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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水土流失现状及其防治对策

肖 荣 话

(江西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办公室
·

南昌市
·

3 3 0 0 46)

提 要

该文分析了江西省水土流失现状
、

危害及成因
.

并根据全省 自然条件的差异和水土流失特

点及治理方向
,

将全省划分为七个不同类型区
,

并提出了防治水土流失的对策
.

关健词
:

水土流失 土攘使性 防治对策

T h e S i t u a t io n o f 5 0 11 a n d W a t e r L o s s a n d t h e M e a s u r e S o f

P r e v e n t i o n a n d C o n t r o l in J i a n g x i P r o v i n e e

X ia 。 双洲 9 9 “

( S。让翻 J W at er C加盖

~
以ion o fJ 命

e

of
the w at er C . :

~
n

cy eD 加 rt 。 。 “ ,

N an
`
ha

n g
,

了必” `刀
,
3 3。。 4 6 )

A b s t r a C t

T h e is t u a t io n ,

h a

mr f u l n ess
a n d co n t r i b u t i n g f a e t o r

of so il a dn wa
t e r 1055 in J ia n g x i p r

vo icn
e h a

ve b ee n d isc u

sse d in

t h i s p a

卿
.

eB in g ha sed on t h e d if f r e n e e s o f n a t u er e on d it io n s a n d e h a ar ct er ist ie
s o f 50 11 a n d wa

t e r 10 55 a n d h a

ern ss d i
-

ecr
t io n in t h e p or

v
in ce

, a
ll o f t h e p or

v
i n

e e 15 d ivi ded i n t o se
v e n a r

ea
s o f d if f ir e n t t y ep

s
.

T h e m ea suer
s o f p er v e n t io n a n d

e

on t r o l o f 50 11 a n d w a t e r 1055
a r e p u t fo wr

a
记

.

K e y w o r d s
501 1 a n d wa

t er 1055 50 11 e

osr io n t h e m e a s u
er

s o f p

veer
n t i o n a dn

e

on t or l

一
、

江西省基本情况

江西省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
,

位于东经 1 1 3
0

3 4
`
~ 1 1 8

0

2 9
` ,

北纬 24
0

2 9
`
~ 3 0

0

0 5
`

之间
。

北与湖北
,

安徽相连
,

南与广东省接壤
,

西与湖南毗邻
,

东与浙江
、

福建交界
,

总面积 16
.

“ 万 k m Z ,

总人 口

3 86 5万人
。

地形东
、

南
、

西边缘多 山地
,

中部多丘陵
,

北部多平原
,

山地丘陵约占全省的 23/
。

全省气

候温和
,

年平均气温 1 6
.

3 6 ,C ~ 1 9
.

5℃ ,

年降水量为 1 3 4 1
.

4~ 1 9 3 4
.

4m m
,

但在年内分布不均
, 4 ~

6 月份降水量占全年的 53 %一 60 %
。

地层多为花岗岩
、

砂页岩
,

在光照充浴的条件下易于风化
,

降雨

多
、

强度大
,

容易造成水土流失
。

同时土层普遍较薄
,

坡度一般较陡
,

一旦发生流失
,

后果都比较严

重
。

二
、

水土流失现状及危害

(一 )水土流失现状

江西省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花岗岩
、

红色砂砾岩
,

紫色砂页岩和第四纪红色粘土地区
,

水土流

收稿 日期
: 1 9 9 3一 0 6一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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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类型以面蚀
,

沟蚀和崩岗等最常见
。

在特定条件下
,

小规模的泥石流在局部地 区偶有发生
。

江西

省解放初水土流失面积 1
.

1万 k m
Z ,

但由于 自然和历史的原因
,

加之人为长期不合理的利用 自然资

源
,

水土流失面积一直呈发展趋势
,

全省水土流失面积 60 年代发展到 1
.

8 万 km气70 年代发展到

2 1 5 4 7k耐
, 1 9 8 8年经利用遥感技术普查

,

全省水土流失面积为 46 15 k3 m
, 。

其中剧烈侵蚀面积 6 23
.

I k m
Z ,

极强度侵蚀 1 5 6 6
.

Zk m Z ,

强度侵蚀 6 3 5 8
.

g k m
Z ,

中度侵蚀 1 2 8 7 9
.

6k m Z ,

轻度侵蚀 2 4 7 2 5
.

Zk m
Z 。

流失面积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27
.

67 %
。

(二 )水土流失造成的危害

严重的水土流失
,

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

带来极大的危害
。

1
.

破坏土地资源
,

土壤肥力下降
。

据推测
,

全省年土壤侵蚀量达 1
.

6 亿 t ,

相当于 10 。万亩耕地

1 6c m 耕作层的厚度
,

损失的养分量折合有机质约 1 60 万 t ,

无机肥 ( N
. 、

P
、

K ) 约 180 万 t ,

相当于目

前全省化肥的年产量
。

2
.

气候恶化
,

水早灾害加剧
。

水土流失最严重 的赣州地 区
,

70 年代平均气温较 50 年代高

。
.

2℃
。

水旱灾害频频发生
, 1 9 8 6 年该区旱灾面积 1 5 3 4k m

2 ,

粮食减收 3
.

3 亿 k g, 粮食减产数比

1 9 6 3年历史最大旱灾年多 1
.

5倍
。

3
.

河床抬高
,

航程缩短
。

由于水土流失
,

导致全省河床普遍抬高和湖泊淤浅
。

解放 40 年来
,

赣

江支流的平江
、

梅江
、

贡水普遍抬高 1一 Zm
,

抚河平均抬高 1一 3m
,

修河平均抬高 1
.

s m
。

因河床抬高

全省航运里程由过去的 1
.

1 万 km 减至现在的 5 。。。 k m
。

都阳湖年均淤积泥沙 1 2 09
.

81 万 t ,

湖底

年均抬高 3m m
,

其周围淤出沙丘
、

沙洲
、

沙山 26 7k m
, 。

4
.

水利工程效益降低
,

落河 田剧增
。

据典型调查
,

赣县 43 座小 (二 )型水库
,

总库容 650 万 m
3 ,

因泥沙淤积
,

至 1 9 8。 年底已损失库容 1 56
.

2 万 衬
,

占总库容的 24 %
。

上犹江水电站库区淤积量已

超过 40 0 万 m
, ,

相当于年损失电能 17 万度
。

由于河库沟溪被泥沙淤积抬高
,

造成两岸稻 田变成落

河田
、

渍水田
,

仅赣州地区就达 4。。 km , 。

5
.

直接影响生产和群众生活
。

修水县 1 9 8 8 年对白岭
、

大桥两个区 12 个水土流失乡与该县条件

相似的非流失乡作了对比调查得 出
,

流失乡年人均收入较非流失乡低 73
.

1 元
,

人均 口粮低 21
.

s k g
,

全省 45 个水土流失严重的县 (市 )中 35 个是老区贫困县
,

这 35 个县中有 44 %的乡是特困乡
。

三
、

水土流失主因分析

导致全省水土流失严重的原因除降雨
、

地形
、

植被
、

岩性等 自然因素外
,

更主要的是人为因素
。

1
.

开矿
,

修路
、

建厂等生产和工程建设不注意水土保持
。

据 1 9 8 7 年调查
,

过去的 10 年全省因采

矿破坏植被面积 58 3
.

42 km
2 ,

弃土尾砂排放量 6
.

12 亿 m
3 ,

流失量 0
.

58 亿 m
3 。

又据 1 9 8 9年全省对

基建
、

修路中的水土流失调查
,

其开挖面积 1 39
.

82 k m
2 ,

总土方量 1
.

1 25 亿 ma
,

废弃土石方 5 72 1
.

3

万 m
, ,

堆积总面积 24
.

kZ m
, ,

因修路等产生崩塌
、

滑坡 33 6 92 处
,

土石方量 37 .6 72 万 m
, 。

2
.

由于人 口增长过快
,

造成农村能源日趋紧张
、

薪柴消耗大大超过现有植被负荷能力
,

光山秃

岭增多
。

据历史记载
,

明万历 6年至 民国 36 年
,

江西人口从 5 85 万增加到 1 2 72 万
,

在这 3 69 年中
,

人口增长了 1
.

2 倍
。

解放以来
,

人 口增长更快
,

已由
一

1 9 5 0 年的 1 56 8 万人增加到 1 9 9 1 年的 3 8“ 万

人
,

37 年人 口增长 1
.

27 倍
,

平均每年增加 53
.

8 万人
。

一方面人 口增加
,

另一方面薪炭林发展缓慢
。

据 1 9 7 4一 1 9 7 5 年调查
,

薪炭林面积只占全省有林地总面积的 2
.

9 %
,

林种比例失调
,

由此导致农村

生活能源紧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

据 1 9 7 9 年调查
,

全省农村年需薪柴 1 2 26 万 t, 如果按合理砍伐

只能生产薪柴 3 22
.

8 万 t ,

尚缺 8 97
.

2 万 t
。

在全省 5 22 万农户中缺柴户占 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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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砍伐量超过生长量
。

据 1 980 ~ 1 98 4年调查
,

全省活立木年生长量 1 50 0 万 m
,

左右
,

而总消

耗量达 2 300 万 m
3

左右
,

超过森林年生长量 50 %左右
。

长不供伐
,

到 80 年代初
,

缺材县 已由 50 年

代的 15 个增加到 3 5 个
, “
四五

”

与
“
六五

”

期间比较
,

1。 年间全省林地下降 253
.

3 万 h澎
,

森林覆盖

率由 36
.

8%下降到 33
.

1%
。

从而导致山地裸露面积增多
。

4
.

由于人 口剧增 和各项基本建设占用大量耕地
,

人均 占有耕地面积减少
,

导致乱开荒
,

毁林毁

草开垦坡地的现象 日益严重
.

据统计
,

50 年代全省坡耕地面积 1 48
.

28 万亩
,

分布在 69 个县 (区 )
,

目前 已增加到 5 07
.

16 万亩
,

遍布 87 个县 ( 区 )
。

其中 2 50 以上坡耕地由 1 0
.

01 万亩增加到 1 07
.

15 万

亩
。

宜春地区坡耕地增长最快
,

已由 50 年代的 33
.

27 万亩增加到 1 58
.

78 万亩
。

四
、

分区及防治对策

(一 )不同类型区的划分

根据自然条件差异和水土流失特点及治理方向
,

将全省划分为七个不同类型区
,

见附表
。

附表 江西省七个不同类型 区划分情况

分分区代号及名称称 分 区 特 征征 治 理 方 向 及 主 要 措 施施

IIIII 本区位于赣江上游
,

花岗岩侵蚀区面积最最 认真抓好山地开发中的水土保持
,

本区由由

赣赣南山地丘陵区区 大
,

侵蚀程度最严熏
,

紫色砂页岩和红色岩系侵侵于人多地少
,

应在对大面积中
、

轻度侵蚀区采取取

蚀蚀蚀区次之
,

以面蚀
、

沟蚀为主
,

部分侵蚀严重区区飞播
,

封禁加补植进行治理的同时
,

对部分中
、、

崩崩崩岗林立
,

沟道纵横
,

地形破碎
,

岩石裸露
,

一般般强度侵蚀区应进行开发性治理
,

采用梯地
、

台台

侵侵侵蚀模数为 3 000 ~ 8 oo ot k/ m , ,

最严重的超过过地
、

大穴大肥种植果树和经济林
,

以小流域为单单

111113 50 0t k/ m 里 ,

矿山企业多
,

新的水土流失严重
...

元进行综合治理
。

同时对开矿
、

采石等水土流失失

易易易易发区加强监督管理
,

防止新的水土流失
...

lllll 本区位子赣江中游
,

水土流失以中
、

轻度为为 本区应在大抓封禁治理的同时
,

注重以小小

赣赣中丘陵区区 主
,

侵蚀土壤多为第四纪红壤
,

部分县矿业企业业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开发
,

由于本地低丘岗岗

多多多
,

新的水土流失严重
。。

地多
,

应采取修梯地
、

台地等高标准整地方法
,,

种种种种植果树
,

经济林
,

同时对开矿采石等生产建设设

项项项项 目加强监督管理
,

防止新的水土流失
。。

班班班 本区水土流失以中
、

轻度为主
,

在特定条件件 本区治理应以封禁治理为主
,

注重山地开开

赣赣西山地区区 下
,

小规模的泥石流偶有发生
,

开矿采石点甚甚发中的水土保持
,

对开矿
、

采石及其它基本建设设

多多多
,

新的水土流失较为严重
。。

加强水土保持监督管理
,

制止新的水土流失
。。

WWWWW 本区位于抚河上中游
,

土壤以红壤和黄壤壤 本区治理水土流失应以开发型治理为主
,,

赣赣东丘陵山地区区 为主
,

水土流失严重区 主要集中在抚河支流盯盯种植以南丰密柑为主的果树
,

大面积中
、

轻度流流

江江江两岸的花岗岩和红砂岩丘陵区
,

其它地区 以以失以封禁治理为主
,

以补植的方法改造成连片片

中中中
、

轻度流失为主
,

个别县流失轻微
。。

的用材林
、

经济林和薪炭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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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分分区代号及名称称 分 区 特 征征 治 理 方 向 及 主 要 措 施施

VVVVV本区侵蚀区多为黄红壤和红壤
,

间有小片片 本区低丘区治理主要以开发主为
,

采取以以

赣赣东北丘陵山地区区紫色土
,

主要集中在信江上游
,

以中
、

轻度侵蚀蚀小流域为单元
,

植物
,

工程
,

耕作三大措施紧密密

为为为主
,

坡耕 地面积 4“
.

k7 m , ,

其中 2 50 以上的的结合
,

着重抓好坡耕地的水土保持
,

2 5
`

以上的的

11111 6 k0 m , ,

水土流失严重
,

部分县矿山多
,

新的水水坡地应有计划地退耕还林还果
,

25
。

以下坡耕地地

土土土流失严重
...

应采取坡地
、

台地及横垄种植
,

间作套种等多种种

水水水水保措施
,

防止新的水土流失
,

个别矿山多的县县

应应应应加强监督执法工作
。。

协协协 本区侵蚀区多为花 岗岩红壤和第四纪红红 本区以重点抓好修河上游强度水土流失的的

赣赣西北丘陵山地区区壤
,

水土流失多集中在修河上游及锦江河中游游治理
,

以小流域为单元
,

采取工程
、

植物和保土土

地地地 区
,

坡耕地 面 积 “ 7址m
, ,

其中 250 以 上 的的耕作三大措施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治理
,

25
。

以上上

11111 3k4 m , ,

坡耕地多数未采取水土保持措施
,

水水坡耕地应退耕还林还果还草
,
2 5

。

以下的坡耕地地

土土土流失严重
。。

采取梯地
、

台地为主
,

防止新的水土流失
。。

皿皿皿 本区土壤多为红壤
、

黄壤和冲积湖积草甸甸 根据本区人口集中
、

耕地连片
、

复种指数数

都都阳湖平原区区 土
,

低山岗地多
,

坡耕地面积 8 00 余 k澎
,

其中中高
、

坡耕地水土流失严重的特点
,

应着重抓好坡坡

222225
。

以上的 200 余 k m . ,

水土流失严重
,

都阳湖湖耕地水土流失治理
,

对 15
.

以下坡耕地采取横垄垄

和和和赣
、

抚
、

信
、

饶
、

修五条河下游淤出沙丘
,

沙洲
,,

种植
,

间作套种等水保耕作法
,

15 ~ 2 50 的坡耕耕

沙沙沙山 28 k0 m . ,

对农田村庄危害严重
。。

地应逐步修成梯地
、

台地
,

2 50 以上应逐步退耕耕

还还还还林还果还草
,

在多种途径解决农村能源的同同

时时时时
,

抓好大面积流失区的封禁治理
,

对大面积沙沙

山山山山
、

沙丘
、

沙洲应种植蔓荆
,

湿地松
,

马尾松及及

桃桃桃桃
、

梨
、

葡萄等
,

以固定流沙
,

改造利用沙地
...

(二 )防治水土流失的对策

1
.

加强预防监督
,

防止新的水土流失
。

水土保持工作包括治理现有水土流失和防止新的水土流

失两个方面
,

从江西省水土流失现状及其发展来看
,

首要问题是搞好新的水土流失的预防工作
。

一

是通过广泛深入的水保法宣传
,

普及全 民水保法制意识
;
二是通过制定和完善水土保持地方法规

,

明确各级水土保持部门监督权
、

处置权和收费权
;三是通过对各项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项

目中水土保持方案的审批
、

验收及其水土保持项 目的监督检查
,

促进监督区各类防护工程的修建和

废弃场地复垦工作的开展
; 四是通过查处水土保持违法案件

,

有效地制止乱开荒
,

乱采矿
、

石
,

乱堆
、

乱倒废弃土石
,

乱毁植被等人为水土流失事件的发生
。

2
.

开源节流
,

有效地保护现有山地植被
。

为减轻现有 山地植被的压力
,

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开辟

农村能源
,

一是在现有林业投入 中增大薪炭林的投入
,

特别是在水土流失治理中
,

应优先安排薪炭

林草
;
二是大力开展封 山育林育草

、

采取全封
、

轮封
、

半封等形式发展现有山林植被
;三是大力推广

沼气
,

以煤代柴
,

以电代柴等
,

特别是大量的砖瓦窑
,

陶瓷窑等应 限期改烧柴为烧煤
。

与此同时
,

应采

取多种途径节能
,

如将那些只有 10 %一 20 %的旧式柴灶
,

尽快改造成热效率达 2 6
.

4%的节能柴灶
,

以及推广节煤灶等
。

通过保护现有 山地植被防止山地裸露而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

3
.

以点带面
,

抓好对现有水土流失的治理
。

( 1) 寓开发于治理 中
,

以开发带动面上治理
。

要有效

地调动广大群众治理水土流失的积极性
,

必须把经济效益同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有机的结合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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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既治理水土流失又使农民在治理中获得较大的经济收入
。

因此
,

根据全省情况
,

笔者认为
,

对强

度流失山地的治理应采取高投入的办法
,

如种植 圆果雀稗
、

宽叶雀稗
,

马扩等牧草
,

这样只用一年时

间便可基本控制住水土流失
。

同时还可利用治理中种植的牧草发展养牛
、

养鹅
、

养鱼等
。

或是连片

高密度 ( n 一5 万株 h/ m
Z
)栽植胡枝子

,

第 2 年用砍下的胡枝子粉碎成木屑用于发展食用菌
。

对中
、

轻

度流失山地
,

特别是坡度较为平缓的山地
,

可有计划的修成梯地
、

台地等
,

成片种植耐痔
、

耐旱的梅
、

李
、

桃等落叶果
,

结合发展密饯加工业
。

或种植黄桅子
,

百合
、

白术等药材
。

对城镇周 围的流失山地
,

可成片种植象草
,

结合发展养殖业和造纸业
。

对滨湖沙山
、

沙丘
、

沙洲的治理
,

可种植贵重药材蔓荆

子和葡萄
、

桃
、

梨等果树或种植湿地松
,

马尾松等用材林
。

( 2) 以封禁加补植
,

加速大面积水土流失的

治理
。

目前水土保持工作中最突出的矛盾是流失面积大与投资少的间题
。

为了加速治理现有大面

积的水土流失
,

必须走一条费省效宏的路子
。

根据各地的实践
,

笔者认为
,

在江西省优越的水
、

气
、

热

条件和水土流失主要是山地的现状
,

只要切实抓好现有山地植被的保护和发展
,

少则 3 年
、

多则 5

年
,

大面积中度流失可转变为轻度流失
,

大面积轻度流失可以防止
。

若在封禁的同时辅之以见缝插

针的补植一些乔
、

灌
、

草
,

效果会更加明显
。

要达此 目的
,

一是要制订严格的乡规民约
;
二是要固定一

支过硬的队伍进行专管
;
三是投入一定的经费

。

按 5 年计算
,

每 hl m
,

75 。 元左右
,

即可达到 以较少

投入而在短期内治理较大面积水土流失的目的
。

重要科技文献 资杆汇编

《水土保持摘要汇编 》征订启事

为了便于广大水土保持战线的专家
、

科技人员
、

大专院校师生和文献工作者等查找有关水土保

持资料
,

促进水土保持学科和水土保持事业的发展
,

我部决定出版 《水土保持摘要汇编 )}( 以下简称

《汇编 》 )
。

《汇编 》汇集了《水土保持学报 》
、

《水土保持通报 》和 《中国科学院
、

水利部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集 刊 )}( 学报级刊物
,

现 改为 《水土保持研 究 》公开发行 )这三 种期刊自创刊以来 1 30 多期刊物近

2 00 。篇论文的中英文摘要
,

拟以简明
、

准确的文摘形式反映出我国近代各个时期水土保持学科和

水土保持事业的历史发展概况
。

《汇编 》是我国期刊界 目前最为系统
、

全面的水土保持文献资料
,

诚为广大水保战线工作者所必

需
,

欢迎各界热心水土保持事业的同仁们及时与本编辑部联系订阅
,

本部愿为读者提供有关的咨询

和复制等服务
。

本 《汇编 》预计于 1 9 9 4 年内完成出版
,

预订价格
:

每分册 20 元
,

共计 40 元 (人民币 )
,

欲购读者

需先汇交预订金
,

以便我部按计划印刷供应
。

联系地址
:

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史国叶学咬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期刊室
,

、 习、 ` 曰~ ”
尸 、

~ 口 ’

~
’ n ” 一 ’“

’

~ 一水 利 部一
’ “ ’ “ -

一
F ” ` “ ” ” “ ~ ’ ` ’ 碑 ’ `

一

邮政编码
: 7 1 2 10 0 电话

: 0 9 1 0一 7 1 2 4 1 2转 3 10 2 电报挂号
: 3 9 3 2

联 系 人
:

王 修 刘 英

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期刊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