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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简述了大陆中国水土保持学会代表团在台湾考察水土保持的概况
,

台湾的自然环境

和水土流失概况
,

水土保持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

水土保持工作重点
,

水土保持教学与科研及水

土保持宣传教育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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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台湾中华水土保持学会的邀请
,

大陆中国水土保持学会一行 6 人组成 的代表团
,

于 1 9 9 4 年

3 月 1 0 日至 21 日在台湾进行了水土保持考察和学术交流
。

这次考察属于两岸民间学术团体的技术交流
。

1 9 9 3 年 5 月中华水土保持学会应大陆中国水土

保持学会的邀请
,

组成 8 人教授代表团
,

在北京
、

西安
、

桂林等地进行了为期 12 天的水土保持考察
。

此次赴台考察
,

中华水土保持学会为大陆代表团安排了丰富的考察 内容
,

在短短的 12 天
,

代表们几

乎绕 台湾岛一周
,

途经台北
、

台中
、

莲华池
、

台南
、

凤山
、

屏东
、

高雄
、

台东等十几个市县
。

考察 了流域

收稿 日期
: 19 9 4一 ( ) 5一 18

二

大陆中国水土保待学会代表团
:

唐克 丽 (团长
,

中国科学院
、

水利 部西北水 土保持研究所 )
、

唐邦兴 ( 副团长
,

中国科学
院

、

水利部成都 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
、

史德明 ( 中国科学院南京 土壤研究所 )
、

张悼元 (成都 理工 学院 )
、

董闻达 (江西农业大学 )
、

杨大三 (湖北林科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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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治理
、

治 山防洪工程
、

山坡地保育利用及环境绿化等水土保持典型
;

参观访问了有关试验研究

所
、

大专院校
、

水土保持户外教室
,

参观访问了乡镇
、

农户及其所经营的茶园
、

果园
、

蚕桑业等
。

考察

行程 中
,

中华水土保持学会荣誉理事长廖绵增博士
、

卢惠生博士和杨宗正秘书长全程陪同
。

代表所

到之处均受到了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
,

先后会见了有关方面专家
、

教授
、

技术人员等 1 00 余名
。

两岸

学者交流了水土保持的经验
、

成就
,

展望了未来
,

深切体现了中华民族
“

血浓于水
”

的民族深情
,

更加

深了两岸科技交流合作的共识和振兴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
。

一
、

台湾的自然环境及水土流失概况

(一 ) 自然环境概况

台湾省是个南北狭长多山的岛屿
,

南北长 3 8 4 k m
,

东西最大宽度 1 4 4k m
。

中央 山脉自南到北将

全岛分割成东西两部分
,

西斜面宽而略为平缓
,

东斜面地形陡峻
。

岛内最高峰为玉 山
,

海拔 3 9 97 m
。

全岛的地貌类型可区分为中央山系
、

海岸山脉
、

大山区
、

丘陵地带
、

台地及平原和谷地
。

台湾土地总面积 3 5 g 8 1k m
, ,

其中海拔高于 1 o o o m 的高山占 3 3 %
,

海拔 1 0 0一 1 o o o m 的丘陵

山坡占 38 %
,

海拔低于 10 o m 的平地占 29 %
,

丘陵山地占总土地面积的 70 %
。

67 肠的土地坡度多在

1 00 以上
,

其 中绝大部分的坡地大于 2 1
。 ,

占总土地面积的 53 %
。

陡峻的地形是导致强烈侵蚀和崩塌

的重要原因之一
。

山坡地土壤类型主要有黄壤和红壤
,

有机质含量低
,

约 10 一 28 9 k/ g ,

团粒结构差
,

在植被破坏情况下
,

极易遭受侵蚀
。

台湾岛位于西太平洋地震带
,

造山运动活跃
,

地质脆弱
。

基岩组成以变质岩分布最广
,

主要有砂

岩
、

页岩
、

板岩
、

砂页岩互层及砰岩等
。

由于地震频繁
,

地层多断裂
、

破碎
。

自 1 9 0 7 年至 1 9 6 4 年的 57

年间
,

共发生有感地震 15 0 88 次
,

平均 每年地震达 2 69 次
,

加之 台风
、

暴雨的影响
,

常造成崩塌
、

泥

石流
、

山洪灾害
。

台湾地处亚热带
,

高温多雨
,

年均气温 20 ℃ ,

年均降雨量 2 5 00 m m
,

山区降雨量高达 3 0 00 一

5 00 o m m
。

全年降雨量虽多
,

但分布不均匀
,

多集中在夏季的 6
、

7
、

8 三个月
。

在此季节又多台风
,

常

带来暴雨
。

h1 最大降雨量可达 1 70 m m (苗栗大湖 )
,

1 日最大降雨量可达 1 60 o m m (宜兰新察地区 )
。

岛内共有河川 1 51 条
,

主干流长度多在 50 k m 以下
,

流域面积多小于 s o ok m
, 。

主干流最长的河

川为浊水溪 1 8 6 k m
,

流域面积也最大
,

为 3 1 5 k5 m
2 。

这些河流的特点是河床比降大
,

多在 1 :

45 以

上
,

水流湍急
,

洪枯悬殊
。

浊水溪最大洪峰流量 22 o 00 m丫s ,

平均最低流量 ” m
3

/ S 。

台湾脆弱的地质构造
,

陡峻的地形
,

加之年内多台风
、

暴雨的袭击
,

土壤侵蚀
、

崩塌
、

山洪
、

泥石

流灾害频繁
。

人为不合理的开发山坡地
,

又加剧 了上述灾害的发生频率
,

常常威胁下游的安全
。

(二 ) 水土流失概况

滥垦
、

滥伐
、

滥建和滥葬是人为加速侵蚀的主要原因
。

随着人 口不断的增长
,

城镇
、

工矿
、

交通建

设的发展
,

开发 山坡地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

1 9 6 0 年时
,

台湾的总人 口为 1 0 80 万
,

每公顷耕地负担 1 3
.

7 人 ; 1 9 9 2 年时台湾的总人 口增长

到 2 0 75 万人
,

每公顷耕地需负担 22
.

5 人
,

32 年间人口增长了近 1 倍
,

加之城镇
、

工矿交通的发展
,

平原耕地又 日益减少
,

均造成了向山坡地发展农地
。

山坡地又适宜种植香蕉
、

芒果
、

凤梨和茶
,

经济

价值高
,

农民争相种植
,

致使开 垦的坡度愈来愈陡
,

甚至达 30 一 40
。 ,

在未采取水土保持措施情况

下
,

大大加剧了土壤侵蚀强度
,

并常常导致山崩
、

泥石流等突发性灾害
,

对下游的危害更大
。

例如 1 9 5 8 年在台湾中南部发生了特大的
“

八七
”
水灾

; 1 9 7 3 年又发生
“

娜拉
”

台风灾害
,

这两次

灾害均造成了大规模的山崩
、

地滑
、

泥石流
,

特别对下游造成了河道淤积甚至溃决
,

农 田被冲毁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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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

房屋倒塌
,

巨量沙石埋没村庄
,

甚至造成人员伤亡
,

损失惨重
。

例如原来宽不足 s m 的沟道
,

灾后

扩大至 30 ~ 50 m
,

一些遭淹埋的村庄
,

泥石堆积高达数米
。

据当时航测调查结果
,

上游侵蚀的面积与

下游遭灾面积之比为 1 :
1 1

。

总结这两次灾害的原因
,

台风
、

暴雨虽系主要触发因素
,

但上游山坡地

的滥垦
、

滥伐大大加剧了灾情的发展和危害程度
。

山坡地的水土流失及其激发的山崩
、

泥石流灾害
,

影响到水库淤积
,

河流输沙量剧增
.

台湾南阿

公店水库的集水 区面积约 3 10 。 余 h m
, ,

根据其每年水库淤积的泥沙量
,

土壤侵蚀量每年达 20 ~

30 m m
。

浊水溪年均输沙量 5 9 40 万 t
,

年均输沙模数 25 6 7 o t / k( m
, · a )

。

航测调查统计
,

台湾山坡

地有 2 5 35 处崩塌地
,

崩塌面积共计 8 I Oo h m
Z 。

因此
,

山坡地的保育利用
,

治理崩塌地及开展整体的

治 山防洪工程
,

是台湾水土保持的重点
,

也是当务之急
。

二
、

台湾的水土保持

(一 )水土保持机构的设立与发展

自 1 9 5 8 年发生特大的
“

八七
”

水灾后
,

引起 了台湾省有关部门及各界人士对水土保持的重视
。

1 9 6 1 年在台湾 省的农林厅建立了山地农牧局
,

主管全省的水土保持
,

开始了治山防洪工程及区域

水土保持的综合规划及实施
。

1 9 8 9 年在省农林厅正式成立水土保持局
,

提升为省三级重要单位
,

水

土保持工作有了全面快速的发展
。

首先健全了机构体制
,

在水土保持局以下设立 6 个工程所
,

分别

负责其管辖 区的水土保持 (见图 1
、

图 2 )
。

例如位于南部的第四工程所
,

其负责的范围为台南县
、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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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台湾水土保持机构编制 图 2 水土保持局各工程所辖区分布图

南市
、

高雄县
、

屏东县
、

澎湖县
。

所机构内设所长 1人
,

配备技正 2名
,

协助所长分管水土保持工程和

农业技术
。

所 内除设立财务
、

总务
、

人事 5 名行政管理人员外
,

其余均为技术人员
,

分布在所下设的

三个课
。

每个课设课长 1 人
,

技士和技佐各 3一 8 名
,

分别负责三个方面的治理任务和管理业务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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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课的分工为
:

山坡地植物措施
、

绿化
、

美化及技冰推广
; 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

,

包括道路
、

灌溉及治山防洪工程
; 山坡地规划及利用管理

。

工程所的事业费及其承担的治理费由其上级单位水

土保持局下达
;
有关的县市也匹配一定数额的治理费

,

约占总额的 30 % ~ 40 %
;
受益的农户也支付

一定额的费用
,

但占极少的比例
。

在业务上
,

各县农业局下设的水土保持课配合进行
。

第四工程所

的前身为省水利局在阿公店水库集水区所设立的水土保持工作站
,

农牧局成立后归属该局
,

水土保

持局成立后则改制为该局下设的工程所
.

台湾水土保持局 的机构
,

随着工作的需要和发展
,

不断进行了完善和强化
,

同时与省内其它机

构及科研教学单位建立了密切的合作或协作关系
。

台湾水土保持的总体规划
、

经费
、

重大政策
、

决策

由主管全省农业的农业委员会领导
,

并由农委会和其它农林
、

畜产部门进行协调
。

(二 )水土保持工作重点

台湾现阶段水土保持工作的重点主要有六个方面
:

山坡地保育利用
; 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

; 山

坡地紧急防灾
;
治山防洪

;
集水区调查规划

;
水土保持及集水区研究

。

前五项为治理任务
,

最后一项

为科学研究
。

1
.

山坡地保育利用
。

这是台湾水土保持的中心
,

山坡地不合理的开发利用
,

常常也是导致山崩
、

山洪的重要因素
。

山坡地的开发利用又是 台湾农业和经济发展的趋势
。

为了有计划地
、

合理地开发

淤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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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蚀极严重
、

崩塌
、

地滑
、

脆弱母岩裸露等
,

应加强保育处理
、

减免灾害发生之土地 为加强保育地六级地
。

图 3 台湾山坡地土地可利用 限度查定标准图

利用 山坡地
,

自 1 9 7 9 年起开始了山坡地的全面

调查
,

包括坡度
、

土壤深度
、

侵蚀程度
、

母岩性质

等
,

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评价
,

制定了山坡地可

利用土地的标准 (见图 3 )
。

宜农牧地可利用土

地的最大坡度可达 25
。

以上
,

但地面必须覆盖

和敷盖
,

或采取其它水土保持措施
。

台湾省山坡

地 总 面 积 9 64 8 4 h3 m 2 ,

其 中宜农牧地 面 积

4 4 6 3 5l h m
, ,

占可耕地面积的 42 %
,

在农业生

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

必须加强保育利用
。

山坡地水土保持措施通常有等高耕作
、

水

平梯田 (台湾称之平台揩段 )
、

种草覆盖
、

残茬

敷盖
、

山边沟等
。

经多年试验和实践总结
,

山坡

地修建山边沟结合种草覆盖
,

同时配合专门设

计制造的山地多用小机械操作
,

已证明是山坡

地保育利用成功的经验
,

并已形成颇具规模新

型的现代水土保持方法
。

山边沟系引自美国的一种水土保持方法
,

经廖绵溶博士的试验研究
,

把原定的梯形断面

改为宽底断面 (沟宽约 Z m )
,

其优点为省工
、

防

冲性强
,

沟面可增加植株
,

经种草加固沟面和沟坡后
,

利于小型农业机械操作
,

从事喷药
、

搬运等作

业
,

大大减轻了农民繁重的体力劳动
。

在进行山边沟试验时
,

同时取得 了引种百喜草的成功
,

有效地

解决了保护沟面和沟坡的防冲问题
。

这种多功能山边沟体系已被誉称为
“

廖氏山边沟
`, ,

有效地发挥

了保持水土的作用
,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田间操作
,

提高了经济效益
,

加速了山坡绿

化
,

培育了土壤
,

为农业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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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东县的宾朗果园展示了山坡地保育利用的典型模式
。

该果园面积 35 h m 2 ,

坡度多在 15 ~ 2 00
,

土壤为红壤
,

种植桶柑
、

菠萝蜜
、

芒果
、

荔枝等果树为主
。

保育方式是以修建山边沟为中心
,

建立了集

道路系统
、

灌溉设施
、

植被建造绿化
、

美化和坡地农业机械为一体的综合模式
,

同时发挥了水土保持

户外教室的作用
。

2
.

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和 山坡地紧急防灾
。

基于地质环境脆弱
,

山坡地开发不当
,

常可诱发崩

塌
、

山洪灾害
,

给群众生命财产造成损失
。

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

必须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
,

从而

确定制订有关的管理方案
,

其主要 内容有
:

山坡地崩塌潜在地 区的巡查与治理
; 山坡地产业道路的

检查与修复
; 山坡地大型开发利用时对水土保持计划的检查

;
修正 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

。

为实施以

上条例
,

制订监督检查制度
。

例如
,

确定每年 5 月至 10 月期间各县市政府主管单位每月检查一次
,

定期报省水土保持局
,

严格执行奖惩制度
。

上级单位按管理条例
,

定期考核检查
.

3
.

治山防洪与集水区调查规划
。

此项规划由水土保持局主持
,

联合林务局
、

水利局及当地县市

政府共同制定调查规划及治理规划
,

其主要内容有
:

高山地 区治山防洪计划
; 山坡地紧急防灾计划

;

野溪及河川治理计划等
。

按计划实施 的项目有
:

治 山造林
、

农地水土保持
、

崩塌地处理
、

防沙工程
、

防

洪工程
、

坡地土木建筑水土保持
、

矿场水土保持及突发灾害等
。

基于 19 5 9 年
“

八七
”

水灾和 1 9 7 3 年 10 月
“

娜拉
”

台风灾害的惨重教训
,

治山防洪整体治理项 目

纳入了省重要建设计划
,

现 已取得 了明显的进展
。

在原重灾地区的台东县大坡溪
、

利嘉元和万安溪

等
,

通过上
、

中
、

下游统一规划
,

采用工程措施与建造植被措施相结合的整体治理
,

均彻底改变了面

貌
,

保证了下游农田
、

房屋
、

交通的安全
,

并 出现了一片绿色的优美环境
。

泥灰岩流失区的改造也是一项非常艰 巨的任务
。

在台湾西南部分布了一大片的泥岩丘陵区
,

寸

草不生
,

侵蚀剥蚀强烈
,

面积达 1万 h m
,

以上
,

且严重威胁水库与河道的淤积
。

经多年的试验研究
,

采用了整修地形
,

客土种草等措施
,

均已改造成为一片芒果园
,

防止了水土流失
,

并开发了泥岩区土

地资源
。

近年来
,

水土保持工作与环境绿化紧密结合
,

尤其在邻近城镇的山坡地
,

结合水土保持建立观

光农业
,

例如茶园
、

果园等
。

同时把水土保持工作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相结合
,

开展了坡地农村

综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

包括水土保持
、

公共设施
、

住房布局
、

生活环境绿化及修建休闲娱乐场所等
。

4
.

水土保持及集水 区研究
。

主要是围绕以上所提出的一些问题
,

例如山坡地水土流失
、

崩塌
、

泥

石流
、

山洪及各项治理措施开展研究工作
。

研究课题的提出
,

由水土保持局及其下属的 6个工程所
、

有关试验研究机构
、

大专院校等提出初步计划上报
,

最后由农委会下达 (包括经费 )
,

并在有关杂志

上报道
。

例如 1 9 9 4 年度的水土保持及集水 区研究工作重点
,

由农委会水土保持科报道在《水与土通

讯 》杂志 ( 1 9 93 年 6 月 )
,

其主要 内容有
:

山坡地违规使用对策的研究
;
集水区水土资源保育的研究

;

土石灾害防治的研究
;
水土保持研究发展及技术转移

;
坡地管理的调查计划等

。

最后一项研究还包

括对高尔夫球场建设引起新的水土流失问题
。

承担研究课题的一般为提出课题单位
,

大专院校则是

研究的主力
。

(三 )水土保持教学与科研

水土保持的教学早期 只是在农学院的有关系设立课程
,

如著名的水土保持专家
、

老前辈周恒教

授即在森林系教授水土保持课程
。

1 9 5 3 年在周恒先生创议下
,

台湾省举办了第一期水土保持学习

班
,

为期六周
。

现在担任重要职务或教学
、

科研的著名教授
,

均为当时学员中的佼佼者
,

例如廖绵潜

博士等
。

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
,

台湾先后发生重大水灾后
,

引起社会上对水土保持的重视
,

并把

培养人才列为首要问题
。

1 9 6 4 年中兴大学设立水保系
,

周恒教授任系主任
。

周恒先生早年毕业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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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学
,

即任职于黄河水利委员会
, 1 9 4 8 年任教于台湾省农学院

,

现周先生 已年过 80 高龄
,

退休后

仍关心海峡两岸的水土保持事业
。

中兴大学水土保持系自周恒先生创建以来
,

有了相当的发展
。

1 9 7 5 年成立研究所硕士班
,

1 9 8 9 年增设研究所博士班
,

科学研究与教学相结合
,

培养水土保持高级

人才
.

现该系即水土保持系暨研究所
,

共有教授 10 名
,

副教授 n 名
,

拥有人工降雨和风洞试验设

备
,

建有人工降雨
、

水文气象
、

测量
、

植生
、

土壤物理
、

土壤力学
、

防沙工程及坡地泥沙灾害控制实验

室等
,

除教学外
,

每年承担或参加的研究课题近 50 项
。

省内的屏东技术学院设立的资源保育系
,

其目的也是培养水土保持人才
,

课程设置以务实与理

论相结合为特色
,

拥有教授
、

副教授 8 名
。

结合教学申请承担或参加有关研究课题
,

自 1 9 92 至 1 9 94

年
,

共承担了近 50 项研究课题
。

该系建有规模较大的各种坡度
、

各种水土保持措施的坡面径流试验

场
,

集水区水文观测站
,

人工降雨实验室等
,

不仅供学生实习用
,

并面 向社会作为开展水土保持宣传

教育的户外教室
。

此外
,

嘉义农专设立的土工科
,

为培养水土保持中等技术人员
。

关于水土保持科研工作现尚未建立省级水土保持研究所
,

主要集中在大专院校及省级有关试

验研究所
。

除上述的中兴大学和屏东技术学院从事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外
,

台湾大学的地理系
、

农业

工程系
、

林学系
、

园艺系等
,

设立有水土保持的课程及研究课题
。

台湾省林业试验所设立有林地水土

保持研究室
,

研究森林集水区的侵蚀与崩塌治理方法
;
林道水土保持工程功能的研究等

。

台湾的山

坡地主要用于栽种经济果木
、

茶树
、

桑树等
,

因此农业试验所把水土保持的研究也列为重要项 目
。

我

们所参观的台湾省农业试验所凤山热带园艺试验分所
,

建立有水土保持研究室
,

进行坡地果园
、

土

壤侵蚀及水土保持方法的研究
,

建立并推广草沟排水
、

草带法
、

坡地覆盖及敷盖等
。

台湾省糖业试验

所蔗 田的水土保持研究
,

台湾省畜产试验所牧场的水土保持研究
,

均取得了系列科研成果
。

已出版的水土保持专业杂志有
:

中华水土保持学会主办的《中华水土保持学报 》 ;
中兴大学水土

保持系主办的《水土保持学报 》 ; 以及由农委会
、

台湾省水土保持局及中华水土保持学会联合出版的

《水与土通讯 》
。

近年来
,

中华水土保持学会与环境绿化协会紧密结合
,

联合举办学术活动和联合出

版书籍
、

画册等
。

(四 )水土保持的宣传教育工作

台湾的水土流失不仅关系到 山区农业生产
,

而且 由于崩塌
、

泥石流灾害及工矿
、

城镇建设中对

水土资源的破坏
,

已影响到广大城乡人 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

为了全面推进水土保持工作
,

台湾省

很重视科学普及和广泛的宣传引导工作
,

并从青少年抓起
。

首先在中小学课本中注入水土保持的基

本概念
,

一些大学教授亲自研究教材的编写
,

举办 中小学教师水土保持学习班
,

并组织实地参观考

察
,

充实教学的知能
。

创建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

引导和增进社会各界人士对水土保持的认识和重

视
。

例如建立水土保持户外教室
、

举办水土保持宣传月活动
、

组织水土保持知识旅行
、

推行水土保持
“
义工

”

活动等
;
出版科普小册子

、

宣传画
、

幻灯片
、

录像带等
;一些著名的作家

、

诗人为之创作报告文

学
、

小说
、

诗歌
、

散文及编写儿童读物
;
举办面向农民或专业技术人员的各种培训班等

。

台湾第一个水土保持户外教室
,

于 1 9 8 9年建于苗栗县大湖乡四分
,

也是我们这次考察的第一

个野外点
,

其特点为集治理试验示范与科普教育为一体
。

在坡地果园试验示范区基础上
,

充实有关

设施
,

例如治理前后及不同措施的人工降雨演示
、

小型农机具山边沟操作演示
、

作业道路的绿化
、

美

化
,

编印有关讲解的教材
、

作业本等
。

既是生动的教育场所
,

又是观光旅行的休闲地
。

截止 1 9 9 3 年

8 月底
,

已举办中小学教师和学生的学 习班 15 次共 8 82 人
,

到该地参观旅行的 38 次共 3 99 6 人
。

目

前
,

已建立 8 处户外教室
,

分布在台湾省各地
。

“
水土保持 月

”
宣传活动开始于 1 9 9 1年

,

定于 5 月 ;
从 1 9 9 3 年起定于 4 月

,

即在每年 3 月的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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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月基础上延续一个月
,

即水土保持与环境绿化紧密结合
。

其活动内容包括参观户外教室
,

水土保

持知识旅行
,

技术交流和研讨会
,

政策法规宣讲
,

义工培衫11
,

知识竞赛
,

绘画
、

摄影展出和 比赛等等
。

水土保持义工活动创举于 1 9 9 1年
,

其对象为
:

( l) 年满 20 岁者
; ( 2) 教师或大专学生

。

义工的主

要任务有
:

( 1) 协助 省市县各级政府和民间团体办理各项水土保持活动
; ( 2) 主动检举山坡地滥垦

、

滥伐
、

滥建的事件
; ( 3) 协助水土保持户外教室的管理与讲解

; (4 )协助进行政策
、

法令的宣讲
。

义工

采取 自动申请报名的方式
,

在参加有组织的培训后
,

由主办单位颁发义工聘书
。

义工可优先获得有

关水土保持的书籍
、

小册子等出版物和宣传品
。

1 9 9 3 年曾举办了第一届义工大会师
,

报名者达千余

人
。

著名作家和诗人为水土保持创作文艺作品
,

增强了它的感染力
,

增进了社会各界人士对水土保

持的理解和支持
。

一位诗人写道
: “
大地是万物之母

,

她给我们生命… …
,

面对流失的土壤
,

面对裸

露的丘陵
,

面对寸草不生的大地
,

我们该如何表达我们最深的歉意… …
” 。

林少雯女士近年来
,

她

孜孜追随水土保持工作者的足迹
,

几乎踏遍了台湾的崎岖 山坡
,

经历了日晒
、

风吹
、

雨淋的艰辛
,

用

她和水土保持工作者息息相通的心灵
,

写出了小说
、

散文
、

报告文学等十几种作品
,

其中《绿满人间 》

和《拓荒者》 (报导廖绵潜博士的事迹 )分获中山文艺奖和报告文学奖
。

以上的宣传教育活动主要 由农委会
、

省水土保持局和 中华水土保持学会主持和组织领导
,

联合

有关业务部门
、

大专院校
、

地方政府联合举办
,

或分工轮流举办
。

一个
“
水土保持

,

人人有责
”

的广泛

宣传活动正在兴起
。

三
、

海峡两岸水土保持展望

水土保持是海峡两岸共同关心的大事
,

在 40 余年的艰苦努力后
,

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

在这里

我们不必再述大陆的水土保持成就
,

但就两岸共同的特点
,

展示了今后共同振兴中国水土保持事

业
,

跻入世界先进行列的美好前景
。

例如与台湾省自然环境类似的广东省
,

该省大部分土地为丘陵

山区
,

森林破坏严重
,

陡坡开垦导致土地贫猜化
,

使热带雨林地区出现了寸草不生的光板地
、

铁板地

(铁质结盘出露地板 )
、

红色沙漠 (花岗岩风化壳出露地表 )
,

经多年的试验研究和水土保持治理
,

已

彻底改变了原来水土流失严重的贫困山区面貌
,

建成了一片丰茂的林地
、

草场和果园
。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特在以上治理地 区举办了两期国际水土保持培训班
。

大陆土地辽阔
,

水土流失问题也很严重
,

但通过 40 多年的努力
,

无论在治理
,

或在科研
、

教学方

面均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

特别在历史上多灾多难的
、

世界上著名的高含沙量的黄河流域
,

自 50 年代

起开展了宏伟的治河工程
,

并在沟道
、

各级水系成功地建立起一套坝库工程及开展了一批小流域为

单元的综合治理工程
,

创造了黄河 40 多年安流的巨大成效
,

为世人所瞩 目
。

长江三峡工程的建设
,

又为长江上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很多重大而紧迫的间题
。

两岸的水土保持任务还很艰巨
,

尤其大陆更是任重而道远
。

海峡两岸广阔的土地
,

几乎包括了

世界不同生物气候带的侵蚀类型
,

中国水土保持的成就将对全球产生深远和深刻的影响
,

同时将对

世界水土保持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

海峡两岸水土保持学者继这次组织的相互访问考察后
,

正在酝酿进一步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

当

前已商定
,

双方主办的杂志
、

学 报交流刊登论文
; 1 9 9 4 年秋季将在福建省召开两岸有关坡地治理的

学术研讨会
;
中兴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

、

水利部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将进一步开展学

术交流与合作研究等事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