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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水土保持成就对比

郑粉莉
,

张 薇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陕西 杨凌 71 21 0 0)

摘 要
:

中国和美国都是世界上遭受土壤侵蚀最严 重的国家
,

且两国在水土保持工作方面都取得令世人瞩

目的成就
。

概述了两个国家土壤侵蚀现状
,

总结了两个国家的水土保持成就
,

并对中美水土保持科技合作

领域提出了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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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美国都是世界上遭受 土壤侵蚀最严重 的

国家
,

且两 国在水土保持工作方面都取得令世人瞩 目

的成就
。

对比两国在水土保持工作中的成就
,

有利于

提高我国水土流失的治理水平
。

1 中国
、

美国土壤侵蚀基本情况

1
.

1 中国土坡俊蚀基本情况

中国是世界上土壤侵蚀最严重 的国家之一
。

据第

2 次遥 感调 查川
,

全 国有 土壤侵 蚀 面积 3
.

56 x lo
`

k m
, ,

占国土面积 的 37 %
,

其中水力侵蚀面积 1
.

65 x

1 0 6
k m

Z ,

风力侵蚀 面积 1
.

9 1 x 1 0 6
k m

, ,

在水蚀
、

风蚀

面积中
,

水蚀风蚀交错面积 2
.

60 x l护 k m
Z 。

年均土壤

侵蚀量 5
.

00 x l0
, t 多

,

其中仅长江流域年土壤流失

量就达 2
.

4 0 X 1 0 , t (上游地区达 1
.

5 6 X 1 0 9 t )
,

黄河

流域黄土高原区 每年进人黄河泥沙多达 1
.

60 x 10
,

t
。

据估算
,

因土壤侵蚀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在 1
.

00

又 1 0 ’ o

元 以上
。

1
.

2 美国土坡侵蚀基本情况

美国也是世界上水土流失较严重的国家之一
,

水

C h i n a ; U n i t e d S t a t e o f A m e r ie a

土流失遍 布于 50 个州
,

尤其是西部 17 个州更为严

重
,

年土壤侵蚀速率达 2 5 0 0一 3 s o o t / k m
Z ,

个别地区

年侵蚀速率超过 10 0 0 o t k/ m
“ 。

在科罗拉多
、

新墨西

哥
、

德科萨斯等州风蚀也很严重
。

全美年均水土流失

量约 5
.

0 0 X 1 0 9 t (水蚀 占 4
.

0 0 X 1 0 9 t
,

风蚀占 1
.

0 0 X

l o g t )
,

仅耕地就达 2
.

o o x l o , t ,

占总流失量的 4 0 %
。

流失的 5
.

00 x l护 t 土壤
,

有 3 4/ 淤积在河道
、

洪水平

原区和湖泊
、

水库
,

只有 1 4/ 输人海洋
。

每年的经济损

失在 3
.

0 X 1 0 9

一 6
.

0 X 1 0 9

美元
。

2 中美水土保持工作主要成就

2
.

1 中国水土保持工作的主要成就

中国开展水土保持具有悠久历史
,

并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
。

从 20 世纪初开始
,

就进行了对水土流失规律

的初步探索
,

为开展典型治理提供了依据
。

中国水土

保持在长期实践 的基础上
,

总结出了以 小流域为单

元
、

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的经验
。

1 9 9 1年颁布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
,

使中国水土保持步人 了依

法防治的轨道
。

1 9 9 8一 2 0 0 0 年 国务院先后批准实施

收稿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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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2
一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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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蚀预报模型研究 ,’( K zC X 3一 S W一 4 2 2)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黄土坡面侵蚀一搬运

过程研究
”

( 4 0 0 7 1 0 5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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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
、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

要 》
,

对 21 世纪初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做了全面部署
,

并将其作为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近几年来
,

开展了大规模的生

态建设
,

在长江上游
、

黄河 中游以及环北京等水土流

失严重地区
,

实施 了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
、

退耕还

林工程
、

防沙治沙工程等一系列重大生态建设工程
。

同时
,

注重安排生态用水
,

在塔里木河及黑河流域下

游和湿地成功地实施 了调水
,

对于改善生态环境
,

恢

复沙漠绿洲
,

遏制沙漠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l[]
。

通过 50
a 多长期不懈的努力

,

中国的水 土保持

取得 了显著成效 l[]
。

全国累计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达

8
.

6 0 X 10 5
k m

Z ,

其 中修建基本农 田 1
.

3 o X l o ,
h m

Z ,

营造水土保 持林 4
.

30 x l护 h m
Z ,

经 济林和果树林

4
.

7 0 X 1 0 6
h m

Z ,

种草 4
.

3 0 火 1 0 6
h m

Z ,

建成数百万座

小型水利水保工程
。

黄河 中游地区经过多年的连续治理
,

每年减少人

黄河泥沙 3
.

00 x 1 s0 t
。

通过水土保持措施累计保土

4
.

2 6 X 10 ` 。 t ,

增产粮食 2
.

4 9 X 1 0 ` ,
k g

,

基本解决了水

土流失治理区群众的温饱问题
。

中国水土保持 的主要做法 l[]
:

( l) 预 防为 主
,

依

法防治水土流失
,

加强对开发建设项 目的水土保持管

理
,

控制人为水土流失
。

( 2) 以小流域为单元
,

科学规

划
,

实行山水 田林路综合治理
。

( 3) 治理与开发利用

相结合
,

实现生态效益
、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

( 4) 优化配置水资源
,

合理安排生态用水
,

处理好生

产
、

生活和生态用水关系
。

( 5) 重视理论与实践
、

科技

与生产相结合
,

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先导作用
,

提高

治理的水平和效益
。

( 6) 建立政府行为和市场经济相

结合的运行机制
,

建立多元化
、

多渠道
、

多层次的水土

保持投人机制
,

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治理水土流失的

局面
。

( 7) 广泛宣传
,

提高全民水保意识
。

2
.

2 美国水土保持工作的主要成就

美国土壤保持工作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
,

而大

规模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则是从 1 9 3 5 年开始
。

通

过立法案
、

建机构
、

拨专款
、

抓科研
、

搞示范
、

大宣传等

举措
,

把水土保持作 为发展农业生产
、

保护生态平衡

的重要内容
。

( l) 政府重视
,

强化组织管理
。

美 国总统罗斯福

1 9 3 5 年 给各州长写信指 出
: “

破坏 自己 的土壤 的国

家
,

最终必然要毁掉 自己
” 。

同年
,

国会通过水保法案
,

规定农业部设水土保持局 (后改为 自然资源保护局 )
,

其主要任务如下
:

①水土资源保护 ;②自然资源调查 ;

③农村社镇的保护和开发
。

在水土保持局下设州
、

地

区和现场办公室 3 级机构 ( 目前共有 15 0 00 多人 )
、

建立了 3 0 00 多个水保协作区和水土保持示范区
。

在

水土保持组织机构上
,

采取以 自上而下的政府专业机

构和 自下而上的群众性水保协会相配合的办法
,

加强

对水土保持 的组织领导
。

( 2) 重视立法
,

依法治理水土流失
。

① 1 9 4 4 年
,

《洪水控制法 》 ( P L 78 一53 4 号法令 )开始实行
。

要求选

择 一 些 典 型 地 区 实 施 授 权 流 域 ( A ut h or iez d

w at er hs ed )综合治理
。

流域面积数千 k m
Z ,

包括若干条

小流域在内
,

进行防洪
、

供水
、

灌溉
、

排水
、

土壤侵蚀控

制
、

水产
、

旅游娱乐等多 目标开发
。

全国有 n 个授权

流域
。

② 1 9 5 4 年
,

通过《流域保护和洪水防治法 》
,

授

权农业部实施示范流域 ( P i lo t w a t e r s h e d ) 综合治理
。

治理资金采取分摊 的办法
:

防洪工程 由国家拨款
; 田

间水保措施
,

由政府补助土地所有者实施
; 工程 占地

费用 由州政府支付
。

全美有 44 个示范流域
。

③根据

《流域保护和洪水防治法 》
,

1 9 5 5 年
,

实施小流域综合

治理项 目 ( S m a ll w a t e r s h e d p r o g r a m )
,

包括洪水控制
、

流域资源保护
、

农业用水管理
、

休养旅游
、

城市和工业

用水以及发展渔业和野生动物资源
。

这类项 目的小流

域面积一般不超过 l o 0 0 k m
2 。

目前 已 累计完成 5 00

多条小流域的综合治理
。

美 国水 土保持的主要做法

有
:

( 1) 实施水 土保持耕作法 (免耕法
、

少耕法
、

秸秆

覆盖法等 ) ; ( 2) 采用耕作措施
、

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

结合
,

并将综合治理和生态平衡相结合
; ( 3) 注重水

保效益与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相结合
。

3 关于中美水土保持科技合作

进人 21 世纪
,

中国水土保持 工作面临着严峻的

挑战
。

( 1) 水土流失防治任务仍十分艰巨
,

全国有近

2
.

00 X 1 0 6
k m

“
的水土流失面积需要治理

。

(2 ) 水土

流失严重
、

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

有效控制
,

西部大开发 以及人 口增长将对生态环境构

成很大的压力 l[]
。

因此极有必要借鉴美国在水土保持

方面的经验和技术
,

提高我国水土流失治理水平
。

近十多年来
,

中美在水土保持与环境保护领域的

合作不断扩大
,

并取得 了丰硕 的成果
。

2 0 0 2 年 5 月
,

在美 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局 ( U S D A一 A R S )
、

国家科学

基金委 ( N S F )
,

美国内政部地质勘探局 ( U S G )S 及有

关大学和中国科技部
、

科学院
、

农业部
、

教育部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中国科学

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的积极参与下
,

于 2 0 0 2 年

在 陕西杨凌成立
“

中美水土保持与环境保护研究 中

心
” 。

该 中心为中美科学家在生态环境保护
、

水土保持

理论和应用等方面的合作提供了平 台
。

(下转第 7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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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核素复合示踪定量研究坡面侵蚀过程「D 〕
.

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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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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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中美水土保持科技合作领域如下
。

( l) 土壤侵蚀过程及其环境影响评价
。

定量研究

风蚀
、

水蚀
、

重力侵蚀过程
,

评价这些过 程对地形稳

定
、

水资源数量和质量
、

农业和环境的影响
。

( 2) 流域生态系统恢复和管理
。

包括①流域生态

过 程 (物理
、

化学和生 物过程对流域生态 系统 的作

用 ) ; ②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指标确定及评价方

法 ) ;③确定流域生态系统对治理保持措施 和气候变

化的敏感性
。

( 3) 气候变化一植 物响应一侵蚀过程一环境质

量演变的藕合关系
。

植物生长对全球气候变化下的响

应
,

气候和植物变化对土壤侵蚀过程的影响及其与环

境质量演变的藕合关系
。

( 4) 不同尺度水土流失预测预报
。

美国水土流失

的预测预报研究代表 了世界上的最高水平
。

借鉴美国

的成功经验
,

开发研制适用于复杂地形区的不同尺度

水土流失预测预报模型是 中美水土保持界共同面临

的重大议题
。

( 5) 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 的环境效应评价
。

大规模进行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会带来一系列

的生态环境效应问题
,

特别是大规模治理后会不会引

起新的生态环境问题
,

区域生态环境的变化趋势等是

目前迫切需要开展的重要课题
。

美国在这方面的成功

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

本文多次引用 了水利部陈雷副部长在第 12 届 国

际水保 大会上的主题发言报告
。

在此表示感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