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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境内乌江流域水土流失及其防治对策

苏 维 词

(贵州省科学院山地资源研究所
·

贵阳市 )

提 要

本文根据观测资料及应用遥感技术分析
,

探讨了贵州省境内乌江流域的水土流失特征
、

成因及其造成的严重危害
。

并针对该流域的水土流失特点提出了防治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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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江是长江 士游南岸最大的一条支流
,
流经滇

、

黔
、

川
、

鄂四省 ,
全长 1 o 3 7 k m , 流 域 总

面积 86 55 2 k m
2 ,
其中贵州省境内面积 65 99 o k m

“ ,
占流域总面积的 76

.

24 % ,
该流域集中了贵

州省的大部分工业城市及 6 2
.

7% 的耕地面积
,
是贵州省工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

。

但是该流域

内石灰岩出露广泛
,
生态环境脆弱

,
水土流失 比较严重

。

一
、

水土流失特点

(一 ) 面积大
、

流失严重 乌江流域 (贵州省境内 ) 的 42 个县 (市 ) 都存在着不 同 程 度 的

水土流失
,
其中水土流失面积占 50 % 以上的有 17 个县 (市 ) 尸 面积 33 5 33 k m

2 ,
占流 域总 面 积

的 5 0
.

8% ;
水土流失面积 占40 % ~ 50 %的有 14 个县 (市 )

,
面积 1日 3 17 k m

“ ,
占流域总面 积 的

2 4
.

7% ; 水土流失面积 占40 %以下的有 n 个县 (市 )
,
占流域总面积的 24

.

5%
。

从水土流失的严

重程度来看
, 80 年代以来

,
乌江流域的土壤平均侵蚀模数已达 2 80 o t/ ( k m

“ ·

a)
。

(二 ) 地域上的差异性 乌江流域的水土流失有明显 的地域差异
. ,
见表 l

。

狱杨明德等
:
乌江流域地貌类型及宜林地貌分区研究

,
1 99 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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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乌江流域水土流失的地域分布特征

中
、

强度浸蚀面积占侵蚀总面积 (% ) 土壤平均浸蚀模数 t/ ( k m
“

.

a)段区

_

1,-游

`
卜游

下 游

6 4
.

0 2

33
.

14

4 0
。

0 5

5 0 D~ 2 5 0 0

5 0 0~ 4 5 0 0

从表 1 可以看出
,
流域上游地区的土壤平均侵蚀模数和中强度侵蚀面积 ) 2 s o o t/ k( m

Z ·

a)

所 占的百分比都是最大的
, 下游次之

,
中游相对较弱

。

(三 ) 俊蚀的季节性变化 降水是本区主要的侵蚀营力
, 因受季风气候的影响

, 5一 10 月是

本区的雨季
,
雨季降雨量约占全年总降雨量的 70 % 以士 , 而且全部暴雨降在雨季

。

因此
,

雨季的

侵蚀作用较强烈
,
水土流失严重

。

资料表明
,
乌江流域雨季土壤侵蚀量约占年总侵蚀量的 8 5%

。

二 水土流失的严重危害

(一 ) 土壤肥力日益下 降 由于降水大部分变成地下径流
,
地表水十分缺乏

,
早地 比 重 增

大
。

如毕节地区 98 8
.

95 万亩耕地中
,

水田仅占16
.

7%
. ,

旱地则占83
.

3 %
。

调查和化验分析表明
:

因水土流失大量肥沃的土壤被冲刷掉
,
据推算每年土壤肥力约损失相当于 82 8 9 2 t标准化肥

。

(二 )
“ 石澳化

” 现象严皿 乌江流域石灰岩出露面积大
,
占总面积的 72 % , 由于岩性等原

因乌江流域成土过程缓慢
,
土层较薄

,
不少地区由于水土流失

,
土壤被冲刷光

, 出现 了光秃秃的

石山
。

随着水土流失加剧
, 山地

“ 石漠化
”
面积迅速扩大

。

见表 2
。

衰 2 典型县 (乡) 的土地石演化状况

区 段 县 名

赫章县

纳雍县

普定 12 个乡

才青镇县

思南县

时 段
(年 )

1 9 57~ 19 81

19 80年以来

19 5 8~ 19 82

196 1~ 1 97 5

1 9 75 ee 1 9 83

石漠化年增长率
(亩 /年 )

7 0 0 0

新增石漠化面积
(亩 )

1 6 8 0 0 0

....

l
l
..

. esl
we
1̀

…
………

中 游

一

下 游

9 0 00 0

6 3 1 6 2

7 6 3 5 0

3 0 0 00

一匕23
ǔU八0Od5

la勺̀On月性曰了

目前贵州全省因水土流失而造成的石摸化面积已达 1
.

23 万 k m
“ ,
其中乌江流域有山地石漠化

面积约 4 6 0 0 k m
“ 。

(三 ) 早涝灾容频繁
,
人畜饮水困难 据统计乌江流域中士游地区

,
在 60 年代以前

,
大的旱

灾 5 ~ 7 年 1 次
;

70 年代平均 3 年 1 次 , 80 年代以来
,
早涝灾害年年都有

,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

如 19 8 5年的早 灾
,
使毕节地区 55 个区

、

乡
, 5 00 多万亩农田受灾

,
70 多万人 和 50 多万头牲畜饮水

困难
。

又如 1 9 9 0年的夏秋连早
,
使遵义地区的早地作物 (主要是玉米 ) 减产 60 % 以士

,

有些地区

颗粒无收
,
遵义市民的饮水只好靠汽车从外地拉水

, 实行定量供给
。

( 四 ) 冲毁良田
,
淤堵河道库坝 随着水土流失加剧

, 土层变薄
,
尤其是对植被的破坏

,
使

地表的蓄水保水能力明显下降
,
如遇暴雨

,
极易产生洪水泥石流

,
每当此时

,
洪水泥 沙 顺 坡而

狱李久林
:
乌江流域土地利用现状研究

,

10 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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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冲毁房舍
、

淹压农田
。

如 1 9 7 1年毕节县长春铺裸衣沟一次暴雨
,
使 2 3 00 亩新开荒地仅 剩 几

十亩 , 西拉山 1 0 00 亩 良田成了光石板
。

又如 19 8 3年 5月 10 日 , 纳雍猫场木井村的一次 暴 雨
, 引

发了泥石流灾害
,
不仅使房舍一扫而光

, 死伤 47 人
, 而且坡土被冲刷掉 5一 2 c0 m

。

同时
,
水土流失加剧

,
河流含沙量增高

,

使河湖库坝淤积现象十分严重
,

河道通航里程大大

缩短
。

1 9 6 0年贵州省通航里程 3 56 7 k m
,

到 目前仅剩下 1 8 97 k m
,

库坝淤积也十 分 严 重
,

目前

流域内最大的水库— 乌江渡水库
,

运行仅 10 余年
,

库 区就淤积了 2 亿多 m
3

的泥沙
,

占总 库 容

的 9
.

7%
,

相当于水库原设计 50 年的淤积量
。

三 水土流失主因剖析

(一 ) 自然因素 一是与流域内的降水条件有关
。

乌江士游 的织金一六枝一普定一带和下游

的芙蓉江
、

洪渡河一带
,
是贵州省三大多雨中心的其中两个

,
平均年降水量在 1 3帕 m m 以上

,

暴雨 日数也在 3 ~ 7 天
,

最大的 日暴雨量可达 2 6 8
.

5m m
,

据统计流域内的暴雨 量 可占全年降雨

量的 30 % ~ 40 %
,

较多的降水和大暴雨是导致水土流失 的重要 自然因素
。

二是与流域内的地形地

貌有关
。

据应用遥感技术调查表明
:

流域内的山地
、

丘陵和平坝分别 占总面积的 8 8
.

3%
、 1 0

.

3 %

和 1
.

4%
,

而且山地丘陵中
,
陡坡地所占的比重相当大

,

如表 3
。

表 3 乌江流域按坡度分级面积统计表

坡度分级 < 8 8
“

~ 1 5
“

1 1 5
“

or 2 5
“

2 5
。

~ 3 5

面积 ( k m
“ ) 8 5 0 2

。

9 1 8 8 66
。

3 2 1 7 5 7
。
7 1 6 1 0 0

。

7 土…一} 7 6 3
·

3 7

{
“ 5 ” 9 0

·

2

据观测资料表 明
:

坡度越大
,

」二壤侵蚀越严重
,

见表 4
。

表 4 不同坡度土滚俊蚀摸数比较
’

~

赫e’’ ,’(
”

10

04160 一厂
一

礼
5

。

”
’

…” 寿一 …
> o40

土壤平均侵蚀模数
2 8 5 0 3 1 50 1 1 7 0 0 > 3 2 1 0 0

七 / ( k m
“

.

a )

(二 )人为因素 人 口 增长失控是导致毁林开荒
,

加剧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
。

如位于乌江流

域士游的毕节地区
,
人 口 由 1 9 4 9年的 2 4 1

.

86 万人增加到 1 9 8 8年的 5 88 万人
,

森林覆盖率则 由 1 7
.

1%

下降到 5
.

8 %
,

耕地面积 由 6 4 6
.

3万亩增加到 1 8 7 4
.

3万亩 ,
而水土流失面积增加了 1倍 以 上 ,

年

平均泥沙流失量由建国初期的 1 5 5 7万 t
, 1 9 52年增加到 5 5 5 2万 t

, 1 9 5 5 年增加 到 6 9 3 6
.

6万 七
,

与解放初期相比
,

增加了 4 倍多
。

其次是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
。

据应用遥感技术分析 目前流域内

农
、

林
、

牧用地分别 占土地总面积的 3 6
.

0 4%
、

2 1
.

6% 和 14
.

1%
,

农
、

林
、

牧用地比例为 5 : 3

: 2 。

显然
,

农耕地比例偏大
,

林牧用地 比例偏小
,

而且在农耕地中
, 水 田仅 占30 %

,

旱坡耕地

则占70 %
,

据径流小区观测资料分析
,
乌江流域土壤流失量的 64 %来 自坡耕地

。

此外
,

流域内的采矿
、

挖煤
,
也在一定程度 上加剧了水土流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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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防治水土流失的对策

(一 ) 坚决控制人口的盲目增长 乌江流域 1 9 8 5年平均人 口密度已达 22 5人 / k m Z ,

这不仅远

远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
而且也超过了流域内目前生产力水平下的环境承载力

。

据杨明德等人

研究
,
在 目前生产水平下

,
乌江流域的人 口承载力平均为 15 0人 / k m

“ 。

显 然
,

人 口 的 超 载 负

荷
, 导致 了乌江流域生 态环境的不断恶化

。

(二 ) 因地制宜 ,
分片治理 先治理山士及 上游等水土流失严重区

, 后治理山下及中下游水

土流失相对较轻的地区
,
并根据流域内水土流失的现状

、

特征及环境条件的差异
,
采取相应的措

施进行分片治理
:

1
.

上游煤炭资源丰富
,
耕作粗放

,

早涝灾害频繁
,

水土流失严重
,

应把上 游 建 设 成早地

— 草地及水源涵养林区
,

以治理为主
,

治护相结合
。

2
.

中游工农业发达
,

城市集中
,

水土流失相对较轻
,

应把中 游建成 水田—
早 地及 防护

林
、

经济林区
,

以护养为主
,

护治相结合
。

3
.

下游海拔较低
,

水热条件好
,

优 良树种 (如杉等 ) 生长迅速
,

但水土流失也很严重
,

应

把下游建成水田— 旱地— 草地及水土保护林
、

用材林和经济林区
。 一

治理护养并重
。

在人烟稀少地区
,

大搞封山育林
,

做到治理一片
,

见效一片
。

(三 ) 退耕还林还草
,

提高土地生产率 乌江流域 64 %的泥沙量来自坡耕地
。

因此
,

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的重点在坡耕地
,

而不是荒山秃岭
。

具体步骤是
,

先将2 5
。

以士的坡耕地逐步退耕还

林还草
,

25
。

以下的坡耕地
,

逐步实现坡改梯
,

一时还不能改梯的坡耕地
,

要先 修 拦 沙 沟
、

地

埂
、

改顺坡耕种为等高耕种
,

并实行间作
、

套种
、

种绿肥 (禁止铲草皮
、

打秧青 )
,

保持水土
。

除 士述三方面外
,

特别还要进一步加强对水土保持工作的领导
,

建立健全各级水土保持专业

机构
,

充实水保科技专业人员
。

同时还应加强水土流失的监测与研究工作
,

把水土保持工作搞得

扎扎实实
,

促进农
、

林
、

牧
、

副
、

渔诸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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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当 10 m in 时 的瞬时最大雨强大于 7 m m时 ,

砂页岩山地土壤发生推移质侵蚀的频率 11 小区为

85 %
、

111 小 区为 55 %
、

W小区为 95 %
。

因此
,
暴雨的大小决定土壤的侵蚀强度

。

在有暴雨的情况

下
,

且土壤侵蚀条件具备 (如地表裸露
、

坡度大 ) ,
砂页岩山地将产生严重的土壤侵蚀

。

5
.

侵蚀性降雨总量分析
:

侵蚀性降雨总量
,
指一年内降雨总量 中引起土壤侵蚀的那部分

降雨量
。

对砂页岩山地土壤的观测表明
:

每年有 3 00 ~ 50 o m m 的降雨量能 引起土壤侵蚀
,
占全年

降雨总量的 35 % ~ 55 %
。

三
、

结 语

( 一 ) 砂页岩 山地土壤的侵蚀与降雨量和 1 0m in 时的瞬时降雨强度有极好的 相 关性
,
并

.

满

足
: y = a + b

: x : + b
: x :

多元回归方程
。

(二 ) 当 10 m in 时的瞬时最大雨强大于 7 m m 时 ,
砂页岩 山地土壤

,

在没有植被等措施的保

护情况下
,
将会发生严重的土壤侵蚀

。

暴雨是引起砂页岩山地土壤强烈侵蚀的主要因子
。

(三 ) 砂页岩山地土壤的年侵蚀性降雨量 占全年降雨总量的 35 % ~ 55 %
。

本试验在贵州省科协 副主席朱安国教授的指导下 完成
。

黔西县水 电局吴继德
、

方 天旭
、

王光

德
,

贵州科学院山地所李成芭
、

吴士章参加 了此项研究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