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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窑头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初探

张本 强
(盐池县水务局 , 宁夏回族自治区 盐池县 751500)

摘　要: 刘窑头流域为荒漠草原区的治理探索出一条成功之路 ,即以治理土沙荒化 ,改善生态环境为中心 ,

以浅层水开发引导农民致富为突破口 ,以造林、封山育林 (草 )、人工种草为手段 ,以提高土地生产率改善群

众生活质量为目的 ,发展区域经济 ,使流域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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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n Comprehensive Control

Pattern in Liuyaotou Small Watershed

ZHANG Ben-qiang

(Yanchi Administration B ureau of Water Resources , Yanchi County 751500, Ningx 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

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 e co ntrol measures implemented in Liuyao to u small wa tershed sugg ested a suc-

cessful w ay to ma nage a smal l w atershed in the desert steppe region. The ef fectiv e measures adapted to that

w atershed can be summ arized as: to control the la nd desertification a nd im prov e the eco-enviro nm ent; to em-

phasize o n pro moting fa rm er to be rich by develo ping the shallow underg ro und w ater; to develop the regio nal

eco no my and driv e the economy tow ards a sustainabi li ty in the wa tershed fo r the purpose o f raising the land

productivi ty and improv ing the farmers ' liv ing quali ty by means o f co mbining af foresting a nd planting g rass

w ith co nfining the m 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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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窑头流域是黄委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 1997年

批复实施的水土保持重点生态项目 ,旨在探索西部荒

漠草原区的风沙治理途径 ,经过 4 a的实验探索 ,顺

利完成各项任务 , 2001年底被财政部、水利部联合命

名为全国“十百千”示范小流域 ,并被推荐为黄河流域

精品试点流域。

1　流域概况

刘窑头小流域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中部

的青山乡 ,属鄂尔多斯缓坡丘陵区与毛乌素沙漠边缘

接壤地带 ,总面积 24. 55 km
2 ,其中水土流失面积为

22. 21 km
2
,占总面积的 90. 5% ,且多为中强度侵蚀。

流域内辖 2个自然村 , 1996年底共有 60户 , 325人 ,

其中劳动力 120人 ,人均有粮 245 kg ,人均纯收入

629元 ,属盐池县的贫困村。该流域属中温带大陆性

气候 ,风多沙大 ,干旱灾害十分频繁 ,多年平均气温

7. 6℃ ,无霜期 128 d,多年平均降水 294. 6 mm ,气候

干燥 ,年蒸发量可达 2 179. 8 m m,为降水量的 7. 4倍 ,

年均风速 2. 8 m /s,主害风为西北风 ,年大风日数达

30 d以上 ,沙暴日数达 20 d,并呈愈演愈烈之局势。

该流域位于毛乌素沙漠第四系地下水系低洼坳

谷古水文网的上游 ,具有丰富的浅层水 ,含水层近 40

m,埋深 2. 5～ 9. 2 m ,水质好 ,极易开发利用。

该区域地形多为缓坡丘陵滩地和固定、半固定沙

丘 ,间有流动沙丘分布 ,土壤以风沙土、灰钙土为主 ,

质地多为中壤 ,结构松散 ,易风蚀形成荒漠地。自然肥

力较低 ,草场以沙生干旱荒漠植物为主 ,植物群落结

构单一 ,草层低矮 ,植被稀疏 ,间有少量人工灌木林 ,

以沙柳为主 ,林草覆盖率为 8. 8% 。由于长期过度放

牧 ,草原严重退化 ,土地沙漠化日趋严重 ,风沙压埋房

舍随处可见 ,已经严重威胁到人民的生存。

2　综合治理的指导思想与技术路线

治理的指导思想是以流域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

现状出发 ,围绕土地沙漠化整治 ,以科技为主导 ,改善

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 ,提高群众生活水平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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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流域区域经济 ,使流域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治理技术路线是: 坚持综合治理 ,因地制宜 ,因害设

防 ,科学配置各项林草措施 ;以林护草 ,以草促牧 ,发

挥畜牧业优势 ;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和沙山资

源 ,培育再生资源 ;发展以庭院经济和个体小规模私

营经济并存的多种经营模式 ;发展水土保持产业 ,取

得最大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使流域内的群众尽快

走上小康之路 (图 1)。

图 1　刘窑头小流域治理模式

3　具体措施

( 1)开发利用浅层水资源 ,并实行节水措施 ,形

成高效绿色农业生态系统。 “水”是生命之源 ,也是制

约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治理也紧紧围绕着“水”

做文章 ,开源与节流并重 ,积极修建各类取水工程 ,发

展水浇地 ,使流域内人均占有水地 0. 13 hm2 ,且全部

实现节水灌溉。

( 2)营造高标准、多功能的防护林体系 ,改善生

态环境。农田防护林、草原防护林、放牧林等多林种、

多树种 ,呈网状交错分布 ,形成片、带、网的防护体系。

( 3)修建各类防沙、治沙工程 ,培育沙山资源 ,提

高土地利用率。在流动沙丘和半流动沙丘上 ,采用草

方格、编织网等多种材料设置沙障 ,并采用工程治沙 ,

生物与工程措施并存 ,起到“土蓄水 ,水养林 ,林固沙”

的功效。

( 4)发展以联户、户为单元的经济林基地。 发展

短、平、快的育苗专业户 ,发展枣树、杏树等经济林专

业户 ,发展以联户为单元的速生用材林基地 ,以短养

长 ,以长补短 ,带动经济发展。

( 5)加大草业种植面积 ,提高畜牧业经济。人工

种草与天然草场改良在荒漠草原区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 ,它即可以增加地表植被 ,防风固沙 ,保护环境 ,

又可以发展家庭养殖业 ,带动畜牧业发展。

( 6)加大养殖业的发展规模 ,促进经济发展。养

殖业是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 ,我们积极培育公司、大

户 ,形成以公司带动农户发展的养殖业经济模式 ,搞

活当地经济。

( 7)加大科技推广力度 ,实现科技经济。“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 ,我们积极推广中药材种植等多项

农村实用技术 ,并培养农民科技能手 ,最终实现科技

经济。

( 8)完善基础设施 ,提高群众生活水平。遵循“要

致富 ,先修路”的原则 ,兴修通往流域的公路 ,保证沙

区道路畅通 ,完善农村照明、加工的供电网 ,自来水等

系统 ,进一步提高群众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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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式效益

( 1)防护林网集中连片 ,结构配置适宜。 使所有

的农地与草原免受风沙危害 ,水地粮食单产由原来的

150 kg /hm
2增加到 500 kg /h m

2 ,最高达 650 kg /hm
2 ,

草原产草量也由原来的 300 kg /h m2提高到 650 kg /

hm2。

( 2) 土地利用结构得到调整。 试点初农、林、牧、

非生产用地比例为 6. 5%∶ 8. 7%∶ 72%∶ 12. 8%调

整为试点后的 3. 7%∶ 62. 6%∶ 30. 5%∶ 3. 2% 。初

步实现了各业用地平衡协调。

( 3)土地利用效果得到提高。经过 4a的治理 ,新

增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7. 41 km
2 ,治理程度由原来的

10. 5%提高到 88. 2% ,使原来的 275hm2难利用地变

成林地 ,土地利用率由原来 28%提高到 85. 1% ,林草

覆盖度由原来 8. 8%提高到 62% 。

( 4)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 ,经济增长明显加快。

据统计试点后 ,每年农业净增产值 1. 47× 105元 ,林

业 9. 86× 10
4
元 ,畜牧业 5. 34× 10

4
元 ,其它 4. 30×

10
4
元 ,人均粮食由试点前的 245 kg增加至 509 kg ,

人均纯收入由 629元增加至 1 512元 ,净增 2. 4倍。小

流域经济初具规范 ,基本步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 5)生态环境得以改变。 所有流动沙丘得到控

制 ,流域每年减少土壤侵蚀量为 7. 10× 10
4

t ,风沙压

埋的农田被逐年利用 ,风沙压埋房舍 ,阻塞交通的现

象完全控制 ,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初步改善。

( 6)畜牧业优势得以发挥。羊只存栏数量由原来

1960增加到 2 850只 ,畜牧业收入由 1. 18× 10
5
元提

高到 1. 71× 105元 ,人均畜牧业年产值达 531元。

( 7)普及科技新知识。 引进推广农业新技术 ,科

技兴农得到人们的关注 ,科学种田 ,科技养羊普遍得

到人们的重视和推广。

( 8)群众温饱得到解决 ,环境得以美化。 昔日黄

沙满目 ,今日一片绿洲。 群众物质生活及精神文明得

到很大提高 ,治理区群众水、电齐全 ,生活正逐步向小

康迈进。

5　治理经验

( 1)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是流域各

项措施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

( 2)发动鼓舞群众 ,提高他们自觉投入流域治理

工作的积极性 ,是完成各项治理任务的基础条件。

( 3)多部门支持协调 ,多技术组装配套是建设高

标准流域的关键。

( 4)组织严密 ,责任落实的群众自管体制是流域

综合效益巩固和提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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