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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通过对松花江沿岸二级阶地沟蚀情况的实地调查研究
,

摸清沟蚀现状
,

分析了沟蚀的成

因
、

危害及发展趋势
,

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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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第二松花江沿岸二级阶地主要分布在榆树
、

农安
、

德惠三个商品粮基地县
。

由于生态环

境遭到破坏
,

水土流失加剧
,

造成第二松花江沿岸二级阶地切割
、

沟蚀严重
,

致使农业生产条件恶

化
,

土地利用率下降
,

影响农业生产
,

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

因此
,

摸清第二松花江沿岸二级阶地

沟蚀现状
、

发生发展过程
、

危害及成因
,

探讨治理
、

改造
、

利用的有效途径
,

控制沟蚀的发展
,

保护农

田
,

增加经济收入
,

造福子孙后代
,

都具有重要意义
。

为此
,

我们进行了调查研究
.

这次调查我们采

取深入现场
,

访问座谈
,

逐沟普查与重点实测相结合
,

以及利用地形图
、

航片及分析资料等综合分析

的方法进行
。

一
、

自然概况

调查区位于榆树县刘家乡西南 1 5 km 处
,

北纬 4 4
0

4 2
` 3 6

1,

至 4 4
0

4 3`
5 7 11 ,

东经 1 2 6
0

10 ` 3 0 即

至 1 2 6
0

16
, 0 3

” ,

包括合心
、

福利
、

新发三个村
。

西南以第二松花江为界与德惠县相邻
。

东西长约 1 k0 m
,

南北

平均宽 2
.

Zk m 左右
,

总面积为 2 5
.

o 7 km
, ,

其中耕地面积 1 5 5 8 h a ,

占总面积 6 2
.

1 %
,

沟壑面积 4 2 7
.

5

h a ,

占总面积 1 7
.

1 %
。

调查区地形属于长白山山脉
,

为大黑山山前洪积台地
,

新华夏系第二隆起带与第二沉降带的分

收稿日期
: 19 9 2一 0 9一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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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区
。

阶地距水面高差 30 ~ 60 m
,

阶面坡度 2~ 3o
,

坡长
一

1 0 00 ~ 2 0 00 m
,

地势东南高西北低
,

为二级

阶地边缘区
。

土壤黑土
,

土层厚度 20 ~ 3 0c m
,

质地轻壤
,

细砂性母质
,

植被稀少
,

水土流失严重
,

是典

型沟壑群区
。

该区植被属于长白山系森林草甸草原类型
,

森林植被属于长白山植物区系
。

从植物垂直分布

看
,

第二松花江沿岸原始森林为针阔混交林
,

由于愁发历史较早
,

长期的开垦耕作
,

对森林不合理的

砍伐利用
,

致使原始森林遭到破坏
,

人为的造成植物演变更替
,

成为以柞
、

杨为主的阔叶混交林型
。

解放初期群众修建房舍滥砍盗伐
,

天然次生林又遭到破坏
.

尤其在 1 9 5 6 年特大暴雨的袭击下
,

侵蚀

沟大滑坡
,

植被遭到毁灭性破坏
,

现仅存为数不多的柞
、

杨零星疏林
,

主要有天然次生林
,

人工林
、

灌

木
、

草被四种类型
。

刘家乡第二松花江沿岸总耕地面积 1 5 5 8 h a ,

其中阶地 1 4 4 5h a ,

o5 以上的坡耕地

占阶地面积的 21 %
。

调查区内主要河流第二松花江
,

流经调查区 1k0 m
,

最大洪峰流量 7 3 o om
,

/ s ,

最小流量 64
.

5 m
3

s/ 上游丰满水库放流控制流量 200 m
“
/ s ,

到榆树县内一般为 27 Om
3

/ s 。

近年来由于

上游江水污染
,

鱼类品种不多
,

主要为缩
、

链
、

螂等
,

一般生长不 良
,

产量很低
。

该区属于大陆性寒温

带半湿润气候
,

多受季风影响
,

大陆性气候比较明显
,

四季分明
。

冬季漫长寒冷
,

降水少
,

夏季短暂炎

热
,

降水多
,

春季多风少雨
,

秋季温和凉爽
。

(年平均降水量 60 2 m m
,

夏季占 63
.

9 %
,

汛期降雨量平均

为 4 5 Om m
,

占年降水量的 75 %
,

年最大降水量出现在 1 9 5 6 年
,

为 9 38
.

s m m
,

年最小降水量出现在

1 9 7 8 年
,

为 3 6 8
.

3 m m
,

日最大降雨量出现在 1 9 5 6年 8 月 6 日
,

为 1 4 3
.

Zm m
。

二
、

沟蚀现状及危害
(一 )沟蚀现状 1

.

沟蚀分布
。

据调查
,

刘家乡第二松花江沿岸二级阶地集水面积为 1 4 6 4 ha
,

水土流失面积为 1 1 4 2ha
,

占集水面积的 78 %
。

沟蚀主要分布在沿江合心
、

福得
、

新发三个村
,

表 l 沟 蚀 分 布

村村 名名 集水面面水土流失失占集水面面 沟壑壑 沟蚀面面 占集水面面 占水土流失失

积积积 ( h a ))) 面积 ( h a ))) 积 (% ))) 条数数 积 (卜a ))) 积 ( % ))) 面积 ( % )))

合合 计计 1 4 6 444 1 1 4 1
.

555 7 8
.

000 3 0 666 4 2 7
.

555 2 9
.

222 3 7
.

555

合合
`

心心 58 7
.

555 4 9 3
.

555 84
.

000 2 0 777 2 63
.

444 4 4
.

888 5 3
.

444

福福 利利 5 0 4
.

000 3 60
.

111 7 1
.

444 4 444 86
.

111 1 7
.

111 2 3
.

999

新新 发发 3 7 2
.

555 2 8 7
.

999 7 7
.

333 5 555 7 8
.

000 2 0
.

999 2 7
.

111

面积 为 4 27
. ”

s ha
,

占集水 面积 的

2 9
.

2%
,

占水土 流失面积的 3 7
.

5%

(见表 l )
。

2
.

沟蚀现状
。

根据本次调查

与实测
,

刘家乡第二松花江沿岸二

级阶 地共有主 沟 49 条
,

支 沟 2 57

条
,

共计 3 0 6 条
,

总 长 度 6 5 o o s m

(见表 2 )
。

表 2 沟 蚀 现 状 统 计

沟沟 名名 面 积积 主 沟沟 一 支 沟沟 二 支 沟沟

((((( h a ))))))))))))))))))))))))))))))))))))))))))))))))))))))))))))))))))))))))))))))))))))))))) 赞赞赞赞赞 深度度 黔黔 条数数 赞赞 黔黔 臀臀 条数数 赞赞 黔黔 黔黔((((((((( m )))))))))))))))))))))

合合 计计 4 27
.

4 666 20 7 6555 5~ 1 111 5 0 ~ 1 2 000 15555 3 1 4 5000 0 ~ 888 2 0~ 4 555 8 555 1 1 21 000 1 0 ~ 4 000 2 0 ~ 1 8000

777 999 3
.

1 000 2 7000 30~ 5555 4 0~ 4 4 000 222 2 7 000 3 0 ~ 5 222 3 0~ 5 444 1 555 3 26 000 1 0 ~ 2 000 4 0 ~ 6 000

8880 (幼匕大沟 ))) 5 4
.

0000 1 3 1000 1 0~ 2 000 1 6~ 4 888 1333 3 68000 1 0 ~ 3 999 3 0~ 7 000 222 3 1 0000000

888 111 0
.

7 000 13000 1 5~ 4 777 1 6~ 1 1 000 333 4 2 000 2 0 ~ 3 777 4 0 ~ 8 00000000000

888 222 4
.

5 000 4 6 555 2 0 ~ 3 555 3 0 ~ 4 000 111 8 000000000000000

888 333 2
.

1 000 2 3 000 2 0 ~ 4 777 5 0 ~ 7 000 1 000 1 9 6 000000000000000

888 444 0
.

7 000 1 0 000 2 0 ~ 4 666 1 5 0 ~ 3 5 0000000000000000000

888 555 0
.

7 555 9 11111111111111111111111

888 6 (城墙沟 ))) 2 5
.

0 000 1 1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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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2

沟沟 名名 面 积积 主
.

沟沟 一 支 沟沟 二 支 构构

((((( h a))))))))))))))))))))))))))))))))))))))))))))))))))))))))))))))))))))))))))))))))))))))))))))))) 长长长长库库 挤赓赓 宽度度 冬纷纷
赞赞

深度度 宽度度 条数数 长度度 深度度 赞赞、、、、 nl lll、 nl声声 ( m))))))))))) ( m))) ( m))))) ( ))) m( m)))))

888 777 1
.

000 1
.

1555 5 1 1~ 2 9995 0 ~ 10 000 7 555 111 10 ~ 2222 3 0 ~ 5 000 1 111 15 1000
,

20 ~ 4000 30 ~ 5000

888 888 1
.

2000 13 000 1 0~ 2 333 50 ~ 12 333 111 6 555 1 0~ 2 000 5 0 ~ 6 000 111 6 000 0 ~ 1222 0 ~ 3000

888 999 1
.

5 000 1 5 000 1 0 ~ 2 555 4 0 ~ 7 000 2 444 4 32 000 3 0 ~ 5000 80~ 1 8 000 444 30 000 30 ~ 3555 1 5~ 2 555

999 0 (南大沟 ))) 4 5
.

0 000 1 4 8000 3 0 ~ 5 222 2 0 0 ~ 6 0 000 333 4 3 000 1 0 ~ 2 000 2 0 ~ 5 000 222 3 0 000 1 0 ~ 2 000 20~ 3 000

999 111 1
.

5000 15 000 1 0~ 3 000 50 ~ 7 000 222 22 000 1 0~ 1 555 20 ~ 5000 2333 2 82 000 20~ 4 000 4 0~ 10 000

999 222 5
.

0 000 3 7 000 1 5~ 3 111 1 2 0 ~ 1 5 000 1 222 1 57 000 2 0 ~ 3333 4 0 9 000 222 1 3 000 1 0~ 2 000 20 ~ 4555

999 333 4
.

0 000 3 4 000 15~ 2 000 1 30 ~ 1 5 000 111 1 0 000 1 0 ~ 1 555 2 0 ~ 4 000 lll 2000 5~ 1 222 20 ~ 3 555

999 4 (泡泡沟))) 1 3
.

5 000 80 000 20~ 3 999 10 0 ~ 3 5 000 1222 2 4 5 000 1 0~ 2222 5 0 ~ 14 000 2 444 2 86 000 1 0~ 1 555 4 0 ~ 1 2000

999 555 1
.

0 000 1 2 555 1 5 ~ 3 444 2 0 ~ 4 000 2111 6 1 0 000 2 0 ~ 3 222 10 0 ~ 2 8 00000000000

了了 9 666 0
.

7 000 8 555 1 0 ~ 2888
_

3 0 ~ 6 000 111 8 000 1 0 ~ 1 888 2 0 ~ 5 00000000000

999 777 1
.

0 000 1 2 000 1 0 ~ 2 000 3 0 ~ 4 000
轰轰

1 0 000 1 0 ~ 1 888 4 0 ~ 6 00000000000

999 888 1
.

7 000 1 6555 1 5~ 2999 8 0 ~ 1 2 000 111 9 000 5~ 1 222 15~ 2 00000000000

999 999 1
.

2 000 1 7 000 1 0 ~ 1 999 4 0 ~ 1 0 000 111 1 5 8000 1 0~ 2444 50~ 7 44444444444

111 0 000 1
.

2 000 1 5555 1 0 ~ 2 000 50~ 8 000 1000 1 2000 1 0~ 1 777 20~ 5 00000000000

111 0 111 0
.

6 555 8 000 1 0 ~ 1 888 5 0 ~ 8 000 222 9 000 5~ 2222 3 0~ 4 55555555555

111 0 222 0
.

7 000 9 000 1 0 ~ 2 666 雌 0 ~ 8555 111 21 000 1 0~ 1 666 2 0 ~ 6 00000000000

1110 3 (苇子沟 ))) 5 3
.

5 000 1 8 4 000 3 0 ~ 3 444 2 50~ 4 2 000 3
,,

7 000 1 0 ~ 2 4
___

2 0 ~ 3 00000000000

111 0 444 1
.

0 555 9 333 1 0 ~ 2222 20 ~ 2555 111 7 3 7 000 1 0~ 1 666 8 0 ~ 1 0 00000000000

111 0 5 (孟家沟 ))) 7 4
.

0 000 2 1 8 000 2 0 ~ 2 999 2 0 0~ 6 5000 2 88888888888888888

111 0 666 0
,

8 111 1 2888 1 0 ~ 2111 50 ~ 7 8888888888888888888

111 0 777 0
.

6 000 9 555 5 ~ 1 888 2 0 ~ 29
’’’’’’’’’’

111 0 888 0
.

8 000 1 2 000 5 ~ 1 444 1 5 ~ 2 0000000000000000000

111 0 999 0
.

8 000 1 0 000 5 ~ 1 222 4 0 ~ 5 8888888888888888888

111 1 000 1
.

0 000 1 1 555 5~ 1 222 2 0 ~ 28888888888888888888

111 1 111 0
.

8 000 1 1 000 0 ~ 555 2 0 ~ 3 7777777777777777777

111 1 222 1
.

7 000 2 0 000 1 0 ~ 2 333 8 0~ 1 0 4444444444444444444

111 1 333 1
.

3 000 1 5 000 1 0 ~ 2 000 4 0 ~ 52222222222222222222

111 1 444 1
`

4 000 3 000 1 0 ~ 1 555 4 0 ~ 6 0000000000000000000
ttttt

1 5
.

5000 9 3222 1 5~ 3 777 20 0 ~ 3 4 0000000000000000000
111 1 5 (西流沟 ))) 0

.

9 000 11 555 1 0 ~ 1 888 5 0 ~ 75555555555555555555

111 1 666 3
.

0 000 2 9 000 1 0 ~ 2222 50~ 1 20000000000000000000

1111 777 3
.

5 000 3 2 000 1 0 ~ 2 111 1 0 0 ~ 1 5 0000000000000000000

111 1 888 2
.

1 000 2 7 000 1 5~ 2 666 1 0 0 ~ 1 5 0000000000000000000

111 1 999 3
.

1 000 2 6 000 1 5~ 2 666 1 0 0 ~ 1 3 0000000000000000000

111 2 000 1
.

5 000 1 6 000 1 0 ~ 2 000 5 0 ~ 6 0000000000000000000

111 2 111 1
.

5 000 1 3 000 5 ~ 2666 5 0 ~ 6 0000000000000000000

111 2 222 3
.

5 000 2 8666 1 0 ~ 2 000 8 0 ~ 1 4 0000000000000000000

1112 333 3
.

2 000 3 9 000 1 5 ~ 3 222 5 0 ~ 9 0000000000000000000

111 2 444 1
.

2 000 1 2 000 5 ~ 1 444 3 0 ~ 6 0000000000000000000

111 2 555 0
.

9 000 1 0 000 5~ 1 000 3 0 ~ 5 0000000000000000000

111 2 666 ) 7 8
.

0 000 3 8 2 000 1 5 ~ 2 777 8 0 ~ 1 2 0000000000000000000

11127 新发大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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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沟壑密度
。

调查区沟壑密度为 4
.

44k m k/ m
Z 。

沟壑发展情况见表 3

表 3 不同年份沟壑密度

村村名名 1 9 4 5 年年 1 9 6 0 年年 1 9 6 9 年年 1 9 8 4 年
··

集集集水水 总长长 沟壑壑 集水水 总长长 构壑壑 集水水 总长长 沟壑壑 集水水 总长长 沟壑壑

面面面积积 度度 密度度 面积积 度度 密度度 面积积 度度 密度度 面积积 度度 密度度

((((( k m , ))) ( k m ))) ( k m /k m . ))) ( k m . ))) ( k m ))) ( k m /k m . ))) ( km . ))) ( k m ))) ( k m /k m . ))) ( km . ))) ( k m ))) ( k m /k nr Z )))

合合计计 1 4
.

6 444 20
.

0 666 1
.

3777 1 4
。

6 444 2 8
.

3 444 1
.

9 000 1 4
.

6 444 5 8
.

0 000 3
.

9 666 1 4
.

6444 6 5
.

0 111 4
.

4 444

合合心心 5 8888 1 4
.

2 666 2
.

4 333 5
.

8888 1 8
.

4 000 3
.

1 333 5
.

8 888 3 9
.

4 777 6
.

7 222 5
.

8 888 4 3
.

7 999 7
.

4 555

福福利利 5
.

0 444 1
.

4 000 0
.

2 888 5
.

0 444 2
.

5 444 5
.

0 444 5
.

0 444 5
.

6 555 1
.

1 222 5
.

0 444 7
.

0 111 1
.

3 999

新新发发 5
。

7333 4
.

4 000 1
.

1 888 5
.

7 333 7
.

4 000
.

1
.

9 999 5
.

7 333 1 2
.

8 777 3
.

4 666 5
.

7 333 1 4
.

2 000 3
.

8111

表 4 土壤流失量计算结果

年年 度度 年限限 土壤流失失 年平均土壤壤 年侵蚀模数数
(((年 ))) (年 ))) 量 ( m , ))) 流失量 ( m , ))) ( m 3

/k m Z )))

111 9 4 5~ 1 9 6 000 1 555 1 2 0 000 8 0
.

000 5 4 65 000

111 9 6 0 ~ 1 9 6 999 999 2 5 2 666 2 8 0
.

666 1 9 1 7 1 000

111 9 69、 1 9 8444 1555 1 0 4 222 69
.

555 4 7 4 7 000

111 9 4 5~ 1 9 8 444 3 999 4 7 6 888 1 2 2
.

000 83 5 4 000

4
.

土壤流失量的测定
。

据测定结果
,

1 9 4 5~

1 9 8 4 年 3 9 年间土壤流失量为 4 7 6 8 万 m
3 ,

见

表 4
。 .

5
.

侵蚀沟坡度分级
。

沟坡坡度有以下 5 种

类型
,

见表 5
。

6
.

侵蚀沟土壤含水量的测定
。

1 9 8 4 年 6 月

对 3 条有代表性的典型侵蚀沟的不同部位取样

测定土壤含水量
,

每沟各取 5个点
,

共 15 个点
,

根据各沟同一部位的含水量计算侵蚀沟土壤平均含水量
。

结果见表 6
。

表 5 沟坡坡度分级
表 6 侵蚀沟不同部位土壤含水量

类类 型型 坡度 (
。
))) 占百分数 (% ))) 分 布布

缓缓 坡坡 2 0 ~ 3 000 555 沟下游游

陡陡 坡坡 3 0~ 4 555 1 000 沟下游游

强强陡坡坡 4 5~ 6 000 2 666 沟中上游游

极极陡坡坡 6 0~ 7 555 888 沟上游游

陡陡 壁壁 7 555 5 111 沟上游游

编编号号 部 位位 深度 ( e m ))) 平均土壤含水量 ( % ))) 类型鉴定定

00000 沟边耕地地 2 000 1 0
.

555 严重干旱旱

11111 沟 头头 2 000 7
。

000000000000022222 阳坡中部部 2 000 6
.

777 严重干早早

33333 阴坡中部部 2 000 8
.

333 严重干旱旱

44444 沟 底底 2 000 8
.

000 严重干早早

严严严严严严重千早早

7
.

侵蚀沟土壤养分的测定
。

选有代表性的 3 条典型侵蚀沟的不同部位进行布点取样
,

每沟各取

5 个点
,

共 15 个点
,

测定全 N
、

全 P
、

和速效 N
、

速效 P
、

有机质
、

p H 值
。

测定结果见表 7
。

表 7 侵蚀沟不同部位土壤养分 (二 )沟蚀危害 刘家

编编号号 部 位位 深度度 全氮氮 全磷磷 有机质质 p H 值值 类型鉴定定

((((((( e m ))) ( g /k g ))) ( g压 g ))) ( g压 g )))))))

00000 沟边耕地地 2 000 1
.

0 888 1
.

3 222 0
.

9 666 5
.

666 低肥
、

微酸性性

11111 沟 头头 2 000 0
.

3 222 0
.

8555 5
。

3 333 5
。

888 贫痔
、

微酸性性

22222 阳坡中部部 2000 0
。

2 666 0
。

7222 4
。

8 333 6
。

000 贫瘩
、

微酸性性

33333 阴坡中部部 2 000 0
。

1 333 0
。

8333 2
.

5 111 6
.

000 贫痔
、

微酸性性

44444 构底底 2 000 0
.

1 222 0
.

8 000 1
。

3 555 6
.

000 贫痔
、

微酸性性

乡第二松花江沿岸二级阶

地大冲沟群经 39 年的演

变
,

发展迅速
,

侵蚀严重
,

导致农业 生态环境恶化
,

给当地农业生产
、

经济收

入
、

人 民生活和水土资源

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

主要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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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切割吞蚀高产农田
。

据调查与实测
,

刘家乡第二松花江沿岸由于沟蚀发展
、

切割耕地
,

致使

地形支离破碎
,

沟壑纵横
。

1 9 4 5~ 1 9 8 3 年的 38 年共吞蚀耕地 Zo g ha
,

据推算共少产粮豆 16 900 万

k g ,

减少经济收入 3 380 多万元
。

由于侵蚀沟不断发展
.

有些沟头之间相距很近
,

致使 73
.

h5
a
的高

产农田即将被切割成 11 个孤岛
,

对耕地造成了巨大威胁
。

2
.

造成人畜伤亡
,

冲毁房屋
,

迫使村屯搬迁
。

据建国以来不完全统计
,

大冲沟造成人身伤亡 10

余起
,

车马损伤 80 余次
,

冲垮房屋 10 余间
。

使一个自然村换了一个方向
,

村东头变村西头二

3
.

流失泥沙
,

淤塞江道
,

压埋水利工程设施
。

刘家乡第二松花江沿岸二级阶地大冲沟群
,

在降水

和重力作用下
,

水土流失严重
,

大量泥沙流入第二松花江
。

据调查测算
,

1 9 4 5 ~ 1 9 8 4年 39 年间流入

第二松花江的泥沙总量为 4 7 68 万 m
3 ,

每年平均流入江中泥沙 1 22 万 m
3 ,

使第二松花江主河道向

对岸平均移动 2 5 o m 左右
,

因泥沙淤积岸边出现了 8 3 h a
的大沙滩

,

江心岛面积增加 20 %左右
,

河床

抬高约 Zm
。

1 9 7 3 年一次降雨
,

冲毁 T 新发大沟沟口 一座 5 4 6 0 0 m
3

的拦水坝
; 1 9 7 3~ 1 9 7 5 年仅 3 年

时间泥沙淤埋了第二松花江堤坊涵闸一座
,

使之报废
。

三
、

沟蚀成因及侵蚀程度

(一 )沟蚀成因 第二松花江沿岸二级阶地沟蚀 区
,

属于长白山巨型隆起带 (新华夏第二隆起

带 )与松辽巨型沉降带 (新华夏系第二沉降带 ) 的分界区
。

榆树一岸为上升盘
,

组成基底为白奎系泉

头组紫红色厚层状泥岩夹薄层粉细砂岩
,

上覆为中更新统荒 山组冲积— 洪积黄土状亚粘土
,

具有

大孔隙和垂直节理
。

自第四纪以来
,

在喜马拉雅山运动影响下
,

新构造运动比较活跃
,

榆树岸继承老

构造运动
,

仍处 于上升运动
。

河谷岸边出现断层崖
,

并继续发育断崖陡峭的第二松花江二级阶地
,

高

出水面 30 ~ 60 m
,

陡壁坡度 40 ~ 6 00 之间
,

阶面上形成平地与浅型沟谷
,

生长着茂密的长白山区系

植物原始针阔混交林
,

由于植被覆盖 良好
,

地表有枯枝落叶的保护
,

水土流失轻微
。

人为因素使天然

植被遭到破坏
,

生态严重失调
。

在降水作用下
,

阶地坡面径流汇集成为股流流入沟头进入沟底
,

在股

流垂直分力作用下
,

沟底逐渐下切加深
,

沟头形成水蚀穴并开始溯源前进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沟蚀不

断向前发展
,

沟头不断下塌延伸
,

沟底继续下切加深
。

1 9 5 6 年 8 月 6 日
,

在日降雨 143
.

Zm m 大暴雨

与重力动能作用下
,

造成 16 条侵蚀沟全部大滑坡
,

沟坡土壤被冲走
,

植被毁灭
,

形成沟坡破碎陡深
、

母质裸露
、

寸草不生的大切沟
,

并由原来的 49 条侵蚀沟 (包括支沟 )发展到 1 9 60 年的 ” 条大切沟

(包括支沟 )
,

总长度增加 8 lZ o m
,

较快地进入了沟蚀发展的第一阶段
。

.

形成大切沟后
,

由于绝大数沟坡变成陡坡和峭壁
,

因受细砂性母质的影响
,

土壤变得质地松散
,

粘结力降低
,

重力加大
,

在降水与重力作用下 (特别是暴雨作用 )
,

沟底下切
,

土块自重和间隙水压增

大
,

重力作用下滑
,

引起沟岸坍塌
,

迅速横向扩展加宽
.

在纵向侵蚀与横向侵蚀相互作用下不断延

伸
、

扩展
、

加深
,

绝大多数侵蚀沟达到剧烈发展阶段
,

由大切沟变成了大冲沟
。

据调查
,

从 1 960 年到

1 9 6 9 年
,

由 16 条大切沟发展为 49 条大冲沟
,

支沟由 61 条发展到 227 条
,

增长 2
.

6 倍
;
总长度由

28 34 o m增加到 57 897 m
,

土壤流失量增加 1
.

25 倍
,

形成了刘家乡第二松花江沿岸二级阶地侵蚀外

貌惊人的大冲沟群
。

1 9 6 0 ~ 1 9 6 9 年是沟发展最迅速最剧烈的阶段
,

为第二侵蚀发展阶段
.

发展的主

要原因是自然因素
。

.

沟蚀经过剧烈发展
,

到 19 8 4 年又经历了 15 年的时间
,

这一期间沟头不断溯源前进
,

部分主沟

沟头距分水岭越来越近
,

主沟不断分枝
,

沟蚀面积增大
,

阶面集水面积相应减小
,

进入各沟头的水量

也在不断减少
,

因此溯源侵蚀也相应的有所减弱
,

但仍有一部分主沟和支沟沟头剧烈发展
,

因总集

水面积不变
,

沟内水流不能减少
,

大冲沟与第二松花江汇流点水面还有一定的高差
,

集中股流未能

受到侵蚀基准面的限制
,

水流还具有一定的速度
,

沟底下切仍在继续
。

集中股流以水平分 力冲淘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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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基部
,

再加上降水和重力作用
,

导致沟岸坍塌
,

使大冲沟不断的横向扩展
,

剧烈的侵蚀仍在继续进

行
。

·

1 9 6 9~ 1 9 8 4 年沟蚀发展速度有所减缓
,

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阶段降水少
,

无论降水总量还是暴

雨次数及暴雨量都比过去明显减少
,

降水量减少 30 %左右
,

50 m m 以上暴雨次数比过去减少一半
。

从 1 9 7 1年开始
,

当地社队发动群众
,

逐年对一些沟头进行了治理
,

在降水偏少的情况下
,

对沟蚀的

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减缓作用
。

人为因素破坏森林植被
,

导致沟蚀的发生
。

如不良的耕作习惯
,

顺坡

打垄
,

对加速沟蚀的发生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

(二 )侵蚀程度与发展速度 根据 1 9 8 4年调查与测算
,

按我国 1 9 8 8 年水利电力部《水土保持技

术规范 》标准分析比较
,

结果见表 8
。 ·

表 8 侵蚀程度和发展速度

年年 度度 集水面积积 总长度度 增长长度度 条 数数
.

年 限限 沟壑密度度 切沟发展展 等 级级

(((年 ))) ( k m
.
))) ( km ))) ( k m ))) (条 ))) (年 ))) ( km / k m . ))) 速度 ( m a/ )))))

1119 4 5~ 1 9 6 000 1 4
.

6 444 28
.

333 8
.

2 888 7777 1 555 1
。

9 333 7
.

222 中度严重重

111 96 1~ 1 9 6 999 1 4
.

6 444 57
.

999 2 9
.

5 666 2 7 666 999 3
.

9 555 1
.

1999 极强度侵蚀蚀

11197 0~ 198 444 14
.

6 444 65
.

111 7
.

222 30 666 1 555 4
.

4 444 1
.

666 极强度侵蚀蚀

从表 8 看出
,

刘家乡第二松花江沿岸二级阶地大冲沟群 1 9 4 5 ~ 1 9 6 0 年侵蚀程度为中度侵蚀
,

发展

速度非常快
。

1 9 6 1~ 19 6 9 年侵蚀程度为极强度侵蚀
。

1 9 7 0~ 1 9 8 4年侵蚀程度为极强度侵蚀
。

综上所述
,

刘家乡第二松花江沿岸二级阶地沟壑侵蚀程度由中度侵蚀 已经发展到极强度侵蚀
.

(三 )侵蚀程度与重点侵蚀沟的关系 调查区大冲沟主沟共计 49 条
,

虽然都在同一集水区内
,

但由于各侵蚀局部的自然条件和内在因素的影响
,

侵蚀程度也有差异
,

见表 9
。

表 9 重点侵蚀沟侵蚀程度

沟沟名 (沟号 ))) 总集水水 占总总 总沟沟 占总总 侵蚀蚀 占侵侵 侵蚀蚀 侵蚀蚀 等等 1 96 9~ 1 9 8444 占土壤壤 年土壤壤
面面面 积积 集水

`̀

蚀面面 沟蚀蚀 沟长长 蚀沟沟 强度度 分级级 级级 年土壤壤 流失总总 侵蚀模模
((((( km . ))) 面积积 积积 面积积 度度 总长长 ( k m /// 指标标标 流失量量 量 (沁))) 数 ( m ,

///

((((((( % ))) ( k m . ::: (写 ))) ( k m ))) (肠 ))) k m . ))))))) ( m , ))))) ( k m二
a )))

合合 计计 14
.

6444 10 000 4
.

2888 1 0 000 65
.

0 111 10 000 4
.

4 444 ) 3
.

000 极强度度 1 0 4 1 5 4 7 111 1 0 000 4 7 4 2999

北北 大 沟 ( 80 ))) 1
.

0 999 7
.

444 0
.

5444 12
,

666 8
.

8 555 13
.

666 8
.

1222 ) 3
.

000 极强度度 1 2 59 4 7 666 12
.

111 7 7 0 4 999

城城 墙 沟 ( 8 6 ))) 0
.

6111 4
.

222 0
.

2555 5
.

8
`̀

3
.

4 666 5
.

666 5
.

6777 ) 3
.

000 极强度度 1 1 21 3 4 555 1 0
.

888 12 2 5 5111

南南 大 沟 ( 9 0 ))) 0
.

8444 5
.

777 0
.

4 555 10
.

555 6
.

9 555 1 0
.

666 8
。

2777 ) 3
.

000 极强度度 55 2 24 666 5
.

333 4 3 8 2999

,,

泡 泡 沟 ( 94 ))) 0
.

5777 3
.

999 n l 月月 3
.

222 2
.

7 333 4
.

222 4
.

7999 ) 3
.

000 极强度度 1 9 7 7 4 000 1
.

999 2 3 1 2888

苇苇
.

子 沟 ( 1 0 3 ))) 0
.

6777 4
.

66666666666 1 9 七七 4
.

5 999 7
.

111 6
.

8555 》3
.

000 极强度度 1 8 3 9 5 3 000 1 7
.

777 1 8 3 0 3888孟孟 家 沟 ( 1 0 5 ))) 1
.

5 444 1 0
.

555 0
.

5 44444444444 1 1
.

8 777
.

1 8
.

333 7
.

7 111 ) 3
.

000 极强度度 2 5 8 0 4 3 666 2 4
.

888 1 1 1 7 0 777

西西 流 沟 ( 1 1 5 ))) 0
.

4 666 3
.

111 0
.

7 444 1 7
。

333 2
.

6 444 4
.

000 5
.

8 111 ) 3
。

000 极强度度 8 7 0 0 555 0
.

8 444 1 2 7 4 888

新新发天沟 ( 1 27 ))) 6
.

5 333 4 4
.

666 0
.

1 666 3
.

666 14
.

ZCCC 2 1
.

888 2
.

1 888 2
.

0 ~~~ 极强度度 4 4 4 6 3 000 4
.

333 4 6 6888

其其它 41 条侵蚀沟沟 2
.

3 444 16
.

000 0
.

7 888 18
.

222 9
.

7 222 1 5
.

000 4
.

1 555 3
.

000 极强度度 2 33 2 7 9 333 2 2
.

444 6 6 4 6 111

000000000
.

6999 16
.

111111111 》3
.

00000000000

从表 9 可以看出北大沟
、

城墙沟
、

南大沟
、

泡泡沟
、

苇子沟
、

孟家沟
、

西流沟和新发天沟八大沟其

集水面积占总集水面积的 84 %
;
沟蚀面积占总沟蚀面积的 83 %

;
沟长占总沟长的 85 % ; 土壤流失

量占土壤流失总量的 77
.

6 %
;
侵蚀强度大于 3

.

ok m k/ m ,

的极强度侵蚀沟有 7 条
。

这些数据充分说

明当前侵蚀重点是八大冲沟
,

而其中侵蚀程度最严重的是南大沟
,

其次是北大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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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沟蚀治理措施

(一 )工程治理措施要以沟头拦蓄工程为主 集中治理入流沟头
,

上面修筑蓄水坑
、

蓄水池
、

拦

水沟埂等工程
,

沟头入流 口
`

修筑多级跌水
;
沟底上游修建王谷坊

,

下游插柳
。

各项工程措施完成后
,

立即上生物措施
,

及时栽种林草
,

保护工程措施
。

7 50 以上峭壁占沟坡 51 %
,

是侵蚀阶地高产农田的

重要部位
。

目前工程治理尚无 良策和成熟经验
,

只能参考南北几省常用的治理措施
,

削坡和修水平

阶地来减缓沟坡坡度
,

然后栽树种草增加植被
。

沟中部一些支离破碎残崖断壁侵蚀土柱等可利用爆

破法建造沟中台地
,

栽种经济林木等增加收入
。

(二 )生物措施主要是植树种草 沟边栽植乔灌带状混交防蚀要
,

乔木以杨树为主
,

品种有少先

队杨
,

灌木以构祀
、

紫穗槐
、

若条为主
。

也可种植防蚀草带
,

以沙打旺
、

草木梅
、

首稽草
、

红豆草为主
。

沟底栽植杨
、

柳
、

榆等沟底防冲林和芦苇
.

`

40 ~ 7 50 沟坡应先草灌后乔木
,

大力营造紧密结构的块状

或片状的灌木护坡林
。

推广乔灌带状混交林先锋树种若条
、

紫穗槐
、

构祀
、

洋槐和火炬树
。

大面积种

草护坡
,

以沙打旺和草木择为主
。

结合工程措施上生物措施
。

30 ~ 4 00 沟坡多分布在大冲沟下游
,

比

较稳定 ;水肥条件较好
,

应因地制宜营造一些经济价值高的落叶松
、

樟子松
、

果树
、

构祀等护坡林
。

采

取积极有效的封沟育林育草措施
,

严禁滥砍乱伐
、

打柴
、

割草和放牧
,

保护好林草植被
,

积极栽树种

草增加林草覆盖
,

迅速促进生态平衡
。

严禁沟坡开荒
,

2 00 以上沟坡及稳定沟头下部耕地必须退耕还

林
。

大力推广水土保持耕作法
.

据调查所见
,

大冲沟区阶面耕地顺破打垄比较普遍
,

也是造成阶地

农田面蚀和沟蚀发生发展的原因之一
,

也是沟岸坍塌
,

加速横向侵蚀的一个因素
,

应该引起足够的

重视
。

加强阶地农田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

改顺坡垄为横坡垄
,

防止面蚀和沟蚀的加剧
。

刘家乡第二松花江沿岸二级阶地大冲沟群
,

在吉林省属于特殊的侵蚀类型
.

在治理措施方面
,

尤其是工程措施还缺乏治理经验
,

大面积开展治理前应先在点上相应地开展一些有关治理措施方

面的试验研究
,

结合群众治理经验
,

边治理边摸索
,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大面积推广
。

本专题调查研 究负责人为勒向新
、

刘绍谦同志 ;参加工作人员有杨柏涛
、

b1I 喜安
、

付兆路
、

张显

双
、

李风林 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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