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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区建立新的生态环境途径的探讨

—
以 普山县楼子 河试验区 为例

胡 高

(河南省平顶山市水利局

纯
·

平顶 I JJ市
·

4 67 0 0 0)

提 要

本文以鲁山县楼子河试验区为例
,

剖析了该试验区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原因
,

主要

是由于人为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
,

如陡坡开荒
、

毁林毁草
,

掠夺式的获取薪材等
。

为了实现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

促进农林牧副诸业的发展
,

笔者根据楼子河试验区因地

制宜综合治理的经验
,

提出了水土流失区建立新的生态环境的途径和措施
。

关健词
: 水土流失 生态环境 农业生态 系统 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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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给予人类 以维持生存的物质基础
,

然而人类又是环境的破坏者和塑造者
。

人类为了寻求

经济发展及利用 自然界丰富的资源
,

必须考虑资源负荷和生态系统的平衡及子孙后代的利益
。

笔

者以
“
治表必先治本

” ,
自然资源保护与山区农业经济开发相结合为指导思想

,
在试验区搞了环

境综合治理试验
,
探索建立 与当地 自然环境相适应 的良性农林生态系统

。

通过几年来的综合治理

收稿 日期 : 1 9 9 1一 1 0一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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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
,

试验 区坡面
、

田间
、

沟道 已建立了较完整的防护体系
,
粮柴短缺等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

,

为山丘区建立 良性生态环境
,

初步探索了一条可行的途径
。

、

试验区概况

楼子河试验 区为淮河上游沙河水系二级支流
,
地处豫西外方山南麓

,

地理位置 东 经 1 12
0

37
/

~ 1 1 2
“

4 1
/ : 北纬 3 3

“

5 4 产~ 3 3
0

5 5
`
之间

。

属平顶山市鲁 [JJ 县瓦屋乡管辖
,
包括红石崖

、

卧 羊 坪
、

楼子河 3个行政村
,
总面积 2 0

.

7 3 k m
2 、

7 0 2户
、

3 1 5 5人
,
劳力 1 2 0 7个

,
人 口密度一5 2人 / k m “ 。

有耕地 4 1 61 亩
,
其中坡耕地 2 8 86 亩

,
占耕地的 60 %

。

粮食总产 量 g4 万 k g ,
亩 产 1 78 k g ,

人 均

粮 15 k5 g
。

年总收入 28
.

3万元
, 人均 8 9

.

7元
。

交通闭塞
,
粮

、

柴
、

钱与肥料
、

木料俱缺
,
是一个

贫困的山庄
。

试验 区 内年均气温 14
.

7 ℃ ,

年均降水量 7 9 0 m m
,

多集 中在 6 ~ g 月份
,

最大 日降水量3 46 m m
,

最大雨强 6 5
.

7 m m / h , 干燥度 1
.

0一 1
.

5 , ) 1 0 ℃的积温为4 6 7 6 ℃ ,
年日照时数 1 6 2 6 h

。

无霜期

2 4 5天
。

区内地形北高南低
,

中南部为丘陵地貌
,
片麻岩大片出露

,
面积 15

.

73 k m
“ , 北部为低山 地

貌
, 出露石英砂岩夹紫色页岩

, 面积 s k m
Z 。

境内有山头 78 个
, 山岭 16 道

; 主河道 长 s k m ,
有支

构 12 条
,

毛沟 64 条
,

沟壑密度 3
.

48 k m / k m
Z 。

地面坡度大于 15
“

的占总土地面积的 68
.

7 % (见表

1 )
。

表 l 楼子河试验区地面坡度组成表

项 目

面 积 (亩 )

古总面积 ( % )

…
< 1 5

·

…
1 5

。

一 …
> 2 5

。

…
…

9 78 3

1
1 7 7 8 6

1
3 5 7 6

…
3 1 0 95

{
3`

·
3

1
5 ,

·

2

1
“

·

5

}
` 。 0

_
区内土壤为粗骨土与褐土两大类

,

褐土面积小
,
多分布在丘间谷地

,
粗骨土面积大

,
分布褂

低山丘陵区的坡面
、

岭背
。

除少量农用地土层稍厚外
, 一般土层均在 O ~ 1 c5 m , 土层 薄

、

结 构

差
、

肥力低 (见表 2 )
。

表 2 片麻岩粗骨土化学及物理性状

采样深度 有 机 质

( g / k g )

全 氮

( g / k g )

P
2 0 5

( g / k g )
p H值

( C m )

代换量

m g / 10 0 9土

0 ~ 4 3
。

0 0
.

4 7 5

4 ee 1 5 0
。

1 0 9

。

81 9

.

0 27

1 5以下

试验区内植被稀少
,
除了75 0亩林地外

, 光山秃岭面积 占总面积的 70
.

9 %
,

森林授盖率 2
.

4 %
,

植被授盖率仅为 14
.

7 %
。

该试验区
,
长期处于以农业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

。

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73
.

3 % ,
这样极不合

理的经济结构
,

必然影响诸业生产的发展 (见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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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片麻岩粗骨土化学及物理性状

采样深度
机 械 成 (m m %)

(m c)
} 砂粒 } 粉砂粒 } 中粉粒 } 细粉粒 } 粘粒 } 物理性粘粒 陆理性砂粒

- 一一竺罕竺黔竺型缨黔黔望当止竺
0一 `

…
6 6

.

`“

{
“

`

26

…
2

`

“ 3

…
“ 0 8

{
`3 “ `

i
` ”

’

5 5

}
8 0“ 5

二圳二翌旦一竺二一一二止兰二二翌
15 以下 } 母 质 或 母 岩

表 3 楼子河试验 区原 以农业为主 的经济结构状 况

项
·

目 农 业 林 业 牧 业 副 业 合 计

产值 (万元 ) 2 0
。

7 41
。

5 41
。

5 1 4
。

6

比例 (%) 7 3
。

3 5
.

1 5
。

1 4 6
.

2

2 8
。

3

1 0 0

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与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有关 (见表 4)
。

区内人均土地 资 源9
.

9亩
,

楼子河试验区原土地利用状况

非生产地

项 耕 地 林
荒山荒沟

(含牧地 )
合 计

(河
、

村
、

路 )

面积 (亩 )

比例 ( % )

人均 (亩 )

4 1 6 1 2 2 0 34

dùó一表一

|
一

…
13

。

4

1
。

3

7 5 0

2
。

4

0
。

2

7 0
。

9

4 150

13
。

3

3 1 0 9 5

1 0 0

7
。

1 1
。

3 9
。

9

其中
,
人均耕地 1

.

3亩 (基本农田 0
.

41 亩
,
开荒坡耕地 0

.

8 9亩 ) ,
其它 8

.

6亩
。

山地的年产值仅占

总产值的 1 5
.

7 %
。

大量的土地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开发
。

制约了生产的发展
。

二
、

人为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导致生态环境严重破坏

治理
’

前
,
试验区有耕地 4 16 1亩

,
其中 25

“

以上坡耕地 1 5 00 亩
,
陡坡开垦耕地 1 3 86 亩

,
坡耕

地约 占总耕地面积的70 % ,
水土流失严重

,
土壤肥力低

、

结构不 良 (见表 5 )
。

农作 物亩 产低

(亩产仅 3 5 k g左右 )
。

据调查统计
,
试验区年产粮 49 万 k g ,

人均产粮 1 55 k g ,
按当地人均 基 本

生活用粮 2 25 k g 计算
,
全区每年实际需要粮食 71 万 k g 以上

,
缺粮 22 万 k g

。

除国家每年调供 统销

表 5 楼子河试验区坡耕地土壤养分和物理性状

有 机 质
地 类 氮

( g / k g )

P
:

O
,

( g / k g )

水解 N

( m g / k g )

速效 P

( m g / k g )

速效 K

( m g / k g )

坡耕地 2
。

5~ 5
。

9 0
。

1 5 ~ 0
。

2 7 Z ee s
。

4 23
。

4 ~ 3 3
。

9 3
。

5 ~ 4
。

0 32
。

5 ee 35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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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楼子 河试验区坡耕地土壤养分和物理性状

0 1

粒0.粉 ee粗0 5
一 U

·

…
pH ·

容 重

( g /
e m

“ )

比 重 }孔隙度
机 械 组 成 ( m m % )

` g /
C m

` ,

{
`% ,

{ 吏 砂粒
1~ 0

。

0 5

粘粒
< 0

。

0 0 1

汁 , , . ,

1
。 。 , 。

…
, 。 。 , 。 n

…
。 。 。 。 。 。

1
。 。 。 J 。 ,

13 1
.

7 7一

祖又 科 r 了以 } U
。

U
ry

` 。 ` } l
。

O U
ee

A 。 U ` }̀ 。 刁 U
tw

`
。

0 J
.
0 0

。
O

tw
任 U

。
1 } 月 n , n

} } ! } 】

4 5
.

8 3 ee
5 6

。

0 4 1
2

一…
2

一
粮 15

.

7万 k g ,
试验区村民还需到区外市场购粮 13

.

3万 k g
。

由于群众经济困难
,

所购粮食多为红

薯干
。

治理前
,
试验 区有林地 75 0亩

,
年产薪柴 82

.

64 万 k g ,
折标准 煤 47

.

1万 k g
,

人均 14 g
.

3 k g标

煤
。

根据 《鲁山县农村能源调查和区划 》 资料
,
全县人均年基本生活耗能 29 4 k g (标准煤 )

。

试

验区人均尚缺 14 4
.

7 k g (标准煤 )
。

每年共缺燃料 45
.

65 万 k g (标准煤 )
。

据调查
,
试验 区村民每

年实际外采薪柴 1 72
.

69 万 k g (折标准煤 98
.

43 万 k g )
,
全 区外采 薪 柴 每年共需劳力 3

.

06 万个
,

真是
“
起五更

,
打半夜

” ,
费时费工

,
费钱费力

。

据以上供需状况分析
,
治理前粮柴供需很不平衡

,

缺 口 很大
, 为了摆脱缺粮少柴的困境

,
当

时在
“ 以粮为纲

,
向荒山要粮

” 的错误思想影响下
,
村民首先对残林迹地掠夺式获取燃料

,
砍树

刨根
,
开荒种粮

,
对土地进行掠夺式生产

,
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
逐步变成光 山秃岭

。

同时加上人

口不断增长
,
粮柴需求量不断增加

,
试验区内到处出现陡坡开荒

、

毁林毁草开荒
,

使坡耕地面积

扩大到 2 8 8 6亩
,

人为造成新的水土流失逐年加剧
。

据试验和调查资料推算
,
坡度大于 25

。

的坡耕

地土壤侵蚀模数高达 4
.

62 万七/ ( k m “ ·

a) ,
侵蚀深度 达33 m m

。

坡度在 1 5
。

~ 25
。

的坡耕地
,
土壤侵

蚀模数 2
.

8万 t / ( k m
“ ·

a ) ,
侵蚀深 2 0 m m

。

治理前陡坡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 4
.

46 %
,

土 壤侵蚀量则占总侵蚀量的 45
.

36 %
。

而试验 区 全

部坡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9
.

29 % ,
土壤侵蚀量 占58

.

14 % (见表 6 )
。

表 6 楼子河试验区坡耕地土壤侵蚀量计算表

侵蚀模数
占试验区 ( % )

项 目 } 面积 ( k m
“ ) } 1 侵蚀址 (幻 } }

] {
(“ k m ” a ,

i !
面积 ` k m ”

}
侵蚀及 (切

连ōO甘nU八011 0占八6né 9自11,上八O月性力01142943854
ù“nUnù11ù0连

ùnUOùnùǐ日一ó口Q曰n八n一114八0On
ù. .一八O

还占O曰一勺n自

. .上

试 验 区

> 2 5

2 0
。

73

0
。

9 2 4

1 5
。

~ 2 5 0
。

3 0 0

< 1 5

小 计

70 0

92 4

4
。

46

1
。

4 5

3
。

3 8

9
。

2 9

坡耕地

由上述可 以看出
,
村民们为了解决粮柴短缺问题

, 而盲 目开荒
,
是造成新的水土流失的主要

原因
,

从而造成山地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

水土流失加剧
,

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

形成了
“ 越垦越穷

,

越穷越垦
” 的恶性循环

。

因此 ,
要解决山丘区粮柴短缺问题

, 必须从治本入手
,
自上而下建立水

土保持防护体系
,
防治水土流失

,
从根本上改变山丘区的贫困面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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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建立新的生态环境途径

为了解决楼子河试验 区村民粮柴短缺问题
,
根据试验区耕地少

、

荒山多
、

林草少
,

裸地多
、

水土流失严重的特点
, 必须从治本入手

, 划分资源类型 区
, 明确生产发展方向

, 调整土地利用结

构
, 以实现恢复地力

,
保持水土

,
建立新的农业生态环境的 目的

。

(一 ) 坡面治理 从 1 9 8 1年开始对 区内山地丘陵坡面进行了规划治理
。

采用工程措施和生物

措施相结合
,
对大面积的荒山

,
按不同的立地条件修建造林整地工程

。

1
.

25
“

以上的陡坡地
,

一律退耕还林还草
,
进行穴状

、

鱼鳞坑整地 ; 在原有的疏林地 中 进

行点橡补柞
,
缺株补苗

、

森林抚育
、

封山育林
、

增加产柴量
,
使其迅速恢复植被

,
提高森林郁闭

度
。

2
.

对试验区中南部坡度在 15
。

~ 25
。

的大面积片麻岩粗骨土区
,

修水平阶或反坡梯田 ; 对基

岩裸露
,
治理难度大的坡面采用环山等高抽槽治坡工程

,

加大拦蓄容量的技术措施
,

为树木生长

发育创 造较好的水肥条件
。

同时种植适应性强
、

根系发 达
、

耐疮薄
、

耐干旱
、

生长快
、

郁闭早
、

枝叶多的树种
,

以改变土壤母质的理化性状
,

加速土壤的形成和熟化过程
,

最终实现人为改造裸

露风化片麻岩的目的
。

3
.

将 25
。

以下的坡耕地
,

修成水平梯田
,

或采取林粮间作
、

林草间作
、

林药间作等 措 施
,

田 间工程均应配置田 间林 网和排水系统
。

试区自1 9 8 1年以来
,

共建设各类水保防护林 20 3 50 亩
,

其中人工造林 16 81 8亩
,

封 山 育 林

3 5 3 2亩
,

经济林 1 2 70 亩
,

共扩大林地面积 21 6 20 亩
。

加上原有林地 7 50 亩
,

占宜 林 宜 草面 积

2 6 05 2亩的 91
.

8%
。

林草植被覆盖率由原来的 14
.

7 %
,

提高到 78 % ; 坡改梯 面积 1 3 80 亩
,

沟 坝

地 19 1亩
,

改河造地 11 2亩
,

共 1 6 83 亩
,

人均增加基本农 田 0
.

49 亩
。

加上原有人均基本 农 田 0
.

41

亩
,

人均基本农田 0
.

9亩
。

基本满足了粮食生产用地要求
。

经过几年来的综合治理
,

以工程促生物
,

以生物护工程
,

实现了
“ 土蓄 水

、

水 养 树
、

树 固

土
” 的 目的

。

区内大面积的荒山已披上了绿装
,

四旁绿化和坡面梯田化
,

原来寸草不生的裸地如

今也出现了树林郁郁葱葱
,

形成了有机的防护体系
。

(二 ) 沟道治理 根据侵蚀沟的沟蚀程度
,

流域面积
、

水源等情况
,

采取从沟头到沟 口
,

自

上而下
,

先毛沟后支沟最后干沟
,

节节修建拦蓄工程
,

在支
、

毛沟修建沟头防护工程 64 处
、

土石

谷坊 5 8 61 个
、

淤地坝 6 97 座
、

水池 22 个 以及沟头防护林
、

沟底防冲林等工程 ; 在干沟修建水塘 3

座
,

河堤 2 8 70 m 以及护地坝
、

排洪沟
、

护岸林等工程
。

从而控制了全部侵蚀沟道
,

形成了 节 节

拦蓄的沟道防护体系
。

上述坡面
、

沟道治理工程
,

不仅从根本上防治了水土流失的灾害
,

而且也促进了楼子河试验

区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增产和农业生态系统向良胜循环转化
。

四
、

生态
、

经济效益分析评价

(一 ) 土壤肥力增加
,

土地利用结构趋向台理
,

农林牧副诸业产值显著增长 通过坡面
、

沟

道
、

田间工程和植物措施综合治理
,

试验区土壤理化性质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

加速了土壤的形成

和成土过程
,

土壤肥力不断提高
。

如 由片麻岩形成的粗骨土经过植被 (尤其是枯枝落叶腐殖质 )
、

水分等对土壤的改 良
,

土壤有机质和 N
、

P
、

K 含量明显增加 (见表 7 )
。

通过对梯田
、

坝地
、

坡耕地取样分析对 比表明 (见表 8 )
。

坡改梯后
,

梯田 比坡耕地有机质
、

全 N分别提高 72
.

5 %和 62 % , 水解 N
、

速效 P 分别提高 47 %和 12 2 % ;
沟坝地有 机质

、

全 N 分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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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楼子河试验区林地砂壤土与荒山粗骨土养分对比

地 类
有 机 质

(g/ k g )

全 N

(g/ k g)

P 2
0

5

(g/ k g)

水 解 N

(m g/ k g)

速 效 P

(m g/ k g)

速 效 K

(m g/ k g)

p H值

林 地砂壤土

荒山粗 母土

提 高 (% )

8
。

65
。

6

4
。

2

0
。

45

0
。

19

6
。

8

5
。

3

4 8
。

7

2 8
.

2

43
。

1 6
.

6

7
。

1

2 2 4
。

8 23 6
.

81 2 8
。

3 71 2
。

7

3
。

3 8

1 29
。

4

3 3
。

3

19 2
。

4

表 8梯田
、

沟坝地与坡耕地土壤养分对比

有 机 质
地 类

(g/

全 N

(g/ k g)

P
2
0

、

(g/ k g)

水 解 N

(m g/ k g)

速 效 P

(m g/ k g)

速 效 K

(m g/ k g)

p H值

梯 田 0
。

43 1

0
。

57 1

0
。

2 6 6

0
。

3 81 3 4
。

2 8
。

27
。

5

0
。

3 7 9 4 8
。

9

0
。

49 2 23
。

23
。

7 6
。

7

k)g一1 8.373 024

71 2
。

5 1 62
。

07 7
。

0

21 6
。

3 1 25
。

07 7
。

0

17 4

21 1

2 22

43 2

3 6
。

7

4 6
。

7

3 8
。

3

9 5
。

8

1 2 2

比坡耕地增加 1倍多 ; 水解 N
、

速效 P
、

速效K 分别提高 1 11 %
、

3 3 2%和 22%
。

试区内整地工程和林草防护体系建设
,

不仅使土壤肥力不断提高
,

而且使土地利用结构逐渐

趋向合理 (见表 9 )
。

治理前
,

农
、

林
、

牧
、

非生产用地 比例为 l : 0
.

18 : 5
.

29 : 0
.

9
,

土地利用

极不合理
,

是粮柴短缺的关键所在
。

通过治理调整后
,

1 9 8 7年农
、

林
、

牧
、

非生产用 地 比 例 为

表 9 楼子河试验区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情况

农地 林地 草 (荒 ) 坡 非生产用地

占面
年份 (年 )

面积 (亩 ) 总土地
积 %

1 3
.

4

1 0

面积 (亩 )
占总土地
面 积 %

面积 (亩 ) 总土地
积 %

面积 (亩 )
占总土地

面 积 %

占面

40乙
O曰n6ó”ó六O1 9 80

1 9 87

4 1 6 1

3 0 9 3

7 5 0 2
。

4 7 0
。

9 4 1 5 0 1 3
。

3

2 2 3 7 0 7 1
。

9 1 1
。

8 1 9 5 0 6
。

3

表 1 0 楼子河试验 区农林牧副诸业产值增长速度表

年度 (年 )
总产值

(万元 )

农 业 } 林 业 1 牧 业 } 副 业

产值 (万元 ) 占总产值
( % )

产值 (万元 )
占总产值

( % )

产 值
(万元 )

占总产值
( % )

产 值 !占总产值

(万元 ) ( % )

,上,上

:
一ónJoOd

,上11

1 9 80 2 8
。

3 2 0
。

7 4 7 3
。

3 1
.

4 5

2 2
。

9

1
。

5 1

2 6
。

8

2 5
。

2 9

5
。

4 4
。

6 1 6
。

2
,

1 9 87 1 2 6
。

4 9 5 2
。

5 8 4 1
。

6

变量 9 8
。

1 9 3 1
。

8 4 一 3 1
。

7 2 1
。

4 5

2 1
。

1

1 5
。

7

2 4
。

2 1

1 9
。

6 1

1 9
。

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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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 : 7
.

2: 1
.

19: 0
.

6 3
,

土地利用结构趋向合理
,

所有荒山荒沟植树造林
,

使林地面积由原来占总

土地面积的 2
.

4 %上升为 7 1
.

9 %
。

为该区发展农林牧副各业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1 9 8 7年全流域总产值达到 1 26
.

49 万元
,

是 1 9 8 0年的 4
.

47 倍
,

增加了 3
.

47 悟
,

基本 上 翻 了两

番
,

其中农业增长 1
.

54 倍
,

林业增长 f4
.

8倍
,

牧业增长 16
.

7倍
,

副业增长 4
.

3倍 (见表 10 )
。

由于土壤肥力提高
,

农业生产潜力得到充分发挥
,

虽然粮食作物面积减少了 25 %
,

但粮食产

量却逐年增加
,

亩产 由 1 17
.

s k g提高到 3 73 k g
,

亩产增加 2倍
。

几年来
,

梯田
、

沟坝地和改 河造

地工程
,

由发挥效益时计算
,

共增产粮食39 万 k g
。

(二 ) 粮柴供 需平衡
,

自给有余
,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据 1 9 8 8年调查统计分析
,

试验 区生产

粮食 1 1 5
.

48 万 k g
,

人均达到 3 29 k g
。

1 9 8 8年人 口 达到 3 5 10 人
,

按人均基本生活用 粮 22 5 k g 计
,

年共需粮食79 万 k g
,

自产粮除能满足村民生活用粮外
,

还余 3 6
.

5 1万 k g , 以满足种子和发 展 畜

禽业的需要
。

1 98 8年全试验区大牲畜存栏头数达到 1 181 头
,

比 1 9 8 0年增加 8 05 头
,

增 加 了 2
.

14

倍
,

猪增加 4 7 5头
,

达到 2 3 0 0头
,

增加 5 7
.

6 %
,

家禽增加 4 6 3 7只
,

达 到 6 1 3 2 只
,

增 加 2倍
。

`猪多
、

肥多
” ,

由于畜禽业的发展
,

畜粪增多
,
加上枯枝落叶沤制肥

,
1 9 8 8年全区共沤制农家

肥 1 6 9
.

8 8万 k g , 比一9 8 0年增加 1 4 3
.

6万 k g
,

增加 T 5
.

4 7倍
,

沤肥省工
、

省钱
、

省工达4 2 3 7个
,

从而促进 了试验区农业的不断发展
。

1 9 8 8年产桔秆 1 73
.

22 万 k g
,

折合标煤 86
.

61 万 k g
,

按照当地习惯
,

桔秆总量的 10 %作 为 燃

料
,

即相 当标煤 8
.

7万 k g
,

人均 27
.

45 k g
。

1 9 8 8年产柴量为 2 80
.

7万 k g
,

折标 煤16 0万 k g
,

人均

达到 4 55
.

84 k g
,

加上用于燃料的秸秆
,

人均达到 4 83
.

3 k g (标煤 )
,

与全县人均基本生活 耗 能

29 4 k g 标煤相比
,

试验 区自产燃料除满足村民基本生活耗能需要外
,

还余 66
.

4万 k g 标 煤
。

实 现

了粮柴供需平衡
,

自给有余
。

经调查测算
,

试验区在治理过程中累计总产出为 2 4 3
.

7 9万元
,

扣除总投入 13 8
.

31 万元 (其中

国家投入 21 万元 )
,

获得纯效益 10 5
.

48 万元
,

平均每年净效益为 15
.

06 万元
,

每 I k m
“

净效益 6 万

元
,

人均收入 由原来的89
.

7元增加到 2 82 元
,

增加 2 倍多
。

(三 ) 森林生态环境建设初具规模
,

改造裸露片麻岩宏伟目标初见成效
,

水土流失得到基本

控制 楼子河试验区自1 9 8 1年以来共完成治理面积 17
.

59 k m
2 ,

即由治理前的75 0亩发展到 22 3 70

亩
,

使 70
.

9 %的荒山荒沟全部绿化
,

特别是占总土地面积 76 %难以开发利用的风化片 麻 岩 丘 陵

区
,

建成了森林生态环境
,

区内林草植被覆盖度 由原来的 14
.

7 %提高到 78 %
。

由于植被的增加
,

不但给动物提供了栖息繁育的场所
,

而且也达到了涵养水源
、

保持水土的 目的
。

通过治理
,

全流

域的坡面
、

田间
、

沟道 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护体系
,

拦蓄效益达到 43
.

3 % (1 0年一遇 24 h暴 雨

量 2 0 5 m m )
,

肖,1减洪峰流量 6 7
.

3 %
、

减沙 8 8
.

8 %
,

流域平均侵蚀 模 数 由4 5 4 0七/ ( k m
Z ·

a )减至

4 5 4 t / ( k m
Z ·

a)
,

削减了 90 %
,

水土流失明显得到控制 (见表 11 )
。

据楼子河试验区径流观 测 场

实测资料
,

1 9 8 8年 8 月 g 日至 10 日两天
,

累计降雨量 4 25 m m
,

其中日降雨量达 到 2 2 1
.

l m m
,

最

大雨强 64 m m / h
。

雨后调查
,

楼子河试验 区坡面
、

田间
、

沟道工程基本完好
,

水保林全部完好无

损
,

梯田埂完好率 达98
.

9 % ; 塘
、

堰
、

坝完好率达 99
.

8 % ;
河堤完好率 96

.

9 %
众

经过这次特大暴

雨洪水的考验
,

证明楼子河的治坡工程 已超过了原定 5 至 10 年的设计标准
,

沟道工程超过了 10 年

一遇 24 h暴雨的防御标准
。

通过对水土流失区建立新的生态环境途径的试验研究工作
,

达到了预期的 目的
,

基本控制了

该试验区的水土流失
,

初步改变了片麻岩裸露区 自然环境恶化
、

功能失调
、

资源 枯 竭
、

地 力 下

峰
、

缺粮少柴的贫困局 面
。

现在试验区群众的缺粮短柴问题 已经解决
,

而且烧柴自给有余
,

人均

现金收入增加 2 倍多
,

促进 了农林牧副诸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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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n楼子河试验区治理前后土壤侵蚀变化

流 失 类 型

一 治 理 前 … 治 理 后

一
量蚀幻佼 (年年侵蚀量

( t)
面

( km署
削减率 ( %)

积)

m k

面 (

ù匕八U nù nó
4

Q口 nóóU nù。U叮̀ nù 9ó n o八 D4
1占,立

.

土无明显流失

轻度流失

中度流失

强度流失

极强度流失

1 8
。

9 4

4
。

0 3

l
。

0 0

0
。

4 0

ú卜口Q自八011

:

7
。

5 3

5
。

7 0

0
。

3 0

0
。

09

90
。

4

9 5
。

0

9 8
。

4

O自OUnUCù11八0nOUA孟O口1上O。左占,上n吃LJ

1工Q自八O八口

,IC口孟马

流域平均侵蚀模数
( t / ( k m

Z · a ) 4 54 0 4 54 9 0
。

9

五
、

试验区今后发展的设想

目前试验区农业生产仍然是自给型非商品生产和消费模式
。

虽然基本能满足村民生活用粮用

柴需求
,

但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和人 口的 自然增长
,

目前的粮柴生产还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

的需要
。

从区内现有资源的实际出发
,

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

重点抓好管护和深层次开发利用
,

特别要抓好林业资源和耕地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利用
,

促使试验区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 , 同时

还要继续搞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一 ) 发展林业是振兴山丘区经济的关键所在 茂密的植被是保持山丘区生态平衡的前提条

件
,

因而加速发展林业生产才能为振兴山丘区经济创造一个 良好的环境条件
。

为此
,

应进一步加

强试验 区内林业资源的管护和深层次开发利用
,

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

逐步向建立林果业生产基地

转化
,

加快发展商品经济的步伐
,

获得较多的经济效益
。

(二 ) 继续搞好种植业生产 要进一步搞好基本农田建设
,

重点抓好耕地资源的利用开发
。

试验区内耕地少
,

使粮食生产受到很大限制
,

要重视提高单产
,

农业应搞集约经营
,

最大限度地

解决试验区内群众基本生活用粮和发展畜禽业的饲料等问题
。

(三 ) 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

保护土地资源 近年来试验 区人 口 急剧增加
,

已构成对本区农业

生态系统的 巨大压力
,

尤其 1 9 8 8年人 口自然增长率达到 g2 %。 。

因此
,

实行计划生育
,

严格控制人

口增长 已迫在眉睫
。

( 四 ) 认真抓好节柴灶
、

省煤灶建设
,

节约能源 节能是我 国能源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

把

节能放到重要地位是加速国民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方针
。

同时
,

国家在短期内对农村常规能

源的供应难 以大幅度增力0’, 因此节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目前试验 区多使用旧式炉灶
,

热效率

很低
,

能源浪费严重
,

特别是试验 区村民吃饭
、

喝水等用能仍然是 以烧柴为主
,

消耗大量薪柴是

造成水土流失和生态失调的重要原因之一
,

为此
,

当前要 切实抓好节柴及省煤灶建设等项工作
。

参予 本项 试验研 究工作的还有赵云 良
、

李文藻 (淮委 农水处 )
、

何风洲 (普山县水利局 )
、

刘英宪 ( 鲁山县岳村水保站 )
、

冀长甫 ( 平项 山市水利局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