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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水库水源区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与发展对策

杜国举 , 李建兵 , 李玉保 , 杜骁平 , 叶雪娥
(河南省淅川县水利水保局 , 河南 淅川 474450)

摘　要: 河南省淅川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 全面地分析了该县水土流失的原因、危害。 查找

了水土保持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提出了淅川县今后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与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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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and Eco-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of Source Area of Danjiang Reservoir

DU Guo -ju, LI Jian-bing, LI Yu-bao, DU Xiao -ping , YE Xue-e

(Water Conservancy Bureau , X ichuan County 474450, He 'nan Province, China )

Abstract: The cause and ha rm of w ater and soil ero sion of the area of Danjia ng reserv oi r, for Xichan co unty

lies in th e head of the ca nal o f the middle-line project of the south w ater t ransferred to the nor th. It i s found

o ut that the main pro blems in th e wo rk of w ater and soi l erosio n and the counterm easures fo r w ater and soi l

conserv ation, and fo r the co nst ructio n and develo pment of eco-enviro nment in the future a re put fo rw 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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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江口水库是一座具有防洪、发电、灌溉、航运、

养殖等综合效益的大型水利工程。涉及豫、鄂、陕 3省

42个县 (市 ) ,控制面积 9. 52× 104
km

2 ,多年平均径

流量为 4. 09× 1010
m

3。因为流域内没有污染源 ,所以

库水清澈淡蓝 ,水质很好。 该工程始建于 1958年 9

月 , 1970年 7月坝体全线达到初期设计高程 162 m,

砼大坝最大坝高 97 m ,设计蓄水位 157 m,相应库容

1. 75× 1010 m3 ,其中河南省淅川县丹江部分库容 8. 10

× 10
9

m
3
;兴利库容 1. 06× 10

10
m

3
,防洪库容 7. 84×

10
9

m
3
;水库最大蓄水面积 846 km

2
,其中淅川县境内

365. 6 km
2 ,而库容、蓄水面积淅川县分别占 46. 4% ,

43. 2% 。但是 ,丹江口水库控制面积较大 ,还有相当一

部分土地水土流失严重 ,致使大量泥沙淤积水源区。

据湖北省水利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1968— 1988年的

20 a间 ,丹江口库区淤积泥沙达 1. 21× 109
t ,占库容

的 8% 。以此类推 ,水库有效使用期只有 250 a。为此 ,

各级政府都要号召水源区的人民 ,组织全社会的劳

力 ,责无旁贷地抓紧抓好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工

作 ,为净化水源区的水质 ,保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

实施做出贡献。

1　淅川县水土流失状况

淅川县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处在重要的位置 ,

既是水源区 ,又是受益区。水源区的库容、蓄水面积占

有一定的比例。全县辖 16个乡 (镇 ) , 515个行政村 ,

总人口 7. 17× 10
5
人 ;幅员面积 2 798. 4 km

2
。丹江及

其支流面积 2 616km
2 ,占全县总面积的 93. 5% 。1983

年以来 ,在“长江委”、省水利厅的大力支持下 ,本着

“科学搞防治 ,净化水源区 ,强力建支柱 ,治理促发展”

的总体思路 ,以小流域为单位 ,开展丹江口水库水源

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已完成 557 km
2防治任务。目

前全县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1 568 km2 ,占区内面积的

62. 5% ,若每年治理 50 km
2
,还需 30 a才能完成防治

任务。针对该县水土流失任务艰巨和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实施在即的特殊情况 ,县委、县政府已有了充分认

识 ,在县委八届十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建立“生态农

业县”的宏伟目标 ,扎实搞好水源区的水土保持、改善

生态环境事关大局 ,应作为全县工作头等大事。

从侵蚀形态看 ,淅川县最主要的为水力侵蚀 ,其

中以面蚀为主 ,沟蚀和重力侵蚀仅在局部地区发生。

收稿日期: 2002-05-17

资助项目:长江水利委员会资助

作者简介:杜国举 ( 1956— ) ,男 (汉族 ) ,大专 ,助工。 主要从事水土保持与农田水利勘测设计工作。电话 ( 0371) 4212979。



由于境内受丹江、鹳河、淇河、滔河 4大河流及其众多

的 2级支流纵横交织 ,将全县分割成许多条块 ,自西

北向东南倾斜延伸 ,地面起伏 ,岗凹相间 ,切割较深 ,

流失严重。全县山区面积 1 803. 2 km
2
,占 68. 9% ,丘

陵面积 270 km
2 ,占 10. 4% ,河谷川地 542. 4 km

2 ,占

20. 7% 。其中耕地 397 km
2 ,占 15. 2% 。从流失程度

看 ,中低山区以中、强度侵蚀为主 ,丘陵岗地以轻、中

度侵蚀为主 ,平原基本属无明显侵蚀区。根据不同类

型区的侵蚀程度 ,再匡算出全县年均土壤流失量为

5. 98× 106 t向河道和丹江口水库水源区淤积。

造成水土流失自然因素主要有 4个方面: ( 1)地

形。坡陡坡长是淅川县山区的主要特征 ,据高山地区

分析 ,地面坡度在 25°以上的就占 52%。 ( 2) 成土母

质。易风化的花岗岩、片麻岩、砖红色沙砾岩所占比重

较大 ,是产生水土流失的物质基础 ,占全县面积的

62%。 ( 3)植被。 虽然该区气候条件有利于生物生

长 ,但一旦遭到破坏 ,地表裸露 ,就提供了大量的泥沙

源 ,同时 ,部分山区特别是丘陵区植被稀疏 ,土壤凝固

力差 ,极易造成水土流失。 ( 4)降水。水源区的上集、

香花、盛湾等 10个乡镇是降雨中心 ,暴雨频繁 ,且强

度大 ,为水力侵蚀提供了动力因素。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们开发自然资源的活动

更加频繁。由于各类生产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未能

采取有效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肆意开山炸石 ,任意

弃渣 ,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山区公路建设造成的

水土流失更为严重 , 209国道在建设过程中由于没有

采取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 ,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由于水土流失带走大量的土壤颗粒 ,矿物质和有

机质 ,使肥沃的表土遭受侵蚀 ,土层变薄 ,使山丘区的

坡耕地基本上都变成了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 ,

土壤质地粗化 ,含蓄水源能力降低 ,有机质氮、磷、钾

等土壤养分显著减少 ,导致土壤肥力减退 ,给农业生

产和群众生活带来严重的威胁。 在水土流失严重地

区 ,生态环境恶化 ,土壤涵蓄能力降低 ,洪枯比加大 ,

易旱易涝 ,水旱灾害频繁。

水土流失使大量泥沙俱下 ,堵塞下游河道 ,削弱

河道泄洪能力 ,降低丹江口水库调蓄洪水能力 ,加剧

了防洪压力。 同时由于淤积塘库的泥沙年复一年 ,不

断增多 ,大多数水利工程寿命在缩短 ,甚至报废。

水土流失在坡坏土地资源的同时 ,还携带大量养

分、重金属和化肥进入库内水源区 ,污染水体 ,使水库

富营养化。而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 ,往往土壤更贫瘠 ,

农民对化肥、农药使用量更大 ,随水土流失进入水体

的各类化学污染物质也更多 ,因而对水环境造成了更

为不利的影响。

2　淅川县水土保持工作存在的问题

2. 1　水保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 ,人为水土流失严重

虽然《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规相继颁布实施 ,但

由于宣传不够 ,一些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甚至部分领导

对水土保持意识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国家解决京

津和华北地区严重缺水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

不足 ,水土保持意识和法制观念不强 ,只追求眼前利

益 ,不注意对资源环境的保护 ,人为造成水土流失的

现象时有发生 ,部分地区出现了边治理边破坏的现

象 ,水土流失呈发展趋势。

2. 2　治理任务艰巨 ,投入严重不足

淅川县位于河南省西南边陲的豫、鄂、陕 3省 7

县结合部 ,是一个集山区、库区、边缘区为一体的国家

级贫困县 ,对水土保持投入十分有限 ,尽管近年来“长

江委”的投入有所增加 ,但每年也只给 24 km
2的治理

任务。即使不增加新的流失面积 ,按此速度 ,要将现有

流失面积全部初步治理一遍尚需 70 a的时间 ,要达

到高标准治理则需要更长时间。 同时 ,水土流失又发

生在贫困山区 ,地方经济落后 ,群众的投入能力十分

有限 ,致使治理任务更加艰巨。

2. 3　科研和技术推广滞后

多年来 ,水土保持科研工作虽然有了长足的进

步 ,但由于缺乏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机制 ,科技

推广服务体系也不够完善 ,科研成果大部分未能很好

地转化为生产力 ,加之水土保持经费严重不足 ,科技

成果就推广滞后 ,水土保持科技含量难以提高 ,在很

大程度上制约了水土保持工作进一步开展。

2. 4　监督管理和执法力度不够

近年来 ,淅川县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和法规体系 ,

已得到很大的完善和提高 ,但与水土保持工作的要求

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工仍不相适应。具体表现在机

构不完善 ,法规不配套 ,执法人员水平不高。少数监督

执法人员存在畏难情绪 ,不能理直气壮地依法行使职

权 ,人为造成新的水土流失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3　淅川县水保生态建设与发展对策

( 1)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 ,增加全社会的水土保

持意识。 水土保持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加之淅川

县是国家“十五”计划重点建设项目—— 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的渠首和水源所在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从长计议 ,全面考虑 ,科学

选比 ,周密计划”的方针。朱 基总理在南水北调工程

座谈会上 ,提出了“先节水 ,后调水 ,先治污后通水 ,先

环保后用水”的原则。同时又提出实施南水北调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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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前提 ,治污是关键 ,保护生态是目标。只有充分利用

宣传工具 ,采取多种形式 ,从“基本决策”的战略高度

广泛深入地宣传水土保持方针政策和其重要性、紧迫

性及巨大效益 ,造成强大的舆论氛围 ,增加全社会特

别是各级领导的水土保持意识和法制观念 ,在全社会

形成人人关心和参与水土保持工作 ,珍惜水土资源 ,

防止水源区水体污染的新风尚。

( 2)加强水土保持法制建设 ,深入贯彻执行《水

土保持法》。 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水土保持执法体系、

监督执法体系和管理体系 ,规范水土保持监督执法程

序 ,进一步提高监督执法人员的素质 ,加大监督执法

力度 ,坚决打击违法行为。 同时通过划分水土流失重

点防治区 ,依法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监

督 ,全面落实水土保持方案申报制度和“三同时”制

度 ,切实加强对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尽快扭

转边治理边破坏的局面。

( 3)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新形势 ,及时调整水土保

持工作思路。淅川县多年来在水土保持工作上一致延

续使用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 ,必将在很大程度上靠群

众投劳进行的水土流失开发治理工程。为此 ,必须及

时调整思路 ,寻求新形势下治理水土流失的新思路。

一是要正确引导群众治理开发“四荒” ,引进适应农村

快速发展经济的项目 ,加强组织协调 ,精心谋划 ,用好

政策 ,增强防止水土流失的信心。二是要搞好服务 ,强

化引导。 只要各级主管部门认真踏实地做好基础工

作 ,编制出符合群众意愿的治理目标、任务 ,就能使之

成为群众的自觉行为。 随着“两工”将取消后 ,要积极

引导农民“一事一议” ,做到水保工作有人议、有事议 ,

议而行 ,行而果。三是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充分发

挥广大群众的能动性和创造精神 ,推动水土保持工作

生态环境建设的开展。

( 4)加强组织领导 ,落实目标责任制。县委、政府

坚持把丹江口水库水源区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作为

培育支柱产业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摆上重要位置。

①县政府成立了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指挥部 ,有关乡镇

相应成立指挥机构 ,负责其辖区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

工作。 在此基础上 ,实行县“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包乡

镇、包流域 ,乡镇领导包管理区 ,一般干部包村 ,村包

农户 ,示范搞样板 ,做到一级给一级看 ,一级带着一级

干 ,级级有样板 ,层层有示范。②签订目标责任书。根

据防治任务 ,每年县对乡、乡对村都要层层签订目标

责任书 ,对防治任务实行定时间、定质量标准 ,并把任

务完成情况作为年底考核干部政绩主要内容。③搞好

监督检查。县委、县政府每年都要组织“四大家”领导

和有关乡镇领导 ,对水源区生态建设工程进行检查评

比。 2002年县政府下发淅政 [2002 ]4号《淅川县 2002

年丹江口水库水源区防治工作生态建设竞赛评比办

法》的通知 ,对进度快 ,质量标准高 ,苗木成活率高的

乡镇给予物质奖励 ,否则给予通报批评。

( 5)深化改革、建立富有活力的水土保持投入机

制。 实现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治理水土流失“ 15年初

见成效、 30年大见成效”的宏伟目标。 必须进一步深

化改革 ,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 ,加快水土流失防治步

伐 ,落实年治理 50 km
2
的综合防治任务。 ①建立稳

定、富有生命力的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投资机制 ,

逐步增加各级财政的投入 ,加强政府投资的引导功

能 ,并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 ,积极推行租赁、

承包、股份制等方式 ,支持和鼓励民办水保工程 ,形成

“水保为社会 ,社会为水保”的格局。②树立效益观念 ,

政策引导 ,利益驱动 ,调动各地开展水土流失防治的

积极性。 ③要建立富有权威的保障机制 ,从政策和法

律上加以规范和引导 ,并建立稳定、精干、高效的管理

体系 ,为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提供组织保障。

( 6)增加科技含量 ,实施科技发展战略。 随着知

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科研工作的作用更为重要 ,水土

保持学科要提高 ,水土保持工作要上新台阶 ,就必须

极力普及科学知识 ,着力培养专业科技人才和适应新

时代需要的专业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 ,强化观念创

新、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意识 ,加快科技成果向生

产力转化 ,并积极推广实用科技成果 ,提高水土保持

的科技含量 ,走科技兴水保之路。

( 7)加强同力协作 ,齐抓共管 ,促进水土保持生

态环境建设全面、健康发展。 水土保持工作涉及到国

民经济的诸多部门 ,必须充分协调各部门之间关系 ,

做到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各出其力 ,各记其功 ,密切

合作。在综合治理过程中 ,水利、农业、林业部门可以

根据统一规划 ,按照各自的职责 ,分部门组织实施 ,力

求取得治理的整体效应。 在监督管理方面 ,计划、环

保、土地、矿产等有关审批部门应严格把关 ,对开发项

目不依法编报水土保持方案的 ,环保、计划部门不予

评审和立项 ,土地、矿产部门不允办理土地使用、采矿

许可证等。在水土保持违法案件的查处中 ,司法部门

要给予大力支持。 只有社会各部门通力协作 ,才能强

化依法保护水土资源的各项措施 ,促进水库水源区水

质净化 ,实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宏伟目标 ,加快县域

水土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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