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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土流失现状及其防治对策

张 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

北京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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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该文论述了我国水土流失现状及危害
,

并对引起水土流失的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作了分

析
。

同时还对新中国成立以来
,

水土保持工作成绩及效益作了评价
。

最后笔者提出了以法防治

水土流失
,

搞好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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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人均水土资源紧缺的国家之一
,

又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一个国家
。

水土流失已成

为我国农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

并危及到农业发展
、

社会稳定
、

国家安全和子孙后代

的长远利益
。

因此
,

加强水土保持工作
,

对保障农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
、

稳定协调发展
,

对保护人类

的生存和环境条件
,

都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

一
、

水土流失概况及成因分析

我国国土面积 960 多万 km
, ,

水土流失遍布全国
。

按侵蚀营力的不同
,

可以分为水力侵蚀
、

风力

侵蚀
、

融冻侵蚀和重力侵蚀四种类型
。

其中
,

水蚀主要分布在山区
、

丘陵区
;风蚀主要分布在长城以

北
,

其次在黄泛平原沙土 区与滨海地带
;
融冻侵蚀主要分布在高寒山区

;
重力侵蚀主要形成于广大

山丘 区的山体自然崩塌泻溜
。

我国水土流失以水蚀和风蚀为主
,

其中水蚀最为严重
。

主要分布在西

北黄土高原
、

西南云贵高原
、

北方土石 山区
、

南方丘陵山区和东北黑土地 区等五大水土流失区
。

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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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蚀地 区
,

又是我国的主要贫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
,

大多处于干旱半干旱地 区
,

生态环境脆弱
,

有 3 亿多人 口
,

约占全国总人 口的 1/ 3 左右
。

因此
,

水土流失常常与贫困交织在一起
,

互为因果
。

水土流失从地类分布来看
,

产生水土流失的土地主要有三种
:
一是坡耕地

。

山区
、

丘陵区的耕地

50 % 一 90 % 分布在坡地上
;二是荒山荒坡

。

山丘区的荒 山荒坡一般坡度较陡
,

大部分用作放牧
,

如果

滥垦和过度放牧
,

水土流失更加严重
;
三是沟壑

。

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有沟壑 14
.
4万条

,

这些沟

壑都是水力侵蚀和重力侵蚀最严重的地区
。

水土流失从成因上分析
,

主要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个方面
,

自然因素主要包括地形
、

气候、

土壤和植被
。

这些因素经过复杂组合
,

同时处于不利状态
,

如陡坡
、

暴雨
、

土松和无植被覆盖等
,

就会

产生严重的水土流失
。

但只要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处于有利状态
,

水土流失就会有所控制或者比较轻

微
。

人为因素主要是人类社会不合理的生产建设活动
,

破坏了地面植被和地貌所造成的水土流失
,

例如
,

陡坡开荒
,

超载放牧
,

乱砍滥伐
,

破坏森林和植被
;
开矿

、

修路
、

采石等生产建设
,

破坏地表后不

加保护
,

又随意乱倒废土
、

弃石
、

矿渣等
。

自然因素所造成的水土流失是一种 自然的客观因素
,

虽然
人类目前还难以控制自然

,

但可 以探索它的规律
,

通过各种措施来减缓自然的侵蚀作用
,

最大限度

地缩小其危害的后果
;人类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加剧水土流失本来是可以防治的

,

但由于各级政

府主管部 门没有坚持按照 《水土保持法》办事
,

所以人为活动引起新的水土流失问题十分严重
,

已成

为当前防治水土流失的重点
。

二
、

水土流失危害

我国水土流失以水蚀面积分布最广
,

它对农业和国民经济所造成的危害也是最严重的
。

在山丘

区
、

主要是土壤侵蚀带来的危害
,

称之为侵蚀区
;
在平原区

,

主要是泥沙淤积带来的危害
,

称之为沉

积区
。

对侵蚀区来讲
,

它可以使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不断遭到严重破坏
,

侵吞农田
,

导致土地沙

化
,

降低土壤肥力
,

加剧干早发生
,

造成农作物减产
。

同时
,

加剧了人 口与资源和环境的矛盾
,

形成
“

越垦越穷
,

越穷越垦
”

的恶性循环
,

使水土流失与贫困交织在一起
。

据统计
,

全国 271 个贫困县
,

水

土流失区就有 235 个县
,

占 87 % 左右
。

水土流失使土壤养分含量不断下降
,

土壤肥力减退
。

据有关资料表明
:
开垦 40 多年的坡耕地

,

由于水土流失
,

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下降了 30 % 一50 %
。

另据广西壮族 自治区资料反映
,

在 1957 ~

]96 0 年的 4年中
,

中等肥力的土地面积占 67
.
2%

,

低等肥力的土地面积占 32
.
8%

,

由于水土流失
,

到 19 85年
,

中等肥力的土地面积下降到 60 %
,

低等肥力的上升到 40 %
。

由于坡耕地的水土流失
,

土

地 日益疮薄
,

田间持水能力变差
,

又加剧了干旱的发展
。

例如
,

山西省由于水土流失
,

生态系统失调
,

导致多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尤其是干旱更加严重
。

干旱不仅威胁农业生产
,

造成粮食减产
,

而且在

很大程度上又限制了林牧业的发展
,

给部分山区人畜饮水带来极大困难
。

又如甘肃省陇南地区康县

本来是个林区
,

以前旱情很少发生
,

由于乱砍滥伐
,

森林资源遭受严重破坏
,

加剧了水土流失
,

在近

22 年中
,

有 19 年出现了旱情
,

出现机率达 86 %
。

在 陇南地 区过去有
“

大旱不过 玉垒关
”

之说
,

而现

在
,

这个界限已经被打破
。

河南省的深 山区卢氏县
,

素有
“

天不旱卢
”

之称
,

现在也经常发生旱灾
。

在

我国西北干旱草原与风沙区相邻的黄土丘陵区
,

常年遭受风蚀危害
,

造成土地
“

沙化
” ,

如地跨陕西

与内蒙的神府—东胜煤 田西部
,

由于土地沙化
,

1 9 7 7 年至 1986年 10 年中损失土地 433
.
5 万亩

。

在南方土石 山区的坡耕地
,

由于水土流失
,

部分坡耕地岩石裸露
,

土地
“

石化
”

不能耕种
。

后果十分严

重
。

据有关资料表明
:
形成 Ic m 厚的土层需要 20 0一 40 。年

,

在正常条件下
,

年平均土壤侵蚀量每

公顷应控制在 2t 以下
,

才能保持这种平衡
,

但我国最轻度的侵蚀 区
,

每公顷都在 2t 以上
,

严重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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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侵蚀区
,

每公顷竟高达 50 ~ 150t
,

最高可达 20 0一30 0t
。

因此
,

水土流失不仅对农业和国民经济的

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

而且对当地群众的生存条件构成了严重威助
。

对沉积区来讲
,

由于侵蚀区大量泥沙下泻
,

并淤积在江河
、

水库
、

湖泊
、

沟渠里
,

给江河治理
、

防

洪
、

发电
、

供水
、

灌溉
、

排涝
、

航运渔业
,

甚至旅游等基础设施都会带来严重的破坏和影响
,

并加剧了

下游地区的洪涝灾害
。

例如黄土高原平均每年要输入黄河泥沙 16 亿 t
,

其中 4 亿 t要淤积在黄河下

游河道里
,

使黄河下游河床平均每年要淤高 10c m
,

即 10 年要淤高 lm
,

现在河床 已高 出堤处地面

5~ 7m
,

最高的达 10 m
,

成为世界闻名的地上悬河
,

对下游黄淮海平原 25 万 km
Z ,

1 亿人 口 的生命财

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

成为国家的
“

心腹大患
” .

水土流失造成水库湖泊淤塞
,

水资源状况恶化
,

航运

里程缩短
,

港 口功能降低也不乏其例
。

据初步统计
,

全国各地由于水土流失损失各类水库
,

山扩库容

历年累计在 200 亿 m
,

以上
。

长江中游洞庭湖的湖面
,

40 年来
,

由于泥沙淤积和治湖围垦
,

湖面容量

减少了 26 写
,

福建省闽江 口马尾港码头
,

原水深 10 m
,

可停泊万吨轮船
,

由于泥沙淤积
,

现水深只有

sm
,

6 0 0
0t 级轮船只能乘潮进港

。

三
、

水土保持工作成绩及效益

新中国成立以来
,

在党中央
、

国务院的领导下
,

经过 40 年的治理
,

水土流失得到一定的控制
。

到

1990 年度
,

全国共完成治理面积 55 万 km
Z ,

其中修梯田
、

坝地 13 99 5 万亩
,

营造水保林和发展经济

林果 3 53 3 万 h
a ,

林草保存面积 340 万 ha
,

还修建了大量的塘坝
、

谷坊
、

沟渠
、

沟头防护和坡面排水

设施等水保工程
。

这些措施在减轻水土流失
,

改变山区农业生产条件
、

发展农业生产
,

加速贫困山区

脱贫致富
,

减少江河湖库泥沙淤积
、

保护国土
,

保护基础设施
,

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均发挥 了显著作

用
。

许多水土流失严重地区
,

经过治理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
,

改变了生产条件
,

走上生产
、

经济
、

社

会和生态系统良性发展的道路
。

据水利部门对 40 年水土保持效益计算表明
:
40 年坝地拦泥累计达

35 5 亿 t
,

累计增加的产值 630 多亿元
。

现有水土保持设施
,

每年可增产粮食 110 多亿 kg
,

果品 23 5

亿 kg
,

技条 315 亿 kg
,

饲草 180 亿 kg
,

每年可增加的保水能力 180 多亿 m
, ,

可减少土壤侵蚀量 11
.

4 亿 t
。

例如
,

黄河中游地区
, 经过多年连续综合治理以后

,

从水文站实测资料分析可以看出
,

1 9 7 0
~

1 9 8 4 年的 巧 年
,

与 1950 一 197 0年的 20 年对 比
,

年平均流失的泥沙量减少了 5
.
84 亿 t

,

其中除去

降雨偏少的因素外
,

专家们认为
,

水保措施可减少入黄泥沙量 2亿多 t
。

治理集中
,

且治理程度较高

的晋陕狭谷地区 10k m
, ,

减沙量达 38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农村的改革为发展水土保持事业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和条件
。

十多年

来
,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水土流失 区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统一规划
,

山水 田林路综合治理
,

工程

措施和生物措施结合
,

草灌乔结合
,

全国先后开展治理的小流域有
,

9 0

00 多条
,

总面积 4 0 00 万 ha
,

治理了 2 000 万多 ha
,

年治理面积比前 30 年翻了一番
,

特别是黄河流域
,

10 年治理 了 733 万多 ha
,

治理面积相当于前 30 年的总和
。

80 年代初
,

农村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
,

在这种经

营体制的推动下
,

不少地区创造和积累了一套责
、

权
、

利统一和治
、

管
、

用结合的水土保持责任制
,

为

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山西省河曲县出现的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

的责任制
,

这种形式就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水土保持中的具体运用
。

这是
。

80 年代水土保

持工作的重大突破
,

是广大群众的一项创造
。

党中央
、

国务院及时肯定了这一经验
,

并在全国水土流

失地区推广
,

使水土保持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各地的经验表明
:
在小流域综合治理过程中

,

以建设基本农田为中心
,

提高粮食单产
,

解决农民

温饱为重点
,

因地制宜发展各类经济林果和养殖业
,

发展商品生产
。

凡是坚持这样做的
,

治理水土流

失步伐就比较快
,

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就显著
。

大多数农民不但解决了吃饭 问题
,

而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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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了当地的富裕户
。

所以
,

坚持治理与开发相结合
,

把水土保持工作作为贫困山区脱贫致富
,

发展

农村经济的根本措施来抓
,

是一条成功的路子
,

现在水土保持已真正成为改变山区面貌
,

发展农村

经济的生命线
。

户包治理小流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即以户包为基础
,

专业队为骨干
,

群众突

击治理为主力
,

户
、

专
、

群结合的多种形式抬理责任制的格局已经形成
,

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统分结

合
,

双层经营体制的完善
。

在大力推广户包小流域治理的同时
,

国家拔出专款
、

在严重水土流失地区
,

按大流域统一规划
,

以小流域为单元
,

实行有计划
、

有重点的大面积集中综合治理
,

坚持 山
、

水
、

田
、

林
、

路
,

农林牧副渔
,

全面发展的方针
,

改变了以往单一措施
,

分散治理的局面
,

·

把水土保持的综合防治功能和整体效益

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

1 9 8 3 年以来
,

国家 已先后批准将黄河中游
、

长江
、

海河
、

辽河流域上游 以

及葛州坝和三峡库区等 14 片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列为全国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区
。

第一期开展治理的

涉及 15 个省
、

区
、

市的 139 个县
,

总面积 1 800 万 ha
,

应治理面积 1
‘

1 洲 万 ha
‘几将有限的资金

,

集中

用于重点治理
,

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00 万 ha
,

年治理进度达 4%
,

,

比面上要快 4
‘

至 5 倍
。

实践证

明
,

在国家重点治理的带动下
,

层层抓重点
,

通过以点带面
,

这样就可以形成点面结合
,

小集中大连

片的治理局面
。

上述成就表明
:
80 年代是我国水土保持工作成效最显著的十年

,

也是经验最丰富的十年
。

四
、

以法治理水土流失是搞好水土保持工作的保证

90 年代是我 国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
,

农业的稳定发展是经济稳定
、

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基

础
。

但是农业是对自然资源依赖性最强的一个产业
。

就我国水土资源而言
,

由子人口的增加
,

人均

水 土资源都面临着不可逆转的减少和下降的趋势
。

40 年来
,

我国人均耕地 已从 0
.
18ha 减少到

。
.
08 h

a ,

减少 了 53 %
;人均水资源从 5 780 m

3
下降到 2 4 70 m

, ,

下降 了 57 %
;
水土资源紧缺 已成 定

局
,

对农业和国 民经济的发展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威助
,

尤其是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威胁最大
.

因此
,

千方百计保护水土资源
,

这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

是保障农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
。

为了有效地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
,

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
,

减轻水
、

旱
、

风沙灾害
,

从根本上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
,

保障农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

国家正式颁布了
.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

这是一部重要的自然资源保护法规
,

它标志着我国水土保持工作在法制建设

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水土保持法 》的核心内容
,

是确立了新的水保持工作方针
,

过去是
“

防治并重
” ,

现在突出了预

防为主
,

把预防
、

保护和监督工作提到了首要地位
,

改变了几十年来重治轻防的倾向
。

预防水土 流

失
,

主要是禁止不合理 的人为活动
,

如严禁陡坡开荒
,

乱砍滥伐
,

超载放牧
,

破坏森林和
卜

地面植被等
。

因开矿
、

修路
、

开山采石
、
兴修水利

、

水电等基本建设所引起 的地貌和植被的破坏
,

要积极采取保护

和恢复地面植被的措施
。

40 年的经验表明
,

预防保护搞不好
,

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就不可能得到有

效的控制 ‘ 对此
,

《水土保持法 》制订 了
“

谁使用土地、谁负责保护
,

谁造成水土流失
,

谁负责治理
”

原

则
,

强化了监督管理的职能
,

明确了法律责任 ‘ 并确定了主管机构和各级政府的职责
。

国务院水行

政主管部门是主管全国水土保持工作的领导机构
,

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

负责本

辖区的水土保持工作
。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将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任务
,

纳入各级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计划
,

安排专项资金
,

并组织实施
。

为了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

尤其是为了贯彻中央提出的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

‘集中精力把

经济建设搞上去的精神
,

90 年代必须加快防治水土流失的步伐
,

才能适应农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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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中游半干早带的侵蚀环境特征

(二)调整土地利用结构 黄河中游半干旱带土地利用的总体特征是农耕地所 占比重过大
,

、

约

占 3。%
,

林地和草地比重过小
,

而在农耕地中大约 80 % 用于粮食生产
,

而且 又是坡耕地
,

约占

90 %
,

为此
,

粮食产量低而不稳
。

这样的土地利用结构不仅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

而且还限制了经

济的发展
,

为了改变这种单一生产结构
,

必须首先建设基本农田解决吃饭问题
,

在此基础上用更多

的地建设草场
,

发展畜牧业
,

使该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农牧交错区
。

除上述两点外还需调整产业结构
,

为此应全面加强以能源重化工为主
,

包括农业
、

交通运输
、

科

教的基础产业
,

相应发展具有地区特色的加工业
,

提高区内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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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

1 9 9 2 年 5 月召开的全国第 5 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
,

提出的 90 年代水土保持的总 目标任务

是
:
全面管护

,

重点治理
,

强化预防监督
。

主要 目标是水土流失恶化趋势基本得到控制
,

在继续抓好

全国 14 片重点治理的基础上
,

在七大江河
,

尤其是黄河
、

长江中上游
,

以及三峡等大型水利水电枢

纽工程库区的严重水土流失区
,

要采取大面积种草
,

栽植林果
,

绿化荒山
,

闸沟造地
、

坡改梯
,

加快治

理步伐
,

力争实现年治理面积再翻一番
。

水土保持是山区发展生产的生命线
,

是国土整治
,

江河治理的根本
,

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基础
。

这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

利在当代
,

造福子孙
。

只要我们抓住机遇
,

解放思想
,

大胆改革
,

真抓实干
,

90 年代水土保持工作一定会开创新的局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