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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该文论述了秃尾河流域自然和社会经济背景
,

分析了水土流失特点及规律
。

并对土壤份

蚀方式
、

强度 ; 风蚀
、

沙漠化成因
,

沙摸形态特征和类型分区进行了研究
,

提出了水土保持

分区治理开发途径与措施配置
,

为治理晋陕蒙接壤区多沙粗沙支流提供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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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尾河流域位于黄土原高北部
,

流域自然及社经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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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丘陵沟壑与毛乌素南缘的过渡地带
,
是河 口镇至龙门区间多沙粗沙主要支流之一

。

该河发源:

于陕西神木县瑶镇乡的宫泊海子
, 经万镇河 口盆入黄

,
流域面积3 2 9 4 k m “。

受地质构造 的影响

地势西北高
,
东南低

,
河系羽状分布

,
流域中线长度1 0 2 k m

,

平均宽度41 k m
,

形状系数 0
.

3 2,

不对称系数 0
.

22
,

最大高差 5 28 m
,

河流密度0
.

17 k m / k m
“,

平均比降61 编
,
弯曲系数 1

.

37
,
多

年平均降雨量 4 0 0
.

6 m m
。

河系发育不完善
,
支沟分布

,
左岸密

,

右岸稀
,

形成 不对称河流
。

中游河系发育 良好
, 下游

切割较深
,

全河一级沟道44 条
,

二级沟道70 条
, 三级小支沟14 条

, 四级溪流 3 条
,

合计 1 31 条
,

其
t

中大于 1 0 0 k m
艺

的支沟 9 条
。

秃尾河地处鄂尔多斯台地向斜的东南部
,
境内地层为中生界三迭系

、

侏罗系
、

白蟹系江湖岩
·

石和新生界第三 系泥岩
,
前者由东南至西北沿河谷两岸带状出露

, 后者不整 合于前者之上
。

岩石

产状 平缓
,
断层不发育

,
上覆不 同成因的第四纪黄土层

。

流域西北部在外营力的作用下
,
由于基岩松散

,
风蚀剧烈流沙南移

,
沙丘草滩与内陆湖泊杯

间
,
形成明显的风沙草滩地貌

。

东南部由于地质垂直上升运动
,
加剧了土壤侵蚀

,
地形破碎

,
沟壑密集

,
形成梁命深谷

,

呈

现黄土丘陵沟壑地貌
。

流域热量和水分 自西北 向东南递增
。

植被类型长城以北属于内蒙古草 原的延伸
,
由于干早和

;

风沙 的影响
,
地带性植被逐渐退缩

,
沙生植物造成 的生理

“

F早和基质流沙所引的物理干早
,
从而

‘

衍生为非地带性的荒漠植被
, 主要 以早生

,
沙生的小灌木

、

半灌木占优势的沙摸化草原
,
灌木草

-

原以及草甸
、

沙生植被
、

农业植被
、

林园植被和水生植被等
。

流域东南部黄土丘陵区
,
地处草原化 的森林草原地带

, 天然植被隶属于晋西北草原区系群落二

的延伸
, 局 部残存有油松

、

黄刺枚等
, 天然植被 已被稀疏草原所代替

,
并以草本 一年 生 植 物 为

·

主
。

流域内属于大陆性气候
,
春季冷暖交替

夕
风沙频袭

;
夏季高温炎热

,
暴雨集中 ; 冬季严寒干

几

燥
,
少雪多风

,
年均气温 9 ℃,

年平均 日照时数 2 875 h , 日照率65 % , 无霜期 1 60 一1 69 天
, 7

、

8
、

9 , 3 个月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60 %一70 % ,
且多暴雨

。

全流域天然径流量4
.

01 亿m
“,

平均流量 1 2
.

78 m
“

/ s
。

径 流量的年际
,
年内变化相对较小

,

为
,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有利条件
。

据黄委会水科所 1 9 5 6 ~ 1 9 7 5年高家川站系列年资料分析
,
洪峰总次数 1 01 次

,
含沙虽大于 5 00

,

k g / m “的洪水出现7 2次
,

占总次数7 1 % ; 含沙量大于8 0 0 k g / m
“

的洪水出现 43 次
,

占总次数 43 % ;

含沙量大于 1 0 00 k g / m “的洪水出现27 次
,
占总次数 27 %

。

河流最大含沙量 1 4 40 k g / m “ (1 9 7 1

年 ) ,
最大洪峰流量3 5 0 0 m

3

/ 8 (19 7 0年 )
。

据高家川建站到 19 75 年54 次洪水统计计算
,
供峰侵蚀模数 8 5 7 7 t/ k m

“,
其中粒径大于0

.

05
·

m m 侵蚀模数 5 3 2 1七/ k m
“,
粒径大于0

.

lm m 侵蚀模数 2 2 6 6 t/ k m
2 , 一次洪水最大 侵 蚀 模 数

1 2 3 5 8 t / k m
“

(1 9 5 9年 )
。

流域内行政辖区涉及神木
、

榆林和佳县的16 个乡 (镇 ),
23 9个行政村

。

流域土地面积 4 94
.

1小

万亩
, 农耕地 67

.

85 万亩
,
人均土地45

.

1亩
,

人均耕地6
.

2亩
, 总人 口 10

.

95 万人 (1 9 8 7年 ) 其申

农业人 口10
.

44 万人
,
人 口密度33 人 / k m

“ 。

二
、

水土流失特点及规律

(一 ) 土壤侵蚀方式 该流域土壤侵蚀按营力可分为水蚀
、

风蚀和重力侵蚀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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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水蚀
。

¹ 面蚀
:
是指土粒被击溅形成 的雨滴斑痕和网状细沟

。

侵蚀作用剥蚀地表
,
侵蚀

部位以坡面为主
; º沟蚀

:

坡面沟壁侵蚀
, 如浅沟

, 切沟
, 悬沟侵蚀

,

使坡面支离破碎
,
坎坷不

平
,
侵蚀部位以梁命面为主

。

还有冲沟
, 河沟侵蚀

,
有较大的形体与明显 的谷形

,
发生部位介于

梁赤之间
。

侵蚀作用表现为 沟底 下切
,
侧蚀

、

溯源侵蚀等形式
。

由于沟谷汇集了坡面的流水
, 又

.

多是切入黄土层中
,
侵蚀作用活跃

夕
是流失泥沙的主要来源区

。

上述侵蚀形态 与方式主要发生在

高家堡
、

解家堡和乔岔滩乡境内的沟道
,

坡面与沟头地段
。

2
.

风蚀
。

主要表现形式有
:

吹扬
、

搬运
、

滚动
、

飞扬
、

跃移和磨擦等
。

风蚀基 源有新月形

沙丘
、

格状沙丘
,

和波状沙丘等
。

其形态表现主要有风蚀凹地
、

槽穴
、

残墩和风蚀长梁等
。

风蚀

部位主要在迎风坡脚
,

丘顶峰线
。

分布范围主要在流域中上游流动和半流动沙区及盖沙黄土丘陵

二区
。

3
.

重力侵蚀
。

多发生在沟谷边坡
,

其形态表现有沟头侵蚀
、

坡面侵蚀
、

溶蚀
、

潜 蚀 和 散

蚀
。

侵蚀作用主要有沟谷扩展
,

沟间缩小
,

地 面破碎和
’

下切侧蚀等
。

侵蚀形态有崩塌
、

滑坡
、

泻

溜禾l泥流等
。

侵蚀部位多发生在流域中下游沟谷
,
沟缘断石

,

特别在风蚀沙漠化过渡地带尤为常

见
。

(二 ) 侵蚀形态分布 流域土壤侵蚀形态多样
,

但随着地域及垂直地貌形态的变化在水平与

垂直分布上
,

形成有规律的组合
。

1 .

侵蚀形态水平分布
。

根据侵蚀方式 的不同组合
,

流域内可划分为 3 个土壤侵蚀区
。

( 1 )

强烈风蚀区
:
主要分布在流域西北部

,

以风力的吹蚀
、

磨蚀为主
,

风蚀形态主要有风蚀 凹地
、

槽

穴
、

残墩和盖沙梁等
。

分布面积 1 732
.

44k m 2 ,
占流域面积 52

.

59 %
。

( 2 ) 风蚀
、

水蚀区
:
主

要分布在风蚀区南缘与黄土丘陵区的过渡地带
,

除风蚀外
夕
在梁赤坡地伴有水 蚀

, 面 积 363
.

53

k m “,
占流域面积11

.

04 %
。

( 3 ) 水蚀
、

‘

重力侵蚀区
:
主要分布在左岸高家堡

、

解家堡乡境内

的沟壑区
, 沟深

、

谷峡
、

坡陡
、

边坡重力侵蚀活跃
, 沟蚀显著

。

面积 1 153
.

20 k m 2 ,

占 流 域 面

积35
.

61 %
。

黄河沿岸峡谷区
,

则以水蚀为主
,

面积44
.

83 k m “,

占流域面积1
.

36 %
。

2
.

侵蚀形态垂直分布
。

随着下垫面地貌形态变化
,

土壤侵蚀方式及其组合呈现规律性 的带

状分布
。

( l ) 雨滴侵蚀带
。

黄土丘陵区沟间地顶部小残源或者人造小平原
,

地表缓平
夕 一般不

产生径流
,
而 由降雨势能引起雨滴击溅侵蚀

,
称为雨滴侵蚀带

。

( 2 ) 面状侵蚀带
。

梁赤丘陵斜
.

坡易产生径流
,

随着汇水面的增加
,

薄层水流转化为极不 固定 的小溪流
,

即细沟侵蚀
夕
薄层水流

与溪水股流 皆可面蚀地表
夕 合称为面状侵蚀地带

。

( 3 ) 线状侵蚀带
。

梁命坡中
一l:’段 , 面状侵蚀

进一步发展为相对稳定的浅沟
, 切沟侵蚀

,
称为线状侵蚀带

。

( 4 ) 潜蚀
、

溶蚀带
。

在 沟 缘 地

段
,

坡度较缓
,

细沟
、

浅沟水流由陡坡流入缓坡
,

流速减慢
,
侵蚀减弱

,

增加入渗时间
,

部分径

流沿沟缘线附近垂直裂 隙及洞穴下渗
,
不断潜蚀

、

溶蚀土体
夕
形成冲淤交替的潜蚀

、

溶蚀地带
。

( 5 ) 冲蚀
、

溶蚀带
。

沟底缓坡常有潜蚀
、

细沟侵蚀
,
沟床则 以流水下切

,

侧蚀为主
,

形成沟谷

冲蚀潜蚀带
。

水土流失地表运动过程中
夕
各种侵蚀方式是互相伴随交互作用进行的

。

因此
,

侵蚀方式 的垂

直分布带
, 只是依据侵蚀系统的发生过程

, 以及不 同的地貌单元
,

不同侵蚀方式的主导作用及其

组合特点而划分
,
在同一带 内亦有不同的侵蚀方式伴随

。

(三 ) 土壤侵蚀强度及其分区 土壤侵蚀强度分区依据
:

侵蚀强度能直接而综合地反映土壤

受侵蚀 的程度
,

对于水土流失的轻重在空间分布上显示整体概念
。

土壤侵蚀强度受多因子的综合

影响
,

同一侵蚀强度类型区
,

可能包含不同的地貌类型
,
侵蚀方式和植被类型等

。

然而相同的地

貌特征
夕
侵蚀方式及植被类型

,

由于下垫面物质组成不同
,

土壤侵蚀程度 亦 有 差 异
。

因此 , 以



第 5 期 魏学义等
:

秃尾河流域水土流朱规律及其防治对策 9

输沙模数绘制的土壤输沙模数等直线为依据
,
将秃尾河流域土壤侵蚀程度划分为 以下 四 个 类 型

区
。

工
.

居叮烈侵蚀类型区
。

分布范围包括左岸 高家堡 以上的洞川沟
、

喇嘛沟
、

团团沟
夕
青杨树沟

等
, 面积4 19

.

弓o k m
’, ,
亏流域面积12

.

7 4 %
。

其特 点
:

地处暴雨中心和冰苞加强区
,

洪水模数大
,

左l三输沙模数 1 5 0 0 0 ~ 2 0 0 D 0七/ (k m
Z ·

a ) ,
谷狭坡陡

夕 沟谷坡多为 3 5
0

~ 4 5
。 ,

沟壑 密 度 5 ~ 7

k m / k m
“, 切割深度80 ~ 1 00 m 以上 ,

盖沙梁赤
,

地形破碎
,

植被稀疏
,

坡 面流水侵蚀及沟谷重
‘

力侵蚀活跃
夕 包括半固定沙区和盖沙黄土命状丘陵两个亚区

。

2
.

极强度侵蚀类型区
。

主要分布于河东高家堡 以南
,

盖沙黄土如状丘陵和河西 北 林 川 以

南
,

片沙黄土丘陵及开光川
、

跃帮沟以南黄土梁状丘陵三个亚区
,

面积1 06 9
.

80 k m
2 ,

占流域面积

3 2
.

4 8 %
,

年输沙模数 1 0 0 0 0 ~ 1 5 0 0 0七/ k m
“ 。

其特点
:

梁赤高程 1 0 0 0一 1 Zo o m 夕 相
’

对切割1 0 0

~ 1 5 0 m ,
地形破碎

,
谷呈 V 字型

,

梁赤坡 1 0
。

~ 2 5
“ ,

沟壑密度 5 一 7 k m / k m
Z 。

3
.

轻度侵蚀类型区
。

主要分布于河东青草沟
,

枣梢沟
; 河西袁家沟

、

黑龙沟
、

清水沟
、

红
·

柳沟和北林沟等
夕 面积旧2 6

.

6 0 k m
2 ,

占流域面积1 9
.

0 2
、

%
,

土壤输沙模数 1 0 0 0一2 0 0 0七/ k m
Z 。

其特点
:

风蚀为主
,

伴有水蚀
,

沟壑密度 1
.

49 一 2
.

0 1 k m / k m
Z ,

植被稀疏
, 一

卜湿沙地有人 工 固
.

沙灌木林
。

4
.

微度侵蚀类型区
。

主要分布于流域上游大保当
、

瑶镇
、

和尔林兔等
夕 面积1 18 6

.

40 k m
2 ,

占流域面积3 6
.

5 0 % 夕
输沙模数 1 0 0一2 0 ot / k m

“,

沟壑密度0
.

0 5 ~ 0
.

0 7 k m / k m
“,
地势平坦

,
丘

问盆地林草菠盖率较高
,
太部流沙 已固定

,

包括固定沙地和湖盆草滩两个亚区
。

三
、

风蚀沙漠化成因及土地沙漠化类型分区

(一) 风沙形成与危害 1
.

风沙来源分析
。

主要来 自两个方面
,

一是毛
.

乌索沙 漠 随 风 而

来
;
二是劲风就地起沙

。

区内广泛分布第四纪松散的河湖相沉积沙层
夕
在干旱气候条件下

, 经受

强劲风力和人为不合理的农事活动的影响
夕

成为风蚀沙漠化的源泉
。

2
.

风沙的危害
。

主要表现

为埋没农 田,
破坏草原

,

剥蚀表土
,

土壤退化
夕 土地生产力下降

。

据调查强烈风蚀 区每年影响作

物减产 20 % , 30 %左右
。

(二) 风沙运动规律 风沙流的形成依赖于空气流动与沙质地表的相互作用
。

粗沙在 s m /s

钓风力下开始起动
夕
风蚀量取决于风速

、
’

蒸发量
、

月平均降雨量及地面粗糙程度
。

月降雨皿大于

蒸发虽时
, 一般不会起沙

。

流域内陆地年蒸发 量为 g ll
.

g m m
,

年降雨量 3 86 m m
,

差值为 一 525
.

9

m m ,
据统计 1 9 4 9年 以来

夕

历史上共出现大风 日3 53 天 ( 8 级风
,
风力 ) 17 m / s)

,
1 9 6别犷最 多

为 37 天
,

年 内大风主要出现在春夏两季
,

占总数78 %
。

春季多以冷空气形成 的大风为主
夕
夏季则

以雷雨大风为主
夕

最大风力达10 级
,

一般 5 一 6 级
,

以西北风为主
,

持续时间长
、

强度大
,
成为

风蚀沙摸化的主要动力
。

(三 ) 沙漠形态类型及其特征 工
.

新月形沙丘
。

多分布于片沙边缘
,
高度不等

, 一般 3 ~

:s m
,

俗称
“眉毛沙”

迎风坡 6
。

~ 8
“ ,

背风坡 2 50 一35
“ 夕

背脊线弓形
,

多与主风线垂直
,

两

翼不对称
,
翼的延伸方 向

, 地形开阔
,
风力不受阻

,
单个新月形沙丘移动快

,

特别是风成 沙
.

庄
,

质轻粒细
, ,

随风起动
。

2
.

新月形沙丘链
。

由两个 以上新月形沙丘并联而成
夕
排列方向与主风向

垂直
,

沙脊线呈波浪形
,

俗称
“拉骆驼沙

” ,

下覆物多为黄土及第四纪湖相沉积物
,

梭盖于黄土

上的沙丘链 比较小
, 一般高度 3 ~ s m

,

分布于湖相沉积物上的沙丘链 比较高大
,
多在 7 一 s m

以上
,
迎风坡平缓

, 一般 10
“

~ 25
。 ,

沙丘链上植被稀少
,
丘间下湿滩地梭有沙生植物

。

3
。

格

状沙丘
。

主要分布于湖盆滩地
夕

外缘与新月形沙丘相伴生
,
如屹丑沟

,

合子沟多见
。

格状沙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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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窝形
,

俗称
“牛眼睛沙

”
丘间距小

,
丘峰密集

, 丘垅或丘间凹地风蚀严重
。

(四 ) 土地沙漠化类型分区 根据土地沙漠化质地厚度
,
盖度和分布特点

,
沙化面积和风蚀

强度
,
拟将流域划分为四个沙漠化类型区

。

工
.

严重沙漠化类型区
。

分布范围包括上游和中上游的大保当
、

尔林兔
、

瑶镇和高家堡乡的

一部或大部
,

面积1 652
.

68 k m ,
占流域面积50

.

17 % , 区内抬理程度较高
,

流沙基本控制
,

固定

沙地及湖盆滩地 已开发利用
。

2
.

强烈沙漠化土地类型区
。

分布范围包括左岸青杨树沟以南
, 洞川沟以北 ; 右岸红柳沟 以

南
,
扎林川以北的中游地区

,
面积3 68

.

38 k m
“ ,
占流域面积 11

.

8 % ,
包括左岸半固定沙区和右岸

片沙黄土丘陵区的一部分
。

3
.

正在发展中沙漠化土地类型区
。

分布范围包括左岸盖沙黄土丘陵区和右岸片沙黄土丘陵

区一部分
,
面积 5 4 9

.

5 4 k m
“,
占流域面积 2 6

.

6 8 %
。

4
.

潜在沙摸化土地类型区
。

主要分布于下游黄土梁赤丘陵沟壑区及黄河沿岸峡谷丘陵区
,

面积7 23
.

40 k m
“,
占流域面积2 1

.

96 % , 局部有波状片沙和沙陀子
。

四
、

水土保持治理分区

(一) 分区方法

由于定性分析对多因子综合分区具有局限性和主观随意性
,
拟采用贝叶斯 (B a y e的 准则逐

步判别分析方法进行一级分区
,
用Q模式系统聚类分析进行二级分区

。

1
.

贝叶斯 (B a y e幻 准则法技术路线是
:
对于服从多维正态分布的多个总体

,
在它们具有

相 同方差的假设下
,
根据威尔克斯 (W il k 的 统计量对变量的判断能力进行检验

,
筛选出对分区

影响显著的主导变量 (指标 ) ,
在B a y e s准则下建立判别类型

, 进行多元判别
,
确定样地最可靠

的归属
。

设研究地域为一系统
, 它包括两 个类型区

,
每个类型区包含若干个个体

,
每个个体受 m 因子

(变量 ) 制约
。

并将该系统看作是一个欧几德空间
,
每一个体空间内内存一个点

,

该空间被两个

互相排斥的子空间充满
, 于是任何一个点都可 以找到它所归属的子空间

。

经过W il k s统计量检验
,
从输入 20 个变量 因子中判别入选 7 个变量作为建立数 学模 型指标

,

其中包括有
:

侵蚀模数
、

沟壑密度
、

粗沙含量
、

粘粒含量
、

人 口密度和人均耕地等
。

2
.

Q模式系统聚类分析法技术路线是
:
由于对二级区 (亚区) 调查时间短

,
资料不足

,
无

法用 B a y e s准则逐步判别法进行二级分区
, 同时考虑到治理分区的指标综合性

, 选用了 目前在分

类上应用较为广泛的Q模式系统聚类分析法
。

(二 ) 水土保持治理分区名称

I 长城以北风沙草滩强度风蚀防风 固沙区 ,

工
,

流动沙丘营林育草 固沙亚区
; 工

:

半固定沙丘封固改造亚区 ;

工
3

固定沙丘沙地开发利用亚区 ; 工
‘

湖盆滩地绿洲农业亚区 ;

n 黄土丘陵沟壑强度侵蚀综合治理区 ;

n :
片沙黄土梁状丘陵防风治沟亚区 ,

n :
盖沙黄土命状丘陵封山育林

,
坡沟兼治亚区 ;

11 3
黄土梁赤丘陵防冲

、

保土
、

固坡
,
护滩亚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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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秃尾河流域水土流失规律及其防治对策

五
、

分区综合治理开发途径与措施配置

(一) 风沙草滩 区

1
.

治理开发前景
。

该区地域辽阔
, 干早多风

,

地下水资源充沛
,
成为历史上放牧之地

,
在

治理开发基础上
,
逐步实现 以牧林为主

,
固沙兴牧

, 以牧促农
, 积极发展开拓性的工副业生产

,

建设稳产高产农业
,
逐步建成牧业生产基地

,
大力发展肉

、

皮
、

毛
、

绒等畜牧业商品基地
,
充分

利用区内天然湖泊 (海子) 水资源
,
发展养殖业

。

防风固沙
,
改善环境

,
提高土地生产率

,
逐步

实现良性生态系统
。

2
.

治理开发途径与措施配置
。

流动沙丘沙地亚区治理途径与措施配置
。

治理途径
:
营林种

草
,
防风固沙

,
改善环境

。

措施配置
: ( 1 ) 设置沙障固沙 ; ( 2 ) 造林固沙 ; ( 3 ) 建设草库

圈 ; (4 ) 引水拉沙造田 ; ( 5 ) 管造农 田网框林 ; ( 6 ) 封沙育草 ; ( 7 ) 人工种草 , ( 8 )

飞播造林育草 ; ( 9 ) 改 良天然草场
; (1 0 ) 挖渠排碱压盐等

。

半固定沙丘沙地亚区治理途径
:

沙梁
、

沙赤
、

沙坡营造灌木林
,
沟道兴建拦泥坝

,
支毛沟布

设生产坎
。

措施配置
:
封沙育林

,
封炯

,
缓坡地修建梯田

,
坡耕地推广水保耕作法

,
沟滩地引洪

漫地
,
沟道地建设小片水地或水平条田

。

固定沙丘沙地亚区治理开发途径
:

对 已经形成土壤结构的固定沙地
,
逐步实行更新与开发

,

以灌木为主的固定沙地
, 以乔木更新 ; 天然固定的沙丘沙地

,
拟灌

、

乔混交或草
、

灌
、

乔带状配

置更新 ; 对河谷滩地区
,
水源充足

,
发展灌溉农业

,
建设粮食生产基地

。

丘间湖盆地亚区治理开发途径
:
发展绿洲农业

,
建设流域粮食生产基地

。

在农 田区营建防护

网框林
,
强化防护体系

, 注意开渠排碱治盐
,
改 良土壤

。

在未开垦的草滩地
,
改 良天然草场

,
建

设人工草场
,
提高载畜量

,
发展畜牧业和编织业

。

(二 ) 黄土丘陵区

1
.

治理开发前景
。

由以农为主逐步过渡到农林牧全面发展
, 以牧养农

, 以农促牧
, 以林保

农
, 以草养畜

,
多种经营

,
全面发展

,
逐步实现 区域粮食 自给

。

根据立地条件
, 因地制宜

,
发展

水保林
、

经济林
、

防护林和用材林
,
加快农 田建设

,
陡坡退耕

, 以小流域为单元
,
布设防洪工程

体系
。

提倡舍饲
,

发展养牛
、

养羊
、

养鸡
,

调整土地利用结构
,

改善生态环境
,

建立 良性生态系统
。

2
.

治理开发途径与措施配置
。

根据水土流失规律与土壤侵蚀特点
, 拟在梁如流失源头

,
营

造乔灌混交林 ; 梁赤坡地布设水平梯 田
, 同时营造农田 防护林

,
侵蚀沟头布设沟头防护林) 并在

沟缘
、

沟头
、

沟缘线布设固岸防护林
,
乔灌混交和密植灌木林

,
在沟缘线 以上

,
分水岭以下

,
沟

间坡地上
, 2 5

。

以下建设水平梯田
,
并以灌木护岸

,
小灌木护坡

,
退耕坡地种植牧草

,
大面积荒

山荒坡人工种植牧草
,
陡坡地大力营造阔叶混交

,
乔灌混交护坡林

。

在支毛沟底部
,
布设横向密植林

,
带状林

,
或谷坊

、

封固沟床
,
防止下切

, 一二级沟道要按

梯度开发
,
布设淤地坝

, 和治沟骨干工程拦泥坝
。

在干流较宽的沟道上
,
或干沟的沟滩上

,

布设顺坝
, 丁坝

,
柳坝及护岸林工程

,

拦截泥沙
y

发展沟滩地
。

实施程序
:

先坡面
,
后沟道 ; 先支沟

,
后干沟 , 先上游

, 后下游的顺序原则
。

治理前期应以加快基本农田建设为重点
,
充分利用流域水土资源

,

提高植被建设速度和治沟

工程重点设施
,
改善环境

。

同时在剧烈和极强度侵蚀区的一级沟道
,
建设一批骨干拦泥坝

, 以便

在生物措施生效之前
,
有效地拦截泥沙

,
还可以在淤平之前蓄水灌溉

,
发展养鱼等多种经营

。

(下转第49 页)



第 5 期 王 军等
:
白河县发展石坎桑生悉经济效益显著

校对养蚕大户进行重点培训
,
对蚕农进行实用技术培训

。

林特局抽调全部林业技术人 员 深入 基
层

,
开展技术服务

。

对参加技术指导 的业务干部
,
实行按小班包乡

、

包村的办法
,
林特局与其签

订技术承包责任书
,
将完成任务情况作为本人考核业务技能和职称评定晋升的依据

。

(四 ) 制定和完善政策 主要是保护和发展桑树资源 的政策; 资金
、

物资扶持政策, 严格执
行国家茧价政策

,
并实行保护价收购

,
利润返还 , 鼓励科技人员进行技术承包的政策

。

哪炸 、, ‘熟哪炸、哪卿 、州炸
、
哪尽、

神
, 炸、, ‘卜对, 嘴挤

、

, 妇 、甲炸
、

, ‘卜喇, 喇卿
‘

昭尽
、
叼必卜甲炸

、

尹
甲尽

、

沪
嘟尽

、

, 娜、洲, 喇户哪炸
、

矽, 喇, 心炸 、吧炸
、
哪炸

.

甲, , , 喇, 哪炸、, 乒
、

喇, . , 咐, 创阶创,

(上接第11 页 )

盖沙黄土赤状丘陵亚区措施配置
:
农 田布局按照川

、

台
、

沟
、

滩顺序
,
封沟打 坝

,
引 洪漫

地
,
淤滩造田

,
提高农田防洪标准

。

利用荒坡
、

荒滩
、

沟岔
、

沟滩
、

营造放牧林
、

薪炭林
、

经济
林 , 沟缘

、

沟头
、

沟坡
、

田边
、

路旁
、

营造防护林
。

片沙黄土梁状丘陵亚区措施配置
:
该区地势缓平

, 以梁为主
,
梁坡地面积大

,
局部 授 盖

·

片

沙
,
人工植被较好

。

沟炯塌地片沙区
,
采取人工造林或飞播种草固沙

,
大梁塌地修建人造小平原 , 引水上山

,

发
展小片水地

,
人工种草更新荒地

,
支毛沟兴修淤地坝

, 主沟道布设骨千拦泥坝
,
前期蓄水

,
发展

:

沟台水浇地
。

梁赤黄土丘陵亚区措施配置
:
在沟头

、

沟坡
、

沟底布设三道防线区 , ( l ) 沟头设置生物圃

埂防护带, ( 2 ) 沟坡种植牧草
,
防止冲刷 , (3 ) 沟底修造谷坊

、

坝捻
,
巩固侵蚀基点

,
防治

沟蚀
,
有条件的地方建造小水库

,
解决人畜饮水

,
发展小型水利

。

黄河沿岸区
,
发展红枣经济林及护岸

、

防冲林
。

峪炸、哈炸 甲尽、甲, 甲, 澎炸、沼尽 嗯‘叭吧娜 , 咐, 吧尽 、侧, 哪炸
、尺术。 艰民咪, 阅乏, 、心尽 , 乒

、
峪灼、哪挤

、
昭弥、矽, , 咬卜尽, 哪弥、甲, , 炸

、
昭炸

、
褚妇

、

, 灼
、
甲尽

、

喇, 州, 喇, , 尽
、

明灼喇, 艰, 喇, 咐,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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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铺等 5 条小流域逐步推行
。

改低产茶园为多条密植丰产茶园2 00 0亩
,
改间作绿肥护坎保 土老

茶园复壮面积6 0 00 亩
,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经过 3 年的改造
,
每年取得直 接 经

济效益2 40 万元
,
初步控制茶园水土流失面积6

.

34 k m “,
每年 减 少 茶 园 泥 沙 流 失 量24 808 ~

30 8 9 6 t,
减少氮肥流失 1 2 00 k g ,

减少清淤投劳 10 0 00 个工 日 ,
每年可节约资金 3 万 元

。

加之

减少沙压农 田粮食增产
,
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加显著

。

四
、

结 语

通过对坡地茶园实施多条密植更新改造和间作绿肥护坎保土措施
,
取得 了显著的生态效益

、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这一试验研究成果的推广及应用
,
对改善豫南山区乃至大别山区的茶园经

营管理和加速茶叶生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 同时也提高了茶叶生产技术

,
增长 了知识

, 调动了

科学种茶
、

管茶
、

采茶的积极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