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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措施对减轻洪涝灾害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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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9 1仑 l年 6一 8月
,

黑龙江省拜泉县遭受暴雨袭击
,

损失严重
。

笔者在水灾之后
,

即对全

县水土保持综合治理较好的 18 8万亩耕地作了实地调查
,

并根据试验小区观测数据 推 算
,

表

明
:
治理区比非治理区平均地表径流量减少 37 % ; 土壤流失量减少 56 %

。

其中n 条重点小流

域减水减沙效益更为显著
。

同时笔者通过调查分析
,

还对该县水土保持工作进行了深刻反思

指出了该县在水土保持主作中目前还存在的一些问题和解决的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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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期 庞志桐等
:

水土保持措施对减轻洪涝灾害作用显著

一
、

1 9 91 年拜泉县降暴雨及洪涝灾害情况
.

1 9 91 年 6一8 月
,
拜泉县境内连降暴雨 6次

,
雨 量 达 5 87

.

5 m m , 比 历 年 同 期 降 雨 多

2 5 7
.

5 m m ,
其中 s 月 1 5日 i 7 h 4 o m i n 至 2 1 h 5 m i n ,

历时 3 h 2 5 m i n ,
全县有 1 0个亥 (镇 ) 降雨

量超过 1 00 m m ,
平均 1 20 m m ,

暴雨中心在双阳河上游
,
雨量高达 10 0 m m , 为百年一遇 的大暴

雨
。

据拜泉县镇西南河道过水断面测算
,
这次暴雨河道洪水径流量为 3 2 80 万 m 3 ,

最大洪峰流量

为 4 60 m
3

s/
。

暴雨过后
,
全县有 53 座小塘坝被不 同程度冲毁

,
10 座小水库的消力池 和 海 漫段被

冲坏
,
冲毁公路桥 18 座

,
有 7 条公路交通中断

, 1饰 k m长的电话线路杆倒中断通话
, 4 67 个村屯

被淹
,
民房倒塌 3 7 5 3间

,

死亡 12 人
,
牲畜 28 头

。

全县农作物遭水
、

雹
、

风灾面积达 1 94 万亩
,
其

中绝产 4 0多万亩 , 估算全县经济损失为 7 2 0万元
。

二
、

水土保持措施在减轻洪涝灾害中的作用

截至 19 9 0年
,
拜泉县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88 万亩

,
占应治理面积的 58 %

,
暴 雨 袭击过

后
,
我们对县内经过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 1 88 万亩耕地进行了详细调查

,
并根据试验小区观测推

算
,
治理区比非治理区平均地表径流量减少 37 % :

土壤流失量减少 56 %
。

其中11 条省 定重点治

理小流域水 减 沙 效 益 更为显著
,
与未治理小流域相比

,
平均地表径流量减少 65 写

,
土壤流 失

量减少 76 %
。

坡式梯田
、

植物防冲埂带
、

横坡垅作
、

造林种草等四项主要治坡措施减水
、

减沙效

益分别为 6 0
。

7 %
、

6 1
.

0 %
、

4 8
。

0 %
、

7 5
。

0 %和 7 6
.

6 %
、

7 5
.

0 %
、

5 5
.

0 %
、

9 6
。

0 %
。

由于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蓄水拦泥效益十分显著
, 因而治理区内的平均土壤流失 厚 度 只 有 14

m m
,

而未治理区内则达 3 2m m
。

治理区内的 1 20 多万亩坡耕地除个别地块的水线处有轻微浅沟侵

蚀外
,
没有产生新的侵蚀沟

,
也没有出现上冲下淤

,
泥沙埋没农田的现象

,
各项治坡

、

治沟措施

绝大部分均保持完好无损
,
作物除个别地块遭到风

、

雹灾外
,
均生长良好

,
丰收在望

。
.

而未治理

的区域
,
坡上冲沟

,
坡下打墙

,
洼地淤积

, 泥沙埋没农田现象十分严重
。

根据调查
,
今年县内未

治理 区域共产生新侵蚀沟 2 50 0条
,
占地 11 0 00 亩

,
相当于年治理侵蚀沟条数的 3 倍 (全县年平均

治沟7 00 多条 ) ,
并有 53 座小型塘坝被冲毁

,
农 田受风灾面积 40 万亩

,
受雹灾面积 20 万亩

,
受水

灾面积 1 00 多万亩
。

三
、

洪涝灾害原因分析

今年拜泉县洪涝灾害比较严重
,
虽与汛期降雨量偏多

、

暴雨强度大
、

持续时间长有关
,
另外

在水土流失治理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

(一 )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小
、

速度慢 拜泉县是全省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
, 目前治理面

积仅占总流失面积的 5 8 %
。

通过对治理 区与非治理区遭受洪涝灾害程度对比分析表明
,
今年该县

洪涝及风
、

雹灾害主要发生在非治理区
,
治理区不仅水灾轻微

,
而且风

、

雹灾害也大大低于非治

理区
。

这充分说明水土保持对减轻自然灾害
,
提高农业抗灾能力有显著作用

。

因此应加快水土流

失区的治理速度
。

(二 ) 部分小流域还没有坚持实行综合治理
,

治理措施单一
,

而且有些工程还不配套
,

因而

群体防护作用较难发挥 例如
,
上升乡有 4 条经过治理的侵蚀沟

,
由于没有实行综合 治 理

,
植物

措施和工程措施脱节
,
治坡与治沟没有很好结合

, 因而沟体扩展
、

沟头前进仍十分迅速
。

又如今

年被冲毁的 53 座小塘坝中
,

’

有 43 座坝体
、

泄洪道
、

溢洪道不配套
,
防洪能力很低

,
因而经受不住

暴雨考验
。

戈泉乡龙泉村吉兴岗上的坡式梯田
,
由于坡上部邻村的耕地还是顺坡垅作

,
从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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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条梯田埂被冲断
。

(三 )少数工程质 t差
,

防洪标准低 7 0年代群众自建的塘坝
,
由于没有认真 的 规划设计

,

多为简易型
,
所修泄洪洞两侧回填土一般均未夯实

,
因而降低了抗洪能力

。

另外
,
有些梯田埂也

由于没有夯实
,
或因不等高

,
往往在水线经过处易被冲断

,
发生浅沟侵蚀现象

。

( 四 ) 维修管护工作没有搞好 大多数塘坝工程修后从来未进行过清淤
,
年久失修

, “
超期

服役
” ,

蓄水防洪能力大大减弱
。

四
、

经验教训与灾后启示

通过调查分析
,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水土流失

,
最大限度的减轻洪涝灾害

,
一

在今后的水土保持

工作中
,
应努力做到如下几点

:

第一要广泛深入地宣传贯彻 《水土保持法 》
。

应抓住今年水土保持减轻洪涝灾害的实例
,
教

育提高农村干部和群众对做好水土保持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

县
、

乡人民政府应将水土保持工作列

入重要议事日程
,
切实抓好以水土保持为中心的农 田基本建设

,
并采取切实措施做好水土流失的

预防和监督工作
。

第二在水土保持工作中
,
要认真贯彻

“
预防为主

,
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因地制宜
,
加强管

理
, 注重效益

” 的方针
,

`

把预防和管理工作一定要放到重点位置
。

各级政府和主 管 部 门 要根据

《水土保持法》 制定保护水土资源
、

防止产生新的水土流失的乡规民约
,
同时应建立起水土保持

监测网络
,
对全县水土流失动态进行监测预报 ? 对损坏和年久失修的工程要随时维修

,
一

确保防洪

能力的发挥
。

第三在治理措施布局上
,
应 以小流域为单元

,
实行综合治理

,
全面规划

,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

水土保持防护体系 ` 做到植物
、

工程
、

耕作三大措施并举
,
治理永土流失与加快群众脱贫致富相

结合
,
生态

、

经济
、

社会三大效益同步发展
。

第四要提高水保措施标准
,
保证工程质量

。

因此
,
应搞好对农民技术员的技术培训工作

,

使

他们在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中会规划设计
,
懂施工方法

,
确保各项措施达标

。

第五要增加治理水土流失的资金投入
。

拜泉县是全省 4 个生态农业建设试点县之一
, 目前已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
但 目前全县尚有 13 0多万亩坡耕地巫待治理

,
这是建设生态农业县 的 一个重

要方面
。

因此
, 县

、

乡政府应采取多渠道的办法筹集资金
,
同时还建议 国家对该县增加一定数量

的治理经费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