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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丘陵第Ⅱ副区坝地资源潜力与坝系建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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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分析延安市宝塔区、安塞县南部7乡镇的沟壑密度、布坝密度、现有坝地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的

基础上, 提出了该区今后发展坝地的规模及淤地坝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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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gully density, const ructed dam density , and the rat io of dam land to arable and land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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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60%～70%的农田为坡耕

地, 各地在贯彻朱钅容基总理“退田还林(草) ,封山绿

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的治理水土流失指示时,为

了确保农民的食物安全,除了在村庄附近的缓坡地上

修建高标准的基本农田(水平梯田)外,也渴求退山进

沟,发展沟坝地, 以开发利用沟道中的水沙资源拦泥

造地增加粮食产量。黄土丘陵第Ⅱ副区坝地资源的潜

力到底有多大?沟道坝系应该按照什么模式建造?本

文以延安地区、安塞县南部部分乡镇为例对上述问题

进行探讨。

1　坝地的作用

淤地坝, 是指在沟壑中筑坝拦泥淤地,巩固并抬

高侵蚀基准面,以减轻沟道侵蚀, 充分利用水沙资源

的一项水土保持治沟工程措施。由于淤成的坝地水肥

条件优越,已成为黄土高原一种重要的高产稳产基本

农田。据黄河水利委员会农水局统计,截止1991年,黄

河流域8省(区)共建有淤地坝1. 0×105多座, 总淤地

面积2. 99×10
5

hm
2
,取得了良好的水土保持效益和

经济效益。

1. 1　拦蓄泥沙

调查统计表明,淤地坝每淤成1 hm
2坝地,拦泥量

介于1. 668×104～7. 284×104
t 之间,拦泥量的多寡

随水土流失严重程度而异。如汾河流域汾西县对1. 02

×10
4
座淤地坝(坝高5～10 m )统计, 平均1 hm

2
坝地

拦泥1. 668×104
t。山西省三川河流域, 水土流失严

重, 每淤成1 hm 2坝地拦泥4. 5×104 t。对无定河流域

境内的绥德、子洲、靖边和横山4县的1 019座淤地坝

调查统计,平均每淤成1 hm
2坝地拦泥5. 94×104

t。水

土流失最为严重的皇甫川流域, 1 hm
2坝地拦泥7. 284

×104 t。据延安市宝塔区水利水土保持局和安塞县水

利水土保持局对其南部7个乡镇的调查统计, 81个大

中型淤地坝,每淤成1 hm
2坝地拦泥1. 25×105

t , 在

497座小型淤地坝中, 每淤成1 hm 2坝地, 平均拦泥4.

98×10
4

t。

1. 2　增地增粮,抗旱保收

坝地是径流冲刷坡面表层土壤淤积而成,淤泥中

含有大量的牲畜粪便、腐殖质和有机肥料,因此, 坝地

一般土质肥沃,水分条件良好,作物产量高。陕北、晋

西群众说:“修坝如修仓,澄泥如存粮”,“家有三亩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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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旱也不怕”。根据对陕西省米脂、绥德、子洲、横山等

县典型流域调查统计, 坝地面积占粮田面积的8. 3% ,

而坝地生产的粮食却占总产量的23. 5%。

由于坝地的高产稳产,农民手中有粮,从而促进

了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使土地得到合理利用, 加快

了小流域综合治理速度。陕西省延安市碾庄沟流域,

1956—1980年共修坝地110. 13 hm
2
, 1982年坝地产粮

5. 79×10
5

kg, 平均5 250 kg / hm
2
, 促进了陡坡地退

耕。1982年与1970年相比, 耕地面积由3 066. 7 hm
2减

至1 866. 7 hm 2;人均耕地由1. 2 hm2减为0. 53 hm 2;而

粮食产量却由7. 5×10
5
kg 上升到1. 77×10

6
kg ;人均

占有粮食由260 kg 上升到500 kg ;坝地耕种面积占总

耕地面积的5. 8% ,坝地产粮占总产量的32%;平均利

用1 hm 2坝地可退耕11 hm2坡地, 促进了林、牧、副业

的发展。该流域1972年仅有林地面积124. 93 hm
2
,人

均390 m
2 ,草地47. 93 hm

2, 人均170 m
2。到1982年,林

地增至1 800 hm2 ,人均510 m 2, 草地达到484. 27 hm2 ,

人均1 330 m
2
。

2　坝地资源潜力

2. 1　坝地建设现状

黄土丘陵第Ⅱ副区,水土流失依旧十分严重,其

土壤侵蚀模数为1 000～15 310 t / ( km
2õa)。根据在1÷

50 000地形图上对延安宝塔区和安塞县南部的万花

山、柳林、枣园、河庄坪、沿河湾、高桥、楼坪和碾庄等8

个乡(镇)的量测结果,其河道切割情况如表1。

表1　宝塔区、安塞县南部乡镇地面切割情况

县

(区)
乡(镇)

土地面

积/ km2

沟道

条数

沟道总

长/ km

沟壑密度/

( km õkm- 2)

宝
塔
区

万花山 158. 0 429 326. 93 2. 07

柳林燕沟 47. 0 357 151. 35 3. 22

枣　园 115. 7 283 213. 15 1. 84

河庄坪 101. 0 413 281. 05 2. 78

碾　庄 54. 2 382 190. 10 3. 51

安
塞
县

高　桥 122. 9 384 250. 65 2. 05

沿河湾镇 205. 4 947 485. 75 2. 48

楼　坪 168. 4 710 451. 40 2. 68

由表1可知, 该区沟壑密度为1. 84～3. 51 km/

km
2
, 小于丘 I 区的4～7 km/ km

2
。由于植被的保护作

用, 沟壑密度呈现出北密(碾庄、河庄坪和沿河湾镇) ;

南稀(枣园、高桥、万花山等)的分布趋势。由于淤地坝

建设费用高,且该区水土流失严重程度与丘 I 区相比

相对较轻, 因而除一些重点治理小流域建坝较多外,

一般小流域建坝较少, 布坝密度仅为0. 18～1. 03座/

km
2(表2)。这些淤地坝绝大多数为50—70年代所建,

80%为病险坝库,效益未能充分发挥。

表2　延安市宝塔区和安塞县南部乡镇淤地坝建设情况调查

县(区) 乡(镇)
土地面积/

hm2

耕地面积/

hm 2

淤地坝/座

大中型 小型

淤地面积/ hm 2　

可　淤　 已　淤　

　布坝密度/

　(座õkm- 2)

　淤地占耕地

　面积比重/ %

宝塔区

碾　庄 54. 2 1392. 0 10 182 343. 30 146. 7¹ 3. 54 10. 54

万花山 158. 0 3797. 6 10 87 120. 32 97. 93 0. 61 2. 58

柳　林 251. 0 6507. 2 27 95 193. 30 126. 09 0. 49 1. 94

枣　园 115. 7 2459. 0 14 33 138. 30 126. 91 0. 41 5. 16

河庄坪 101. 0 3685. 8 13 91 137. 03 106. 61 1. 03 2. 89

安塞县

沿河湾 205. 4 4020. 4 9 107 100. 90 95. 30 0. 56 2. 37

高　桥 122. 9 2965. 3 5 57 67. 71 56. 53 0. 50 1. 91

楼　坪 168. 4 2099. 8 3 27 65. 74 64. 91 0. 18 3. 09

　　注: ¹ 为2000年统计数据。

　　该区坝地占耕地面积之比重, 除碾庄乡而外,一

般为1. 91%～5. 16% ,比重不大, 大多数粮田仍为坡

耕地,有碍坡地的退耕还林还草。

2. 2　坝地建设的潜力

坝地是一种优良的后备耕地资源,其开发受地形

条件和资金投入的限制。该区坝地建设其潜力到底有

多大呢?表3列举了黄土丘陵第 I 副区和第 II 副区部

分小流域坝地面积与流域面积之比值。( 1) 该比值愈

大,说明小流域中布坝密度大,已淤积的坝地面积多;

( 1) 经验表明, 当某一小流域淤地坝已淤地面积与其

流域面积之比值大于或等于1/ 20时,该流域内的坝地

基本上能实现防洪保收,坝地能安全生产,暴雨时,坝

地作物不会被洪水淹没而减产。

由表3可知, 在黄土丘陵第 I 副区一些治理较好

的小流域内, 坝地面积与流域面积之比介于1/ 11. 23

～1/ 25. 96之间, 平均为1/ 19. 62,布坝密度为2. 2～

13. 42座/ km
2, 大多为2～3. 5座/ km

2 ,每1 km
2流域面

积内平均可建成坝地6. 56 hm
2, 对拦泥和增产粮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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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大作用。而在黄土丘陵第Ⅱ副区的延安市宝塔区

和安塞一带, 坝地面积与流域面积之比为1/ 10. 9～1/

259. 3, 布坝密度约为0. 18～3. 54座/ km
2
, 大多在0.

50～1. 03座/ km
2
之间(表2) , 1km

2
流域面积内已淤成

的坝地面积平均为0. 70 hm
2, 仅及丘Ⅱ区的10. 67% ,

应有较大潜力。

宝塔区的碾庄沟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打坝

拦泥淤地,截止2000年5月, 已在54. 2 km
2的流域内,

打坝192座, 淤成坝地146. 67 hm
2 ,人均350 m

2 , 1 km
2

流域面积内淤起坝地2. 71 hm
2
。该沟计划再打骨干坝

5座,届时可累计淤地343. 3 hm
2
, 1 km

2
流域面积内可

淤地6. 33 hm
2,接近黄土丘陵第 I 副区6. 56 hm

2/ km
2

的水平。又如延安市宝塔区姚店乡的胡家沟, 流域面

积8. 86 km
2
, 采取劈山填沟方式,在沟中建造低坝49

座,并结合在沟塌地上修筑水平梯田方式,造出基本

农田83 hm
2, 山上坡面除保留136. 57 hm

2果园外,其

余全部退耕还林还草,做到了全部粮田下沟, 1 km
2
流

域面积内拥有沟台地和坝地9. 37 hm
2
, 为黄土丘陵第

II副区快速开发沟道土地资源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模

式。

考虑到黄土丘陵第 II 副区水土流失的严重程

度、植被盖度、人口密度等实际状况, 建议宝塔区和安

塞县南部7个乡镇的坝地建设规模按表4数字操作。由

于表中坝地面积与流域面积之比离1/ 20尚有相当距

离,因而在淤地坝规划设计中,必须做好防洪保收规

划,确保淤起的坝地安全生产。

表3　黄土高原丘Ⅰ区与丘Ⅱ区部分小流域坝地

面积与流域面积之比值

侵蚀

区域
县名 小流域

流域面

积/ km 2

坝地面

积/ hm2

坝地与流域

面积之比

黄
土
丘
陵
第
Ⅰ
副
区

汾西 马　沟 5. 72 35. 07 1/ 16. 31

康和沟 48. 80 434. 73 1/ 11. 23

永和 后河沟 14. 25 68. 67 1/ 20. 75

柳林 杨家峪 16. 78 82. 66 1/ 20. 30

白家沟 13. 34 109. 85 1/ 12. 14

中阳 高家沟 14. 10 56. 50 1/ 25. 96

离石 王家沟 9. 10 35. 73 1/ 25. 73

窑　沟 0. 77 4. 40 1/ 17. 50

绥德 王茂沟 5. 97 28. 52 1/ 20. 93

米脂 对岔沟 4. 60 18. 67 1/ 24. 67

对岔沟¹ 4. 60 22. 67 1/ 20. 29

黄
土
丘
陵
第
Ⅱ
副
区

杜甫川 158. 00 97. 93 1/ 161. 34

南川河 251. 00 126. 09 1/ 199. 10

枣园乡 115. 70 126. 91 1/ 91. 20

河庄坪乡 101. 00 106. 61 1/ 94. 70

燕儿沟 47. 0 58. 03 1/ 81. 00

菩萨庙沟 1. 58 3. 70 1/ 42. 70

延安 后楼塌沟 2. 75 1. 90 1/ 144. 70

庙　沟 7. 65 8. 39 1/ 91. 14

解家沟 19. 41 31. 87 1/ 60. 90

碾庄沟 54. 20 146. 67 1/ 40. 00

碾庄沟¹ 54. 20 343. 33 1/ 15. 80

胡家沟 8. 86 83. 00 1/ 10. 70

楼坪川 168. 40 64. 94 1/ 259. 30

安塞 沿河湾乡 205. 40 95. 30 1/ 215. 50

高桥乡 122. 90 56. 53 1/ 217. 40

　　注:小流域栏中的乡名代表该乡各小流域; ¹ 为远景规划值。

表4　宝塔区和安塞县南部7乡镇淤地坝建设规划

县

区
乡(镇)

土地面积/

km2

沟壑密度/

( kmõkm- 2)

植被盖

度/ % ¹

人口密度/

(人õkm- 2)

现有坝地

面积/ hm2

规划与流

域面积比

可发展坝地

面积/ hm2

单位面积坝地/

( hm2õkm- 2)

宝
塔
区

柳林乡 251. 0 42. 9 57. 9 126. 09 1/ 55 330. 3 1. 82

万花山乡 158. 0 2. 07 40. 0 45. 6 97. 93 1/ 55 189. 4 1. 82

枣园乡 115. 7 1. 84 9. 9 81. 7 126. 91 1/ 30 258. 8 3. 33

河庄坪乡 101. 0 2. 78 8. 5 77. 4 106. 61 1/ 30 230. 1 3. 33

安
塞
县

楼坪乡 168. 4 2. 68 35. 7 43. 1 64. 94 1/ 60 215. 7 1. 63

高桥乡 122. 9 2. 05 9. 5 62. 4 56. 53 1/ 50 189. 3 2. 00

沿河湾镇 205. 4 2. 48 7. 8 80. 5 95. 30 1/ 40 418. 2 2. 50

　　注: ¹ 含果园面积。

3　坝地建设模式

打坝淤地, 应注意下列2个问题: ( 1) 加快坝地

形成速度,早拦泥,早成地,早受益; ( 2) 合理保护和

开发利用山坡径流泥沙资源和沟道泉水、潜水资源,

防止坝基渗水坍塌和坝地农田土壤次生盐渍化,变旱

坝地为水坝地。

针对上述问题, 黄土高原可以推广下面2种打坝

淤地模式:即治理支毛沟的胡家沟劈山填沟模式和治

理较大支沟、干沟的对岔沟模式。

3. 1　胡家沟劈山填沟快速淤地模式

胡家沟为延河的一级支流,位于延安市宝塔区姚

店乡内, 流域面积8. 86 km2。有农户113户, 507人,人

口密度57人/ km
2。1993年有基本农田3. 47 hm

2 ,果园

42. 78 hm2 ,人工林115. 08 hm 2, 绝大部分农田为坡耕

地, 水土流失治理程度仅及20. 27%, 人均占有粮食

375 kg ,人均纯收入3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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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该沟采取国家资助, 农民集资和投劳的水

土保持投资机制,会战4个月, 劈山填沟,修建梯级坝

地83 hm 2, 果园93. 79 hm 2, 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176. 79 hm
2
, 累计治理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38. 12

hm
2
, 治理度达到42. 48% , 坝地与流域面积之比为

1/ 10. 7,单位面积内的坝地数量值为9. 37 hm
2 / km

2 ,

人均坝地1 640 m
2。现今,胡家沟内形成了果树、林草

上山, 粮田全部下沟的土地利用模式, 全部坡耕地退

耕还果、还林、还草。

1998年, 该沟人均粮食506 kg, 人均纯收入804

元。与1993年相比有了较大的发展。

胡家沟这种劈山填沟, 果树、林草上山,粮田下沟

快速治沟,合理利用土地的模式在黄土丘陵第Ⅱ副区

和第 I 副区同类型地区均可推广。

3. 2　对岔沟淤地坝建设模式

坝地建成后,一要防止坝地土壤滋生盐渍化;二

要合理开发利用坝地水资源, 变旱坝地为水坝地。这

是一对矛盾问题的2个方面, 盐随水来,水带盐去,解

决这2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合理开发利用沟道水资

源。据黄委会1982年调查, 陕北、晋西某些地方,坝地

中有1/ 3～1/ 2的面积发生盐渍化, 不能种庄稼, 浪费

了宝贵的耕地资源。1975年, 根据对陕西省横山、子

洲、米脂和绥德4个县19座淤地坝的调查统计,坝地盐

渍化的面积占总淤地面积的30. 7%。延安、榆林2个地

区, 1976年底有坝地3. 53×104
hm

2 ,可利用的仅2. 33

×10
4

hm
2
,其余因盐碱或积水沼泽化,每年少收粮食

近5. 0×10
7

kg。造成坝地盐渍化的原因主要是在有

常流水的沟道中筑坝时,未处理好沟中水的出路,淤

成坝地后,水源被埋在淤泥下,使地下水位抬高,土壤

和水中的盐分随毛细管上升地面,而造成坝地土壤盐

渍化。米脂对岔沟流域的人民在打坝淤地时, 统一规

划布设坝系池——廊道蓄水排水系统,巧妙地解决了

防止坝地盐渍化和蓄水灌溉问题。

坝地池——廊道蓄水排水系统由蓄水池和坝地

地下排水廊道组成。蓄水池一方面集蓄地面径流,一

方面积存地下排水廊道流来的沟道常流水,然后自流

或扬水浇灌坝地。这种坝系规划布设模式有3大优点:

( 1) 能高效利用地面和地下径流; ( 2) 排水治碱,防

止坝地土壤次生盐渍化; ( 3) 排除坝内地下积水,降

低坝体浸润线高度, 可保证坝体安全。对岔沟为无定

河二级支流, 流域面积4. 6 hm
2
, 沟道常流水0. 002

m
3
/ s。从1973年开始建设坝系, 到1985年共筑坝16

座, 可淤地22. 67 hm
2
, 已淤18. 67 hm

2
, 先后在主沟上

游和较大支沟建成两座骨干坝(只设泄水涵洞,未设

溢洪道) ,控制上游洪水泥沙,坝下游兴建3个蓄水池,

承接骨干坝下泄和渗出的清水,并在沟道下游箍地下

排水廊道(图1 )。洞顶采取劈山填沟造地方法,扩大

坝地面积,形成坝、井、池、廊道紧密结合, 防洪治碱,

蓄水灌溉,使洪水、泥沙和清水都得到合理利用。

1—坝地; 2—道路; 3—排洪渠; 4—集水廊道

图1　坝体排水廊道布设图

4　结　论

( 1) 对黄土丘陵第Ⅱ副区的延安市宝塔区和安

塞县部分乡镇分析表明,该地区沟壑密度为1. 84～3.

22 km / km2 ,淤地坝布设密度一般为0. 18～1. 03座/

km 2, 淤地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为1. 91%～

5. 16%, 单位流域面积内坝地数量为0. 70 hm
2
/ km

2
,

仅及丘 I区治理较好小流域量的10. 67% ,因此, 在丘

Ⅱ区建设坝地应有较大潜力。

( 2) 根据当地沟壑密度、植被盖度和人口密度等

条件,提出了宝塔区、安塞县南部7个乡镇的坝地发展

规划, 使坝地面积与流域面积之比达到1/ 30～1/ 60,

届时单位流域面积内淤成的坝地数量可达到1. 63～

3. 33 hm
2
/ km

2
,比当前坝地数量增加2. 33～4. 76倍。

( 3) 为了加快坝地建设速度,提议推广宝塔区姚

店乡胡家沟劈山填沟快速建造坝地模式和米脂县对

岔沟合理开发利用沟壑水资源的淤地坝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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