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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水土流失现状及其防治时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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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 过对黑龙江省水土流失现状
、

影响因素及危害的分析
,

并结合全省实际情况
,

提

出了防治水土流失
,

改善生态环境
,

发展生产的战略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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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

水土流失现状

黑龙江省位于我国东北边睡于 地貌特征为
“
六山一水三分田

” ,
.

由三大山系 (大小兴安岭山

地
、

完达山
,

张广才岭
、

老爷岭低山区 ) 和两大平原 (松嫩
、

三江平原 ) 构成
。

其中山地
、

丘陵

漫岗地面积达 3
.

5亿亩
, 约 占全省总 面 积的 50 %左右

,
还有近千万亩的风沙地

。

据 19 6 0年不完全

统计
,

全省水土流失面积大约 7 50 0万亩
,
其中耕地水土流失面积 6 000 万亩 (包括水蚀和风蚀 )

,

严重水土流失面积为 3 000 万亩
。

工9 8 7年省水保所应用遥感技术 (卫片 ) 调查全省土壤侵蚀 面 积

为 13
.

43 万 k m
“ , 为过去统计数的 2

.

68 倍
。

虽然
,

轻度侵蚀面积占全省总侵蚀面积 66 % ,
但新的

水土流失面积不断增加
,
给工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潜在威胁

;

全省分五大侵蚀区
,

即北部大小兴安岭森林石质山地侵蚀区 ; 中部漫川漫岗侵蚀区 ; 东部森

林石质低山丘陵侵蚀区 ;三江平原局部风
、

水侵蚀区
;
西部风沙侵蚀区

,

其中以中部漫川漫岗侵蚀区

的水土流失最为严重
,

而该区是全省农业粮食生产的主要基地
。

年土壤侵蚀模数 为 3 50 0 t/ k m
2 ,

西部风蚀最重
,
年土壤侵蚀模数为 3 o o ot / k m Z ,

耕地水土流失面积在100 万亩 以上的 有 巴 彦
、

龙江
、

钠河
、

克山
、

拜泉
、

宾县
、

海伦
、

望奎
、

密 山等 g 个市县 ; 50 至 100 万亩的 14 个市县 ; 3 0

至 50 万亩的有 13 个县 ; 10 至 30 万亩有 21 个市县
。

收稿 日期 , 1 9 9 1一 1 2一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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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水土流失的成因与危害

黑龙江省土壤侵蚀的原因主要是自然和人为两大因素
,

而人为不合理的社会生产活动对加速

土壤侵蚀起着主导作用
。

(一 ) 自然因素 包括地形
、

土壤
、

气候和植被等
。

全省山区
、

丘陵没岗地区面积约占总面

积的 60 % 以上 , 由于 山区坡陡
、

丘陵漫岗区地形复杂
,

坡缓坡长
、

集水面积大
,

水土流失严重
。

全省土壤多为易受侵蚀的黑土
、

白浆土
、

山地土和风沙土
,

黑土 l 亿多万亩
,

其中耕地 7 40 0

多万亩
,

占耕地面积的 50 %
,

表土疏松底土粘重
,

易造成
“ 三跑

” ; 白浆土 4 8 00 多万亩
,

其中耕

地 1 7 50 万亩
,

土层薄
、

土质粘紧
、

透水性差
,

易引起土壤侵蚀 ; 山地土约 3亿多亩
,

其中耕地约

1 84 哆万亩
,

土层较薄
、

沙粒多
、

团粒结构差
,

无植被保护的水土流失相 当严重 ; 风沙 土 约 670

多万亩
,

其中耕地 222 万亩
,

这种土壤透水性好
,

但土质政松
,

缺 乏粘粒
、

土层薄
、

沙性 大
,

不

抗早
、

不保土
、

不保水
,
易受风蚀

;
盐碱土约 290 多万亩

夕

其中耕地 70 多万亩
,

植被很少
,
形 成

“
碱巴拉

” “
秃疮地

” ; 草原盐碱土 2 20 多万亩
,

由于土壤粘重
、

透水性差
, 遇有大风

,
盐 碱 飞

扬
,
危灾良田

。

我省气候特点是冬季
一

民
,
气候寒冷

,

易形成严重的冻融侵蚀
。

春季干旱
, 5 至 6 月风多

,
易

形成大面积风蚀
。

夏季短
,
降雨多集中在 7

、

8
、

9 三个月
,

在暴雨袭击下
,
形成严重的水土流

失
。

全省植被类型复杂
,
森林覆盖率虽达 36 %

,

但分布极不均匀
,

主要分布在大小兴安岭
、

张广

才岭
、

老爷岭和完达 山脉
,

而丘陵岗地和平原地区
,

植被茬盖率为 4 % ~ 15 %左右
,
5 6 00 万亩草

原又多集中在西部
。

由于全省植被分布不均匀
,

特别是大多数商品粮生产区的植被授盖率更低
,

这是造成水土流失 的一个重要原因
。

还有因造陆运动
、

地盘升 降和地震等的影响
,

也是造成土壤

侵蚀的原因之一
。

(二 ) 人为因素 主要是人类不合理的生产活动
,

一是毁林
、

毁草和 陡坡开荒耕种
,

造成严

重水土流失
。

据 1 9 8 0年 《黑龙江省水保区划 》
.

调查统计
,

近 20 年间
,

毁林开荒达 1 0 00 多万亩
,

毁

草开荒和开沙荒 97 0多万亩
,

开 山打石
、

破土取沙 560 多万亩
,

森林火灾累计面积近 5 000 万亩
。

这

些都加剧了土壤侵蚀的发展
。

例如牡丹江市陡坡开荒 38
.

5万亩 ; 穆陵县毁林开荒18
`

万 亩
,

1 5
。

以

上的陡坡地达 10 万亩
,

占全县现有耕地的 10 %左右
。

据黑龙江省水土保持办 公室 1 9 7 6年对毁草开

荒的调查
,

黑龙江省西部 14 个县 (市 ) 19 5 6年草原面积 4 400 万亩
,

1 9 8 7年只剩下 2 6 00 万亩
。

在 22

年间减少了 1 80 0歹亩
,

平均每年减少 80 万亩
。

龙江县从 1 9 6 8至 1 9 7 8年 10 年间
,

毁草开荒 面积 1 20

万亩
,

占原有草原面积的 50 %
,

该县 1 9 8 4年至 19 85 年两年又毁草开荒 4
.

9万亩
。

二是森林采 育 失
调

,

乱砍滥伐
、

破坏植被
,

加剧水土流失
。

从工9 4 9年建国到 目前
,

全省森林面积 由 2 0 00 万 h .a

下降到 1 60 0万 h a ,

森林蓄水量 由19 亿m
3 , 下降到 14 亿 m

3 。

采育严重失调
,

据 1 9 7 9年省林业部仃

统计
,

全省采伐森林面积 7 000 万亩
,

迹地更新造林 3 024 万亩
,

实 际保存面积仅 1 296 万亩
。

全省 58

个有林县
,

1 9 7 3年统计天然林面积 8 844 万亩
,

至 1 9 76年仅 3 年时间
,

由于乱砍滥伐就减少 了 99 8

万亩
,
从新中国成立到 1 9 7 6年

,

全省发生森林火 灾11 5 00 起
,

烧毁森林 4 997 万亩
。

三是不合理的

耕作
,
粗放经营

,
加剧了农区水土流失

。

全省丘陵漫岗多为东西走向
,

农 民习惯于打
“ 子午垅

”

(顺坡垅 )
,

加之稀植作物 (玉米 ) 种植面积比例大
,

因而地表径流非常严重
:
据黑龙江省水土

保持科研部门观测分析
, 3

“

坡地顺垅比横垅径流量增加 32 %~ 39 %
,

冲刷量增加 44 %一 53 %
,

干

壤水分 低 2 % ~ 5 %
。

在漫川漫岗农耕区
, 由于人为不合理的耕作

,

土壤团粒结构遭到破坏
, 土壤蓄水保肥能力降

低
,
特别是近年来

,

一些地方农家肥施肥量普遍减少
,

只种地不养地
,
造成土壤肥力减退

,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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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性变差
,

加剧了水土流失
。

而且耕层越种越浅
,

土壤由疏松变板结
,

不 利于保持水土
。

据黑龙

江省农机部门调查统计
,

1 9 8 6年全省大型拖拉机作业量比 1 9 8 3年下降了32
.

8 %
。

据松花江地区调

查
,

1 9 8 6年全区翻地
、

深耕面积仅为 1 9 8 2年的 70 %
。

从 9 个县 (市 ) 21 0户抽样调查 看
,

有 41 户

自承包以来
,

耕地一次也没有耕甜过
,

占调查户的 19
.

5% ;
98 户是用小型机车或牛马犁进行耕翻

(其中搅表茬占6 0%
,

耕翻深度只有 8 ~ 12 c m ) 占调查户的 46
.

6 % , 71 户使用大型机车 作 业
,

只 占调查户的 33
.

8%
。

四是人 口剧增
,

超过资源的负荷能力
,

是加剧水土流失 的重要原因
。

据统计资料记载
,

50 年

代全省人 口 1 10 0多万
,

平均 占有耕地 8
.

8亩
,

到 70 年代人 口增长到 3 130 万
,

人均耕地仅 4 亩多
,

随

着人均耕地不断减少
,

必然导致滥垦
、

滥伐
、

滥牧
,

广种薄收
、

掠夺式经营
, 也必然造成人类对

生态环境的冲击导致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
。

水土流失的危害
、

主要是
:

(一 ) 地力下降
,

粮食减产 坡耕地的表土和有机质大量被水冲刷
,

造成土地痞薄
、

肥力下

降
,

粮食减产
。

全省坡耕地 6 0 0 0万亩
,

均有跑水
、

跑土
、

跑肥的
“ 三跑

”
危害

。

据黑龙江省水保

部门多年观测
,

坡度越陡
, “ 三跑

” 越严重
,

在正常年份 6
“

以上坡耕地每亩跑水 30 一50 m “
/ a ;

5
。

~ 6
“

坡耕地每亩跑水 20 一 30 m
“

/ a ; 4
。

坡耕地每亩跑水 15 一 20 m
.

“

/ a ; 3
。

坡耕地每 亩 跑 水

12 ~ 15 m “
/ a , 以此推算全省 6 000 万亩坡耕地

,

每年大约流失水量 12 ~ 18 亿m
“ ,
使岗地变干旱

,

洼地淤涝成灾
,
造成粮食减产或绝产

。

据省水保部门对克山
、

拜泉
、

北安
、

访河
、

宾县
、

阿城
、

尚志等县市的典型调查
, 一般开垦 60 至 70 年的坡耕地

,

黑土层 已由原来的 60 ~ 7O c m 厚 ,
减 少到

尽c m左右
。

1 9 7 9年全省土壤普查资料统计
,

因水土流失坡耕地露出黑黄土
、 “

破 皮 黄
” 、 “

黄

土跃子
”
和 “

蒜瓣土
” 1 571 万亩

,

占耕地流失面积的 26
.

2%
。

全省 6 0 00 万亩坡耕地
,

近 1 000 万亩

风蚀地和 14 万条大型侵蚀沟的重力侵蚀
,
约每年冲走 2

.

5一 3 亿 m
“
的土壤

。

随着土壤流失
, 有机

质含量不断下降
,

土壤变得痔硬薄
,

生产潜力逐 年下降
,

据省水保部门调查
,

一般开垦 40 ~ 50 年

的黑 土
,

有机质含量下降 30 % 一 50 % ; 土壤的胡敏酸含量下降 70 % 以上
,

土壤的抗蚀性 大 大 降

低
。

克山试验站试验结果表明
:

3
。

坡耕地
,

每亩流失氮磷 12 ~ 16 k g a/
,

钾 24 一 32 k g / a ,

相 当

于 5 0 0一 1 OOg k g 农家厩肥 白白流失掉
。

全省坡拼地平均每亩流失氮磷 7 一 14 k g / a ,

钾 13
.

5~ 2 6

k g / a ,

全省因水土流失每亩少收粮食 25 ~ 40 k g a/
。

按全省 6 0 00 万亩坡耕地计算
,

每年粮食减产

15 一 24 亿 k g
。

因此
, “ 三跑 ”

是造成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单产不高
,

总产不稳的重要原因
。

(二 ) 沟壑增多
,

耕地减少 据黑龙江省 19 8 0年水土保持区划调查统计
,

全省大型 侵 蚀 沟

1 4
.

4万条
,

吞蚀良田 1 40 万亩
。

在 山区
,

半 山区平均每 3 0山汀耕地就有一条大型侵蚀沟 ;
一

丘陵漫岗

地区每 2 5亩耕地就有一条侵蚀沟
。

据 19 6 4年有关部门调查
,

克 山
、

克东
、

纳河
、

依安
、

明水等 14

个县有 3 m 深
、

s m 宽的侵蚀沟 1 3 8 0 0条
; 1 一 Z m 深

、

2 一 3 m 宽的 1 1 0 0 0条
,

仅 2 0年间
,

就减

少耕地近百万亩
。

由于沟壑的不断发展
,

不仅使土地支离破碎
、

降低地下水位
,

而且降低了土地

利用率和生产率
。

如拜泉县新生乡永胜村
,

有大小冲刷沟72 0多条
, 4 0年间耕地 由16 8 0 0) 茸减少到

9 0 001 汀
,

有 46 %的耕地被沟壑切割而弃耕撂荒
。

(三 ) 毁地扒苗
,

破坏草原 黑龙江省风蚀灾害严重
,

全省风蚀面积 3 7 88 万亩
,

(包括部分

水蚀和风蚀交错面积 )
。

集中在松嫩平原西部的龙江
、

泰来
、

富裕
、

杜尔伯特
、

肇源
、

肇东等 21

个县市
。

这些地方
,

常因风蚀风害
,
造成风剥表土

,

毁地扒苗
,

吞食良田
,

迫使弃耕
。

据 1 9 7 9年省

水保部门调查
,

全省风蚀地区每年春季因受风害补 种面积达20 0多万亩
,

每亩少收粮食 2 2
.

5 k g a/
,

全省粮食减产达 4 500 万 k g
。

再以泰来县风灾为例
,

6 年中 8 级以上大 风 共 出 现 21 次
,

全 县

13 0万亩耕地
,

遭受严重风灾面积 23 万亩
,
还有 30 万亩耕地因风灾成为轮耕地

。

该县每年风蚀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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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0
.

g c m,
严重风蚀地块一次大风可剥蚀至犁底层

。

( 四 ) 加重早涝灾害
,
破坏生态平衡和危害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 岗地降雨地表径流

,
不仅造

成岗地旱灾
,
也造成注地积水遭涝

。

据统计全省 3 ;〕00 万亩易涝面积中
,
就有 l / 4是坡地径流汇集

到洼地形成 内涝
,

使土壤变得粘化
,

透水性差
,

土温降低
,

肥力减退
, 、

甚至无法耕种
。

水土流失不

仅对农业生产造成 巨大危害
,
而且淤积水库和江河

。

例如松花江
,
由于受流域上游水土流失加剧

的影响
,
不仅河床逐渐抬高

,
河滩越淤越大

,

越来越长
,

而月
.

泥沙混浊
,
水质污染

,
如今的江水

已由洁净变得发黄了
。

据有关部门统计
,
哈尔滨市滨川线铁路大桥附近

,

淤积沙滩长达 3 400 rn
,

淤积量 4 90 万 m 3 ,

年平均淤积 4
.

4万 m
3 ,

下游的滨北线铁路桥附近
,

淤积 的沙滩长达 3 800 nI
,
年

平均淤积量 8
。

6万 m
3 。

哈尔滨市年投资清淤费 10 万元以上
,
为供水排淤投资费累积 已 达 1 0 00 万

元
。

由于水土流失
,

全省水库淤积也相当严重
,

如 1 9 5 7年建成 的佳木斯 四丰山中型水库
,

据 19 7 4

年观测资料计算
,

已淤泥沙 90 万 m
“ ,
超过水库的死库容

。

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还可导致山洪暴发
,

破坏生态平衡和危害人民生命财产
。

例如克山县西

大沟仅是一个集水面积 13 k m
2

的小流域
,

19 45 至 1 9 5 7年的 12 年间发生过 3 次大的山洪
。

1 9 4 5年 山

洪暴发淹死 115 人 ; 1 9 5 7年山洪暴发冲毁房屋 4 07 间
,

耕地 30 00 01 茸
,

冲毁齐北线铁路路基 3 处
,

长达 30 0 m
,

中断交通 7 天
,

国家损失 64 万元
,

虽经及时抢救
,

仍淹死 38 人
。

三
、

防治水土流失的战略对策

(一 ) 加强领导
,

努力实现战略转移 实施社会经济与生态建设协调发展的持久战略
,

其根

本的出路就是要控制水土流失
,

创造 良好的生态环境
。

当前随着水土流失危害的加重
,

人们 已有

所认识
,

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还挂不上号
,

要改变这种情况
,

必须加强领导
,

进一步提高各级领

导和群众对防治水土流失基本国策的认识
,

教育人民把经济建设建立在提高经济
、

生态
、

社会三

个整井
的
笋塑上 : 墨垄红省杏生保彗工件弓申兽笋治翌竺移哩

防
丝 {严绝节童l 依竺学竺查

土流失 的轨道
。

全省已有十几万户承包治理小流域
,

面积 6 10 万亩
,

已治理 160 多万亩
,

这二形式

把治理
、

预防
、

管护统一起来
,

效益显著
,

不少农户走上 了致富道路
。 `

今后各级领 导应在巩 固承

包治理成果的基础上
,

.

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综合治理
,

推广小流域治理先进经验和实用技术
,

以

扭转局部治理效益显著
, 整体宏观效益低的局 面

。

省上应明确预防和治理的总 目标和硬指标
, 下

达给各级政府部门
,

逐级建立责任制
、

考核制
,

奖罚分明
,
使水土保持工作真正纳入各级政府的

工作 日程和工作职责
。

(二 ) 加强法制建设
,

搞好预防管护工作 黑龙江省按计划安排
,
每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百

万亩
, 而新增加水土流失面积平均每年为 4 00 万亩

,
其速度之快

、

面积之大是惊人的
。

因 此 ,
需

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

各级政府和水保部门
,
要真正把工作的重点转到以预防为主的轨道上

来
,
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要认真贯彻执行 《水土保持法 》 防止新的水土流失

, 要保护现有的森林
、

草原植被 ,
加强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的管理

, 坚决制止陡坡开荒
、

毁林开荒
,
加强生产活动管

理
,

制定和实施预 防引起新 的水土流失的有效措施
, 坚持谁开发

、

谁预防
,

谁破坏
、

谁治理
,
谁

受益
、

谁管护的原则
。

各级职能部门要采取监督管护和法制手段
,
按有关法规和政策规定制止新

的人为破坏
。

(三 ) 强化水保部门的权威性 政府在动员和组织水土保持工作 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当

前
,

要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领导
,

健全各级水土保持机构
,

提高水保人员素质
,
增强水保

部门的权威性
,

从而更好地发挥协调能力
。

在加强水土保持工作中
,
除充分利用政府职能外

,
应

当在改革的进程中探索建立新的管理机制和秩序
,

增强生态环境意识
,
积极主动的防治水 土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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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

另外
,
还要努力加强水保基础建设

,

定期培训基层水保人员
,

提高各级水保工作人员的业务

素质
, 同时

,
随着水保工作不断深入

,
各地

、

市
、

县都应重视规划工作
,

并按照各地的重点
,

抓

重点流域治理规划
,
并积极主动的按投资能力

, 组织实施
。

(四 ) 层层抓重点
,

积极推广本地和外地经验 近期要紧紧抓住 治理坡 耕地的重点
,

从改造

低产 田
、

建设商品粮基地入手
,
发动广大群众开展大面积治理工作

,
实行生物

、

工程
、

农耕措施

相结合的综合治理
。

各地在重点抓防治的同时
,
要紧紧围绕经济

、

生态
、

社会三大效益
, 开展综

合治理工作
,
并要重视 以户承包与联产承包相结合的治理

、

管护
、

利用一条龙的办法
,

把水土保

持工作引向更高层次的组织形式
。

(五 ) 增加水保投入
,

是加强防治水土流失
,

改善生态环境
,

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建设

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 因为除政策和管理因素外
,
生态环境

、

资源利用开发
、

人 口等方面也是很

重要的因素
`

、
黑龙江省肩负着国家缓解粮食供需矛盾的任务

,

而全省农耕地生产力水平低下
二,

生

态环境脆弱
,

水土流 占面积 占50 % , 因此 ,
增加农田基本建设投入

,
加快治理速度势在必行

。

尤

其是全省水土流失面积有增无减
,
生态环境 日趋恶化

,
对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危害越来越大

。

如果

现在
.

还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治理
,

至 2 0 0 0年
,

水土流失面积将超过全省总面积的 l 3/
,

那 时
,

灾

难性的生态环境恶化局面将不可避免
。

而月
.

,

黑龙江省贫困地 区一般都是水土流失严重地区
,

在

这些地区开展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

迅速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

发展经济
,
是解决群众温饱

,
治穷致

富的一条现实道路
。

另外
,
在增加投入的办法上

,
对农村来说

,

要充分发挥 国家
、

集体
、

农户三

个积极性
,
除国家

、

集体要增加投入扶持外
,

农户是增加投入主体
,

要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优

势
,
教育农 民以劳代投

,

这是我们应坚持的一个有效途 径
。

(上接第 63 页 )

I
。 = f ( P )

.

( 6 )

即一定时间的林冠截留量与林外雨量成正比
, 两者的关系表现为直线关系

。

( 4 )
、

( 6 ) 两式均表明
,

从理论上讲
,

林冠截留量不应 当有最大值
。

但在实际工作中
,

利
·

研人员往往 利用 ( l )
、

( 2 ) 两式计算出
“ 最大截留量

” ,

并理解为林冠截留量的最大值
, 这

显然是不全面的
。

事实上
,

利用 ( 2 ) 式求出的
“
最大截留量

” 只是降雨终止时树体表面保 留雨

量的最大值
,
亦即 ( 4 ) 式中的 S

。 , 而并非 I
。

的全部
。

S
。

通过 “
简易吸水法

” 试验
, 可以确定其

最大值
, 进而可掌握其内在截留降雨能力

,

并可在树林种类间进行比较
。

因此 , “
最大截留量

”
并非最大

“
林冠截留量

” ,
在降雨很小时

,
其值可能偏大

; 当降雨量

增加到一定程度后
,
其值越来越小于实 际值

。

可见
,

不能用吸水法测定出的 S
口

值
,
称 为 林 冠最

大截留量
。

该文请中科院西北水保所刘 向东副研究员审阅
,
并作了适当修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