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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低山丘陵区土地资源评价和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以黑龙江省东部红旗流域为例

李立新, 陈英智
(黑龙江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 牡丹江试验站,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摘　要: 在综合调查和实地勘查的基础上, 对东北低山丘陵区有代表性的红旗流域土地资源进行了分析和

评价。根据流域发展和生态建设的要求, 调整了其土地利用结构。确定了该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具体措

施和工程规模, 并计算了其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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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Resource A ssessm en t and So il and W ater Con serva tion in

L ow M oun ta in and H ill Reg ion of Northeastern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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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 n the basis of invest iga t ing syn thet ica lly on the spo t, land resou rces of Hongqi w atershed in the

low moun ta in s and h ills reg ion of no rtheastern Ch ina are analized and assessed acco rd ing to the developm en t

and requ irem en t of eco logica l con struct ion in the w atersheds. T he land u se st ructu re are adju sted. M easu res

and their sca les of eco logica l con struct ion of so il and w ater con servat ion p ro ject are defined, and their bene2
f its are cacu la 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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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东北低山丘陵区土地资源及可供开发的生

物资源较丰富, 但土地生产力及资源利用率低, 经济

增长缓慢, 根本原因是土地利用不合理, 水土流失与

贫困落后互为因果, 恶性循环。红旗流域为低山丘陵

区典型小流域, 对其土地资源进行评价分析, 进而进

行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可为相同类型区土地利用结构

调整、生态建设数量、措施配置提供科学依据, 具有较

大范围的示范作用。

1　基本情况

试验区位于黑龙江省东部, 是松花江 2 级支流海

浪河的降水汇流区, 地处海林市海南乡西南部 6 km

处, 地理坐标东经 128°38′, 北纬 44°33′, 总面积8. 73

km 2, 海拨高程 260～ 450m , 形状为不规则矩形。总地

势南高北低, 地面坡降在 1ö20～ 1ö5 之间, 流域内有

大小侵蚀沟 17 条, 沟壑密度 1. 88 km ökm 2。地面主要

组成物质为第四纪侵蚀剥蚀丘陵亚黏土及碎石。

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冬季干燥寒冷, 夏季

温暖湿润, 春季风大干旱, 蒸发量大, 秋季气候冷凉,

霜早。年平均气温 3. 2 ℃, 年最高气温为 37. 4 ℃, 最

低气温为 - 38. 6 ℃。年平均≥ 10 ℃活动积温

2 512 ℃, 日照时数 2 389 h, 太阳总辐射量为 455 kJ ö

cm 2, 4—9 月份总辐射量为 302 kJ öcm 2。

无霜期 136 d, 大风日数 36. 3 d, 风向以西南风为

主, 年平均风速 4. 0m ös, 年均降雨量为 537 mm , 降

雨年内分布不均, 6—9 月占全年降水量的 70% 以上,

夏季降水集中, 雨强大, 极易造成土壤水蚀。

土壤为暗棕壤、白浆土和少量水稻土。垦植之初,

30 cm。坡耕地黑土层厚度在 50～ 60 cm , 有机质含量

在 6% 左右, 现坡耕地有机质含量在 2%～ 3% ,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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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厚度植被以针阔叶混交林为主, 多为次生林。主要

树种为樟子松、落叶松、白桦、榛柴。草本植被主要有

黄蒿、艾蒿、透骨草等。粮食作物有玉米、大豆、水稻、

谷子、小麦。经济作物有甜菜、亚麻等。

2　 土地资源评价

2. 1　评价等级

根据土地详查资料, 结合实地踏查, 确定与土地

生产力水平、生产条件及土壤侵蚀程度密切相关的 9

项因子 (地貌、地面坡度、侵蚀强度、土层厚度、土壤质

地、有机质含量、砾石含量、pH 值、有无灌溉条件) 作

为土地适宜性评价的依据 (表 1, 2)。

2. 2　评价结果

东北低山丘陵区土地资源评价结果如下: 等级为

É 级地面积 125 hm 2, 占总面积 14. 32% ; Ê 级地

131. 6 hm 2, 占 15. 07% ; Ë 级 地 238. 4 hm 2, 占

27. 31% ; Ì 级地 300. 2 hm 2 占 34. 39% ; Í 级地 77. 8

hm 2, 占8. 91%。

表 1　土地资源评价等级

评价
等级

地　貌
地 面
坡 度

侵蚀强度
土层厚
度öcm

土壤质地
有 机 质
含量ö%

砾石含
量ö%

pH 值
有无灌
溉条件

土　地
适应性

É 平整大块 < 3° 微 度 > 200 轻—中壤 > 4 < 2 6. 5～ 7. 5 有 宜 农
Ê 缓坡大块 3°～ 5° 轻 度 150～ 200 轻—中壤 3～ 4 2～ 5 6. 5～ 7. 5 无 宜农果牧
Ë 缓坡小块 5°～ 8° 中 度 50～ 150 轻—中壤 2～ 3 5～ 15 6. 5～ 7. 5 无 宜农果牧
Ì 陡坡大块 8°～ 15° 强 度 30～ 50 中—重壤 1. 5～ 2 15～ 30 > 7. 5, < 5. 5 无 宜农林牧
Í 急坡破碎 15°～ 25° 极强度 15～ 30 重壤—粗沙 1～ 1. 5 30～ 50 > 7. 5, < 5. 5 无 宜林牧
Î 难利用地 > 25° 极强度 < 15 混合物① < 1 > 50 > 7. 5, < 5. 5 无 改造后利用

　　注: ①重黏土、粗沙、母质。

表 2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结果

各业用地 合 计 农 地 　水保林地 果 园 草 地 荒 地 其它用地

调整前面积 873. 0 577. 0 78. 0 5　 3　 165. 0 45

调整中
各业增
地来源
与减地
去　向

合　计 — — — — — — —
农　地 — — + 56. 7 + 20　 — - 6. 2 —
水保林地 — - 56. 7 — — — - 129. 3 —
果　园 — - 20. 0 — — — - 14. 0 —
草　地 — — — — — — —
荒　地 — + 6. 2 + 129. 3 + 14　 — — —

调整中共增加 + 236. 2 + 6. 2 + 176. 0 + 34　 — — —
调整中共减少 - 236. 2 - 76. 7 — — — - 149. 5 —

调整后面积öhm 2 873. 0 506. 5 264. 0 39　 3　 15. 5 45

　　注: 调整中各业增地来源与减地去向。

3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3. 1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流域土地利用现状: 农地 577 hm 2, 林地 83 hm 2,

荒山 145 hm 2, 沟壑 20 hm 2, 草地 3 hm 2, 其它 45 hm 2。

林地面积较小, 人工林和低价次生林占较大比重, 蓄

水保土能力弱。荒山荒沟面积较大, 水土流失严重。农

地面积偏大, 多为坡耕地, 耕作粗放, 广种薄收, 多年

平均的产量水平较低, 种植结构单一, 顺坡垄作, 裸地

旱作栽培, 生态效益低下, 水土流失严重。

分析流域土地利用及粮食、人口、资源等现状, 从

防灾减灾出发, 以改善流域生态环境, 保持水土、减免

灾害的危害为前提, 充分挖掘土地生产潜力, 合理布

设农、林、牧、副、渔各业生产结构, 以市场为导向, 突

出经济效益, 确定其土地利用方向应是: 调整各业用

地比例结构, 部分坡耕地退耕还林还果, 加大荒山荒

坡治理力度, 适当增加水土保持林和经济林面积。流

域农、林、荒、草、其它用地调整为 506. 5, 303, 15. 5, 3

和 45 hm 2。种植业以粮食生产为主, 适当增加经济作

物比例, 提高单产, 进而实现增加总产; 林业生产遵照

适地适树原则, 大力培育水保防护型速生丰产林和乔

灌混交林, 经济林选择适宜当地的优良品种; 牧业以

圈养为主, 牧养为辅, 走秸杆还田之路。

3. 2　各项治理具体布设

3. 2. 1　坡耕地治理措施　坡耕地治理主要通过各种

结构调整, 陡坡退耕还林, 中低产田改造, 改垄, 修筑

水平和坡式梯田, 梯田梗造林等, 建设基本农田, 治理

侵蚀耕地, 改善农业生态环境。5°～ 8°水土流失较为

严重的坡耕地修建水平梯田, 部分修建坡式梯田。3°

～ 5°易发生断垄冲沟的地块修筑地埂。< 3°坡耕地改

顺坡垄为横坡垄作, 在垄向调整的基础上, 部分顺坡

垄采取垄作区田技术。对部分地形破碎, 难于改造,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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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流失强, 种植效益低的耕地施行退耕还林。上述各

项措施结合深松留茬、增肥改土、间混套作等保土耕

作措施, 共计治理坡耕地 445. 7 hm 2。

3. 2. 2　荒地治理措施　流域现有各类荒地 165

hm 2, 计划治理 149. 5 hm 2, 其中荒沟治理营造防护林

5 hm 2, 选取坡面破碎、土质瘠薄的地块营造乔灌混交

林和水保林, 控制水土流失。选取地势平缓、向阳坡面

栽植水土保持经济林。

3. 2. 3　侵蚀沟治理措施　集中治理沟头前进, 沟岸

扩张, 沟底下切的发展沟及大型骨干沟道。采取林草、

工程措施相结合, 先支毛沟后主干沟, 先上游后下游,

先坡后沟, 沟头、沟底、沟坡兼治, 镶嵌配套, 层层设

防, 连锁控制。 (1) 对发展沟, 沟头修跌水, 沟底建谷

坊, 沟岸削坡造林, 使之形成防护群体。跌水可有效防

止沟头前进, 谷坊可防止沟底下切。(2) 对半稳定沟,

采用一定工程和植物措施治理, 以植物措施为主, 工

程措施为辅。 (3) 对稳定沟, 按群众需要和经济发展

的双重原则, 全面营造经济林、用材林、薪炭林。

3. 3　建设规模及投资概算

3. 3. 1　规模　治理工程面积 648 hm 2, 占水土流失

面积的 86. 63%。修梯田 84 hm 2, 改垄 57 hm 2, 地埂植

物带控制面积 285 hm 2, 营造水保林 189 hm 2, 经济林

33 hm 2 (其中果树台田 20 hm 2 ) , 跌水 9 处, 谷坊 90

座, 鱼鳞坑 3. 0×104 个, 截流沟 2. 1 km。

3. 3. 2　投资概算　经计算, 流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工程投资概算为 8. 39×105 元, 其中工程措施 4. 94×

105 元, 植物措施 2. 68×105 元, 临时工程 7. 60×103

元, 独立费用 4. 42×104 元, 预备费 2. 44×104 元, 治

理面积 648 hm 2, 单位投资 1. 20×105 元ökm 2。

3. 4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效益

3. 4. 1　基础效益　经计算, 该流域各项水保措施全

部生效后年可拦蓄径流总量 9. 52×105 m 3, 拦蓄泥沙

总量 2. 28×104 t (表 3, 4)。

表 3　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基础效益计算

措　施 保水ö定额 保土ö定额 减蚀öt 减流öm 3

梯　田 70% 135 828 85% 2 328

改　垄 60% 79 002 70% 1 301

地埂植物带 70% 460 845 85% 7 897

种　草 40% — 70% —

截流沟 700m 3ökm 14 700 100m 3ökm 210

造　林 60% 261 954 70% 4 313

谷　坊 — — 75tö座 6 750

表 4　水土保持工程各项措施增产参数及增产量表

项　目
梯 田 改 垄

粮食 粮食

地埂植物带

粮食 苕条

植被恢复工程

活立木 枝条 果品 种草

增 产
375

(kgöhm 2)
100. 5

(kgöhm 2)
225

(kgöhm 2)
375

(kgöhm 2)
2. 25

(kgöhm 2)
—

6 000
(kgöhm 2)

1 500
(kgöhm 2)

增产生效时 3öa 2öa 2öa 4öa 5öa 4öa 7öa 2öa

项 目 粮 食 活立木 果 品 枝 条 饲 草 — — —

单 价
0. 80

(元ökg)
400. 00
(元öm 3)

1. 00
(元ökg)

0. 20
(元ökg)

0. 15
(元ökg)

— — —

增 产
11. 78

(104 kg)
3. 71

(104 m 3)
25. 01

(104 kg)
42. 75

(104 kg)
0. 12

(104 m 3)
—

16. 50
(104 kg)

—

3. 4. 2　经济效益　包括坡耕地治理增产粮食, 地埂

增产粮食、苕条, 造林增产木材、果品、燃料等。其增产

数额采用水保科研资料与同类型区调查数据综合分

析确定。经计算, 增产能力为: 粮食 4. 05×105 kg, 活

立木 1. 20×103 m 3, 果品 1. 65×105 kg, 苕条 4. 28×

105 kg。增加经济收入总计 1. 05×106 元。产投比为

1. 25, 投资回收年限为 9 a。

3. 4. 3　生态效益　通过大力推进封禁治理、退耕还

林、营造水土保持林、经济林、工程措施与林草措施相

结合治理侵蚀沟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 至建设期末,

林地面积新增 220 hm 2, 林草覆被率由 9. 80% 提高到

35% , 各项治理措施保水总量达到 9. 52×105 m 3, 保

土总量达 2. 28×104 t。地面小气候明显改善, 提高了

流域减灾御害的能力, 坡耕地水土流失得到治理, 土

壤养分和理化性质得到改善, 控制住了新的人为的水

土流失, 流域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3. 4. 4　社会效益　通过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土地资

源保护与利用相结合, 改善了流域生产条件, 土地利

用结构趋于合理, 土地利用率提高了 17. 1% , 发展了

流域经济。流域的生态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洪涝灾害

大大减轻; 农林副各业得到发展, 体现了水土整治与

资源开发的巨大效益。该流域作为一个农业生态经济

单元和系统, 其结构和功能水平都得到了明显改善,

为实现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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