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0卷 第 3 期

王9 9 0年 6 月

水土保持通报

B u lle t in o f 8 0 11 a n d W
a te r C o n s e r v a t io n

V o l
.

1 0 N o 。
3

J u n e 。 ,
1 9 9 0

珠江流域的水土流失治理重点和基本对策

张 凤 洲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 )

提 要

本文首先分析了珠江流域水土 流失特点
。

并在总结 多年来流域综合治理工作中经验教训

的基础 上
,

提出了在坚持办好小流域综合治理试点的同时
,

强调积极开展较大面积的重点 区治

理的作用
。

最后建议
:

为 了搞好水土 保持工作
,

应重点解决六个方面 的关键 问题
。

关 健词
:
小 流域 土攘侵 蚀 综合 治理

一
、

珠江流域水土流失概况和特点

珠江 由西江
、

北江
、

东江组成
。

整个流域位于北回归线两侧的亚热带地 区
,

跨 越 滇
、

黔
、

桂
、

粤
、

湘
、

赣六省 (区 )
,

其中二级支流左江的上游在越南境内
。

流域面积 4 5 3 6 9 o k m
“ ,

其

中我国境内4 4 2 lo o k m
Z 。

根据 自然
、

社经状况和水土流失的差异
,

可以把珠江流域分为三个水土流失类型区
,

即上游

云贵高原区
、

中游岩溶区
、

下游丘陵及三角洲平原区
。

上游云贵高原区位于南
、

北盘江流域
。

处于云贵高原的右翼
。

基岩多为砂页岩和灰岩
,

年降

水量 1 1 00 m m 一 1 3 00 m m
。

此间山地多
,

平地少
,

粮食问题较大
,

陡坡种植严重
,

水土流失 以坡

耕地面状流失为主
,

并有崩塌
、

滑坡
、

泥石流等
,

是珠江的主要泥沙来源区
。

中游岩溶 区的两广分界线以上
,

包括广西布流域内的整个区域及云
、

贵两省的小部份
。

基岩

以灰岩为主
,

也有些砂页岩和花岗岩
,

年降水 量 1 4 0 0 m m ~ 1 80 o m m
。

此间以溶蚀为主
,

也有土

壤的面蚀和沟蚀
,

东部一些地方还有崩岗侵蚀
。

总的来看
,

水土流失强度较小
,

但其土层薄
,

经

不起长期的侵蚀
,

侵蚀潜在危险较严重
。

下游丘陵及三角洲平原区主要在广东省境内
,

也包括湖南
、

江西的一小部份
。

基 岩 多 花 岗

岩
,

部分为砂页岩和灰岩
,

年降水量 1 5 00 m m 一 2 Oo o m m
。

水土流失以花岗岩风化壳的崩岗重力

侵蚀为主
,

也有紫红色砂页岩的层状剥蚀
。

根据 1 9 8 6年遥感解译
,

流域内土壤侵蚀面积 5 7 07 2
.

9 1k m
“,

占流域总面积的 12
.

91 %
。

其中

云南 2 3 7 0 6
.

5 5 k m
2 ,

占全流域土壤侵蚀面积的41
.

55 % ; 贵州 18 5 1 6
.

45 k m
2 ,

占 32
.

45 % ; 广 西

9 3 5 z
.

8 9 k m
2 ,

占 1 6
.

3 5 % ; J一东 4 9 6 一 s sk m
Z ,

占 5
.

6 9 % ;
湖南 2 7 5

.

0 6 k m
2 ,

占0
.

4 5 % ; 江 西

2 6 1
.

o s k m
“ ,

占0
.

4 5 %
。

全流域潜在危险程度面积 8 3 9 3 9
.

7 Ik m
2 ,

占流域总面积的 2 5
.

9 9 %
,

比

土壤侵蚀面积大
,

说明潜在危险严重
。

其中云南28 77 8
.

37 k m
“ ,

占全流域潜在危险程度 面 积 的

3 4
.

3 0 % ;
贵州 2 1 6 4 1

.

l o k m
“ ,

占 2 5
.

7 8 % ; J一西 2 7 2 7 1
.

lo k m
“ ,

占3 2
.

4 9 % ; 广东 5 6 5 3
.

3 7 k m
“ ,

占6
.

7 3 % ;
湖南3 2 5

.

6 9 k m
“ ,

占0
.

39 % ; 江西2 6 1
.

o sk m
Z ,

占0
.

3 1%
。

流域内水土流失有下列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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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泥沙输移比小
,

掩盖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由于珠江流域地面侵蚀物质颗粒较黄河中游
-

为粗
,

导致悬移质比重较小
,

推移质和沿程滞留量比重较大
。

珠江流域悬移质输 沙 总 量8 8 7 2万

t
,

而根据遥感调查推算
,

土壤侵蚀总量达 2 2 5 6 8万七 (珠江流域土壤侵蚀总量的推算
,

是 以卫 片

解译的不同侵蚀强度面积乘以各级侵蚀强度模数上
、

下限的中值
,

得出各侵蚀强度级的土壤侵蚀

量
,

累加得出流域土壤侵蚀总量 )
,

泥沙输移 比为 0
.

39
,

远小 于黄河中游的泥 沙输移比 (接近

1 )
。

其中广东的泥沙输移比为 0
.

36
,

广西为 0
.

41
,

花岗岩崩 岗流失 区的小 流域 泥沙输移比

甚至只 0
.

1一 0
.

2
。

说明珠江流域的推移质大多在山前
、

坡脚
、

沟 口
、

注地
、

库坝就地沉积或沿程

滞 留下来
,

能被河水搬运的泥沙只 占39 %
,

因此河水显得较清
。

这些现象的存在
,

加上人们对南

方固有的
“ 山青水秀

”
的传统观念

,

便掩盖了珠江流域水土流失严重的实际情况
,

IL1 而长期以来

未引起人们对本流域水土保持工作的高度重视
。

(二) 水土流失后果严重 根据调查
,

流域内花岗岩 面 积 4 7 2 2 7 k m
2 ,

占全 流 域 面 积 的

1 0
.

6 8 %
。

又据对广东省花岗岩崩岗流失 区的调查
,

崩岗年侵 蚀模数一般为 1 万一 1
.

5万 t/ k m
“ ,

局部地方达 8 万一 10 万七/ k m
Z ,

最高的甚至达 31 万 t/ k m
“ ,

其侵蚀强度较西北黄土高原有过之而

无不及
。

崩岗流失不但使山地变为破碎不堪的侵蚀劣地
,

而且大量粗沙下 泻
,

淤 积 河 床
、

库
、

渠
,

埋压 山下稻 田
,

危害极 大
,

群众称之为
“ 田老虎

” 。

流域内 碳 酸 盐 岩 面 积 1 4 c 5 6 k m
z ,

占全流域面积的 3 1
.

8 %
。

这些岩溶地区表面看起来十分秀丽
,

水土流失 迹象 不十分重
,

但因其土

层很薄
,

一旦流失
,

则造成土尽石出
,

使农民失去土地
, “土之不存

,

人将安附 ,’? 如贵州省普安

县
,

近 20 多年来
,

一

乎均每年有3 1 40 亩土地因土壤流失而变成石 山
。

该 省水城县裸岩面积 19 8 5年比

1 9 9 0年增加 4 2
.

7 k m
“ ,

平均每年增加 8
.

s k m
“ ,

造成一些农 民失去了生产 的 基 本 条件
,

不得不在

石缝中种包谷
,

实堪忧虑
。

紫红色砂页岩面积 2 4 1 5 o k m
Z ,

占全流域 面积的 5
.

46 % 这种岩石十分

松软
,

在植被破坏后几乎全部成了寸草不生的红砂岭
,

即红色沙漠
。

全流域不可恢复的毁坏型面

积已达 22 55 0 k m
“ ,

后果十分严重
。

(三) 坡耕地流失 占侵蚀面积的大头
,

流域内顺坡开荒种植严重 坡耕地主要集中在 云南
、

贵州两省和广 西的西北部
。

流域内坡耕地面积 43 3 7 6
.

c 7 k m
“ ,

占流域土壤侵蚀 而积 的 7 6
.

0 0 %
,

占流域土地总面积的 9
.

81 %
。

这些坡耕地是流域内水土流失的主要策源地
。

(四 ) 边治理边破坏
,

主要是陡坡种植乱砍乱伐森林尚未完全刹住 开 矿
、

采石
、

修路
、

华

建乱堆弃土
、

弃碴
、

尾砂的现象愈演愈烈
,

抵销了治理成果
。

虽经多年治理
,

但水土流失面积不

但没有减少
,

反而显著增加
。

1 9 8 。年 全流域 土壤 侵蚀面积只有 3 1 8 8 0k m
“ ,

而 19 8 6 年 已 增 为

5 7 0 7 o k m
“ ,

增长 7 9 %
,

令人触 目惊心
。

二
、

水土流失治理重点的选择

珠江水利委员会组建 以来
,

鉴于水保经费不足
,

水保工作主要是开办小流域综合治理试点
,

通过 10 年来 的试点摸索
,

平均治理 1 k m
“

水土流失 面积
,

需群众投工 3 万个
、

需国 家 投 资 3 万

元
,

经 5 年的连续
、

集中
、

综合治理
,

整个小流域的水土流失 土地就可得到基本治理 和 开 发 利

用
,

拦蓄泥沙 70 % 以上
,

粮食得 以自给
,

甚至有余
,

人均收入增长 1 一 2 倍
,

土地生产率
、

劳动

生产率和商品生产率显著提高
,

生态效益
、

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均十分显著
。

珠委水保小流域治

理试点经费每年不过40 万元
。

这点经费解决不了燃眉之急
。

因此
,

当前有必要在办好试点的基础

上
,

报请国家批准
,

开展较大面积的重点片治理
。 ,

我们经过调查
,

谨推荐珠江上游贵州省北盘江

水系的水城等 10 个县 (区 ) 作为国家水 土流失重点治理片
,

其理 由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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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流域的水土流失治理重均及基本对策

1
.

珠江流域的云南
、

贵州部分
,

大多属南
、

北盘江流域
。

云
、

贵部分土 地 面 积共 1 1 9 74 0

k m
z ,

占珠江流域总面积的2 7
.

1 %
,

而土壤侵蚀面积共4 2 2 2 3 k m
2 ,

占珠江流域土壤侵 蚀 面积 的

74 %
,

占大头
,

说明南
、

北盘是珠江流域水土流失的主要策源地
,

应集中力量重点治理
。

其中
,

北盘江水系六盘水市的水城
、

盘县
、

六枝
、

钟山
,

黔西南州的兴义
、

_

贞丰
、

晴隆
、

普安
,

毕节地

区的威宁
,

安顺地区的关岭等 1。个县 (区 )
,

水土流失尤其严重
,

应在重点治理方面先行一步
,

这 10 个县 (区 ) 属珠江流域的幅 员面积 17 6 以 k m
“ ,

为珠江上游河源区之一
,

是珠江流域的生态

源
,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河源之本不治
,

水沙下泻
,

势必殃 及中下游的一系列坝库
、

闸
、

堤等

水利设施
,

缩短水利设施寿命
。

中下游必无宁 卜l
。

2
.

水城等l。个县 (区 ) 现有农业人 口 3 58
.

1万人
,

此间山地多
,

平地少
,
田 少 人众

, 19 8 8

年人均生产粮食只有 1 8 2 k g ,

除掉种籽
、

伺料根
,

人均口 粮更少
,

不少群众尚未解决 温饱
,

只好

陡坡开荒种植
,

造成严重的人为水土流失
。

据遥感解译
,

这 10 个县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8
.

2 3 8 k m
2 ,

占幅员而积的 4 6
.

7 7 %
,

引起下述严重危害
。

( 1 ) 11
_

!上坡土土层变薄
,

山下水 f日水打沙雍
,

中低产田土地比重加大
,

土地生产力下降
,

粮食产量低而不稳
。

据土壤普查资料
,

黔西南州亩产生c o l、g 以下的四级土地 6 1
.

5万亩
,

占耕地面
-

积的 2 5
.

6 6 % ; 六盘水市中低产田高达89 %
,

旱作土的 lh’产一直 徘徊在 l o c k g 左右
,

水稻 亩 产不

足 3 0 o k g
。

( 2 ) 水源枯竭
,

人畜饮水困难
。

由于水土流失和 宕济渗漏
,

水源涵蓄能力 大 大 降 低
,

导

致虽雨多而缺水
。

六盘水市近几年来虽解决丁 3 丁
.

5万人的饮水困难
,

但缺 水 人 口 每 年 却 增 加

2 万人左右
,

!刁前 尚有4 。万人饮水没有解决
。

黔西南州有近 1 ({ 万人 4 。万 头 牲 畜 饮 水 还 有 困

难
。

( 3 ) 河床抬高
,

淤积水库
,

降低了工程效益
,

农 田保灌面积下阶
。

如普安县自水冲水库
,

库容 1 36 万m
3 ,

]9 5 9年建成运行 2 8年全部淤满
。

贞丰 县管路水库
,

库容63 万 m
3 ,

19 64 年 建 成
,

至 1 9了6年淤满报废
。

( 4 ) 灾害频繁
,

灾情严重
。

如六盘水市 飞98 5年 6 月 2 3 日降暴雨
,

由于水土得不到涵蓄
,

泥

石流暴发
,

农 田受灾4 9
.

5万亩
,

其中当年绝收 1 5
.

3万亩
,

又住以恢复的 3
.

9万亩
,

倒房 4 1 5 2 IbJ
,

死

亡 6 2人
,

伤 4 2人
。

面对这 Ic个县 (区 ) 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水土流失的严重威胁
,

我们必须迅速抢救这一地区
,

否则将 11 益恶化而积重难返
,

将来需付出更大的代价
。

现在花小饯
,
日后就不用花大钱

,

何乐而

不为呢 !

3
、

由1 单一农业经营
,

这 10 个县的农 民群众收入微薄
, 1 9 8 8年人均收入从高到低如下

:

兴

义 3 14元
,

争卜一l!3 0 6
.

6 夕l几
,

六枝 2 1 3
.

4 元
,

贞丰 2 0 5元
,

关岭 一9 6
.

3 元
,

)成宁 1 8 0元
,

水 城 1 5 7
.

4元
,

盘县 1 4 9
.

7元
,

晴隆 14 8元
,

普安 1 42 元
,

均低于全县水平 (3 97
.

74 元 ) 更低于全国水 平
,

是贵州

省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
,

其中 6 个是年人均收入低于 2 00 元的贫困县
,

巫待扶持
。

4
.

10 个县 (区 ) 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治理水土流失的积极性高
,

这就不仅是治理的需要
,

而且有治理好的可能和条件
。

其积极性表现在三个方而
:

一是治理水土流失的要求从上到下均十分迫切
,

利用上访
、

会议
、

报告
、

报纸
、

小册子
、

录

像
、

培训班等形式 向上级呼吁重视
,

向同级强调重视
,

向下级宣传重视
,

形成大家讲水土流失危

害
、

大家讲水土保持迫不可待的社会舆论与风气
。

二是主动积极做好争取列项的前期规划工作
。

目前这 10 个县 (区 ) 组织了近百人 的 技 术 队

伍
,

进行了培训
,

统一了要求和方法
,

编制各县的水土保持规划
,

将于 1 9 9 0年第一季度拿 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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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

为国家主管部门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

三是有艰苦奋斗
,

自力更生的精神
,

尽管这 10 个县 (区 ) 贫穷
,

但不是完全躺在国家身上
。

根据他们框算
,

治理5 23 8 k m
2

水土流失面积中
,

坡改梯 g g o k m
“ ,

造林 2 4 7 o k m
Z

(含经济林 9 2 0

k m
Z
)

,

种草8 3 0 k m
“ ,

封育治理及水保耕作措施 3 o 2 8 k m
“ ,

需总投资 5
.

2 2亿元
,

他们计划群众

投劳折款3
.

7亿元 (2
.

47 亿个工 日)
,

占7 0
.

9 %
,

市
、

县
、

匹配投款5 3 14万元
,

占10 %
,

国家 补

助 9 8 8 6万元
,

只 占18
.

9%
。

三
、

水土流失洽理的对策

为 了搞好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工作
,

谨建议从以下几件事入手
,

解决几个关键问题
:

1
。

从建设基本农 田入手
,

解决粮食和陡坡退耕还林还果还草还药问题 在实施计划 的 诸多

措施中
,

最重要的就是选择突破口
。

如果突破 口选得不准
,

即使计划再好
,

也难免于 由首战一失

而全部告吹
。

选择突破 口 的基本要求是
:

必须立足于当前
,

放眼于未来
。

即在把当前的生产促上

去的同时
,

也能为将来的顺利发展创造条件
、

打好基础
。

国以民为本
,

民以食为天
。

粮食是极为

重要的生活必需品
,

是发展其他生产事业 的基础
,

粮食又是人均消费量最大的物资
,

而且单位重

量和价值较低
,

再加上山区的道路崎岖
,

如从省外大量调进粮食
,

势必加重国家的负担
; 同时长

途运输的运费高于生产费用数倍
,

而不利于山区经济的发展
。

所 以
,

在保持 良好的生态环境的条

件下
,

要求山区保持粮食产需的平衡
,

尽量做到就地供应是非常必要的
。

从上述可知
,

这 10 个县粮食紧张
,

为了糊口
,

不惜毁林毁草
,

陡坡开荒种植
,

这是造成水土

流失的根本原因
,

并无法开展综合利用水土草木资源
,

造成农业单一经营
,

资源多而不富
,

因此

解决粮食间题是关键所在
。

粮食的增产十分简单
:

粮食总产量
二
粮食播种面积 x 单位面积产量

。

增产粮食必须考虑播种

面积和单产两个因素
。

主张有二
: 一种是搞水平扩展

,

增加面积
:

另一种是提高单产
,

搞垂直扩

展
。

从上述水城等 10 县情况可知
,

增加粮食产量的出路在于走集约化经营的道路
,

提高单产
,

搞

垂直扩展
,

再不能重蹈陡坡开荒
、

竭泽而渔的覆辙
。

这就必须大搞基本农 田建设
,

扩大灌溉
,

增施

肥料
,

变跑水跑土跑肥的坡地为保水保土保肥的梯地
,

变早地为水地
,

变瘦地为肥地
。

一亩基本农

田顶好几亩坡地
,

当年修当年就增产
,

而且稳产高产
,

无论对 当前还是对 以后
,

都可 以保证粮食

的供应
,

这就可以逐步退耕部分陡坡耕地造林种草种果种药
,

发展多种经营
,

从根本上改善生态

条件和经济条件
,

保持水土
,

脱贫致富
。

2
.

从改燃节柴入手
,

解决农村生活能源紧张和护林护草问题 森林是生态系统的 主 体
。

据

外国测定
,

森林的生态效益比经济效益要高出 3 倍 以上
。

因此
,

水土保持的重要措施之一是造林
,

同

时造了林还要注意保护
,

生态环境才不会恶化 (另有专论 )
。

3
.

从治理与开发结合入手
,

解决农 民的花钱问题 过去治理水土流失
,

往往是单 纯治 理
,

领导强调的是生态效益
,

而群众关心的是经济效益
,

这就形成贴不紧的两张皮
,

调动不起群众治

理水土流失的积极性
。

因此
,

我们 必须把治理与开发结合起来
,

使水土保持从单纯蓄水拦泥的低

层次
,

提到蓄水拦泥生财的高层次
,

既解决水土流失间题
,

又解决群众致富问题
。

为此
,

首先要合理利用土地
,

合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
,

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

变资源多而经营

单一为多种经营
,

发展商品生产
,

变资源优势为生产优势和商品优势
。

其次
,

利用荒山荒坡种漆
、

种茶
、

种果
、

种草
、

种杜仲等
,

开拓多种生产门路
,

真正做到大

头在山
,

致富在山
,

靠山吃山
,

吃 山养山
。

由于山区各种生产门路的产品周期不 同 (长 的 木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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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十年
,

短的养畜和药材一年或半年 )
,

也 由于各种资源 自然再生产力大小不 同
,

产 品 增 值

次数不同 (如木材多为原料型
,

多为一次增值
,

而竹子加工可二
、

三次增值)
,

因此山区资源利

用门路的结构和速度配置是经营效益的关键
,

利用这个梯度差异的原则
,

是要从宏观着眼
,

从微

观入手
,

长短 (远谋
,

近利) 结合
,

以短养长
。

优先发展小
、

短
、

多的项 目
,

先发展商品率高
、

产值高的项目
,

先发展有可靠市场
,

有传统加工工艺的项 目
。

从而解决了温饱和富裕了
,

自然会

有资金有余力建设土地
、

保护土地
,

使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有根本保证
。

4
.

从国家增加投入入手
,

解决贫困地区治理和经济起飞的启动问题 水土流失和贫 困是 孪

生姐妹
,

特别鉴于此间不少农民的生活水平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特点
,

根本不可能单靠农民的力量

来治理和开发
,

而必须 由国家增加投入
,

先予后取
,

作为贫困地区治理和开发的启动资金
。

但国

家投入有很多方式
,

实行
“民办官助” ,

改单纯国家投入为国家资助
、

地方投入匹配
、

群众投劳

折款
,

改单纯投入资金为投入部分紧俏物资
,

改单纯治理投入 为部分开发投入
,

改 全 部 无 偿投

入
,

为部分有偿投入
;
特别是投入要 向科技兴农倾斜

,

充分调动各层次的积极性
,

发挥母一分钱

投入的效用
。

5
.

从落实政策入手
,

解决农民群众积极性持久的问题 加快 山区治理和开发
,

要实行宽 (放

宽)
、

稳 (稳定)
、

厚 (优厚) 的政策
,

如免税政策等
。

山区本来较贫困
,

即使大放开还恐短期

内赶不上洽海平原区的水平
,

如再捆紧
,

富裕无望
。

山区实行的山上卡紧并非政策卡紧
,

而是从

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

对乱垦
、

乱伐
、

滥牧卡紧
。

山下放开
,

则是山下的资源加工
、

交换
、

流通放

开
,

促进对资源的综合利用
,

提高利用率
、

商品率
、

增值次数
,

使之能充分体现出资源的价值和

利润
,

再反馈到山民则 自然地会珍惜资源
,

保护资源
,

发展资源
。

6
.

从计划生育入手
,

解决膨胀的人口对土地的承受压力问题 水土流失实质上是 自然
、

社

会
、

经济间题的综合反映
,

是土地对人们不合理的利用方式或过渡索取的报复
。

因此
,

其治理的

基本原则
,

是控制人 口 过快增长
,

合理调节人与土地的物质能量平衡
,

使人口 数量同环境容量相

适应
,

减轻人 口对土地的承受压力
,

使土地有更新复苏的转机
。

再者
,

要提高人 口的素质
。

经济

开发和治理的关键是智力开发和教育
。

因此
,

帮助水土流失贫 困地区培养人才
,

提高劳动者的文

化科学水平
,

是实现脱贫致富的一项带根本性的措施
。

除普及基础教育
,

减少文盲外
,

应加强能

工巧匠
、

回乡学生的培训
,

使他们成为留得住
、

养得起的治理和开发骨干
,

并 以他们为二传手
,

进行示范
、

传授
,

使更多的劳功者的文化科技素质得 以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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