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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水土保持在江河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刘 绍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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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在肯定江河治理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
,

指出尚存在与水土 流失密切相关的许多

突出问题
。

作者用辩证法的观点在对江河治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

认为水土保持是 减轻水旱灾

害的一项根本措施
,

是合理利用和保护水资源的一项重要措施
,

是江河治理的根本
。

关链词 水土保持 江河治理 水旱灾害 水资源 辩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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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江河治理的成功与缺憾

历史上
,

历代有为的帝王诸侯都把整治江河
、

兴修水利作为治国安邦的大计
。

大 禹治水得

天下
,

开治水兴邦之先河
,

为世人所敬仰
; 秦王朝的三大杰出水利工程— 都江堰

、

郑国渠
、

灵

渠曾浇灌了万顷良田
,

为秦国国力的强盛和统一中国做 出了巨大贡献
;

隋朝开挖了沟通长江
、

黄河水系的大运河
,

元朝在此基础上又开通了京杭大运河
。

这些名垂青 史的伟大水利工程
,

曾

对政治
、

经济
、

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

新中国成立后
.

国家十分重视江河治理
.

投入 了

大量的人力
、

物力和财力
,

开始对淮河
、

黄河
、

长江
、

海河
、

珠江
、

辽河
、

松花江等七大水系及其它

江河进行 了全面的治理
,

经过 40 多年的艰苦努力
,

已取得了远远超过前代的水利建设成就
。

全

国共整修加固各类江河堤防 22 万多 k m
,

修建大中小型水库 8
.

3 万 多座
.

总库容达 4 60 0 亿

① 1戌稿 日期
: 1 9 , 5一 l ( )一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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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3,

提高了江河的防洪能力
,

并为工农业和城市供水 4 70 0 亿 m
3 。

全国灌溉面积 由 1 9 4 9 年的

低标 准 0
.

1 6 亿 h m
Z

增到 0
.

48 亿 h m
Z ,

提高了农 田的抗灾能力
,

使不足全国耕地一半的灌溉土

地上
,

生产 出占全国产量近 70 %的粮食和 60 %的经济作物
,

为我 国以全世界 7 %的耕地基本

解决了占全世界 22 %的人 口的温饱问题
、

并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发挥 了巨大作用
。

但是
,

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江河治理的长期性
、

艰 巨性和复杂性
,

尽管我国水利建设取得

了巨大成就
,

江河治理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突出的问题
。

一是江河的防洪能力普遍较低
。

中华民族心腹大患的黄河
,

其下游防洪标准仅 60 年一遇
,

淮河上中游的主要支流仅 10 ~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
,

珠江堤防也仅可防御 5~ 20 年一遇的洪

水
。

我国的许多重要城市和主要工业区均在江河洪水位以下
,

随着这些地 区经济的发展
,

防洪

任务更加繁重
,

如此低的防洪标准使该地区年年受到洪水的潜在威胁
,

堤防一旦决口
,

其损失

将十分惨重
。

二是水旱灾害仍十分频繁
,

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 巨大损失
。

据统计
,

1 9 7 9 ~

1 9 8 6 年 8年间全国每年因洪灾受灾面积 。
.

1 亿 h m
Z ,

成灾率 53 %
,

与 1 9 7 0一 19 7 8 年的前 9 年

相 比 (平均每年受灾面积 0
.

0 52 亿 h m
Z ,

成灾率 42 % )
,

受灾面积增加了 92 %
,

成灾面积增加了

1 3 9 %
,

成灾率上升了 n % ; 1 9 7 9~ 1 9 8 6 年 8 年间全国平均 每年因旱灾受灾面积为 0
.

2 29 亿

h m
Z ,

成灾率 46 %
,

与前 9 年相 比
,

受灾面积减少了 12 %
,

但成灾面积却增加了 4 3 %
,

成灾率上

升了 18 %
。

可见
,

水旱灾害的成灾范围
、

成灾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

现有的江河治理工程未能

从根本上 消除水旱灾害
。

三是在洪水泛滥的同时
,

却存在着严重的水资源危机
。

目前
,

黄
、

淮
、

海河流域人均水资源

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0 %一 20 %
,

虽然其河川径流开发利用率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

分别为

4 6写
,

5 9 %
,

6 5 %
,

但水资源严重不足依然是该地 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

全国已有

30 0 多个城市不同程度的缺水
,

日缺水量 2 8 00 多万 m
, ,

每年因缺水而影响工业产值 1 2 0 0 亿

元
,

并且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

人口 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
,

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将 日趋尖锐
。

人们习惯上认为的山青水秀的南方不少地方也被水危机所困扰着
。

年降水量 1 O00 m m 以上的

川中
、

黔 西北广大地 区
,

1 9 8 7 年却出现了河水断流
、

水井干枯
、

水库无水和人畜吃水 困难的严

重局面
。

四是水利工程老化失修严重
,

效益减退
。

全国多数水库
、

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始建于 50 一

60 年代
,

限于当时的条件
,

建设标准低
,

工程质量上存在着不少问题
;
许多蓄水工程带病运行

多年
,

枯水年蓄水少
,

丰水年废弃水量大
,

地表径流未能充分利用
。

山东省大中小型水库半数以

上属病险库
,

其中大中型水库 46 座
,

居全国之首
,

并且每年有 6 34 0 万 m 3

泥沙淤积于水库内
,

年损失兴利库容 0
.

72 %
,

工农业和城市供水的保证率明显降低
;据对全省 1 48 处 3 3 3Oh m Z

以

上的大中型灌区调查
,

干支渠的完好率仅为 53 肠
,

有效灌溉面积和灌溉保证率下降
。

2 水土流失对江河治理的影响

水旱灾害频繁与水资源紧缺的现实
,

促使我们对江河治理进行深层次的反思
。

全国 86 %

的水力侵蚀面积主要集中在七大水系的中上游
,

而其中下游 1 00 多万 k m
,

的平原又是水旱灾

害最严重的区域
。

大量的客观事实充分说明
,

水土流失是造成 山穷水恶
、

水旱灾害交替发生的

根本原因
,

目前江河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都与水土流失密切相关
。

` 1) 江河上中游严重的水土流失
,

带走了大量的土壤
,

使山丘区土层变薄
、

质地变粗
、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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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破坏
,

减少 了土壤的蓄水容积
,

甚至完全丧失蓄水能 力
,

致使 暴雨时入渗减少
,

径流量增

大
。

这一方面造成当地宝贵水资源的浪费
,

雨后又很快出现旱情
,

加重了旱灾损失 ; 另一方面
,

迅速汇流到河道的径流极易形成洪水
,

加重了江河 中下游的洪涝灾害
。

( 2) 由于水土流失带来的大量泥沙
,

给江河治理造成了困难
。

河道 中大量的泥沙淤积
,

抬高

了河床
,

黄河下游的河床已高出地面 4~ 12 m
,

长江荆江河段的河床 已高出地面 6一 10 m
,

成为

可怕的
“
地上悬河

” ,

防洪大堤也不得不随着加高
,

其潜在的危险性 日益增大
.

河道的淤积也大

大降低了河道的行洪能力
,

抬高了洪水水位
,

加剧了相同洪水情况下的洪涝灾情
。

同时
,

也严重

影响了水上航运
,

据统计
,

长江水系的航道较 50 年代减少近一半
,

且仍有继续减少的趋势
。

( 3) 泥沙淤积湖泊和蓄水工程
,

减少了蓄水库容
,

降低 了调蓄洪水的能 力
,

缩短 了工程寿

命
,

甚至使之报废
,

严重影响了防洪
、

灌溉
、

供水
、

发电
、

航运等综 合效益的发挥
。

担负着调节长

江来水重任的洞庭湖
,

每年由长江干流和湘资玩澄四水输入的泥沙达 1
.

5 亿 t
,

湖底年均抬高

3
.

sc m
,

湖面年缩小 5 7
.

sk m
, ;
太湖湖底由于泥沙淤积年抬高 2

.

5 c2 m
,

1 9 9 1 年的太湖流域大水

灾与此有重大关系
;
由于泥沙淤积

,

全国已累计损失水库
、

山塘库容 2 00 多亿 m
, ;
黄河的三门

峡水库
,

1 9 6 0 年建成
,

1 9 6 4 年即被泥沙淤掉 37 亿 m
, ,

占总库容的 62 %
,

损失严重
。

( 4) 水土流失使江河洪水暴涨暴落
,

洪峰流量增大
,

枯水流量降低
,

洪枯比增大
,

如 四川琼

江的年内洪枯 比值高达 1 2 00 倍
,

氓江 70 年代洪枯 比值为 50 年代的 2 倍多
,

江西平江的年 内

洪枯比值高达 3 0 0。 倍
.

这样
,

在同样降水条件下
,

洪涝灾情较 以前就增加 1~ 2 倍以上
,

同时

使水资源的可利用量减少
、

水质恶化
,

进一步加重了水资源的危机
。

3 江河治理的辩证观

几千年的江河治理实践表明
,

江河治理是一项十分复杂而又 巨大 的系统工程
,

必需有正确

的思想方法来指导
,

用辩证法的观点对江河治理的整体性
、

相关性
、

长期性和关键性进行分析

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3
.

1 江河治理的全面观

江河流域上
、

中
、

下游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差异很大
,

但对降水
、

径流和泥沙的产生和输

送而言
,

上
、

中
、

下游却是一个相互联系
、

不可分割的整体
,

存在着全流域共同关心的问题
,

上中

游的产水产沙状况如何
,

将对中下游地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

因此
,

江河治理要强化全流

域观念
,

淡化行政区划观念
,

一切从全流域的根本利益出发
,

上
、

中
、

下游统筹考虑
,

不能顾此失

彼
,

顾尾不顾首
,

同时要抓住江河治理的关键
。

建国以来
,

我国水利建设的重点放在大江大河的中下游地 区
。

据
“

五五
”
和

. `

六五
”

的统计资

料分析
,

七大水系的基建投资年均为 1 8
.

42 亿元
,

约占全国同期水利基建投资的 74 %
,

1 9 8 3 年

以来约占 85 %
,

所取得的成效也是有 目共睹的
,

从该地 区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处

的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来看
,

是十分必要的
。

如前所述
,

上中游 由于 自然和人为等多种因素造

成的大量水土流失
,

对江河中下游治理 已经和正在带来的负影响相 当严峻
,

以发展的眼光看
,

若任其发展下去
,

造成的危害将可能是毁灭性的
,

其损失可能比取得的效益更大
。

而建国以来
,

国家用于江河上中游的水土保持补助费仅占同期水利总投资的 1
.

36 %
,

显然
,

江河上中游的

治理没有引起 足够的重视
,

这同水土保持在防治水土流失和江河治理 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不相

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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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治山与治水

山是水的源泉 二
`

山穷水恶
.

山青水秀
”

是 山区生态环境和江河水环境关系的形象表述
,

山

区的治理 与否将呈现两种大不相同的 自然景观
,

对中下游江河治理也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

果
,

前者使水旱灾害加重
,

后者则有利于减轻水旱灾害和水资源的有效利用
。

从辩证法的观点看
,

治山和治水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
,

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

虽然其

治理的对象各有侧重
,

但是其根本 目的是一致的
,

即在于兴利除害
,

变江河水患为水利
。

建国初

期
,

在江河中下游水患十分严重的情况下
,

治水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为国家所重视
,

并已取得

显著成就
。

此后
.

随着上中游山丘区水土流失的加剧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

对中下游江河治理和

水环境造成了严重危害
,

矛盾的主要方面 已转化为治山
,

治山已迫在眉睫
。

抓住治山这一矛盾

的主要方面
,

搞好江河上中游山丘区的水土保持
.

可以涵养水源
,

减少泥沙对水利工程设施的

破坏
.

减轻水旱灾害
.

并随着时问的推移
,

其效益愈益明显
,

这对江河治理而言
.

无疑具有治本

作用
, “

治水先治源
”

就是这个道理
。

在治山的同时
,

仍要加强治水
,

只有治山与治水紧密结合
,

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水害
,

开发水利
,

以此代彼
、

重此轻彼的态度都是不科学 的
。

.3 3 治与防

水旱灾害的产生是天— 地— 人大系统变异的集中反映
,

这里的天主要是指影响降水

的天气 系统
,

地是指承受降水的地表生态系统
,

人是指 人为对降水
、

径流的保
、

蓄
、

泄的工程系

统
。

在 目前人类不能控制形成水旱灾害的天气系统情况下
,

通过改善地生态环境和建设治山治

水工程来减轻灾害是唯一出路
。

我国 山丘区约占国土面积的 70 %
.

是江河洪水的主要来源区
,

因此
,

这一地区的地生态状

况如何将对江河洪水产生直接的影响
。

目前
.

全国 86 %的水力侵蚀面积主要集中在七大水系

上中游的 山丘区
,

并且随着人 口和人类经济活动的增加
,

地生态环境 日渐恶化
,

山地蓄水能力

大减
.

泥沙淤积已危及多年治山治水工程效益的发挥
,

降低了水工程的调洪能 力和水资源的可

利用率
。

因此
,

预防和制止人为造成的新的水土流失
、

改善山丘区的生态环境并使之 良比循环
、

增强地表保蓄水土和抵御水旱灾害的能力就势在必行
,

同时还要加强江河治理工程体系的建

设
.

提高治理的标准质量
。

只有坚持
“
预防为主

,

防治并重
”

的辩证思想并落实到实践中去
,

才能

防患于未然并使灾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

特别是在防洪工程能力较低的情况下
,

预防为主的必要

性更加突出
。

4 水土保持是江河治理的根本

4
.

1 水土保持是减轻水旱灾害的一项根本措施

在我 国各类 自然灾害中
,

水旱灾害是最主要的两种 自然灾害
.

严重影响着国民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
,

其中旱灾对我国的农业产量影响最大
,

水灾的经济损失和人身伤亡居于首位
。

1 9 5 4 年

的长江大洪水
,

直接经济损失 1 00 多亿元
; 1 9 7 5 淮河上游大洪水导致板桥水库垮坝

,

20 万人民

的生 命财产随洪水流去
; 1 9 91 年的江淮地区

、

太湖流域
、

长江上中游和松花江流域发生大洪

水
.

受灾面积 。
.

24 6 亿 h m
: ,

死亡 5 1 13 人
,

直接经济损失 7 7 9 亿元
,

损失十分惨重
。

这些大洪水

发生的原因
,

除了与降雨量和降雨强度过大
、

江河治理标准低有关外
,

江河上中游的水土保持

功能低
,

水土流失严重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

影啊水土流失的主要因素有降水
、

径流
、

地形
、

植被
、

土壤及人为活动
,

人类可以对除了降

水外的其它因索进行不同程度的改变
.

以有利于水土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

减少水土流失所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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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水土保持在下 U可治理 中的地 位和作 用

的负作用
。

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就是基于这种思想
,

通过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
、

保土拼作

措施相结合的水土保持综 合防治体系来最大限度地减轻水旱灾害的
。

以水土保持林为主的生物措施
,

具有 良好的乔灌草植被
,

一方面可以截留部分降水
,

研究

表 明
,

一般截留率为 10 % ~ 30 % ; 另一方面
,

改良了土壤
.

提高了土壤的抗蚀 力
.

防止了雨滴击

溅土壤
。

良好的枯落物层和其下具有 良好结构的土壤
,

有利于降水的入渗
,

减少了地表径流量
,

同时径流因受枯落物和土粒的阻拦而被分散且流速缓慢
,

径流不能在短时间内过量集中
,

因而

能减少洪水总量和洪峰流量
,

减少洪水危害
。

据江忠善对
“

森林植被与陕南
`

8 1
·

8 ’

洪水的关

系
”

研究成果
.

汉江上游的褒河流域 (而积 3 4 10k m
2 ,

森林覆盖率为 60 %
,

流域雨量 48 4
.

l m m )

森林作用增加林地净拦蓄能 力 1 25
.

s m m
.

拦蓄雨水总量 2
.

57 亿 m
3 ,

为非林地的 3
.

29 倍
.

占应

产洪水总量的 15
.

9 %
。

另据有 关资料
,

森林 对孤立洪峰或常年 洪峰的削减 洪峰效率一般为

2 5 % 一 3 0 %
,

效果明显
。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包括坡面工程和沟道工程两种形式
。

以谷坊
、

塘坝
、

拦沙坝为主的沟道

工程
,

可以拦蓄部分径流和泥沙
.

减少了输送到中下游去的洪水和泥沙
,

既为当地提供了水源
,

又减轻了下游的洪水灾害
。

以水平梯 田
、

水平沟
、

鱼鳞坑等为主的坡面工程措施是通过改变微

地形
、

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
,

使坡面径流就地渗蓄
,

集 中利用
,

提高了土壤蓄水量
,

增强了土壤

的抗旱能力
,

减轻了旱情
。

保土耕作措施是在坡耕地上采取的以增加地面覆盖和改变微地形为

主的耕作措施
,

减少了坡耕地的水土流失
,

提高了土壤的蓄水保土能 力
,

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土壤干旱
。

上述分析表明
,

几种水土保持措施有机结合
,

能明显地起到减少
、

延缓地表径流的作用
,

而

由径流引起的土壤侵蚀和土壤的流失相应地就会减少
。

大量的实践也充分证 明
,

小流域水土保

持综 合治理对减轻水旱灾害的作用十分明显
。

据对全国重点治理的 20 条小流域抽样调查
,

各

小流域的保土效率一般为 55 % ~ 80 %
,

削减洪峰效率为 45 % 一 70 %
。

山东省平 邑县大埠槐小

流域经过 9 年的连续治理
,

治理 程度 达 10 0 %
,

林草覆 盖率 86 %
,

在 1 9 9 1 年 Z h 30 m in 降雨

26 5 m m 的情况下比治理前同一频率暴雨削减洪峰效率 58
.

6 %
,

拦沙效率为 90 %
,

没有形成灾

害 ; 而相邻的明光寺小流域治理程度仅 2 0 %
,

林草覆盖率 20 %
,

却遭洪水泥沙袭击
,

损失严重
。

江河流域是由许多条小流域组成的
,

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
,

可以把形成江河灾害

的洪水泥沙化整为零
,

就地拦蓄在各条小流域内
。

这样
,

通过小流域的毛沟汇集到江河支流
、

干

流的洪水泥沙就减少了
,

将有效地减轻由水土流失对江河治理带来的严重危害
.

延长河
、

库
、

湖

泊的使用年限
.

增加其调节洪水的能 力
.

从根本上减轻了江河中下游的水旱灾 害
,

并随肴时间

的延续
,

这种作用会更加显著
。

据计算
,

1 9 4 9 ~ 1 9 8 7 年黄河中游水土保持措施平均每年蓄水量

6
.

8 亿 m
3

.

拦泥量 1
.

85 亿 t
.

占黄河多年平均输沙量 16 亿 t 的 n
.

5 %
,

为减少入黄洪水泥沙对

下游造成的危害发挥了积极作用
。

在 1 99 1 年的太湖洪水中
,

若太湖流域的山丘区水土保持措

施搞 得好
,

能多保蓄 50 一 l o o m m 降水
.

就可降低太湖水位 10 ~ 2 c0 m
,

将大大减轻洪涝灾害的

损失
。

4
.

2 水土保持是合理利用和保护水资源的一项重要措施

小流域综 合治理的实践证明
,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
,

无降雨时的基流量有增加趋势
,

且治

理程度越高
.

这种现象越明显
;

据 中科院地理所的多年观测结果
.

林区河流地下径流的比重约

占年径流量的 8 5 %
.

比无林区多 2一 3 倍
。

究其原因
,

这与林草植被和深厚的土壤具有巨大的

蓄水保水作用是分不开的
。

试验表明
.

每 h m
Z

林地比无林地能多蓄水 30 Om
3

.

即 。
.

3 3 万 h l衫 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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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所蓄积 的水相当于一个 10 0 万 m
3

库容 的小型水库 ;据计算
,

当降雨量为 1 14 m m
,

在超渗产

流条件下 (土壤田间最大持水量以 25 %
,

容重 以 1
.

43 计 )
,

60
c m 的土壤开始产流

,

并随着土层

减薄
,

产流量相应增加
,

当土层为 0
.

s m 时
,

产流量达 19 m m
,

当土层厚为 0
.

3m 时
,

产流量达

57 m m
。

水土保持措施一方面减少了河川洪水
,

削减了洪峰
; 另一方面

,

被拦蓄的降水
、

地表径

流通过土壤下渗又缓慢地转化为地下水
,

延长了汇流时间
,

在枯水期细水长流
,

逐渐进入河川
,

增加了枯水流量
,

为非汛期提供了水源保障
,

减轻了干旱危害
。

“

青山常在
,

绿水长流
”

是水土保持与涵养水源密切关系的简明概述
。

江河上中游水土保持

搞得好
,

就保护了水源
,

源远而流长
,

江河水资源就丰富稳定
,

为开发利用水资源提供了良好的

条件
,

对缓解水资源紧缺的矛盾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浙江省的千岛湖 (原新安江水库
,

全国第

二大水库 )流域
,

近 30 年来
,

注重封 山育林
,

保持水土
,

有林地面积由 36 k m
,

增加到 1 4 k0 m
2 ,

涵

养水源的作用极为明显
,

平均每年多蓄水 5 0 00 万 m
3 ,

枯水期可增加 25 %的水量入库
,

并且能

削减 40 %的洪水和减少 80 %以上的泥沙入库
,

既提高了水资源的可利用率
,

又提高了水库的

发电
、

灌溉
、

养殖
、

旅游等综合效益
。

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不足 2 40 o m
, ,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4/
,

且时空分布极不均衡
,

特别是

黄
、

淮
、

海河流域的年径流量仅为全国河川径流量的 5
.

5 %
,

而耕地却约占全国的一半
,

水资源

的供需矛盾 日趋尖锐
。

这不仅反映在水资源可利用量方面
,

而且由于水体被污染导致水环境质

量下降
,

使可利用的水资源量更为减少
,

又进一步加深了这一矛盾
。

引起水体污染的污染源
,

除

了生活污水
、

工业废水等点污染源外
,

主要有来自农
、

林
、

牧业用地的面污染源
,

其主要物质是

泥沙
、

化肥
、

农药等恶化水质的成分
。

我国化肥
、

农药的使用量很大
,

1 9 90 年每 h m
,

使用化肥达

1 1 1 0 k g
、

农药 k6 g (有的高达 1 k5 g ) ;
但利用率低

,

化肥仅为 30 %
,

1 9 9 0 年全国流失到环境中的

N 至少为 8 27 万 t
。

大量的化肥
、

农药随水土流失进入河
、

库
、

湖泊
,

造成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

染
,

泥沙颗粒吸附的一些有害物质长期积累也会造成水体的污染
.

可见
,

搞好江河上中游的水

土保持工作
,

合理使用化肥
、

农药
,

并提高其利用率
,

在减少水土流失的同时
,

可以减少面污染

源
,

从而有利于保护水质
,

在一定程度上
,

也增加了水资源的可利用量
。

参 考 文 献

陆孝平等
.

建国 40 年水利建设经济效益
.

南京
:

河海大学出版社
,

1 9 9 3

高秉伦等
.

山东省主要 自然灾害与减灾对策
.

北京
:

地震出版社
,

1 9 9 4

罗祖德
.

治水要讲辩证法一太湖流域洪灾的启示
.

科技导报
,

19 92
,

(4 )

沈孝辉
.

治国必须治山
.

了望
,

19 93
,

( 5)

史德明
.

防治土壤侵蚀是防灾减灾的重要战略措施
.

中国水土保持
,

19 92
,

( 5)

刘沛芳
.

封山育林 30 多年给千岛湖带来三大效益
.

水土保持科技情报
,

l ” 5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