县是黑土区内著名的商品粮基地县
,
过去曾有

“
拜泉县拉不败

” 之称
,
但是由于掠夺式

的经营
,
水土流失 日趋加重

,

全县水土流失面积发展到3 23
.

3万亩
,

占总土地面 的60 % ,
生 态 环

境遭到严重破坏
,
早

、

涝灾害经常发生
,
建国以来

,
平均不到 3 年就发生 l 次旱灾

,
平均 2 年就

发生 l 次涝灾
,

农业生产基本 2 年就有一次明显歉收
。

从1 9 7 8年开始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大规模

治理
, 十几年来

,
累计治理坡耕地10 0多万亩

,

营造各种防护林 103 万亩
, 同时还修建了大量拦蓄

工程
,
建起了完整的水土保持防护体系

,
使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变

,

开始向良性循环转化
,
抗

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强
。

全县已连续 6 年没有出现风灾
,
粮食亩产提高 68 k g ,

提 高7 7 %
。

特 别

是 1 9 9 1年
,

·

在特大暴雨袭击下
,
大灾之年

,
获得大丰收

,

全县粮食总产超过了风 调 雨
一

顺 的1 99 0

年
,
首次突破 5 亿k g 大关

。

(四 ) 水土保持是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

促进各业发展的中心环节 黑土区一直是我国主要的

粮食产区
。

长期 以来
,

在
“

以粮为纲
” 的思想影响下

, 只看到耕地
, 片面强调粮食种植业

。

迫于粮

食的压力
,
几十年来

, 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
,
林

、 弓

牧业一直成为该区农业生产中 的 两 条 短

腿
。

把提高粮食生产等同于只依靠扩大耕地面积
,
广种薄收来达到增产

,
造成耕地面 积 以 1

.

7 %

的速度递增
,
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只有0

.

6 %
。

由于该区的耕垦指数过高
,
林

、

草授被 率 低
,
水

土流失严重
,

生态失调
, 黑土肥力逐年下降

。

因此 , 搞好水土保持
,
尽快控制水土流失

,
建立 良

性的生态循环系统
,

改变不合理的农业生产结构
,
建设农

、

林
、

牧三位一体的农业生产结构是实

现黑土区农 田高产稳产的基础
。

近些年来
,
通过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实践

,
建立农

、

林
、

牧三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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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生产结构有关技术问题得到了解决
,
农业生产结构得到了合理的调整

,
不仅控制 了 水 土 流

失
,
促进了粮食生产

,
而且加快了农民脱贫致富和农村的繁荣

。

例如
,
拜泉县的建筑

、

亲桦
、

太

阳庙等 6 条小流域
,
经过 1 0年的综合治理

, 调整了不合理的农业生产结构
,
使农

、

淋
、

牧用地比

例由过去的6
.

1 : 0
.

8 : 0
.

4改变为5
.

7 : 2
.

0 : 0
.

5 ,
生产结构趋于科学合理

,
各业生产得到了更大

的发展
。

在耕地面积减少 1
.

4万亩的情况下
,
粮食产量却由治理前的1 2 13 万 k g 增加到2 3 49

.

5万

k g , 比治理前增长近 l 倍
。

总收入由治理前的531 万元增加到1 4 59
.

8万元 ,
增长 1

.

75 倍
,
其申

:

农业收入由治理前的488 万元增加到 1 2 06
.

6万元
,
增长 1

.

5倍
,
林

、

牧
、

副业的收入也由治理 前

的4 7
.

5万元增加到227
.

8万元
,
增长3

.

8倍
。

详见表 g
、

表10
。 飞

四
、

黑土区水土流失的防治途径及其效益

我国是一个有 8 亿农民的农业大国
, “

农业是经济发展
、

社会安定
、

国家自立的基础
,
农民

和农村问题
,
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

” 。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
, 必须在合理利用开发自

然资源的同时保护好自然资源
,
这样才能使自然资源为人类长期利用

。

东北黑土区水 土 流 失 严

重
,
农业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
严重的影响着农业生产和商品粮基地的建设

。

因此
,
搞好黑土区水

土保持
,
建立稳定 良好的生态环境

,
是建设商品粮基地的基础

。

总结建国以来的水土保持经验
,

治理水土流失必须树立大农业思想
, 以水土保持为基础

,
把生物

、

环境和人工调控三大系统统一

起来
,
建立以小流域为单元的高效益

、

高功能; 植物
、

工程
、

耕作三大措施相结合 , 治坡与治沟

相结合的综合性群体防护体系和水土保持型农业生态系统
。

·

黑土区地形复杂
,
地貌类型多样

,
大体可分为丘陵地

、

岗坡地
、

平川地
、

河谷洼地等 4 种类

型
。

分布形式多以岗川相间和岗川洼地镶嵌分布
,
构成了区域地貌的组合形态

,
其中漫川漫岗占

比重较大
,
成为区域性的主体地貌

。

地貌群体结构的比值基本是二丘 (丘 陵 地 )
、

五 岗 (岗坡

地)
、

二川 (平川地 )
、

一洼 (河谷洼地 )
。

在治理水土流失和开发利用中
,
要 根 据 地 域

、

经

济
、

生态等方面的差异性
,
因地制宜的合理利用开发土地资源

,
形成区域性生态结构 的 空 间 格

局
。

丘陵地貌及沟谷源头是黑土区水土流失的严重地区
,
应建立以多种形式的水土保持防护林为

主 的多种经营区
。

岗坡地貌是黑土区的主要旱作农业区
,
也是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

应建立 以治

理坡耕地为主的农
、

林
、

牧三位一体的生产经营结构
。

平川
、

河谷洼地地貌
,
是黑土区的水早兼

营区
,
应建立 以防治风蚀和治涝为主的农

、

林
、

牧
、 ,

副
、

渔综合生产经营结构
。

坡耕地是黑土区农业生产的主要组成部分
,
占总耕地面积的62 %以上

,
占总水土流失面积的

86 % ,
是矛盾的焦点

,
基本农田建设的中心

。

对 1 5
。

~ 2 5
。

的 18 7
.

92 万亩坡耕地应退耕还林还草
;

对 5
。

~ 15
。

的1 14 7
. ‘

82 万亩坡耕地中适合修水平梯田的应修筑水平梯田 ; 对 5
“

以 下 的 4 4 64
.

26 万

亩坡耕地应修筑过渡梯田和等高打垅
。

据实测
,

梯 田每年每亩增产粮食 50 k g ,
过渡梯田和等高打垅

增产粮食15 k g , 以此计算每年可增产粮食12
.

4亿k g ,
折合人民币约9

.

92 亿元
。

黑土区防护林是必不可少的
, 、
防护林体系的主要功能是保护农田

, 调节和改善农 田小环境
。

据调查
,
在林网保护下的农田

,
平均风速降低 25 %~ 3 0 % ,

蒸发量减少 22 %一30 % , 空气相对湿

度增加 5 % ~ 10 % ,
】

土壤含水量增加 l % ~ 4 % ,
无霜期延长 2 一 4 天 ,

粮食 平 均 增产 18 %以

上
,

、

现粮食亩产按1 50 k g 计算
,
每年可增产粮食 1 5

.

1亿 k g ,
折合人民币约12 亿元

。

占总面积 25 俗

的林地
,
年生长量按0

.

2 m
“

/亩计算
, 4 400 多万亩林地

,
年活立林蓄积量8 80 m 介,

价值8
.

8亿元
。

灌木在防护体系建设中具有特殊的积极作用
, 已由过去一般的只用固定梯田埂

,
发展到防护林乔

灌混交和植物防冲带
。

据调查
,
年平均亩产枝条1 O00 k g ,

价值160 元
。

仅梯 田护埂和植物 防 冲

带
,
每年收入枝条2

。

8亿 k g ,
价值人民币约4

.

5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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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补偿机制
,
理顺经营者与受益者的关系

。

上游造林
, 下游受益

, 上游毁林
, 下游遭殃

,
是林业

投入主体的单一性与受益主体的广泛性矛盾的典型表现
。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
是解决这一矛盾的

有效形式
,
既可以增加对上游林业建设的投入

, 又可以增强全 民的环境绿化意识
。

生态补偿机制

就是政府通过市场外的力量
,

以各种形式
,
如税收

、

缴费等对林业建设的合理补偿
。

湖南东江水
电站

,
从每发一度电中提取 0

.

00 5元钱给集水仄内的林场和集体林乡村
,
用以保护集水 区 森林和 ;

森林更新
,
林业

、

永利相互促进
,
竞相发展

。

建议在长江防护林工程建设中可 以采取 以下办法
:

( 1) 在中下游的大中城市全民义务植树中
, 以资代工

,
提取绿化费 ; ( 2 ) 流域内大中型水电

站提取部分水资源利用保护费 ; ( 3 ) 对 以木材及其林产品为原料的企业适当提取森林资源保护

费 ; (
‘

4 ) 退耕还林是植树造林
、

保持水土 的重要措施
,
为了缓解山区林粮矛盾

,
对中下游受保

护的农 田适 当增加定购粮
,
用以补助山区林农的口粮

。

实行生态效益补偿制是合情合理的
,
但要

认真实施并非易事
,
要大力宣传教育

,
加强对生态效益评定和计算方法的研究

,
建立政策法规

,

积极试点
,
在取得经验 的基础上逐步推开

。

(四 ) 稳定山林权属
, 进一步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保护森林

,
发展林 业 不 仅 需

要国家宏观政策法规的约束
,
还必须调动基层组织和农 民的积极性

。

实行林业
“
三定

” 以后 ,

在

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长期 以来山无主
、

主无权
、

人无责的问题
。

但是
, 忽视了集体统一经营

, 而且

林业家庭经营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

因此
,
要按照中央提出的

“
建立健全双层经营体制

”
为

目标的深化农村改革的路子
,
本着有利于调动集体和农民的积极性

,
有利于保护森林

,
发展林业

的原则
,
在坚持长期稳定山林权属和林业基本政策的同时

,

进一步完善林业责任制
。

对原来以户

经营的
,
群众积极性高

、

造林绿化效果好的
,
要进一步明确责

、

权
、

利
,

·

保护已经调动落来的积
极性 , 对承包过散

,
不便经营

,
分而不治

,
治而不好的

,
要采取联合经营的形式

,
兴办集体林场

或合作林场
,
发展集体林业

。

要增强集体统一服务功能
,
根据林业生产需要

,
实行统一规划

,
统

一供应苗木
,
统一技术

,
统一验收

,
统一建制管护

,
逐步建立起适合林业生产特点的

、

集体经营

的优越性和农民个人经营的积极性有机结合的林业双层经营体制
,
促进林业走上健 康 发 展 的道

路
。

州. 砂。。p 。。‘护。口。心声》侧。
吧尹〕。。 . 。州。。。. 痴 . 0 . 。佑声狡尹 , 甲。。。份自. 。叮。. 0 . 。。。 . 。。。. 声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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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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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黑土区有机肥减少
,

土壤有机质下降
,
地力不足

,
培肥地力

,
也已成为黑土区粮食增产

的关键
。

因此
,
种植优良牧草

,
搞好牧场改良

,
大力发展农 区以圈养为主的畜牧业生产

,
不仅可

以直接收到经济效益
,
而且肥 田增产效益也是非常显著的

。

据实测
, 一头成年奶牛

,
年积厩肥可

达 l毗 (粪尿褥草按70 %回收计算 ) ,
折合氮素40 k g ,

磷素 1 1
.

4 k g ,
钾素42 k g

。

据实验
,

施 用

1 0七厩肥可增产n 粮食
。

水土保持工作
,
应把重点转移到预防管护上来

,
对制止破坏

,
防止产生新的水土流失

,
巩固

治理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认真宣传贯彻 《水土保持法》等有关法规
,
加强预防管护

,
对保

持和建设黑土地区商品粮基地建设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

因此
,
要进一步认真宣传贯彻好 《水土保

持法》
,
加强管护

,
保护好现有资源和巩固治理成果

,
把东北黑土区商品粮基地建设搞得更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