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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长江流域整体防护林体系的计划

王 永 安

(林业部中南规划设计院 )

提 要

目前
,

长江流域主要灾害有洪水
、

水土流失和泥沙淤积
,

其中水土流失造成地力下

降
,

产量减低
,

航道缩短
,

水库失效
。

建设全流城整体防护林体系
,

是消除和控制这些

危害的根本
。

它们是
:

一
、

上游高山峡谷区水源涵养林体系 , 二
、

中游水土保持林体系 ,

三
、

中下游平原农田林网和护岸林体系
。

这些整体防护林体系建成后
,

长江流域的森林

覆被率可达 20 一 30 %
,

生态系统就会实现良性循环
。

长江是我 国第一大河
,

仅次于密西西比河和尼罗河
,

为世界第三大河
。

长江地处我国腹地
,

从冰山雪岭的青藏高原到波涛滚滚的东海
,

蜿蜒曲折
,

汹涌奔腾 6
,

30 0公

里
,

途经 16 省 (区 ) 市的 6 21 个县和 1 04 个部分县 , 流域面积 1 80 万平方公里
,

占国土面积 1 8
.

8%
。

长江流域地貌复杂
: 山区面积约占1 20 万平方公里

,

占流域面积 66
.

1% , 丘陵 面 积约 39 万平

方公里
,

占2 2
.

2% , 平原面积 18 万平方公里
,

占10 % , 水网湖河 1万平方公里
,

占 0
.

6% , 总面
积中

,

道路
、

农田
、

城镇及其他 2 万平方公里
,

占1
.

1%
。

基本结构是六山二丘一水一分田
。

长江流域是我国重要工农业基地
,

全流域有耕地约 2 ,
466

.

7万公顷
,

占全国农地面积24 一25 %
,

每人平均 0
.

07 公顷 (约 15 人 l 公顷 )
,

水田近 2 , 。00 万公顷
,

是我 国主 要 水田农业区
。

地下资源

也极丰富
,

汞磷钨铅钻锡铜锑分别占全国贮量的 45 一” %
,

其中汞锡锑钨占世界第一二位
。

长江约有水量 1 万亿立方米
,

为黄河的 1 7倍
,

每人平均水量 2 ,

773 立方米
,

为 黄 河的 4倍 ,

每公顷耕地占有水量 4 万立方米
,

为黄河的 9 倍 , 水能资源约 2
.

6 亿千瓦
,

相当全国的 40 %
,

为

黄河 10 倍
,

珠江的 n 倍
。

长江流域森林资源丰富
,

有植物资源 2 ,

67 4属
,

占全国 75 %
;
植物种 1 4 ,

60 0种
,

占全国 5 0
.

3% ,

有林业用地 7 , 7 07 万公顷
,

林地面积 3 ,

600 万公项
,

森林 蓄 积 25
.

8亿 立方米
。

占全国26 %
。

每人

平均山地面积 0
.

53 公顷
,

林地面积 0
.

1公顷
,

每人平均蓄积 0
.

89 立方米
,

现有森林覆被率 2 0
.

3%
。

长江流域农林产品丰富
,

素有
“
鱼米之乡

”
美称

。

粮食产量占全国 37 一40 %
,

稻 谷 占 55 一

58 %
,

棉花占56 一58 %
。

茶叶占70 一75 %
,

水产 占30 一 35 %
,

桑蚕占45 一48 %
。

林产品中
:
木材

产量 l
,

5 00 一 1 , 8 00 万立方米
,

占全国 25 一28 %
,

竹材产量 l 亿根
,

占全国 85 一90 %
,

茶油占全国

50 %
,

桐油占全国 90 %
,

生漆占95 %
。

长江流域在祖国的经济地位举足轻重
。

长江流域由于开发早
,

速度快
,

资源利用已出现不平衡
,

某些资源已开发超过承受能力
,

如

不及时保护
、

调整
,

将越演越烈
,

必将引起整体生态失调 , 如 由于毁林开荒
,

植被破坏
,

导致森



林蓄汁能力下降
,

径流量增大
,

后果是中下游水土流失
,

洪水为害
,

泥沙淤积江河
,

调蓄能力减

溺
,

三大灾害互相影响
,

又互为因果
,

究其根本原因是森林植被破坏
。

历史上长江流域森林覆被率曾达到 3 0
.

1%
,

如上游的四川省境内有 10 条大河
,

35 条支流注入

长江
,

解放以来
,

森林面积减少了 40 %
,

森林覆被率由20 %下降到 12 %
。

嘉陵江是长江最大支流
,

流

域内 90 %的地区裸露
,

又处于暴雨中心
,

土壤侵蚀每年每平方公里已达 1
,

10 。吨
,

每年平均有 1
.

6亿

吨泥沙注入长江
。

长江每年总侵蚀量 24 亿吨中
,

来 自上游的就有 13 亿吨
,

干流年输沙量就达 6
.

4

亿吨
。

其危害有三
:

1
、

洪水灾害
。

水灾是人类生存大敌
,

它直接威胁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

据历史记
一

载
,

长江水灾
:
唐代平均 18 年 1 次

,

宋元代 5 一 6 年 1 次
,

清代 4 年 1 次
,

而三十年代到解放初

19 年间
,

江汉平原有 16 次被淹
。

如 1 9 3 1年长江下游洪水成灾
,

遍及 7 省 2 05 个县
,

淹没农田 33 9
.

3

万公顷
,

受灾面积 15 万平方公里
,

受灾人 口达 2 , 8 00 万人
,

死亡 14
.

5万人 , 又如 19 5 4年洪水最高水

位高出江汉平原 7一 14 米
,

江汉平原一片汪洋
,

虽保住了武汉
,

但淹没农田 3 1 6
.

7万公顷
,

受灾人 口

1 , 9 00 万人
。

解放后虽大力治理
,

水灾频度仍平均 4 年一遇
。
1 9 8 1年四川洪水直接经济损失25 亿元

,

掩没农田 1 17
.

1万 公 顷
,

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20 %
,

冲毁农田 2 万公顷
。

据多年统计
,

因水灾年淹

投农 田每年平均约 33
.

3万公顷
。

2
、

水土流失
。

五十年代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36 万平方公里
,

占流域 面 积 21 %
,

占全国水

土流失面积 25 %
,

全流域年侵蚀量 24 亿吨
。

但近年有关资料统计
,

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达 72 万

平方公里
,

仅四川就达 3 8万平方公里 , 泥石流是水土流失严重阶段
,

五十年代 四川省仅76 个县出

现泥石流
,

七十年代增加到 10 9个县
。

解放后
,

国家治理水土流失到 1 9 8 2年已完成 26 万平方公里
,

只占2 5%左右
。

3
、

泥沙淤积
。

河流含沙量增大
,

是水土流失的直接后果
。

清人赵仁基著 《论江水》中就淡到

长江干流灾害
“
水溢由于沙积

,

沙积由于山垦
” 。

山区毁林开荒是土壤流失
、

肥力下降
、

产量不

高
、

生活贫困等连锁反应的根本
,

形成越穷越垦
,

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
。

水土流失不象洪灾那样

直接
,

故常被人忽视 , 而待赤地千里时
,

为时 已晚
。

长江流域水土流失危害表现也有三
:

一是耕地土壤养分大量流失
,

地力下降
。

如四川有 200 万公顷坡地因植被破坏 每 年流失水量

( 径流 ) 达 33 亿立方米
,

相当于蓄水工程有效水量的 22
.

8%
,

每年冲走肥沃表土 2
.

7亿吨
。

二是泥沙淤积河床航道
。

跟近 20 年比较
,

下游各省因河床淤高致使航道淤塞
,

航程缩短
。

如

彻北省 1 9 6 0年仅长江及主要支流航道长 19
,
3 30 公里

,

到 1 9 7 9年只 7
,

87 9公里 , 湖南省 1 9 6 5年 航 程

1 6 ,

6 0 0公里
,

到 1 9 7 8年仅 1 0 , 7 0 0公里
, 四川省 1 9 5 8年有航 道 2 9 5条

,

航 程 1 9
,
0 0 0公里

,

到 1 9 7 8年

只 1 1 , 2 7 2公里
,

航道减少 1 4 0条
。 、

三是泥沙顺流而下淤积湖底
、

水库
。

如江汉湖群 1 9 4 9年有 1
, 。“ 个

,

调蓄 水 量 41 亿立方米
,

到 1 9 8。年只有 32 6个
,

调蓄水量只 3 亿立方米
。

泥沙入水库首先在有效库 容 淤积
,

如丹江水库原

库容 16 0
.

5亿立方米
,

每年平均淤沙 l
`
5亿立方米

,

到 1 9 7 9年已淤沙 8
.

18 亿立方米
,
占库容 19 % ,

又如洞庭湖
,

每年由长江
“
四 口 ”

入沙 1
.

6亿吨
,

加 上 湘资沉澄四水入沙
,

使湖底每年平均淤高

2 厘米以上
,

洞庭湖水面 1 8 2 5年为 6 , 2 70 平方 公 里
,

到 1 9 7 8年只 2 , 1 33 平方公里了
。

森林植被建设是控制和消除长江三大危害的治本措施
。

3 4



长江流域治理是个统一整体
,

应在统一规划
、

全面发展
、

部门分工
、

分期进行的原则下
,

近远

期结合
,

支干流结合
,

上下游结合
,

治理利用结合
,

治标治本结合
,

因此
,

在总体规划中把植被

建设列为长远工程和环境建设的重点
。

而在植被建设中
,

近期重点是防护林体系建设
,

而防护林

的建设应当因害设防
,

各自形成体系
,

全流域构成总体系
,

发挥整体功能
,

才能有效
。

保护和恢复森林植被
,

是治理长江的根本大计
。

在长江综合治理中
,

森林虽不能完全代替水

利工程
,

但只有在一定森林覆被下
,

才能使水利工程 安 全
、

延 年
、

高 效
,

因之
,

治山 (植被建

设 ) 是治水之本
。

根据长江三大危害的成因和现象
,

长江整体防护林体系下应根据各河段 主 要 危 害源
,

分别

建设二级防护林子系统
:

一
、

上游商山峡谷区水源涵养林体系
。

长江上游高山峡谷区
,

系指金沙江 (雷坡以上 )
、

大

渡河 (石棉以上 )
、

眠江 (龙溪 以上 )
、

白龙江 (武都以上 ) 地区
。

(不包括甘孜以上的源头荒

摸区 )
,

总面积 3
, 8 66

.

7万公顷
,

占流域面积 23
.

6%
。

这个地区处 在 青藏高原东缘
,

地势高耸
,

河

流深切
,

山高谷深
,

山体高差 2 , 0 00 米以上
,

切割成 深 谷
,

江窄水急
,

森林虽多
,

不易采运
。

由

千百年森林作用形成的土壤
,

因山高坡陡
,

土层薄
,

植被一经破坏
,

水土直泻而下
,

不需几年就

冲蚀成石 山
,

侵蚀模数高达 6 ,

50 0吨 /平方公里
。

本区保存有原始林
,

覆被率达 2 1
.

9%
,

林地面积

86 6
.

7万公里
,

立木 蓄 积 1 3
.

5亿立方米
,

占长江流域森林蓄积 50 %
。

千百年来
,

长江依此森林涵

蓄水源
,

据估测
,

原有森林覆被率达 50 %
,

涵蓄水原 4 ,

0 00 亿立方米
,

占总水量的 40 %
,

才 使 长

江山青水秀
,

水量平稳
,

真正哺育沿江 3 亿多人民
,

誉之为天府之国
。

30 多年来
,

这里森林由外向里伸延采伐
,

设立 20 多个森工局
,

年伐资源 1 , 5 00 一 2 ,

00 。万立方米
,

而森林因以成熟林和过熟林为主
,

生长量仅 60 。一 70 0万立方米
,

年净损失 80 0一 1
,

30 0万立方米
。

加之更新困难
,

人烟稀少
,

造林量少
,

川西森林覆被率已下降9
.

9%
,

滇西下降了 16 %
,

大 片林

地沦为杂草灌木山
,

涵水能力大减
。

如眠江 流 域三十年代时有原始林 6
.

5万公顷
,

现在仅恢复只

4 万公顷
。

保持长江水量稳定的根本
,

是保护和恢复森林
: 1

、

限制采伐量
。

川西和滇西北采伐量控制

在 80 0万立方米以下 ; 2
、

采伐地限制在坡度 2 50 以下
,

并及时更新 , 3
、

禁止大串坡集材 , 4 、

坡度 3 0
“

以上的开荒地要停耕还林约 40 一 53 万公顷 ; 5 、

普遍封 山 育林
。

同时建设水源涵养林体

系
: 1

、

将坡度 35
“

以上划为禁伐的水源涵养林 区 ; 2
、

大支流上游
,

二级支流源头 划为 水 源

林
,

已有采伐的立即停止 , 3
、

干流
,

大支流坡面划为护岸林
,

现有无林地限期更新
。

整个地区

计划封山和营造水源涵养林 53 3一 6 6 6
.

7万公顷
,

使森林覆被率达到 35 一40 %
。

二
、

中游水土保持林体系
。

这个体系包括四川盆地周 围山地
、

乌江流域和秦 巴 山 地 等
,

总

面积 5
,

8 6 6
.

7公顷
,

占流域面积 3 6
.

3%
。

由于本区人 口多
,

开发早
,

强 度 大
,

森林植 被 破 坏 严

重
,

多为经济林
。

由于少数民族山垦习惯
,

毁林开荒
,

加之大部地区为石灰岩
、

花岗岩和紫色土
,

保水能力极差
,

地形复杂
,

褶皱密集
,

气候随地貌形态明显变化
,

形成树种多
,

馄交杂乱
,

农林

用地交错
,

林块不大
,

更降低了蓄水保土功能
。

川北又是长江流域最大暴雨中心
,

本区形成长江
、

流域水土流失最严重地区
,

长江泥沙 60 一 70 %来自这里
。

本区现有林地面积 1 , 2 00 万公顷
,

立木蓄积 7
.

6亿立方米
,

森林面积 不 少
,

但 林 块小
,

分布

零散
,

林相不整齐
,

林分质量差
,

多为经济林
,

约占28 %
,

灌木林占17
.

7%
,

疏残林占 41 %
。

这些

林地面积的蓄水能力
,

比相同的原始林低 40 一50 %
。

因之本区重点建设
,

应 以恢复水土保持为主

的防护林体系
。



根据现有侵蚀强度
,

尽快在下列地区营建防护林
:

第一类强度侵蚀区
,

包括
: 1 、

滇北昭通地区
,

黔西威宁
、

毕节地区
,

黔北乌江流域 , 2 、

四川紫色土丘陵区和川中
、

川东背斜山区
,

眠沱嘉乌等四水下游 , 3 、

秦巴山地 , 4
、

湘赣 红 土

丘陵区
。

第二类中度侵蚀区
,

包括
: l

、

川西山地的眠江右岸
,

青衣江
、

大渡河下游
,

安宁河和大凉

山区 , 2
、

湘西山地 (澄水流域 ) ; 3
、

川黔鄂山地 (涪陵
、

铜仁 和 恩 施 地区 ) , 4
、

鄂西北

山地的武当山
、

大洪山和荆山山地
。

上述地区的干支流上游建设 (区划 ) 水源涵养林
,

川 中紫色土区及干流沿岸建设水土保持林
,

共 3 33 一 5 33 万公顷
,

其中
: 1 、

秦巴
、

鄂西 (神农架 ) 和川东现有采伐应停止
,

逐步转向以经营

为主 , 2
、

少数民族习惯山垦的山区是水土流失重要根源
,

坡度 25
。

以上的坡地应停耕 还 林
,

约

10 0一 13 3万公顷 , 3 、

经济林 (如油桐 ) 必要垦复 时 应建保土山埂
,

逐步推广建立经济林 基 本
山 , 4 ,

江河上游及二级支流全部沿岸划为禁伐保土区
,

流域内实行全面封山育林
,

实行小流域

承包综合治理
,

限期不流混水 , 5
、

川中紫色土区早地坡地逐步退耕还林还果
,

或建立小竹园
、

专用薪炭林等自给林业
。

三
、

中下游平原农田林网和护岸林体系
。

中下游平原系指宜昌 以下至长江 口
,

南北夹于淮附

山地江南丘陵之间的沿江平原水网区
,

总面积 1 , 53 3
.

3万公顷
,

占流域面积 9
.

5%
,

是南方最大平原
,

丘陵岗地多处边缘
,

是我 国主要水田农业区
。

现有林地面积 133
.

3万公项
,

立木蓄积 1
,

50 0万立方米
,

覆被率 8
.

2%
,

用材林只 34 %
,

主要是小片人工林
、

四旁树最多
,

约 10 亿株
,

折合蓄积 750 万立方

米
,

约占立木蓄积的一半 , 其次是农田防护林
、

薪炭林等
。

l
、

农田防护林建设
: 1

、

在原有四旁树和农田林片基础上
,

在不占水田
,

不过多荫地原则下填

平补齐
,

利用干道
、

田路尽快形成区域林网 (片 )
,

以发挥整体效益 , 2 、

大片水田周围
,

利用

田埂
、

田路建立单行林带以保护水田农业环境 , 3
、

丘陵岗地在现有林基础上尽快绿化
,

以经济

林
、

薪炭林为主 , 4
、

村舍周 围发展庭院林业
,

培育小竹园
、

小果园
、

小茶园
、

小花园
,

既可改

善环境又可增加收入
。

上述各地段共建设农田林网 5 3
.

3一 66
.

7万公顷
。

2 、

沿江水网湖泊护岸林
、

防浪林
。

在原有林带
、

林网基础上
,

形成各自小体系 , 沿江土岸

建设围堤
,

防冲蚀的河岸防浪林
,

湖泊堤坑坡面建设护坡林
,

同时种草和灌木可作林下牧地
。

沙
洲

、

水渍地建设林块速生树种
,

如杨树可浸水 40 天
,

沙洲上栽杨树
,

林下栽灌木
,

洲土围坑养龟
、

才鱼等
,

形成林渔立体林业 (如湖南汉寿 )
。

这类防护林共建约 53
.

3万公 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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