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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流域中下游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程及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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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水土保持科研所 牡丹江实验站

,

黑龙江 牡丹江 1 5 7 0 1 1 )

摘 要
:

在查清牡丹江流域中下游基本情况的基础上
,

深人分析了该流域水土流失现状和特点
,

从水土保

持生态建设的角度
,

对预防监督
、

生态监测
、

技术支持内容进行了论述
,

结合耕作
、

林草
、

工程措施提出 了流

域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规模
。

对该区生态
、

经济
、

社会效益进行了分析
,

结果表明
,

其各项效益显著
,

且在

经济上具有可行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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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域基本情况

牡丹江是松花江干流右岸最大的支流
,

发源于长

白山脉背斜面的牡丹岭北侧
,

跨经吉林省 的敦化
、

蛟

河
,

黑龙江省的宁安
、

牡丹江
、

海林
、

林 口 和依兰等市

县
,

全流域面积 37 0 23 k m
2 。

牡丹江在黑龙江省境 内

即牡丹江流域中下游
,

其地理位置为东经 1 2 8
0

0 4 `

一
1 3 7

0

4 7
0 ,

北纬 4 3
0

3 1`

一 4 6
0

1 1` 。

面积为 2 6 8 7 5 k m Z ,

占

流域总面积 7 2
.

60 %
。

气候属 中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

风气候 区
。

水土流失面积为 6 9 15
.

29 k m
2 ,

占总土地

面积 2 5
.

7 0 %
,

其中轻度侵蚀面积为 2 3 9 6
.

3 0 k m
Z ,

占

总流失面积 3 4
.

6 5 % ,
中度侵蚀 面积为 3 7 7 6

.

6 0 k m
2 .

占 5 4
.

6 1%
; 强 度 侵 蚀 面 积 为 7 1 1

.

6 0 k m
Z ,

占

1 0
.

2 9 %
,

极强度侵蚀面积为 3 0
.

s o k m
Z ,

占0
.

4 5 %
。

流

域内共有侵蚀沟 43 0 00 条
,

占地 42
.

67 k m
2 ,

侵蚀模

数 3 2 6 l t / ( k m
Z · a )

,

沟壑密度为 o
.

1 6 k m / k m
, ; 总人

口 1
.

3 2 X 1 0 6

人
,

其中农业人 口 9
.

7 0 X 1 0 5

人
,

人 口密

度 4 9
.

4 0 人 / k m
Z ,

农 地 面 积 7 0 0 2
.

8 2 k m
Z ,

占

2 6
.

0 6 % ;
林地面积 1 5 1 5 3

.

8 4 k m
2 ,

占 5 6
.

3 8 %
;
草地

面积 8 2 3
.

3 5 k m
Z ,

占 3
.

0 6 % ;荒地面积 1 7 7 6
.

0 4 k m
Z ,

占6
.

6 1 % ;
其它用地 2 1 1 9

.

3 6 k m
2 ,

占 7
.

8 9 %
。

人均土

地 2
.

0 2 h m
Z ,

人均耕地 0
.

5 3 h m
Z ,

人均基本农 田 0
.

2 1

h m
, 。

农村各业生产总值 4
.

24 x l护 元
,

其中农业产值

2
.

9 7 x 1 0 ,

元
,

占总产值 7 0
.

0 % ;
林业产值 1

.

6 5 x l o s

元
,

占 4 % ;
牧业产值 8

.

77 X l护 元
,

占 21 % ; 副业产

值 1
.

4 5 X 1 0 8

元
,

占 3 % ; 渔业及其它 7
.

6 6 x 1 0 ,

元
,

占 2 %
,

人均年纯收人 2 6 2 1元
。

2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2
.

1 生态建设的必要性

该区是我国的重要商品粮基地之一
。

垦初
,

水土

资源丰富
,

主产水稻
、

大豆
、

玉米和小麦
。

粮豆总产
、

商

品率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

农业是国民经济收人的主

要来源
,

占农村各业总产值的 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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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
,

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土地生产力下降
,

生态恶化
,

中低产 田面积不断扩大
,

达 4 9 3 3 k m
2 ,

占

耕地面积 的 70 %
,

坡耕地每年损失肥沃表土 1
.

73 X

1了 t
,

折合损失有机质约 5
.

19 X 10
“ t

,

每年因水土流

失少收粮食 1
.

o s x l o s t
,

折合人 民币 1
.

3 0又 1 0 8

元
。

垦初土层一般在 60 ~ 80
。 m

,

目前表土层厚度一

般在 10 一 30
。 m

,

有机质下降 2 / 3
。

水土流失导致大量

泥沙淤积中下游地区的河道
、

水库
,

影响水利工程的

正常运行
,

同时也降低了流域防洪排涝功能
,

加剧洪

涝灾害程度
。

该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程对实现流域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将起

到重要作用
。

2
.

2 生态建设指导思想

坚持
“
预防为主

,

全面规划
,

综合防治
,

因地制宜
,

加强管理
,

注重效益
”
的水土保持工作方针

。

坚持从实

际出发
,

遵循 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
,

针对水土流失导

致的一系列生态问题
,

以小流域为单元
,

采取工程措

施
、

植物措施和农业措施进行综合治理
,

以控制水土

流失
,

改善中低产 田
,

提高生态质量
,

改善农业生产条

件
,

减少河道
、

水库泥沙淤积
,

减轻水
、

旱
、

风灾
。

合理

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农业产业结构
,

加大科技投人
,

发挥区域资源优势
。

在大力发展绿色食品产业化的同

时
,

充分利用 山区现有资源
,

进行黄花菜
、

芦笋
、

龙牙

称木等水土保持植物的开发
、

野生山杏嫁接良种杏等

可再生资源有偿利用
,

在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的同时
,

争取最大的经济效益
。

2
.

3 生态监测

该区生态监测 的主要任务是
:

( 1) 监测该区水土

流失的分布
、

面积与流失量的逐年变化
,

植被结构变

化
,

工程
、

林草
、

农业等治理措施总体效益的消长演变

情况及生态动态变化过程
; ( 2) 对该区开发建设项 目

的分布
、

影 响面积
、

开发建设前后及开发建设过程中

造成的水土流失状况
、

弃土弃碴量
、

位置
、

破坏地表植

被状况及造成 的危害
、

开发建设单位和个人在开发建

设过程中采取 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动态监测
; ( 3 ) 对

各项水土保持工程
、

植 物措施逐年 的变化情况
、

水土

流失治理进度
、

措施数量与质量和水土保持效益进行

监测
。

生态监测要贯穿于工程实施阶段的全过程
,

对

工程建设的全过程进行连续
、

系统地监测
。

通过监测

反映工程实施后水土流失面积
、

强度变化
,

各项措施

实施进度
、

质量以及 资金投人
、

经济效益和水土保持

效益情况
,

使管理者及 时发现存在或潜在 的问题
,

并

分析产生的原因进而解决这些问题
,

确保工程建设 目

标 的实现
。

.2 4 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主要 内容包括技术研究
、

技术推广
、

技

术引进
、

技术培训与信息管理等
。

科学技术是提高水

土流失治理社会
、

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基础和保障
。

发

挥治理的三大效益必须有科学合理的规划和设计
,

同

时在治理过程中加人先进的施工技术和管理技术
。

2
.

5 预防监督

( 1) 对现有林地
、

草地加 强预防保护
,

特别是要

重点预防保 护集 中连片的有林地
、

草地
,

防止破坏和

水土流失的发生发展
; ( 2 ) 对工矿企业

、

交通
、

水利工

程等生产建设与资源开发活动
,

实施水土保持监督管

理
,

把生产建设活动造成 的水土流失降低 到最低程

度
; (3 ) 对现有水 土保持设施

,

要搞好监督管护
,

防止

它们遭到人为破坏
,

重点是控制人为新增水土流失
。

(4 ) 将水土保持项 目纳人基本建设管理程序
。

( 5) 加

大水保法宣传力度
,

不断提高全民水保生态意识和法

制观念
,

使水土保持工作逐步走上依法防治轨道
。

2
.

6 建设规模

规划到 2 0 0 4 年末
,

完成治理面积 4 9 9
.

9 8 k m
Z ,

治

理程度由原来的 21
.

39 写提高到 27
.

59 %
。

通过基本

农 田建设
,

新修梯 田 4 9 0 2 h m
2 ,

其中水 平梯田 1 2 24

h m
Z ,

坡式梯 田 3 6 7 8 h m
Z ,

改垄 1 3 9 2 4 3 h m
2 ,

地埂植物

带长 1
.

s o x l o s
m

,

控制面积 9 2 6 4 h m
, 。

积极提高农

业集约经营水平
,

加强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
,

促进粮

食商品化
;
通过退耕还林和荒坡荒沟的治理开发

,

发

展水保林 1 8 7 3 8 h m
Z ,

经济林 2 5 7 7 h m
Z ,

人工 草地

5 9 4 h m
, ,

创造 良好的农村生产和生活环境
,

为农村经

济长足发展奠定基础
;
通过骨干工程与小型拦蓄工程

相结合
,

修建塘坝 12 座
,

谷坊 1 8 33 座
,

跌水 4 89 处
,

构筑完善的沟道防护体系
。

通过生态建设
,

健全完善水土保持预防监督体系

和执法队伍
,

组建水土保持生态监测 网络
,

保护水土

资源
,

严禁人为破坏造成新 的水 土流失
,

使滥垦
、

滥

伐
、

滥牧
、

滥采等现象基本停止
,

筑路
、

开矿
、

建厂
、

兴

修水利水电工程和其它企业在生产建设过程中造成

新的水土流失得到依法治理
。

所属县
、

乡水土保持和

水土资源开发机构的组织建设
,

提高各级业务部门于

部职工素质及技术技能
、

管理水平
,

增加农民水保员

的数量
,

提高其业务素质
,

形成 比较完善的科研
、

培

训
、

技术推广服务网络
。

3 效益分析

3
.

1 效益计算依据

水 利部水规仁1 ” 1〕4 3 号文件 《水利部关于试行

(水利工程设计概 (估 )算费用构成及计算标准 )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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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
、

水利水建〔1 9 9 4 ] 2 84 号等规定
;1 9 8 8年水利 电力

部《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概算定额 》 ;1 9 9 1 年水利部
、

能

源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 》 ;
各树苗

、

草种单价依据牡丹江流域中下游各地现行单价加运

杂费计取综合单价
;

参照原能源部
、

水利部〔1 9 9 1〕 57 3

号文《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取费标准 》
。

3
.

2费用组成

本工程投资 由治理工程措施
、

植物措施
、

设备费

用
、

临时工程
、

独立费用和预备费 6 部分组成
。

独立费

用包括建设管理费
、

科研勘测设计费
、

推广培训费
、

水

土流失监测费和监理费等
。

经计算该 区水土保持 生态建设总投资 6
.

00 x

1 0 ,

元
,

其中工程措施投资 3
.

39 x lo
,

元
,

植物措施投

资 2
.

0 4 只 1 0 ,

元
,

设备费 2
.

4 0 x 10 5

元
,

临时工程投

资 5
.

4 5只 1 0 5

元
,

独立费用 3
.

1 6 x l o 6

元 (建设管理费

1
.

09 x l 护元
、

科研勘测设计费 5
.

45 x l护 元
、

技术推

广培训费 5
.

4 5 x 1 0 5

元
、

水土流失监测费 2
.

7 3 X 1 0 ` ,

元
、

水土保持监理费 7
.

09 x l护 元 )
,

预备费 1
.

75 x

10
”

元
。

单位面积投资 1
.

20 X I O 5

元 k/ m
“ 。

项 目建设

投资采取 中央
、

地方
、

群众共同投人的方法
,

国家 (中

央
、

地方 )投资主要用 于综合治理投资中的材料费和

独立费用
,

群众投人主要以综合治理工程投劳的形式

表现
。

建议综合治理投资按 中央与地方 1 : 1 的比例

分摊
。

3
.

3 生态效益

工程 实施后
,

各项水土保持措施通过拦截
、

减缓

地表径流
,

增加土壤人渗
,

延长汇流时间等作用
,

实现

水土保持工程的蓄水效益
。

到措施全部生效时每年可

蓄水约 7
.

7 7义 1 0 ,
m

3 。

表 1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程保 土保水效益 t

工程名称 保土效益
、

蓄水效益

水平梯田 3 6 5 7 8 1 9 8 1 6 3 4

坡式梯田 9 9 2 5 6 5 9 4 4 9 0 0

改 垄 3 1 7 7 2 3 1 9 2 9 7 2 7 8

地 埂 2 5 6 7 0 5 1 4 9 7 9 8 8 8

截流沟 4 9 5 0 0 3 4 6 5 0 0 0

种 草 1 3 5 5 5 5 4 8 8 5 6

水保林 1 0 6 2 5 0 2 5 9 7 0 8 6 8

谷 坊 1 3 7 4 7 5 一

塘 坝 6 0 0 0 0 6 0 0 0 0 0

合 计 1 3 6 8 3 9 4 7 2 7 8 8 4 2 4

肥力增大
,

形成生态效益的 良性循环
,

土壤的理化性

质将得到 良好的改善
。

随着工程的实施
,

人工林草和封育林草的增加
,

地 面覆盖度将增加
,

到治理期末
,

森林覆盖率将达到

5 6
.

97 %
。

在开展治理的地区
,

水土流失现状将得到初

步治理
,

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将得到基本改善
,

生态

环境也将随着治理力度的加大而逐步向 良性循环方

向发展
。

3
.

4 经济效益

以单项措施的增产量和增产值为计算基础
,

将各

个单项措施得 出的经济效益相加进行统计
。

到工程全

部实施生效后
,

共增产粮食 2
.

41 x l少 k g ,

增加活立

木 1
.

1 8 x 1 0 5
m

3 ,

增产果 品 1
.

2 9 x 10 7
k g

,

增产答条

1
.

4 1 x i o `
k g

,

增产饲草 4
.

6 3 X 1 0 ,
k g

,

产生直接经济

效益为 8
.

9 1 x 1 0 7

元
。

表 2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增产增收统计

项 目 粮食 活立木 果品 曹条 饲草 合计

增产量八 0 6 k g 2 4
.

0 5 0
.

1 2 1 2
.

8 9 1 3
.

9 0 4 6
.

3 3 9 7
.

2 9

增收 / 1 0 6
元 1 9

.

2 4 4 7
.

2 2 1 2
.

8 9 2
.

7 8 6
.

9 5 8 9
.

0 8

各项治理措施每年可保土 1
.

37 x 10
6 t

。

土壤中

的水分
,

氮
、

磷
、

钾等有机质也免于流失
,

相对的土壤

3
.

5 社会效益

治理后
,

植被覆盖度提高
,

减少风对地表的侵蚀
,

增加土壤的人渗
,

调节径流量
,

减少坡面径流
,

减轻水

土流失对土地 的破坏
、

塘库河床减少淤积
,

延长下游

水利工程的使用寿命
,

使河道能够安全行洪
,

减轻干

早对农业生产的威胁
;
各业用地中农

、

林
、

牧
、

荒地和

其 它 用 地 比 例 将 由 26
.

07 %
,

56
.

27 %
,

3
.

06 %
,

6
.

6 1 %
, 7

.

9 7 %调 整 到 2 0
.

2 0 %
,

6 7
.

3 3 %
,

3
.

4 1 %
,

1
.

17 %
, 7

.

89 %
。

农业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
,

土地利用

结构与农村产业结构趋于合理
,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

使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走上 良性循环
,

促进群众脱贫

致富奔小康
。

提高环境质量
,

缓解人地矛盾
。

改善群

众生活
,

改善农村社会风尚
,

提高劳动者素质
。

牡丹江流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程
,

充分体现了

现有水土保持科技成果及成功经验
。

措施布局合理
,

建设内容与发展方向完全符合黑龙江省水土保持生

态建设的 目标及该区自然经济发展规律
,

防治措施布

局符合黑龙江省土壤侵蚀特点和产业结构调整 目标
。

通过工程实施
,

不仅 可以改善生态环境
,

减轻 自然灾

害
,

使 区域经济得到发展
,

为实现农业生产可持续发

展打下坚实基础
,

而且可促进全省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工作的开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