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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水土保持与跨世纪持续发展

史 德 明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南京市
·

2 1。。 0 8)

摘 要 该文叙述 了长江流域的水 土流失特点
、

现状
、

分布与潜在危险
,

指 出建 国后水土流失

有发展趋势
,

存在着 比黄土高原更大 的潜在危险性
;
阐述了水土流失对流域内资源

、

环境及农
、

林
、

水利工程建设的危害性
;
着重分析了水土保持对保护三峡工程建设

.

充分发挥工程效益
,

发

展流域经济
,

减少泥沙淤积
,

防治洪涝灾害
,

保障航运畅通等方面的巨大作用
。

最后提出保障长

江流域跨世纪持续发展的水土保持策略和措施
。

关键词 水 土流失 持续发展 水土保持 三峡工程 长江流域

5 0 11
一w a t e r C o n s e r v a t io n a n d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i n g

B e y o n d t h e C e n t u r i e s i n C h a ll g j l a ll g R iv e r B a s i n

S h i D e m i, : g

( N
a n少寿, 9 1 , st lt ,̀ t护 o

f so 衬 S
〔 。 : ce

, r h 。 〔
’

h l, : ,. 5 0 A c a d e , , ,夕 叹f S
e i遭, ` se

,

2 1 0 0 0 8
.

N
a , :少i, : g M

: ` ,: ic iaP l。夕 )

A b s t r a e t T h e C h a n g j i a n g r iv e r b a s in 15 o n e o f t h e r e g io n s s u f f e r in g f r o m t h e m o s t s e v e r e 50 11

e r o s i o n i n C h i n a
.

T h e P r o Pe r t i e s , s t a t u s ,

d i s t r ib u t i o n a n d i t s p o t e n t i a l r i s k s i n C h a n g j ia n g r iv e r

b a s i n a r e e x p o u n d e d
.

5 0 11 e r
os io n b r i n g s a b o u t m a n y

一 s i d e d h a r m t o e n v i r o n m e n t
,

l a n d r e s o u r e e s

a n d h i n d e r s t h e d e v e lo p m e n t o f h y d r o lo g i e a l w o r k s
.

T h e r e l a t io n s h ip o f 5 0 11
一

w a t e r e o n s e r v a t i o n

w it h t h e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o p m e n t
.

a g r i e t l
lt u r e ,

f o r e s t r y
, a n im a l h u s b a n d

r y
,

p r e v e n t i n g d r o t一g h t
-

f! oo d d is a s t e r s a n d t h e T h r e e G o r g e s p r o je e t h a v e b e e n in t e r p r e t e d
.

F in a l ly
,

t h e s t r a t e g y a : l d

e o u n t e r m e a s t一r e s a g a i n s t 5 0 11
一

w a t e r 10 5 5 a li d p r o t e e t in g s u s t a i n a b le d e v e l o p m e n t g o i n g be y o n d t h e

e e n t u r ie s i n t h e C h a n g一i a n g r i v e r
b a s in h a v e b e e n s u g g e s t e d

.

K e y w o r d s 5 0 11
一

w a t e r e o 一l s e r v a t io 一i : s 、一s t a in a b l e d e v e lo p m e n t : t h e T h r e e G o r g e s P r o j e e t ;

t h e C h a n g ji a n g r iv e r b o s i n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

流域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 的 1 5/
,

人 口
、

耕地分别占全 国的 1 3/

和 14/ 左右
,

工农业总产值约占全国的 40 %
,

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

境内山

地丘陵面积占 70 % ~ 80 %
,

直接影响着全流域的经济发展
,

但广大山地丘陵区的水土流失
.

给

流域内的农
、

林
、

牧生产及水利
、

电力
、

航运事业
,

带来多方面的危害
,

特别对三峡工程的兴建和

长江经济带的开发
,

也带来不利的影响
。

因此
,

长江流域的水土保持与我国跨世纪持续发展有

着密切的关系
。

收稿 日期
: 一9 9 5一 1 1一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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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水土流失特点与潜在危险

1
.

1 水土流失特点

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与西北黄土高原有着 明显的区别
,

其特点是流失物质粗
,

输移比小
,

上
、

中游堆积量大
,

滑坡
、

泥石流危害严重 (表 1 )
。

表 l 长江流域与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特点比较

流流 域域 土壤侵侵 输沙量量 含沙量量 流失物质质 输移比比 泥沙沉沉 滑坡
、、

沙化
、

石石

蚀蚀蚀总量量 (亿 t ))) ( k g / m
3 ))))))) 积部位位 泥石流流 质化潜潜

(((((亿 t ))))))))))))))) 在危险险

长长江流域域 2 444 5
.

333 1
.

2 ~ 1
.

777 砂砾
、

石块为主主 0
.

1 ~ 0
.

666 上
、

中游为主主 严重重 较大大

黄黄土高原原 2 222 1 666 3 7
.

666 粉砂
、

粘粒 为主主 接近于 lll 下游为主主 不严重重 较小小

1
.

1
.

1 流失物质粗 地面侵蚀物质的颗粒一般较粗
,

特别在滑坡
、

泥石流 区流失物质更

是粗大
。

粘性泥石流颗粒组成 中大于 Z m m 的颗粒达 53
.

4 % ~ 75
.

4 %
,

而 < .0 0 05 m m 的颗粒

仅占 2 % ~ 5 %
,

平均粒径为 10
.

78 ~ 1 7
.

6 m m
。

有的泥石流则含有巨大的石块
,

直径达数米至

1 0 余 m
。

从流域内流失物质的颗粒组成看
,

大部分粗物质当年还未能进入干支流
。

因此
,

流失

物质粗是形成长江流域
,

特别是上游地区泥沙归槽率低的主要原因
.

1
.

1
.

2 输移比小 由于长江流域流失物质粗大
,

形成与黄土高原迥然不同的输移比
,

黄

河泥沙输移比接近于 1
,

而长江流域在 0
.

1 ~ 0
.

6 之间 (表 l )
。

输移比受到流域面积变化
、

土壤

组成
、

侵蚀程度
、

地质
、

地貌
、

岩性
、

植被
、

土地利用和水土保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

如土体中各

颗粒组成的本底含量及其在土体中的垂直分异
,

直接影响坡面产沙量
、

河流输沙的组成和输移

比的性质
。

花岗岩与花岗片麻岩区地面组成物质较粗
,

输移比变化在 0
.

3 ~ 0
.

5 之间
,

泥石流区

则更小
,

一般在 0
.

3 以下
。

川中紫色丘陵 区
,

因塘
、

库
、

堰
、

坝等拦蓄作用
,

输移 比约 为 0
.

1 ~

0
.

1 8
。

由于长江流域河流泥沙输移比较小
,

对长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泥沙的影响并不显著
,

故

从长江输沙量难以评估整个流域的土壤侵蚀量和流失程度
.

1
.

1
.

3 土
、

中游堆积童大 长江流域侵蚀物质堆积的特点是
:

上游大于中游
,

中游大于下

游
。

近 20 余年来
,

金沙江支流小江河床普遍淤高 3 ~ s m 以上
,

其大桥河沟 口冲积扇近百年来

已 堆高共 1 50 m ;
武都县境 内的白龙江河段

,

淤积量呈直线上升
,

1 9 21 一 1 9 4 0 年淤积速率为

2
.

Z e m / a ,

1 9 4 0 ~ 1 9 5 7 年增至 8
.

6 e m / a ,

而 1 9 5 7
一

9 5 4年则增加到 1 2
.

3 e m / a ;嘉陵江支流西河

有些河段
,

70 年代较 50 年代淤高 Z m
。

长江中游许多支流河床也 日益淤高
,

如赣江支流平江每

年淤高 4一 c7 m ;
湖北境内的稀水

、

巴 水
、

薪水河床每年淤高达 7一 1 c0 m ;
长江 (荆江段 )每年也

淤高 3一 s c m
。

1
.

1
.

4 重 力侵蚀严 重 在长江上游地区
,

近数十年来
.

由于滥伐森林
,

开垦陡坡
.

开采矿

石
,

工程建设等
,

导致滑坡
、

泥石流加剧发展
。

据调查
,

60 % ~ 70 %的滑坡
、

泥石流与人为破坏活

动引起的土壤侵蚀有关
。

如云南巧家小碾河沟
,

1 8 0 0 年爆发一次泥石流后
,

直到 1 9 16 年才又

爆发
。

随着人 口增长和对植被的破坏
,

泥石流爆发周期逐次缩短为 30 年
、

巧 年和 9 年
.

而 1 9 8 0

年和 19 81 年 则连续爆发
。

1
.

2 水土流失潜在危险

长江流域地形起伏大
,

大部 山丘土层浅薄
.

脆弱土地面积广
.

加之
,

降雨多
,

雨强高
.

人 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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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
,

对土地的压力也大
,

存在着极大的土壤退化
、

土壤沙质化和土地石质化等潜在危险
。

1
.

2
.

1 土攘退化问题 境 内分布的红壤
、

黄壤
、

黄棕壤
、

棕壤
、

褐土
、

紫色土等大部分发育

于基岩上
,

土层大都在 l m 以内
,

有机质层主要分布在 30 一 50
c m

,

土壤侵蚀导致土壤薄层化过

程不断发展
,

当有机质层被侵蚀后
.

土壤肥力明显下降
,

特别在花岗岩流失 区
,

当风化层或半风

化层裸露地表时
,

使土壤返回到矿物质的原始状态
,

产生逆向发育过程
,

完全失去土壤肥力
。

在

严重流失地段
,

树龄 10 多年的马尾松高不及 70
c m

。

目前在花岗岩区分布的
“

白沙岗
” ,

第四纪

红土区出现的
“

红 色沙漠
” ,

都是土壤迅速退化的结果
。

1
.

2
.

2 土峨沙质化 土壤沙化过程与土壤侵蚀过程是同步发展的
。

当地表径流带走土体

中的粘粒
,

使表土层沙粒和砾石量相对增多
,

土壤质地便逐渐沙质化和砾质化
。

在花岗岩地区
,

随着侵蚀程度加剧
,

土壤质地 由原来的轻壤土或壤土
,

变成砂壤土甚至松沙土
,

< 0
.

0 l0 m m 的

粘粒含量低于 2
.

1 %
,

而大于 Z m m 的石砾在表土层高达 44
.

14 %
。

目前
,

在长江流域 山地丘陵

区
,

广泛分布的粗骨土
、

砾质土
,

大都是土壤沙质化和砾质化的结果
。

1
.

2
.

3 土 地石 质化 在长江流域 山丘地区
,

浅薄的土层经不住流失
,

石质化现象是最突

出的问题之一
,

这里土壤侵蚀的潜在危险比黄土高原要大得多
。

陡坡开垦常导致
“
一年种

,

2 年

瘦
,

3 年见石头
”

的快速石质化现象
。

贵州青征县
、

赫章县每年石化面积均达 33 3
.

h3 m
Z

左右
,

湖

北株归县 每年石 化 4 0 0 h m
Z

左右
,

四川万 县地 区 50 年代以来
,

裸岩 面积 平均 每年扩 大 2

5 0 0 h m
2 。

根据 目前土壤流失的速度
,

长江流域有相当面积的土壤将在 1 00 年
,

甚至 50 年内被

侵蚀光
,

使土地完全失去生产力的石质化面积将愈来愈大
。 “
土之不存

,

人将安附
” ? 防治土地

石质化
,

保护 良好的生态环境
,

是发展长江流域持续经济的重大课题
。

2 水土流失现状及分布

2
.

1 水土流失现状

建国以来
,

长江流域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

但 由于
“
一家治理

,

多家破坏
”

的现

象未能制止
,

治理赶不上破坏
,

水土流失面积有所 扩大
。

建国初
,

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为

3 6
.

3 8 万 k m
Z ,

至 19 8 5 年已扩大至 56
.

2 万 k m
“ .

新增加流失面积 54
.

48 %
,

另据有关方面统计

资料
,

全流域水土流失面积较建国初增加了 1倍多 (表 2 )
。

表 2 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分布及发展情况 万 k m
Z

流域
水土流失面积

轻度 中度

全流域

上 游

2 1
.

0

1 3
.

2 5

1 9
.

0

1 1
.

0 8

强度

1 0
.

3

7
.

2 3

极强

4
.

0 7

2
.

6 2

剧烈

1
.

8 7

1
.

0 5

小计

5 6
.

2 4

3 5
.

2 3

占总流失

面积 (环 )

1 0 0

6 2
.

6 4

水水土流失面积增加情况况

555 0 年代代 占总面积 ( % ))) 8 0 年代代 占总面积 ( % ))) 增加面积积 增加 (环 )))

333 6
.

3 888 2 0
.

2 111 5 6
.

2 4
` III

3 1
.

2 222 1 9
.

8 222 5 4
.

4 888

7777777 3
.

9 4
备

222 4 1
.

000 3 7
.

5 666 1 0 3
.

222

注
: 二 ,

1 9 8 5 年长江流域委 员会资料
; , :
引自 1 9 8 6年农业经济研究文集 (3 )资料

。

随着水土流失面积的扩大
,

长江流域的土壤侵蚀总量也有所增加
。

据 60 年代统计
,

全流域

和上游地 区的侵蚀总量分别为 24 亿
t 和 13 亿 t

,

80 年代中期仅上游地区的侵蚀总量 已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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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68 亿 t
。

另据有关资料分析估算
,

长江上游土壤侵蚀总量为 18 一 1 8
.

7 亿 t
。

2
.

2 水土流失分布

长江流域水土流失分布深受植被
、

岩性
、

地形
、

土壤及人为活动的影响
,

因此
,

流失区多呈

零散块状分布
,

其中尤以花岗岩
、

紫色砂页岩
、

泥质页岩
、

第四纪红土
、

石灰岩
、

砂砾岩区流失最

为严重
。

就地域分布而言
,

严重流失区主要分布在江西南部
、

金沙江下游及贵州毕节地区
、

嘉陵

江中下游
、

陕南
、

陇南地区及三峡库区一带
。

在同一块流失区内
,

不同流失程度又以居民点为中

心呈同心 圆分布
。

水土流失面积以上游地区为最大
,

占总流失面积的 62
.

64 %
,

其中轻度流失区占流失面积

3 7
.

8 %
,

中度流失区占 31
.

5 %
,

强度流失区占 20
.

5 %
,

极强度流失区占 7
.

4 %
,

剧烈流失区占

2
.

8 %
。

强度以上流失总面积共占 30
.

7 %
。

按支流统计
,

上游以金沙江流失面积最大
,

达 1 3
.

54

万 k m
Z ,

占总流失面积 38
.

4 %
,

其次为嘉陵江
、

氓江
,

分别占 26
.

3 %和 14
.

0 %
,

其中以嘉陵江与

沱江流域流失比重最大
,

流失面积占本流域面积的一半以上
.

3 水土保持与跨世纪持续发展

3
.

1 水土保持与三峡工程建设

泥沙是水利工程建设的隐患
,

泥沙问题解决的好坏
,

关系到工程建设的成败
,

因此
,

土壤侵

蚀产沙和水库淤积问题是修建三峡工程必须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 在水土保持工作中必须抓

好以下几个问题
。

3
.

1
.

1 控制泥沙下移问题 大量堆积在支流沟谷的推移质
,

虽然暂时减少了进入长江的

泥沙量
,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

这些物质必然逐渐向下运移
,

威胁未来的三峡工程
,

进入库内后
,

难以排出库外
。

从长远看
,

推移质对工程的危害比悬移质大
,

其危害表现在 3 个方面
:

( l) 在汇

水区形成啧石滩
; ( 2) 库首形成坝前坝

; ( 3) 库尾的沙石堆积— 翘尾巴
。

3
.

1
.

2 防 治 重 力侵

性 危 害 问题 近数十年

来
,

不合理的森林砍伐
,

陡

坡开垦
,

开采矿 石及工程

建设等
,

在流域 内特别在

上游地 区
,

加剧 了重 力侵

蚀的发展
。

在三峡区长江

干 流 两岸
.

从 簇 50 万 m
,

到 ) 5 0 0。 万 m
,

的崩塌
,

滑坡共有 2 14 个
,

滑坡
、

崩

塌体积为 13
.

5 亿 m
, 。

三

峡库区内有 1 24 条支流分

布泥石流沟 2 71 条
,

其 中

表 3 长江流域人均耕地占有t 与世界主要国家比较
,

国家及流域
人均土地 ( h m

Z )

1 9 7 7 年

人均耕地 h( m Z
)

世 界

加拿大

前苏联

1 9 7 7 年

0
.

3 2

1
.

7 8 6

0
.

9

2 0 0 0 年

0
.

2 5

4
.

0 6

8
.

6

4
.

2 6

0
.

4 4

0
.

9 6

0
.

5 2 9

0
.

7 3

0
.

4 ( 1 9 8 4年 )

O
.

0
.

0
.

7 3

0
.

8 4

..))00门(

长江流域

黄河流域

东部山地丘陵

0
.

0 7 5

( 0
.

0 6 6

( 0
.

1 3

( 0
.

0 6

9732610407314
国度国美印中

0
.

0 6 ( 1 9 8 4 年 )

注
: ,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1 9 7 7 年年报和有关资料计算

。

泥石流物质直接进入长江的达 99 条
,

每年产生泥沙石块量达 1 0 00 多万 t
,

一旦水库建成后
,

大部分的粗砂石块将进入库 内
,

愈积 愈多
,

对三峡工程建设危害极大
,

而且它的潜在危害大于

当前
。

3
.

1
.

3 预防移民止 山 增加 产沙童问题 移民上山大量新造土地以及燃料的需求
,

加剧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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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的破坏
,

必将增加新的水土流失
,

加之
.

修路
、

建房
、

采矿
、

锄草积肥等
.

亦将增加新的流失面

积
。

有关资料估算
,

库 区移民上山后
,

将增加流失量 5 00 ~ 6 00 万
t ,

输移比以 1 : 0
.

3 或 1 : 。
.

5

计算
,

可增加入库泥沙量 1 50 一 3 00 万 t
旧积月累的总量是相当可观的

。

3
.

2 保护土壤资源
,

促进经济发展

长江流域人均占有耕地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 3 )
,

人 口
、

土地
、

粮食的矛盾非常突出
。

长

江流域每年输出 5 亿 t 泥沙
,

相当于毁坏 10 万 h m
Z

肥沃的土地
。

水土流失还正在不断地毁坏

土壤和土地资源 (表 4 )
。

长江流域重点流失县平均流失量为允许流失量的 3
.

6一 巧 倍左右
,

土

壤物质循环处于失调状态的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 1 6
.

0 % ~ 81
.

4 %
。

南方山地丘陵不同岩性区

土壤侵蚀量大于允许流失量的面积比
,

一般达 30 %一 60 %
,

有的高达 70 % ~ 80 %
.

土壤肥力明

显下降
。

表 4 水土流失毁坏土滚
、

土地资潭情况

流域
、

地点

全国每年流失土壤 50 亿 t l 相当于毁坏土地

土壤
、

土地资源毁坏情况

1 0 0 万 h m 之

黄 土 丘 陵 区
沟谷面积平均达 50 % ~ 60 肠

,

失去 A 层和 A + B 层的土壤面积
,

占

土地总面积 90 % 以上

长江流域严重流失区

贵州清镇县

贵州毕节地区 > 25
。

坡耕地

贵州石灰岩山地

四川巫山县

云南巧家山坡地

云 南会理县 山坡地

四川琼江流域

失去 A + B 层的土壤面积
,

占流失面积的 65 % ~ 80 %

光石 山面积每年增加 3 3 3
.

s h m , ( 1 9 6 5 ~ 1 9 7 9 )

光石 山面积每年 4 6 6
.

6 h m
,

裸岩面积占 8
.

5 %

裸岩裸地面积占总面积 21
.

48 %

平均土层厚 5 0C m
,

60 一 1 50 年内将被冲光

土层小于 33
c

m 的耕地近 。
.

“ 万 h m Z ,

占耕地总面积 22 %

4。 %的坡耕地土层 小于 33
c
m

肥沃的土地是人类永久的财富
,

保护好土壤资源
,

才能永续利用
,

促进经济发展
。

水土保持

的主要 目的就是保护土壤有持续的生产 力
,

因此
,

保护土壤就是保障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
。

3
.

3 减少泥沙淤积
,

防治洪涝灾害

由于泥沙淤积河道
.

抬高水位
,

大大减少河流行洪能力
.

使洪枯流量 比增大
。

四 川境内琼江

一年内洪枯流量比达 1 2 0 0 倍以上
.

年际极端洪枯流量 比高达 2 4 9 5 ;
赣江支流平江在枯水季

节河水流量仅 l m
’

s/
,

而洪水最大流量可达 3 1 40 m
’

/ s ,

在同样降雨状况下
,

洪涝灾情较以往增

加 1 倍以上
。

嘉陵江河床因泥沙淤积而不断抬高
,

使河水位的差值逐年增大
,

70 年代比 50 年

代提高 27 %以上
,

分别为 8
.

1 6 m 和 6
.

42 m
,

加剧了洪涝灾害的发展
。

长江中下游 5 大淡水湖 (都 阳湖
、

洞庭湖
、

太湖
、

洪泽湖
、

巢湖 )总蓄水量可达 53 0 多亿 m
, ,

加上中小型湖泊
,

总蓄水量则达 6 0 0 亿 m
, 。

这些湖泊对调节长江洪峰
,

缓解洪涝灾害有巨大作

用
。

如 1 9 54 年太湖洪水达 91 亿 m
,

.

经太湖调蓄了 37 亿 m
3 。

该年因洞庭湖的分洪作用
.

使长

江洪峰滞后 3 天
。

但侵蚀泥沙使湖床淤高
,

湖容萎缩
,

大大削弱湖泊的蓄水分洪能力
。

洞庭湖

水面由建国初期的 4 3 s o k m
Z ,

缩小至 1 9 7 7 年的 2 7 0 0k m , ,

蓄水量由 2 9 3 亿 m
,

降到 一7 8 亿 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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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 39 %
。

水土保持可以增加地面覆盖
,

提高蓄水能力
,

减少地表径流和侵蚀泥沙
,

对防治洪涝灾害

有巨大作用
。

3
.

4 防治水库淤塞
,

保障电力建设

泥沙是水库的大敌
,

泥沙淤积已成为我国水库建设中的严重灾害
。

至 80 年代末
,

全国有

大
、

中
、

小水库 8 万余座
,

在 80 年代初期
,

大
、

中型水库的泥沙淤积量累计达 1 15 亿 m
, ,

占这些

水库的 14
·

3 %
,

水库年平均淤积速率达 .2 3 %
。

全国各地 由于水土流失
,

损失各类水库
、

山塘库

容历年累计在 2 00 亿 m
,

以上
,

按每立方米库容建设投资 。
.

5 元计算
,

直接经济损失约 1 00 亿

元
。

因减少灌溉面积和发电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则更大
,

约为损失库容造价的 2~ 3 倍
.

长江

流域宜 昌以上各类水利工程总库容为 1“
.

74 亿 m
, ,

平均每年淤积近 3亿 耐
。

长江流域部分水

库淤积情况见表 5
。

表 5 长江流域部分水库淤积情况

水库类型

大型水库

中型水库

小型水库

数量 (座 ) 库容 ( 万 m ,
) 淤积量 (万 m 3 ) 淤积量占库容 ( % )

2904394290.5.921郭.52 3

l 2

1 8 2

6 4 9 2

6 7 0 9

2 5 6 3 8 0 0

2 5 7 5 4
.

6

9 2 3 4
.

3

7 4 2 4
.

0

2 6 0 6 2 1 2
.

9

1 2 9 3 0 0

2 4 1 8
.

1

1 9 7 8
.

25

4 1 4 8
.

0

1 3 7 8 4 4
.

3 5

塘合 堰计

水库淤积带来一系列的

不良后果
,

如缩短水库寿命
,

降低水库 的防洪作 用
,

削弱

灌溉和发 电效能
,

影响航运

条件等
。

因此
,

水库建设的同

时
,

除必要的排沙设施外
,

在

库区上游地区
,

采取水土 保

持综合措施
,

才是防治 水库

淤积
、

延长水库寿命最根本

的措施
。

3
.

5 减少河道淤积
,

保障航

运畅通

在我 国
,

土壤侵蚀 带来

的河道淤积也特别严重
,

给

国 民经 济建设造 成极 大危

害
。

湖南省因泥沙淤积
,

水运

通 航里程 由 1 9 6 5 年的 1
.

6

万 k m 减 少到 1 9 8 6 年的 1

表 6 长江流域境内及部分省内河航程货运 t 变化情况

省别
通航河流

(条 )

通航里程

(万 k m )

货运量

(万 t )

全 国

1 5
.

7 7

1 0
.

9 3

7
.

0 0

1
.

6 0

四川
9 l

5 6 8 0

4 0

79一60
湖北

湖南

年份

(年 )

1 9 4 9

1 9 8 5

1 9 9 0

1 9 5 0

1 9 8 3

1 9 6 0

1 9 7 9

1 9 6 5

1 9 8 6

2 9 0 0

2 6 0 000一54

江西
5 0 年代

8 0 年代

1 9 6 0

1 9 8 0

1 9 5 0

1 9 7 9

2 9

1 4

O
.

0
.

0
.

O
.

4 9

5 0 1 3 0 0

39一59
福建

广东

万 k m
,

年货运量由 2 9 0 0 万 t 减少到 2 6 0 0 万 t
。

湖北省 19 6 0 年通航里程为 一4 3 3 4 k m
,

19 7 9 年

减至 7 8 7 9k m
,

直通长江的析
、

稀
、

巴
、

倒诸河
,

因泥沙淤塞
.

河床普遍抬高 1一 Zm
,

福建省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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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来
,

晋江西浦河段河床淤高达 1
.

4 m ;
南安县境内的西溪河床 30 年来淤积 2~ 3 m

,

局部地

区高达 s m ; 九龙江上游萝江与荆江汇流处的双溪 口河段和南靖县城吴河段
,

50 年代至 80 年

代末淤高 2
.

s m
。

该省于 19 60 年有 内河航道 29 条
,

航运里程 5 0 00 余 k m
,

年货运量 1 300 万 t
,

至 1 9 8 0 年分别减少到 14 条
,

3 8 5 6 k m 和 7 00 万 t
。

广东省建国前内河航运里程约 2 万 k m
,

50

年代初减少至 1
.

59 万 k m
,

1 9 7 9 年又减至 l
.

n 万 k m
。

长江流域及部分省区因泥沙淤积航程受阻情况见表 6
,

使水运交通事业的发展受到很大

影响
。

目前长江流域泥沙碍航现象时有发生
。

1 99 5 年 2 月初
,

满载游客的豪华旅游船
“

蓝鲸
”

号

在长江里搁浅
,

在湖北境内从石首到监利的 2 k0 m 江面上
,

每天都有 2 00 余艘客货轮抛锚待

航
,

发生严重的长江
“
肠梗阻

” 。

在泥沙淤积增多的情况下
,

对长江的
“

黄金水道
”
构成严重的威

胁
。

根治长江的淤塞间题
,

关键还在于上
、

中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力度要加大
,

减少河流输沙量和

含沙量
。

4 强化水土保持工作
,

促进跨世纪持续发展

长江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
,

既影响上
、

中游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广大 山区人民脱贫致富
,

也

关系到中
、

下游广大地区的长治久安问题
。

根据本流域水土流失发展特点与现状
,

提出以下主

要策略和措施
。

4
.

1 充分认识水土流失的严重性和水土保持的必要性

对水土流失和侵蚀泥沙的危害认识不足
,

往往给农
、

林
、

水利
、

电力
、

航运等建设带来不可

弥补的损失
,

必须从保护全流域的资源与环境
、

跨世纪持续发展和广大地 区长治久安的战略高

度看待这个问题
。

目前
,

还必须增强人们保护水土的意识
,

使各级干部和部 门的社会行为
,

均有

利于水土保持工作
。

4
.

2 预防土壤侵蚀
,

坚决制止新的水土流失

鉴于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脆弱
,

土壤侵蚀的潜在危险性大
,

因此
,

在植被 良好
、

流失轻微的地

区
,

也必须合理利用水土资源
,

预防侵蚀潜在危险的爆发
。

只有坚决贯彻 《水土保持法 》
,

使水土

保持机构有权对任何生产部门实行水土保持监督
,

才能纠正以往那种
“
一家治理

,

多家破坏
”

的

现象
。

4
.

3 控制重点流失区泥沙来源

长江上游河流泥沙占全流域入海泥沙的 90 %左右
.

其中金沙江和嘉陵江共占 77 %以上
。

该两条流域是控制泥沙来源的重点区
。

19 88 年金沙江及毕节地区
、

嘉陵江中下游
、

陇南
、

陕南

地区及三峡库区等 4 片
,

首批开展重点防治
.

几年来
,

长江上游水土保持 防治工程和上 中游防

护林体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

这些对控制重点区侵蚀泥沙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

4
.

4 因地制宜
,

综合治理

以小流域为单元
,

进行综合规划
,

集中治理
; 坡沟兼治

,

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
.

就地

消化坡面上的流失泥沙
;
减少对 自然植被破坏的同时

,

大 力发展地面覆盖
,

结合基本农 田建设
,

修建梯田
、

山塘
、

水库等
,

实行层层拦蓄
,

节节设防
。

4
.

5 加强水土保持监测预报

应用遥感新技术监测流域内不同时期水土流失 (面积和程度 )的动态变化
,

并结合水文
、

泥

沙及气象资料
,

进行分析处理
.

预测预报流域内泥沙来源的变化情况
.

并对不同治理 区的水土

保持效益实行适时监测和评估
。

(下转 第 1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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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农业生产坚持解决的重大问题
,

今后则应着重于水肥资源高效利用研究
,

保持粮食生产持续

发展的势头
。

4 结 论

( l) 本区历史上广种薄收 (人均 0
.

4 h m
Z

粮 田 )
,

30 %的豆科养地作物轮作倒搓
,

有机肥低

投入的粮食生产结构已被人均 0
.

o 6 7 h m , 左右粮田
,

禾本科连作
,

高投入高产出的粮食生产方

式所替代
.

人均粮田必须稳定在 0
.

Ohs m
艺 ,

高投入高产出才能满足人们粮食需求
。

( 2) 黄土高原沟壑区的绝大部分地区限制产量水平的主要因素是养分亏缺
.

增加养分投

入
、

旱肥高产型品种及采用综合优化栽培技术是主要增产措施
。

在此类地 区的高产区
,

水分亏

缺限制产量的提高
,

在施有机肥基础上
,

氮磷化肥配合施用可提高水分利用效率
。

( 3) 由于本区的农家肥料增长有限
,

难以满足需求
,

增加养分投入 只能以化肥氮磷养分为

主
。

不同地形
,

不同地力水平
、

不同降水年型的优化施用化肥是提高肥料效率的关键技术措施
。

( 4) 优化施肥技术应是培肥与施肥技术的统一体
,

养分平衡且持续供给是保证粮食生产持

续发展的关键措施
。

(上接第 7 页 )

4
.

6 开展水土流失的社会经济学研究

研究人 口
、

经济
、

自然条件
、

方针
、

政策
、

农业经济结构
、

土地利用方式
,

对本流域的水土流

失与防治的关系
,

为制定长江流域的水土保持方针措施
,

确定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农业经济

结构
,

提供科学依据
;
结合小流域治理

,

探索综合开发山区资源的途径
,

充分发挥山区优势
,

为

长江流域跨世纪持续发展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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