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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游半干旱带的侵蚀环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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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黄河中游半干旱带形成于地质时期
,

自然环境特征随之出现
。

其主要特征是
:

i飞降雨具有

集中性与波动性
; 2

.

地表组成物质结构松散门
.

植被类型简单
、

盖度小
.

而由侵蚀环境所引起

的侵蚀产沙特点是
:

1
.

侵蚀产沙类型复杂 ; 2
.

产沙地层多样性 ; 3
.

产沙具有集中性与波动性
。

并指出
:

半干早带的生态环境属性难以改变
,

但人们可以通过调整人地关系
、

调整土地利用结

构与产业结构来抑制侵蚀环境的恶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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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半干旱带都是自然环境脆弱带
,

自然灾害不但类型多
、

而且频繁
。

其中土壤侵蚀 (包括水

蚀和风蚀 )是最为普遍的自然灾害之一
。

黄河中游半干旱带除具有世界半干旱带的一般自然环境特

收稿 日期
: 1 9 9 2一 0 8一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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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外
,

还另有人 口密度大
、

垦殖指数高等特 点
。

人类活动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

导致土壤侵蚀加

剧
,

土壤侵蚀 已成为制约半干旱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

探讨半干早带侵蚀环境特点对防治环

境进一步恶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

一
、

半干旱带的区域范围

我国气象学家与地理学家早就注意对干旱的研究
,

但因研究的方法与任务性质不同
,

各家制定

的干旱标准不尽统一
,

归结起来大致可分为两类
:

一类是以年
、

月
、

日的降雨距平百分数均方差划

分
;一类则是用降雨量和最大可能蒸发量之比作为划分标准

。

前者从揭示降雨量变化差异的规律着

手
,

后者则从大气水分平衡角度出发
。

将降雨量与可能蒸发量的比值命其湿润度
,

其倒数为之干燥

度指数
,

由于影响蒸发的因素很复杂
,

蒸发量的精确测定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可靠的方法
。

我国

气象工作者曾采用温度与降雨 的比值来计算全国湿润度的指标
,

并考虑到 自然景观的地带性规律
,

定秦岭— 淮河一线的干燥度指数 (k ) 为 1 ,

从而求得计算干燥度指数 ( k) 的经验公式
〔, ,

0
.

16 公 (日平均气温 ) 10 ℃ 稳定期的积温 )

(r 日平均气温 ) 10 ℃ 稳定持续期的降水 )

凡是 k镇 1的区域为湿润气候带
; 1一 1一 5为半湿润气候带

; 1
.

5~ 2
.

。为半干旱气候带
,

大于 2 的为

干 旱带 (包括荒漠带 )( 图 l)
。

由图 1 看出
,

黄河 中游半干旱带的范围大致介于年降雨量 3 50 ~

s o o m m 等值线之间
。

二
、

半干旱带侵蚀环

境的形成与特点

(一 )半干旱带自然环境的

形成 区域侵蚀特点是严格地

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
,

探讨半

干早带现代环境的形成与特点

是正确分析与认识引起侵蚀发

生
、

发展原因的根本
。

至今学术

界对黄河中游半干旱带的环境

发生
、

发展过程的认识分歧颇

0 西乌
`_ 一 _

.

产
·

、

图 l 黄河中游半干早带位置

大
,

对半干旱带环境脆弱的由来
,

多数人缺乏正确的认识
。

早在燕山运动末期
,

在我国大部分地 区成为准平原
,

全球气候比现今要温暖得多
,

北半球温带

的位置较今要 向北推移 15 一 20 个纬度
, 〔2 , ,

赤道至极地的温差没有现今悬殊
,

气候比较均一
,

行星

风系的环
,

流形势占据优势地位
,

当时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及其所反映的自然地理纬度地带性
,

在我国

大体表现为东北是暖温带针
、

阔叶混交林带
,

华北南部及黄河 中下游为亚热带针叶
、

阔叶混交林带
,

气温较高
,

雨量较小
,

沉积红色岩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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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第三纪
,

在喜马拉雅构造运动驱驶下
,

不仅使喜马拉雅 山和台湾山地先后隆起
,

全 国的地

面发生大规模的构造变形
; 到了第三纪末期

,

喜马拉雅山地和青藏高原分别上升到 2 o 00 m 以上和

1 oo om 左右
。

尔后经过第四纪期间的强烈隆升
,

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与高原
,

其海拔高度分别达

到 7 00 0 m 以上与 4 0 00 ~ 5 00 Om
。

喜马拉雅山构成 了天然的气候屏障
,

对我国的地理环境产生重大

影响
,

对亚洲甚至整个北半球的大气环流形势的变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由于高原本身的地理位

置和动力作用
,

因而诱发

了印度洋季风气候
,

同时

强化了东亚的季风环流
。

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

作为气候屏障使印度洋季

风难于 向北推进
,

位于高

原以北的西北内陆地区处

在雨阴区
,

冬季干燥寒冷
,

夏季高温少雨
,

促进 了内

陆盆地中的沙漠
、

戈壁
、

盐

湖的大发展
。

位于青藏高

原以东的我国东部广大地

区地势较低
,

濒临西太平

洋
,

夏季盛行东南季风
,

气

温高
、

雨量丰沛
;
冬季受西

伯利亚高压控制
,

气温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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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国季风影响范围

雨量少
。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季风气候的出现和加强是伴随着青藏高原的崛起应运而生
。

季风的影

响范围如图 2 所示
。

由图 2 可知
,

半干旱带位于季风区和非季风区之间的过渡带
,

因此多半把半干

旱气候带称之为大陆性季风气候区
。

由此可知
,

半干旱气候带的形成不是现代气候过程
,

而是一个

地质历史过程
。

(二 )半千旱带的环境特点

这里的环境包括两个方面
,

一是自然环境
; 二是人文环境

。

半干旱带的环境基本特征主要

有以下方面
:

1
.

降雨 的波动性与集中

性
。

( l) 降雨的波动性
。

每个地

区都有相对的年降雨 量
,

年降

雨量的分布都是波动的
,

但是

波动的幅度各地不尽相同
。

降

雨的波动幅度可用降雨变率表

示
。

所 谓平 均变率是 指各年

(月 ) 降雨量距平 (绝对值 ) 的平

均
,

再除以平均年 (月 )降雨量
。

图 3 黄河中游降雨变率等值线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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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年降雨量的平均变率为 10 %一 30 %之间
,

变率变化的总趋势是由南而北变率越

来越大
,

在长江以南一般 10 %一 15 %
,

而长江以北至秦岭
,

淮河一线为 巧纬~ 25 %
,

而秦岭以北的

黄河中游为 2 0 %一 30 %
,

在半干旱带区域是 25 % 一 30 % (图 3 )
。

·

( 2) 降雨的集中性
。

由于半干旱带

处于东亚季风影响边缘
,

因此年内降雨季节性变化明显
,

大多年份降雨集中在 7一 9 三个月
。

这三个
.

月的降雨量要占到年降雨量的 55 % ~ 70 %
。

而在 7 ~ 9 三个月中
,

往往又是集中在 8 月份
;
该月的

降雨量要占这三个月降雨总量的 40 %一 45 %
,

有些年份还更大
。

半干旱带的降雨大都以暴雨的形式降落
,

如陕

表 1 黄河中游代表性大暴雨和特大暴雨
〔 , ,

序序号号 暴雨中心点点 暴雨中心心 发生时间间

雨雨雨雨量 ( m m ))) 年
、

月
、

日日

11111 内蒙古乌审旗△△ 1 4 0 000 1 9 7 7 0 80 111

22222 山西霍县△△ 6 0 000
厂厂

111111111 9 7 0 0 8 1 000

33333 陕西神木县杨家坪
△△ 4 0 8

.

777 1 9 7 1 0 7 2 444

44444 山西夏县县 4 0 000 1 9 6 9 0 8 2 111

55555 山西平遥 △△ 3 6 555 1 9 7 7 0 8 0 4 ~ 0 555

666
...

山西静乐。。 3 0 000 1 9 7 7 0 6 1 777

77777 甘肃环县△△ 3 0 000 1 9 3 3 0 8 0 6 ~ 1 000

88888 陕西旬邑职田田 2 9 888 1 9 6 0 0 7 0 444

99999 陕西清涧涧 2 8 000 1 9 7 7 0 8 0 4 ~ 0 555

111 000 山西朔县△△ 2 5 000 1 9 6 2 0 7 0 555

111 111 陕西安塞△△ 2 4 444 1 9 3 3 0 8 0 6 ~ 1 000

111 222 西峰能家庙△△ 2 4 000 1 9 88 0 7 2 333

lll 333 宁夏径源源 2 3 555 1 9 3 3 0 8 0 6 ~ 1 000

lll 444 陕西安基△△ 2 2 888 1 9 7 7 0 7 0 4 ~ 0 555

...

1 555 陕西彬县县 2 1 555 1 9 5 4 0 9 0 222

111 666 陕西子洲石湾△△ 2 1 2
.

666 1 9 7 1 0 7 2 333

111 777 青海惶中△△ 2 0 000 1 9 7 7 0 8 0 111

注
:

△表示 位于半干早带的暴雨中心点

西省绥德县的年均降雨量为 5 02 m m
,

7
、

8 两月的

降雨量分别为 10 3
.

s m m 和 1 1 7
.

Z m m
。

这两个月

降雨量的 7 0 %为暴雨
,

甚至一场暴雨的降雨量等

于月降雨量
。

根据统计 (表 1 )
,

黄河中游的大暴雨

和特大暴雨大都发生在半干旱带
。

2
.

地表组成物质结构疏松
。

上文已经论述了该区地质时期的中生代及新

生代早期气候千热
,

普遍的沉积了一套内陆相的

红色碎屑岩系地层
。

这一套地层沉积后都未经过

强烈的成岩作用
,

第三纪红层未完全成岩
。

因此地

层的物质结构松散
,

胶结很差
。

在半干旱带的南部

即年降雨量 4 0 0 m m 等值线以南的地 区
,

在第四

纪又普遍的堆积了黄土
,

该 区域内的黄土砂粒含

量高
,

又称之为沙黄土
。

由此可见
,

无论是中生代

的基岩
,

或者新生代的红土或黄土结构都比较松

散
。

半干旱带属大陆性季风气候
,

不仅季节之间

的温差变化大
,

而且日较差也大
,

温度年较差 30

一 4 0 ℃ ,

一月平均气温 日较差一般在 10 ~ 13 ℃ ,

7 月平均气温 日较差 13 ~ 15 ℃
。

此外该气候带冬

春季风 日多
,

大于 s m / s
起沙风出现次数约 85 一

37 0 次
,

风速大
,

> 17 m s/ 的大风 日 25 天左右
。

这

样的气温差及风 日都能促使与加速地表物质的风

化
,

使地表物质结构更加松散并减弱了地表物质

的抗蚀能力
。

3
.

植被类型简单
,

覆盖度小
。

半干旱带是森林草原带向典型草原带的过渡带
,

但主要是草原带
。

植被的主要特点是各种各样

的草原植被占优势
。

北缘是贝加尔针茅
、

羊草
、

本氏针茅草原和沙地油篙灌丛
;
半干旱带的南部是长

芒草原
、

菱篙草原
,

本 氏针茅灌丛草原
,

乔木有蒙古栋林
、

樟子松林
、

侧柏疏林
。

半干旱带是农牧交错地带
,

应以牧为主的地域生境
,

但由于黄河 中游半干旱带人 口密度大
,

成

为以农为主的地区
。

大部分地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

凡是可耕的土地都已垦殖
,

因

而天然草地在长城以南几乎不存在
、
在长城以北的沙地区尚有部分存在

,

而森林更是如此
,

除少量

人工林外
,

天然林几乎不存在
。

在长城 以南 以裸地为主
,

植被盖度小于 10 写 ;
长城以北沙地以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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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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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黄河中游代表性大暴雨和特大暴雨
〔 , ,

序序号号 暴雨中心点点 暴雨中心心 发生时间间

雨雨雨雨量 ( m m ))) 年
、

月
、

日日

11111 内蒙古乌审旗△△ 1 4 0 000 1 9 7 7 0 80 111

22222 山西霍县△△ 6 0 000
厂厂

111111111 9 7 0 0 8 1 000

33333 陕西神木县杨家坪
△△ 4 0 8

.

777 1 9 7 1 0 7 2 444

44444 山西夏县县 4 0 000 1 9 6 9 0 8 2 111

55555 山西平遥 △△ 3 6 555 1 9 7 7 0 8 0 4 ~ 0 555

666
...

山西静乐。。 3 0 000 1 9 7 7 0 6 1 777

77777 甘肃环县△△ 3 0 000 1 9 3 3 0 8 0 6 ~ 1 000

88888 陕西旬邑职田田 2 9 888 1 9 6 0 0 7 0 444

99999 陕西清涧涧 2 8 000 1 9 7 7 0 8 0 4 ~ 0 555

111 000 山西朔县△△ 2 5 000 1 9 6 2 0 7 0 555

111 111 陕西安塞△△ 2 4 444 1 9 3 3 0 8 0 6 ~ 1 000

111 222 西峰能家庙△△ 2 4 000 1 9 88 0 7 2 333

lll 333 宁夏径源源 2 3 555 1 9 3 3 0 8 0 6 ~ 1 000

lll 444 陕西安基△△ 2 2 888 1 9 7 7 0 7 0 4 ~ 0 555

...

1 555 陕西彬县县 2 1 555 1 9 5 4 0 9 0 222

111 666 陕西子洲石湾△△ 2 1 2
.

666 1 9 7 1 0 7 2 333

111 777 青海惶中△△ 2 0 000 1 9 7 7 0 8 0 111

注
:

△表示 位于半干早带的暴雨中心点

西省绥德县的年均降雨量为 5 02 m m
,

7
、

8 两月的

降雨量分别为 10 3
.

s m m 和 1 1 7
.

Z m m
。

这两个月

降雨量的 7 0 %为暴雨
,

甚至一场暴雨的降雨量等

于月降雨量
。

根据统计 (表 1 )
,

黄河中游的大暴雨

和特大暴雨大都发生在半干旱带
。

2
.

地表组成物质结构疏松
。

上文已经论述了该区地质时期的中生代及新

生代早期气候千热
,

普遍的沉积了一套内陆相的

红色碎屑岩系地层
。

这一套地层沉积后都未经过

强烈的成岩作用
,

第三纪红层未完全成岩
。

因此地

层的物质结构松散
,

胶结很差
。

在半干旱带的南部

即年降雨量 4 0 0 m m 等值线以南的地 区
,

在第四

纪又普遍的堆积了黄土
,

该 区域内的黄土砂粒含

量高
,

又称之为沙黄土
。

由此可见
,

无论是中生代

的基岩
,

或者新生代的红土或黄土结构都比较松

散
。

半干旱带属大陆性季风气候
,

不仅季节之间

的温差变化大
,

而且日较差也大
,

温度年较差 30

一 4 0 ℃ ,

一月平均气温 日较差一般在 10 ~ 13 ℃ ,

7 月平均气温 日较差 13 ~ 15 ℃
。

此外该气候带冬

春季风 日多
,

大于 s m / s
起沙风出现次数约 85 一

37 0 次
,

风速大
,

> 17 m s/ 的大风 日 25 天左右
。

这

样的气温差及风 日都能促使与加速地表物质的风

化
,

使地表物质结构更加松散并减弱了地表物质

的抗蚀能力
。

3
.

植被类型简单
,

覆盖度小
。

半干旱带是森林草原带向典型草原带的过渡带
,

但主要是草原带
。

植被的主要特点是各种各样

的草原植被占优势
。

北缘是贝加尔针茅
、

羊草
、

本氏针茅草原和沙地油篙灌丛
;
半干旱带的南部是长

芒草原
、

菱篙草原
,

本 氏针茅灌丛草原
,

乔木有蒙古栋林
、

樟子松林
、

侧柏疏林
。

半干旱带是农牧交错地带
,

应以牧为主的地域生境
,

但由于黄河 中游半干旱带人 口密度大
,

成

为以农为主的地区
。

大部分地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

凡是可耕的土地都已垦殖
,

因

而天然草地在长城以南几乎不存在
、
在长城以北的沙地区尚有部分存在

,

而森林更是如此
,

除少量

人工林外
,

天然林几乎不存在
。

在长城 以南 以裸地为主
,

植被盖度小于 10 写 ;
长城以北沙地以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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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的主要侵蚀营力
;

而重力和人为侵蚀类型在各种自然环境带都可存在
。

半干旱带属于过渡带
,

地带性侵蚀营力水力与风力同时存在
,

因而该区既有风蚀类型又有水蚀类型
,

同时该半干旱带部分

地区又是强烈的新构造活动区和强烈的人为活动区
,

所以重力侵蚀类型和人为侵蚀类型也很普遍
,

由此可见在半千旱带上述四种侵蚀类型同时存在
,

而无论在干旱带或湿润带这四种类型都不可能

同时存在
,

至多只有上述四种中的三种侵蚀类型
,

同时存在
。

·

上述的四种侵蚀类型尽管同时在半干旱带存在
,

但内部分异也极其明显
,

一般规律是由北向

南
,

由西向东
,

水力侵蚀类型由弱变强
,

风力侵蚀类型 由强变弱
,

重力侵蚀视距侵蚀基准点的距离
,

离黄河越近重力侵蚀越强
,

人为侵蚀类型强度是波动的
,

规律性不 明显
。

〔二 )侵蚀产沙地层多样性
一

黄土高原的侵蚀产沙地层从震旦纪至第四纪几乎每个地质时代的

地层都有出露
。

但对于产沙而言
,

不是每个时代的地层对产沙都有等同的贡献
,

其中只有某些地层

对产沙有较大的贡献
,

如中生代的砂岩
、

第三纪的红土
、

第四纪的黄土等
。

黄土高原的所有产沙地层

可以概括为三大类
:

一是第四纪黄土及黄土状岩石
;
二是基岩 (包括第三纪红土 ) ; 三是风成沙

。

在黄

河中游半干旱带以南地区的产沙地层是基岩和黄土
,

在以北地区产沙地层是风成沙和基岩
,

而在半

干旱带三类产沙地层都同时存在
,

但有区域分异
。

在半干早带的北部以风成沙和基岩为主要产沙地

层
,

以南则以黄土为主
,

基岩为副
。

nnU

|一
水么

宕、̀:御叫角

半干旱带的产沙地层不仅存在水

平分异规律
,

而且垂直方向也有一定

的分异性
;
半干

.

旱带的北部产沙地层

的出露如图 5a
,

南部如图 5b
,

半干旱

带的中部出露地层如图 5。
。

总的特点

是沟谷以基岩产沙为主
,

沟间产沙北

部以风成沙为主
,

南部以黄土为主
,

中

部黄土风成沙兼有
。

(三 ) 侵蚀产沙的集中性与波动性

1
.

侵蚀产沙的集中性
。

半干旱带侵

0
.

01

19 5 6 】9 6 0

图 5 半干早带垂向地层出露示意图

蚀产沙的集中性表现在空间的集中性和时间的集中性两方面
:

( 1) 侵蚀产沙的区域集中性
。

半干旱

带的侵蚀产沙区域大致集中在长城以南的 8 万 k m
Z

范围内
,

其区域产沙量大约占黄河泥沙总量的

60 %以上
,

这个区域位于晋陕蒙峡谷地 区
,

洛河上游
,

径河的马连河上游
。

而在这 8 万 k m
Z

的范围

内侵蚀产沙又有强中之强和强 中之弱之分
;
其中皇甫川

、

孤山川
、

窟野河中下游
、

佳卢河属于强中之
’

强 区
,

年输沙模数在 2 万 t / (k m
, ·

a) 以上
。

除此以外
,

在半干旱带还有几个产沙量相对集中的流

域
,
如谓河上游的葫芦河

、

散渡河
、

祖厉河
、

清水河的折死沟等年输沙模数都在 7 o 0 0 t / k( m
, · a

)左

右
。

( 2) 侵蚀产沙的时间集 中性
。

侵蚀产沙的时间集中性主要表现在年内月际间
;
年输沙量主要来

自汛期三个月 (7 一 9 月 )
,

一般这三个月的产沙量占年沙量的 90 %左右
。

在这三个月中又集中在几

场暴雨
,

最大 5 日
’

产沙量要占到年沙量的 40 %一 75 % (表 2 )
。

有时一场暴雨的产沙量可占到年产沙

量的 50 纬
,

相当于年均产沙量的 1 至 3 倍
,

有时甚至更大 (表 3 )
。

表 2 所列举的几场特大暴雨产沙

量在黄河中游是比较普遍的
,

例如绥德韭园沟 18 号径流场小区 1 9 5 4一 1 9 6 0 年共发生产流降雨 50

次
,

其中 11 次的暴雨产沙量占多年总沙量的 83
.

3写
。

天水站 3 号径流小区 1 9 4 5一 1 9 5 7 年共发生

产流降雨 54 次
,

其中 n 次暴雨侵蚀产沙量占多年总沙量的 87
.

。%
。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侵蚀产

沙的高度集中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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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半干旱带几条主要河流产沙的几个特征值

流流 域域 测 站站 年输沙量量 最大五 日输沙量量 扭期输沙量量 最大 1 日输沙量量 年份份

(((((((亿 t )))))))))))))))))))))))))))))))))))))))))))))))))))))))))))))))))))))))))))
’

(年 )))输输输输输沙量量 占年输沙量的的 输沙量量 占年输沙量的的 输沙量量 占年输沙量量量

(((((((((亿 t ))) 百分数 (写))) (亿 t ))) 百分数 ( % ))) (万 t ))) 百分数 ( % )))))

无无定河河 白家川川 1
.

222 9 0
.

4 6444 3 3
.

555 1
.

8 2 222 4 9
.

444 2 0 3 0
.

444 1 0
.

5 7
`̀

1 7 9 333

孤孤山川川 高石崖崖 0
.

35 555 0
.

1 6 0888 4 5
.

222
4

0
.

35 2 777 9 9
.

444 1 1 5 7
.

222 32
.

6661 7 9 666

皇皇甫川川 皇 甫甫 0
.

5 9111 0
.

1 9 0222 2 3
.

222 0
.

5 7 4 666 7 9
.

222 1 8 1 4
.

444 3 0
.

入入 1 7 9 666

窟窟野河河 温家川川 2
.

8 888 1
.

8 2 333 6 3
.

222 2
.

8 61 888 9 9
.

444 1 7
`

62 5
.

6661 6
.

222 1 97 666

秃秃尾河河 高家川川 0
.

2 7 888 0
.

0 95 666 32
.

111 0
.

2 5 9 999
,

8 7
.

222 4 5 2
.

777 1 5
.

222 1 9 7 666

表 3 半干早带一次特大暴雨的侵蚀强度

地地 名名 暴雨中心心 时间间 历时时 洪 水水 泥 沙沙 测站站

降降降雨量量 (年
、

月
、

日 ))) ( h
:

m i n )))))))))))))))))))))))))))))))))))))))))))))))
((((( m m ))))))) 径流量量 占年总量量 冲刷量量 占年总量量量

((((((((((( m , ))) ( % )))
.

( t
k/ m

.

))) ( % )))))

神神木杨家坪坪 4 0 8
.

777 1 9 7 1 0 7 2 444 1 2 : 000 2 4 2 8 5
.

999 2 4
.

222 1 3 5 9 2
.

111 5 9
.

444 沟口站站

绥绥德韭园沟沟 4 5
.

111 1 9 5 6 0 8 0 888 2 . 3 000 1 7 6 0 0
.

000 4 8
.

777 4 6 6 8
.

000 7 0
.

000 沟口站站

天天水吕二沟沟 7 4
.

333 1 9 6 2 0 7 2 666 2 0 : 4 555 8 8 3 4
.

000 6 2
.

555 2 4 1 6
.

000 8 2
.

333 沟口站站

西西峰董庄沟沟 9 9
.

777 1 9 6 0 0 8 0 1 ~ 0 222 2 0 : 5 777 7 0 8 5
.

000 5 6
.

555 3 1 0 5
.

000 6 6
.

333 沟口站站

2
.

产沙量的波动性
。

通常所说黄河年输沙量 16 亿 t ,

这是平均而言
,

实际上波动幅度很大
,

如陕

县站 自有记录以来实测最大年输沙量为 43
.

习 x 1 0a t ( 1 9 3 3 年 )
,

最小为 4
.

88 x l 护 t ( 1 9 2 8 年 )
,

二者

相差 9
.

9 倍
。

这是大流域的情况
,

中小流域产沙的年际变化更为显著
,

如窟野河流域其出口站温家

川的多年平均输沙量是 1
.

16 亿 t
,

而

最大年输沙量和最小年输沙量可相差

57 倍
,

约 64 % 的年份输沙量小于平均

值
。

(图 6 )

四
、

环境治理对策

半干旱带的脆弱生态环境特征是

由地理环境因素所决定
,

在当今人们

还无法彻 底改变这种环境属性
,

只能

匡习砂

图 6

匾习黄土 唇画古土坡 }亘〕红土与砂岩

温家川年输沙过程线

维持和保持与生物气候带相适应的生态环境
。

当前黄河中游半干旱带生态环境与生物气候已不相

适应
,

若要恢复到与生物气候带相适应
,

那么就要追究其原因
,

有针对性的寻求对策
。

根据多年的环

境研究认为
,

不相适应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人为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所致
。

为此
,

环境治理的对策

是
:

(一 )调整人地关系 半干旱带人地矛盾十分尖锐
,

大多数地区的规实人 口承载量 已大大超过

王地的允许承载量
,

而且人 口 还在不断的增加
。

由于这个地 区人们历来以农业为本
,

人们为了生存

就要全力以赴的依靠土地
,

采取掠夺式的生产
,

在人地矛盾中
,

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

约束人的行为

是缓和人地矛盾的关键
,

其中控制人 口数量
,

提高人 口素质是缓和矛盾的核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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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调整土地利用结构 黄河中游半干旱带土地利用的总体特征是农耕地所 占比重过大
,

、

约

占 3 。%
,

林地和草地比重过小
,

而在农耕地中大约 80 %用于粮食生产
,

而且 又是坡耕地
,

约占

90 %
,

为此
,

粮食产量低而不稳
。

这样的土地利用结构不仅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

而且还限制了经

济的发展
,

为了改变这种单一生产结构
,

必须首先建设基本农田解决吃饭问题
,

在此基础上用更多

的地建设草场
,

发展畜牧业
,

使该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农牧交错区
。

除上述两点外还需调整产业结构
,

为此应全面加强以能源重化工为主
,

包括农业
、

交通运输
、

科

教的基础产业
,

相应发展具有地区特色的加工业
,

提高区内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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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

1 9 9 2 年 5 月召开的全国第 5 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
,

提出的 90 年代水土保持的总 目标任务

是
:

全面管护
,

重点治理
,

强化预防监督
。

主要 目标是水土流失恶化趋势基本得到控制
,

在继续抓好

全国 14 片重点治理的基础上
,

在七大江河
,

尤其是黄河
、

长江中上游
,

以及三峡等大型水利水电枢

纽工程库区的严重水土流失区
,

要采取大面积种草
,

栽植林果
,

绿化荒山
,

闸沟造地
、

坡改梯
,

加快治

理步伐
,

力争实现年治理面积再翻一番
。

水土保持是山区发展生产的生命线
,

是国土整治
,

江河治理的根本
,

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基础
。

这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

利在当代
,

造福子孙
。

只要我们抓住机遇
,

解放思想
,

大胆改革
,

真抓实干
,

90 年代水土保持工作一定会开创新的局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