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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冀北土石山区小流域水土保持

综合防护体系的建设

陈 志 学

冷索冷冷丧举来夺奈岑奈冷奈举介宙

一滁猎仙哗滩一

(河北省承德市水土保持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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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从水土保持工作的目的性这一角度认为
,

一个 比较完整的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防护体系

应由植被建设
、

径流调节
、

预防监督
、

经济开发四个方面构成
,

它们之间互相渗透
、

互相影响
,

在小流域综

合治理中
,

构成一 个有机的防护整体
。

又通过试点研究
,

针对冀北土石 山区的实际情况
,

对该区的小流域

综 合防护体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总结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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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流域 植被建设 径流调节 预防监督 经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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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水土保持工作起步比较早
,

以小流域为单元的水土 保持综合治理 已经取得了显著

的经济
、

社会和生态效益
,

但也走 了不少弯路
。

防治水土流失是一项多学科交叉的系统工程
,

如

何正确贯彻
“
以防为主

、

防治结合
”

的治理方针
,

建立 比较完整的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防护体

系
,

是各个水土流失严重地区都在努力探索的问题
。

本文通过综 合各方面的治理成果
,

根据本地区长期的治理实践
,

对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防

护体系的构成和建设进行了分析
,

旨在从宏观的角度在总体思路上对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

理工作进行一次比较系统的理解和探讨
。

收稿 日期
: 19 9 7一 0 6一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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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防护体系的认识

长期的实践活动使人们认识到
,

水土流失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人类对 自然资源
,

尤其是植被

资源不合理的利用
。

大量的调查结果告诉人们
,

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大多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
,

这些地区对

自然资源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

其经济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 自然资源的利用
,

同时又没有

多少能力进行基本的投入
。

随着人 口 的增长
,

掠夺资源的现象便会 日益严重
。

长期下去
,

就会形

成过多索取的单向物质流动
,

自然资源逐渐减少
,

系统调控能力逐渐减弱
,

最终使生态平衡遭

到严重破坏
,

水土流失及与其伴生的各种 自然灾害不断加剧
,

土地生产力逐年下降
。

这样的演变过程
,

可以说是大部分地区水土流失形成的最基本的过程
。

所以说
,

水土流失的形成和发展
,

不仅受自然因素的制约
,

而且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
,

这就决定了小流域水土保持综 合治理也就不可能是各种单一措施的简单组合
,

它要求一方面

要调整 自然因素
,

一方面又要调整人类 自身
;一方面要控制土壤侵蚀

,

一方面又要使经济有所

发展
。

对小流域这样一个生态经济系统来说
,

从水土保持工作的 目的性去总结小流域综合防护

体系的构成和建设
,

将更具有直观性
,

易于理解和操作
。

通过综 合分析
,

笔者认为
,

一个 比较完

整的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防护体系应 由植被建设
、

径流调节
、

预防监督和经济开发四个方面构

成
,

这四个方面可以各 自形成体 系
,

成为总的防护体系的四个子体系
。

如下图所示
。

小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防护体系系

植植被建设体系系系 径流调节体系系系 预防监督体系系系 经济开发体系系

因地制宜
、

综合配套
、

同步协调
、

有机结合

对小流域这个生态系统而言
,

在其诸多的成分 中
,

植被对 系统的贡献巨大而且可塑性强
。

破坏植被资源就会导致水土流失
,

而建设植被资源是进行水土保持工作的基本措施
。

水土流失

严重地区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植被稀少
,

第一性生产者严重缺乏
。

因此
,

植被问题是 小流域水

土保持工作中首要的 目的性问题
。

要恢复和建立 一个 良性的生态系统
,

首先必须加强植被建

设
,

通过合理规划
,

建立一个农林牧各业协调稳定发展的高效的人工生态系统
。

植被建设是控

制土壤侵蚀
、

改善生态环境的基本措施
。

降雨是产生土壤侵蚀的动力来源
,

雨量分布
、

雨型等降雨 因子是不 易改变的
,

但降雨形成

的径流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措施进行调节的
,

所以
,

径流问题是小流域水土保持工作中必须考虑

的一个 目的性问题
。

在大多数水土流失严重地 区
,

存在着一对很突出的
·

矛盾
,

就是水旱灾害并

存
。

产生这一矛盾的原因主要是 由于降雨形成的径流没有得到 良好的调节
,

造成流域 内一方面

在需水的季节干旱缺水
,

一方面又在雨季洪水成灾
。

建立径流调节体系的目的
,

就是为了解决

小流域 内水旱灾害并存的矛盾
,

做到水少能蓄
,

水多能排
。

从而一方面使未治理前属于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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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流得到一定的拦蓄利用
,

增加土壤水分
,

缓解干旱问题
; 另一方面

,

又要求在雨季安全排泄那

些难以控制的过剩径流进入河道
,

解决洪水灾害间题
。

水土保持工作经过几十年的实践
,

已经逐渐认识到了预防水土流失的重要性
,

开始从意识

形态上调节人与 自然的关系
。

从以治理 为主到以预防为主
,

是水土保持战略方针的重要转折
,

只有停止了一切人为破坏 自然资源的行为
,

生态的 良性循环才会开始产生
。

而水土保持工作又

具有投入多
、

周期长的特点
,

许多治理项 目短期效益不 明显
,

这就迫切需要建立一定的组织形

式来规范 人们的行为
,

从上到下形成体系
,

把治理 水土流失纳入法制的轨道
。

这就是小流域水

土保持工作中又一个重要的 目的性— 关于预防的问题
。

预防监督工作是水土保持综 合治理

的基础
,

预 防监督体系的主要任务
,

就是要保护好现有资源
,

控制新的水土流失
,

建立和健全流

域治理的组织形式
,

为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提供一个 良好的群众环境
。

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受长期的人文地理和 自然灾害的影响
,

经济条件相对比较落后
。

而在我

国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
,

对小流域的治理 又不可能进行大量财 力物力的投入
。

要在这样的情

况下搞好水土保持工作
,

对小流域自身的经济开发就显得非常重要
。

经济间题是小流域水土保

持工作中的一个重要 的目的性问题
,

只有解决好经济间题
,

能够使经济与生态同步协调发展
,

充分考虑到群众的当前利益
、

局部利益
,

水土保持工作才会得 以顺利进行
,

才有可能实现长远

利益和整体利益
。

这就是小流域经济开发体系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

小流域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经济系统
,

防治水土流失是一项综 合性 的系统工程
。

因此
,

四个

子体系之间是相互联 系
、

密切相关 的
,

在实际工作中就要因地制宜
、

综合配套
,

使四者 同步协

调
、

有机结合
。

譬如
,

对于植被建设与径流调节的问题
,

工程措施主要用于径流调节
,

一般来说
,

除修筑梯 田
、

淤地坝等农业工程外
,

工程措施投入多
,

直接效益小
; 而生物措 施既可以保护工

程
,

本身又具有一定的径流调节作用
。

所以
,

凡能结 合植被建设的工程项 目都应与生物措施相

结合
,

尽量少建工程
,

把有限的投入用到必须兴建工程的地段去
。

对于植被建设与经济开发的

问题
,

同样是植被建设
,

在立地条件允许时
,

就应与经济开发相结 合
,

选择经济效益比较高的治

理方式
,

形成一定的规模
。

对于预防监督与经济开发的问题
,

预防监督并不是限制经济开发
,

在

实际工作中既要保障经济发展
,

避免过于约束
; 又要加强管理

,

保护好生态环境
· · 4

…
。

上述种种

关系表明
:

植被建设
、

径流调节
、

预防监督和经济开发四个子体系并不是互相孤立的
,

它们之间

有着互相渗透
、

互相影响的内在联系
,

在小流域综合治理中构成一个有机的防护整体
。

2 冀北土石山区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防护体系建设的实践

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防护体系的建设
,

首先强调的是因地制宜
。

有了上述这样一个宏观的

模式
,

再针对小流域 的具体情况
,

就可以在总体思路上把握流域治理的方向和方法
,

制定出比

较符合实际的各项具体的技术措施
。

本所 1 9 9 0一 1 9 9 3年
,

在围场县大碾子小流域的综合治理研

究
,

是对上述观点的一次 比较成功的实践
。

以下根据冀北土石山区的实际情况
,

对本区域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防护体系的建设进行

一下分析
。

分述如下
。

.2 1 植被建设体系

在冀北土石 山区水土流失严重区
,

植被建设主要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

2
.

1
.

1 阴坡用材林 的建设和改造 北部土石山区阴坡的立地条件 比较好
,

土壤侵蚀轻微
。

阴

坡造林以及对低产天然林
、

天然次生林的改造
,

主要是为了提高土壤的经济利用价值
。

因此
,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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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选择应以优质用材树种为主
,

营造乔灌混交林
,

如落叶松
、

油松
、

刺槐
、

杨树
、

沙棘
、

绵槐等
,

根

据流域的地理位置和造林地的立地条件选择适生的树种
。

2
.

1
.

2 干旱阳坡造林 坡度陡
、

土层薄
、

植被覆盖率低是北部土石 山区阳坡的主要特点
。

干旱

阳坡造林主要 以增加植被覆盖度为 目的
,

控制严重的土壤侵蚀
,

通过合理配置
,

获得一定的经

济效益
。

树种选择应 以能使坡面迅速绿化的先锋树种为主
,

如沙棘
、

柠条
、

绵槐
、

刺槐
、

油松
、

臭

椿等
。

2
.

1
.

3 状场建设 通过建设和开辟牧场调节林牧关系
,

既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
,

又能有效地

控制资源的破坏
。

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
,

北部土石山区的牧场建设可分为以仲草植树为主的人

工牧场和 以繁衍野生草类为主的夭然牧场两种形式
。

牧场建设是增加流域林草覆盖度的一个

重要方面
。

2
.

1
.

4 防护林带建设 结合沟道
、

河道治理进行防护林带建设
,

是北部土石山区植被建设体

系的重要 内容
,

对调节农 田小气候
,

保护沟道
、

河道工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

营林方式以乔灌混交

林为主
,

树种选择如杨
、

柳
、

榆
、

刺槐
、

绵槐
、

沙棘等
。

2
.

1
.

5 四旁及零散地绿化 四旁及零散地绿化是进一步控制水土流失
,

协调局部与整体关系

的一个重要方面
。

如 田头地坎
、

路渠
、

池塘
、

洼地等
。

选择适宜性强的乔灌树种或经济林果
,

或几

株或成行
、

成片进行栽植
,

可取得明显的生态经济效果
。

所以
,

在北部土石 山区的水土流失严重区
,

水土保持植被建设体系的主要任务
,

就是 以改

善生态环境为 目的
,

消灭宜林宜草荒 山荒地
,

提高流域植被覆盖率
,

加强 防护林建设
,

减轻 自然

灾害
,

为农牧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创造条件
。

2
.

2 径流调节体系

冀北土石山区水土流失严重 区的径流调节体系的建设
,

主要应包括
:

2
.

2
.

1 坡面 径流的 强化入 渗 针对水土流失严重的干旱阳坡
、

半阳坡
,

采取挖鱼鳞坑
、

竹节壕

等措施
,

根据地形
、

土壤
、

植被等条件 的不同
,

进行合理配置
。

其工程拦蓄标准要求能有效地控

制坡面土壤侵蚀
,

大部分降雨能就地入渗
。

2
.

2
.

2 毛沟支沟 的拦沙蓄水 超出坡面蓄渗能力的降雨以股流的形式冲入沟道
,

这些集中的

股流破坏 力强
,

易引起严重的沟道侵蚀
,

应进一步拦沙蓄水
,

控制侵蚀
; 同时对干沟

、

河道起到

减缓流速
、

削减洪峰的作用
。

主要措施是因地制宜修建各种类 型的谷坊工程
,

拦蓄坡面及沟道

本身的泥沙
。

2
.

2
.

3 + 沟河道的输沙排洪 北部土石山区小流域的输沙排洪系统 由干沟
、

主河川的河床及

护岸工程构成
。

干沟谷地一般较宽阔
,

集水面积大
,

长期的坡面侵蚀使多数沟道的出口 地段淤

沙严重
.

易发生冲淤沙压农 田现象
。

治理措施主要以修筑防洪坝为主
,

结 合河道治理
,

构成输沙

排洪系统
,

有效地控制洪水灾害
。

2
.

2
.

4 坡耕地治理 坡耕地严重的土壤侵蚀是流域径流泥沙的主要来源之一
。

因此
,

坡耕地

治理是径流调节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在北部土石山区
,

典型的坡耕地治理措施是在荒

坡与农耕地交界处挖竹节壕一道
,

引水入沟
,

控制坡面径流进入坡耕地
,

构成第一道防线
。

对于

土层较厚
、

适宜修筑梯 田的坡耕地
,

尽量修筑水平梯 田
; 不适宜修筑梯 田的坡耕地或退耕还林

还草
、

栽植果树
,

或采用水平沟
、

隔坡种植等水土保持耕作措施控制土壤侵蚀
。

所以
,

在北部土石山区水土流失严重 区
,

径流调节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
,

就是以工程措施

为主导
,

强化降雨入渗
,

控制水土流失 ;
疏导过量径流

,

削减洪水灾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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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预防监督体系

针对北部土石山区水土流失严重 区的特点
,

其小流域预防监督工作及体制建设主要包括
:

2
.

3
.

1 加 强宣传
,

建立群众基础 广泛宣传
、

认真贯彻 《水土保持法 》
,

在国家有关机构的监督

下
,

以法管理水土保持
。

组织群众学习掌握防止水土流失的基本技术
,

增强治理流域的 自觉性
,

建立一个 良好的群众环境
,

防止新的水土流失的产生
。

2
.

3
.

2 全面封山育林
,

保护好现有 资源 北部土石山区的小流域
,

一般山场面积广阔
,

人口密

度小
,

大面积的宜林荒山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全面治理
。

全面封 山
,

重点治理
,

既保护好原有的

资源
,

又建设新的资源
,

是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小流域综合治理 中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
。

2
.

3
.

3 以户包治 理 为墓础
,

统分结合 荒山治理以户包小流域为组织形式
,

在北部土石山区

已全面实施
。

但应注意统分适度
,

解决好劳力与工程量的矛盾 问题
,

在
“

统
”

字上要求做到统一

规划
、

统一管理
、

统一验收
,

利用农闲季节抓住时机集中劳力统一施工
; “

分
”
则是一方面承包荒

山到各户
,

一方面实 行劳动积 累工制度
,

把个人劳动与切身经济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
,

以此协

调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

既不过多地增加农民负担
,

又能保证治理任务的完成
。

2
.

3
.

4 完善 乡村两级管护制度
,

加强资源管理 水土保持预防监督几乎涉及到小流域内农业

基础建设的各个方面
,

必须建立健全一个强有力的管护组织
。

在一个小流域中
,

乡
、

村组织是基

本的行政单元
,

水土保持预防监督系统应 由乡
、

村两级 主要领导干部组成
,

乡农业
、

林业
、

畜牧

各站的技术人员负责制定管理细则
、

技术指导
、

监督检查等工作
。

凡与开发和利用资源有关的

一切 活动必须由村委会上报
,

经 乡政府批复后方可实施
,

乡无权批复的上报县有关部门
,

充分

发挥 乡
、

村两级行政干预的职能作用
,

保证流域治理工作顺利开展
。

所以
,

在北部土石山区水土流失严重区
.

预防监督体系在小流域 内的具体建设
,

可归纳为
:

以封 山育林为中心
,

户包治理为基础
.

统分结 合
,

以统为主
,

加强资源管理
,

充分发挥 乡
、

村两级

行政干预职能
。

2
.

4 经济开发体系

在商品经济大发展的今天
,

许多地方靠经商
、

靠人力的外流致富
,

有些也实现了资金的回

归
.

把一定的财 力投入 到土地上去
。

但这样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不是普遍的
。

在北部土石山区

水土流失严重 区
.

小流域的水土保持经济开发体系主要是针对流域 自身的资源而言
.

通过合理

开发
.

既能够控制水土流失
,

又达到一定的经济效果
.

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

主要包括
:

2
.

4
.

1 建设好基本农 田
.

平川农 田 水 利化 高标准的农 田建设是 小流域经济开发的基本措

施
.

包括平整土地
、

修建水平梯 田
.

以及梯 田的维修等项 目
,

同时引进优 良品种
.

推广农业新技

术
.

完善农业服务体系
,

使农业 产值保持稳定发展的趋势
。

有条件的地区对于高产的平 川地应

进行水利配套工程建设
.

修渠引水
.

实现平 川农田的水利化
,

提高作物产量 及抗御 自然灾害的

能 力
。

2
.

4
.

2 营适经济林 果
.

改造现有低 产林 发展适生经济林果
.

可有效地提高部分土地的生产

潜力
,

是一些流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选 用的果树品种应具有品质 优
、

产量高
、

市场竟争 力强

的特点
。

经济林的发 展如桑
、

山杏
、

大扁等
.

可结 合四旁及荒 山绿化统一安排
。

2
.

4
.

3 重视 禽畜养殖
,

发展 畜收 业 全面封山育林进行流域 治理
.

并不是要限制畜牧业的发

展
.

而是要求要统一规划
.

调整好林牧关系
。

北部土石山区有一种经营方式 比较成功
.

即几家农

户联 系起来
,

集中牧畜
.

由饲养 户轮流或 由一 人专管放牧
.

费用分摊
.

放牧的山场范围由村里统

一划定
。

这种经营方式与农村现有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相适应
.

解决了个人 (下 转第3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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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如前所述该地

区控制滑坡发生的主导因

素是岩性
,

因此
,

按地层岩

性的不同也可将斜坡稳定

性划分如表 5
。

高程 H ( m )

稳定性分 区

表 4 武都地区斜坡按高程稳定性分区

H < 1 0 8 0 10 8 0成 H < 1 1 8 ( ) H ) 1 1 8 0

不稳定区 ( I ) 次稳定 区 ( I ) 稳定 区 ( , )

表 5 武者地区斜坡稳定性按岩性分区

地层岩性

稳定性分区

志留系 ( 5
2+ 3

b l )千枚岩
、

板岩
、

片岩

不稳定区 ( I )

泥盆系 ( D孔
:
)砂岩

、

灰岩
、

千枚岩

次稳定区 ( I )

石碳系 ( D +2
3 )中厚层状灰

岩
、

硅质条带灰岩

稳定区 ( I )

5 结 语

白龙江武都地区滑坡活动性表现为
:

1
.

该地区滑坡发育史在时间上有 4个活跃期
,

且活动周期为白龙江下切所需时间
;

2
.

该地区滑坡最发育
,

最活跃的地质单元为志留系地层
;

3
.

该地区古滑坡大部分处于稳定状态
,

少量复活变成新滑坡
;

4
.

该地区分别按高程或地层岩性不同可将斜坡稳定性划分为
:

不稳定区
、

次稳定区和稳定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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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养与集中管理之间的矛盾
,

很适合当地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

2
.

4
.

4 利用 当地优势
,

开发商品 资源 经济开发工作是流域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不仅属于

水土保持工作的范围
,

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稳定的政策
,

正确的引导以及充分发挥小流域内干

部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

几乎每个流域都有一定的可供开发的商品资源
,

充分分析
,

抓住机遇
,

积

极引进项目开发流域资源
,

可以为水土保持工程建设
、

植被建设的顺利进行确立良好的经济基

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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