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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县坚持长期治理乌破河小流域成效显著
钟 兆 和

(广东省五华县水保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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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五华县乌破河小流域水土流失严重
,

崩岗林立
,

面蚀
、

沟蚀严重
。

由于该县 40 多年来

坚持综合治理
,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

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控制
,

森林覆盖率由 8 %提高到 67 %
,

侵

蚀模数由 1 0 s 4 s t / ( km
,

·
a )降至 1 7 0 0 t / ( k m

,
·

a )
,

流域内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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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水土流失现状

广东省东北部的韩江上游地 区
,

不仅是全省
,

也是我国南方红壤丘陵区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

区之一
。

其 中五华河中段支流乌阪河流域
,

普遍存在着不同类型
、

不同程度的土壤侵蚀
,

尤其是滑

坡
、

崩山等剧烈侵蚀所造成的危害特别严重
。

新 中国成立不久 ( 1 9 5 2 年 )
,

国家就选定在五华县建立水土保持试验推广站 (五华县水保站的

前身 )并建立以防治水土流失为主要任务的试验
、

观测和研究基地
。

据建站初期的调查
,

流域范围内

不同侵蚀程度的土地面积为 1 k5 m
,

左右
,

占总面积 23
.

23 k m
,

的 “ %以上
,

占其中丘陵山地面积

1 8 k m
,

的 8 0%以上
。

不同侵蚀类型中
,

强烈侵蚀类型与同一类型中侵蚀强度大的地段
,

所占的面积

比例都在 50 %以上
。

由于水土流失的普遍存在和不断发展
,

山林植被稀落
,

降水资源得不到很好拦

蓄
,

山地丘陵上的土壤遭到严重的冲刷和流失
,

导致沙化
、

痔化
,

还造成低处农田常常遭到洪水
、

泥

沙的侵袭和危害
,

导致生态平衡严重失调
。

出现了五夭无雨即显旱象
,

连续降雨 50 m m 即发生洪涝

灾害
。

易早易涝
,

农
、

林各业生产发展及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严重的障碍
,

长期处于低 下的水

平
,

致使该小流域陷于
“
人穷山光

,

山光人穷
”

的恶性循环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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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治理效益

在各级领导部门的重视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及科学技术人员多方协作共同努力下
,

乌破河

流域经过 40 多年的连续治理和综合治理
,

水土流失得到了控制
,

尤其是近 10 年
,

在贯彻实施广东

省人大关于
“

韩江上游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整治和开发利用
”

的决议过程 中
,

对该区的 山
、

水
、

田
、

林
、

河道等进行了全面的综合治理
,

从根本上 已改变了该区的生态 环境和促进了农
、

林等诸业生产

的发展
,

较快的发展了社会经济
,

大大地提高了群渗丝自物质生活水平
。

经过 40 年的连续治理和综合治理
,

结合梯 田
、

沟恤
、

谷坊和拦洪
、

塘
、

库等工程的修筑兴建及养

护
,

大力营造保持水土的林草植被
,

目前全流域森林孤盖率 已由 1 9 5 2 年建站初期的 8%提高到

1 9 8 9年的 67 %
,

林木积蓄量也相应 由原来的 1 200 m
,

提高到 39 200 m
3 。

明显的增强了降雨贮蓄和

对径流泥沙的拦截
,

从而减轻了水土流失
,

保护了耕地农 田
。

据乌阪河水文泥沙观测计算结果表 明
:

区内的侵蚀模数 已由 1 9 5 3年 1 0 5 4 3 t / ( km
Z · a )逐渐下至 1 9 9 0 年的 1 7 0 0 t / ( k m

, · a )
。

随着河道含

沙输沙量的降低
,

河床由逐年淤高转变为逐渐刷深
,

主河道平均刷深达 1
.

7m
,

为低产农田改 良创造

了有利条件
。

由于水
、

土资源得到保护
,

生态功能得到逐步恢复
,

这具体表现在 1 9 8 6 年由第 7 号台

风带来的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
,

这里没有出现洪涝灾害
。

1 99 0 年到 1 9 9 1 年间
,

百年不遇的长期干

旱
,

这里也不见旱象
。

随着生态系统逐步向 良性循环转化
,

粮食亩产由 1 9 5 2 年的 1 9 o k g 提高到

1 9 8 9 年的 89 k5 g
。

加之林
、

牧
、

果
、

蔬等种植
、

养殖业的发展
,

人均年收入由 1 9 8 1年的 58
.

2 元提高到

1 9 9 0 年的 8 05
.

3 元
,

年人均收入 1 0 00 元以上的农户
,

由 28 户增至 81 2 户
,

占总户数的 54
.

2%
,

群

众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

三
、

总结经验开拓前进

回顾对乌阪河小流域的治理改造
,

归纳起来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

50 年代开展以工程措施为主的治沟试验
,

掀起全面治理崩山的群众运动
,

对流域 内的大部分

崩山都进行了初步治理
,

效果较好
,

群众的积极性很高
,

并得到了苏联专家扎拉夫斯基的现场指导
,

获得了国务院的奖励
。

在得奖锦旗上有邓子恢副总理的题词
: “

水土保持工作是山区生产的生命

线
。 ”

60 年代开展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的沟坡兼治治理
。

首先加强国营水源林场的领导和管

护工作
,

同时年复一年的组织发动群众进行荒山造林绿化
,

坚持治理水土流失
。

对崩山
、

沟状
、

面状

侵蚀统一治理
,

修筑谷坊
、

挖鱼鳞坑
、

开水平沟
,

多种措施防治水土流失
。

土石方工程建到哪里
,

林草

生物措施就配套到哪里
,

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同步进行
,

实现工程措施促林草
,

林草措施护工程的

治理 目标
,

70 年代开展以水系为对象
、

流域为单元
、

山水田统一规划
,

分期实施的小流域综合治理
。

在治

山方面
,

坚持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
,

治理与管护相结合
。

在治水方面
,

先后建成 38 个水土保

持骨干工程 (,J
、 型水库 1个

、

小 (二 )型水库 2个
,

山塘和大拦沙坝 )控制了流域集水面积的 1/ 3
,

起

到了蓄水
、

灌溉
、

调洪
、

拦泥
、

拦沙作用
,

有效地削减了洪峰
。

然后对乌阪河进行 了截弯取直
,

挖深河

床
,

扩大单宽溢流水深
,

扩大了可耕地面积 82 亩
,

大大地减轻了洪水灾害
。

接着全面调整排灌系统
。

在治 田方面
,

从三个方面做起
,

一是排三水
:

环山开沟排洪水
;环田开沟排锈水

; 田间开沟排积水
,

做

到高水高排
、

低水低排
、

排灌分家
。

二是三改
:

改土掺沙
,

对低洼积水 田进行改造
;
改冬闲田种绿肥

;

改重施氮为增施农家肥和巧施氮
、

磷
、

钾肥
。

三是大力推广 良种
,

做到科学种田
。

通过总结经验
,

乌阪河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
,

在五华县水土流失区的 62 条小流域得到推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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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华县坚持长期治理乌破河小流域成效显著

用
,

治理成效显著
,

其中棉洋河小流域综合治理得到了中央水利部的奖励
。

80 年代
,

治理
、

科研
、

开发三者相结合
。

做到以水土保持科研促防治水土流失
,

以防治水土流失

促经济开发
,

以获取较大的生态和社会效益
。

五华县水保站承担着水利部
、

广东省水电厅
、

中科院
、

广东省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及高等院校

的水保科研任务
,

共有 10 多个项目
,

都取得了较好的科研成果和显著的进展
。

仅五华县水保站与有

关科技人员编写并公开发表的论文就有 20 多篇
,

部分科研资料还提供国际泥沙研究中心作为培训

讲学教材
。

通过这些科研活动及取得 的科研成果
,

对该流域的综合治理开发起到 了很好的指导作

用
,

逐步协调了治理与开发的关系
,

不断巩固和扩大了治理的成效
,

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振

兴
。

而且还带动了周围地区的治理与开发工作的开展
。

许多科研成果获碍了国务院及广东省
、

广州

市有关部门的奖励
,

并授予
“

农村科技先进集体
”

称号
。

五华县水保站建站 40 年是坚持在水土流失极其严重的乌破河流域长期艰苦奋斗综 合治理的

4 0 年
,

在这 40 年中
,

从中央到地方
,

各级领导多次亲临现场视察和指导
,

并给予极大的支持
。

我们

所取得的成绩
,

都与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分不开的
,

并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赞扬和鼓励
,

同时还受

到 国际友人及专家学者的关注和赞誉
。

如 50 年代
,

苏联专家扎拉夫斯基实地考察后
,

对该流域群众

性大规模治理崩山表示称赞
;
60 年代

,

该流域以生物
、

工程措施相结合进行沟坡兼治的 良好效果
,

吸引了越南水利考察团前来参观考察
;以后的

“
治山

、

治水兼治 田
” ,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

进一步加

强责任制
,

开展综合治理并取得了显著的生态
、

经济
、

社会效益
。

慕名而来参观考察的共有 12 个国

家
,

60 多位专家学者
。

他们参观后在留言中写道
: “

现场考察是最好的学习课堂
,

五华县水保站卓有

成效的工作
,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五华县水保站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

,

如果把它运用到其

它国家和地区
,

中国将会成为全世界水土保持事业上最有成就的国家
” 。

诚然
,

这只是对我们过去在

水土保持工作中的一些成绩的鼓励和鞭策
,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现有成果
,

逐步建成
、

并不断改

善和优化水土保持生态系统
,

争取获得更显著的生态
、

经济和社会效益
,

还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和

做更扎实细致的工作
。

(土接 第 46 页 ) 表 2 五华县花岗岩风化壳土壤物理性质

土土 层层 含水量量 容 重重 孔孔 饱和度度 土粒粒 液限限 塑限限 塑性指数数
((((( % ))) ( g /

e m , ))) 隙隙 ( % ))) 比重重 (沁 ))) ( % ))) ( % )))

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
湿湿湿湿湿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红红土层层 1 7
.

555 1
.

7 555 1
.

4 8 999 0
.

7 6 666 6 0
.

111 2
.

6 333 4 4
.

000 2 6
.

666 1 7
.

444

沙沙土层层 1 8
.

000 1
.

5 777 1
.

3 3 111 0
.

9 6 111 4 8
.

999 2
.

6 111 3 8
.

888 2 0
.

000 1 8
.

888

碎碎屑层层 2 1
.

666 1
.

6 777 1
.

3 7 333 0
.

9 0 333 6 2
.

333 2
.

6 222 4 0
.

555
·

2 5
.

555 1 5
.

0 000

三
、

水蚀和重力侵蚀的相互效应

水蚀和重力侵蚀作用在崩岗形成和发育过程中是相互联系
,

又相互促进的
,

而在崩岗发育的后

期
,

却成为互相削弱和互相消失的过程
。

水蚀— 重力侵蚀型崩岗在深切期和崩塌期
,

由于径流淘

蚀作用引起的崩塌相伴
,

促进侵蚀沟的沟头后退和沟沿扩展
。

疏松的崩塌堆积锥更有利于径流的冲

刷运移
,

成为崩岗最大的产沙部位
。

而堆积锥的径流冲刷
,

又加高陡壁的高度
,

使陡壁失去支撑
,

促

进崩塌的发生
,

流入沟沿裂隙的径流
,

也有促进崩塌作用
。

平衡期沟头上部的集水面积小
,

径流冲刷

减弱
,

崩塌堆积锥得 以保存
,

崩壁得到支撑保护
,

而崩塌减少
,

植被恢复
,

径流冲刷和崩塌逐步消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