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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辽流域水土流失及其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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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该文分析了松辽流域的水土流失成因
,

分布及危害
。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分区防治对策
,

并根

据侵蚀因子相似性原则
,

把松辽流域分为五个侵蚀系统区
,

分别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模式
,

最后提

出了松辽流域防治水土流失的主攻方向
。

关键词
�

松迁流域 水土流失 治理模式 防治对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卿 �� �
� � �� �� � � � �。

� � 二 ��� 
�‘, � � �� ��� �介

, �’�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切�� �� ��
� � � ���� � � ��� � � � � � � � ��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叱��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父 w as sug ges ted in th e

PaP er
.

K e y w o r d s So n g
一

L i
a o v a

l l
e
y

50 1 1
a n

d w
a t e r e o n s e r v a t

i
o n e o n t

ro l p
a t t e r 介 p r e v en t iv e

】n e a S U r e

一
、

松辽流域基本情况
户

·

松花江
、

辽河两流域简称松辽流域
。

地处我国东北地 区中部
,

位于东经 116
O
54’~ 132

0
31

‘ ,

北纬

40
’

31

‘

一51
’

36

,

之间
。

西以大兴安岭分水岭
,

北以小兴安岭分水岭
,

东以长白山分水岭为界
,

南至黄

海和渤海
。

松辽流域所辖范围三面环山
,

一面靠海
。

全流域总土地面积 77
.
64 万 km

, ,

占东北地区总

土地面积 12 4
.
1万 km

,

的 63 纬
。

松花江上游分两支
,

一支是由北向南的嫩江
,

一支是由南向西北流的第二松花江
.
两支在三岔

河汇合后称松花江
。

全长 2 3ogkm
,

流域面积 55
.
68万 km , 。

辽河全长 1 345km
,

流域面积 21
.
96 万

km Z
。

松 辽 流域年侵蚀 总量 29 040
.
02 万 t ,

侵 蚀模数 2 884
.
59 t/(km

Z ·
a

)

,

有 的支流高达

收稿 日期
:1992一 11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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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而辽河支流柳河含沙量最高
。

据闹德海水库多年观测
,

年输沙量为 2 058 万 t,

而集水面积仅为 4 05okm
, ,

悬移质输沙模数竟高达 5 08 0t/km
, 。

松辽流域地处温带
、

寒温带大陆季风气候区
,

冬春干旱少水
,

夏季炎热暴雨集中
,

多年平均降水

量 300 一 950 m m
,

时空分布不均匀
,

东部 山区为 700 一 950 m m
,

其中长 白山主 峰 白头 山地 区可达

1 ooom m 以上
,

三江平原500一600m m
,

松嫩平原的西部和西辽河平原区仅为 300~ 400m rn
。

降水多

集中于 7
、

8 两月
,

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50 % 以上
,

6 一9 月汛期降水量占全年的 70 % 以上
,

且多以暴

雨形式出现
。

平均风速在沿海地区
、

平原地区和呼伦贝尔高原地区较大
,

一般为 3~ sm /
s。 山区较小

,

一般为

2一 3m /s
。

最大风速多出现在 3~ 5 月
。

一般最大风速可达 20 ~ 25 m /s
,

瞬时风速可达 40 m /s 以上
。

该流域西部
,

由于降水少
、

风大干旱
,

风沙作用十分活跃
,

是松辽流域风蚀严重地 区
.。 .

松辽流域的植被
,

从地带性及分区特点来看
,

可分为温带呼伦贝尔高原大针茅草原区
;
寒温带

大兴安岭山地兴安落叶松林 区
;温带东部山地红松阔叶混交林区

;暖温带辽宁丘陵山地油松
—

柞

林区
;
温带中部东北大平原草甸草原和草原区

. ‘ ·

“

二
、

松辽流域水土流失分布及灾害情况

据调查
,

松辽流域水土流失面积为 28
.
16 万 km

Z ,

占全流域总面积的 36
.
5%

。
一

其中水蚀面积为

20
.
72 万 km

Z ,

占总水土流失面积的 73
.
6% ;风蚀面积 6

.
68 万 km

, ,

占总水土 流失面积 的 23
.
7% ;

冻融侵蚀面积 0
.
76 万 km

, ,

占总水土流失面积的 2
.
7%

。

松辽流域水土流失程度状况及特点见

表 1
。

表 1 松辽流域水土流失现状及水土流失特点
.
松辽流域根据侵蚀因子相

地地区区 水土土 水土流失面积(万 km
,

)))

流流流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失

特特特点点 总计
. ...

轻度侵蚀蚀 中度侵蚀蚀 强度侵蚀蚀 极强度侵蚀蚀

松松花江江 小计计 16.0333 9.7333 5
.2222 0.9888 0.1000

水水水蚀蚀 13.5444 8
.3111 4 1999 0.9444 0.1000

风风风蚀蚀 1
.
7333 0

.
6666 1

.
0333 0

.
044444

冻冻冻融融 0.7666 0
.7666666666

辽辽河河 小计计 12
.1333 5

.4888 4.1111 1.9000 0.6444

水水水蚀蚀 7.1888 3.0000 2
.1777 0.8777 0.2666

风风风蚀蚀 4
.
9555 1

.
6000 1

.
9444 1

.
0333 0

.
3888

合合计计 28
.1666 15.2111 9

.
3333 2

.
8888 0.7444

坡耕地每年流失表土6~ 7m m
,

坡地的水土流失使沟壑增多
,

似性原则可分为五大侵蚀系统

区
,

即中低山地侵蚀系统区
;
低

山丘陵侵蚀系统 区
;
漫 川漫岗

侵蚀系统区
;
风沙侵蚀系统区

;

平原局部风
、

水侵蚀系统区
。

其

分布见图 1 所示
。

严重的水土流失灾害使坡

耕地土层变薄
,

据吉林省调查
,

全省未经治理的坡耕地每年流

失氮 2
.
3 万 t

,

流失磷 1
.
4 万 t

,

流失钾 16
.
3 万 t ,

相当于每年

损失人 民币 7 600 多万元的化

肥量
。

耕地面积逐渐减少
,

辽宁省 12

个市统计 1949 年有耕地46 493
.
3 3km 2

,

1 9 5 0 一 1980 年 30 年减 少耕 地 5 4 14
.
6 7km 2

,

每年减 少

18ok m Z
。

1 9 8 1 ~ 1 9 8 5 年减少 2 2 58km
, ,

平均每年减少 450
.
33k m , 。

由于坡耕地的水土流失
,

被冲刷

的泥沙淤积水库
、

河道
、

渠道
,

缩短工程寿命
。

内蒙古赤峰市解放以来
,

共建大
、

中
、

小型水库 83 座
。

因泥沙淤积而不能正常运行或报废的水库达 58 座
。

辽河上游大量水土输入干流
,

致使辽河河道年

平均淤高 。
.
l m 左右

,

1 9 8 5 年 8 月辽河连续 4 次洪峰
,

使中下游的洪水灾害就涉及 30 个县 (区 )的

5 03 3 个村
,

受灾面积达 95 0 万亩
。

其中绝产 42 0 万亩
,

倒塌房屋 17
.
4 万间

,

直接经济损失达 24
.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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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松辽流域水土流失的成因及特点
‘

水土流失一般是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综

合作用下发生和加剧的
。

而松辽流域水土流失

是在其特有的地理
、

地貌
、

植被等自然 因素和人

为不合理的社会生产活动作用下形成的
。

( 一 )自然因素

从松辽流域 自然条件与水土流失的关系来

分析
,

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

1
.
地形

、

地貌
。

山区
、

丘陵区面积大
、

分布
.

广
。

山区面积占松辽流域面积 的 56
.‘

3

一

%

。

山丘

区 山高 坡陡
,

山 区海 拔 高度 一 般 在 800 一

翻
1
懂翻
2
口
:崖昌‘口

5
1.中低山地浸蚀地系统区 ;
3 风沙侵蚀系统区

;

5 平原局部风水侵蚀系统区

.
低山丘陵浸蚀系统区;

漫川漫岗侵蚀系统区
,

图 1 松辽流域侵蚀系统区

1 Z o o m 之间
,

最高峰长白山头的白云峰海拔 2 691 m
。

·

5 一 15
“

的坡地面积古山区面积的 37
.
62 %

、

1 5 ~ 2 50 的坡地面积占山区面积的 25
.
40 %

、

25

。

以上坡地面积占山区面积的 n
.
05 %

。

其次是漫川

漫岗区
,

该区虽然坡度不大
,

但坡长很长
,

一般在百米以上
,

黑土地
,

区长达几百米以上
,

最长的达千

米以上
。

再次是风沙佗区
,

风速大
,

3 一5 月最大风速一般可达 20 一25 m /s
,

最大瞬时风速可达 40 m /
s ,

风沙作用十分活跃
。

2

.

地表土壤有效土层薄
,

侵蚀速率快
。

山地土壤有软土层
,

一般厚 20 一 30
om

,

其下则是岩石风

化碎屑
。

黑土
、

褐土
、

栗钙土
,

虽然剖面中母质层较厚
,

可达几米
、

几十米
。

但有效土层 只有 30 ~ 40c m

厚
,

所以土壤侵蚀潜在危险大
,

侵蚀速率快
,

松辽流域较险型以上的面积占总面积的 61 %
。

3

.

降雨特点
。

降雨分 布很 不均匀
,

东南部山区一般在 600 一 950 m m
,

中部丘陵漫岗
、

平原 区

400 ~ 700 m m
,

西部平原风沙区 30 0 ~ 500 m m
。

降雨量年内各月分配悬殊
,

70 % 的降水集中在 7
、

8

、

9

三个 月
。

而且降雨强度大
。

松辽流域暴雨 日数虽然不多
,

但强 度很大
,

东南各地 24h 降雨量在

75 ~ 10 om m 的 日数可占历年暴雨 日数的 25 %
。

其次是蒸发量大
,

西南部风沙干旱 区
,

年蒸发量在

2 ooom m 左右
,

是年降水量的 4 倍多
。

4

.

地面植被
。

林地覆 盖面积分布不均匀
。

中低 山区 57 %
,

低 山丘陵区 40
.
60 %

、

漫川漫岗区

17
.
6 %

、

平原 区 16
.
4 %

、

风沙区只有 6%
。

其次是农耕地垦耕指数高
,

主要粮食产区垦耕指数均在

0
.
5一0

.
7

,

有的局部地区高于 0
.
7 。

‘

( 二)人为因素
二

1

.

砍伐森林
。

建国以来
,

松辽流域有三次较大的森林砍
卜

伐
,

致使松辽流域林木遭到严重破坏
。

由

建国初期的 3 亿亩下降到 2
.
4亿亩

。

牡丹江市林缘后退 20 “30 k m
。

2

.

草原破坏
。

由于人 口增加
,

广种薄收
、

开荒种地
、

超载放牧等原因
,

大量破坏草场
,

造成风蚀严

重
。

吉林省白城地区
,

仅 198Q年就开沙佗地 10 万亩
,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
,

全区草场面积 由 1963年

的 3 000 万亩减少到 198 2年的 2
·

1

00 万亩
。 -

3

.

不合理利用土地
。

毁林种参
、

蚕场过度放养
、

超载放牧
、

小片开荒
、

森林砍伐速度大于土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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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速度
,

以及开矿
、

建厂
、

修路
、

基本建设等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

据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统计
,

无计划采

金
、

采石
、

掘沙
、

基本建设和多种经营等破坏水土保持达 350 多处
,

乱采面积近 1
.
6万亩

。

四
、

松辽流域防治水土流失对策
(一 )分区治理措施 根据松辽流域侵蚀区分布

,

特征
、

以及治理途径
、

措施
,

同时考虑水土流失

的发展过程及危害程度和国家投资情况
,

按侵蚀 因子聚类
,

将松辽流域水土流失的治理分为三类
。

1

.

重点治理类型区
。

包括 已列入 国家重点治理的柳河闹德海水库以上地区和将计划列入国家

重点治理 区的辽宁省的大凌河流域(包括内蒙古部分 );黑龙江省的乌裕 尔河流域
;
松花江沿岸地区

(包括吉林省的辉发河
、

长春江段
、

哈尔滨江段三个单元)o 这些地区是松辽流域水土流失非常严重

的地区
,

直接威胁着松花江和辽河
,

是洪水灾害发生的源区
,

必须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治理
。

以流域为

生态单元
,

在全面规划的基础上
,

以治坡和治沟骨干工程相结 合
,

重点加以整治
,

尽快恢复其生态平

衡
,

减少其输入松花江和辽河的泥沙量
。

’

2

.

重点保护类型区
。

包括东北西部大兴安岭
、

北部小兴安岭
、

东部张广才岭
、

老爷岭和长白山地

区
,

森林资源丰富
,

是东北地区重要木材基地
。

在这一地区应认真贯彻落实《水土保持法 》
,

严禁乱伐

森林
,

防止火灾发生和林业作业道造成的水土流失
,

应形成系统的监护网络
。

重点保护 区见图 2
。

3

.

重点监护类型区
。

包括东北地区矿产钢铁等开

采 区
,

如安达
、

霍林河
、

辽源
、

阜新
、

抚顺
、

本溪
、

通化
、

鸡

西等都是东北地 区重要的煤炭
、

钢铁开采地区
。

因此今

后在这些部门必须设立水土保持机构
,

配备专管或兼

管人员
,

在该企业的领导下
,

开展与生产同步的水土流

失预防和治理工作
。

在开采之前必须做水土保持规划
。

(二)用生态控制系统的观点作为治理思想 水土

流失治理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

它包括各种 自

然因素和社会因素
。

而水土流失地区又是不同程度破

坏的生态系统
。

根据侵蚀因子相似性和系统破坏程度
,

把松辽流域分为如上所述五大侵蚀系统区
。

根据侵蚀

系统区的特点
,

通过治理恢复其应有的层次植被 系统
。

同时又必须结合发展生产
,

增强侵蚀系统区的经济实

力
。

1

.

中低山地侵蚀系统区治理模式
。

中低山地侵蚀

系统区是松辽流域重要 的林业基 地
。

森林覆盖率在

图 2 松辽流域水土保持重点治理
、

保护
、

监

护类型区位置示意图

60 % ~ 70 %
,

水土流失轻微
,

多为微度和轻度侵蚀
。

由于该地区是人 口密度小
,

剩余劳力较小的地

区
。

因此这一侵蚀系统区属于重点保护类型区
,

在治理上根据其特点
,

采用
“

植树种草—
保水保

土
”

的治理模式
,

在经济开发上
,

以草保土养畜
、

以畜促进种粮造林
,

同时和木材加工业统一起来
。

建

立成林果基地
。

在治理形式上
,

应采用小流域综合治理措施
,

以小流域为侵蚀系统单元
,

进行科学规

划
,

因地制宜
、

因害设防
、

综合治理
。

即在坡面分水岭两侧采取封山育林育草为主
;在坡面通过兴修

隔坡水平条田
,

或鱼鳞坑
,

进行造林
,

工程标准要按 10 年一遇的 24 h 最大暴雨设计
,

20 年一遇 24 h

最大暴雨校核
;
在坡脚兴修高标准的梯 田

;
在沟道兴修谷坊

,

同时必须做到一般工程与骨千工程的

结合
,

建成四道防线
,

形成四维空间相统一的综合防护林体系
。

2

.

低山丘陵侵蚀系统区治理模式
。

该区是以农业为主
,

农
、

林
、

牧协调发展的农
、

牧业交错区
,

人

口 密度较大
,

人为活动破坏水土资源
,

水土流失严重
。

特别是黄土丘陵沟壑区
,

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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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蚀模数高达 6 000 ~ 10 o00 t/(k 耐
·

a
)

。

该区属于重点治理区
。

因此
,

该区应采用同上的
“

植树种

草—保水保土
”

的治理模式
。

在治理形式上仍然是以小流域为侵蚀系统单元
,

做到工程措施
、

生物

措施和保土耕作措施的结合
。

其工程措施是指坡改梯工程及水系配套工程治理水土流失
;生物措施

是指通过种草植树增加植被保持水土
,

耕作措施是通过改变农耕习惯来保持水土
。

在沟道和坡面结

合水利工程建成高产
、

稳产农田
。

3

.

漫川漫岗侵蚀系统区治理模式
。

本区属于东北黑土区
,

是东北地区主要产粮区之一
。

由于耕

地面积大
,

耕垦指数高
、

林草覆盖率低
,

加之漫岗区坡长均比较长
。

所以本区水土流失比较严重
,

坡

耕地的侵蚀模数在 3 000 一 5 0。。t/ (k m
, ·

a
)

。

该区属于重点治理区
,

治理重点应放在坡耕地上
,

建

设坡地基本农田
,

搞好商品粮基地建设
。

在治理上采用
“

农田开发—水系配套
”

模式
。

4

.

风沙侵蚀系统区治理模式
。

本区风大
、

干旱
、

林草覆盖率低
,

风沙灾害严重
,

是松辽流域主要

的风蚀区
。

属于重点治理区
,

本区应采用以
“

水利为先导
”

的治理模式
,

充分发挥风沙地区地下水资

源
。

例如科尔沁沙地南缘地下水潜水埋深仅 0
.
5一2

.
om

,

当年开发
,

当年即可见效
。

发挥水利在生

物工程中的作用
。

防治风沙
,

其主要是大搞植被建设
。

形成沙区林 网
,

即生物工程
。

而风沙区分布

在半干旱区
,

生物工程的成败在于土壤水分
。

如一些地区
“

小老树
”

的出现
,

植物栽植的成活率低
,

生

长期过早衰退等
,

都与水分系统有关
,

增加植被建设的关键是大搞水利建设
。

风沙区应集水利工程
、

生物工程
、

机械工程为一体的经济开发
,

防治沙化
。

5

.

平原区局部风
、

水侵蚀系统区治理模式
。

本区是松辽流域商品粮基地
,

是人 口密度大
,

人多地

少的地区
,

在治理上应采用
“

农 田开发—水系配套
”

模式
。

应大搞水利建设
,

排洪除涝
,

发展水地
,

建设高产稳产农 田
,

除此以外
,

还要大搞农 田防护林和草场建设
,

改变农业生产系统和生态环境
,

促

进各业发展
。

( 三 )松辽流域水土流失防治中今后的主攻方向 1
.
水土保持与经济开发

。

水土流失直接受害

者是当地农民
,

同时也影响着全流域经济的发展和农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今后在治理中
,

山区
、

林区

应改变过去以粮为纲的习惯
,

促进林果和畜牧业的发展
,

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

发展商品生产
,

以促

进水土保持工作持续不断的发展
。

‘

2

.

提高水土保持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
。

结合治理水土流失搞好水保科技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

工作
,

不断提高水保科技人员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
。

同时应加强水土保持方面基本资料的整

理
、

分析
、

积累工作
,

建立完整的技术档案系统
。 _

3

.

坡耕地的改造
。

中低山地侵蚀系统
,

低 山丘陵侵蚀系统
、

漫川漫岗侵蚀系统内
,

只强调修水平

梯田
,

许多地方大量 5o 以内
,

甚至 3o 以内的坡耕地修成水平梯 田
。

这样做
,

虽然达到了保持水土问

题
,

但耗资大
,

应改变这种作业
,

按水土流失原理修水平梯田
、

坡式梯田
、

隔坡梯田等
。

4

.

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水土保持意识
。

应进一步宣传《水土保持法 》
,

增强人们以预防为主的水

土保持意识
,

使广大农民群众认识到搞好水土保持是使自己本身脱贫致富的关键所在
,

而不是仅仅

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

只有提高认识
,

转变意识
,

才能把水土保持工作变成农民群众的 自觉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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