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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流域土壤侵蚀现状及防治对策

李 明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
·

吉林省长春市
·

13 0 02 1 )

提 要

根据东北地区土壤侵蚀遥感制图调查结果
,

笔者论述了松花江流域土壤 仅 蚀 类 型
、

分

布
、

强度分级和不同侵蚀强度区的侵蚀特点
,

并通过典型实例分析了该流域土壤仅蚀造成的

危害
。

在此基础上
,

提出了该流域土壤侵蚀的防治对策
。

关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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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为东北地区扮条最大的河流
。

它流经黑龙江
、

吉林和 内蒙古 3 个省区
。

流域面积近 55

万 k m
“ 。

有两大支流
:
一是发源于大兴安岭的嫩江 ; 二是发源于长白山的第二松花 江

。

该 流 域

内丘陇山地 占2 / 3
,

由于森林大量砍伐
,
荒地大量开垦

、

土壤侵蚀不断加剧
。

据调查结果表明
:

土

壤侵蚀的几种丰要类型均有分布
。

调查采用全国统一 6 级分级制
、

见表 l 。

由于对风力侵锌类型缺乏定量资料
,

暂采用定性分级
。

各种侵蚀类型及强度分级面积见表 2
,

:

· `

:、仪稿 日姐 . 1。 , 2二。。二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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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水力侵蚀强度分级表

强 度 分 级
失竺些些

数烤均
剥蚀深度

七, 、 k

品司
~

蕊而矛
~~~

~

-
一 -

.

-
一

-
~
一召召

乙乙 5 0 000

555 00~ 2 5 0000

222 5 0 0~ 5 0 0 000

555 0 00~ 8 00 000

888 00 0~ 15 00 000

))) 1 50 0 000

流域内水力
、

风力两种侵蚀类型的分布有

明显 的地域性
。

风力侵蚀类型集中分布在嫩江

中下游两岸
,
占流域总面积的 9

.

73 %
。

水力侵

蚀类型分布于大兴安岭东麓
,
小兴安岭南麓和

长白山西麓广大山地丘陵和 山前台地地 区
。

占

流域总面积的 90
.

2 7%
。

一
、

水力侵蚀类型

(一 ) 微度侵蚀 微度侵蚀分布区
,

一种

是平原地 区
,
如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

。

地势平

坦
,
无明显水土流失 ; 另一种是流域周 围山地

分水岭地带
,

.

森林茂密
,
无明显侵蚀

。

表 2 松花江流域土壤侵蚀面积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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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轻度侵蚀 其分布也有两种情况
。

一种是在 山地分水岭外围
,
植被覆盖较差地带 ; 一

种是平原 内地面起伏 (坡度 3~ 5
。

左右 ) 地带
。

侵蚀方式主要是面蚀
。

(三 ) 中度侵蚀 分布在大兴安岭东麓
,

长白山西麓和小兴安岭南麓低山丘陵地带
。

其侵蚀

强度增大的相 同因素是天然植被遭受严重破坏造成的
。

而且该区也是坡耕地分布较多的地区
。

其

侵蚀方式除面蚀外沟蚀明显
,

沟壑密度达 l ~ Zk m / k m Z 。

(四 ) 强度侵蚀 多分布于第二松花江
、

牡丹江流域和松花江干流段的丘陵区
。

在呼兰河流

域则 多分布在上游小兴安岭南麓的丘陵漫岗地形部位上
。

这里森林植被已不复存在
,

是该流域坡

耕地集中分布区
。

地面坡度 5一 8
。 ,
起伏强烈地段坡度大于 8

。 。

沟壑密度达 2~ 3 k m / k m
’ ,

沟

宽和沟深亦 明显增加
。

(五 ) 极强度侵蚀 零星分布在人为活动破坏严重地段
。

沟壑密度3~ s k m / k m
“ 。

土 地 资

源破坏严重
。

不仅使土壤肥力明显下降
,
而且造成地面支离破碎

,
耕地不断减少

,

严重威胁农业

生产的发展
。

水土流失
, 已成为当今世界上重大环境问题之一

,
松花江流域亦不例外

。

现仅以两个实例加

以说明
。

黑龙江省克拜地区
,

包括克山
、

拜泉
、

海伦等县一带
。

地处访漠尔河
、

呼兰河 的 中 上

游
。

属小兴安岭山前丘 陵漫岗地形
,
是黑土集 中分布地 区

。

开垦年限在70 一 10 。年左右
。

据 黑 龙

江省水土保持研究所观测结果表明
: 黑土层剥蚀厚度是惊人的

。

由表 3 看出
,
强度侵蚀黑土层剥

蚀掉 23/ 以上
,

残留的黑土层不足 2c0 m ,
有些地方甚至变成

“
破皮黄

” 。

从土壤流失 量 也 可 以

看出黑土区侵蚀的严重性
。

由表 4 看出
,
极强度侵蚀模数达 8 0 0 0七(/ k m “ ·

a) 以上
。

这 一 数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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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和我国黄土高原 的侵蚀量相近
。

由此可见
,
松花江流域的土壤侵蚀是相当严重的

。

表 3 不同侵蚀程度黑土层剥蚀厚度表 表 4 黑土区不同侵蚀程度侵蚀模数表

}
不同侵蚀程度黑土层残留厚度 `。 m ,

县 名 } 1
一

} }
一一

份半缨缨缨缨燮
克 山

}
6 3

{
` 0

…
2 7

1
2 0

拜 泉 …
6 7

)
` 2 交

…
2`

…
` 5

不同侵蚀程度侵蚀模数 (七/ k m
Z ·

a)

县 名

轻 度 中 度 极强度

2 8 5 0

3 1 2 0

5 0 0

8 7 5

3 8 5

51 0

8 7 5

38 5

山泉克拜

又如松花湖淤积现状
,
松花湖位于松花江支流第二松花江上

,
是丰满电 站 蓄 水区

。

该电站

1 943年开始发电
,
最大设计库容 10 7

.

8亿 m “ ,
控制流域面积 42 s o o k m “ 。

据 1 98 1年吉林省水保办

等单位调查结果
,
松花湖年淤积量为 525

.

49 万 t ( 已扣除年出库泥沙量 )
。

据此推算
,
丰 满 水 库

从 19 43 年至 198 1年运行 38 年
, 总淤积量为 19 96 8

.

62 万七
。

若视淤积泥沙容重为 1
.

35
,
则淤积体积

为 14 7 9 1
.

5万 m 3 。

这一结果
,
与 19 8 2年水利部工程管理局编制的 《全国大型水库》 资 料 记载

,

丰满水库已淤积 13 3 00 万 m `的结果是一致的
。

年淤积量使库容损失 5 编 ,
且年泥沙淤积量 还 在

不断增加
,
现年泥沙淤积量为建库初期的3

.

6倍
。

可见
,
土壤侵蚀的加剧

,
严重地影响 了工程 效

益 的发挥
。

二
、

风力侵蚀类型

风力侵蚀的分布具有明显地域性
。

从生物气候条件方面看
, 属半干早半湿润草原地区

,
.

年降

雨量在 5 00 m m 以下
。

风多
、

风大
,
常出现起沙风速 ( 75 m / s)

。

地面组成物质
、

普遍 具 有深厚
大的沙层

,
颗粒较粗

,
结构松散

,
易于流动

。

该流域内风蚀区一般都具有气候干早
,
风多

、

风大和

充足沙源三个条件
。

而且干早和大风季节同步
,
更加剧了风蚀的发展

。

1 9 8 5~ 1 9 8 7年调查流域风
`

蚀现状时
,

因缺乏定量资料
,
我们采用了综合因素定性分级方法

。

在影响风蚀强度分级因素中选

择地表形态特征
、

土沙移动程度
、

植被类型和覆盖度
、

_

土地利用现状 以及对农牧业生产危害程度

等几个定性指标
。

按上述分级原则
,
将流域内土壤风蚀强度划分为四级

。

(一 ) 微度风力侵蚀 与水蚀分级一样亦属无明显侵蚀区
。

无论耕地或草原
,
对农牧业生产

均无严重影 响
, 只见轻微风蚀特征

。

多分布于河流沿岸和平坦沙地上
, 即使出现零星沙丘也已处

·

于长期稳定状态
。

(二 ) 轻度风力侵蚀 风蚀特征比较明显
,
地表可见沙纹

,
沙垅和半固定沙丘

,
土沙移动

有明显痕迹
,
农牧业生产受到一定程度危害

。

(三 ) 中度风力侵蚀 地面多见风蚀残丘
,
风蚀洼地

、

半固定及半流动沙 丘
。

耕地 已 不多
.

见
,
草原上以早生植物为主

。

如锦鸡儿矿沙篙等所 占比例增大
,
植被覆盖度明显降低

,
一般都低

于 5 0%
。

(四 ) 强度风力侵蚀 面积很少
,
土沙处于强烈流动状态

。

流动及半流动沙丘普遍存在
,
甚

至可见一些新月型沙丘和沙丘链
。

已难为农牧业生产所利用
, 只在局部丘间洼地尚可放牧

。

风蚀的危害不容忽视
。

松花江流域的风蚀区
,
地势平坦

,
草原面积大

,
是重要的农牧业生产

基地
。

但由于土壤风蚀的不断发展
,
给农牧业生产带来严重威胁

。

首先是剥蚀表土
,
地力减退

。

据黑龙江省水土保持研究所观测
,

’

风沙土年剥蚀表土厚度 0
.

7~ 1
.

OC m ,
合每年每亩共剥蚀 掉 表

土 5
.

6~ 6
.

6 m 3 , 黑土和黑钙土年剥蚀表土厚度 0
.

3一 0
.

c6 m ,
合每年每亩共剥蚀掉表土 2~ 4 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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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土大量被剥蚀掉

, 必然导致地力减退
, 同时还造成草原严重退化

。

据统计
,
黑龙江省的太来

、

龙江
、

杜蒙等14 个县 (旗 ) , 19 5 6年草原面积 4 400 多万亩
,
到 19 7 8年22 年间减少 1 8 00 多万亩

,

平均每年减少 80 多万亩
。

当然草原面积减少有多种原因
,
但风蚀沙化是主要因素之一

。

而且
,
草

质也明显退化
, 原来优质牧草

一

占54
.

3% , 现在仅占13
.

0 % ,
这就限制了畜牧业的发展

。

此外
,
风

蚀沙化还大量吞食和埋没耕地和草原
,
威胁水利工程

, 阻塞交通
,
甚至有些村屯居民点也因风沙

一

威逼而被迫搬迁
。

总之
,
由于风蚀的不断加剧

,
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已构成了一

种严重威胁
。

兰
、

防治土壤侵蚀的对策

松花江流域土壤侵蚀是比较严重的
,
而且又有不断加剧的趋势

,
如何防治? 这里不就具体的

水土保持措施进行论述
,
而从宏观地对全流域防治土壤侵蚀的对策谈三方面意见

。 ,

(一 ) 坚决贯彻执行 《水土保持法》 , 坚持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

持法 》 指出水土保持工作方针是
:
预 防为主

,
全面规划

,

综合防治
, 因地制宜

,
加强管理

,
注重

效益
。

结合松花江流域实际情况
,
贯彻执行水土保持括

,

必须坚持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
。

松花江

两大支流的发源地大小兴安岭和长 白山
,
原来林草生长茂密

,
土壤侵蚀轻微

,
但是近百年来艺着

森林大量砍伐
,
荒地大量开垦

,
才造成土壤侵蚀不断加剧

。

据 50 年代进行松花江流域 规 划 时 统

计
,
水土流失面积仅占全流域面积的 15 %左右

。

而这次调 查全流域土壤侵蚀面积 (包括水蚀和风

蚀 ) 已达 16 万 k m Z ,

占流域面积的29
.

18 %
。

另据水土保持部门估计
,
几十年来治理水土流失 的面

积约占流失面积 的 l 4/ 至 l / 5
。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
,
流域内水土流失面积不仅有增无减

,
而且边

表 5 抗蚀年限分级表

分 级 抗蚀年限
一

(年 )

一丁
一一

磕
一

型

…
’

> 10 00

较 险 型

}
`。。 0一 1 0 0 了

危 险 型

{“
0 0一 10

:

极
.

险
、

.

型
·

}
10 一 1

子

毁 坏
`

型
1 1<

治理
、

边破坏
,

`

甚至破坏大于治理这是
。

水土

保持工作中函待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
。

同时
,

由于流域内存在着土壤侵蚀的潜在危险
,
也要

求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
。

19 8 5~ 1 987 年我们调

查该流域土壤侵蚀现状时
,
除使用侵蚀模数这

一定量指标外 , 还引用了反映土壤侵蚀潜在危

险程度的抗蚀年限指标 (也有称侵蚀速率 ) ,

即有效土层厚度与年平均剥蚀厚度的比值
。

其

分级标准见表 5
、

土壤抗蚀年限调查 的结果如

表 6
。

表 6 抗蚀年限分级面积统计表

无险型

( > 1 00 0年 ;

较险型

( 1 00 0 ee 1 0 0 )

危险型

( 10 0~ 10年 )

极险型

( 10~ 1年 )

毁坏型

( < 1年 )

10 心 k m
Z

2 1
。

13

%

38
。

50

10 `
k m

Z

17
,

24
.

%

3 1
。

38

10 `
k m

Z

5
。

8 7

%

10
。

7 0 {
10 `

k m
Z

0
。

03
.

%

0
。

OG

10
. 心

k m
Z

0
。

02

%

0
。

05

从表 6看出
,

流域内有3 8
.

50 % 的面积为无险型地区
。 ,

这主要指有深厚堆积层的平原
夕

.

土 壤为

黑土
、

黑钙土和草甸土的地区
。

极险型和毁坏型面积很少
。

面积较大的则为较险型和危险型
,
分

别占31
.

38 %和 10 泞。%
。

这些地 区地貌多为中低山地
, 目前植被覆盖度较高

,
剥蚀厚度还不大

,
,

但土层薄
,
多为山地土壤

,
土壤侵蚀潜在危 险性很大

。

一旦植被遭受破坏
,
较厚的表土层将会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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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流失掉
。

因而对流域内石质山区
, 必须保护好现有植被

夕 它是 防治土壤侵蚀的根本措施
。

而且

只有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
,
才能使这些有土 壤侵蚀潜在危险的地 区得以保护

。

(二 ) 坚持搞好全面规划和重点治理 对全流域水土保持工作
,
要在摸清土壤侵蚀现状和规

律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规划
,
选择水土流失最严重地区进行综合治理和重点治理

。

据调查
, 流域内

土壤侵蚀严重地区不在山区
,

而是在 山前丘陵和强烈起伏台地上
。

主要分布在嫩江支流钠说尔河

中上游
,

第二松花江支流辉发河中上游和松花江干流上的支流呼兰河中上游地区
。

从土壤条件方

面看
,

这些地区是东北地区黑土和白浆土集
l二

户分布区
、

而且也是黑龙江
、

吉林两省重 要 商 品 粮

基地
。

土壤抗蚀能力相对较弱
。

黑土的地形条件多为缓坡漫岗
,
坡度不大但坡长很长

, 汇水面积

大
,

雨季坡水集中
,
表土易被冲刷

。

同时土壤结构疏松
, 下层又都有透水性很差的 深 厚 粘 质土

层
,
又因季节性冻层存在时间长 (一般延至 6 月 中旬才完全解冻 )

,
这种季节性冻层相当于一个

隔水层
,
降低土壤渗透性能

,
容易形成地表径流

,
冲刷表土

,
造成土壤面蚀普遍发生

,
而在集水

线部位逐发生强烈沟蚀
。

如前所述
, 土壤侵蚀模数达 7 0 00 ~ 8 0 0 0 t / ( k m “ ·

a ) ,
严 重 者 高 达

10 0 0 0七/ lc( m
Z ·

a)
。

为此
,
在 19 8 2年召开的全国第 4 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上

, 原水 电 部 钱 正英

部长在报告中指出
: “

全 国水土流失面积… …主要在西北黄土高原
, 江南丘陵吐!区 ,

北方石质山

尾和东北黑土地区
。

,, 东北的黑土又主要分布在松花江流域内
。

因此 ,
防治黑土区水土流失是当

务之急
。

(三 ) 把防治土壤风蚀纳入水土保持全面规划之中 松花江流域的风力侵蚀区
, 属半干早半

湿润地区
,
与全 国的风沙 区或者与整个东北地区西部风沙区相比

,
这 里的降雨量和地下水条件相

对较好
。

其湿润系数较大
。

土壤沙化存在逆转可能性
。

但由于人为活动的破坏和载畜量急骤增加
,

目前风蚀沙化正处于发展状态之中
, 必须重视其严重后果

。

全流域防治风蚀沙化
,
与防治水蚀有很多不同之处

。

虽然在局部地段采取一些具体的防风固

沙措施也可 以取得一定的效果
,
但因风蚀沙化地带性和地域性很强

,
应当从改善生态环境

,
促进

良性循环着 眼
。

只有从地域性 角度增加林草植被 的覆盖度
,
才能有率地影响自然 因子朝着生态环

境良性循环的方 向转化
。

流域内的风蚀区
, 属 国家三 北防护林体系建设范围

, 应使流域规划
、

水土保持规划和三 北防

护林体系 的布设紧密结合起来
,
体现三北防护林建设中 3 个三 结合的技术要求

。

即 农 林 牧 三断蒙

合
、

网片带三结合
、

乔灌草三结合
。

参加此项 工作的还 有车镇海
、

吴 国顺
、

王素霞
、

赵万智
、

王克荆
、

陈尤等 同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