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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地发展聚流型农业

—
以党家水流域为例谈干旱草原区 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方式与途径

赵诚信 翟李越

(水利部黄河上中游管理局
·

西安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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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干旱草原类型区在我国北部黄土高原地 区占有相当大的面积
,

其主要特点是干旱
、

风沙
、

水土流失
,

地广人稀
。

如何在这类地区开展以小流域为单元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作
,

促使群

众早 日脱贫致富
,

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

但以往还没有一个较成熟的办法
。

党家水小流域经

过 5年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试点
,

根据本区的特点
,

因地制宜和科学地用洪用沙
,

发展聚流型

农业
,

取得十分显著的效果
,

为干早草原类型区开展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提供了新的经验

和办法
,

探索出了一条有效的治理方式和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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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草原区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西北部
,

涉及陕西
、

甘肃
、

青海
、

宁夏
、

内蒙古等省

(区 )的部分地 区
。

总面积 5
.

70 万 k m
, ,

其 中水土流失面积 4
.

54 万 k m , ,

侵蚀模数 2 00 ~ 2 0 00

t/ (k m
Z · a )

。

该区气候干旱
,

年平均降水量 1 80 ~ 24 o m m
,

林草覆盖度仅 30 %左右
,

干旱与水土流失

并存
,

风蚀水蚀兼有
,

尤以风蚀严重
。

该区地广人稀
,

18 人 k/ m Z ,

人均土地 80 余亩
,

经济结构以农
、

牧业为主
。

严重的干旱与水土流失使该地区经济落后
,

人 民生活贫困
,

严重制约着该地区经济的发

展
。

建国 40 年来
,

小流域综合治理试点工作在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沟壑区
、

黄土丘陵沟壑区
、

土石 山区等广泛开展
,

树立了一批很好的示范典型
,

取得了成功经验
,

初步形成了 比较完整的水土

保持科学理论体系
,

有力地推动了各类型区水保工作的开展
。

但对于干旱草原类型区
,

1 9 8 8年以前

小流域试点工作还未涉及到
,

治理经验和防治途径基本上还是空白
。

为填补这一空白
,

探索干旱草

原 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有效途径及合理利用当地水土资源的措施
,

改善生态环境
,

发展经济
,

为

该类型区水保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 1 9 8 8 年黄河上中游管理局会同有关省

、

自治区的水保部门共同

选定具有干旱草原区典型代表性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党家水等流域
,

列人黄河中游第三批水

土保持综合治理试点小流域
。

经过 5 年的探索治理
,

成效显著
,

达到了试点目的
,

为该类型区小流域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树立了样板
,

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

探索出一条以发展聚流型农业为主的小流域水

土保持综合治理的有效途径
。

一
、

流域概况

党家水流域位于宁夏回族 自治区中卫县东南的红泉乡境内
。

地处东经 1 0 5
0

17
`
一 10 5

0

2 8
, ,

北纬
3 7

0

7 ,

一 3 7
0

14
, ,

属内陆中纬度干旱季风区
,

是黄河支流清水河的二级支沟
,

流域面积 97 k m
2 ,

其中治

理区面积 1 4
.

s k m
Z 。

(一 ) 自然概况
1

.

地貌
。

流域上游为大面积的低 山丘陵
,

下游为洪积
、

风积开阔盆地
,

海拔 1 68 2一 1 79 4 m
,

相

对高差 1 12 m
,

是理想的用洪用沙产流地貌
。

2
.

水文气象
。

干旱缺水
,

多年平均降水量仅 2 00
.

l m m
,

且集中分布在夏秋两季
,

6一 9 月占全年

降水量的 73 %
,

并多 以暴雨形式出现
,

年平均 温度 8
.

4 ℃ ,

年蒸发量 2 3 00 m m
,

大于 10 ℃积温

3 1 7 8℃ ,

无霜期 1 5 6 天
,

干燥度 4
.

49
,

年平均风速 2
.

4 m s/
,

径流模数 0
.

70 万 m
3

/ (k m
Z · a

)
,

侵蚀模

数 1 0 0 0 t / ( k m
Z · a )

。

3
.

土壤及地表物质组成
。

流域上游为土石 山地
,

部分砂岩
、

石灰岩出露
,

土壤表层为粗
、

细沙粒

夹杂的岩石风化碎屑
,

有机质含量低
。

下游洪积
、

风积盆地由灰钙土覆盖
,

沙性大
、

持水保肥性能差
`

,

养分中等偏下
,

土层厚度 1一 s m
,

下层为砂砾或粘土层
。

4
.

植被
。

以天然旱生禾本科植物为主
,

种类少
、

群落结构简单
,

抗逆耐旱
,

主要有莎草
、

友岌草
、

狼尾草
、

篙类等
。

植被覆盖度仅 20 %
。

(二 ) 社会经济情况

流域位置偏僻
,

交通不便
,

文化落后
,

是中卫县最贫困的地 区
。

流域内有两个行政村
,

1 10 户
,

64 5 人
,

劳力 26 5 个
,

人 口密度 6
.

4 人 / k m
, ,

人均土地 2 20 亩
,

人均耕地 4
.

8亩
。

属半农半牧区
,

试点

前经济结构单一
,

群众生活贫困
,

人均粮油 4 o 3 k g
,

人均纯收入仅 1 80 元
,

人畜饮水困难
。

二
、

治理方式与途径

针对该流域干旱缺水
、

光照充足
,

人少地多等自然与社经特点
,

采取因地制宜
,

分区施治
,

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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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与治理开发利用并举的方式进行防治
。

根据流域 自然地貌和土地利用结构特点
,

将流域划分为上游荒山荒坡积流区和下游沟谷盆地

用洪用沙治理区
,

积流区和用洪区面积之比为 1 3
.

3
:

1
,

分区见图 1
。

、、
.

针对各类地貌特点
,

采取不同的

治理开发利用方式
。

(一 )在上游荒山荒坡集流区以预防保

护为主
,

建设成畜牧业草场基地

该区多属土石 山区
,

约有 21 %的

荒山基岩出露
,

水蚀较轻但产流大
,

植

被稀疏
,

人工种草成活率极低
.

因此
,

治理的重点主要是封育
、

补植
、

改良
,

控制载畜量
,

加强管护
.

从试点期间封

育的 2 4 00 亩天然草地来看
,

封育 2

年后
,

覆盖率由 20 %提高到 3 4,%
,

效

果明显
。

为弥补牧草的不足
,

保证畜牧业

的需要
,

在农业区 内及其周 围水肥条

件较好的地方种植首猎
、

沙篙
、

草谷

子
、

苏丹等优良牧草
。

(二 )在沟壑水道上
,

节节建设取水工程

图 1 党家水流域治理分区 图

工程布设坚持干支沟结合
,

永久性工程与临时性工程结合
,

分散与集中结合
,

清洪分治
,

分区配

套
,

自成体系的原则
,

干沟在进入农区的沟段上兴建截潜坝一座
,

永久性引洪码头一处和输水干渠

50 处
。

沿沟布设取水大 口井 4 眼
,

永久性引用清水渠 2 处
;
在 3 条主要支沟上

,

分别兴建沟 口滚水

坝和引洪干渠
,

干渠总长 1
.

6k m ,
兴建拦洪谷坊 7 处

,

半永久性引洪码头 35 处
。

工程布设见图 2
、

图

3
、

图 4
、

图 5
。

引洪集

图 3 谷坊平面布置示意图
图 2 引洪码头平面布置示意图

通过实际运用
,

工程布局优点突 出
: 1

.

用洪规模易于控制
,

避免了蓄水工程的淤积
,

大大提高了

使用寿命
; 2

.

机动灵活
,

大小洪水均可利用
,

与用洪区紧密相连
,

易于管理
; 3

.

投入少
,

用洪安全
,

效

益显著
; 4

.

地表水 (洪水
、

常流水 )
、

潜水都能得到充分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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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沟谷盆地建设水浇地
、

引洪漫地
、

压砂地等用

洪用沙基本农田

在建设基本农田的同时配套建设灌溉渠系和防

护林体系
,

并发展以庭院为中心的商品经济
,

形成聚

流型农业生产基地
。

流域治理区分为上游校育川和下游党家水两个

区
,

各区内又分为利用常流水
、

地下水的水浇地和利

用洪水泥沙的引洪漫地区
。

在用洪区内
,

坚持因地制

宜
,

充分利用洪水泥沙的原则
,

划分大片用洪区和小

片用洪区
,

各区内既充分利用洪水泥沙引洪造 田漫

地
,

又充分利用沟道常流水
,

兴建截潜工程
,

开挖大

}}}}}}}
进水闸

I洪渠

图 4 滚水坝平面布置示意图

口井利用地下水发展水浇地
,

建设稳定的优质
、

高产
、

高效农业基地
。

大片用洪区内实行干支渠配套
,

保证迅

速均衡淤灌
;
小片用 洪区则直接在沟道上开

口引洪
,

便于分户管理和利用零星土地
。

每个

用洪区配置退水工程和渠系
,

以防止庄稼被

淹和地埂漫水
。

截止 1 9 9 2 年
,

在干沟及 3 条支沟上分别

建成独立集中的引洪用洪区
,

即车路沟以滚

水坝为主的引洪用洪区
;
官路沟以永久

、

临时

性引洪码头相结合的引洪用洪区
;
鹰窝沟以

拦洪谷坊
、

永久和临时 引洪码头相配套的引

洪用洪区
;
干沟以 5 处截引自流水工程

、

4 眼

大口井和永久
、

临时引洪码头相结合
,

形成清

洪分治
,

互补利用的农业生产区
。

共新增基本

农田 1 0 10 亩
,

人均基本农田由 2
.

35 亩增加

到 4
.

3 8 亩
。

用洪用沙区分布见图 5
。

由于气候
、

降水条件的限制
,

人工林主要

种植在沟
、

渠
、

路沿线和农田
、

村庄的周围
。

树

1
.

水浇地
; 2

.

引洪灌地
; 3

.

治理区界 , 4
.

村 ,

5
.

滚水坝 ; 6
.

截潜坝 ; 7
.

谷坊 , 8
.

涝池 ;

9
.

永久取水码头 ; 10
.

临时取水码头 , 1 1
.

灌排渠
。

图 5 党家水流域用洪用沙工程布设图

种主要选择耐干旱
、

生长快的杨树
、

沙枣树
、

柠条等
,

形成用材
、

防护林体系
。

试点期间共营造各种乔

木 6
.

4 万株
,

灌木林 6 50 亩
。

结合该地区土地宽广
,

庄基地限制小
,

居住分散的特点
,

大力发展 以经济果树
、

蔬菜为主的庭院

经济
,

充分利用光热
、

水土资源
,

提高经济效益
,

增加群众收入
。

试点期间共发展经果林 103 亩
,

树种

以苹果
、

杏
、

枣为主
。

三
、

治理经验及效益

干旱草原区的主要矛盾是干旱与水土流失
,

首要问题是如何充分利用水土资源
,

解决群众温饱

问题
。

党家水流域以此为流域治理的根本出发点
,

在总结吸收前人治理经验的基础上
,

把充分利用

上游洪水泥沙
,

控制减轻水土流失危害
,

发展下游农林牧业生产定为主攻方向
,

形成独特的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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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综合治理模式和充分利用水土资源的措施布局
,

较好的解决了这一地区的主要矛盾和首要问题
,

取得了成功经验和 良好效益
。

(一 )分区治理
,

蓄用结合
,

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
,

充分利用了水土资源

该地区水土流失的治理
,

划分为集流保护区和用洪用沙开发利用区
,

发展聚流型农业
,

把治理

水土流失与利用水土资源
,

把产流产沙与用洪用沙紧密结合起来
,

形成预防保护与治理开发利用相

结合的综合配套体系
,

是符合干旱草原区自然规律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科学途径
。

党家水流域在

试点期间共拦蓄利用洪水 14 6
.

2 万 m
, ,

占总来水量 17 。 万 m
3

的 8 6%
;
拦蓄泥沙 8

.

87 万 t ,

占总流

失量 11
.

4 万 t 的 78 %
,

效益十分突出
。

逐年拦蓄利用洪沙情况见表 1
.

(二 )狠抓基本农田及基础设施建设
,

经济效益大

幅度提高

千早草原区群众的温饱问题尚未稳定解决
,

人均基本农田虽多
,

但质量差
、

产量低
,

而且很不

稳定
.

因此
,

大力建设和发展具有流域特色的引洪

漫地
、

水浇地
、

压砂地等高产稳产的基本农田
,

提

高粮食产量符合群众切身利益和当地经济发展规

划及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总 目标
。

党家水流域试点期间
,

粮食单产由试点前的

8 8
.

Z k g /亩
,

提高到 1 4 o k g /亩
,

增长 58
.

6 %
,

总产

表 1 试点期间拦蓄利用洪沙情况统计表

项项 目目 年 份份

11111 9 9 0 年年 1 9 9 1年年 1 9 9 2 年年 合 计计

年年降水量 ( m m ))) 1 4 7
。

888 2 1 9
。

666 2 0 7
.

222 5 7 4
.

666

引引洪次数 (次 ))) 222 555 222 999

引引洪面积 (亩次 ))) 1 6 0 000 4 8 0 000 8 0 000 7 2 0 000

引引水量 (万 m , ))) 4 2
.

000 8 0
.

222 2 4
.

000 1 4 6
.

222

拦拦泥量 (万 )))t 3
.

5 777 4
。

3 000 1一 0 000 8
.

8 777

由 2 6 万 k g ,

提高到 41
.

2 万 k g
,

增长 5 .8 2 %
.

人均粮油从试点前的 4 o 3 k g 提高到 “ gk g ,

增长 “ %
.

农业总产值由 32
.

9 万元增加到 76
.

7 万元
,

增长 1 33
.

1写
,

人均纯收入 由 1 80 元提高到 7 52 元
,

增长

了 3 1 7
.

8 %
,

高于全县平均水平
。

党家水行政村也因此被定为全县山区 2。。。 年奔小康的试点村
。

试

点前后各业产值及收入对比见表 2
。

表 2 试点前后各业产值及收入情况变化表

时时 间间 农 业业 牧 业业 副业业 总产值值 总收入入 人 均均

(((((((((((((((((((((((((((((((((((((万元 ))) (万元 ))) (万元 )))))))))))))))))))))))))
产产产量量 产值值 羊羊 产值值值值值 粮油油 产值值 纯收入入

(((((万 k g ))) (万元 ))) (只 ))) (万元 ))))))))) ( k g ))) (元 ))) (元 )))

试试点前 ( 1 9 8 7 年 ))) 2 6
.

333 9
.

5 666 5 8 7 222 1 4
.

555 8
.

6 777 3 2
.

999 1 1
.

666 4 0 333 5 0 777 1 8 000

试试点末 ( 1 9 9 2年 ))) 4 1
.

222 2 8
.

9 000 7 4 6 000 1 5
.

222 3 2
.

666 7 6
.

777 4 6
。

333 6 6 999 1 2 4 555 7 5 222

人畜饮水困难是千旱草原区普遍存在的问题
,

解决这一问题与解决群众温饱同等重要
。

党家水

流域在流域治理的同时
,

把解决流域内部分群众吃水困难作为切实解除群众后顾之优
,

调动其治理

积极性的重大 问题来抓
,

采取群众集资与国家资助相结合的办法
,

修建了蓄水池和 6 k m 长的输水

管道
,

使党家水行政村家家用上了自来水
,

结束了 3 10 口人远距离拉水吃的历史
。

(三 )因地制宜
,

实事求是
,

注重实效

由于干旱缺水
,

某些水保措施在千旱草原区效果不够理想
,

特别是林草措施
。

因而
,

在措施配置

上一定要因地制宜
,

实事求是
,

注重实效
,

符合流域的实际情况
。

党家水流域通过治理实践得出
:

降水量在 20 Om m 以下地区造林种草必须把握以下两个原则
:

一是要有灌溉条件
; 二是应把工作重 点放在封育改 良上

。

在水土资源奇缺的地 区
,

要重视多途径的

开发利用
,

工程措施要切合实际
,

力求就地取材
,

简单实用
,

布局上要形成多层次互补利用体系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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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关键措施选择上
,

要坚持因地制宜
,

注重实效的原则
,

在提高土地生产力和经济效益上下功夫
.

党家水流域试点期间
,

水浇地亩产由 Z O 0k g 提高到 37 5 k g ,

引洪漫地由 1 2 5 k g 提高到 2 2 5 k g ;土地生

产力由 22
.

6元 /亩提高到 36 元 /亩
.

。

(四 )防治并重
,

治管结合
,

切实加强监督管护工作

干旱草原区大部分属于半农半牧区
,

历来农牧业矛盾比较突出
,

监督管护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

党家水流域从试点开始
,

就坚持预防监督与综合治理并举
,

有专门的领导班子抓这一工作
,

流域规

划中又将流域划分为预防保护与治理开发两个区
,

确立农
、

牧业两个生产基地
,

为监督管护工作提

供了便利条件
。

在具体实施上
,

以流域两个完整的行政村为管护单元
,

成立以村支书为主的管护组

织
,

制订严格的管护制度
,

对大 口井灌溉工程实行一户承包管理维修
,

多户使用的制度
;
对引洪工程

实行以户或联户承包管护
,

引灌先上后下的制度
;
对荒山荒坡实行轮封轮牧

,

制订具有针对性的乡

规民约
,

设专人管护
。

通过采取以上措施
,

使监督管护工作切实落到实处
,

有力地推动了流域治理
.

综上所述
,

由于治理时间很短
,

投资严重不足
,

党家水流域的治理还仅仅是个初步
,

引洪工程体

系还不完善
,

简易和临时引洪设施仍占 36 %
,

约有 40 %左右的地下水尚未开发利用
,

商品经济还未

很好开发
,

所有这些有待进一步完善提高
.

但是
,

党家水试点小流域
,

针对当地 自然和社经特点
,

抓

住干旱缺水这一制约该区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
,

因地制宜
,

大搞用洪造田
,

发展聚流型农业
,

取得了

显著的经济
、

生态和社会效益
,

为该类型区小流域水土保持治理开发探索出了一条有效的方式与途

径
,

也为发展聚流型农业树立了一个示范典壑
,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

(上接第 24 页 )

这项工作可把水土保持和观赏效果结合起来
,

根据地面坡度
、

土壤特点及在风景区内的地理位置不

同
,

因地制宜
,

宜林则林
,

宜花则花
,

宜草则草
,

使植被类型多样化
。

对弃土石渣等堆积地可先草后

木
,

即先以草本植物把地面覆盖起来
,

再进一步改造
。

(四 )地面开挖后做好验槽工作

在地面覆盖物较厚
,

基岩工程
、

地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
,

更应重视验槽工作
。

若地面开挖后发现

基岩或边坡过于破碎
,

隐患较多
,

则应采取有效工程措施予以补救
,

如有必要
,

应变换架址
,

以防后

患
。

(五 )加强预测预报

陡坡处在水力或其它因素的诱发作用下易发生崩塌
、

滑坡等重力侵蚀
。

重力侵蚀作用来势猛
、

速度快
、

破坏性大
,

而又不易预先为人们所察觉
。

为保证游客的安全
,

在索道运营期应加强对索道沿

线地面坡度变化
、

物质移动
、

地下水动态等情况的观测分析
,

以便及早发现征兆
,

搞好预测预报
,

采

取有效措施
,

减少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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