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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长江源头地区的水土流失

王海宁 任兴汉

(青海省水利厅
·

西宁市
·

8 10 0 0 1 )

摘 要 依据长江源头这一特定地区的自然
、

经济状况
,

在应用遥感技术调查土壤侵蚀现状的

基础上
,

通过分析影响该地区水土流失的主要因素
,

阐述了不同侵蚀类型的特点和危害
,

提出

了长江源头地区水土流失的防治途径
。

关健词 长江源头 水土流失 防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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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

发源于青海省唐古拉山脉中段 的各拉丹冬冰舌末端
,

干流全长约

6 3 o ok m
,

流域面积 180 万 k m
, 。

金沙江以上称通天河
,

为源头地区
,

干流长 1 2 0 k6 m
,

流域面积

15
.

86 k耐
,

占长江流域面积的 8
.

8 %
,

它包括长江干流通夭河
,

支流雅碧江 的源头扎曲
、

曲科河

和大渡河的源头班玛地 区
,

行政分属青海省玉树
、

移多
、

杂多
、

曲麻莱
、

治多
、

久治
、

班玛
、

达 日
、

格尔木市等 8 县 1 市
,

共 40 个乡
,

13
.

9 万人
,

每平方公里平均不足 1 人
。

为了查清长江源头地区水土流失状况
,

我们利用美国陆地卫星 ( L an d sa t) 的影象
,

目视解

译了土壤侵蚀状况
,

并对玉树
、

曲麻莱
、

称多
、

久治
、

班玛
、

达 日等县进行实地调查分析
,

较为精

确地摸清了长江源头地区的水土流失
,

土壤侵蚀状况
。

根据解译和调查
,

长江源头地区水土流

失面积 10
.

63 万 k m
Z ,

占这 一地区总面积的 67 %
,

其中轻度侵蚀 4
.

04 万 km
Z ,

占流失面积的

3 8 % ;
中度侵蚀 2

.

25 万 k m
Z ,

占流失面积 21 % ;强度侵蚀 4
.

23 万 k m
Z ,

占流失面积 40 % ;
极强

度侵蚀 0
.

n 万 k m
Z ,

占流失面积 l % ;
按危害程度划分

,

较险侵蚀面积 8
.

1 万 km
, ,

占 76 %
;
危

险侵蚀面积 2
.

5 万 k m
” ,

占 24 写
。

主要侵蚀类型依次为风力侵蚀
、

冻融侵蚀
、

水力侵蚀
。

收稿 日期
: 1 9 9 5一 0 4一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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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条件
长江源头地 区属青藏高原的一部分

,

地势高耸
,

四周山峰一般海拔高度在 5 50 o m 左右
,

广泛分布着冰川和永久冻土层
,

其余地 区大都在海拔 4 O00 m 以上
,

东北以昆仑山脉与黄河流

域及柴达木盆地内陆水系分水
,

东南与四川省为邻
,

南以庸古拉山脉的子当代拉山与怒江流城

及澜沧江流域为分水岭
,

西以可可西里山及乌兰乌拉山与可可西里盆地内陆水系分流 孟总的地

貌是从东南到西北按高山峡谷
、

高原山地
、

山原滩地
、

丘状谷地四级向上依次排列
,

中西部和北

部的广大地区呈山原状
,

起伏不大
,

切割不深
,

多宽阔而平坦的滩地
,

在经历了第四纪冰期作用

和现代冰川的影响之后
,

一些地区还发育或残留着冰川地貌
,

东南部为高山峡谷地带
,

切割强

烈
,

相对高差多在 1 O o o m 以上
,

地势陡峭
,

地形复杂
。

这一地区总的气候特征是暖季短促
、

冷季漫长
、

降水集中
、

雨热同期
、

光照丰富
、

辐射强烈
,

冷季多大风和沙暴
,

暖季多雷雨和冰雹
,

年温差小旧 温差大
。

区内植被由于热量和水分是由东南向西北递减
,

因而依次排列为山地森林
,

高寒灌丛草

甸
,

高寒草甸
,

高寒草原
,

高寒荒漠
,

沼泽植被和垫状植被则主要镶嵌于高寒草甸和高寒荒漠之

中
。

在东部山地由于高差大
,

山体上下水
、

热条件各不相同
,

垂直带谱比较明显
,

自下而上依次

排列着河谷草原
,

山地森林
,

高寒灌丛
,

高寒草甸
,

高山流石坡稀疏植被
;
中西部地区垂直分异

逐渐缩小
,

带谱简化
;
西部地区大多简化为高寒草原— 垫状植被两个带或分化不明显

。

总的

特点是
,

植被类型复杂
,

但组成简单
,

植被的原始性和脆弱性十分突出
,

草甸植被占绝对优势
。

土壤的分布规律与地貌
、

气候等有关
,

在该区的东南部由于河流下切侵蚀作用
,

表现出土

壤垂直分布十分明显
,

由通天河沿岸的芒拉向北到巴颜喀拉山南麓的中卡
,

其土壤垂直分布规

律为草甸土
、

粟钙土
、

山地草甸土或山地灌丛草甸土 (阴坡 )
,

山地草原化草甸土
、

高山草甸土或

高山灌丛草甸土
、

高山寒漠土
。

在中部和北部高山地带
,

山体高差不大
,

河流切割作用较小
,

土

壤垂直分布规律 已开始不甚 明显
,

其土壤主要为高山草甸土和高 山草原土
,

在西部的山原地

带
,

主要为高山草原土和高 山荒漠草原土
。

2 影响水土流失的主要因素

.2 1 地质地貌

长江源头地区地质地貌随喜马拉雅地质运动
,

山脉隆起
、

高原上升
,

形成青藏高原地貌
。

总

的地势是西北高
、

东南低
,

基本上被东西横贯的唐古拉山
、

昆仑山和巴颜喀拉山所挟持
,

按地貌

类型划分
,

东南部为中高山区和江河谷地区
,

局部地区有起伏不大的山间平原和缓缓隆起的山

岭
,

也有切割于高原之中的河谷
,

现代冰川十分发育
,

古冰川也相当普遍
,

主要水土流失形式为

冻融侵蚀和风力侵蚀
。

地质构造主要属巴颜喀拉山地层 区
,

以三叠 系最为发育
,

主体由具复理石特征的砂岩和板

岩互层组成
,

在区内中西部和西部
,

主要分布有紫色砂岩
、

粉砂岩
、

砾岩
、

页岩
、

泥灰岩等母岩及

洪积
、

冲积
、

坡积
、

残积物等风化物母质
,

这类岩石
,

由于是钙质胶结
,

风化较易
,

所以该地 区多

砾石及岩石风化物
,

植被稀疏
,

沙化严重
,

是风力侵蚀主要地带
。

区内中部及巴颜喀拉山山地
,

岩石以砂岩
、

板岩
、

灰岩为主
,

母岩和风化物母质形成夹层
,

母质为残积
、

坡积和冲积
、

洪积物
,

由于不同岩石风化速度不一
,

透水性也不同
,

所以这一地区是发生泥石流
、

滑坡的主要地区
,

在

巴颜喀拉 山山地
,

母质多为河流冲积物
,

冰啧和冰水沉积物
、

冰积坡积物
,

在海拔 4 5 0 o m 以

上
,

多为古冰川万像属湖积或冰啧层
,

母质为泥质砂质砾石沉积物
,

所 以说这一地区主要以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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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侵蚀为主
;

在区内东南部
,

通夭河沿岸多为第四纪堆积的松散地层
,

在暴雨洪水冲击下
,

大量

泥沙携入通天河内
。

2
.

2 土旗

在高寒的气候条件下
,

成土过程和环境非常特殊
。

因成土时间短
,

加之化学作用减弱
,

物理

作用增强
,

形成的土壤剖面结构不明显
,

机械组成粗
,

腐殖质层薄
,

草根分解速度慢
,

砾石含量

高
,

胶膜原始等特点
,

因而土壤发育比较年青
,

土层浅薄
,

一般为 30 一 5 0c m
,

< 。
.

O01 m m 的枯

粒含量一般只有 5% ~ 15 %
,

土壤类型以高山草甸土所占面积最大
,

其次为高山草原土
、

高寒

沼泽土和高山荒漠草原土等
,

这类土壤结构遭破坏后
,

与下层母质砾石混合在一起
,
极难恢复

,

而且下层基岩的透水性明显小于上层母质层
,

由上方渗入的水分沿下层表面渗流
,

形成很大的

水力压力
,

造成滑坡或崩塌
。

2
.

3 降水

降水是土壤侵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一个气候因素
,

它的主要形式有降雨和降雪
,

降雨一

方西以雨滴的作用! 接破坏土族
,

是引起水土流失的动力
;
另一方面与融雪水在一起是形成地

表径流和下渗水分的墓础
。

本区西部地区平均年降水量 3 00 ~ 40 o m in
,

东南部年均降水量 4 00

一 6 0 0m m
,

干早少雨
,

年内变化具有冷季少
,

暖季多的特点
,

5~ 9 月份降水量最多
,

占年降水量

的 8。% ~ 9。%
,

n 月至翌年 2 月份的降水量最少
,

仅为年降水量的 3%左右
,

这一特点对水土

流失的发生有着直接的影响
。

降雨强度是引起水土流失最主要的气象因子
,

该区虽然降水少
,

且 日降水多在中雨以下
,

极难形成大雨和暴雨
,

但强度较大的中雨仍是引发水土流失
,

特别是

引发泥石流的主导因素
,

在杂多
、

治多
、

曲麻莱
、

玉树等地多处出现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与强度

较大的降水也有很大的关系
,

清水河地 区 1 9 8 6 年 7 月 8 日降水量达 64
.

s m m (清水河气象

站 )
,

超过了暴雨标准
.

2
.

4 冰雹

冰雹不仅危害农作物的生长发育
,

而且是引起山洪
,

爆发泥石流的主要原因之一
。

降水以

冰雹的形式发生
,

这也是青藏高原降水的一大特点
,

冰雹对水土流失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
:

一是冰雹直接降落地面
,

由于它有一定的粒径和质量
,

对地面上的植被破坏极强
;二是冰雹

降落后溶化速度慢
,

不被土壤所下渗
,

极易形成强大的地表径流
,

尤其雹中夹雨
,

雹后降雨
,

更

加剧了地表径流的形成
,

这与泥石流的发生有着直接关系
。

长江源头地 区平均年冰雹 日数为

15 ~ 25 d
,

玉树清水河地区多达 6 d2
,

且多集中在 6~ 9 月
,

与降雨集中同期
,

雹径多为 4 ~ 7m m
,

一次降雹时间多在 l o m in 以内
,

强度较大
。

2
.

5 风沙

风是引起风沙流和导致土壤风蚀的直接动力
,

风沙流是指含有沙粒的气流
,

即沙粒借助于

风力获得能量
,

离开地表搬运移动的状况
,

风蚀是土壤在风力作用下
,

遭受破坏并引起流失的

过程
,

它是该地区土壤侵蚀的一种重要形式
,

产生土壤风蚀的 自然环境主要是干旱与半干旱气

候
,

且受下垫面因素的强烈影响
,

这就使风蚀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域性
。

长江源头地区普遍存在

干早情况
,

但主要以中西部牧业区干旱为主
,

而且该地区冷季降水稀少
,

地表干燥
,

土壤松散
,

一般当地面风速达 s m s/ 时就能引起砂粒移动
,

搬运表土
,

形成风蚀
。

区内中西部地区最大风
’

速可达 26 m / s ,

) 17
.

o m / s 风速出现 的日数为 1 10 ~ 1 2 d5
,

远大于临界起沙风速
,

因此起大风

时
,

飞扬的沙土不仅能掩埋低洼草场
,

而且在鼠害严重的地方
,

大风刮起鼠兔翻松的草场表土
,

使牧草根系裸露
,

草场连片剥蚀
,

加剧草场退化沙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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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人为活动

土壤侵蚀是地球表面长期存在的一种物质搬运过程
。

在人类社会出现前的地质历史时期
,

土壤侵蚀的发展完全受自然因子的影响
,

故又称为自然侵蚀
。

人类社会出现后
,

在自然侵蚀的

基础上
,

又叠加了人为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
,

加剧侵蚀的过程
,

称为加速侵蚀
。

长江源头地区

虽然地广人稀
,

但人为活动对水土流失的影响仍然存在
,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 1) 耕作粗放
,

不合理开荒
,

加速了水土流失
。

本区耕地多集中于通天河及其支流河谷沿岸

两侧
,

由于地形的限制
,

多数地块在 1 5
’

一 2 50 的山坡上
,

耕作
、

管理粗放
,

靠天吃饭
,

多年经风吹
,

雨淋
,

土壤表层侵蚀严重
,

表土大量流失
,

肥力不断降低
;
不断开垦出的新荒地

,

由于管理落后
,

耕作技术跟不上
,

表土又流失
,

只好弃耕
。

例如
,

50 年代在巴塘开垦的草甸
,

弃耕虽已 30 余年
,

但仍未恢复到原来的面貌
,

如此反复
,

加速了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
。

( 2) 超载放牧
,

加速草场退化
,

破坏草甸植被
。

牧民集中在水热条件较好的草场放牧
,

引起

草场退化
,

是长期以来牧区破坏草场的一大问题
,

近年来
,

虽然实行了承包制
,

但牧户采取舍远

求近
,

舍难求易及多固定
,

少流动的经营方式仍未改变
,

不合理的滥牧
,

使草场长期遭牲畜践

踏
,

草原表层植被受到严重破坏而无法在短时间内恢复
,

因而径流增大
,

冲刷加剧
,

造成草山连

片滑动
。

( 3) 采金采石破坏了土壤植被
,

加剧了水土流失
。

近年来由于众 多的人员进入牧区采金
、

采

石
,

将大片草坡挖去
,

同时乱砍灌木当烧柴
,

使草场植被受到严重破坏
,

加之又无防护处理措

施
,

不仅加速了水土流失
,

也为泥石流的发生提供了足够的物质基础
。

如称多县在 1 9 6 5 ~ 1 9 8 3

年的 18 年内
,

因烧砖瓦和石灰等
,

已毁坏灌木林 0
.

1 36 万 h m
Z ,

其它地区破坏草场
,

偷砍林木

的情况也屡禁不止
。

3 水土流失类型及区域分布

3
.

1 风力侵蚀及区域分布

风力侵蚀在本区普遍存在
,

但主要分布于该区中部和西北部的高寒草甸草场
、

高寒草原草

场和高寒荒漠草场上
,

这一地区冷季长
,

大风 日数多
,

干旱少雨
,

植被稀疏
,

土层薄
,

且土质疏

松
,

一遇大风
,

小于 0
.

l m m 粒径的砂粒就会被吹扬至空中
,

产生物质移动
,

形成风蚀
,

该 区风

蚀面积 5
.

23 万 km
, ,

占总侵蚀面积的 49
.

2%
,

其中强度风蚀 3
.

47 万 k m , ,

中度风蚀 1
.

5弓万

k m
Z ,

轻度风蚀 0
.

Z l km
, 。

3
.

2 冻融侵蚀及区域分布

冻融侵蚀主要分布于该区河源地 区和巴颜喀拉山山地极高原的高寒缓坡草原漫岗地区
、

高寒丘陵荒漠草原地 区
、

高寒中低山荒漠地区和高山冰川侵蚀荒漠地区
,

这一地区的特点主要

是海拔高
,

多为 4 5 00 m 以上
,

冰冻时间长
,

而融解时间短
,

冷季长达 8~ 9 个月
,

即使在融解季

节
,

由于 日温差 的巨大变化
,

昼夜间也存在冻融
,

形成 冻融侵蚀
,

该 区冻融侵蚀面积 3
.

49 万
.

k m
Z ,

占总侵蚀面积的 3 2
.

9%
。

3
.

3 水力侵蚀及区域分布

水力侵蚀主要分布在本区东南部的高山河谷地区
,

海拔多在 4 0 0 o m 以下
,

这一地区的特

点是人口集中
,

牧农结合
,

人为活动频繁
,

耕地多为坡耕地
,

在 1 50 ~ 25
。

以上
,

土壤蓄水能力差
,

土层薄
,

土 中含大量砾石
,

侵蚀的特征是冲沟发育
,

有 2一 3 级的侵蚀堆积台地
,

而且由于山高

沟深
,

河水在河湾处集中冲刷
,

造成大片崩塌
,

对农田和村镇的破坏较为严重
,

水土流失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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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山洪或泥石流
。

该区水力侵蚀面积 1
.

90 万 k m
, ,

占总侵蚀面积的 17
.

9%
,

其中极强侵蚀

0
.

1 1万 km
Z ,

强度侵蚀 0
.

7 6 万 k m
Z ,

中度侵蚀 0
.

7 0 万 k m
Z ,

轻度侵蚀 0
.

3 3 万 k m
, 。

4 水土流失的特点及危害

长江源头地区的水土流失既有其普遍性
,

也有其独特性
,

在有些方面
,

其水土流失更为严

重
,

对农牧业生产的影响更为突出
,

据直门达水文站资料
,

通夭河多年平均输沙量为 4 3 kI g s/
,

所以说解决长江源头地区水土流失问题已迫在眉捷
。

4
.

1 长江源头的水土流失具有其潜在性
,

它的危害虽然不是直接的
,

但对支流的危害仍很严

重

由于它所处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
,

在经历了第四纪冰期作用和现代冰川的影响之后
,

一些

地 区还发育或残留着冰川地貌
,

现代冰川也非常活跃
,

约有 40 多条
,

在长江源头有 21 座海拔

6 00 o m 以上的雪山
,

加之成土母质的粗粒性和不同分化层的作用
,

其冻融泥流
,

冻融蠕动侵蚀

比较常见
,

在西北部的高山高平原区
,

主要以山体寒冻剥蚀为主
,

在中西部江河源区
,

由于冰川

冻土的影响
,

形成大片沼泽
,

在一些沟谷与河边的崖坎边缘
,

经冻后裂开
,

造成冻裂
,

再遇径流

渗入
,

形成局部或连片的崩塌
,

滑坡
,

为泥石流的发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

冻融侵蚀虽然轻微
,

但

其潜在能量很大
,

它为土壤侵蚀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

虽然它的流失只有少量进入干流
,

但对长江源头支流的危害很大
,

经冻融侵蚀后的泥流和蠕动体大量淤积在支流和低洼草场
,

造

成 了高原荒漠景观
。

4
.

2 长江源头滑坡
,

泥石流发生频繁
,

危害严重

由于本区大部分地区土层薄
,

风化母质多成砂砾石松散堆积
,

加之坡陡
,

雨季暴雨
、

冰雹频

繁
,

所以草山泻溜
、

崩塌
、

滑坡等现象时常发生
,

尤其是草甸植被和土壤结构遭受破坏后
,

母质

裸露
,

一方面由于冷热变化
,

冻融作用
,

粒间空隙膨胀引起表层岩土剥落
; 另一方面

,

由于径流

渗入
,

在下层基岩面上形成粘土层
、

融水层
,

造成 山体滑坡
、

崩塌
,

这些局部发生的泻溜
、

崩塌
、

滑坡等产物堆积在小流域沟道中
,

每遇暴雨或较大流量的融雪水
,

便造成泥石流
,

玉树
、

曲麻

莱
、

称多
、

杂多等县泥石流沟较多
,

泥石流也较为活跃
,

如长江流域试点小流域玉树县孟宗沟小

流域就是一条典型的泥石流沟
, ,

治理前
,

该沟泥石流发生频繁
,

几乎每年发生一次
,

对下游村

镇
、

耕地
、

交通
、

水利设施等危害很大
,

1 9 8 7年 8 月 15 日该沟爆发泥石流
,

大量泥沙石块顺沟

而下
,

冲进 42 户村舍
,

冲毁房屋 12 间
、

砌石围墙 70 余 m
、

耕地 hZ m
Z ,

28 只羊被冲走
,

直接经济

损失 20 多万元
。

玉树州所在地
,

巴塘河 (长江一级支流 )因上游及支沟泥石流的频繁发生
,

使巴塘河泥沙淤

积成为该区的一大危害
,

巴塘河由于泥沙淤积
,

河床不断抬高
,

两岸防洪堤不断加高
,

但仍然避

免不了洪水对城镇的危害
。

4
.

3 严重的高原鼠害和风沙灾害
,

既加速了草场风化
,

又破坏了草场资源

青藏高原的鼠害是草原的一大夭敌
,

分布极广
,

主要是高原 鼠兔
,

其次是白尾松 鼠
,

红耳鼠

兔和喜马拉雅旱獭
,

鼠害对草场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啃食牧草
;二是掘洞引起土

壤理化性质的改变
,

造成草场退化
。

据调查
,

高原 鼠兔平均日食鲜草 64 9
,

62
.

5 只成年鼠兔一 日

的食草量
,

相当于一只绵羊的日食量
,

而且鼠兔喜食莎草科
、

禾本科和豆科牧草
,

而这些牧草往

往是天然草场上的优势种
,

据调查
,

在草甸草场每公顷平均有效 鼠洞 2 6 46 个
,

可见鼠害对草

场的破坏尤为严重
,

同时鼠兔善于挖穴打洞
,

在本身不厚的土层中
,

洞穴星罗棋布
,

洞道纵横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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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
,

洞外土堆密布
,

使土层松动
,

位移
,

严重处鼠洞串连坍塌
,

埋没草场
,

在坡面上形成明显的土

壤侵蚀
,

在这些地方由于草场退化
,

土壤侵蚀加速
,

这时如遇大风
,

又形成风蚀
,

加速了草场沙

化程度
,

有些地区形成
“
黑土滩

” ,

使大面积草原资源遭到了破坏
,

而且由于高寒地区恶劣的自

然条件
,

草场及土壤结构遭破坏后
,

难以恢复
,

使这种生态环境处于恶性循环之中
。

5 水土流失的防治对策
建国以来

,

青海省一直将人 口比较集中
、

水土流失严重的东部农业区作为治理水土流失的

重点 ;还没有力量治理人 口稀少和地处偏僻的广大内陆河
、

长江
、

澜沧江流域的水土流失
.

问题
。

然而这些地区的水土流失严重
,

也是我省国土整治的一个重大问题
,

有必要引起高度重视
,

提

到议事 日程
,

进行研究
,

采取补救措施
,

进行长远规划
,

逐步加以解决
。

现提出以下建议
:

1
.

长江源头地区的水土流失问题
,

也同样应引起各级政府和业务部门的重视
。

这个地区东

南部通天河及其支流谷地
,

是藏族聚居的地区
,

人 口相对集中
,

也修建了不少交通
、

工业
、

水电

设施
,

如果水土流失得不到治理
,

将严重威胁着少数民族的生存
.

环境
,

水土流失使该地区的水

电设施
、

公路
、

工厂
、

居民区被泥石流冲毁
,

人 民的生活和财产遭受损害
。

水土流失地区大多都

是贫困地区
,

加速治理水土流失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

发展生产的根本途径
,

所以各级政府和

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
。

鉴于治理水土流失是脱贫致富的关键
,

建议实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

多渠道筹集资金
,

并

集中统一使用
。

中央和地方有关业务部门应划出一部分用于水土保持专项治理资金
,

按照谁受

益
、

谁投资的原则
,

直接遭受水土流失危害的地区
,

也应为治理出资出力
,

地方政府应拿出一定

的匹配资金
,

增加对水保的投入
,

当地群众要建立相应的水土保持治理义务工制度
,

使该区的

水土流失治理工程做到联合投资
,

共同治理
。

2
.

在当前人为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依然存在
,

如
:

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水土资源
、

生物资

源
、

矿产资源
、

滥伐林木
、

破坏植被
、

超载放牧
、

破坏草场
、

乱开矿产等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
,

还

十分严重
。

因此
,

在综合治理中
,

必须首先防治人为破坏活动
,

贯彻执行《水土保持法 》 ,

依法防

治水土流失
,

同时根据该区的地质地貌等特点
,

在治理措施上
,

必须做好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

结合
;治沟工程与治坡等其它措施结合

;
近期目标与长远利益结合

; 治理措施与预防措施结合
。

鉴于该区孟宗沟试点流域治理的经验
,

坚持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
,

将有限的财力
、

物力
、

重点投入到最迫切的小流域治理 中去
,

做到治一片
、

成一片
; 以点带面

,

推动全局
。

同时也

要探讨研究泥石流的防治工作
,

提出防灾措施
,

在泥石流沟道清水汇流处
,

进行基本农田和林

草建设
,

并在疏通泥石流通道的基础上
,

充分利用堆积物
、

冲积扇
,

修建沟坝地
,

变害为利
。

在一

些重点地段
,

应考虑治沟工程措施的规划设置
,

抬高侵蚀基准
,

做到稳定沟床
。

3
.

加强牧业管理
,

建立以牧业为主的水土保持防护体系
,

逐步做到计划放牧
,

科学放牧
,

以

草定畜
,

保护好天然草场
。

4
.

大力防治草原鼠害
,

其主要措施一是药物防治灭鼠
,

这项工作 已开展多年
,

取得的成绩

也很大
; 二是生物防治灭鼠

,

主要是草原上的益兽
、

益鸟
,

有些以鼠类为食
,

如狐
、

鹰
、

鸳
、

黄触
、

艾虎
、

猫头鹰等是鼠虫的天敌
,

所以要积极宣传
“
野生动物保护法

”

加强保护这些草原动物资

源
。

5
.

青海省长江流域水土保持工作起步晚
,

在部分干部和广大群众认识中还未形成意识
,

需

要进行大量宣传教育工作
,

同时结合 已颁布的
“

水保法
” 、 “

草原法
” 、 “

森林法
” 、 “

水法
” ,

加强法

制教育
,

依靠法制
,

减少人为破坏
,

制止新的水土流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