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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源头区水土流失及其治理
——南阳市汉水流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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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源头区——河南南阳市汉水流域水土流失的现状、成因、危害进行了分析, 在

此基础上, 讨论了治理水土流失的对策措施。研究认为, 严重的水土流失将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产生影响,

其形成既有自然原因, 更有移民返迁、人口负荷过大等人为原因, 应通过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及妥善安置

移民来治理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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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Erosion and Its Control in Source Area of Middle Line

Project of Transferring Water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A Study on Hanshui River Val ley in Nanya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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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situat ion, causes o f fo rmat ions and damages o f soil erosion in Hanshui r iv er valley in

Nanyang city are analy zed, w hich is in the source area of the M iddle Line Pro ject of T ransferr ing Water f 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T he measur es to contro l so il er osion in the area are disicussed. The serious soil ero-

sion w ill have influence on the M iddle Line Pr oject . The reasons of soil erosion are natural factors and human

factors such as overpopulation pressur e caused by the emigrants r eturning back to the o riginal dist ricts. The

countermeasur es of soil erosion control include po lit ical , economic, legislat ive measures as w ell as the way of

set t ling emigrants appropriately.

Keywords: the source area of the Middle Line Proj ect of Transferring Water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soil erosion; Hanshui river valley; control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我国水资源优化配置,解决

北方地区缺水的一项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源头区包括河南省南阳市、三门峡市, 湖北

丹江口市和陕西安康市等, 其核心区域为南阳市汉水

流域,丹江口水库主体和重要支流均位于该市。南阳

市汉水流域位于 32°16′—33°49′N , 110°58′—113°22′

E 之间, 北靠伏牛山, 西接陕西秦岭余脉, 东有桐柏

山,南临汉江平原,是“襟三山而带群湖,枕伏牛而蹬

江汉”的山间盆地。土地总面积 23 760 km
2 ,涉及南

召、淅川、西峡、内乡、卧龙、宛城、镇平、唐河、社旗、邓

州等县市区的全部和方城、桐柏 2 县的部分地区,总

计 208个乡镇。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影响到当地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实施以及

汉水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带来重大影响。

1　水土流失现状

1. 1　水土流失分级

对水土流失强度分级以及分级面积的确定, 是按

照水电部 SD38- 87《水土保持技术规范》的水土流失

分级意见, 在各地对坡面土壤侵蚀、库、塘、河道泥沙

淤积抽样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统计资料测算而成。该

流域水土流失总面积 7 995. 70 km
2, 占土地面积的

33. 65% ,其中,轻度流失面积 3 137. 61 km
2
,占水土

流失总面积的 39. 24% ;中度流失面积2 798. 03 k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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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34. 99%;强度流失面积 1 583. 25 km
2, 占 19. 8% ;

极强度流失面积 422. 02 km2 ,占 5. 28% ;剧烈流失面

积54. 79 km
2
, 占 0. 69%。

1. 2　水土流失分类

汉水流域土壤侵蚀主要以水力侵蚀为主,土壤侵

蚀的主要形式有面蚀、沟蚀,兼有重力侵蚀,山洪和泥

石流等。

1. 2. 1　面蚀　属于均匀侵蚀,主要发生在植被较差

和没有采取适宜水保措施的坡地上。特别是坡耕地

上,面蚀常把土壤中易溶解的物质、胶粒和细粒——

即表层沃土带走, 留下较粗的土粒。这是土壤肥力下

降,农作物产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面蚀分布范围广,

对农业生产危害极大, 但又往往被忽视,应引起高度

重视。

1. 2. 2　沟蚀　主要发生在山地海拔 500m 以下的丘

陵区。尤其在地面贫林缺草,人畜活动频繁的地方更

为严重。如南召县柞蚕坡生产区和淅川县丹江两岸的

大部分山坡, 形成了无数深 50 cm 左右的鸡爪型切

沟。沟蚀是治理的重点,也是治理的难点。

1. 2. 3　重力侵蚀　主要有崩岗、垮山、滑坡、塌岸等

几种类型。重力侵蚀现象多集中发生在多雨和暴雨中

心区。这种侵蚀现象一旦发生,在暴雨的冲击下,往往

形成泥石流, 对建筑物和农田等有很大的破坏作用。

如南召、西峡、桐柏山区,花岗岩、片麻岩所占比重较

大,这些岩性具有风化快,抗蚀能力差的特点,在温度

变化大的情况下, 经过频繁的冻融和胀缩形成风吹即

散、手搓即碎的较厚风化壳。一遇大雨易于流失,陡坡

地段容易发生崩塌下滑。还有砂页岩和第四纪堆积

物,一般分布在河流两岸,经流水常年冲淘,容易产生

塌岸现象。山洪和泥石流,多发生在伏牛山的深山区。

由于山高坡陡,暴雨集中,泥石流往往随山洪发生。在

漏斗形的集水区内。基岩受强烈风化形成深厚的风化

壳,加之较大规模的崩岗、滑坡而形成的松散物质,经

雨水浸泡后, 沿陡坡倾泻而下形成泥石流。

2　水土流失原因

2. 1　地势陡峻,暴雨集中

该流域地处小秦岭山脉延伸和伏牛山分水岭部。

山势峻拔、坡陡沟深,由西北向东南,地势急剧下降,

致使暴雨后径流集中很快, 流速大,来势凶猛,是土壤

侵蚀的重要因素。流域内降雨集中, 且多以暴雨形式

出现,最大暴雨强度可达131mm/ h, 雨滴的击溅力很

大,使土壤解体、位移, 在集中暴雨形成的地面径流作

用下,大量土壤被冲走,形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再者由

于流域内花岗片麻岩、砂砾岩、页岩等地面组成物质

风化严重, 地面植被稀疏, 抗蚀力低,稳定性差,在集

中股流的冲刷下易崩解,随水流失或形成泥石流。

2. 2　移民返迁,过度垦荒

目前,流域内农业用地 7. 19×105 hm
2, 占总土地

面积的 30. 30%,其中坡耕地 1. 50×105 hm 2, 占农地

的 20. 87%。坡耕地面积大,耕作粗放,种植单一,陡

坡开荒和顺坡耕作等,是水土流失的主要策源地。尤

其是丹江水库周围地区,由于丹江水库初期移民的返

迁, 造成人口严重超载, 而要解决粮食问题, 只能靠对

土地的过分利用。

2. 3　滥垦滥伐,过度放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由于政策不稳定, 人口增

长过快,饲料、草料和口粮困难, 导致滥垦滥伐,过度

放牧,使山区植被屡遭破坏。如 1958年大炼钢铁,伏

南山区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桐柏山森林面积减少

1. 30×104 hm2。历史上西峡县曾出现 5次大的毁林

开荒,使森林覆盖率大幅度下降。据调查,西峡县全年

林木生长量为 2. 05×105 m
3, 年木材消耗量为 2. 29

×105m 3,折合活立木蓄积量3. 82×105 m3, 消耗量为

生长量的 1. 90倍。

2. 4　开矿、建厂、修路等人为原因

流域内矿产资源丰富, 近年来, 随着山区经济的

发展,矿产资源开发蓬勃兴起, 为振兴山区经济起到

了很大作用。但多数地方干群水保意识差, 缺少防治

措施,任意破坏植被,大量的废渣、弃土石, 随意倾倒

在山沟和坡面上,每到雨季, 大量废弃物顺水而下,压

占良田, 淤积河道。据调查,内乡县每年堆积排放在山

坡、河道内的废渣量达 7. 84×10
5
t ,造成新的水土流

失面积 250. 80 km
2。

3　水土流失危害

3. 1　破坏土地资源,降低土壤肥力

水土流失使土层变薄, 地力下降,土地产出率减

少。据统计,汉水流域水土流失总面积 7 995. 70 km
2
,

年流失泥沙总量 3. 00×10
7
t多。按土壤普查均值每

1 t 土壤中含有机质 10 kg ,全氮 0. 7 kg, 速效磷 0. 01

kg ,速效钾 0. 13 kg 计,每年流失有机质 3. 00×105 t ,

全氮2. 00×10
4
t ,速效钾 4. 00×10

3
t ,速效磷 4. 00×

10
2
t ,按每 1 t 土壤养分 8元计算,该流域年土壤养分

流失损失价值约 2. 50×108元。西峡县年流失总量达

4. 56×106 t , 相当于 1 533. 30 hm
2的耕作土层,日益

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干旱成灾面积越来越大。素有

“树木参天碧水流”的桐柏县,现也常发生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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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汉水流域土壤养分流失推算

流失分级 面积/ km 2
年侵蚀量/

104 t

平均

侵蚀模数/

( t·km- 2·a- 1)

侵蚀深/

mm

年平均土壤养分流失量/ 104 t

有机质 全氮 速效磷 速效钾

轻度 3 137. 61 470. 64 1 500 1. 10 4. 706 4 0. 329 0. 004 7 0. 061 2

中度 2 798. 03 1 049. 26 3 750 2. 80 10. 492 0 60. 734 0. 014 9 0. 136 4

强度 1 583. 25 1 029. 11 6 500 4. 80 10. 291 1 0. 723 0. 012 9 0. 137 8

极强度(含剧烈) 486. 81 523. 32 10 750 8. 00 5. 223 2 0. 366 0. 005 2 0. 068 0

合　计 7 995. 70 3 072. 33 30. 723 3 2. 152 0. 037 7 0. 403 4

3. 2　破坏地面完整,蚕蚀农田

水土流失从面蚀发展到沟蚀,对土地的破坏更为

严重,使得原来完整的地面冲得支离破碎, 千沟万壑。

在土石山区, 山高坡陡,汛期大量耕地被洪水冲毁。淅

川县在 1970—1990年间冲毁耕地 40 hm
2 ,减少粮食

近 2. 00×107 kg, 西峡县 1954—1958年共有 1. 07×

104 hm
2耕地被洪水冲毁; 1975年 8月一场暴雨,使

内乡县、板场、赵店、夏馆、赤眉乡等 200 hm
2 耕地被

冲光,使群众多年的辛勤劳作毁于一旦。

3. 3　淤积库塘,水利效益衰减

鸭河口水库自建成蓄水 30 a 来,已淤积 2. 00×

10
7
m

3
多泥沙, 平均每年淤积近 7. 00×10

5
m

3
以上,

南召县中、小型水库 90 座, 有效库容 4. 47×10
7
m

3
,

已淤积泥沙 5. 47×106m
3, 西峡县30 a 来淤平报废小

Ⅱ类水库 13座,万方以上山塘 320座,宛城区和卧龙

区原有中、小型水库 27 座, 总蓄水能力 1. 76×108

m
3 ,现已淤积 2. 68×107

m
3 ,占总库容的 14. 9% ,淤

积报废塘坝 600多座, 减少灌溉面积 530 hm
2, 30 a来

因水库塘坝淤积, 该流域共减少灌溉面积 6 700 hm 2。

3. 4　淤积江河,阻塞航道

据调查,该流域主要河道中、下游河段 30 a 来普

遍淤积抬高 1～2 m, 使河床由“窄深型”变为“宽浅

型”。桐柏县的十步河,因河宽只有十步而得名,现已

发展到 200m 多宽,淤高1. 50m 以上。该县三夹河20

世纪 30年代中期,船只来往不断,现在用沙容易行船

难,水路堵塞,群众望河兴叹。南召县白河店河段河底

淤高约 1. 80 m, 该县南河店镇南门外的排路河, 现在

河床淤积与大街相平, 每遇洪水两岸群众房屋被淹,

庄稼被毁。河床抬高拓宽, 使得航运受到限制。南召

县境内从鸭河口到白土岗 20 km 多长河道, 过去 5 t

木船可以通航,现在一叶扁舟却不能行,从唐河到社

旗县城, 1911年 10 t船可在唐河中航行,现在这段黄

金水道完全断航。

3. 5　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

严重的水土流失, 使生态环境恶化,不少地方成

为光山秃岭, 沦为不毛之地,涵养水源的能力降低。每

逢大雨,汇流时间缩短, 径流直泻而下、山洪暴发,往

往造成很大危害。据“长江水利委员会”和省市水利部

门对唐、白河流域近百年较大洪水记载, 唐、白河

1919, 1935, 1953, 1965, 1975年出现特大暴雨。特大

暴雨引起的洪水灾害由过去的 15 a 出现一次到现在

的 10 a一次。局部洪水灾害,几乎年年发生。据调查,

西峡县 1964年 1次山洪,冲走 1 600人,使 6个行政

村, 470户、2 100人失去了生产、生活条件, 迁居邓

县。淅川县 1987年 6月5日一场大雨,使淅川正在收

麦的 12名群众被冲走, 其中 7 人死亡, 1 人重伤。

1986 年 6 月 26 日, 南召县板山坪乡 6 h 降雨 430

mm, 倾刻间 26座塘堰被冲毁, 533 hm
2 良田被吞没,

冲走大牲畜 44 头, 损坏树木 3. 40×105株, 电杆 2

027根,冲毁渠道 2197条, 乡、村公路 265 km。桐柏县

过去是“树木参天碧水流,山村庄户林里头”的一片秀

丽景色, 森林覆盖率在 70%以上,现在森林覆盖率下

降了 32% ,气候条件恶化, 大雨大灾, 小雨小灾,无雨

旱灾。1977年 11月至1978年 5月底,该流域连续干

旱 208 d, 一般年景不缺水的地方, 群众拉着车子水袋

到处找水吃,为历史上所罕见。

4　水土流失治理对策措施

汉水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有着比较悠久的历

史。历史上广大农民就有植树造林,闸沟淤地,环山修

石链和建造塘、堰、坝等治山治水习惯。解放后, 党和

政府十分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水土

保持的方针、政策。建国 50 a 来,流域内的水土保持

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据调查和测算,流域内累计治

理水土流失面积 6 713 km
2,占应治理面积的 57. 4%,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保存率只有 54. 7%。

4. 1　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建立健全行政机制

解决南阳汉水流域和丹江口库区的水土流失问

题, 不仅是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更重要

的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实施的需要,是确保工程正常

运行和调水质量的关键。要充分认识该区水土保持的

重要性, 把水土保持作为工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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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山丘区各级政府,从大局出发,根据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的要求, 加强对水土保持工作的领导,将

其列入目标管理,健全各级水保机构, 并协调农、林、

水利、水保等有关部门的工作, 拧成一股劲, 分工合

作,将资金捆起来使用,按照“各投其资,各计其功”的

原则。尽职尽责, 搞好水土保持工作。实行领导干部

任期内目标管理责任制,把水保工作的好坏作为政绩

考核的主要内容之一。

4. 2　增大水土保持的投入

水土保持工作是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确保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质量, 增强农业后劲的基础性工作,

是振兴山区经济的战略任务。建议各级政府按照《水

土保持法》规定, 把水土保持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建设

计划, 增加对水土保持工作的投入, 以保证规划目标

顺利实施。同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应有足够的资

金用于水土流失治理。

4. 3　以经济手段保持水土

水土流失地区大都是贫困地区, 饲料、草料困难,

有的地方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建议各级政府要对水土

流失地区农村的粮食征购、燃料供应, 产品运销等采

取优惠政策, 以调动群众陡坡退耕,造林种草,保护植

被的积极性,保证合理利用土地, 搞好水土保持。

4. 4　执行《水土保持法》,加强预防监督工作

建立健全各级水保监督体系, 制定有关配套法

规, 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制止毁林、

毁草现象, 对各类生产建设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坚持

“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及时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4. 5　控制人口增长,减轻土地压力

水土流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过多形成的对土

地和环境压力和负荷的增加,治理水土流失的根本措

施是控制人口增长, 使人口数量同环境承载力相适

应。要妥善解决丹江口库区移民遗留问题, 避免人口

负载过度带来的环境破坏。要搞好计划生育,切实控

制人口增长,减轻人口增长对环境容量的压力,为合

理利用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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