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2卷第 4期
1 9 9 2年 8月

水土保持通报
Bu l let i n of5 011 an d W

at r e C ons er v at i n o

V ol
.

1 2NO
.

4

Au g
.,

19 92

吉林省水土流失现状及其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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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该文阐述了吉林省不同类型区水土流失现状及危害
,

并根据全省自然条件和社经情况及

水土流失特点
,

划分为 4 个水土 流失类型区
:

笔者在分区的基础上
,

提出了吉林省防境水上

关健词
: 水土流失 防治汉寸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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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位于东北的中部

,

一
、

基本情况

地处东经 1 2 1
’

J s
`

一工3 1
0

1 9
’ , 0

1 8
/

面 积 为工g Q
,

9 4 7 k m
“ (遥感面积 )

。

占全国面积 1
.

99 % ,

北纬 4 0
0

5艺
`

一 4 6

东西长 s o o k m
。

南北宽 6 0 0 k m ,
全省大攻 东 南 举

收那日期
: 1 9明二 03 一 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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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由东南和西北向中部倾斜

,
中部有广阔的平原

,
全省境内山

、

坡
、

平
、

川
、

台地俱全
。

按地

形
,
分为山区

、

丘陵区
、

漫川漫岗区
、

风沙沱甸区
。

全省的河流较多
,
仅 30 k m 以上的河流就有 2 21 条

, 主要河流有 20 条
。

分为五 大 水系
,
其中

以松花扛流域最大
, 流域面积 134 Zo o k m “ ,

占全省总面积的 70
.

2 8 %
。

’

全省降雨量 400 ~ 800 m m
。

由于受地形的影响
,
降雨量时空分布不均

,
从东南向西北递减

。

东部山区降水量可达 8 00 m m , 长白山天池附近多达 1 3 00 m m
。

中部丘陵区平均降水量 600 m m
。

中部漫川漫岗区平均降雨量 55 6m m
。

西部风沙佗甸区平均降雨量 450 m m
。

降雨量多集中在 7
、

8
、

9 三个月
,
降雨量占全年 60 % 以上

。

且历时短
, 强度大

。
1

吉林省土壤类型较多
, 达 20 种

。

吉林省是国家主要林 区 ,
林 地 面 积 73 588

.

93 k m
2 , 天 然 林 59 897

.

6 k m
’ ,

人 工 林

1 3 6 9 1
.

3 3 k m
2 。

草原面积 2 9 i 7 i
.

3 s k m
’ ,

其中天然草原 2 8 8 1 2一 3 k m
Z ; 人工草原 3 5 9

.

2 k m
2 。

全

省森林覆被率为 3 5
.

9 %
。

吉林省位于北半球的中纬度地带
,

气候千燥
、

少雨
、

多风沙
,
形成了显著的温带大陆性季风

气候特点
,

四季分明
,

春季干早多大风
,
夏季炎热多雨

,
秋季晴冷温差大

,
冬季严寒漫长

。

全年日

照时数 2 2 0 0~ 3 0 0 0 h , 日照率为 5 0% ~ 7 0% ,
无霜期 1 1 0~ 1 7 0天

。

全省土地总面积 1 9 0 9 4 7 k贝
2 。

其 中
:
耕 地 4 1 6 0 4

.

6k m 2 ,
占 总 面 积 2 1 `7 9% ; 林 地

7 3 5 88
.

93 k m 2 ,
占总 面 积 38

.

5 4% ; 草 地 2 9 i 7 i
.

3 3k m “ ,
占总 面 积 1 5

.

2 7% ; 水 域 面 积

8 42 2
.

67 k m “ ,

占总面积 4
.

4% , 其它用地面积为 1 8 9 28
.

8 k m
2 ,
占总面积 9

.

9%
。

全省人均 占地

0
,
7 7 h a ,

耕地 o
.

15h a 。

全省降雨总量 1 16 5 亿 m “ ,
、

降雨量 609 m m ,
多年平均河川 径 流 量 356

.

57 亿 m 3 ,
径 流 深

1 89 m m
o

全省人口 2 48 3万人
,
其中农业人 口 1 7 6 2

.

13 万人
,
农业劳动力 39 1

.

07 万个已 人口密 度 130
.

02

人 / k m Z 。

吉林省土地垦殖率 ; 全省为 17 % ,
高于全国的平均数

。

其中
:
中部垦殖率最高达 35 % ,

个别

地方高达 55 % ,
西部为 14 %

,
东部最低为 7 %

。 ’

全省农作物均为一年一熟
。

二
、

水土流失现状及其危害

(一 ) 水土流失现状 吉林省应用遥感技术对水土流失现状及其危害进行了调查分析
。

全省

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3 98 8 1
.

8k m
2 ,

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 20
.

88 %
。

其中
:
水蚀面积 2 4 097

.

3 k m “ ,

占全省水土流失面积 的 6 0
.

42 % ,
’

风蚀面积 1 5 7 8 4
.

5 k m
’ ,
占全省水土流失面积的 39

.

58 %
。

全 省

水土流失现状详见表 l
。

按侵蚀强度分
:
轻度侵蚀 5 0 0~ 2 s o o t / ( k m “ ·

a )有 2 1 6 9 5
.

3 k m
“ ,
占水土流失面积 5 4

.

4%
;

.

中度侵蚀 2 5 0 0~ 5 0 0 0七/ ( k m
“ ·

a )有 1 0 18 6
.

3 k m “ ,
占水土流失面积 2 5

.

5 4% , 强度 侵
_

蚀 5 0 0 0~

8 0 0 0 t / ( k m “ ·
a )有 8 0 0 0

.

2k m
2 ,
占水土流失面积 2 0

.

0 6%
,
详见表 2

。

(二 ) 水土流失危害

“ 1
.

土壤肥力下降
。

由实测资料和遥感技术分析估算
, 全省每年流失的土壤在 1

.

3亿 t 以上
。

其中没 有治理 的 8 o o o k m “ 的坡耕地每年流失土壤达 2 8 0 0万 t
。

相 当于每年流失 3 m m厚表土
。

每

1
.

k m
Z

流失养分约 3 0
.

6 t ,
其中

:
氮 4

.

5 t ,
.

磷 3
.

6 t
,
钾 22

.

5 t
。

全省坡耕地每年流失氮 2
.

3万幻

磷 1
.

4万七
,
钾 16

.

3万七
。

全省每年流失的养分之和相当于全省坡耕 地 每年的施肥总量
。

全省每年

坡耕地流失的氮肥相当于年产万 t (含氮量 21 % ) 的氮肥厂 13 座 ; 相当

的磷肥厂 ” 座
,
相当于

铐
万 t (含钾量 50 % ) 的钾肥厂 39 座

。

据估计

万 t (含磷量 18 % )

流失这` 项约每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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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吉林省概况及水土流失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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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达人民币 7 8 00 多万元
。

2
.

风吹沙压农 田
,
危害 农 业 生 产

。

全 省 有 风 蚀 面 积 15 7 8 4
.

5 k m 2 ,

其 中 耕地就有

4 6 6 6
.

6 7 k m “ 。

因风蚀每年
`

1 h a耕地平均损失 64
.

5元
。

仅这一项损失可达 3 0 00 万元
。

沙压 农 田按

风蚀 1 / 3损失计
,
损失 1 000 万元

。

秋季风害每 1 h a耕地损失 3 00 k g斤粮 食 计
,
共 损失 1 400 万

元
,
总计风蚀经济损失可达人民币 5 4 00 万元

。

3
.

水库淤积
。

由于水流失造成水库泥沙淤积
,
缩短水库的寿命

,
降低防 洪能 力 和灌溉效

益
。

全省已建成的大
、

中
、

小型水库和塘坝总库容为 213 亿多 m
“ 。

据实测资料和水文资料推算
,

全省每年水库和塘坝的泥沙淤积量约为 4 0 00 多万 m
“ 。

相当于 l 年淤满一个中等 中型 水库
,

造成

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1 0 0 0多万元
。

又如吉林省最大的丰满水库
,
库容 10 8亿 m 3 ,

4’0 年代建 库初期 ;

平均每年入库泥沙量 14 5万 m
“ ,

50 年代至 60 年代为 3 32 万m
“ ,

70年代 以后猛增至 523 万 m
“ 。

东辽

河上游 的二龙山水库
,

库容为 17
.

62 亿 m “ ,

由于上游森林覆被率只有 10 %左右
,

加之
,

坡耕地没有得

到较好的治理
,
致使近年来泥沙淤积量明显增加

,
’

由 50 年代的平均每年入库泥沙量 1 6百万 m “ ,
猛

增到现在的 3 85 万m
3 。

4
。

环境恶化
,
水灾频繁

。

东 辽河上游水土流失严重
,
河道大量淤积泥沙

, 1 9 8 6年 7 月 27 日

至 2 8日降雨 18 3
.

g m益
,
造成下游河道沿岸决堤 20 多处

,
淹没了大片耕地村庄

,
造成巨大 的 经济

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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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水土保持工作进展及防治水土流失对策

(一 ) 水土保持工作进展 新中国成立后
,

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
, 开展了水土保持工作

年代平均每年治理面积 6 66
.

6 7 k m
“

左右 , 6 0年代降至 33 3
`
3 3 k m

“ ; 7 0年 代 平 均 治 理 5 33
.

3 3一

666
.

6 7k m , 80年代平均治理 7 66
.

6 7~ 1 7 4 0 k m
2 ; 近几年平均治理 1 0 6 6

.

6 7~ i 3 3 3
.

3 3 k m
“ 。

自建国初期至 1 9 9 0年底全省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3 4 31 2 k m
’ 。

营造水土保持林 1 1 0 95
.

33 k m 2 ,

种草 3 5 9
.

2 k m
2 ,
修建基本农田 2 0 9 7

.

53 k m
’ ,

建设各种谷坊 7 9
.

5 3万座
,

挖环山截水沟 4 7 6
.

9 k m ,

修沟头防护工程2
.

7万处
,
整治小河道 2 3 0 0 k m ,

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 900 多条
。

吉林省今后还需治理 的坡耕地 7 0 0 2
.

6 7 k m
“ ,
按坡度分级 5

。

~ 10
。

的坡耕 地 4 0 i 6
.

6 7 k m
2 ,

1 0
0

~ 2 0
。

的 坡 耕 地 2 6 7 2
.

6 7 k m
2 , 2 0

。

~ 2 5
。

的 坡 耕 地 9 2 0
.

6 7 k m
2

.

, 2 5
“

以 上 的 坡 耕 地

2 9 3
.

3 3k m
2 。

(二 ) 防治水土流失的对策 吉林省的水土流失是 比较严重的
, 全省每年流 失 表 土 1

.

3亿七

以上 ,
加上未治理坡耕地养分流失和水库淤积及风蚀 区的经济损 失

,
据 不 完 全 统计 约 1

.

42 亿

元
,
给全省的农业发展带来很大的困难和影响

。

为了加强防治水土流失
,
认真贯彻执行 《水土保持法》 ,

把水土保持工作纳入法治轨道
,
坚

持
、 “
预 防为主

, 全面规划
,

r

综合治理
,
因地制宜

,
注重效益

” 的水土保持工作方针
。

我们建议全

省把水土保持工作的重点放在预 防为主上
,

有计划的开展重点区的综合治理
。

为此提出吉林省防

治水土流失的对策
。

1
.

认真贯彻执行 《水土保持法》 ,
充分发挥省

、

县两舞近 3 0 0 0人的水土保持检 查 员 的作

用
。

在条件具备的地方配备水土保持警察
、

聘请水土保持法律顾问
,
并采取多种形式

,
多种渠道

宣传水土保持工作
,
充分调动广大群众搞好水土保持工作的积极性

。

`

2
.

分区治理
,
明确主攻方向

。

根据吉林省自然条件和社经情况及水土流失特点
, 全省可划

分为四个水土流失类型区
:

( 1 ) 山区
。

水土流失面积 8 7 6 2
.

6 7 k m
“ ,
占该区总面积 1 2

.

3 %
。

其特点是 海 拔 8 0 0一 1 1 0仓

m , 相对 高差 5 00 m , 地面多在 10
。

一 25
“ , 山高坡陡

,

森林茂密
,

林地面积 占全 省 的 75 %
。

森林

授被率达 55 %
。

该区动
、

植物资源十分丰富
,

是我国三大天然药库之一
,

人参产量占全国 50 % 以

上
,
鹿茸产量 占全国 40 % 以上

,

均为全国第一
、

该区主要是水蚀
, 以轻

、

中度侵蚀为主
, 、

平均嚎
,

蚀模数咚o o o t八 k m
Z ·

a )
。

该区的防治对策是预防为主
,

放在预防和管理上
,
其次才是治理

,

对策是预防为丰
,

预防和治理相结合
。

也 就 是 说
,

重序应

治坡与治沟相结合
。 ·

具体措施是
:

保护现有植被
, 严禁在基

本建设
、

采石
、

挖沙
、

取土
、

开矿和多种经营生产中
,

一

有毁林
、

毁草的行为发生
,
防止新的水土

流失
。

在坡耕地 的治理 中
, 主要以修建水平梯 田

,

发展卵
。

在沟谷坡土 以营造灌木林为主
,

垒右格子为主
,

结合等高打垅
,
轮作

,
并适当

相应的发雇翎材林和人工草地
,
增 加 植被

,
稳 定沟

坡
,
搞好沟头防护

,

床 ,
.

拦蓄径流泥沂

防止冲刷
,
并在沟谷内修筑以防洪

、

拦泥相结合的土谷坊和石谷坊
, 巩固沟

淤荒沟为 良田
,
也可视其情况发展沟壑果园

;
( 2 ) 丘陵区

。

丘 陵区 有 水

土流失面积 1 1 0 0 0
。

s k m
“ ,
占该区总土地面积的 2 5

.

9 6%
,

海拔 4 0 0一 5 0 0m
,

相对高差 2 0 0 m
,

坡
度 5

“

~ 1 5 、 森林菠被率 35 % , 山体多为浑园状
, 山间谷地多垦为农 田

, :
·

冲沟切割严 重
,
沟 壑密

度 2
.

23 k m / k m “ ,

目前正在发展的 100 m 以上的沟道就有 88 3 05 条
。

该区工厂开矿等较多
,

新的水流

失两积多
,

土壤侵蚀 以水蚀为主
,

平均壕蚀模救
” ” ” ” t/ (k m

’ · “ )o 该粤的防治尹策
,

重点应以生
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分

。 :
具体措施是对现有林地

、

草地和已建成的各种水土保持设施
,

坚决

保护
,

严禁破坏
。

同时 ,
·

对开矿
、

修路
、

建厂
、

采石等各项建设中对地面和植被的破坏
,

必须尽快
: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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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

补植
夕
并合理处置废土 弃石

、

矿渣等
,
防止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

同时大力推广以户或联户

承包荒山
、

荒坡
、

荒沟
;
在生物措施方面

,

积极推广优 良水土保持树
、

草种 如 火 矩 树
、

紫穗

槐
、

洋槐
、

曹条
、

沙棘
、

沙打旺
、

红草
、

草木梅等
。

营造水土保持林
、

护岸林等
,
在沟谷坡上营

造灌木林和用材林
,
适当发展用材林和人工牧草

,
增加植被

,
固定沟坡

。

在工 程 措 施 方而
,
对

10
“

以上的坡耕地 以修建水平梯 田为主
,

结合等高打垅
、

轮作
、

沟垅种植
,

还可 以因地制宜适当发

展果园 ; ( 3 ) 漫川漫岗区
。

该区水土流失面积 4 2 72
,

47 k m
“ ,
占该区总面积 15

.

75 %
。

粮 食 生

产是该 区的支柱产业
,

牧业也较发达
, 主要是养牛

,

二该区是丘陵区向平原 区过渡
一

丘陵漫岗地带
,

海拔 1 8 0 , 4 0 0 m , 相对高差 1 0~ 1 0 o m ,
地面坡度 1 5

。

以下
,

沟壑密度 2
.

9 6 k m / k m
“ ,
林草菠被率

为 7
.

5%厂该 区以水蚀为主
,

有部分风蚀
,
平均侵蚀模数为已 。0 0七八 k m

Z ·
a )

。

该区的防治对策应

以治坡为主
,
治坡与治沟相结合

,

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
。

具体措施
:

对成片的森林
、

草地

和现有的水土保持设施加强保护
,

对分布比较集中
、

破坏 面较大的开矿
、

修路
、

伐木等生产建设

进行重点监督
, 防止新的水上流失

。

在坡耕地治理 中 ,
一

祷万
` 以上的坡耕地 以修建水平梯 田 为 主 ,

暂时未修水平梯 田的坡耕地
, 应采取沟垅种植

、

轮作
, `

等高打垅等办法
。

在荒山
、

荒坡
、

荒沟造

林种草
,

或采取封禁的办法育林
、

育草
。

沟头和沟边建设防护工程
,
还可采取林草封沟的办法

,

如洋槐
、

苔条
、

紫穗槐
、

沙棘
、

沙打旺等
,

防止沟头前进和沟岸扩张
,
沟底下切活跃的地方

,
修

各类谷坊
,
防止沟底下切

,
稳定沟坡

,
沟底开阔的还可以发展沟谷果园

,

大力推广以小流域为单

元的综合治理
; ( 魂 ) 风沙佗甸区

。

该区有水土流失面积 15 8 4 6 k m 2 ,
. _

占该区总 面积 31
.

72 % ,

该区平原宽广
、

草原辽阔
、

地势低平
,

广布沙丘
,

大部分地面在 15
。

以下
,
海拔 1 10 一 160 m ,

相

对高差 20 m ,
沟壑密度 l

.

67 k m / k m Z ,
林草授被率为25 % ,

该区是吉林省发展商品生产 中 细羊

毛的基地
,
该区以风蚀为主

,

也有少量水蚀
,

侵蚀量占全省 36 %
。

该 区防治水土流失的对策是 以

生物措施为主
,
造林种草

,

其次是增肥改土
, 、 `

培肥地为
。

具体措施
:

重点保护现有植被
,

大力繁

育乡本树种
、
草种

。

弓f进租推广水土保持优良树种和草种
,
如火矩树

、

杠柳
、

沙嫩 沙豹
一

旺等
。

先灌后乔
,
乔灌草结合

。

大力改造盐碱地
,

增施有机肥料
,
改 良土壤

,
提高土咖巴力二

` \

3
.

进一步搞好水库上游水土保持工作 ,
.

并切实抓好植树造林
,
种草绿化荒山等

,
特别要增

加植被翟盖率
。

加 强对坡耕地治理
, 因地制宜修建高标准水平梯田

, 为农业增产创造条件
。

4
.

大力推广以小流域为覃元白。综告治理
, (面板一般在 1 5 k m

,

以上 )
’

进行综合治理时要把

水土保持效益与生态效益
, 经济效益紧密结合起来

,

注意
一

长短结合
, 让群众既能在短斯丙得到利

益
, `

又能有长远利益可盼
。

在 治理中
,

一是要把基本农田建设作为水土保持取I农业增产的重要措
施保质保量的按期完成

;
二是要因地制宜的稗植果树

、

新炭林
、

种草
、

饲用灌木
、 `

乔木等发旋农

副产品加工
,
为群众致富打开新的门路

;

让和继承的政策
。

拼是认真蒋实谁治理
,
谁管护 : 谁受益 的原则和允许转

5
.

健全水土保持科研体制
,

吉林省规己退成一所
、

5 站
、

1 5个群众科研加科研体系
, 即

省水保所
、

5 个地区级水保试验站及遍布全省木同类型区的 15 个群众科研 点
。

今后应充分发挥科

研部门的科技优势
,
使广大的水保科技人员为吉林省水土保持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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