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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川流域土壤侵蚀退化及其防治

王恒俊 谢永生 张淑光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提 要

本文根据调查资料统计
,

对黄土高原东部有典型性
、

代表性的皇甫川流域的土城侵蚀的

严重退化
,

进行了全面论述
。

文中指出
,

由于严重的水土流失和风蚀沙化
,

350 年后 土 镶资

浑将翻临枯竭
。

拯救和保护上集资源刻不容缓
。

通过土维资源的适宜性评价与土城利用现状

比较
,

指 出土城资源利用不合理是导致土城侵蚀退化的根本原因
。

最后指出了以生态学观点

为指导
,

防治土坡侵蚀退化为 目的
,

建立自给和半自给型的农业
,

保护型的林业
,

商品性的

牧业为总方针
,

进行高效生态农业的土坡改 良
、

利用和保护的途径与措施
,

为黄土高原地区

制定国土整治规划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

皇甫川流域位于鄂尔多斯高原的东南部
,

系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漠向秦晋黄土高原 的过渡

地带
。

总面积 3
,

27 1平方公里
,

分别包括内蒙古准格尔旗和陕西府谷县面积的 1邝和 1邝
.

5
。

它不仅

是这两个县 (旗 )发展生产的重要地区
,

也是未来神府煤炭能源基地建设的主要粮菜果基地之一
。

全流域可细分为黄土丘陵沟壑区
、

沙盖黄土丘陵沟壑区
,

石质丘陇沟壑区和河谷阶地 4 个地貌类

型
。

地质地貌复杂多样
,

在整个黄土高原地 区也具有广泛的代表意义
。

该区属暖温带半干早季风气候
,

四季分明
,

冬春干寒多风
,

年平均 大风 日数 2 8
.

5天
,

最 多

5 。天
。

大风平均风速 为 19 米 /秒
,

最 大风 速 24 米 /秒
,

土壤风蚀沙化严重
。

夏秋热湿多雨
,

雨 t

集中且多基雨
。

全年降水量 3 50 一 5 00 毫米
,

70 一 75 % 的降水集中在 7 一 9 月
。

府谷雷暴 日数全年

平均为 37
.

8天
,

加之植被稀少
,
地形破碎

,

土质松散
,

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

年输沙量为 3
.

6亿吨
,

侵蚀模数 为 1
.

91 万吨 /平方 公里
,

居黄河中游各重点支流之首
,

是黄河下游粗沙来源的主要支流

之一
。

土壤侵蚀退化是该区最突出的间题
。

研究其土壤退化状况及保护途径
,

不仅对该区
,

而且

可为整个黄土高原地区制订国土整治规划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
。

一
、

皇甫川流域土壤退化形式及其状况

土城退化是土壤生态环境恶化
,

引起土壤属性恶化的过程
,

皇甫川流域土壤退化主要是由于凉

夺式的土壤经营
,

使风蚀和水蚀加剧引起的
。

存在风蚀沙化和水土流失的土壤面积约占90 %以上
,

严重退化的面积约达 60 %
。

其主要退化形式与状况为
:

(一 ) 岩性化
。

原来广泛分布的地带性土壤黑笋土
、

栗钙土
,

由于强烈的水蚀
、

风 蚀
、

沙

盖现已残存不多
,

代之 以各种岩性土壤
。

全区共有黄绵土
、

红粘土
、

粗骨土 (披沙石 土 )
、

风沙

土
、

冲积土
、

黑庐土
、

某钙土
、

潮土
、

草甸土
、

紫色土
、

盐土等 n 个种类
,

其中岩性土城 (黄绵

土
、

红粘土
、

粗骨土
、

紫色土
、

风沙土
、

冲积土 ) 占总土城面积的 95 % 以上
。



(二 )沙石化
。

该区曾广泛分布的黄土覆盖层
,

因严重侵蚀现已残存不多
,

大部分地区成为

黄土戴帽的土石丘陵
。

有些地区 (如纳林川西侧的大面积
,

皇甫川与黄河交汇处的三角地带以及

沿河两侧 )
,

已成为黄土稀少 的石质丘陵
,

下伏紫色沙页岩广泛出露
,

形成利用价值不高的紫色

粗骨土 (群众称披沙石 )
,

可谓赤地千里
,

寸草难生
。

紫色粗骨土的面积约占全区的 40 一 50 %
。

纳林

川以东地 区
,

绵沙土遭受强烈风蚀
,

下伏河湖相沉积物出露
,

就地起沙 , 加之其北和西北缘受毛乌

素沙漠和库布齐沙漠的直接南侵
,

形成了大片的沙化土壤
。

风蚀沙化面积约占土集总面积的 10 %

左右
,

目前沙化面积在继续扩大
。

据调查统计
,

辖皇甫川流域 6 / 7 面 积 的伊克 昭 盟
,

沙 摸 化

面积平均每年增加 10 万公顷左右
,

若不及时防治
,

百年后
,

皇甫川流域面积 95 % 的土壤将会沙石

化
。

(三 ) 浅碗化
。

水土流失不仅使完整的黑沪土平地演变成支离破碎的黄绵土坡地
,

且使黄土

层逐渐减薄
。

全流域目前尚存的黄土覆盖层
,

厚度多为 5 米上下
,

薄者数十厘米
。

按当前侵蚀模

数1
.

91 万吨 /平方公里计算
,

35 0年后全部黄土将流失殆尽
,

土地资源生产潜力将濒临枯竭
。

控制水

土流失
,

拯救和保护土坡资源刻不容缓
。

(四 ) 贫 . 化
。

由于严重的土坡侵蚀
,

加之长期掠夺式经营
,

只用不养
,

或重用轻养
,

土壤

理化性质恶化
,

结构变坏
。

全流域 70 一 80 % 的耕地为结构不 良的沙砾土和沙壤土
,

保水
、

保肥性

能差
,

养分缺乏
,

土城 日趋贫痔化
。

按土属统计
,

该流域小面积 的壤质石灰性冲积土
、

普通黑坊土
、

锈黑坊土
,

有机质可达 1 %左右
,

全氮。
.

05 3 % 以上
,

碱解氮> 30
.

7p p m
,

速效磷一般> 5
.

O p p m
,

每公顷产量可达 2
.

2 5一 3
.

75 吨
,

可属中等肥力水平
。

其余大面积分布的耕侵绵沙土
、

侵蚀绵沙土
、

萦色粗骨土以及淡黑护土
、

淡栗钙土
、

淡潮土
、

固定风沙土
,

有机质含量 0
.

4一 0
.

69 %
,

全氮 0
.

02 7

一 0
.

0 43 %
,

碱解氮 18
.

7一 35
.

2 p p m
,

速效磷 2
.

0一 4
.

s p p m
,

属低肥力水 平 ; 而 风沙土和半固

定风沙土有机质 < 。
.

3%
,

全氮 < 。
.

0 1 2 5% ,
碱解氮 < 20 p p m

,

速效 磷 < 3
.

l p p m
,

属极低肥力

水平 (见表 1 )
。

防治土壤侵蚀
,

科学 的经营管理土壤
,

恢复土壤肥力
,

是皇甫川流域发展生产

的当务之急
。

衰 l 之甫川旅城主共土城粉层并分 t , 衰 (姗土幼 . 奋资料 )

土 坡 名 称
有机质

(% )

全 氮
( % )

碱解扭
( p p m )

速效碑
( p p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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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固定风沙土

固定风沙土

耕种绵沙土

侵蚀纬沙土

城质石灰性冲积土

淡黑沪土

普通黑沪土

淡果钙土

萦色粗骨土

镶质淡溯土

诱黑沪土

耕怪绷沙土

0
。

2 2 8 8

0
。

2 9 1 1

0
。

5 9 04

0
。

6 2 2 6

0
。

6 4 9 2

1
。

0 9 7 6

O
。

4 9 1 1

0
。

9 8 1 4

O
。

4 8 0 0

0
。

40 4 6

0
。

6 8 9 )

1
。

6 2 8 8

0
。

4 0 0 4

0
。

0 0 6 8

0
。

0 1 2 5

0
。

0 2 7 7

0
。

0 4 2 8

0
。

0 32 2

0
。

0 7 1 6

0
。

0 3 6 4

0
。

0砧 4

0
。

0 3 5

`

O
。

0 3 1 3

0
。

0 3弓8

0
。

0夕2 8

0
。

0 1 9 6

3 0
。

4 7

2 5
。

1 0

6 4
。

9 0

2 8
。

9 0



二
、

不合理利用土地是加剧土壤侵蚀退化的根本原因

皇甫川流域属于半干早草 原黑沪土地带
。

据府谷县志等有关资料记载
,

皇甫川流域曾有过较温

暖而湿润的气候环境
,

有过茂密的草被和森林为主的生态环境
。

该流域原为蒙古族游牧区
,

直到

明末仍以牧为主
,

水草丰茂
,

地形比较完整
,

油松
、

侧柏等森林植被处处可见
。

按照全流域土壤资源适宜性和其它自然条件特点
,

建设 自给和半自给性农业
,

保护性的林业和

商品性的牧业
,

是符合经济规律和生态要求的
。

长期以来
,

由于违背这些规律
,

不能 因土制宜
,

·

合理利用土地
,

盲目毁林致草
,

扩大耕地
,

造成严 重恶果
。

自清康熙年代 ( 1 6 6 2年 ) 开始
,

开荒

渐渐盛行 , 清末汉租蒙地
,

大肆开垦 , 解放后片面强调
“ 以粮为纲

” ,

倒山种植
,

广种薄牧
,

单

一粮食经营突出
,

大片不宜农的土地被开垦
。

尤其是皇甫川中下游
,

农业生产主要在沟缘线以上

的梁弗坡地上进行
,

沟缘线以下的沟坡地
,

除土石坡外
,

也多被开垦种植
。

山坡地占农耕地的 90 %

左右
,

其中陡坡和极陡坡地占30 %多
。

滥垦的结果
,

直接破坏了植被
,

草场稀少
,

引起滥牧 “ 并发症
” ,

严 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
,

造成强烈的土城侵蚀
。

农林牧比例失调
,

土城生产力不能充分发挥
,

曾经是
.

“ 沃野千里 ” 的丰美

草原
,

逐渐演变成沟壑纵横
,

植被稀少
,

土层浅薄
,

基岩广泛出露
,

水蚀
、

风蚀 剧 烈
,

沙 漠 南

侵
,

土城严重退化
,

生产落后的不 良状况
。

现以皇甫川下游黄土丘陵区的皇甫乡
,

中游土石丘陵区的古城乡及上游石质丘陵区和沙盖黄

土丘陵 区的纳林乡为例
,

按皇甫川流域上壤资源对农林牧生产的适宜性评价分级方案 ( 表 2 )
,

对

衰 2 血甫川流城主共土城适宜性俘价分级方寮

等 级 主 要 土 族 特 征 说 明

最宜农 上中川地的黑沪土
土层深厚

,

较肥沃
,

灌溉条件好
,

基本 无限制 因素
。

宜 农
主要有下川地

、

沟台地上的冲
积土

、

潮土
、

淡黑沪土等
。

灌溉条件差
,

通常情况下有一定

限制因素 (如短期干早等 )
。

次宜农
主要有 沙 盖 黑 沪土

、

栗 钙
土

,

沟坝地上的冲积土
、

绵沙
土等

。

有一定限制因素
,

较干早
,

无灌
溉

, _

有一定沙化
,

质地粗
,

或有洪
水威胁

,

描要改良
。

临界宜农
轻度侵蚀绵沙土

、

沙质冲积土
、

盐化潮土等
。

土城质地较差
,

水土流失严重
,

有
盐碱危害

,

易干早
,

存在较大限制
因素

,

改良比较困难
。

宜林宜牧
包括强度侵蚀绵沙土

、

硬红土
、

红胶土等
。

土层薄
,

肥力低
,

干早严重
,

坡
度陡

,

土城侵蚀严重
,

改 良困难
。

次宜林宜牧 固定风沙土
、

沙盖绵沙土等
。

临界宜林宜收 有半固定风沙土
、

紫色粗骨土
。

风蚀水蚀强烈
,

土搜沙化严重
,

干早
,

改良利用困难
。

沙危害严重
,

质地粗
,

水土流

严重
,

土层薄
,

干早
,

植物不昌
立足

。

改良利用很困难
。

难利用地 石崖
、

石坡
、

土崖和流动风沙土
。

暂不能利用或非常难利用
。



皇甫川流域土族资源利用的不合理性进行分析探讨
。

根据调查
,

该区每人平均基本农田一般为。
.

0 23 一。
.

03 公顷
,

目前基本农田每公顷产盘 可 达 3

一 3
.

75 吨
,

一般农田每公顷仅产75 。一 1
,

12 5公斤
。

按 3 乡现消
.

每人平均宜农土池 (见表 3 ) 计算
,

除上游纳林乡粮食不能自给外
,

中下游实现粮食自给是完全可能的
。

表 8 班甫川流址上中下游 8 个典组乡土滚适宜性结构表

总人口

乡名 适 宜 程 度
占总土地

( % )

每人平均

(公颐 )

总 土 地
面 积

(公顷 )

1 3
,

5 3 2
。

4 { 8
,

G7 2

汗才口口J任行̀1占,上28
.

…
几UC甘八UOù“O血UOUUOn.冉匕片才行才

.

…
, .舀
6OJ任ùO

, .占j .二户a最宜农一次宜农

临界宜农

宜林收一次宜林收

临界宜林宜牧

难利用土坡及其它占地

最宜农一次宜农

临界宜农

宜林收一次宜林牧

临界宜林宜牧

难利用土坡及其它占地

面 积

( 公顷 )

1
,
4 9 7

。
8

1
,

1 6 5
。

5

1
,
9 9 9

。

8

呀
,

5 4 0
。

8

1
,

3 1 8
。

7

1
,

8 5 5
。

7

1
,
6 1 9

。

3

3
。

9 7 6
。

5

8
。

0 6 0
。

5

2
,

2 7 5
。

6

9
·

7 5
{ o

·
1 5

0
。

2 6

O
。

2 2

0
。

5 5

1
。

1 1

0
。

3 1

1 7
,

78 ,t
。

5 ! 7
,
2 3 8

Odnù左
ó。J八V佳̀,人2

CJ00
. .

…
舀UOd,翻109白

,￡J
,臼J任,l

地一用。.。一
,.。r.j]一农林收一农林收上月一宜宜宜一宜宜宜

皇甫乡
一
城古乡

宜农

宜林

宜收

最宜农一次宜农

临界宜农
·

宜林收一次宜林收

临界宜林宜收

难利用土续及其它占地

5 9 3
。

3

2
,

0 0 5
。

3

2 3
,

6 06

2 3
,
8 6 6

。

7

1 0
一

8 2 8
。

7

0
。

9 7

3
。

2 9

3 8
。

76

3 9
。

1 9

1 7
。

7 8

0
。

0 5

O
。

1 6

1
。

92

1
。

9 4

0
。

8 8

6。
, 。。。

.

。

…
, 2

,

3 1 3

}
!

纳林乡

由于长期以来不能因土制宜
,

滥垦
、

滥伐
、

滥牧
,

破坏植被
,

农林牧比例失调
,

土 坡 利 用

很不合理 (见表 4 )
。

从表 4 可见
,

下游皇甫乡现有耕地 3
,
7 03

.

5公顷
,

占总土地的27
.

39 %
,

每

人孚均 0
.

43 公顷
,

与表 3所列宜农土地每人平均 0
.

31 公顷相比
,

谧垦土地面 积 每 人 平均。
.

12 公

班 盛 血甫川派城上中下游三个典班乡土通利用与产位绝构襄

口度人密
收比林值一利用 产农面积类型

(公顷 )

年产值
4

占总土地…每
人平均

(万元 ) (% ) { (公顷 )

农 林 收

面 积 比

土地利

用 率

(% ) (人 / k m
,

)

乡名

耕地 3
,

70 3
。

5

林地 3 3 7
一

6

草地 6
,

5 3 1
。

7

1 6 4

1 5

4 0

2 7
。

3 9

2
,

5 0

4 8
。

3 1
:{):卜

5 : 。

一 1
7

一…
衍三

_

二
_

土
:{:: 1

。

一…
`

丫梦“ …
,

7 8
。

2

盛甫乡

耕地 4 ,
3 5 0

。

6

林地 1
, 7 70

。

7

草地 9 , 0 1 1
。

3

2 4
。

4 6

9
。

9 5

5 0
。

6 6

8 5
。

0

城古乡

耕地 3
, 4 1 3

。

3

林地 3
,

7 33
。

3

草地 4 2 ,
9 2 4

。

7

1 3 4

4 4
。

5

5
。

6 0

6
。

1 3

7 0
。

4 8

8 2
。

2

纳林乡



项
。

从土集适宜性和自给性农业的需要看
,

不仅滥垦的这部分土地应退耕
,

而且随着单产提高
,

一部分临界宜农土地也应退耕
。

每人平均耕地尚可压缩到 0
.

27 公顷以下
,

每人平均可退耕 0
.

13 公

顷左右
。

林地 3 37
.

6公顷
,

占总土地的 2
.

50 %
,

每人平均 0
.

04 公顷 , 草地 6
,
5 31

.

7公顷
,

占总土地

的 4 8
.

31 %
,

每人平均 0
.

75 公顷
。

农林牧用地面积之 比为 3
.

5 : 0
.

3 : 6
.

2
,

农林牧产值 之 比为7
.

5

: 。
.

7 : 1
.

8
。

耕地面积偏大
,

林地不足
,

牧业产值太低
。

中游的古城乡
,

现有耕地 4
,
3 50

.

6公顷
,

占土地面积的24
.

46 %
,

每人平均。
.

60 公顷
,

而宜农

土地每人平均为 。
.

48 公顷 (见表 3 )
。

从土壤适宜性看
,

每人平均滥垦了。
.

12 公顷
,

需要退耕 ,

从自给性农业和生态观点看
,

一部分临界宜农土壤也应退耕 , 每人平均耕地尚可压缩到 0
.

33 公顷

以下
,

每人平均可退耕 0
.

27 公顷多
。

林地 l
,
7 70

.

7公顷
,

占总土地面积的 9
.

95 % , 草地 9
,

01 1
.

3公

项
,

占总土地面积 的 50
.

“ %
。

农林牧用地面积之 比为 2
.

9 : 1
.

2 : 5
.

9
。

上游纳林乡
,

现有耕地 3
,

41 3
.

3公顷
,

占总土地面积的 5
.

6 %
,

每人平均 0
.

28 公顷 (其中每人

平均基本农田 0
.

02 公顷
,

山坡地 0
.

25 公顷 )
,

宜农土地每人平均只有0
.

21 公顷 (见表 3 )
,

每人

平均滥垦 了 0
.

07 公顷
。

林地 3
,

73 3
.

3公顷
,

占总土地面积的 6
.

13 % , 草地 42
,
9 24

.

7公顷
,

占总 土

地面积的 70
.

48 %
。

农林牧用地面积之比为 0
.

7 : 0
.

8 : 8
.

5
,

农牧产值之比为 3 : 1
。

由于大部分土

族为紫色粗骨土和风沙土
,

气候干燥
,

宜农土壤面积较小
,

其中临界宜农土壤比例又较大
,

尽管

目前粮食自给有困难
,

开垦面积仍属偏大
。

应在建好基本农田
、

提高单产的前提下
,

逐步退耕不

宜农耕地
,

将每人平均耕地由现在的 0
.

28 公顷压缩到 0
.

1 3一 0
.

2公顷为宜
。

要实现粮食自给以及建

设煤田的粮菜果基地
,

必须在建设基本农田和
;

提高单产上狠下功夫
。

综上所述
,

皇甫川流域土壤资源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可具体归纳为下列几点
:

1
、

土坡利用不合理
。

土城利用不合理
,

突出表现在不能因地制宜
,

因土种植和盲目扩大耕地

上
。

从土壤资源的适宜性衡量
,

农垦面积普遍偏大
。

下中上游滥垦率 (不宜农耕地 占总耕地百分比 )

分别为 28
·

2 %
, 2 0

.

1 %和 24
·

0 %
。

若从自给和半自给性农业的需要和生态观点看
,

超垦率 (可退耕

的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比 )
,

下中上游分别高达 39
.

。 %
,

“
.

5 %和 36
.

0 %
。

2
、

农林牧比例失润
。

农林牧比例失调
,

不仅反映在农林牧业用地面积不协调
,

还表现 在 产

值结构极不合理
。

由于滥垦
、

滥伐
、

滥牧
,

耕地面积偏大
,

水土流失加剧
,

林草植被严重破坏
,

面积减少
,

质量退化
。

下中上游林地分别仅 占总土地面积的 25 %
,

9
.

95 % 和 6
.

13 %
,

尤 其 是 上

游
,

大多数为稀疏残败的柠条
、

沙柳
、

沙篙等灌木和半灌木林
,

防风固沙效益不佳 , 草地普遍退

化
,

多为疏草地
,

生态效益差
,

经济效益低
。

年产值纳林乡每公顷仅 10
.

35 元
,

皇 甫 乡 为 6 1
.

50 元

(按现有总草场面积平均计算 )
。

与农业相比
,

牧业更显落后
,

在上游更为突出
。

3
、

土滚利用不充分
。

根据土壤资源质量评价结果 (见表 3 )
,

皇甫川流域下中上游
,

适宜林

收业使用的土壤分别占总土地面积的 70
.

57 %
,

67
.

57 %和 77
.

95 %
,

目前实际林草面积分 别 仅 占

总土地面积的 50
.

81 %
,

60
.

61 %和 76
.

95 %
。

大片的宜林宜牧荒坡和干沟尚未得到充 分 利用
,

可

造林种草的地段尚未种上林草
,

可放牧的草地没有适当利用
,

致使资源浪费
,

不能地尽其利
。

4
、

土滚畏蚀退化严 ,
。

由于掠夺式的利用土城
,

导致土城生态环境恶化
,

风蚀沙化和水土流

失加剧
,

土壤侵蚀退化严重
,

60 % 以上的土壤退化演变成利用价值不高
,

或暂时难以利用的风沙

土
、

紫色粗骨土及土崖
、

石崖
。

农林牧业均较落后
,

牧业尤甚
。

三
、

土壤改良
,

利用和保护途径

(一 ) 以生态学观点为指导
,

防治土旅傻蚀退化为目的
,

自给和半自给性的农业
、

保护性的



林业
、

离品性的收业为总方针
,

趁设离效生态农业
。

使土城资源的开发利用既符合自然规律
,

又

符合经济规律
,
把利用和保护紧密结合起来

。

(二 ) 具休方法与途径
。

1
、

调整农林牧比例
,

建设高效生态农业
。

农林牧比例失调
,

是土地利用不合理 的具体表现
,

也是造成土城侵蚀退化
,

产值不高的原因
。

调整农林牧比例是改变广种薄收和单一经营方式
,

建

设 自给 和 半自给性的农业
,

保护性的林业
,

商品性的牧业基地
,

提高土地利用率
、

生产率和商

品率的根本途径
。

类似于中下游古城乡和皇甫乡的黄土丘陵和土石丘胶区
,

人 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40

一80 人
,

宜农土城相对较充足
,

以粮食自给为原则
,

农林牧比例应调整为 2 : 2 : 6 或 1
.

5 : 2
.

5

: 6 , 类似上游纳林乡的石质丘陵与沙盖土石丘陵区
,

地广人稀
,

人口密度平方公 里 少于 40 人
,

风沙灾害严重
,

土壤 宜 农 性 差
,

农林牧比例应调整为 。
.

5 : 4
.

石 : 5
。

2
、

大抓基本农田建设
,

改变土壤生产条件
,

建设基本农田
,

是防治水土流失
,

实现稳产高产的

根本措施
。

有了足够的基本农田
,

才能在保证粮食自给或半自给的前提下
,

退耕不宜农耕地
。

搞

好蓦本农田
,

是
`
实现调整任务

, “
大力发展林牧

,

促进粮食和多种经营发展
,

逐步过渡到 以林牧为

主
”
的先决条件

。

基本农田
,

每人平均面积应达 0
.

13 公顷以上
,

其具体建设途径
:

( 1 ) 挖掘一切水源
,

扩大

川地灌抓面积
。

皇甫川流域至今灌溉面积不大
,

中下游灌溉面积仅 占 1 / 3
,

上 游更少
。

绝大部

分土镶水分不足
,

受干早威胁 ; 即使有灌溉设施的那部分土地
,

也常因工程质盆差
,

不配套
,

管

护不善
,

效益低
,

而产量不高
。

应在加快现有骨干水利工程配套的同时
,

千方百计引地面水
,

蓄天

上水
,

挖地下水
,

挖掘一切水源
,

扩大灌溉面积
,

实现川地水利化 , ( 2 ) 整治河道
,

保护和扩

大川地土坡
。

皇甫川流盈变化大
,

河床摆动剧烈
。

数千公顷河滩地因洪水影响
,

不能利用
,

一部

分川地受洪水危害
,

不能保收
。

上游 (如纳林
、

准格尔旗等地 ) 河滩积沙被风卷 上 岸
,

掩埋 良

田
,

高阶地多为大平小不平
,

受水土流失和两岸沟谷洪水的长期破坏
,

渐趋破碎
。

这些地区应修

堤筑坝
,

平整土地
,

在沟谷至河道间修排洪渠道
,

营造护岸林等
,

并截弯取直
,

保护河岸
,

固定河

床
,
防风挡沙

,

保护和扩大耕地 , ( 3 )引洪漫淤改 良沙滩地
。

河川地地势平缓
,

水源充足
,

气候

温和
,

交通方便
,

劳力充足
,

是发展农业的理想场所
。

但皇甫川可利用的河滩地中
,

约40 %属于

沙滩
,
土层薄

,

质地粗
,

目前农业利用尚有较大的限制
。

应有计划地通过引洪漫淤
,

逐步改良沙

滩地为良田 , ( 4 ) 没有水利条件的山区乡 (镇 )
,

应大搞以修筑梯田为主的农田基本建设
,

结合

支毛沟打淤地坝
,

引提洪水
,

建造一部分半水利化的沟坝地
。

(三 ) 退耕不宜农坡地
,

合理利用土坟
。

只有因土制宜
,

才能防止土城退化
,

充分发挥土城

的生产潜力
。

退耕不宜农的坡地还林还牧
,

就是按 “ 两个规律” 办事
,

合理利用土壤
。

退耕速度

应因地制宜
,

类似中下游的古城
、

皇甫两乡
,

每人平均耕地。
.

33 公顷以上的乡 (镇 )
,

应立即退

耕部分坡地
,
还林还牧

,

以便集中人力物力
,

加快基本农田建设
,

采取
“
先退后上

”
的步骤 , 象上

游纳林乡
,
每人平均耕地 0

.

33 公顷以下的乡 (镇 )
,

应采取 “ 先上后退
” 的步骤

,

即在建好基本

农田的基础上
,

逐步实行退耕
。

一时不能退耕的坡耕地
,

要尽可能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法
。

同时要

努力推广草田轮作
,

林粮间作
,

修隔坡梯田等过渡形式
,

加快向林牧为主的方向过渡
。

(四 ) 造林种草
,
防风保土

,

发. , 收
。

农林牧三者相互依存
,

相互促进
,

是现代化大农业和

生态农业的基本观点
,

三者之间的最佳结构模式因地而异
。

皇甫川流域地广人稀
,

气候干燥
,

发

展林草既有必要
,

也有可能
。

根据皇甫川流域的土集利用现状
,
中下游应从 退 耕入手

,

重 点 抓

好造林工作
,

同时努力改良和更新现有草场
,

扩大人工种草 ( 以首楷
、

草木择为主 ) 面积
,

封坡



育草
,

逐步将农林牧之比从目前的 3
.

5 : 。
.

3 : 6
.

2和 2
.

9 : 1
.

2 : 5
.

9调整为 2 : 2 : 6 或 1
.

5 : 2
.

5

: 6
。

造林应以乔木为主
,

乔灌结合 ; 以水土保持林为主
,

水土保持林和经济林相结合
。

水上保持

林以柠条
、

红柳等为主
。

果林应在稳定和进一步扩大本地沙果和海红子等种植的同时
,

大力推广苹

果
、

梨
、

枣等
。

上游应从大抓草场改良
,

提高牧业产值入手
,

结合基本农田建设和提高单产
,

逐步

退耕少部分临界宜农耕地
,
扩大和改造林地

,

把农林牧之 比由目前的。
.

7 : 0
.

8 : 8
.

5调整到。
.

:5
4

.

5 : 5
。

造林应以防风固沙林为主
,

以柠条
、

沙柳
、

沙篙等灌木林为主
,

少数地方可营造 杨 柳

林
,

要提倡营造林牧兼用林和林草间套林
,

防风固沙
,

发展牧业
。

为 了加速林草建设
,
必须把种和管很好地结合起来

。

一方面要注意适时适地适种
,

另一方面

要加强管护
,

严禁滥砍
、

滥垦
、

滥牧
,

要轮封轮牧
,

解决林牧矛盾
,

保护幼林不受损坏
,

要建立

草场轮牧制度
,

防止草场退化
。

这方面
,

纳林乡的纳林队
,

沙龙堵乡的沙屹堵队
,

古城乡的罗家

沟生产队
,

前坪和油房坪大队都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

值得推广
。

(五 ) 开展小流城燎合洽理
,

提高水土保持效益
。

大力推广以户承包治理小流 域 的 先 进经

验
,

调动广大群众治山治水治土的积极性
。

加强领 导
,

统一规划
,

综合治理
,

工程
、

生物和农业三大

措施密切结合
,

加快治理速度
,
改变生态环境

,

促进农林牧全面发展
。

(本文是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成果之一
,

参加工作的还有田 积莹
、

王占华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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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a s o n o f 5 0 11 d e g e n e r a t e d b y e r o s i o n 15 t h e u n r e a s o n a b l e u s e o f l a灯d b y e o m
-

p a r i n g p r e s e n t 5 1七u a t i o n o f l a n d u t i l i z a t i o n a n d i t s a d a p七a b i l i t y
.

A七 l a s t
,
i t g i v e s

t h e e f f e e t i v e m e a s u r e s t o u t i l i z e ,
P r o t e e t

, a n d i m P r o v e 5 0 11 u n d e r t h e P o l i c y

t o d e v e l o P s e l f
一 s u f f i e i e n t o r s e m i

一 s e l f
一 s u f f i e i e n t a g r i e u l t u r e ,

P r o t e e t iv e f o r e . t r y
,

a n d e o m m o d i t y o t o e k r a i s i n g a e e o r d i n g t o e e o l o g y id e a
.

I t r r o 、 犷记 。 : 、 e言` l o r

习 e i e n t i f i e b a s i s t o w o r k o u t t h e p l a n o f l a n d r e f o r n 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