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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土保持宏观规划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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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土壤侵蚀环境及侵蚀类型空间特征的分析
,

划分了我国水土保持类型 区
,

依据

土壤侵蚀强度
、

危害性及水保效益等进行了水土保持评价并编制了《 1 : 1 5 00 万中国水土保持

图 》
,

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水土保持的宏观规划进行了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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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土壤侵蚀环境的空间分析
1

.

1现代地表外营力的地域差异

东部湿润半湿润地区
,

降水丰沛
,

河流众多
,

在山地
、

丘陵和高原边缘地带
,

常发生着强烈

的水 力和重力侵蚀
。

西北内陆区温暖干燥
,

风力大
,

在内陆盆地和高原河湖相的地层上有强烈

的风蚀
。

青藏高原寒冷干燥 区
,

以冻融物理风化和风力侵蚀为主
。

L Z 现代地貌形态的地域分异和组合

我国众多的山地
,

巨大的起伏和山地丘陵地区强烈的新构造运动
,

是流水和重力作用的基

本条件
。

在三大地势阶梯的过渡处
,

水 力和重力作用异常活跃
。

L 3 岩石和地层

我国广泛分布松散易蚀的地层
,

是土壤侵蚀的物质基础
。

如西北地区的黄土
,

四川盆地的

紫 色土
,

江南丘陵的红色风化壳
,

鄂尔多斯高原的坡少岩
,

以及干旱地区的河湖相沉积物等
。

L 4 人为作用

我国人 口众多
,

开发历史悠久
,

人类活动对土壤侵蚀的影口向巨大
。

丘陵山地区陡坡开垦
、

广

种薄收
,

西北地区草地过度放牧严重超载
,

煤炭资源开采等大型工程项 目对水土保持工作的忽

视等
,

均导致了严重地水土流失
。

2 水土流失的空间特征
.2 1 土壤侵蚀的类型

《 1 : 1 5 0 0 万中国土壤侵蚀类型图 》的分类系统如表 l 示
。

第一级为侵蚀营力类型
,

第二级

为侵蚀强度类型
,

第三级为侵蚀 因子类型
。

考虑水土保持的实用性
,

划分出无明显侵蚀
,

包括常

态侵蚀和堆积类型
。

表 1 我国土壤侵蚀分类系统 (据《 1
:
1 5。 。 万中国土壤侵蚀类型图 》

,

1 9 9 1)

T 水力侵蚀
l 微度侵蚀 5 0 0一 1 , o o o t / ( k rn

Z . a
)

a
.

植 被良好的 山地 b
.

波状平原
2

.

轻度侵蚀 一0 0 0~ 25 0 0 t / ( k m
Z . a

)
a

.

植被一般 山地丘陵 b
.

半干旱区土石丘 陵
3

.

中度侵蚀 2 5 0 0一 s 0 0 0 t / ( k m ,
. a

)
: 、

.

红岩丘 陵 b
.

半干旱区土石丘陵
C

.

土石丘陵低山
4

.

较强 度侵蚀 5 0 0 0一 s o o o t / ( k m
“

.

a
)

a .

黄土残原缓丘 b
.

强切割 山前台地
c

.

土石丘陵低山
5

.

强度 侵蚀 5 0 0 0一 1 5 0 00 r / ( k rn
, .

a )
a

.

黄土梁状丘陵 b
.

红土丘陵
6

.

极 强 度侵蚀 1 5 00 0 一 Z 0 0 0 o t / ( k m “
. a

)
a

.

强 切割黄土原 b
.

黄 土梁弗丘陵

7
.

剧烈侵蚀 ( > 2叫一) 〔) ; / k m
Z

.

a
)

l 风力侵蚀
8

.

微度侵蚀 吹失作用为主
a

.

干旱 区绿州 b
.

草甸草原
9

.

轻度 侵蚀一 旱季吹场
,

沙质地表
有沙 波形成
,

.

垦植草 甸 b
.

干草原
10

.

中度 侵蚀一地面有沙暴或 见有

沙堆沙 垄
; 1 .

垦植 干草原 b
.

荒
漠草原

1 1
.

强度 侵蚀一 有活动沙丘或风蚀

残丘
a

.

固定沙丘 b
.

半固定沙丘
1 2

.

极强度 侵蚀一 流动沙丘
a

.

活动性 小的 b
.

活动性 大的

13
.

剧 烈侵蚀 一 戈壁滩
,

光板地冻

融侵蚀
1 4

.

轻度侵蚀一 高山草甸草原
15

.

中度侵蚀 一高 山荒 漠草原
,

荒
漠
1 6

.

强度侵蚀一 季节性 冻土
1 7

.

极强度侵蚀一 永久性冻上
1 8

.

剧烈侵蚀一冰 川冰水作用
, 无明显侵蚀
19

.

密林与高 山苔原
2 0

.

现代 堆积地
2 1

.

水田

22
.

水化学溶蚀
刊 重力侵蚀 (符号 )

滑坡泥石流

.2 2 水土流失的区域特征

根据《 1 : 1 5 00 万中国土壤侵蚀类型图 》 (朱显漠等
,

1 99 1 年 )
,

我国土壤侵蚀表现出明显的

区域分异特征
。

全国范 围内
,

由于导致土壤侵蚀的主要外营 力类型的不同
,

明显地分异为三个土壤侵蚀

区
,

湿润的东部水 力侵蚀地 区
,

干燥作用的西北部风 力侵蚀地区
,

高寒物理作用的青藏高原冻

融侵蚀地区
。

这种分异与我国的三大 自然区基本吻合
。

土壤侵蚀强烈的地段
,

首先是多位于三大地形阶梯
、

地质构造带或平原一 山地丘陵等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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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渡地带
。

如青藏高原东南边沿的滑坡泥石流活跃带
; 华北平原周围的山地丘陵

、

东北平原

周边的漫岗台地以及江南丘陵地区的一系列小型盆地的外围地 区
。

其次是与松散堆积物的分

布同域
,

如黄土
、

紫色土
、

红色风化壳等
。

同时多位于工农业生产中心的外围地区
。

如黄土高原

(汾渭平原 )
,

华北 山地丘陵 (华北平原 )
,

东北漫岗 (东北平原 )
,

川东丘陵等 (成都平原 )
。

土壤侵蚀严重的地区同时也是河道整治的重点地区
。

如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和黄河的治

理
。

3 水土保持评价
3

.

1 水土保持类型区

《 1 , 1 5 00 万中国水土保持图 》划分的中国水土保持类型区如表 2 示
。

第一级为水土保持

区
,

第二级为水土保持地区
,

第三级为水土保持类型区
。

表 2 中国水上保持类型 区

水土保持区 水土保持地区 水土保持类型 区

11湿润温带东北地区

h湿润一 半湿润暖温
带黄土高原地区

卜半湿润半干旱暖温
带黄土高原地区

I
`
湿润亚热带四 川
盆地及周边 山地

地区
1
5

湿润热带亚热带
丘陵 及 东南 沿海 地
区
I `湿润亚热带云贵 高
原及西南山地地 区

n
l

半湿润半干早草
原沙漠 化地 区

H
:

干早 荒漠沙漠化
地区

1 1
.

1

平 原
、

农业 微度 一轻度侵蚀类 型区
1 1 :

漫岗丘陵耕地
、

草地中一 强度侵蚀
类 型区

I , 3

山地草灌侵蚀类型 区
I : ;

平 原耕 地轻度 一微度侵蚀类型区
I : 5

丘 陵
、

低山耕地
、

草灌强度侵蚀区
I : 。

山地林灌轻度侵蚀类型区
I : 7

山地 (高原 )农耕地 中一 强度 侵蚀
类型 区

I : 。平 原农耕地轻 一微度侵蚀类型区
1 3 ,

高原沟壑 农耕地强度侵蚀类型区
1 3 ,。

丘陵 农草地强度 一剧 烈侵 蚀类型

区

! 3 , ,

山地人工林地 轻度侵蚀类型区
l ` 1 2冲积平原微度 侵蚀类型 区
! ; , 3

丘 陵低 山耕地
、

草灌 地强 度侵蚀
类型区

I : , ;

山地林灌轻度侵蚀类型区
I :

.

; 5平原台地耕地轻度侵蚀类型区
1 5

.

1 5

红 色丘 陵耕地
、

草灌地强 度侵 蚀

类型 区
了 5 , 7

中低 山地草灌轻度侵蚀类型区
I : , 8喀斯特盆地化学溶蚀类型 区
I 。 : 9云贵高 原耕地和草地中 一轻度侵

蚀类型 区
I 。 : 。

西南 山地水蚀和重力侵蚀类型区

王水东部蚀区

, 卜 : ,

沙漠戈壁侵蚀类型区
l , : 2沙漠 化类型 区
1 : : 3

山地开发类型区

H l
l

青藏高原地区
I ,

.

: `
青藏 高原东南部草甸草原类型 区

, 1 : 5

青藏高原西北部无人区

3
.

2 水土保持评价与制图

以水土保持类型 区为基本单元
,

以防止和排除土壤侵蚀危害
、

合理利用和开发土地资源为

目标
,

依据土地生产能力和开发程的高低
、

土壤侵蚀强度
、

危害性大小及治理效益等进行评价

(见附图 )
。

结果分三级
:

第一级表明是否需要治理
; 第二级是治理的迫切程度

,

共分 6 个等级类

型 ;
第三级表示与水土保持有关的环境因子和土地利用方向

。

在此基础上
,

编制《 1 : 1 5 0 0 万中

国水土保持图 》
。

该图在表示水土保持类型区
,

指出该类型区土壤侵蚀的方式和强度的基础上
,

重点表示各类型 区治理的迫切性和我国水土保持的重点地区
。

4 我国水土保持宏观规划的讨论
4

.

1 东部水蚀区是我国水土保持的重点地 区

本区是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 的重心
,

分部布着 95 %的人 口 和绝大多数的大中城市
,

但丘

陵山地及部分平原区
,

普遍地发生着土壤水蚀和风蚀
,

而且侵蚀强烈的地段均发生在工农业生

产发达地区的外 围地带
,

位于本区的黄河
、

淮河
、

松花江下游段
,

已形成地上河
,

迫切需要治理
。

几个需治理的地区是
:

4
.

1
.

1 黄土 高原
。

大部分地区为 n ;

级治理区
。

高原沟壑区以治沟为主
,

保源固沟
。

丘

陵沟壑区则应沟坡兼治
。

将生物措施
、

工程措施和耕作措施有机结合
,

构成从坡面到沟谷的水

土保持综合防治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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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
.

2江 南丘陵
。

Z 0 0 0 0 t/ (k m
z

.

a)
,

属 11 ;一 113

红层丘陵或盆地
。

侵蚀模数一般达 5 0 0 0 一 1 5 0 0 0 ( t / km
Z

.

a )
,

红层丘陵高达 1 5 0 0 0 ~

级治理区
。

急需治理的地区为两湖平原周边的丘陵
、

低山
、

及小型

侵侵性性

现代加速侵蚀

侵蚀程度

中度一较强度

轻度一 中度

正在沙漠化

较强 一强度

中一较强

严重沙漠化

开发 开发保护 防治

类型区 类型区 类型区

一
112

一般治理

类型区

次重点治理

类型 区

强度一剧烈

)强度

严重沙漠化

}
11、

重点治理

类型区

(温带暖温带 )

(亚热带热带 )

干旱沙漠化

几J

1
t .l

ù..二

1 11

开发保护类型区 治理类型区

附图 中国水土保评价方法

4
.

1
.

3 四 川盆地
。

侵蚀模数平均高达 8 0 0 0 ( t / k m
Z

.

a )
,

多属 11` 级治理 区
。

4
.

1
.

4 东北漫岗丘陵
。

侵蚀严重地段侵蚀模数达 5 0 0 0一 7 0 0 0 ( t / km
Z

.

a )
,

属 112一 11 , 级

治理 区
。

黄泛区的沙漠化问题
,

亦应予以治理
。

建
.

1
.

5 华北山 地丘陵
。

侵蚀模数 5 0 0 0一 l 0 0 0 o t / ( k m
,

.

a )
,

属 1 2

一 l 。
级治理区

。

黄泛

区的沙漠化问题亦应予以治理
。

4
.

1
.

6 西南山 区的泥石 流治 理带
。

在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
,

北起嘉陵江上游
,

南到云贵

高原西部 山在
,

存在一个泥石流活动的活跃带
,

属于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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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级治理 区
。

4
.

2 西部地区的土壤侵蚀治理

主要是草原牧场和绿洲农
、

牧业的沙漠化防治
,

雅鲁藏布江谷地的风蚀与水蚀治理
。

4
.

3 青藏高原地区

土壤侵蚀 尚处在常态侵蚀阶段
,

人烟稀少
,

所以广大范围内的地土壤侵蚀治理尚不能提到

议事 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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