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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论证了在漫长的地质时期
,

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强度变化幅度很大
,

有时异常强烈
.

有时则很轻微
。

根据子午岭地区土壤侵蚀由强变弱的实例
,

以 及许多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先进典

型
,

说明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完全可以治理
。

只有水土保持才是根治黄河水害
、

促进当地农业

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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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历史上
,

黄河之危害人所共知
.

在几千年治黄的实践过程中
.

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
。

从春秋战国到唐宋元年间
,

许多著名的治河专家提出了各种治黄方略
.

但一般都是在下游治理洪

水
,

单纯防御
,

直到明朝才有人开始提出
“
治水先治源

”

的方略
L̀

.

主张在黄河 中上游水土流失区
.

把

洪水分散拦蓄利用
,

不使在下游汇聚成灾
。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未能得到支持和实施
,

此后的

清朝以及民国时期
,

一些中外治河专家相继提出上中下游全面治理黄河的见解
.

逐步明确了黄河的

病根在泥沙
,

泥沙主要来 自黄河中游的黄上高原
,

治理黄河的关键是在黄土高原搞好水土保持工

作
。

新中国成立后
, “

水土保持是治理黄河的基础
”

这一观点 日益明确
,

40 多年来一直是中央领导和

收稿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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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冶理黄河央策的主要依据
.

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

据历史记载
,

黄河在解放前的两千多年

中
,

下游决 口 泛滥 1 50 。 ,专冲
.

而 解议后的 40 多午 中黄河没有决 口
,

这无疑是 治黄工作的伟大胜

利
。

但近 1。 多年来
,

水土保持界一 部分人被一些问题所旧优
.

就是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以自然侵蚀

为主的问题
。

一些地学专家得出这一结论也是有根据的
,

他们有的根据不同时期黄河下游的堆积

量
,

反推黄土高原不同地质时期的侵蚀量
,

有的根据黄土高原不同地质时期沟道断面的演变情况推

算侵蚀量
,

都有实测数据
。

但如果根据这些便得 出
“

水土保持只能治理人为加速侵蚀部分
,

对 自然侵

蚀是无能为力的
”
结论

,

则是不恰当的
。

这里应特别提出
.

这些认为黄土高原以自然侵蚀为主的专

家
,

并没有明确提出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不能根治
。

虽然如此
,

以 自然侵蚀为主的结论却动摇了一

些人对水土保持工作的信心
,

并对一些领导的水土保持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

因此
,

很有必要对黄

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能否根治的问题展开讨论
,

并加以澄清
,

这是关系到治黄根本大计的重要问题
。

一
、

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完全可以治理

黄土高原的黄土大约从 24 0 万年 以前开始堆积
,

同时伴随有土壤侵蚀发生
,

堆积和侵蚀一直

延续到现在
,

但黄土高原的侵蚀和堆积是不均匀的
,

有时以侵蚀为主
,

有时以堆积为主
,

在黄土高原

至少有四个大的侵蚀堆积轮回
,

在每个大的轮回之中还有若干小的轮 回
,

这一点可 由黄土高原比较

常见的古土壤层得到证实
。

有的地区古土壤最多有 10 层以上匡
,

根据土壤学家的估计
.

在不扰动的

条件下
,

每 3 0。 年可形成 25 m m 厚的表土层
,

在经过扰动的条件下
,

这个时间可减少为 30 年
’ 3 ,

如

果按 30 年形成 25 m m 厚的表土层计算
,

土层的成土速度大约相当于 1 8 0 t / k( m
, · a )

。

形成古土壤

的必要条件是当时的成土速度大于侵蚀速度
,

也就是说 当时的侵蚀速度小于 1 8 0 t / (k m
Z · a )

。

可见

在漫长的地质时期
,

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强度变化幅度很大
,

有时很轻微
,

有时则异常强烈
.

如果

我们能掌握黄土高原土壤侵蚀由强变弱和 由弱变强的变化规律
,

并了解影响土壤侵蚀变化的因素
,

就可以利用这些规律研究并确定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方针与策略和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

使黄土高

原的加速侵蚀 得到防治
。

可惜在现有条件下
,

用地学家现在研究自然侵蚀所采用的方法
.

很难达到

这一点
.

他们所求得的 自然侵蚀强度
,

只是地质年代的平均值
,

他们所用的时间单位是万年或 10 万

年
,

所求得的土壤侵蚀强度变化趋势
,

也只是经过高度概化了的
.

以万年为单位的平均值变化趋势
.

对这些数据的精度本文不作论述
,

我们先假定这些数据是准确的
,

即便如此
,

我们认为这些数据无

论对确定水土保持治理方针
,

或是对水保措施选择意义都不大
,

因为他们无法测出水土保持迫切需

要的土壤侵蚀强度变化过程方面的数据
,

而这些变化过程方面的实例在黄土高原现实当中能够找

到
,

这就是子午岭
。

(一 )子午岭梢林 区给我们的启示

子午岭位于黄土高原 中部偏南
.

系径洛两大水系的分水岭
,

为典型黄土郧梁丘陵景观
。

从明朝

(约 1 3 6 8 年 )起
,

居民开始在这里耕垦
.

植被受到严重破坏
,

这一点可从 目前许多废弃的窑洞和荒地

遗留有地埂的痕迹得到证明
。

在多年耕垦的过程中
,

这里 曾有过强烈的水土流失
.

土壤剖面绝大部

分 被侵蚀殆尽
,

成土过程中形成的砂般大量残存地表 (土壤侵蚀程度属极强度 )
。

在清朝同治 5 年

( 1 8 6 6 年 )
,

这里发生回汉 民族纠纷
,

居民大都逃离此地
,

耕地从此荒芜
,

植被很快得以恢复
,

成为 目

前黄土丘陵区的主要次生林 区
。

植被恢复之后
,

该地区又恢复了新的成土阶段
,

阴坡及半阴坡发育

成幼年灰褐 色森林土
,

阳坡发育为原始黑坊上
,

水土流失也明显减弱
。

1 9 6 2 至 1 9 6 4 年
,

作者等在朱

显漠先生指导下
,

曾在子午岭梢林区进行土壤侵蚀调查
,

调查面积约 1 40 o km
, ; 并在子午岭东坡连

家贬地区建立定位试验观测站
,

进行系统观测
,

根据径流小区观测结果
,

林地开 垦之后
.

侵蚀量即增

加 60 倍
,

在调查区内仍有部分 1 9 5 8 年以后开垦的轮荒地
、

坡耕地的侵蚀强度并不亚于黄土高原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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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侵蚀区的侵蚀强度
,

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子午岭在植被恢复之前
,

土壤侵蚀强度与黄土高原其它地

区没有很大差别
。

植被恢复之后
,

河流水文情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

1 9 6 1 ~ 1 9 6 2 年
,

兰州水文站在

子午岭东坡葫芦河支流太 白川 (流域面积近千平方公里 )观测的结果
,

河水经常是清 的
,

含沙量在

0
.

I k g /耐 以下
,

1 9 6 2年讯期最大瞬时含沙量也只有 3
.

2 2 k g / m
` 「̀ 。

从子午岭梢林 区水土流失变化

过程来看
,

水土流失完全可以治理
。

(二 )黄土高原群众的治理经验

黄土高原各地的气候条件差别较大
,

子午岭属于雨量偏多地区
,

在其他较干旱地区
.

植被恢复

后的保持水土作用可能不会象子午岭地区那样显著
。

但我们治理黄土高原并不是以恢复 自然的本

来面貌为最终 目标
,

而是针对各地的具体条件
,

采取各种治理措施进行积极治理
,

广大群众在长期

与水土流失作斗争中
,

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
,

并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措施体系
,

能有效地

控制不同地区
、

不同地形部位的水土流失问题
;
并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治理典型

,

如吴堡县大面积兴

修水平梯 田
、

富平县赵老峪引洪漫地
、

延安地区的
“
两法种 田

” 、

榆林地 区的引水拉沙造地
、

陕西
、

山

西的打坝淤地以及无定河流域
、

三川河流域的大面积综合治理等等
。

此外许多重点治理小流域
.

经

过 10 ~ 20 年治理之后
,

减沙效益一般为 70 写一 90 %
,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

上述分析表明
:

从各个角度来讲
,

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是可以治理的
,

任何怀疑 的观点都是缺

乏依据的
,

也许有人会提出
,

既然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可以治理
,

为什么如今黄河泥沙仍徘徊在 16

亿 t 呢 ? 那么我们也要反 问黄土高原的人 口如今又较过去增加了多少呢 ?

据统计
,

自建国以来黄土高原人 口 由 3 5 00 多万人增至 7 20 0 多万人
,

人 口增加了一倍
.

由于水

土保持工作的几起几落
,

未能长期抓紧基本农田建设
,

而新增人 口 的吃饭问题一部分是靠陡坡开

荒来解决的
。

建国初期
,

黄土高原共有农地 1
.

4亿亩
,

到 1 9 8 5 年
.

增到 2
.

8 亿亩
,

新增的农地大都

是陡坡开荒而来
。

虽然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一再重申制止陡坡开荒
,

但由于粮食问题没有 解决
.

不

少地方总是屡禁不止
。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

假如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无法治理
.

那么今天黄河的泥沙最少也要翻一

番
,

超过 32 亿 !t 因此并不是说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不可以防治
.

而问题的焦点是
:

要在养活黄土高

原七千多万人 口的前提下
,

解决水土流失问题
,

从而促进该地 区经济持续发展
,

这不能不说是一大

难题
。

正因为问题的复杂性
,

才导致了如今在治黄问题上仍存在较大的争议
。

二
、

坝系农业实难做为治黄之本

最近有人提出
“

治黄之本在于打坝淤地
” 。

其基本思路为
.

在未来 50 年内建立覆盖黄土高原的

坝系农业
,

在黄土高原千千万万个小流域 内修建淤地坝
.

依幸坝 池解决该地 区人民的生 活生产问

题
.

从而达到解决黄河泥沙
,

使黄河流域转入持续发展阶段的 口的
。

我们认为如果单纯为了解决这 16 亿 t 泥沙问题
,

这种观点当然 厄可 1卜议
。

甚至还有 比此更简

便的方法
。

例如黄土高原移民
、

放荒
,

最多亦不过三四十年时问
.

黄河泥沙问题照样可以解决
.

但该

地区七千多万人 口 的生活问题
,

又该如何解决呢 ? 根据当地群众多年打坝淤地的经验
,

坝地面积最

多只占流域面积的 5%
,

无论如何不会到 10 %
,

另外还有一些沟道是不宜打坝淤地的
。

所 以坝地面

积是有限的
。

另据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专项治理规划资料
,

在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 15
.

6 万 k m
,

范围内
,

利用

60 年时间
,

可修建 2 万座淤地坝
.

总库容为 2 00 亿 m
3 ,

投资 20 亿元
,

全部库容拦泥淤满后可得坝地

3。 。 万亩
。

按 19 8 5 年人 口资料计算
,

该地 区平均每个农民占有坝地面积仅为 0
.

18 亩
,

按坝地最高

亩产 5 0 0k g
,

则人均占有 口粮为 9 0k g
。

而事实上这些坝地 60 年后才能全部拼种
·

在这 60 年之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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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口 粮还远远不到 g o k g
。

看来这种做法实难解决群众的生存问题
。

在黄土高原
,

打坝淤地大约有 4 00 年的历史了
,

在小流域沟道 治理 中
,

是 一项重要的工程措

施
,

它可以拦泥淤地增产
,

控制沟床下切
、

沟岸扩张
,

并可以抬升基准面
,

减缓沟谷重 力侵蚀
。

我们丝

毫没有贬低淤地坝的作用
,

淤地坝
、

坝系等和其它措施一样
,

目前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
,

完全有必

要立项进行研究
,

但是应该正确评价它的作用和优缺点
,

坝地在旱年增产作用显著
,

在多雨年则增

产作用不如梯 田
,

因此群众中早就流传涝收坡
、

旱收沟的说法
。

此外淤地坝还存在一些问题
,

主要

有
:

1
.

盐渍化问题 (特别是在有常流水沟道打的较大型淤地坝 )严重
,

据调查
,

严重的地区盐渍化面

积占坝地面积的 l 3/ 一 1 2/
,

保收率不足 40 %
。

2
.

如无坡面措施配 合
,

暴雨 时坝地庄稼常被 洪水淹没而影响产量和保收率
,

一般保 收率为

8 0 %
。

3
.

如遇较大暴雨淤地坝常被冲毁
,

1 9 7 3 年 8 月延川县降暴雨 1 1 2
.

s m m
,

冲毁淤地坝 1 86 4 座
.

占淤地坝总数的 43 % ; 1 9 7 7 年 7 月 5 日和 8 月 5 日两场暴雨
,

延安
、

愉林
、

庆阳以及晋西等地
,

共有

32 70 0 座淤地坝不同程度被冲毁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场暴雨中
,

绥德菲园沟的淤地坝也被

严重 冲毁
,

主要原因是当地群众急于耕种坝地
,

而忽略了防洪以及溢洪道修筑不当边坡滑塌被堵等

技术问题
,

总共冲毁坝库 2 43 座
,

占原有坝库的 73 %
。

最重要的是淤地坝不是从根本上解决水土流

失问题
,

坝地是雨水冲刷坡地表层土壤淤积而成
,

坝地的增产是建立在坡地水土流失
、

土壤肥力减

退
、

粮食减产的基础上
,

是有代价的
。

作为迅速拦泥的应急措施或过渡措施
,

曾在黄河支流和较大沟

壑中修建拦泥坝和治沟骨干工程
,

但大家都认识到这些措施终究不能解决水土流失问题
,

因而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黄河的泥沙问题
。

解决黄河泥沙的根本措施只有水土保持
。

经过 40 年的实践
,

证 明

这一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

并且一直是中央领导和主管部门制定治黄决策时的主要依据
。

三
、

治黄之本在于水土保持

我们认为治黄的前提应该是既要保持水土
,

减轻水土流失危害
,

又要开发利用水土资源
.

大 力

增产粮食和休牧业产品
,

为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和商品生产服务
。

从而达到减少黄河泥沙
.

减轻对下

游的威胁
,

促进该地区农业以及国民经济建设持续发展的 目的
。

建国 40 多年
,

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治理实践已经证明
,

只有水土保持才是解决黄河 危害
、

促

进当地农业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

尽管 由于情况复杂
,

水土保持对黄河下游的减沙作用 目前 尚无确

切的定量数据
,

但 已起到相当重要作用则是肯定的
。

在黄土高原搞好水土保持
.

不仅能防治水土流

失
,

而且是大面积开发农业及大幅度增产粮食的有效措施
。

许多水土流失严重的县
、

乡
、

村
.

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
,

由粮食不足变成粮食 自给或有余
。

甘肃省定西县是有名的干旱缺粮地 区
,

这个县的大

平村
,

1 9 6 4一 1 9 8 5 年共修水平梯田 2 0 1 3 亩
,

人均 4
.

2 亩
,

1 9 7 6 ~ 1 9 8 4 年的 8 年 内
.

平均亩产 1 1 7
.

sk g
,

人均粮食 63 4
.

sk g
。

陕北吴堡县面积 4 2 k8 m
, ,

人 口 6
.

48 万人
,

是黄土丘陵 区一个典型的穷县
·

经过 2 0 多年的努力
,

建成基本农 田 n
.

9 4 万亩 (其 中梯 田 10
.

7 万亩
,

坝地和小 片水地 1
.

24 万

亩 )
,

人均 1
.

84 亩
。

1 9 6 5 年全县粮食总产 4 13
.

5 万 k g
,

人均不到 Z o o k g ; 1 9 8 4 年全县粮食 总
、

产 2 3 06

万 k g
,

人均 3 79
.

s k g
,

总产量提高了 3
.

6 倍
,

人均粮食提高了近一倍
.

达到基本 自给
。

陕北靖边县
,

地处毛乌素沙地边缘
,

风大沙多
,

气候干旱
,

自然灾害频繁
。

30 多年来
,

采取以营

造防风固沙林带和农田防护林网为主的综 合治理
,

先后共建成长 4 4 k0 m 的 3 条防风固沙大型骨干

林带
,

造林面积 1 20 多万亩
,

农 田防护林网造林 25 万亩
,

加上其它形式造林
.

到 1 9 8 4 年林地保存面

积共 25 8 万亩
,

人均 14
.

3 亩
,

有效地制止了风沙危害
。

由过去的
“

沙进 人退
”

变为今天的
“
人进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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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 ,

已固定或半固定 80 多万亩流动沙丘
。

1 9 5 7一 1 9 6 7 年观测
,

全县共有大风 日 39 天
.

沙暴 日 66

天
,

1 9 7 2一 1 9 7 8 年观测
,

大风 日降至 5 夭
,

沙暴 日降至 16 天 ; 过去春播几次不能出苗
,

现在播一次

即可
。

造林保护了农业
,

加上水利灌溉和农业技术措施
,

全县粮食总产由 60 年代 。
.

25 亿 k g 左右
·

增加到 0
.

5一 2
.

5 亿 k g
。

全县每年采伐柳椽 35 万多条
,

擦子 2 万多根
,

价值 3 00 多万元
,

以沙柳为

原料的柳编产品 37 。 多种
,

远销欧
、

亚 13 个国家
,

年收入 1 00 多万元
。

种构祀 1 0 00 多亩
,

年产 10 多

万 k g
,

值 800 多万元
。

全县大农业总产值已 由 1 0 00 多万元上升到 4 92 1 万元
。

黄土高原矿藏资源丰富
,

是国家能源重化工建设的重要基地
,

充足的能源必将带动重化工与其

它工业的迅速发展
,

一大批新兴的工业城市必将在各地涌现
,

迫切需要各地农村 为之提供足够的粮

食
、

蔬菜和其它生活必须的农副产品
。

这些产品的提供
,

也只有在搞好水土保持的前提下
,

才能变为

现实
。

同时
,

作为发展战略
,

黄土高原土地的开发与整治
,

必须与能源重化工基地同步进行
.

用前者

促进和保证后者健康发展
;否则

,

水土流失严重
、

生产水平落后的农村
,

必将成为工业发展的重要制

约因素
,

最终将严重影响该地区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

因此
,

治黄之本只能是水土保持而别无它路
。

目前
,

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仍很严重
,

生产条件差
,

群众经济脆弱
,

地方财政 困难
,

国家投入 用

于治理 水土流失的资金有限
,

因此水土保持进展缓慢
,

远远不能适应 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

为此我

们建议
,

从国家绝济建设的宏伟战略出发
,

把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列为国家经济开发与国土整治的

重点项目并作为一项持久工程
,

集中人力
、

物 力
,

加快开发治理
,

这不仅直接影响本 区的经 济发展
.

而且关系到国家建设的全局
,

实为当务之急
。

四
、

当前应重点研究的问题

治理黄河是一项 巨大的系统工程
,

不仅要根治下游洪水灾害
,

还关系到数千万 k w 电力资源的

开发利用
,

上亿亩农 田的灌溉
、

数千公里航线的开通以及整个黄河流域建设事业的持续发展
。

早在

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已经把治理黄河工作纳入国家经济建设计划
。

由于当时对水土保持工作的艰 巨

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
,

对水土保持减少黄河泥沙的作用估计过于乐观
,

使三 门峡水库发 生严重淤

积
,

并限制了一些开发项 口不能按计划实施
,

特别是近几十年来黄河的泥沙没有 明显变化
。

在这种

情况下
.

有些人对水土保持减少黄河泥沙的作用提出怀疑
。

有人曾提出水土保持不是治理 黄河的根

本措施
,

还有人主张今后应把水土保持与治理黄河分开
。

在治理黄河这项任务当中
,

减少黄河泥沙是必须解决而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
,

对于水土保持能

否减少黄河泥沙问题应进行具体分析
,

不能轻易下结论
。

建国以来
,

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所经

历的是一条曲折的道路
,

也就是某些人所说的几起几落
。

从 1 9 5 5 年把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纳入国

民经济建设计划时起
,

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 出现了第一个高潮
; 但是到 1 9 6 0 年 国民经济困难

时期很快又进入低谷
,

许多水土保持机构被撤销
,

工作人员被下放
;
紧接着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一直

到 1 9 70 年水土保持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
。

不仅如此
,

已治理的地区还不同程度的遭到破坏
。

在

这种情况下
,

1 9 7 0 年以前黄河的泥沙不但没减少反而略有增加
,

是意料之中的事
。

1 9 7 0 年 10 月
,

中

央在北京召开北方农业会议
,

为了改变农业生产面貌
,

会议要求必须加强农田基本建设
。

黄土高原

各 省区决定积极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工作
,

水土保持又开始有 了生机
,

并逐步发展
。

1 9 8 0 年之后
.

出

现了前所未有的持续稳步发展的新 局面
,

到 80 年代长
.

有将近 1 / 3 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治理
.

70

年代和 8 0 年代黄河的泥沙也不同程度有所减少
。

据高博文
、

刘万栓
、

张大全
、

刘铁辉等同志测算
.

黄

河干流龙羊峡到三门峡区间 60 年代年均输沙量 17
.

0 亿 t
,

70 年代为 13
.

6 亿 t
,

80 年代为 8
.

。 亿

t 。

扣除 7 0 年代
、

80 年代降雨偏小的影响和水利工程的减沙之外
,

70 年代水土保持年均减沙约 2
.

0

亿 t ( n
.

6写 )
,

80 年代水土保持年均减沙约 4
.

6 亿 t ( 27
.

0% )
。

这充分说 明水土保持减少黄河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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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是显著的
,

减沙作用的大小与水土保持的治理程度基本一致
。

治理黄河涉及的范围很广
,

需要做的事情和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
,

目前在国家经 费和投资有限

的情况下
,

迫切需要研究如何统筹安排各方面的工作才能使有限地投入取得最大效益
,

以便作为领

导部门宏观决策时的依据
。

完成这一任务的难关是准确回答水土保持的减沙效益
,

并作出定量预

报
。

从黄土高原发生水土流失到泥沙最后输入黄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

影响因素也很多
。

首先

必须把这个过程的几个主要方面基本搞清之后
,

才能比较准确地计算 出水土保持减沙效益
。

1 9 8 7

年
,

水利部拨出专款建立
“

黄河水沙变化研究基金
” ,

用了 5 年时间对黄河水沙变化进行研究
; 1 9 8 8

年至 1 9 9 2 年
,

由中科院地理所和水利部黄委会共同主持的国家 自然科学重大基金项 目
“

黄河流域

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
”

也对黄河水沙变化和水保减沙效益进行了研究
,

以上两项研究作了大量

工作
.

为今后继续深入研究创造了条件
,

但这两项研究都因存在以下一些困难和问题
,

致使对黄土

高原水土保持的减沙效益的看法还有较大分歧和争论
。

存在问题之一
,

黄土高原的降雨观测资料不能满足水沙变化分析的要求
。

目前黄土高原一般是

一个县只有一个雨量站
,

数量太少
。

一些能引起较强水土流失的短历时高强度降雨常被漏测
。

有时

水文站有洪水记录
,

而控制面积内却无降雨的不合理现象
,

实际上是降雨的地方没有雨量站
。

1 9 8 4

年 6 月
,

安塞县沿河湾镇寺嘎晚村下了一场暴雨
,

引起严重水土流失
,

纸坊沟发生洪水
,

冲走 1 人
、

羊 2。 多只和 6 头牛
。

而距离寺峡观不到 l o k m 的茶坊村则小雨刚湿地皮 ;
20 k m 以外的安塞县气象

站则没有降雨
,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

使效益计算产生较大误差
。

存在问题之二
,

在计算水土保持减沙效益时
,

往往只统计水土保持治理面积
,

而不考虑 已治理

面积在流域 内的分布情况
。

在较大流域内降雨是不均匀的
,

往往是在已治理的地方没有降雨而在没

治理的地方却有暴雨
,

这样水土保持措施的拦蓄效益体现不出来
.

也给效益计算带来较大误差
。

存在问题之三
,

在进行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同时
,

陡坡开荒一直未能禁止
。

根据我们在子午岭

东坡连家贬地区径流小区观测结果
,

林地或草地开垦之后
.

侵蚀量当年就增加 20 一 30 倍
,

解放后的

40 多年
,

黄土高原耕地面积几乎增加了一倍
.

其中绝大部分是陡坡开荒而来
,

仅这一方面就使水土

流失大幅度增加
,

抵销了部分水土 深持减沙效益
。

但是
,

除个别地方有些毁林开荒的零星记载之外
.

绝大部分地区没有这力
一

面的统计数字
,

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
。

存在问题之四
,

忽略了水土保持措施的
“

间接效益
” 。

例如在斜坡上部修水平梯田
,

则 涕田下方

的坡地由于集水面积减小坡面径流强度也明显减小
,

因而水土流失减轻
.

这一点可从坡面治理使沟

道侵蚀减轻得到证实
,

而过去在计算水土保持效益时
,

只计算措施本身的拦蓄效益
.

而忽略 了它的

间接效益
,

另外对林草措施的减沙效益的看法还存在严重分歧
。

针对上述情况
,

今后应以水
厂
1: 保持减沙效益问题为突破 口

.

重点开展以下方面研究工作
:

1
.

详细观测降雨过程及其分布情况
,

并绘制各种等值线图 (可以考虑利用雷达观测降雨 )
。

2
.

利用遥感技术
,

详细监测流域内土地利用情况
、

水土保持治理情况
.

并填图
,

用这些 图件与暴

雨等值线图垒加
.

求出暴雨笼罩面积内不同土地利用和水土保持治理面积
.

作为计算效益的依据
。

3
.

利用元素示踪法研究不同地貌部位的水土流失情况和水土保持措施的问接效益问题
。

在此基础上分析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及产沙规律和水土保持减沙效益
,

进一步从高层次综合分

析黄河下游防洪
、

流域开发和治理方面等问题
。 “
九五

”

期间我们应该有大的作为
,

应该组织有关人

员就这一问题协作攻关
,

几年之后定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

并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

(下转 第 1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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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科学研究的基本思路

(二 )技术路线

为了搞好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工作
,

我们提出如下的技术路线
。

1
.

以流域为治理单元
。

这是我们进行水土保持工作和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基地
。

多年的

实践经验证明
,

只要坚持以流域为治理单元
,

既将治理工作直接落实到了地块
,

又便于组装配套
.

因

而提高了效率和质量
,

同时便于推广水土保持科研成果
,

使科研成果直接在治理中发挥作用
。

2
.

把资源
、

环境与农村发展作为一个整体
。

就是说
,

在 合理利用 自然资源
、

保护环境的前提下
.

促进农村生产和经济的发展
。

反对以破坏资源
、

污染环境换取农村经济的发展
。

3
.

把控制水土流失
,

建立高效的生态经济体系
,

使群众脱贫致富进行通盘考虑
。

就是说
,

我们的

水土保持工作和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工作
,

要 同时达到三个 目标
:

既控制了水土流失
,

又建立起了高

效的生态经济体系
,

还提高 了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
。

4
.

所有工作必须围绕以水土保持为中心
。

即在解决水土流失问题的基础上
,

求得发展和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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