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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水土保持与农业持续发展

王 维 岳　　石海 宝

(青海省水土保持局 西宁市 810001)

摘　要　该文以大量的事实 ,从正反两方面对水土流失的危害与水土保持的功能作了分析 ,充

分说明水土保持是防止山区水旱灾害 ,改善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农业持

续稳定发展及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强调搞好这一工作的关键在于各级政府要亲自抓和协调

有关部门 ,共同努力。还要发扬“自力更生为主 ,国家支援为辅”的精神 ,加大投入力度 ,查清家

底 ,加快治理开发“四荒”资源步伐 ,方可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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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 Betwee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Wang Weiyue　　 Shi Haibao

(Qinghai Provincial B ureau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810001, Xi’ ning , PRC )

Abstract　 Based o n a ho st of facts, the harms of soi l erosion and the function o f soil and

w ater conserv atio n are analyzed posi tiv ely and negativ ely. It i s fully i llust rated that soil and

w ater co nserv atio n is the fundamental w ay to prov ent the dro ugh t a nd flo od, improve the

eco logic eviro nm ent a nd productio n condi tio ns, accelerate the dev elo ping of na tional economy

and the sustained and steady dev elo pm ent of ag riculture , and shake o ff pov erty and bui ld up

a fortune. It i s emphasized tha t the key to do this jo b w ell depend o n w hether the the g ov ern-

m ents a t all levels make g rea t efforts to i t , and coo rdinate the depar tments concerned to

m ake joint ef fo rts; It also need to carry fow ard the spirit of relying mainly o n self-reliance

w hi le making natio nal assista nce subsidiary , st renthen the investm ent , m ake a tho roug h in-

vestiga tio n o f what they hav e go t, and quicken the steps o f har nessing and dev elo ping the

“ four-w asteland” reso 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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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一再强调 ,必须把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 ,始终作为一件大事来

抓。这对全国各族人民到本世纪末和 2010年 ,顺利实施国民经济翻两番 ,脱贫致富奔小康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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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目标 ,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这些重要指示 ,对水土保持工作同样是

很适用的 ,多年来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一指导思想的正确性。

就全球而言 ,当今已到了人与自然资源和环境难以维持平衡的关键阶段 ,地球上的自然资

源正向不利于人类生存的方向演变。现代人类活动的规模和性质所引起的土壤大气和水的污

染、酸雨的形成以及植被遭受破坏 ,土地沙漠化不断扩大等 ,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对人类后代的

生存构成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历史客观规律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

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水土流失是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 90年代以来 ,党中央和国务院对

水土保持十分重视 ,颁布了《水土保持法》 ,把保护水土资源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提到了重要地

位。坚信在国家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理论指导下 ,会进一步搞好水土保持工作 ,促进国民经济持

续、快速、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1　水土流失对农业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

1. 1　破坏土地资源 ,阻碍生产力发展

土地是人类赖依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农林牧业生产等都赖于土壤 ,从这个意义上说 ,

没有土壤 ,就没有持续发展的农业。青海省境内东部丘陵沟壑区第四副区 ,地貌支离破碎 ,沟壑

面积占其总面积 15%左右 ,有的高达 20%以上 ,严重地破坏了土地资源。40年来 ,青海省水土保

持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到 1995年末 ,共治理水土流失保存面积 4 948 km2 ,占境内黄土高原流

失面积的 18%。但是 ,由于边治理、边破坏 ,新增的水土流失面积抵消了部分治理成果。目前省

内黄土高原及全省水土流失面积分别为 2. 68万 km
2和 33. 41万 km

2 ,分别占其总面积的 57. 5%

和 46% 。按全省河道年流失泥沙 9 029. 46万 t,相当毁坏耕地 900 hm
2计 ,建国后因水土流失危

害减少耕地累计约 4万多 hm
2
,造成经济损失约 1. 5亿元 ,农业区内有的山区群众由于水土流失

和人口增加 ,耕地少 ,且又瘠薄 ,不得不迁移它乡 ,海西州柴达木沙漠化土地 ,每年以 6. 67万

hm
2
的速度向外扩展。1990年前后 ,全省每年以 0. 47万 hm

2
的耕地在减少 ,尽管各级政府和主

管部门严格控制 ,一年也得减少 0. 13万多 hm
2。近几年来 ,虽然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和严格控制

非农业占地 ,全省耕地虽有增加 ,但是由于人口发展 ,人均耕地仍无明显增长 ,全省人均耕地已

从建国初 0. 31hm
2
下降到 1990年的 0. 13hm

2
。据有关资料 ,损失氮、磷、钾肥 210～ 240kg ,浅山坡

耕地一年流失的土壤养分相当于全省年施化肥的总量 ,土壤有机质下降到 10g /kg左右 ,致使

土壤肥力降低 ,资源形势仍很严峻。

1. 2　水旱灾害日趋严重

水土流失不仅破坏土地资源 ,而且还会引起水旱灾害。纵观青海省历史 ,旱灾不断发展 ,在

一定程度上与大地植被减少 ,水土流失加剧 ,破坏水资源平衡有密切关系。据省气象科研所资

料 , 1901～ 1977年 71年间 ,旱灾和重旱灾分别为 3～ 4年和 2～ 3年出现一次。建国后湟水流域浅

山地区 20年中出现旱灾 8次 ,平均两年半一次 , 1950～ 1984年 35年间 ,约两年一次旱灾。全省每

年受旱面积近 13. 33万 hm
2 ,说明境内东部山区干旱发展在加剧。洪灾也年年程度不同发生 ,各

项工程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很大损失。近几年 ,每年经济损失上升到 1亿元以上。

1. 3　淤塞河道、水库

建国以来 ,由于黄土高原上、中游的严重水土流失 ,致使黄河下游河床平均每年淤高 8～

10cm ,目前河床已高出地面 4～ 10m,成为地上“悬河” ,对华北平原构成严重威胁。位居上游的

青海 ,人们往往有种错觉 ,认为水土流失不大 ,无关紧要 ,其实不然。据 1976年化隆县河群、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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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咎扎、大通县景阳、共和县大水等 10座水库泥沙淤积调查推算 ,全省每年水库淤积泥沙损失

库容约 300万 m
3 ,若按兴建库容现行最低价 5元 /m

3计 ,年经济损失约 1 500万元 ,减少水浇地面

积 400hm2。

1. 4　水源减少 ,湖水下降

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 ,周围原有 40多条河流 ,由于多年植被破坏 ,生态环境失调 ,

草场退化和沙化 ,水源涵养能力降低 ,大部分河流干涸成为季节性河流 ,入湖水量不断减少 ,加

之风沙侵袭 ,河道输沙量、湖面上空入湖尘埃量、湖周不同方位入湖沙量三者入湖总沙量每年

达 976. 26万 t等因素 ,湖面不断缩小。据卫星图象和水文观测资料 ,湖水面由 1956年的 4 583

km
2
缩小到 1988年的 4 282. 3 km

2
。沙托寺水文资料表明 , 1959～ 1986年 27年间 ,湖水位年均下

降 10. 96cm,直接威胁着湖内渔业资源的开发和鸟岛自然保护区。湟水河由于毛纺厂、制药厂、

造纸厂、西钢等几十家主要工业废水污染 ,水质含氟量一般为 2. 0m g /dm3。超标高的达 7～ 14

倍 ,成了一条污水河 ,两岸群众饮水诱发的氟中毒 (地氟病 ) ,甲状腺肿 (地甲病 )和大骨节地方

病人 14. 98万人 ,既危害人民身心健康 ,又对下游灌溉用水带来不少困难 ,加之春季水量锐减 ,

大旱之年几乎出现断流现象 ,粮食产量受到一定影响。

1. 5　人们的生存环境受到很大影响

山区 ,特别是浅山地区 ,坡陡沟深 ,植被稀少 ,干旱缺水 ,水土流失严重 ,自然灾害频繁 ,易

引起贫困 ,造成社会危机。据统计 ,到 1995年末 ,全省有 220个贫困乡 ,其中 123个集中在这一地

区 ,现有 83万人的温饱问题未解决 ,其中大部分在浅山区。因此 ,水土流失是干旱山区环境恶化

和贫困的根源。“前辙可鉴 ,后事之师” ,人们应该从水土流失中吸取教训 ,总结经验。否则 ,就会

重演历史的悲剧 ,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2　水土保持与可持续性发展

2. 1　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

土地是一切生产和存在的泉源。农业要持续发展 ,使土地生产力能够稳定增长 ,就必须保

持土壤肥力 ,方可永续利用 ,经济不断发展。“九五”期间 ,青海省粮食生产要提高到一个新水

平 ,本世纪末粮食总产量要达到 135万 t ,这对土地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 ,边治理、边破

坏的现象并未完全得到控制 ,水土流失仍在扩大 ,环境恶化并未有较明显的扭转 ,土地条件还

在被破坏 ,直接制约着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 ,保护水土资源和挖掘土地生产潜力 ,是保

证农业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出路。青海省浅山耕地约占总耕地的 40%以上 ,

但粮食产量只占全省总产量的 1 /3。因此 ,坚持农业综合开发 ,特别是抓好“坡改梯” ,改变生产

条件 ,提高土地质量 ,是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提高粮食总产的一大潜力所在 ,也是功在当代 ,利

在千秋 ,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应当抓紧抓好 ,抓出成效。

1982年来 ,青海省在浅山地区以小流域为单元 ,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进行山水田林路

综合治理 ,实行旱作农业技术 ,使农林牧副业生产得到全面发展 ,从而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

生态效益。到 1995年 ,全省共达标验收 168条小流域 ,梯田达到 25 326hm
2 ,林草覆盖达 32. 7% ,

平均治理度 67% 。从而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 ,改善了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 ,促进了农业的发

展 ,提高了土地生产力。治理前与治理后相比 ,粮食总产量由 16. 4万 t提高到 24万 t ,增长

46. 3% ,总收入由 11 341. 1万元提高到 13 910. 3万元 ,增长 22. 6% ,林牧业生产也得到大幅度

提高 ,治理流域内基本上实现了水、电、路“三通” ,燃、饲、肥、木“四料”也得到初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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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促进经济发展 ,提高生活水平。

许多小流域治理经验表明 ,治理水土流失 ,保护水土资源 ,只有与土地开发、治穷致富紧密

结合起来 ,才能调动广大群众治理千沟万壑的积极性 ,以开发促治理 ,以治理保开发 ,加快治理

速度 ,改变流域落后面貌 ,振兴山区经济 ,使群众尽快脱贫致富。民和县柴沟流域治理的成效足

以说明这一问题 ,该流域过去长期滥垦、滥牧 ,植被破坏 ,水土流失面积 34. 9km
2 ,占总面积

91. 8% ,加之单一粮食生产 ,粮食产量低而不稳 ,治理前 ,全乡每 hm
2产量只有 1 390. 8kg,人均

口粮 152. 8kg ,是全县有名的贫困乡 ,经过 8年综合治理 ,基本形成了较完整的水土保持防护体

系 ,生态环境向良性循环转化 ,土地利用结构趋于合理 ,农林牧得到很大发展。治理前与治理末

相比 ,土地利用率由 50. 27%提高到 92. 33% ;林木覆盖度由 2. 98%提高到 55. 45% ;荒坡面积由

51. 77%减少为 6. 41% ;土壤侵蚀模数由 5 664. 55t /( km2 a)减少为 1 025. 3t /( km2 a)。全乡年

均经济收入 ,按 1980年不变价计 ,由 45. 29万元提高到 235. 43万元 ,人均产粮由 230. 9kg增加到

372. 2kg。村村实现了水电路“三通” ,解决了燃、饲、肥、木“四料”和人畜饮水困难 ,从而脱贫致

富。乐都县中岭 ,湟中县维新 ,大通县薛沟等许多乡之所以能脱贫致富 ,无一不是大搞水土保持

的结果。大通县充分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沙棘、白桦资源 ,开办天然饮料公司 ,生产沙棘果汁和

白桦易拉罐饮料 ,由于无污染、品位高、质量好、深受各地青睐 ,去年总产值达 2 000万元 ,创利

税 200万元 ,全部销售上海、北京、广州。

2. 3　扩大土地承载能量 ,提高人口环境容量

水土流失会破坏土地资源 ,而水土保持可改造和利用荒山 ,改坡地为梯田 ,变“三跑田”为

“三保田” ,扩大土地承载能力。据调查分析 ,凡经过综合治理达标验收的小流域 ,坡改梯后经土

壤熟化 ,每 hm
2可增产粮食 750kg ,灌上水的一般可达 1 500kg。平均人口环境容量以治理前临

界状况与治理后适宜情况相比 ,土地承载力由 106. 3人 /km2 ,增加到 166人 /km2 ,提高 56. 6% ;

总收入由 2. 117万元 /km
2
,增加到 5. 98万元 /km

2
;人均粮食由 279. 1kg,增加到 518. 9kg ,增长

85. 9% ;人均收入由 160元增加到 440元 ,增加 2. 75倍。表明流域治理前 ,土地供给的粮食容量值

和经济收入容量都小于实际人口数 ,群众生活水平还处于贫困线以下 ,土地生产力低 ,生态环

境恶化。但是 ,通过小流域综合治理后 ,效益显著 ,适度人口容量值大于实际人口数。说明流域

由原来的低生活水平 ,人口严重超载 ,到目前已达到中等生活水平还有余程度。同时也反映出

土地资源和人口资源已得到较合理的开发利用 ,生态系统趋于良性循环 ,土地生产力得到很大

提高 ,粮食和经济收入稳定增长 ,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实行旱作农业技术起到了增产增收

的作用。

2. 4　减少泥沙危害 ,保护水利工程建设

截止 1995年 ,青海省累计治理水土流失保存面积 4 948km
2 ,按照互助县西山和民和县柴沟

流域径流泥沙观测资料 ,年均拦蓄径流量 4. 38万 m
3

/km
2
、拦蓄泥沙 4 135. 6t /km

2
推算 ,全省水

土保持措施每年约保水能力 2. 17多亿 m
3
,减少土壤流失总量约 2 046. 3万 t ,从而减少了各项

水利工程的危害。近 10多年来 ,江河上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工程和防护体系建设 ,也取得明显

的成效 ,对减少水库泥沙淤积起了较大的作用。

3　实施可持续性发展的主要措施

( 1)各级人民政府对水土保持的重视和支持 ,是振兴经济 ,促进可持续性发展的主要关键。

一个地区、一个县的水土保持工作搞得好坏 ,决不是水利部门一家的事 ,它面广量大 ,涉及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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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门、各行业。而要组织各部门、各行业防治水土流失 ,搞好水土保持工作 ,只有政府才能担

此重任 ,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 ,各尽其能 ,共同努力 ,搞好这项工作。

( 2)认真贯彻执行《水土保持法》和地方政府的有关法规 ,充分发挥各级监督管理的职能作

用 ,加强执法力度 ,制止“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发生 ,做到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巩

固和发展治理成果。

( 3)认真贯彻“以自力更生为主 ,国家支援为辅”的精神 ,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办法 ,

多层次 ,多渠道集资投入 ,为流域治理持续健康发展 ,增加内部活力。

( 4)调查摸底 ,澄清“四荒”资源现状 ,制订规划 ,大力治理开发“四荒”资源 ,是组织广大山

区农民治理千沟万壑 ,加快水土保持步伐 ,向生产深度和广度进军的一项战略措施 ,要抓紧抓

好 ,抓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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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岳高级工程师 , 1992年身患癌症 ,经手术治疗后 ,

以顽强的毅力 ,带病坚持工作 ,与癌魔抗争 ,勇于探索 ,在水

土保持科研工作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他先后荣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三项。其中: “柴沟流域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试验示范成果”于 1994年 8月 8日荣获联合国 T IPS技术信息促进系统“发明

创新科技之星”奖和证书。90年代以来 ,他先后在中央及省级以上学术期刊上 ,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特别近年来 ,在《水土保持通报》国家核心期刊上连续发表了 5篇科研论文 ,受到了我国著

名水土保持专家和学者及广大水保科技工作者的好评。

王维岳高级工程师近年来的主要代表作有:青海省东部黄土丘陵沟壑区泥石流的危害、成

因及防治对策 ;水土保持是防止山区水旱灾害的根本措施 ;小流域综合治理是浅山区治穷致富

的必由之路 ;柴达木盆地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及其保护 ;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问题及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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