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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沟壑区水土保持方略探讨

—
以长武王 东沟试验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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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王东沟试验区将水土保持工作与沟坡经济开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

以市场经济机制调动群

众对整个沟坡资源的进一步开发
,

在保护和改善资源环境的同时
,

使群众走向富裕道路
,

已成为

周围地区的先进典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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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沟壑区总面积约 5 万 k m
, ,

沟壑纵横
,

宽源沟壑区沟壑面积约占土地面积的 60 %以

上
,

残源沟壑区沟壑面积占到土地面积的 70 %乃至 90 % ;
即大部分地面空间为沟壑占据

。

本区域

90 %的农民
、

村庄
、

城镇
、

学校
、

企业和交通集中于源面
,

土地压力很大
,

人地矛盾 日益尖锐
。

沟坡地

段 (群众居住源面
,

通常称沟壑为沟坡 )是源面被流水 (暴雨径流 )切割以后所形成的各种地表形态

的集合
。

长期以来
,

该土地类型区由于生产环境差
,

交通不便
,

水土流失严重
,

土壤清薄等原 因
,

沟坡

地段居住的群众仍过着贫困的生活
。

普遍存在人心思
“
源

” ,

要求向源面搬迁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

致

使大量土地弃耕荒芜
,

耕垦土地也是粗放经营
,

低投入低产出
,

劳动报酬低
,

土地生产潜力远未发挥

出来
,

致使 已经治理的沟坡土地又重新产生水土流失
。

收稿 日期
: 1 9 9 3 一 0 5 一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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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沟试区概况

王东沟试 区位于陕西省长武县洪家乡
。

试区所在的长武源位于黄土高原沟壑 区中部
,

总面积

8
.

3 k m
,
(内含飞地 0

.

1 9k m
2
)

,

地貌分为源面和沟坡两大单元
,

分别占土地面积的 35 %和 “%
。

源面

又分源面和源边缓坡两个亚单元
,

分别约占 22
.

6 %和 1 2
.

4 %
。

沟坡分梁 (沟间地 )和沟谷两个亚单

元
,

各占 35
.

6%和 29
.

4 %
。

从生产利用角度上可划分为源
、

梁
、

沟三大类型
,

约各占 1/ 3
,

上
、

中等农

田分布在源面和梁顶上
。

试 区包括两个行政村
,

辖 11 个生产组
,

总人 口 2 0 14 人 (1 9 9 2 年 10 月 1 日统计 )
,

人 口密度

2 5 0 人 / k m
, ,

属人 口稠密区
。

人均耕地 1
.

72 亩
,

人均土地只有 6
.

7 亩
。

90 %的农民以及村庄
、

学校
、

企业集中于源面
,

由此可将王东沟试区视为黄土高原沟壑区的缩影
。

二
、

试区水土流失成因分析

按陕西省水土保持区划
,

长武县属渭北旱源沟壑中度水土流失区
。

1 9 8 5 年全县土壤侵蚀模数

为 2 7 6 8 t / (k m
, 二a )

,

沟壑密度 1
.

18 k m / k m
Z ,

源面与沟壑土地之比 3 : 6 (其余为川滩地 )
。

试区位于长武县西部
,

源地面积较大
,

土壤侵蚀 比较轻微
,

源边 周围沟道密布
,

其中大部分沟头

与源面农田集水槽和村庄道路相连
。

平均输沙模数为 1 86 0 t/ (k m
, · a )

。

试区产沙营力主要是水力
,

是村庄
、

道路
、

场院
、

砖厂等硬地面降暴雨后产生的径流
。

它沿道路
、

胡同汇拢
,

从沟头或陡抓下拽
。

这种下 i曳的洪水具有较大的势能
,

遇到深沟大壑转化为动能
,

具有

很大的侵蚀破坏力
,

冲击切割下部农田和阶地并冲刷沟底
。

王东村周围的 15 条支毛沟都是如此发

育而来
。

因此
,

洪水下源是破坏土地的主要方式
,

也是水土流失的主要动力
。

暴雨径流也是导致重力侵蚀的重要原因
。

试区内现代沟谷发育相对年轻
,

多数冲沟和切沟正处

于沟道下切与谷坡扩展的活跃期
。

特别受古地形倾斜面和新构造运动形成节理裂隙的影响
,

当源坡

或梁坡上方集水径流沿裂隙下渗时
,

形成软弱面
,

这样使处于临空状态的土体
,

极易产生崩滑侵蚀
。

崩滑侵蚀是高原沟壑区最重要的重力侵蚀产沙方式
,

是河流泥沙的主要来源地
。

通过以上分析
,

暴

雨径流是本区域造成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的主要动力
。

三
、 “

生态型
”

水土保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黄土高原沟壑区 90 写的农民以及村庄
、

城镇
、

学校
、

企业
、

交通集 中于源面
,

源面土地压力 巨

增
,

人地矛盾 日益尖锐
。

沟坡土地面积大
,

虽经多年的群众运动和经常性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

水土

流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
,

但由于治理工作只注重生态型效益
,

忽略经济效益
,

加之沟坡土地远

离村庄
、

集镇
、

交通不便
,

物质和劳动力投入难
,

形成耕垦土地的粗放经营
,

低投入低产出
,

劳动报酬

低
、

土地的生产潜力远未发挥出来
。

生活在本区域沟坡村落的群众
,

由于婚嫁
、

子女上学
、

用水用电
、

耕地分散等种种困难
,

人心思
“

源
” ,

出现农户向源面搬迁和劳动力同沟坡疏离
。

致使已经治理的沟坡土地长期荒芜
,

沟边埂
、

地边

埂
、

谷坊等被暴雨径流冲毁后无人过问
,

从而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

究其原因
,

主要是由于生态型水土保持
,

致使经济效益差
,

劳动报酬低
,

物质投入难
,

生产的基

础设施差
。

林草品种质量不适应市场经济
,

难 以形成高产优质高效农业
。

群众对水土保持工作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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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高
,

因而治理质量差
。

四
、

王东沟试区水土保持模式

针对黄土高原沟壑 区水土保持工作存在的问题
,

试 区在改革水土保持工作上做了以下几方面

的工作
。

(一 )提高源面粮食产最
,

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奠定基础

黄土高原沟壑区粮食生产存在大量的中低产田
,

试区在
“

七五
”

和
“

八五
”

的工作中
,

把提高源面

粮食单产放在首要位置
。

加强肥料投入
,

更换作物品种
,

实行精耕细作
,

提高耕地等级
,

使粮食产量

在短期内大幅度增长
。

旱作小麦产量高达 33 5
.

6 kg /亩
,

春玉米产量达到 5 14
.

4 k g / 亩
,

分别达到了旱

作水分潜势产量的 0
.

94 和 0
.

90
。

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
,

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奠定了基础
。

(二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

改善农业生产环境

吃水难是黄土高原普遍存在的问题
,

试 区从
“

七五
”

开始修建 9 处人畜引水工程
,

解决了旱源群

众吃水用水的困难
,

结束了群众下沟担水的历史
。 “

八五
”

又引导群众集资安装自来水
,

大大地解放

了劳动力
,

使劳动力 向沟坡转移成为可能
。

沟坡土地交通不便是黄土高原沟壑区存在的又一问题
。

试区从 1 9 8 6 年开始向沟坡土地修筑土

公路 19 条
,

全长 20 余 km
,

公路密度为 2
.

4k m /k m
, ,

为黄土高原地区之冠
。

有利于农业机械
、

农业

科技
、

肥料
、

农药等的投入及农副产品的运出
,

提高了沟坡土地的使用等级
。

使试区沟坡土地实现了

集约化经营
。

王东村五组和泡桐 山沟坡道路修筑后
,

调动了群众对土地开发的积极性
,

以前无人过问的荒芜

坡地
,

现群众自费租用推土机和雇用劳力进行土地平整
,

仅 1 9 9 2 年夏收后就修达标梯田 80 余亩
。

(三 )进一步开发沟坡资源
,

提高土地生产力

沟坡土地是黄土高原沟壑区主要水土流失区
,

其面积一般占总土地面积的 70 %左右
,

是本 区

域人们争取生存空间的主要地域
。

光
、

热
、

水条件丰富多样
。

试 区根据沟坡土地的自然环境
,

将以往

的沟坡土地开发和水土保持治理拓展为整个资源环境的开发
,

既改善了生产条件
,

防治 了水土 流

失
,

又提高了群众的经济收入
,

使劳动力
、

物质
、

技术跟沟坡土地密切结合
,

并与市场信息相勾通作

为沟坡开发的主攻方向
。

试区根据果树生态学和微气候学
,

1 9 8 6 年在沟坡土地栽植苹果树 20 0 余亩
,

至 “七五
”

末已发

展到 62 。亩
。

1 98 6 年建设的杜家坪 1 34
.

5 亩苹果园现 已进入盛果期
,

平均苹果产量 1 6。。k g / 亩
,

加

上间套蔬菜
、

西瓜和 出售接穗等
,

平均收入 2 7 96 元 / 亩
。

在承包杜家坪果园的 31 户果农中
,

就有 16

户果业收入年过万元
。

沟坡果园建设和果园收益
,

调动了群众对沟坡土地开发的积极性
。

沟坡资源

的进一步开发
,

使过去不足 10 0 元 /亩的土地产出
,

提高到现在的 1 0 00 一 5 7 00 元 /亩
。

实现了劳动

力与沟坡土地相结合和高投入和高产出及劳动力的高报酬
,

土地生产潜力得到了充分发挥
。

该试区

群众已从烟农型转化为果农型农村
。

群众已过上较富裕的生活
。

沟坡资源的进一步开发
,

增加了群众的经济收入
,

使源面农田的高投入有了保障
。

1 9 9 3 年试区

小麦亩施纯氮 7
.

sk g
、

P
Z
O
。
5

.

6k g ,

产量 3 5 7 k g /亩
,

居长武县之首
。

一个良性循环的生态效益
、

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正在王东沟试区按有序模式运行
,

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正在建设
。

五
、

目前存在的问题

黄土高原沟壑区地处黄土高原腹地
,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

以粮食生产为主
,

乡镇
、

村办企业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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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

交通不便
,

信息不灵
,

市场规模难以形成
,

农副产品的卖难问题十分突出
,

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

制

约着本域区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
。

目前该区处于温饱问题解决后奔小康的起步阶段
,

生产
、

生活条件虽有较大改善
,

但从事第一

性生产的投资资金匾乏
,

致使生态型水土保持向经济效益性水土保持转化慢
。

各级政府指令性生产计划强
,

群众在有限的耕地上可调节的作物品种少
,

挫伤群众生产的积极

性
。

此外
,

由于制度不健全
,

时有伪劣农用物资充实市场
,

加大群众负担
,

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和

生态环境的改善
。

六
、

结 语

保护环境发展经济为互补因果关系
。

通过发展经济使人们富裕起来也许并不困难
,

王东沟试区

在以往荒芜废弃的沟坡土地上
,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 ;改变了土地利用等级
,

将水土保持工作与群众

经济利益有机结合
,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

又保护和改善了环境
,

成为周围地 区超前 5一 8 年的典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