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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国特色的水土保持科学体系浅述

夏 卫 兵

(江西省德安县水电局 )

提 要

由于各国的自然条件不 同
,

社会经济状况 也不一样
,

水土保持科学体系的形成过程也就

各有差异
,

并各有其研究的侧重点
。

新中国水土保持科学体系的特色
,

具有较完整的体系
,

研究对象涉及的范围广
,
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

,

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系统学方法
、

遥感技

术和电子计算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武装我国的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和推广机构
,

还应用社会经

济学
、

人口学和商品学等
,

开展水土保持规划
、

实施 和效益分析
。

水土保持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
,

人类活动范围的扩

大
,

逐步加剧 了土壤侵蚀的发展速度
,

引起了水土流失的加剧
。

人类不得不 同水土流失作斗争
。

在人类长期同水土流失作斗争
、

发展农业生产的过程中
,

不断积累 同水土流失作斗争的知识
,

逐

渐形成了水土保持科学
。

儿十年来
, 我国对于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和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方针

、

重

点
,

曾展开过热烈的讨论
。

但时至今 日
,

对水土保持科学体系的内涵
,

仍未得出统一的和明确的

结论
。

本文试图从本世纪 以来水土保持科学体系 的形成
、

发展过程及研究内容的角度
,

探讨具有

中国特色的水土保持科学体系的特点与 内涵
。

一
、

国外水土保持科学体系的演变过程与研究内容

尽管人类历史上朴素而自发的水土保持实践
,

可 以追溯到数千年前
,

但就自觉的社会化活动

而言
,
水土保持的发展还是本世纪内的事

;
作为实践间题的理论概括并形成知识体系无疑是更晚

的事
。

由于各国的自然条件不同
,

社会经济状况也不一样
,

水土保持科学体系的形成过程也就各

有差异
,

并各有其研究的侧重点
。

美国是世界上开展水土保持工作较早的国家
,

该国的水土保持科学体系属土壤保持范畴
,

其

核心是在确保土壤不受侵蚀的情况下最合理地和最有效地利用土地等理论
。

早在 1 9 1 4年
,

美国就

有了农牧区径流量及径流强度的资料积累
。

三十年代开始系统研究
,

在 1 万多个小区年观测资料

的基础上
, 1 9 5 6年提出了土壤流失通用方程式 ( U S L E ) ;

到六十年代
,

又根据多年土 壤 侵 恢

研究资料
,
采用现代技术建立起侵蚀数学模型

,

并建立了土壤侵蚀与土壤生产力关系 计 算 模 式

( E P I C )
。

当前
,

美国水土保持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
: 1

、

扩大
“
土壤流失通用方程式

”
的适

用领域
,

并对它进行修订和评价 , 2
、

在土壤侵蚀模型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模型 , 3 、

研究土

壤结构剂
、

化学稳定剂及其控制土壤侵蚀和水管理中的应用 , 4 、

研究制定防止农田
、

城市
、

建

筑工地和采矿侵蚀的新措施 , 5
、

以保护水源为宗旨
,

开展为达到限制水质污染要求规定的土壤

容许侵蚀量的方法的研究等
。





1 9 4。年春
,

林垦组与金陵大学等单位的学者联合成立了林垦设计委员会
,

同年 8 月在成都举行林垦

会的第一次会议上
,

讨论和确认了我国 “ 水土保持
”
这一名词

。

会后
,

黄瑞采等学者从土壤学的

角度出发
,
对映甘黄土的分布

、

特性及其与土壤侵蚀的关系
,

土地利用与水土保持的实施
,
进行

了深入的考察研究
。

此时
,

我国的水土保持科学尚处在初建阶段
,

水土保持工作者主要是综合
、

全面地考察水土流失等自然现象
,
没能从各分支学科去研丸 这样的水土保持理论

,

虽能从整体

观念出发
,

但过于笼统
,

对许多因素缺乏定量的分析
。

1 9 4 1年 1月
,

旧黄委会陇南水土保持实验区在天水成立
,

实验区在租用 的上地上布设农林牧项

目及径流区进行观测试验
。 1 9 4 2年

,

旧农林部又在天水另设水土保持实验区
,

还在平凉
、

兰州建

立了水土保持工作站 , 从 1 9 4 3年起
,

旧农林部设置了西江
、

东江两个水土保持实验区 , 1 9 4 5年抗

战胜利后 , 还在南京和福建的河田设置了水土保持实验区
。

这些实验区的建立
,

取得了一些科研

成果
,
此时

,

我国的水土保持科学进入了分学科定量分析研究阶段
。

这一时期的水上保持工作者

将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划分出许多分支
,

分别从不 同的侧面对其规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

使人

们对水土保持工作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

这一阶段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
。

到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
,

我国的水土保持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 下
,

得到了 蓬 勃 发 展
。

1 9 5 7年 4月
,
全国成立了水土保持委员会 ; 同年 7 月

,

国务院颁发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

工作暂行纲要” ,

并召开了三次全国水土保持会议
,

建立了山西离石
、

辽宁朝阳
、

湖北黄岗
、

广

东小良等一大批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 (所 )
。

此时
,

水土保持科学开始向综合科学发展
,

已被认

为是农学
、

林学
、

畜牧学
、

水利学等学科的综合
,

并且涉及到 自然地理
、

气象
、

土壤等科学
,

被

视为边缘科学
。

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末
,

由于
“
文化大革命

”
等多种原因

,

水土保持机构被撤销
,

水土

保持科技人员被调走
,

水土保持科学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水土保持工作在全国各地又纷纷开展起来
,

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机构得到

恢复和发展
。

八十年代初期
,

水土保持科学针对国土整治中水和土两项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的

需要
,

根据土壤侵蚀的基本概念
,
运用相关学科提供的多种技术手段

,

形成了新的水土保持科学

体系的框架
。

近年来
,

一些新的科学技术
,

如系统科学
、

环境科学
、

生态科学
、

经济科学
、

遥感技术
、

以

微电脑为中心的计算技术等
,

不断向水土保持科学体系中渗透
,

使人们认识到水土保持工作的对

象是一个复杂的 自然一社会
、

经济一生态的大系统
。

水土保持科学研究从综合考察发展到分类研究
,

再发展到综合研究
、

系统研究 ; 水土保持科

学也从边缘科学发展到综合科学
,

进而向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汇流型科学体系演进
。
这样

,

具

有中国特色的水土保持科学体系在经过多次反复之后
,

已逐步形成
。

三
、

我国水土保持科学体系的特色

我国幅员辽阔
,

南临赤道
,

北近北极圈
,

东西横跨五个时区
,

地形 复 杂
,

山地
、

丘陵
、

盆

地
、

高原
、

平原等多种地貌形态并存
。

陆地最低处低于海平面 1 54 米
,

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亦在

境内 , 气候多样
,

东部是典型的湿润性季风气候
,

西北部干早少雨
,

风力强劲
,

西部青藏高原却

属高原气候 , 各种侵蚀类型在我国均有分布
。

我国也是世界上开展水土保持研究工作较早的国家

之一
,
但由于技术落后等因素的限制

,
水土保持科学发展缓慢

。

这种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
,

决定

了我国的水土保持科学体系具有如下特点
:





保持措施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
,

合理利用水土资源
,

调整产业结构的安排
。

5 、

实施与政策
、

法规
。

这即是研究如何 以规划为根据
,

把农业
、

林业
、

牧业
、

水利等有关

部门拧成一股劲
,

分工合作
,

协同作战
,

如何调动各级干部
、

技术人员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

研

究多方调动干部群众治理水土流失积极性的经济政策和其它政策
,

并研究相应的法规
。

6
、

水土保持效益的分析
、

评价与预 测技术
。

这 即是研究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
,

水土保持措

施 的单项效益与综合效益的分析
、

评价和预测手段
。

7
、

其它
。

如研究水土保持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

水土保持 的宣传与教育
,

防治新 的水土流失

对策等
。

四
、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我国水土保持科学

我国的水土保持科学体系虽然具有体系较完整
、

研究范围广
、

研究内容丰富等特点
,

但与国

际水平相 比
,

还有较大的差距
,

许多课题亚待研究
。

我们应该抓住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新技术革命

这一有利时机
,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水土保持科学体系
。

(一 ) 系统科学方法的运用
。

系统科学是当代正在发展和逐步完善的一门新兴科学
,

它是介于

哲学层次与技术科学层次之间的一门阐述系统运动规律 的学科
。

运用系统科学方法
,

可以促进我

国水土保持科学体系的发展
。

1 、

运用整体法
,

有选择地吸收相关科学的精华
,

使水土保持科学体系能包含众多相关科学

的有关内容
,

而又条理清晰
,

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

2
、

运用
“ 黑箱

”
法

,

研究水土流失规律
。

当我们不清楚一个地 区水土 流 失 的机制和规律

时
,

就可 以通过调节降雨 (人工降雨 )
、

植被
、

地形等干扰因素的输入
,

观测土壤流失量的相应

变化等输出响应
,

推断该地区水土流失产生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

进而推知其水土流失的机制和规

律
。

3 、

运用模 拟法
,

建立数学模型
。

如以系统动力学为理论基础运用灰色系统理论
,

进行数学

模拟
,

建立一个小流域或一个地区的社会
、

经济
、

生态
,

人口等的动态仿真模型
。

4
、

运用反馈法
。

通过实验结果等反馈信息
,

扩展水土流失规律的适用范围
;
通过水土保持

政策的实施所反馈 回来的信息
,

调整我们的水土保持政策
。

5 、

运用历时法
,

调整内部结构
。

水土保持科学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
,

其组成要素和周围环

境都在发生变化
。

我们在看到它现在的同时
,

还要进一步研究水土保持科学体系过去的形成和发

展历史
,

预测它的将来 ; 并根据相关科学体系等周围环境的变化
,

不 断调整它的内部结构
,

适应

时代的发展
。

如近两年有人提出 了灾害学
、

太 阳生物学等理论
,

就可 以将这两门理论引入水土保

持科学体系
。

(二 ) 用遥感技术
、

电子计算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武装我国的水土保持 科 学 研 究和推广机

构
,

加速水土保持科学研究的发展
,

改善我国当前科研技术手段还比较落后的状 况
。

我们可 以应

用卫片解译技术编制全国或其它大范围的地质 图
、

地貌图
、

植被图及水土流失现状图
,

应用航片

判读技术研究小流域或其它小范围的水土流失规律
、

水土保持效益
, 开发新的软件

,

应用电算技

术建立土壤侵蚀模型
,

编制水土保持优化规划
,

分析水土保持效益
,

并进行效益预测
。

(三 ) 应用社会经济学
、

人 口学和商品学等发展水土保持规划
、

实施和效益分析等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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