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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利 用航空相片沟扣l地与沟谷地分异明显的特点
,

在陕北黄 土丘陵区按地 表形态
,

选

出典型地段的样片
,

勾绘谷缘线
, _

录算沟间地与沟谷地的面积
。

得 出
: 1

.

陕北黄土 丘陵 区

沟间地 与沟谷地的面积 比例关系有 区域性差异
,

但不存在地带性规律 ; 2
.

二者 的面积 比例

既受古地形 制约
,

也受人类 开垦历史 的影 响 ; 3
.

有深层滑坡的地域
,

沟间地 比 例 小
,

在

35 %左 右
; 4

.

河源 区沟 间地 比 例大
,

在 4 5%左 右 ; 5
,

其余大部 分地 区沟间 地 比 例 均 在

4 0 ; 石了正右
。

关健词
:

沟 间地 沟谷地 航 片判读

黄
一

上丘陵区 的土地分类
,

首先 以芥缘线为界分成沟间地与沟谷地两类
。

这两类上地在坡度
、

养分
、

水分
、

热 吐及 匕壤佼蚀等方而龙异大
,

因而在土地利用方向上截然不 同
。

在广种薄收的传

统经营习惯支配下
,

该区沟间地 几乎全部 已 垦为农地
。

沟谷地中除了川
、

台
、

坝
、

塌地等 以外
,

绝大 部分都是粗 收经首的放牧地或林地
,

谷缘线基本上就 是农地与林牧业用地的 天 然 界 线
。

因

此
,

搞清沟间地 与沟谷地的比例关系
,

对于查清土地资源及开发利用有重要意义
。

近年来
,

有关 方土高原的许多研究课题内容都涉及这两者的面积比例问题
。

由于黄土丘陵沟

壑区地域 )
’ `

,
_

仁地类
,

牲钩成推异大
,

形成了区域间各 自不同的比例关系
。

但这个客观存在的比例

关系往往因受 各种因索的限制而准以得到客观地反映
,

如有的沟间地与沟谷地之间的坡度是逐渐

过渡的
,

仃的 仃浅层 肘吱
,

还有的切沟密度大
,

这些都会造成谷缘线不甚明显
。

加之地学工作者

本身认识和经验的雄距
,

足以引起所划谷缘线 位置上的误差
。

而且多是系统误差
,

不 是 全 部 偏

低
,

就是全部偏高
。

在 x + y 二 1 的约束条件下
,

若 x 多 1 个百分点
, y 就必然少 2 个百分 点

。

因

此
,

谷缘线较小的误趁往往导致二者比例关系的较大误差
。

在实践 中已经出现同一 地 区沟间地 占

5 0 % 子“ 选。% 之争
。

所以
,

很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过细的研究工作
。

根据我们近年在陕
一

化黄
_

L丘陵区 的工作实践
,

就该区的这一间题作以探讨
。

一
、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陕西省延安地区
,

}
, 、

北部各县和榆林地区南部各县
。

地质上称为鄂尔多斯地台
,

是个相对隐定的地块
。

地貌属于黄土丘陵
,

由于古地貌基础及现代浸蚀程度的不同
,

形成了 以梁

为主的梁状丘陵
,

以赤为主的邹状丘陵和界于二者之间的梁赤状丘陵三类地形
。

大陆 性季 风 气

候
,

处在中温带半干旱气候区
。

降水少
,

年均降水 4 00 m m 一 60 o m m
,

而且相刘
一

集中 在 7 月一 9

月
,

多
一

暴雨
、

春暖干燥
,

气温 回升
一

快而不稳定
,

秋凉而 湿润
,

冬季寒冷干燥
,

年 平 均气温 7
.

8℃

一 1 2
.

8 ℃ ,

光照充 足
,

因植被稀少
,

蒸发量大
,

年均 1 s o o m m 一 2 4 o o m m
。 _

L壤资源 丰 富
,

黄

土沉积深厚
,

平均 s o m 一 1 00 m
,

土性优 良
,

以黄绵土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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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究方法

我们采用航片判读
、

绘描
、

面积量算的方法
。

航片在反映地表形态方面比地形图有独到的优

点
,

尤其在立体效应下谷缘线很容易识别
。

将研究区按地表形态分为 4片
: 1

。

延安地区东南部梁状丘陵片 多 2
.

延安地区北部梁赤状

丘陵片
; 3

、

延安西北
、

榆林西南部梁炯丘陵片 ; 4
。

绥米赤状丘陵片
。

分别在各片选出地形上

有代表性的点
,

在这些点的航片上划出作业面积
,

用象对在立体镜下勾绘谷缘线
,

分 别量算沟间

地与沟谷地的面积
,

求出二者的比例
。

所用的航片年代不尽一致
,

经过验证
,

一般经过二三十年的岁月变迁
,

沟间地与 沟 谷 地 的

比例关系变化很小
。

只有局部
,

例如
:

有新滑坡产生的地方可 以量算出变化
,

但这必竟数量少不

影响大局
。

究其原因
,

这一地区以面蚀和沟蚀为主要侵蚀方式
,

这两种侵蚀方式基本上是在原地

形基础上起作用
,

或使土层减

薄
,

或使沟壑加深
,

即使是重

力侵蚀中的坍塌或崩塌
,

也多

数是在沟谷地范围内
,

使河岸

线或沟缘线位置发生变化
,

很

少危及到谷缘线
。

至于沟头前

进
,

只有残源或梁炯区某些沟

头前进速度快
,

其余丘陵区冲

沟沟头有很多 10 几年看不出明

显变化
。

因此
,

不同时期的航

片可 以用于这 一量算工作
。

如

果有条件使用同期 航 片 最 理

想
。

(一 ) 延安地区东南部梁

状丘陵片 包括宜川北部
、

甘

泉
、

延长
、

延川等
,

属于梁状

丘陵
,

最明显的地貌特征是在

许多梁顶部有一小源面
,

几十

亩到几百亩不等
。

并且这些源

面及相邻的命基本上处在同一

水平线上
,

这是源 、 梁 ~ 命演

变的佐证
。

这里地形的共同特

点是梁窄
、

坡陡
。

西部许多冲

沟平行
,

梁平直
,

一级冲沟几

乎发展到尽头
,

腰崛很窄
,

有

的不得不修桥通行
。

东部黄河

峡谷区流水切割严重
,

许多沟

图 1 黑家堡沟间地与沟谷地航片与描绘图比 头延伸已把腰现切断
。

宜川北



一一

豹一
一

第10 卷 3期 宋桂琴等
:

黄土丘陵区沟间地与沟谷地面积比例问题探讨

只是梁上的小源自南向北逐渐变小
。

从航片上明显看出该地域内梁窄沟宽的特点见航片及相应的

图 ( 图中有斜线部分为沟间
,

下同 )
,

面积量算结果与之 相符 (见表 1 )
。

表 1 延安地区东南片沟间地与沟谷地 积抽样

航 片 号 航片比例尺
航摄年代

(年 )
沟间地面积

( % )
沟谷地 面积

( % )

…
QOnoOJ尸匀成JLO延长 白家窖科

延 长刘家河

延川马家河

0 0 0 0 2 8

0 0 5 0 2

0 0 0 0 2 5

1 / 7 5 0 0 0

1 / 3 5 0 0 0

1 / 7 5 0 0 0

1 9 8 7 4 1
。

9

1 9 7 6

1 9 8 7

4 1
。

7

4 0
。

5

(二 ) 延安北部梁

亦状丘陵片
。

包括子长

县
、

安塞县大部
,

志丹

县东部
,

延 安 市 东 北

部
。

树枝状水系
,

原来的

梁己被冲沟断断续续地

切开
,

向郧的形态过渡
。

梁相对于沟狭窄
,

有很

多成 1 : 2 的关系 (见

图 2及相 应 的 航 片 )
。

本片降水较多 ( 4 9 0m m

一 5 7 2m m )
,

特 另11是

暴雨
、

连阴雨多
,

加之

黄土垂直节理发育
,

疏

松等特性
,

滑坡较多
,

滑坡最多的安塞县
,

滑

坡总面积 占总土地面积

的 4
.

6%
。

从航片上看
,

几乎所有的干沟
,

二级

冲沟的沟谷 上 「J 宽 度

(两岸谷缘线间距离 )

都大于两面 沟 间 地 宽

度
,

全县只有北部王家

湾乡例外
。

延安东北部

处于梁状丘陵向梁赤状

丘陵的过渡带
,

坡陡沟

深
、

沟蚀
、

面蚀
、

重力侵

蚀都很严重
。

同级冲沟

走向基本平行
,

纵向起 图 2 沙川崖沟间地与沟谷地航片与描绘图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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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延安北片沟间地与沟谷地面积抽样

航 片 号 航片 比例尺
航摄年代

(年 )
沟间地面积

(肠)

沟谷地面积
(% )

子长何家石咀

安塞张新窖沟

安塞真武洞

延安冯庄

延安沙川崖

2 6 9 8 3

2 57 9

2 9 85

2 8 8 3

1 / 5 30 0 0

1 / 350 0 0

1 / 50 30 0

1 / 350 0 0

1 / 50 0 30

1 9 5 8 37
。

6 6 2
。

4

1 9 5 842
。

857
。
2

1 9 5 8 8 3
。

6 6 1
。

4

1 9 5 8 38
。

36 1
。

7

0 0 6 1 2 1 9 7 6 1 3
。

86 8
。
2

伏大
,

宽度一般都是梁宽的 2 倍以上
,

滑坡区尤甚
。

滑坡体由谷缘线以上滑至下边
,

这无疑改变

了面积对比关系
,

因此在延安沙川崖这张航片上沟间地面积只 占3 1
.

8% (详见表 2 )
。

1 9 8 2年杏子河流域土地资源考察
,

用
尸 1 0 0 00 地形图结合实地调查作出土 地

些图
。

其中中下游 ( 主要为安塞县和志

黔所辖 ) 滑坡多
,

其余梁赤也较狭窄
,

二沟间地 比例较小 (
_

见表 3 )
。

( 三 ) 延安西北
、

榆林西南梁纲丘陵

包括靖边
二

定边
、

吴旗
、

志丹西部和安

黔北部 等
。

地处河源
,

属梁状丘陵
,

羽状

;为主
。

这一地区黄土覆盖 以后梁间形
:

多炯地
,

现代流水侵蚀将炯地逐渐破

现在靖边
、

定边
。

吴旗还保留一些规

三大的 j间地
。

安塞北部保留的很少
,

而

;的是沟头部分残存的不完 整 的 炯 地

咋残涧地 )
。

梁地较开阔平缓
,

切割深

)o m左右
。

冲沟沟谷宽度与沟间地宽度

上下 )
,

溪沟宽度大于其两 侧 的 梁 宽
,

图 3 及相应的航片 )
,

面积量算结果

图 3 白于山沟间地与沟谷地航片与描绘图比较

4 o

(四 ) 绥 米饰状丘 陵 片 本片包括
、

米脂
、

子洲等
。

以中部赤状丘陵为

枝状水系 (只有子洲县大理河二级支

相平行形成羽状小系 )
。

冲沟发育
、

水系 皆弯弯曲曲
,

相对切割深度 10 m

Om
,

地 面切割破碎
,

很多腰帆狭 窄

己被切断或孤立命
,

赤顶 浑 圆 或 椭

〔有些梁被分割成若干短梁
,

向命过渡

图 4 及相应的航片 )
,

坡陡而沟深
。

按一般概念
,

这一区域地 表 如 此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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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杏子河流域沟间地与沟谷地面积比例

项 目 上 游 中 游 下 游 全流域平均

3333333333333 8
。

444

沟沟沟 谷 坡坡 1 6
。

444

谷谷谷 谷 底底0
。

222

地地地 小 计计 61
.

666

碎
,

沟间地 比例应该小
,

可事实恰恰相反
,

沟间地比例大于其他三片 (见表 5 )
。

米脂县无定河以

东有相 当一部分 (高家沟
、

泉家沟等 ) 沟间地大于沟谷地
。

但在米脂县西部情况又有所不同
,

那

表 4 延安西北
、

榆林东南片沟间地与沟谷地面积抽样

地
l

)
.

、

航 ,、 号 l

一

航片 比例尺
航摄年代

(年 )
沟间地
(% )

沟谷地
(% )

3 7 6 1 5 6
。

7

0 0

:
刀仕一了成dJ匕

靖边 自于 山

药货边后芦 草台

安塞王家湾

志丹金 鼎乡

平 均

3 6 1 3

3 8 4 0

1 8 1 7

1 / 3 5 0 0 0

l / 3 5 0 0 0

1 / 3 5 0 0 0

1 /选 0 0 0 0

1 9 5 8

1 9 5 8

逆 3
。

3

4 6
。

0

1 9 5 8 4 2
。

9

1 9 7 6 毯 5
。

8 5 4
。

2

选选
。

5 5 5
。

5

图 4 绥德艾家沟沟间地与沟谷地航片与描绘图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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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绝大部分的沟谷都宽于其相邻的沟间她
6 6

.

3%
,

是绥米片的例外
。

水土保持通报 第 19卷 3 熟

(见图 5 )
,

这幅图上沟间地与沟谷地分别占33
.

7%与

表 5 绥米片沟间地与沟谷地面积抽样

_
。

{
* 件 一 …一 比 。 拍 t 。

…
航摄年代 …沟间地面积 } 沟

谷地面积

地 点 } 航 片 号 } 航片比例尺 }
’
肠兴二气

一 、
}

`划
叨器理 , 、

}
, , 耳器圳奶’ 巴 一

{
’ “ ” ,

…
’ “

一
浏八

!
(年 ,

…
`% ,

{一
`
~

些二
_

米月旨泉家沟

…
7 0 8

、
7。。

…
1 / 1 3 。。。

…
1 9 8了

…
5 1

.

8

}
4 8

.

2

米刀旨县城西 … 5 0 3 { ’ /` 3 “ 0 0
1

’ 9 8 7

1
4 7

·
4

1
5 2

·

6

半i竟赵客石畔 {
7`。 、

7 , ,

」
` / , 3 0。。

」
` 9 8 7

…
` 3

·
5

1
5 6

·
5

类
月
亨矛界

_ .

1
“ 0 0 0 0 9 … ’ / 7 5 0 0 0

…
` 9 8 7

…
“ 3

·
7

1
6 6

·
3

绥粤艾家沟 … ” 0 4 3 7

1
’ / 3 4 ” 0 0 … ` 9 7 7 … 落6

·
8 … 5 3

·
2

粤舞泄餐钾 {
” 0 2 4 0 1 ` / 3 4 ” 。 o

…
` 9 7 7

…
4 5

·

9

1
5选

·
,

士塑县严)任
_ _

、

…
” o` 2 2 1 ` / 3 4 “ 0 0

…
’ 9 7 7

…
4 3

· `

…
5 6

·

9

{坚坦三里燮竺 l 一
.

{_
.

_

…
_

! 些
·

5

一
5 3

·

5

图 5 房界沟间地与沟谷地航片与描绘图 比较

三
、

结论

根据多年工作实践和上述抽样结果分析
,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

1
.

陕北黄土丘陵区沟间地与沟谷地比例没有地带性规律
,

与现代气候因素
,

水土流失程度等基

本不存在相关关系
,

如延安东南片降水量大于北片
,

而沟间地比例也大于北片
,

绥米片的土壤侵

蚀强度居四片之首
,

而沟间地比例不但不减少
,

反而最大
。

2
。

二者的比例牵涉因素较多
,

有历史与现代的
,

人为的与自然的
,

可以肯定的是历史的
、

自然的因素起主导作用
。

丘陵的框架是第四纪前形成的
,

黄土覆盖后历经流水切割和坡面侵蚀
,

从而加剧了地面的破碎程度
,

土层减薄
,

但基本轮廓没有明显改变
。

如绥米片沟间地比例较大的

原 因
,

我们认为首先是下伏古地貌奠定了基础
。

其次
,

这里开垦历史悠久
,

据米脂县志记载
,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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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唐王朝的建 立
,

由牧转农
,

植被破坏
,

到 了明代水土流失已经很严重
。

频繁的耕 作 与 修 筑地

埂
,

使谷缘线附近的坡度
、

对比趋于缓和
,

久而久之
,

耕地向下伸展
,

谷缘线向下移动
,

或者使

谷缘线变得不明显
,

自上而下坡度没有明显的转折
。

第三个原因
,

这里有些浅层滑坡
,

滑坡体下

移的结果使梁命坡 向下延伸
,

但并没有使坡度发生突变
,

仍属沟间地
,

无疑使谷缘 线 向 下 移位

了
。

3
.

该地域内沟间地 比例 自南向北呈增加的趋势
,

北部两片均 比南部两片沟间地比例大
,

除

了地貌基础的差异外
,

还与降水量递减的规律相吻合
。

4
.

有大量滑坡发生的区域
,

沟间地比例明显小
。

如杏子河中
、

下游分别是 3 3
.

5%和 3 5
.

5% ;

延安市
、

安塞县凡滑坡多的地方沟间地比例一般都在 53 %左右
。

河源区沟间地比例较大
。

延安西北
、

榆林西南片大都处在延河
、

清涧河
、

大理河
、

无定河的

发源地
,

沟间地比例一般都在 45 %左右
。

既然是河源
,

当然就没有大的河谷
,

很多村庄都座落在

谷缘线以上
,

世代耕种的就是沟间地
。

全年降雨量也偏少
。

这些 因素综合作用使这里沟间地面积

较大
。

6
.

本 研 究 区 内除上述绥米片
、

河源 区和有大量滑坡的地域以外
,

其余 大部分梁命状丘陵

沟壑区 的沟间地比例都在 40 %左右
。

通过解译航片量算黄土丘陵区

沟间地与沟谷地的面积比例
,

比起

用地形图或卫星影象图
,

能够得出

较准确的结果
。

因为地形图 ( 尤其

是 中
、

小比例尺 ) 受等 高 距 的 限

制
,

所画谷缘线误差较大
;
卫星影象

图受比例尺的限制
,

尽管可 以放大

到 1 / 1 0万或 1 / 5 万
,

与同比例

尺 的 航 片比 较
,

信息量少得多
,

只适宜确定宏观界线
。

为了验证使用未经纠正航片的

精度
,

取一象对
,

在作业面积内
,

航向重叠中线附近选一小区域
,

分

别描绘出谷缘线和 沟 底 线 (见 图

6 )
。

可 以看出
:

( 1 ) 与航线方向垂直的沟在两张航片上阴
、

图 6 谷缘线和沟底线

阳坡投影宽度不同
, a 阳 坡 窄

、

阴 坡 宽
,

b相

反
,

沟的总宽度相同
,

梁亦如此
; ( 2 ) 与航线平行的沟

, a 阳坡窄
、

阴坡长
,

b相反
,

正
、

付误

差基本抵消
。

两张图上量得面积误差不超过 0
.

5%
。

而且这是在作业面积边缘作的试验
,

可 以推 断 整个作

业面积内的精度是完全能满足要求的
。

丫本文在 巨仁同志指导下修改完善
。

致谢
。



44水土保持通报 第10 卷 3 期

A P Pr o a e h 0 n p r o p o r t i o n s b e t we e n g u l li e d
一

la n d a n d r i d g e
一

la n d

1 n t h e r o l li n g lo e s s a r e a , n o r t h e r n S h a a n x i

S o n g G u 云q艺n L 云 L艺n g t a o L 艺 R u 名

( N o , t h w e s t e , n I n s t葱t u t e o

f 刀
o
i l a 几己 W

a t e r C o , s e , v a t i o
n ,

A e a 己e m 落a S i n i e a )

A b s t r a e t

T h e r i rn l i n e o f p r e s e n t g u l l y e a n b e d e e m e d a s a b o u n d a r y 七0 d i v i d e

l a n d o f s t u d y a r e a i n 七0 t w o s e e t i o n s , n a m e l y
,

七h e r i d g e 一
l a n d a b o v e 七h i s

1i n e , a n d 比
e g u l l i e d

一
l a n d b e l o w i七

。

B u t i七 15 n o t v e r y o f 七e n t o g e七 七h e

a e 七u a l p r o p o r t i o n b e e a u s e o f s o m e s u b j e e 七i v e r e a s o n s a n d / o r s o m e e O nT P -

l e x o b j e e 七i v e l o e a l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s .

I n 七h i s p a p e r ,

w e u s e d a e r i a l p h o t o g r a p h s

七0 d i v i d e 七h e a r e a i n Lo f o u r d i f f e r n 七 r e g i o n 。 , s e l e e t e d t y P i e a l s a m p l e a i r -

p h o t o s , i n t e r p r e t e d t h e r i m l i n e o f g u l l y
, a n d m e a s u ]

·

e d 七h e a r e a s o f t h e

t w o s e e 七i o n s .

A
e e o ,

、

d i g 七0 t h e r e s u l七s ,

w
e e a n g e 七 t h e f o l l o w i n g e o n e l u s i o n s .

1 ) T h e p r o p o r t i o n s h a v e s o m e r e g i o n a l d i f f e r e n e e s ,

b u 七 n o z o n a l

r e g u l a r i t y i n
一

t h i s a r e a .

2 ) T h i s p r o p o r t i o n s a r e n o t o n l y r e s t r i e t e d b y p a l a e o 一
七o p o g r a p l飞 y ,

b u 七 a l s o i m P a e 七e d l〕 y h u m a n a e 七i v i t i e s 。

3 ) R i d g e 一

l a n d a m
o u n t。 七0 a b o u 七 3 5% i n t h e r e g i o n w h e r e d e e p 一

l e v e l

l a n d s l i p a P p e a r s v e r y e o m m o n l y
, 4 5% i n r i v e r o o u r e e a r e a a n d 4 0% 孟n 七h e

r e s 七 a r e a s
。

k e y w o r d s : I a n d b e t w e e n g u l l y g u l l y I a n d r i m I i n o o f g u l l y

1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o f a e r i a l P h o t o g r a p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