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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武源区沟坡开发中的水土保持

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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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沟壑区沟 坡开发已是人们争取生存空间
,

缓和土地压力的途经
,

也是现阶段农村

经济发展的基础
。

沟坡应 龙优化生态环境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前提下进行开发
。

该文以长武

王东沟试验区为例
,

论述 了构坡开发中的水土保持和农业基础设施
,

即水
、

田
、

果
、

林
、

路五项子

工程的配套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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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沟壑区平坦源面与沟壑面积之比
,

在宽源沟壑区为 3
:
7

,

在残源沟壑区为 2
:
8

,

甚至

1 : 9
,

即大部分地理空间为沟壑占据
。

该区域通常把沟壑地段称为
“

沟坡
” 。

实际上它是源面被流水

切割以后所形成的各种地形的集合
。

一
、

沟坡土地与沟坡开发

沟坡土地面积大
,

地貌形 态复杂
,

土
、

水
、

光
、

热随地形分异
,

构成丰富多彩的土地资源类型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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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态环境
。

自古以来沟坡土地为当地人民所开拓利用
,

但 由干地形破碎
、

高差大
,

耕地分散稼墙

难
,

生存环境长期处在闭塞
、

落后
、

原始状态
,

被当地农民视为偏僻困苦之地
。

带来的社会问题是
:

由

于婚嫁
,

子女上学
,

用水用电困难
,

出现人口向源面迁徒和劳动力远离沟坡
,

致使大量沟坡土地弃耕

荒芜
。

即使耕垦土地
,

也是粗放经营
,

低投入低产出
,

生产潜力远未发挥出来
。

到 目前
,

该 区域 90 %

的农民以及村庄
、

城镇
、

学校
、

企业
、

交通集中于源面
,

土地压力很大
,

人地矛盾尖锐
。

近十年来沟坡

开发被人们重视起来
。

沟坡开发已成为人们争取生存空间
、

缓和土地压力的途径
。

黄土高原沟壑区

从 60 年代起普遍加强了治理
,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植树造林
,

涌现出一批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典型
,

但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开发沟坡
,

成效不大
。

甘肃陇东就有
“

高治理
,

低效益
”

之评价
。 “

七五
”

期间
,

国家科技攻关项目—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定位试验
,

设在陕西长武王东沟的试验区
,

在沟坡治理的

基础上进行开发
,

创造了水
、

田
、

果
、

林
、

路五项子工程配套和沟坡村落总体开发的
“

王东经验
” ,

对周

围地 区产生了深远影响
。

所谓沟坡开发
,

是指沟坡土地的治理
、

利用和建设
,

包括改善农业生产条

件
、

平整土地
、

建设路
、

水
、

房舍
、

仓窑等基础设施
,

增加用水
、

照明及教育
、

文化娱乐设施
,

为农民在

沟坡上生产和生活创造比较良好的环境
,

促使劳动力
、

物资
、

技术与沟坡土地密切结合
,

并与市场信

息相勾通
,

形成粮食
、

果品
、

经济作物集约化经营
,

实现土地的高产 出和劳动者的高报酬
。

沟坡开发

的 目标是将本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
。

二
、

沟坡开发中的水土保持

水土保持是沟坡开发的必要前提
。

该区域历年来的群众运动和经常性的农田基建
、

植树造林
、

保水抗旱耕作
,

使水保治理程度不断提高
,

起到了保护生态的作用
。

该区域水土保持以增加降水就

地入渗拦蓄为中心
,

主要作法是改变微地形和增加植被覆盖
。

沟坡地带的水土保持必须从源 面做

起
,

力争做到
“

水不下源
” 。

然后根据沟坡土地特征及其利用方式采用不同的方法治理
。

在王东试 区
,

从源面到梁顶
、

到沟坡
、

到沟底
,

水土保持措施配置如下
:

源面有源地和源边缓坡两类
,

占试区总面积的 35 %
。

源地实现以道路为骨架的方 田林网化
;
源

边缓坡已全部修成水平捻地
。

对沟头低洼地和胡同全部平整和填堵
。

耕地实行机耕深翻
,

几乎容纳

全部降水
。

只是村庄
、

道路
、

场院等硬地面出现暴雨产流
,

是水土保持的重点
。

试区推行庭院开辟园

田和挖渗井
,

拦蓄院落和屋顶产流
。

村庄按集流地势修涝池共 13 个
,

容积达 5 o00 m
, 。

对 于村内外

道路全部整修
。

路面呈拱形
,

路边挖蓄排水沟 (并栽树 )
。

源边缓坡临接沟头和陡坡的部位修沟边埂
。

上述措施层层设防
,

可控制十年一遇 24h 降雨

lo g m m 水不下源
。

源面产流的控制拦蓄
,

对沟

坡的治理和开发构成屏障
。

在沟坡地带
,

梁顶全

部修成水平捻地
;
梁坡上< 1 5

。

的缓坡修成宽面

梯田
; 15 一 3 00 的坡地修成窄面梯田

;
梁坡下部

的天然坪台 (残留阶地)修成水平捻地
。

王东试

区沟坡地带的水平梯田和捻地共3 2“亩
,

占沟

坡面积的 45 %
,

是近期沟坡开发的主要对象
。

通过老梯田再一次修复平整
,

修通机动车路
,

调

整生产结构
,

增加肥料投入
,

提高经营水平
,

已

使沟坡农田和果园收益比原来的土地产值提高

5 ~ 25 倍
。

梁坡上还有 > 30
。

的陡坡地 已全部修

成水平阶造休
。

林下荒草植被茂密
。

附图 道路防蚀体系示意图

l一窑窖
, 2一蓄水槽

; 3一路拱
; 4一路坡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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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顶和梁坡水土保持的重点是新修机动车道路的防护
。

试区的做法是
:

路面修成拱形
;路边土

崖崖根旁挖蓄水槽
;土崖下部每隔 50 ~ 60 m 挖一贮水窑窖

,

容积 10 m
3 ;土崖之上的山坡修成梯田

或挖壕沟
;
路下边一侧边坡种小冠花

、

祀柳
、

紫穗槐 (附图)
。

当道路穿过梯田和捻地
,

尽量选择有利

地势将道路径流引入旁边的农田果园中
。

位于下部的现代沟谷
,

地形破碎
,

遍布有陡崖和陡崖之下的坡积物
,

沟内散布大小不等的滑坡

体
。

沟缘线附近黄土喀斯特地貌发育
,

凹槽
、

陷穴
、

盲沟
、

串洞横生
。

上述这些部位是本区域土壤侵

蚀活跃之地
。

每遇暴雨出现坡洪冲刷
,

大量泥沙渲拽而下
。

现代沟谷的水土保持以生物固沟为主
。

沟缘线附近营造乔灌草复合植被
。

陡崖之下的泻溜坡采用沙棘
、

刺槐固定
。

沟底及滑坡体实行工程

整地的造林绿化
,

树种以杨树
、

柳树
、

刺槐
、

祀柳为主
。

对现有的低产刺槐林
,

可实行皆伐萌桑定株改

造
。

沟床上游段修串珠式谷坊群
,

下游段打小坝
。

沟滩地栽种芦苇
。

这样
,

从梁顶到沟底各种措施

镶嵌配套
,

层层设防
,

连锁控制
,

同时梯田捻地全面培肥土壤
,

实行深翻
,

接纳全部降水
,

沟坡地带的

侵蚀强度会大幅度下降
。

随着林草植被覆盖度的提高
,

水土流失可基本得到控制
。

这是高原沟壑区

群众多年水土保持经验的概括
,

也是王东试 区沟谷治理 的写照
。

试区现代沟谷内造林达 2 52 0 亩

(其中 2 / 3 已成林 )
,

占沟谷投影面积的 67 %
。

沟缘线营造刺槐林沟边林带 2 5 4 om
。

沟的上游修谷

坊 23 座
,

沟滩栽植芦苇
,

支沟内打土坝 2 座
。

除过陡崖和石沟槽外
,

其余皆为乔灌草所覆盖
。

三
、

沟坡开发中的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基础设施是沟坡开发转入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必要条件
。

本区域沟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正在兴起
。

王东试区开创几项试验性建设
,

证明了它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和在经济上的有效性
,

为广

大农民所接受
。

目前只是因为资金不足
,

制约着该项事业的发展
。

王东试 区沟坡基础设施建设主要

有
:

道路
、

引水
、

房舍
、

仓窑
。

这些基础设施促进劳动力
、

物资
、

技术
、

信息与沟坡土地结合
,

带动了平

整土地和培肥地力
,

也带动果
、

经
、

养殖业在沟坡兴起
,

扩大了生产领域
,

增强了沟坡土地的物质能

量转换
。

同时大大降低了劳动消耗
,

让农民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果园和农田的精细管理上
,

促进了优

质高产
,

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生产力
。

王东试区的技术经验介绍如下
。

1
.

沟坡道路
。

试区从
“

七五
”

开始逐年修筑通往沟坡的机动车路
,

截止 1 9 9 2 年底共 18 条
,

合计

长度达 Zokm
。

路宽 3
.

5一 sm
,

纵坡 6纬一 9 %
,

路轴回头曲线半径 5一 sm
。

因为只满足小四轮拖拉机

和中型载重汽车慢速行驶
,

故比四级公路《公路工程技术标准》标准低
。

路面为原状土起拱
,

并配套

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的防治措施
,

经过多次暴雨考验
,

证明对防止暴雨径流冲刷有效
。

目前

试 区共 9 个沟坡单元都可通行机动车
,

还向沟底修通一条
,

构成沟坡道路网
。

修筑沟坡道路同平整

土地一样
,

主要靠农民义务工积累完成
,

只有遇到土方集中的高崖靠推土机和爆破松土施工
。

其费

用 由治理费支付
。

2
.

沟坡长途调水
。

1 9 9 1 年 6 月至 1 9 9 2 年 5 月本地区遇到了连续 36 0 天缺雨的严重干旱
。

在干

旱威胁之际
,

试区实现了向沟坡果园长途调水
,

铺设聚 乙烯塑料水管 3 800 m
,

管径 帆。~ 75 m m ; 总

落差 1 17 m
。

水管穿过源面
、

源边缓坡
、

梁顶和梁坡主要果区
,

沿途修建贮水池 7 个
,

可随意调节放

水
。

每小时输水 7一 8t
,

供沿途和沟坡 1 60 亩果园浇灌
,

保证抗旱丰产
。

该工程利用村内原有泵站
,

再未增加动力设备
,

仅配用水管
、

水池
、

水表和闸阀
,

靠地形落差长距离自流送水
。

该项工程利用沟

底泉水资源
,

又增强沟坡的抗灾能力
,

同时解除了农 民在沟坡生产中吃水用水的困难
。

修建该工程

实行股份合作制
,

采用多方集资
,

建成后逐步用水费回收
,

做到以水养水
。

该项设施在高原沟壑区有

广泛推广的价值
。

3
.

房舍仓窑
。

沟坡建设房舍仓窑供农民暖季管理果树和经济作物使用
。

王东试 区农 民自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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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作业房舍蔚然成风
。

式样有两层土楼
、

小平房和土窑 3 种
,

用于居住
、

饮食和储物
。

有的农民还在

沟坡修建土窑式果库和畜禽圈舍
。

其中住人的采用带凉棚的土木房舍 (使用面积 巧一 20 m
,
)较为合

理
,

库房和圈舍采用土窑比较经济
。

因而农民暖季可以扎根在沟坡
,

实现劳动力
、

物资
、

技术与沟坡

土地结合
。

这也表明经营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

4
.

园田沼气池
。

沟坡既然有了路和水
,

农民居住和畜禽养殖进入沟坡
,

加之高效益果园逐步涌

现
,

果园将种植绿肥铺底
。

因此
,

农民对沟坡建沼气池就有了需求
。

建沼气池一来解决农民的生活

用能
;
二来能为农田果园提供优质厩肥

。

据各地测定沼粪渣含有机质 30 09 /k g 以上
,

比地面堆肥速

效氮多 20 %
,

有效磷多 30 %
,

对增加土壤腐殖质十分有效
;
对沟坡园田减灭病虫

、

改善环境卫生有

好处
。

沼气发酵温度为 100 ~ 40 ℃
。

长武试区沟坡每年沼气发酵天数
,

即日均温 ) 10 ℃达 1 72 夭
,

如

果采用局部保温
,

发酵时间还可再长
。

这样可满足暖季农民生活用能
。

同时实现人
、

果园
、

绿肥
、

饲

料青草
、

畜禽
、

沼气
、

沼肥之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
,

建立 良好的生态经济系统
。

目前沟坡发展沼

气的条件初步具备
,

只因为附近缺少沼气用具技术服务站
,

加之农民资金不充足
,

故其推广尚有一

定困难
。

四
、

结 语

水土保持
、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新型产业兴起是沟坡开发的三个基本内容
。

这三个方面都需

要农民进行人力
、

财力
、

物力投入和掌握科技
。

而且资金的投入比重将越来越大
。

农民对上述投入

都得由沟坡土地获取经济效益
,

即由预期资源产品在市场上实现的利益来驱动
,

从而进一步实现资

源的市场配置和科学技术的引用
。

而资源的市场配置和价格机制则是调控土地资源得到保护利用

的有效手段
,

也是农民进行土地保护利用和建设的动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