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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滦平县小流域综合治理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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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概述了河北省滦平县水土流失的状况及危害
,

回顾了 40 多年来经过艰苦努力走向小

流域综合治理的正确道路
.

探索出山
、

水
、

田
、

林
、

路综合治理
,

林
、

果
、

粮
、

草
、

药立体开发
,

融经

济
、

社会和生态三大效益于一体的治理开发模式
。

几年来经过综合治理的 13 条小流域
,

已经初

步取得可喜的经济
、

生态和社会等各项效益
。

关健词
:

水土流失 小流域综合治理 治理开发模式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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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平县位于燕 山中段
,

河北 省北部
、

承德地 区西部
、

地处潘家 口
、

密云两大水库 以上的滦河和

收稿 日期
: 19 9 4一 0 7一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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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河流域
。

总面积 3 Z 13k m
Z ,

其中山场面积 4 18 万亩
,

耕地面积 40
.

5 万亩
,

是八 山一水一分田的

土石 山区
。

一
、

水土流失状况及危害

根据 1 9 8 8 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提供的遥感解译 图的统计数字表明
:

全县水土流面积

2 1 4 3
.

3 8 k m
2 ,

占总面积的 6 6
.

7 1 %
。

其 中轻度侵蚀面积 1 2 1 7
.

4 6 k m
2 ,

中度侵蚀面积 9 2 3
.

6 7k m
2 ,

强度侵蚀面积 2
.

2 k5 m
2 。

年均侵蚀模数 1 7 67
.

56 t / k( m Z ·

a)
,

年土壤流失总量 3 74
.

2 万 t
。

长期水土流失致使土地 日趋贫膺
,

土壤有机质含量低
,

多在 8 ~ 14 9 / k g 之间
,

土壤养分缺乏
,

肥力下降
,

从而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

水土流失造成河床抬高
、

库
、

塘淤积
,

毁坏农田
.

1 9 5 8 年

8 月 6 日至 8 日
,

由于连续降雨
,

致使潮河流域的拉海沟乡井上村
,

发生历史上罕见的泥石流
,

冲

毁耕地 2 2“ 亩
,

死掉牲畜 54 0 头
,

冲毁房屋 193 间
,

造成全家死亡的就有 19 户
,

47 口 人
。

1 9 9 1

年 6 月 10 日
,

一场接近 2 00 年一遇的特大暴雨
,

使 27 个乡镇受灾
,

造成经济损失 9 4 95 万元
,

死

亡 6 人
。

其中潮河流域造成重灾的 8 个乡镇
,

均为尚未治理部分
,

共冲毁耕地 7
.

15 万亩
,

占总耕

地的 76
.

2 %
,

其中冲光地板 2
.

72 万亩
,

有 10 个村 的土地
、

房屋基本被冲光
,

4 7 00 多人无家可

归
.

受灾最重的邓厂乡冲毁房屋 8 11 间
,

冲光地板占耕地总数的 60 %
,

基本无地户达 3 85 户
,

几

十年
,

乃至几百年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
。

二
、

小流域综合治理情况及措施布设

早在 50 年代
,

滦平县广大干部群众就认识到防治水土流失
、

保护水土资源是发展农业生产

的一项根本措施
,

开展了兴修水平梯田
、

垒坝界
、

闸山沟为主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

6 。 年代又开

展了以滦河
、

潮河
、

伊逊河
、

兴洲河为王的挡坝淤滩工程
。

70 年代掀起 了平整土地
、

修建梯 田
、

改

造坡耕地
、

人造小平原和改河造 田
、

闸沟造地的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
。

80 年代进行了以小流域

为单元
,

以大农业开发为重点
,

统一规划
、

规模 冶理
、

科学施工
、

讲求效益的 山
、

水
、

田
、

林
、

路综 合

治理
。

通过 40 多年来的工作实践证明
,

70 年代前的农 田水利工程
,

虽然取得 了很大成就
,

但缺乏

连续性
、

系统性
、

综 合性
、

造成不少工程劳民伤财
。

滦平县委
、

县政府根据人均耕地不足 1
.

3 亩
,

而

人均 山场 13 亩多的实际情况
,

清醒的认识到全县 ` 18 万亩的山场
,

是山区资源优势的
“

集结点
” ,

又是农村经济发展迟缓的
“
准点

” ,

也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

加快农 民脱贫致富的
“

热点
” ,

还是保

护
、

净化潘
、

密水库水质
,

服务京
、

津
、

唐的
“

起点
” ,

更是造成大雨大灾
,

小雨小灾
,

无雨旱灾
,

十年

九灾的
“
焦点

” ,

彻底改变滦平贫困落后面貌的希望在山
,

潜 力在山
,

优势在山
。

在总结治山治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

我们理顺了一个辩证关系
, “
山区的优势在资源

,

资源的

优势在开发
,

开发的优势在综 合
,

脱贫的希望在治理
,

致富的潜 力在开创
。 ”

改变了过去单项的不

集中
、

不连片的
、

零散的治理 `转化到以小流域为单元
,

坚持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
,

治理与

封禁管护相结 合
,

长
、

短期效益相结合
。

实行山
、

水
、

田
、

林
、

路综 合治理
,

林
、

果
、

粮
、

菜
、

草
、

药立体

开发
,

融经济
、

社会
、

生态三大效益于一体的治理开发模式
。

在治理方面坚持先坡面
、

后沟道
,

先上游
、

后下游
,

先支毛沟
、

后主沟
,

坡沟
、

川兼治的治理方

法
。

改变了只治 川
、

不治坡不科学的治理方式
,

采取了因地制宜
、

防治结 合
,

合理安排各项措施
:

1
.

坡面工程
:

按短历时暴雨 ( h3 降雨 90 m m )设计
。

改小穴整地 (长 1
.

ol n
、

宽 0
.

6 m
、

深 0
.

4 m )

为大鱼鳞坑整地 (长 2
.

o m
、

宽 1
.

o m
、

深 0
.

s m
、

回填 。
.

3 m 的热土
,

穴距 3 m 丫 Zm )
,

并每隔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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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m配一带水平竹节壕 (长 4
.

Om
、

宽 1
.

Om
、

深 1
.

Om
、

中间留 1
.

o m的生土隔 )
,

提高了治理标准
,

增强了蓄水能 力
。

根据不同的海拔高度
,

林木的生长习性和立地条件栽植用材林 ( 2 20 株 /亩 )水

保林
、

薪炭林 ( 3 30 株 /亩 )
。

在水平竹节壕的土埂上采取带状造林
,

多为山杏等经济林
,

在坡脚及

土层较厚
,

气温适宜的地带修筑水平沟
、

水平阶 (田面宽 1
.

。一 2
.

o m
,

埂高 0
.

Zm
,

埂宽 。
.

3 m )
,

用

以种植经济作物和栽种果树
。

2
.

沟道工程
:

按 10 年一遇洪水标准设计
。

首先控制在 0
.

sk m
Z

左右的支
、

毛沟改直坝为拱形

谷坊坝 (坝项宽 1
.

2一 1
.

s m
,

迎水面收坡 l : 0
.

3m
,

背水面收坡 l : 0
.

s m
,

基深 0
.

5一 1
.

o m
,

坝高

一般在 1
.

5一 2
.

o m 之间
,

弦高比 1
.

4一 3
.

s m 之间 )用于扩展沟坝地
,

为农业发展及陡坡地退耕打

下 良好的基础
。

其次主河道改
“
路上山

,

河靠边
”

的不科学施工
,

采取大弯就势
,

小弯取直的施工方

法
,

修建护坝防洪堤坝 (顶宽 1
.

。~ 1
.

s m
,

迎水面收坡 l : 0
.

3 ~ 0
.

s m
,

背水面直立
,

基深 。
.

7一

1
.

o m
,

坝高根据设计洪峰流量而定 )以保障河道两岸的农田
、

村庄
、

道路的渡汛安全
。

3
.

道路建设
: “

要想富
,

先修路
”
这是一句农 民谚语

,

也是 山
、

水
、

田
、

林
、

路综合治理的一项重

要内容
。

因此
,

在沟道治理以及修筑梯田时
,

搞好道路的配套设计
,

道路的建设
,

是降低农副产品

的运输成本及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关键
。

4
.

基本农 田建设
:

充分利用现有的水土资源
,

大力兴建基本农田
,

对坡耕地进行梯田改造
,

对

无法修筑梯 田的薄土坡耕地又 不能退耕者
.

实施水土保持耕作法
,

以提高单产
,

确保粮食产量稳

步增长
。

经过上述综合治理的小流域基本上形成了上 蓄
、

中截
、

下排的水土保持综 合防治体系
,

为农

村经济腾飞
,

农业稳步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三
、

小流域综合治理初见成效

滦平县 自 19 8 2 年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以来
,

经过省地联合验收的小流域有 5 条
。

其 中东营

子 小流 域是 承德地区第一条验收 合格的小 流域
。

几年来经过 综 合治理的 13 条小 流域
,

面积

4 8 k7 m
2 ,

治理 区内的各项效益逐步显示 出来
,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

经济收入可观
。

据统计
,

在治理区内种植的各种经济作物和农作物
,

累计创经济收入 70 0

多万元
。

2
.

生态效益显著
。

据计算
,

经过综合治理的小流域
,

木材蓄积量达到 。
.

3 m
,

/亩
,

薪柴储量达

到 7 5 Ok g /亩
,

林草覆盖率达到 8 0 %以上
。

3
.

社会效益明显
。

199 1 年 6 月 10 日接近 2 00 年一遇的暴雨洪水给滦平县人民带来惨重的

灾难
,

受灾最严重的 8 个乡 (镇 )
,

都没有进行水保治理
,

使其 76
.

2 %的耕地被冲毁
,

致使数千人

无家可归
。

而位于暴雨中心区
,

经过综 合治理的 13 条小流域
,

经受了这次考验
。

冲毁耕地 3 62 5

亩
,

占治理小流域总耕地面积的 6
.

5 %
,

受灾程度相对较小
。

实践证明了小流域综 合治理的必要
J

隆
、

重要性和可行性
。

4
.

蓄水保土效益显著
。

仅以金台子 乡金台子村扁洞子 小流域 (经济沟 )为例
。

而积 1
.

sk m ,
,

1 9 8 9 年开始进行综 合汀廷里
.

坡面工程与沟道工程相配套
.

工 程措施 与生物指施紧密配 含
.

流域下

游是滦赤公路
.

公路边沟断面尺寸为 。
.

理m 丫 。
.

4 n :
.

边沟两侧 1 : 1
.

5 收坡
.

f护矛理前
一

列雨季 ( 6 一

9 月 )都要清淤 2一 3 次
.

而 1 9 9 1 年 6 月 10 日洪害发生后
.

经实地勘察
.

不但各项 1二程措施安然

无恙
.

生物措施长势 良好
,

就连公路边沟也未发生淤积
。

小流域综 合治理 效益的发挥
.

使当地群 众更加深刻认识到
,

进行 山水田林路综 含治理是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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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
,

关系子孙后代幸福的基础工程
。

四
、

几点建议

1
.

水土流失的防治工作
,

应在预防
、

监督
、

监测方面从上到下建立专门的办事机构和执法队

伍及监测网络
,

使水土保持工作真正纳入规范化
、

法制化和科学
、

系统化的轨道
。

2
.

目前
,

基层从事水土保持工作的大部分 人员
,

存在业务素质低的问题
,

希望上级主管部门

组织培训学习
,

以提高在职人员的业务水平
。

3
.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是一项周期长
、

出成果慢的工作
。

但是
,

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

是有

效地进行综合治理和效益分析
,

提供科学技术依据的基础工作
。

因此
,

为了更好地完成该项工作
,

适应国家监测网络建设的需要
,

建议从国家
、

地方投入的防治水土流失资金中
,

专门划拨一部分
,

作为开展该项工作的沂需经 费
。

(土接 第 2 2 页 )

的径流小区资料统计得到的转折坡度为 28
。 『’ 几和 2 601

`
」

; 国外一些学者也有过土壤侵蚀转折坡度

的报导
。

我们以往的研究结果还表明
,

临界坡度不是一个固定值
,

其值且随着降雨及下垫面条件

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

总之
,

地面坡度对片蚀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

它的递增并非使片蚀量始终随

其增大而存在着转折坡度
,

且在 1 00 一 1 50 片蚀速率急剧加大
,

这对防治土壤侵蚀和治坡水土保持

措施优化配置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

三
、

结 论

1
.

综 合反映径流和地形因素的径流势能 E 户对片蚀的作用大于降雨动能 E 的作用
,

E几
。

在片

蚀中的作用地位的提高
,

主要是 几
。

的介入
,

为片蚀模型的发展及参变量的选择提供了分析依据
;

2
、

探讨了片蚀存在临界坡度问题
,

提出了不同处理条件下的片蚀数学模型
,

为进一步建立坡

面土壤侵蚀整体预报模型提供了子模型和参数及分析依据
;

3
、

雨季减少翻耕 (保持裸露休闲状态 )地块
,

在降雨雨滴打击和其它因素作用下形成表土结

皮
,

增大 了表土的紧实度
,

对片蚀的发生发展起到明显抑制作用
,

这为指导生产实践 (减少雨季表

土扰动 )和退耕 (保持休闲 )来防治土壤侵蚀有重要的意义和提供了理论依据
。

目前
,

许多国家的学者十分重视从侵蚀物理成因出发
,

通过野外定位观测试验与模拟人工降

雨试验的结 合手段来研究土壤侵蚀过程和发展预报模型
。

因此
,

进行野外定位试验是土壤侵蚀研

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

在上述基础上探讨既具有实用性 又有较明确的物理意义的片蚀预报模型
,

对

深入研究坡地土壤侵蚀过程和数学建模是具有科学价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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