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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 突出经济效益

加快水土流失区的治理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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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国丝学璧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陕西杨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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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 利 郁

提 要

通过分析黄河峡谷区和渭北台源对红枣
、

花椒和苹果的产业开发认为
,

水土保持措施配置

必须因地制宜和突出经济效益
,

寓水土保持效益于经济效益之中
,

才能使农 民尽快脱贫致富
,

加快对水土流失的治理速度
。

关健词
:

因地制宜 经济效益 水土流失 红枣 花椒 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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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的治理速度如何才能加快 ? 闭塞
、

贫穷的面貌如何能在较短时间内有所改

变
,

达到小康 目标 ?人们对水土保持工作如何才能 由应付转变为 自觉行动 ?数十年的治理经验说明
,

配置水土保持措施必须把握两条
,

即因地制宜和狠抓经济效益
。

农民一有饭吃
,

二有钱花
,

才会加大

收稿 日期
: 1 9 9 4一 0 3一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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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的投入
.

加快对水土流失的治理速度
。

所谓
“
因地制宜

” ,

是指在配置水土保持措施时
,

必须考

虑当地的实际情况
.

充分
、

合理利用 当地的光
、

温
、

水
、

土 自然资源
.

挖掘其潜 力
.

使农民和当地政府

通过对这项措施的实施
,

能较大幅度地增加收入
,

提高生活水平
,

改变面貌
。

只有这样
,

水土保持工

作才能有后劲
,

才能为群众所接受
.

从而使农 民对水土保持由应付变为 自觉行动
。

韩城乔子玄 乡政

府领导说
: “
我们现在有两件事情好做

,

不要动员
,

不要号召
,

那就是栽花椒
,

栽苹果
” 。

其原因是这些

年农 民通过花椒和苹果栽培已大获其益
,

因而方能有今天的 自觉行动
。

近年
,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一些 自然条件恶劣
、

偏僻闭塞的地方
.

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

势
,

因地制宜紧紧抓住产业开发这个 中心
,

诸如红枣
、

花椒
、

苹果等产业的开发
.

以此为龙头
.

带动

产
、

加
、

销的全面发展
,

搞活经济
,

富县富民
,

呈现勃勃生机
,

出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得益彰
,

比

翼齐飞的好势头
。

短短数年
,

一些贫困
、

落后的地方发生了令人鼓舞的变化
。

水土保持也跳出了单

纯治理的老路
.

寓治理于开发之中
,

取得满意结果
。

下面
.

仅就黄河峡谷区和渭北台源等地的治理和产业开发情况作一介绍和评述
。

二
、

要想山里富
,

多栽红枣树

山西临县
、

柳林
、

石楼
、

陕西佳县
、

吴堡
、

清涧
、

延川等黄河峡谷地区
,

由干剧烈的水土流失
,

土壤

痔薄
,

沟壑
、

荒坡基岩裸露
,

土地严重退化
,

自然条件恶劣
,

加之交通闭塞
,

人民生活最为贫困
。

但该

区光温资源丰富
,

最宜栽植枣树 (表 1 )
。

截止 1 9 9 0 年
,

仅据佳县
、

吴堡
、

绥德
、

清涧
、

延川
、

柳林
、

临县

等 7 县的不完全统计
,

枣树栽植面积已达 5 4
.

52 万亩
,

年产红枣 71 4 99 t ,

产值约 1
.

43 亿元
。

红枣已

成为当地人民致 富的主要经济来源
。

表 1 枣树适生条件与黄河峡谷 区环境条件之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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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
,

黄河中游峡谷一带
,

曾认为很早就是我国枣树的栽培中心
。

枣树耐痔薄
,

适应性强
,

《齐

民要术 》云
: “
旱涝之地

,

不任稼墙者
,

种枣则任矣
” 。

枣树还是很好的水土保持树种
,

荒山
、

荒坡
、

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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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
、

庭院均可栽植
,

也可在梯田上进行枣粮间作
,

保持水土
,

防风固沙
。

近年
,

对荒山荒坡的治理也一改过去
“

大兵团
”
作战统一治理的模式

,

大 力推广拍卖
“

四 荒
”

使用

权
,

50 一 100 年权属不变
,

一个
“

卖
”
字

,

极大地调动了农 民治理荒山荒坡的积极性
。

黄河峡谷一带
.

尽管土地痔薄
,

但农民成了土地的真正主人
,

他们因地制宜
,

舍得花力气搞治理
,

乐意投资栽枣树
,

结果水土保持效益和经济效益均十分显著
。

山西临县 曲峪乡
,

全乡 n 4 44 人
,

土地面积 1 10 71 0 亩
,

其中耕地 3
.

28 万亩
,

人均 3 亩
。

农村经

济以红枣为主
,

收入占农业总产值的 65 %
。

现今 80 %的耕地已枣林化
,

实行枣粮间作
,

山坡
、

农田
、

坝捻
、

村墅俱枣树
。

1 9 9 2年
,

全乡总产红枣 25 。 万 k g
,

人均红枣收入 43 7元
。

群众高兴地说
: “

山里

要想富
,

多栽红枣树
” 。

曲峪乡位于黄河峡谷区
,

水土流失严重
。

近河岸
,

山头黄土层厚度不足 s m
,

基岩裸露
.

沟道乱石

峥嵘
,

沟壁陡峭
,

寸土无存
,

人均耕地仅 0
.

7 亩
。

为了发展枣树
,

乡人代会作出了拍卖
“

四荒
”

使用权

的决议
,

每亩地 2一 5 元
,

权属 50 年不变
,

现已卖出 1 万多亩
。

通过拍卖
“

四荒
”

使用权
,

贺家畔村人

均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80 多亩
,

农民郝玉奇在 自己购买的四荒地上
,

经过整治
,

栽树 10 万余株
.

其中

枣树 50 0 多株
,

年收红枣 5 0 00 多元
,

人均 1 70 0 元
。

大窑子皿村贺振荣
,

治沟 13 年
,

在石崖陡壁上
,

凿石垒埂
,

拉土垫地
,

造地 10 余亩
,

栽枣树 4 00 余株
,

如今枣树已陆续挂果
,

成为他家的摇钱树
。

通过发展枣树
,

也带动了水土保持
,

如今
,

有地必有枣树
,

有枣树必有工程措施
。

为了管好枣树
.

保水保土已成为农 民的 自觉行动
。

乡政府也把
“
办学修路管枣树

,

流域治理迈大步
”

作为治乡目标
.

通过开发红枣产业
,

带动了交通带动了流域治理
。

三
、

不管东南西北风
,

咬紧花椒不放松

花椒树属芸香科
,

落叶灌木或小乔木
,

株高 2~ 3 m
。

椒树具有适应性强
,

根系发达
,

易成活
,

生长

快
,

结果早
,

好管理
,

叶幕厚等特点
。

俗云
: “

一年苗
,

二年条
,

三年四年把钱摇
” 。

花椒树喜温
、

喜光
、

耐旱
、

耐寒
、

耐清薄
.

在海拔 4 50 一 1 0 00 m
,

p H 值 7一 8
,

年降水量 5 00 一

60 Om m
,

平均气温 10 一 14 ℃ 旧 照 1 S O Oh 以上地区
,

发育正常
,

生长良好
,

为其适生区
。

花椒在黄土

高原广有栽培
,

唯宜川集义镇至韩城市南部的龙亭镇沿黄河边的川源浅 山区最为适宜 (表 2 )
。

表 2 花椒适生条件与主产区 自然条件之比较

产产 区区 年均降水量 ( m m ))) 年均气温 ( C ))) 日照时数 ( h ))) ) 1 0
、

C积温 ( C ))) PHHH 海拔高度 ( m )))

韩韩城市市 5 5 9
.

777 1 3
.

555 2 4 3 666 4 2 2 666 888 4 0 0 ~ 6 0 000

宜宜川县县 5 7 7
.

666 9
.

999 2 4 3 666 3 4 7 999 888 8 0 0 ~ 1 0 0 000

最最适宜区区 5 0 0 ~ 6 0 000 1 0 ~ 1 444 ) 1 8 0 000 ) 3 0 0 000 7 ~ 999 4 5 0 ~ I ( ) () ()))

宜川县集义镇
,

位于黄河一级 支流猴儿川上
。

全镇 8 120 人
,

其中农业人 口 7 8 83 人
,

耕地

19 75 0亩
,

农业人均 2
.

5亩
。

该镇南靠韩城
,

热量资源丰富
,

种植的花椒以色红
、

味浓
、

质优著称
。 “

不

管东南西北风
,

咬紧花椒不放松
” ,

镇政府把发展花椒作为主导产业来抓
。

全镇现有花椒 1 52 万株
.

人均 1 87 株
,

1 9 9 3年产椒 12
.

5 万 k g
,

产值 1 50 万元
,

全乡人均纯收入达到 44 9 元
。

计划 2 0 0 0 年发

展花椒 2 50 万株
,

人均 3 0 0 株
,

产椒 50 万 k g
,

产值 8 50 万元
,

人均收入 1 0 00 元
。

现今
,

全镇有 50 亩

以上椒园的农户有 2 00 户
。

花椒收入超过 l 。。 0 元的有 23 户
,

收入 2 0 00 元以上的有 19 。 户
,

收入

超过 5 0 00 元的有 42 户
,

收入 1
.

0一 1
.

5 万元的有 4 户
,

1 9 9 2 年全镇仅花椒一项人均收入 183 元
。

为了解决椒粮争地的矛盾
,

鼓励花椒上山
、

进沟
、

上坡
,

到地埂
、

荒 山和庭院落户
。

镇人大还通过

荒 山谁种谁有
,

三年免税的决议
。

现今满山遍野梯田缠腰
,

椒树丛生
,

屹捞
、

沟岔
,

打 鱼鳞坑
,

修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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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
,

栽植花椒
,

发展花椒与水土保持比翼齐飞
,

水土流失的治理寓于花椒产业的开发之中
。

椒农谢长

生承包荒山 2 00 亩
,

投资 1
.

15 万元
,

全部修成水平梯 田和隔坡梯 田
,

栽花椒 1
.

5 万株
。

花椒是摇钱树
,

农民靠它脱了贫
,

生活水平大为提高
。

庙后村 20 户人家 73 人
,

人均花椒收入

5 0 0 0元
,

户户圈新窑
。

赵家岭村 63 人
,

1 9 9 2年群众集资 3
.

35 万元
,

修路
、

引水
、

拉电
,

一派兴旺景

象
。

过年时有户农民书写一幅对联
: “
粮油钱不缺

,

水 电路都通
” ,

横批是
“
全靠花椒

” 。

韩城市花椒栽植更有悠久的历史
。

据明朝万历年间 ( 1 5 7 3一 1 6 2 0 年 )(( 韩城县志 》记载
: “
境内所

跷者惟麻焉
、

木棉焉
、

椒焉
、

核桃焉
” 。

又据清康熙 ( 1 7 0 4 年 )(( 韩城县志 》云
: “

西北山椒
,

遒迹溪间
。

各

原野
,

村墅俱树之
,

种不一
,

尤以猴头花椒极盛
,

远发江淮
。 ”
这说明远在 40 0 年前韩城 已大量栽植花

椒
,

是花椒的适生区
。

韩城市椒区分布在市中部浅 山丘陵残源沟壑区
,

面积 7 8 0 k m
2 。

区 内水土流失严重
,

侵蚀模数高

达 4 49 4t / k( m
,

.

a )
。

水土流失是影响韩城市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因素之一
。

针对当前治理水土流

失速度缓慢
、

效益小
; 人地矛盾突出 ;农民迫切要求脱贫致富

,

以及发展经济林果与粮争地矛盾 日益

突出等问题
。

市政府根据
“
因地制宜

,

因害设防
,

为农业生产服务
”

的原则
,

把保持水土同合理开发利

用土地
,

提高经济效益
,

改善生态环境统一起来
,

大 力发展花椒
。

根据水土流失规律和椒树的生物学

特性
,

椒树以两种模式进行配置
:

1
.

残源
、

沟坡
、

沟谷地区
,

建设以农 田椒网为主体的护埂花椒林防护体系
。

新修
、

整修捻地 (条

田 )
、

梯田
,

田边筑埂
,

沿埂植椒
,

共建成农 田花椒林网 23
.

06 万亩
,

形成花椒生产基地
。

2
.

山坡
、

梁筛建设以花椒为主要树种之一的水土保持 片林防护体系
。

栽椒时先整地
,

共建成椒

林 4
.

25 万亩
。

止 1 9 9 0 年
,

已建成百里双千万株花椒护埂基地
,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40 0 多 k m
, ,

基本

控制了水土流失
。

韩城市通过花椒产业开发
,

已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

椒树 已成为农民发家致富的摇钱树
。

根

据 1 9 9 0 年调查统计
,

全市年产干椒 1 35 0t
,

产值 2 0 25 万元
,

占椒 区农业总产值 3 5 00
.

04 万元的

57
.

8%
,

占全市农业总产值 8 42 8 万元的 24 %
,

椒区人均花椒收入 1 89
.

43 元
。

西庄镇南强村椒农梁

海田
,

花椒年收入 3 万元
,

人均 5 0 00 余元
。

椒树根系以水平侧根为主
,

主根不甚发达
,

作为梯田护埂树种最为适宜
。

据韩城市水保站花椒

护埂试验示范推广课题组
、

对不同树龄的地埂花椒树的根量在垂直和水平方向的测试表明 (表 3
、

表 4 )
:
( l) 各龄级地埂椒树的根系主要分布在 。一 4 c0 m 土层 内

,

占总根长的 90 %
,

占总根量的 85 %

以上 ; ( 2) 椒树根系水平分布范围是 3
.

0 ~ 4
.

s m
,

在 1
.

sm 范围之 内 < l m m 的毛根含量最 多
,

占总

根长的 60 %
,

占总根量的 54 %
。

表 3 椒树不同龄级根量垂直分布规律 (韩城市水保站 资料 )

项项 目目 各 层 根 量 百 分 数 ( % ))) 分层根量合计计

((((( l m mmm l ~ 3m mmm ) 3m mmmmm

长长长 度度 重 量量 长 度度 重 量量 长 度度 重 量量 长 度度 重 量量

幼幼幼 0 ~ 1吸mmm 1 6
.

5 000 1 4
.

7 000 2
.

5 000 2
.

3 666 000 000 1 9
.

0 000 1 7
.

0 666

11111 0 ~ 2 0 e mmm 4 7
.

4 666 4 4
.

9 111 5
.

5 333 5
.

8 666 0
.

5 111 3
.

6 000 5 3
.

5 222 5 4
.

3 777

22222 0 ~ 4 0 C mmm 1 9
.

3 444 1 6
.

4 444 3
.

2 000 3
.

1 999 0
.

9 222 6
.

1 777 2 3
.

5 444 2 5
.

8 000

44444 0~ 6 0e mmm 3
.

4 999 2
.

2 666 0
.

4 555 0
.

5 111 000 000 3
.

9 444 2
.

7 777

66666 0 ~ 8 0C mmm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合合 计计 8 6
.

7 999 7 8
.

3 111 1 1
.

7 666 1 1
.

9 222 1
.

4 333 9
.

7 777 1 0 000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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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项项 目目 各 层 根 量 百 分 数 ( % ))) 分层根量合计计

((((( l m mmm l ~ 3m mmm ) 3m mmmmm

长长长 度度 重 量量 长 度度 重 量量 长 度度 重 量量 长 度度 重 量量

中中中 0~ l 仅mmm 1 3
.

1000 8
.

7 444 2
.

2444 1
.

5 555 000 000 15
.

444 0 3 1
.

2999

111110 ~ 20e mmm 7 3
.

9 777 6 2
.

8 777 6
.

3 1114
.

6 444 0
.

3 3330
.

5 3334 4
.

6 111 3 2
.

0 444

222220 ~ 4 0 e mmm 2 1
.

0 777 4 1
.

2 333 3
.

6 444 3
.

9 444 3
.

7 222 2 3
.

5 666 8 2
.

4 3334 1
.

7 333

44444 0 ~ 6 0C mmm 9
.

0 444 5
.

2888 1
.

6 777 1
.

7 666 0
.

9 1118
.

9 000 1 1
.

6 2225 1
.

9 444

66666 0 ~ 80C mmm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合合 计计 8 1
.

1000 5 5
.

1 222 1 3
.

8 666 1 1
.

8 999 4
.

9 666 3 2
.

9 999 0 1000 0 000 1

老老老 0 ~ 10C mmm 9
.

8 999 1 2
.

6 000 0
.

2777 0
.

4 777 000 000 10
.

1666 1 3
.

0 777

111110 ~ 20C mmm 36
.

8 888 5 3
.

1777 2
.

1000 2
.

4 222000 000 38
.

9 888 7 3
.

5 999

222220~ 4 0C mmm 9 3
.

4 888 28
.

0 999 1
.

8 888 4
.

6 777 0
.

5 444 5
.

6 444 4 1
.

9 000 38
.

4 000

44444 0 ~ 6 0C mmm 8
.

3666 7
.

9 888 0
.

777 3 1
.

1000 0
.

2888 1
.

8 666 8
.

9 666 10
.

9 444

66666 0 ~ 8 0c mmm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OOO

合合合 计计 9 4
.

6 1118 3
.

8 444 4
.

6 2228
.

6 666 0
.

7 777 1
.

5 000 10 000 0 1000

表 4 椒树不同龄级根系水平分布规律 (韩城市水保站资料 )

项项 目目 各 级 根 量 百 分 数 ( % ))) 各点根量合计计

((((((((((((((((((((((((((((((((((((((((((((((((((((((((( % )))<<<<< l mmmm l ~ 3m mmm ) 3m mmmmm

长长长度度 重量量 长度度 重量量 长度度 重量量 长 度度 重 量量

幼幼幼 5 0 e
mmm 3 1

.

2 222 34
.

0 5 222
.

4 1 222
.

4 2220
.

9 777 0
.

5 3337 3
.

3 1114 6
.

9 777

111110 0 C
mmm 9 1

.

0 666 18
.

0 999 3
.

8 666 4
.

6 2220
。

3 1110
.

8 222 2 3
.

2 333 2 3
.

5 333

5 111110 C mmm 17
.

1444 6 1
.

2444 2
.

7 000 2
.

8 888 0
.

555 10
.

4 111 20
.

0 777 9 1
.

5 333

222220 0 e mmm 10
.

5 555 6
.

2777 /// /// /// /// 10
.

5 555 6
.

2777

222225 0 C mmm 6
.

555 1 3
.

0 888 /// /// /// ///6
.

555 1 3
.

0 888

333330 0C mmm 2
.

6 999 0
.

6 222 /// /// /// /// 2
.

6 999 0
.

6 222

合合合计计 8 6
.

8 7 1118
.

3 222 1 1
.

7 666 1 1
.

9 222 1
.

4 3339
.

7 666 10 000 10 000

中中中 5 0C mmm 2 2
.

0 5 111 1
.

8 444 4
.

3555 3
.

9 444 1
.

8 222 17
.

0 000 8 2
.

1888 6 3
.

7 888

111110 0C mmm 19
.

1444 1 3
.

4 333 3
.

3888 2
.

4 000 0
.

9 777 2
.

5 666 2 3
.

4 999 10
.

999 3

5 111110 e
mmm 1 2

.

7 000 8
.

4 777 2
.

4 666 2
.

1999 0
.

6 666 8
.

6 444 15
.

8 2229 1
.

3000

222220 0 e
mmm 7

.

3666 4
.

3777 0
.

7 1110
.

5 999 0
.

5 999 3
.

3000 8
.

6 666 8
.

666 2

5 222220 emmm 10
.

6 666 6
.

6 111 1
.

2 1110
.

9 555 0
.

9 333 2
.

5 000 1 2
.

8 000 9
.

0 666

333330 0 e
rnnn 9

.

2999 6
.

999 3 1
.

7 666 1
.

8 111 /// /// 1 1
.

0 555 8
.

2 111

合合合计计 8 1
.

1666 5 5
.

1 111 1 3
.

8 777 1 1
.

8 999 4
.

9 777 3 3
.

0 000 0 1000 10 000

………
15 0 e

mmm 5 1
.

2 222 24
.

4 888 1
.

0 444 2
.

7 666 0
.

777 6 3
.

26 333 1
.

6 333 3 3
.

4 777

老老老 …
`。 O一一 2 3

.

2000 4 1
.

4 222 1
.

1 222 1
.

5 333OOO 000 24
.

5 3 222 1
.

9 555

{{{{{
15 0 cmmm 9 1

.

0 999 7 1
.

999 1 1
.

1 111 1
.

5 2220
.

0 999 0
.

6 000 20
.

2999 9 1
.

3 111

}}}}}
“ 0 0C mmm 25

.

5 111 10
.

3 1110
.

5 111 1
.

666 3000 000 6 2
.

0 222 1 1
.

6 777

11111
“ 5 0C mmm 3

.

0 000 5
.

2 2220
.

4 888 0
.

5 999 0
.

0 777 0
.

2 111 3
.

5 555 6
.

0 222

}}}}}
” OOC mmm 4

.

1888 5
.

9 777 0
.

3666 0
.

4 777 0
.

1 3330
.

0 555 4
.

6 777 6
.

4 999

11111
O 3OC mmm 2

.

4 777 2
.

888 3000 000 0
.

1 1110
.

4 222 2
.

5 888 2
.

8 000

}}}}}
4 0 0C mmm 1

.

4 444 3
.

1000 0
.

2000 0
.

4 333 /// /// 1
.

6 444 3
.

5 333

{{{{{
4 5 0C mmm 0

.

3000 0
.

7 666 /// /// ///
,,

0
.

3 000 8
.

7 666

{{{{{ 合计计 9 4
.

4 111 8 3
.

0 333 4
.

8 222 8
.

6 666 0
.

7 777 /// 1 0 000 10 000

77777777777777777
.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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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地埂花椒树这种以毛根为主
,

且分布在浅层的生物学特征
,

它能象网络一样把土壤颗粒缠

绕 固结在一起
,

使田坎得到很好保护
。

1 9 8 8 年 8 月 24 日降雨 5 7
.

3 m m
,

韩城水保站对龙亭镇寺庄村

10 龄 10 0m 花椒地埂和无椒树地埂进行实地调查表 明
,

花椒地埂毁坏程度为 2
.

31 %
,

无椒树地埂

为 1 1
.

3 0%
。

韩城市通过建设花椒护埂农 田椒网
,

花椒护坡片林
,

以及封山育林
、

村庄庭院整治和绿化等各

项综合治理措施
,

共控制水土流失面积 57
.

64 万亩 ( 3 84
.

k3 m
,
)

,

占椒 区总面积 7 8 0 k m
,

的 50 %
,

减

沙效益达 59
.

3 %
,

从而使侵蚀模数由原来的 4 49 4 t
/ (k m

,
.

a )减少到 1 83 1t / k( m Z
.

a )
.

其中花椒防护

面积 占治理面积 47
.

4%
,

而减沙效益则占 52
.

8 %
。

通过花椒产业的开发
,

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
,

而且加快了对水土流失的治理速度
,

取得了明显的水土保持效益
。

表 5 护埂花椒林对农田小气候的影响 椒树 护埂
,

除了

项 目

变化值

变率 ( % )

风速 ( m /
s
)…气温 ( C )

阵
目对湿度 ( % ,

她表温度
(℃ )

}蒸发量
( m m ,

…土壤含水量 (% 。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

一 0
.

3 8 } 一 0
.

7 8 } + 7 + 0
.

6 3 1 一 1
.

9 2 { + 2
.

9 0

2 8
.

0 0 } 3
.

9 7 } 1 3
.

9 1 } 3
.

5 6 } 2 8
.

7 7 2 7
.

9 4

水土保持效益而外
,

还具有调节农田小气

候效应
。

据韩城市水

保站 1 9 9 1 年 4 月在西庄镇文岭
、

南强
、

北强
、

井隘等村的观测表明 (表 5 )
,

地埂花椒林引起了农 田

小气候变化
,

使之有利于农 田作物生长
。

四
、

以果促农
,

兴果富县

在改革开放
、

加快经济建设速度的形势之下
,

各地的财政收入
、

农民的收入如何能在较短的时

间内有较大的增长
,

达到小康水平
,

这是 一 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

渭北台源各县在充分分析本县的自

然资源优势之后
,

因地制宜
,

对种植结构进行了脱胎换骨的调整
,

抓住经济林大上
,

形成了以生产苹

果为龙头的开发产业
,

在布局上
,

采取了沿城镇和公路铁路干线的点— 轴结构配置模式
,

在人力
、

财力
、

物 力和土地资源上也围绕苹果生产产业开发进行了重新配置
。

截止 1 9 90 年
,

苹果面积 已达

14 5
.

8 万亩
,

年产苹果 2 5
.

2 万 t
,

取得 了显著成绩
。

通过果园的高标准建设
,

进行了平地
、

深翻
、

施

肥
、

围墙等方面的投入
,

有效拦蓄了径流泥沙
,

加快了水土流失的治理
。

有关研究表明
,

影响苹果生长
、

结实及品质的生态因子主要有温度
、

降水
、

日照
、

土壤及海拔高

度等
。

表 6 表明
,

渭北台源地区是苹果生长的适宜区域
,

具有形成主导产业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

表 6 渭北台源地区气象
、

土壤 及海拔指标

地 区
年降水量

( m m )

年平均

气 温

( C )

1 3
.

5

1 1
.

5

1 3
.

3

1 2
.

2

1 1
.

4

8
.

6

9
.

9

9
.

1

9
.

2

1 月中

旬气温

( C )

一 1
.

5

一 3
.

6

一 1
.

7

一 2
.

3

一 2
.

8

一 5
.

7

一 6
.

0

一 6
.

4

一 5
.

2

6~ 8 月

平均气温

(
L

C )

日照时数

( h )

) l 。 ℃积温

( 亡 )

海拔高度

( m )

5 5 9
.

7

5 5 3
.

2

5 3 3
.

2

5 4 9
.

4

5 7 7
.

8

6 0 2
.

4

5 7 7
.

6

5 6 9
.

9

6 2 1
.

7

2 5
.

7 ~ 2 6
.

8

2 4
.

0 ~ 2 5
.

3

2 6
.

0 ~ 2 7
.

2

2 4
.

3 ~ 2 5
.

7

2 3
.

2~ 2 4
.

7

1 9
.

6~ 2 1
.

8

2 1
.

6~ 2 3
.

7

2 0
.

6~ 2 2
.

7

2 0
.

1~ 2 2
.

2

2 4 3 6
.

1

2 5 2 8
.

3

2 3 4 9
.

5

2 5 3 5
.

3

2 3 9 7
.

3

2 3 4 9
.

8

2 4 3 6
.

0

2 4 9 2
.

4

2 5 5 2
.

2

4 6 2 6
.

0

3 8 7 8
.

9

4 4 0 9
.

6

4 0 6 0
.

6

3 7 5 7
.

4

2 9 1 2
.

3

3 4 2 9
.

0

3 2 9 3
.

3

3 0 2 6
.

1

8
.

0

8
.

0

8
.

5

8
.

0

8
.

1

8
.

2

8
.

0

8
.

3

8
.

4

4 0 0 ~ 1 3 0 0

5 0 0 ~ 1 0 0 0

8 0 0 ~ 1 0 0 0

4 4 0 ~ 1 2 0 0

6 0 0 ~ 1 5 0 0

1 0 0 0 ~ 1 7 0 0

8 0 0 ~ 1 4 0 0

1 0 0 0 ~ 1 3 0 0

8 0 0 ~ 1 3 0 0

市阳城城水龙县川川韩城合蒲澄黄宜富白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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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63 0
.

8

7 09
.

3

8 59
.

2

5 5 4
.

5

6 0 0
.

6

587
.

5

6 0 1
.

6

5 58
.

0

6 0 4
.

4

6 0 1
.

6

6 41
.

1

6 0 0
.

1

6 5 1
.

8

58 4
.

1

3 7 5
.

9

3 7 5
.

0

6 50~7 50

6~ 8月

平均气温

(℃ )

2 0
.

3 ~ 2 1
.

9

9 1
.

3 ~ 2 1
.

1

2 1
.

8~ 23
.

6

2 4
.

2~ 2 5
.

6

2 1
.

2~ 23
.

2

9 1
.

9 ~ 2 1
.

5

2 2
.

1~ 2 4
.

0

2 2
.

0~ 2 4
.

5

2 0
.

1~ 2 2
.

1

23
.

2~ 2 4
.

9

2 2
.

2~3 2
.

9

2 1
.

8~ 23
.

8

2 4
.

0~ 2 5
.

6

2 0
.

1~ 2 2
.

4

2 4
.

9 ~ 2 6
.

4

2 5
.

1~ 2 6
.

7

9 1
.

0~3 2
.

0

9 0 0~ 0 0 1 4

6 0 0~ 10 40

6 8 0~ 0 1 40

6 0 0~ 2 10 0

8 0 0~ 6 10 0

9 0 0~ 1 40 0

9 0 0~ 12 0 0

0 0 0~ 1 40 0

7 0 0~ 16 0 0

7 0 0~ 16 0 0

8 0 0~3 10 0

8 0 0~ 16 0 0

6 0 0~ 10 0 1

9 0 0~ 12 0 0

50 5~ 10 0 0

1 40~ 1 40 0

)6 0 0

地地区区 年降水量量 年平均均 1月中中 6~ 8月月 日照时数数 ) 0 1℃积温温 PHHH 海拔高度度

m m ((((( )))气 温温 旬气温温 平均气温温 h ( ))) (
`

C m ))))) ( )))

(((((((℃ ))) (℃ ))) (℃ )))))))))))

黄黄 陵陵 63 0
.

8889
.

444一 4
.

777 2 0
.

3 ~ 2 1
.

999 2 52 8
.

4443 27 0
.

888 8
.

5559 0 0~ 0 000 1 4

宜宜 君君 7 09
.

333 8
.

999一 3
.

999 9 1
.

3 ~ 2 1
.

1112 412
.

4442 8 1 5
.

0008
.

333 6 0 0~ 10 4000

铜铜川市市 8 59
.

222 10
.

666一 3
.

333 2 1
.

8~ 23
.

666 23 2 4
.

3 222 43 1
.

0008
.

0006 8 0~ 0 1 4000

耀耀 县县 5 5 4
.

555 12
.

333一 1
.

2 111 4
.

2~ 2 5
.

666 23 6 5
.

666 40 13
.

222 8
.

4446 0 0~ 2 10 000

淳淳 化化 6 0 0
.

6669
.

888一 4
.

777 2 1
.

2~ 23
.

222 23 7 2
.

777 3 2 8 1
.

0008
.

4448 0 0~ 6 10 000

旬旬 邑邑 587
.

9 555
.

000一 4
.

777 9 1
.

9 ~ 2 1
.

55523 9 0
.

2223 7 09
.

1118
.

333 9 0 0~ 1 40 000

永永 寿寿 6 0 1
.

666 10
.

888一 2
.

666 2 2
.

1~ 2 4
.

0002 16 6
.

2223 2 8 1
.

0008
.

9 222 0 0~ 12 0 000

彬彬 县县 5 58
.

000 1 1
.

111一 3
.

8882 2
.

0~ 2 4
.

55529 9 1
.

333 3 63 8
.

8 555
.

666 10 0 0~ 1 40 000

麟麟 游游 6 0 4
.

4449
.

222一 3
.

8882 0
.

1~ 2 2
.

11129 10
.

333 3 0 0 1
.

0008~ 8
.

7 5550 0~ 16 0 000

凤凤 翔翔 6 0 1
.

666 1 1
.

555一 2
.

222 23
.

2~ 2 4
.

999 2 10 1
.

1113 6 6 1
.

7 444
.

2~ 8
.

7 5550 0~ 16 0 000

千千 阳阳 6 41
.

111 10
.

999一 2
.

4442 2
.

2~3 2
.

999 2 12 0
.

4443 503
.

1117
.

2~ 8
.

8 5550 0~3 10 000

陇陇 县县 6 0 0
.

111 10
.

777一 2
。

777 2 1
.

8~ 23
.

888 2 03 3
.

8883 43 3
.

666 8
.

333 8 0 0~ 16 0 000

宝宝 鸡鸡 6 5 1
.

888 12
.

666一 0
.

999 2 4
.

0~ 2 5
.

9 666 1 41
.

3 9 9 222 4
.

0008
.

222 6 0 0~ 10 000 1

长长 武武 58 4
.

9 111
.

111一 5
.

2 1110
.

1~ 2 2
.

4442 2 2 6
.

5553 029
.

888 8
.

1119 0 0~ 12 0 000

乾乾 县县 3 7 5
.

999 2 1
.

777一 1
.

2888 4
.

9 ~ 2 6
.

44429 1 4
.

999 413 2
.

999 8
.

555 50 5~ 10 0 000

礼礼 泉泉 3 7 5
.

000 12
.

999一 1
.

999 2 5
.

1~ 2 6
.

777 2 2 1 5
.

666 42 2 6
.

777 8
.

555 1 40~ 1 40 000

最最适宜区区 6 50~7 50008~ 2 1
.

000 10~一 I CCC 9 1
.

0~3 2
.

000> 1 50 000 )3 0 0 000 5~ 8
.

000 )6 0 000

8
.

5

8
.

3

8
.

0

8
.

4

8
.

4

8
.

3

8
.

2

8
.

6

8~ 8
.

5

洛川县委
、

县政府制定出农业主导产业开发坚持
“
近抓烤烟远抓果

”

指导方针
,

提出
“ 1 23 苹果

绿 色长廊建设工程
” ,

其 目的是通过
“ 123

”
万亩苹果绿色长廊工程的开发与县苹果开发总公 司全程

服务的介入
,

使苹果生产跃上优质高产高效的新台阶
。 “ 1 2 3 ”

工程的含义为
: “ 1 ”

是指沿西包公路从

永乡到京兆 2 k0 m 一条线 ; “ 2”
是公路两侧各 1 00 m 宽地段

; “ 3”

是指工程包括永乡
、

后子头和京兆 3

个 乡
。

在这段区域内
,

按照 目前国际最新栽培技术
,

于 1 9 9 2 年秋至 1 9 9 3 年春一次性高标准建园

5 00 。亩
,

连同区内原有果园
,

形成万亩绿 色长廊
,

力争经 3 ~ 5 年的科学管理
,

使这条绿色长廊成 为

外销苹果基地
。

渭北台源东部的合阳县
,

1 9 9 2 年县委
、

县政府提出在全县兴办 6 项工程
,

其 中第一项工程就是

苹果
“
百千万

”
工程

,

亦即沿 108 国道兴建
“

百公里
、

千片
、

万亩
”
绿色长廊工程

,

栽植苹果 30 万亩 (远

景 )
。

地处渭北台源南部的礼泉县
,

共有耕地 82
.

1 万亩
,

人口 41
.

3 万人
,

其中农业人 口 3 9
.

2 万人
,

占 9 4
.

7%
。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

县委
、

县政府通过调查研究
,

根据礼泉县适宜苹果生长

的实际
,

大胆调整种植业结构
,

作出了
“
南粮

、

中石
、

北果
”

的决策
,

放手发展苹果生产
。

1 9 9 3 年
,

全县

苹果栽植面积发展到 30 万亩
,

总产苹果 2亿 k g 以上
,

产值 2
.

8 亿元
,

占农业总产值的 50 %以上
,

成为全县最大的支柱产业
,

曾荣获省政府
“

达标过亿冠三秦
”
嘉奖

。

苹果生产有 力地推动了全县经济

的发展
,

加快了农村致富奔小康步伐
。

1 9 9 2 年
,

农民人均纯收入 80 9 元
,

是 1 9 8 7 年的 2 倍
,

有 1 个

乡
,

上百个村 (占全县行政总数的 1 4/ )和一大批农户
,

人均纯收入提前跨入小康
,

开创了以果促农
.

兴果富县的新路
,

形成了渭北台源农村经济独特的发展模式
。

(下转 第 31 页 )



第 2 期 杨海军等
:

晋西黄土 区森林流域水量平衡研究

从图 5 可以看出
,

水土保持林具有推迟和延长洪水径流汇集始末时间及削减洪水径流总量的

作用
。

2
.

植被条件对流域蒸发散量的影响
。

把实测的近郁闭的木家岭小流域和无林的庙沟小流域的

实测蒸发散量数据绘成图 6
。

由图 6 可知
,

森林

一
庙沟小流域 (无林 )

一
木家岭 小流城 (森林 )

50()(J50的阴加
Jō J任,dc八,乙,̀

(ōuu卜)
,

工山弱耗绷城

流域 蒸腾耗 水明显高于无林流域
,

这表明林木蒸腾

耗水是水循环过程中的重要支出项
,

也是导致黄土

区干旱的因素之一
。

四
、

讨 论

通过对黄土区水土保持林地生态系统和流域水

分循环的研究
,

确定了流域的水量平衡方程
,

并制定

了流域的水量平衡表
。

研究表明
:

大气垂直降水量是

黄土区水土保持林地唯一的水分输入量
,

蒸发散量

是最为重要的水分输 出项
,

林冠截留量也是重要输

出项
,

其值远大于地表径流量
,

本研究区的地表径流

接近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

林地的蒸发散量已经超

鉴髯

图 6 有林和无林对比流域蒸发散量变化

过 了同期的降水量
,

由此可知
,

晋西黄土区雨季的林地耗水量超过了林地土壤贮水量
,

雨季林地土

壤均未得到降水的补给
,

只有近无林的小流域得到了少量补给
,

林地土壤雨季
,

土壤亏缺量很大
。

由此可知晋西黄土区人工林对土壤具有干化作用
。

这是 由于人工林地林木强烈的蒸腾作用和

根系深层吸水作用所致
,

这种干化作用在干旱年份表现非常突出
,

这种干化作用的结果使黄土 区林

分只能依赖当年的降水生长发育
,

所以在黄土区充分发挥林分的水源涵养作用
,

就需要减少林分的

蒸发散量
,

抑制林地蒸发
,

减少仅有的降水以地表径流的形式流失
,

因此在黄土 区水土保持林营造

中
,

应采用径流林业或工程措施等抗旱造林技术
。

并且应控制和适当降低造林密度
,

选用抗旱 力强
、

耗水量较少的树种
,

这样才能避免人工林存在不断恶化 自身生长的水分条件
,

从而形成生长缓慢
、

生长量受控于降水量的
“
小老头树

”
的局面

。

(上接 第 7 页 )

在苹果产业的推动之下
,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交通运输建设也飞速发展
。

近年
,

国家
、

集体投资

1 43 0 万元
,

劳动积累工 9 50 万个
,

建设标准化方田 22
.

6 万亩
,

新修基本农 田 4 万亩
,

并且打井建抽

水站
,

使农 田灌溉面积恢复到 52 万亩
,

荣获全国水利建设先进县称号
。

同时
,

还采取国家
、

集体投资

和农民集资的形式
,

拓宽境内公路干线 4 k5 m
,

修筑沥清
、

水泥路面 8 k5 m
,

沙石路面 8 2 7k m一改昔

日
“

行路难
”

的状况
,

使苹果运输风雨无阻
。

五
、

小 结

1
.

水土保持措施的配置
,

首先
,

必须结合实际
,

因地制宜
,

充分利用和开发当地 自然资源优势
.

水土保持才能为千百万农 民所接受
,

变为他们的自觉行动
,

方能加快水土流失治理速度
。

2
.

其次
,

水土保持措施配置必须突出经济效益
,

不但要使农民
“

粮油
”
不缺

,

也要
“

钱
”

不缺
.

寓水

土保持生态效益于经济效益之中
,

水土保持才能保持强劲的后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