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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平邑小流域综合治理体系的建设及效益分析

毛伟兵, 符连申, 王春堂
(山东农业大学水利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00)

摘　要: 从小流域治理的整体角度介绍了山东省平邑县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 1985—1997 年)水土保持防

护体系的建设情况及十几年来的治理经验,分析了综合防护体系近几年对当地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的改

善等各方面所产生的巨大作用。论证了小流域开展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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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Protective System Construction for a Small

Watershed in Pingyi County

M AO W ei-bing , FU Lian-shen, WANG Chun-tang

( College of W ater Resources , Shandong A gricultural University , Taipan 271000, Shandong Province, PRC )

Abstract: T he comprehensive harness in the small w ater shed, the const ruct ion of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n

sy stem and so me experiences on com prehensive harness in Ping yi county , Shandong pro vince are intr oduced

in terms of the w ater shed adm inist rat ion. The roles of the co mpr ehensive pro tect ive sy stem in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co -environment im pro vement are show n, w hich demonst rates the necessity and

rat ionality of launching so 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n in a small water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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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域概况

山东省平邑县地处沂蒙山腹地, 属淮河流域沂河

水系浚河支流。全县 26个乡镇, 1 057个行政村,总人

口 9. 11×10
5
人,其中农业人口 8. 7×10

5
人,总面积

1 825 km
2
。山地丘陵面积占总面积的 85% ,平原只占

15%, 耕地面积 578 km
2。由于山岭多,坡度大, 地形

复杂, 暴雨集中, 土质松散,植被稀疏, 加之存在长期

顺坡耕种,水土流失非常严重。

平邑县共有小流域 115条,每年流失的土壤在

8. 53×106
t 以上,随土壤流失的氮、磷、钾养分相当

于全县所施化肥总量的60. 6%。大量的水土流失造成

河沟库塘严重淤积, 致使全县河塘水库防洪能力降

低,灌溉效益退化。使用寿命缩短, 导致土壤肥力下

降,土层变薄,岩石裸露,耕地减少,生态环境恶化,旱

涝风雹灾害频繁, 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全县经济的发

展,使贫困程度加剧。因此平邑县 1998年,被山东省

和国务院确定为扶贫县。1986年又被水利部列为全

国 16个以工代赈治理水土流失的重点县之一。

平邑县自 1988年开展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以来,本着“全面规划, 综合防治, 加强管理, 注重效

益”的原则,从社会主义大农业的目标出发,调整农、

林、牧各产业结构, 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水土流失状

况、土地利用现状, 合理制定各项水土保持综合措施。

建立了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防护体系,收到了明显的

效果,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2　小流域各种防护体系的建设

平邑县在进行小流域综合治理时,针对小流域的

自然条件、水土流失情况,采取了因地制宜、切合实际

的技术措施,在治理方向上把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

结合,长远与短期效益相结合, 建立了小流域水土保

持综合防护体系。到 1997年已完成淮河流域水土保

持综合治理开发重点项目,为山东省贫困山区水土保

持工作的开展总结出了成功的经验。

2. 1　植被体系建设

水土保持植被体系的建设是以改善生态环境为

目的,减少荒山荒地,提高流域内的植被覆盖率, 加强

防护林的建设,减轻自然灾害, 为农牧业生产的稳定

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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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高纬度荒岭荒坡地用材林的建设　根据小流

域的地理位置和造林地的立地条件, 在荒地造林及残

次林的补植和更新上选择能使坡面迅速得以绿化的

树种。如在高纬度、坡度陡、土层薄的沙石山区以种松

树和刺槐为主, 在青石山区以种柏树、刺槐、沙棘为

主,营造乔木和灌木混合林。

2. 1. 2　山岭、山坡地经济林的建设　在坡度相对较

缓的山岭及山坡地, 重点发展经济林, 分别以种植经

济效益较好的板栗、苹果、山楂等各类果树为主。目

前,全县共建成了蒙山板栗、山楂开发区、蒙山苹果开

发区、四海板栗开发区、泰皇崮苹果、板栗开发区等主

要经济林开发区, 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2. 1. 3　水土保持防护林带的建设　水土保持防护林

带的建设对调节农田小气候, 保护沟道、河道工程有

着重要的意义。山区的造林方式以乔木和灌木混合林

为主,平原林网以杨树、泡桐为主,四旁绿化以杨、柳、

榆、刺槐、泡桐为主。

2. 1. 4　零散地的绿化建设　零散地的绿化建设是进

一步控制水土流失,协调局部与整体关系的一个重要

方面。金银花是平邑的特产,根据它耐干旱、耐瘠薄等

特点,主要栽种在地边、地埂、山坡、沟旁等零散地,取

得了良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

经过十几年的治理, 平邑县营造水保林 81. 73

km
2, 发展经济林 37. 67 km

2 , 地堰压金银花 1. 56×

107 墩, 并在田头地坎、堰边及零星地块插种蜡条、灌

木及金银花等。同时还更新完善了全县 98. 6 km
2 的

稀疏林和残次林, 使原来的荒山和荒坡基本都得到了

有效的绿化。目前, 在北部蒙山区域的 14条小流域

中,已形成了“山顶松柏戴帽, 山腰刺槐缠绕, 山脚果

树成片,堰边银花蜡条”的崭新局面。

2. 2　径流调节体系的建设

径流调节体系是以工程措施为主导,可以强化降

雨入渗,控制水土流失,疏导过量径流,削减洪灾。

2. 2. 1　陡坡退耕　治理区内有 25°以上的陡坡耕地

786 hm
2
,这部分耕地位置高,坡度陡, 水土流失十分

严重。应对这部分耕种有困难的宜林地进行退耕还

林。现已进行陡坡退耕628 hm 2, 占陡坡耕地的 80%。

在部分库区村和高山村庄, 由于大部分耕地都是陡坡

耕地, 为了保证人畜用粮, 对部分陡坡耕地做了坡改

梯工程,以防止水土流失的发展。

2. 2. 2　坡面工程治理　治理区采取工程措施治理的

坡面 1. 07×10
5

hm
2
,其中荒山荒坡 1. 73×10

4
hm

2
,

坡耕地 5. 92×104
hm

2。根据土壤及地形情况,治理中

采取水平梯田、水平阶和坡面蓄水排水工程相结合。

水平梯田要求建石地埝、倒流水、内排水,田面不窄于

5 m ,深翻不少于 0. 7 m ,地埂压金银花、黄花菜。对排

水沟工程的水平横向排水沟要建水簸箕,竖向沟凡属

新建,一律石砌,防止冲刷。

2. 2. 3　沟道工程治理　为了防洪、蓄水、拦沙,采取

了沟沟闸, 节节拦, 上游以拦沙为主, 下游以蓄水为

主。新建拦沙谷坊27 863座,拦沙1. 55×10
5

m
3
, 蓄水

塘坝 3 670座,可蓄水 4. 40×10
5

m
3
,既为农田、果树

提供了水源,也可利用水面养鱼。为防止沟道下切和

沟头坍塌, 新建沟洫防护工程 584. 27 km ,从而保护

了农田不受洪水的危害。

2. 3　预防监督体系的建设

2. 3. 1　强化宣传　平邑县利用各种会议、宣传栏、标

语、广播、电视等形式,广泛宣传水土流失的危害和搞

好水土保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全县广大干部群

众的水土保持意识。组织群众学习和掌握防止水土流

失的基本技术,增强治理的自觉性。

2. 3. 2　建立组织, 充实人员, 加强监督　有常设机

构、专职人员、专用设备,长期工作。现平邑县水保局

设有监督管理站和专职的水保监督管理员。为加强监

督管理工作,实行水保监督员制度, 水保监督管理员

凭水保监督检查证, 依法行使水保监督管理权,搞好

县乡两级水土保持检查监督工作。检查监督工作形成

制度化, 长期坚持, 以保证处理问题及时、迅速、果断。

2. 3. 3　健全制度, 落实经费　坚决贯彻“谁造成新的

水土流失,谁负责投资治理, 谁造成公害谁负责赔偿”

的原则。制定各种预防监督管理制度,县政府下发了

“关于加强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的通告”, 制定了“水土

保持预防监督区划定制度”、“水土流失防治费征收制

度”等规章制度。乡村制定防止水土流失的乡规民约,

自己管理自己。使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经常化、制

度化、规范化, 并在管理经费上给以充分的保证。

3　治理效益分析

3. 1　增产效益

平邑县 1985年粮食总产为 2. 71×10
7

kg, 每年

人均口粮为 196 kg。经过十几年的水土保持综合治

理, 1997 年粮食总产达 4. 22×107
kg , 每年人均口粮

增加到 312 kg。粮食总产比治理前增加了55. 8% ,年

人均口粮增加了 159. 2%。目前流域内群众的基本口

粮问题已得到解决,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下转第 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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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同的植被治理措施,注重植物群落的合理配置,

加之结合工程与耕作措施, 治理后收到了明显的多种

效益(表 3)。流域植被覆盖度由 1985年的 30. 7%提

高到 1992年的 79. 6%, 河床比治理前下降了 1. 2 m ,

土壤侵蚀模数显著减少,面蚀、沟蚀、崩岗侵蚀模数分

别为 1 668. 0, 3 634. 0, 10 624. 0 t / ( km
2·a) , 社会经

济效益逐年提高。

表 3　石马河小流域治理效益

年 份
农业收入/

104元

粮食单产/

( kg·hm- 2)

人均收入/

元

生态效益植

被覆盖度/ %

1985 729 4 335 185 30. 7

1987 985 290 61. 0

1989 1 601 5 280 460

1990 1 752 5 505 507 77. 0

1992 2 958 5 655 892 79. 6

　　综上所述,植被是防止水土流失的根本途径,但

不同植被配置措施的水土保持效益有很大差异。在植

被措施治理过程中, 关键的一点是要建立多品种,多

层次的植被群落, 应尽快恢复草本层和枯枝落叶层,

提高地表的覆盖度。

在分析雨强特性对小区产流、产沙的影响时,限

于观测试验和资料条件(无降雨过程数据) , 只表述了

不同平均雨强等级内的累积水土流失量, 这是不够

的。进一步的研究还需注意一定时段内最大雨强所产

生水土流失量的定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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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经济效益

经过小流域综合治理, 全县 2. 03×10
3

hm
2
荒岭

荒坡地经开发后, 其中 687 hm
2 用于农田, 增加了农

业耕地的面积。新发展经济林1. 35×103
hm

2,营造水

土保持林 1. 09×103 hm 2, 更新栽植 98 hm2 疏林和次

生林, 此 2 项每年可增加经济收入约 8. 73×10
4
元。

同时通过合理调整流域内土地的利用结构,全县农业

经济总产值由治理前的4. 76×107 元增加到 8. 41×

107 元,增长了 76. 6%。年人均纯收入由治理前的264

元增加到 590元, 增加了123. 5%。

3. 3　蓄水保土效益

通过对当地坡面和沟道工程的综合配置,在平邑

县已经形成了“沟沟闸、节节拦、层层蓄”的当地水当

地蓄, 当地用的山区水利化模式, 大大提高了当地的

森林覆盖率和土地利用率, 使流域内的生态环境也有

明显的改善。水平梯田由于土层加厚,含水能力提高,

水平梯田比坡耕地每 1 hm
2
每年减少土壤流失量

37. 5 t , 比坡耕地可增加降雨入渗量 600 m
3
/ ( km

2
·

a)。新发展的经济林比原岭坡荒地每 1 hm
2 每年减少

水土流失量34. 5t / a。按 10 a 一遇 24h 最大暴雨入渗

量计算,水保林可增加入渗量 15 m
3
/ ( km

2
·a)。土壤

侵蚀深度由原来的3. 97 mm, 降到 1. 4 mm。土壤侵蚀

模数由原来的 4 672. 3 t / ( km
2
·a) ,下降到了现在的

1 202. 3 t / ( km
2
·a) ,下降幅度达 74. 6%。

3. 4　社会综合效益

经过综合治理,平邑县新开发荒岭荒坡地 1. 35

×103 hm2 ,可净增耕地面积 7. 13×102 hm 2。大大缓

解了当地人多地少、耕地紧缺的矛盾。在山间塘坝、谷

坊养鱼, 充分利用现有的水面,开展多种经营,为发展

山区渔业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提高了当地群众的

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目前,平邑县的水土流失基本

得到了控制,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为贫困

山区的经济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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