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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 以白崖沟小流域土地 及生物资源为单元
.

探讨了在小流域综合治理中
,

通过实施

项 目规划管理
,

优化用地结构 及农林牧内部结构
.

合理配置 用地
,

发展以生物资源种植
、

加工为

主的工副业
,

从而使群众脱贫致 富
,

达 到水土保持与资源 开发利用 相结合的生态经济型治理 方

式
。

关键词 规划 经济 开发 项 目管理 生态经济型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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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型小流域
,

是今后我国开展流域治理的主要发展方向
。

在水土保持综 合治理中实

行项 目管理
,

立足于流域资源
,

做到土地利用与资源开发相结合
,

达到保持水土
、

提高土地生产

力
、

发展经济的目的
,

使 山区群众生活水平向小康迈进
。

青海省的西 山流域及小高岭就属于这

种类型
,

在治理 中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

小高岭村 1 9 9 4年 人均纯收入 7 00 元
,

人均 口粮 40 k0 g
,

平

均单产由 9 8 k g 上升到 2 5 2 k g
,

其指标高于我省生态型流域
,

效益十分显著
。

开展经济型的小流

域治理要有一套科学的规划方案
,

按规划方案分项实施
。

实行项 目管理
,

是流域治理取得成功

的关健
,

针对我省情况
,

以 白崖沟流域为单元
,

进行探讨
。

收稿 日期
: 19 9 5 一 0 8一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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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域基本情况

1
.

1流域基本概况

白崖沟流域 位于乐都县马营 乡
,

属傻水河一级支流
。

流域面积 19
.

3 9k m 2 ,

主沟长
`

n
.

gk m
.

沟壑密度 6
.

4 k m / k n 1 2 .

水土流失面积 1 5
.

g k m
艺 ,

占 s多%
:

年均侵蚀模数 5 s o o t / k m Z ,

人 口 3 3 8 9

人
,

人 口 密 度 17 4 人 k/ m
Z ,

人均 产 粮 4 47
.

k3 g
,

人均 纯 收 入 3 3 2
.

4 元
。

有 耕地 9 1 h4 m
2

.

林 地

一6 9 h m
’ ,

草地 7 6 7 h m
2 。

人均土地 0
.

5 7 3 h nr
2 ,

人均耕地 0
.

2 7 3h l n 2

土地利用率仅为 7 2
.

9 ;石
。

1
.

2 流域 自然条件

流域属半干旱草原性气候
,

雨热同季
。

多年平均降水量 3 82 m n l
·

平均气温 3
.

。心
,

) 10 C 积

温仅 76 8 ℃
,

干燥度 1
.

8
,

无霜期 81 天
。

土壤主要有灰钙土
.

栗钙土等
。

地形中梁赤占 1 8
.

6 %
,

沟坡

占 2 7
.

6 %
,

坡面占 5 3
.

8%
,

其中小于 1 50 的坡面面积占 3 2
.

7 %
。

1
.

3 生物资源

该流域植被资源 丰富
,

乔木主要有青杨
、

花椒
、

白杨
、

榆树及零星杏树
、

苹果等
; 灌木有沙

棘
、

构祀
、

锦鸡儿
、

柠条
、

刺槐
、

怪柳等 14 种 ;草类有冰草
、

岌岌草
、

月老草等 20 余种
; 在田埂上种

植的药材类有大黄
、

党参
、

当归
、

白获菩
、

白茶子
、

白芍等
,

这些药材品种优 良
、

生长迅速
、

经济效

益高
。

农作物有小麦
、

土豆
、

豌豆
、

大豆
、

油菜等
。

1
.

4 土地资源及评价

1
.

4
`

1 土地 资源评价
。

根据 《国家土地资源分级标准 》
,

流域 内土地资源可分为 6级
。

1 等

地面积 89 h m
, ,

土地生产力可达到 2 4 7 5 k g h/ m
Z ,

利用方向为农地
,

分布在沟底及梁命
。

l 等地

面积 3 8 Oh m
Z ,

分布于山坡中上部及部分梁命
,

利用方向农地
,

土地生产力 2 I Oh0 m
Z ,

需坡改梯
。

l 等地面积 6 1 h7 m
2 ,

主要分布在 山坡中部及沟道上游
,

利用方向在现有耕地上采取水保耕作

法保土 蓄水
,

在土层较厚的地方发展经济林 及药 材生产
.

其 余地方种植 乔木林
。
份 等地面积

4 9 h2 m
“ ,

分布于沟坡及 山坡 下部
,

土地生产力 1 Z o o h m
, ,

土地利用方向为林牧用地
。

V 等地面

积 3 33
.

3 h m
Z ,

分布于流域 中下游的沟坡
,

生物量小于 6 0 0 k g / h m
Z ,

利用方向为牧地
,

改 良措施应

是封 山育单草
。

vI 等地面积 27
.

hZ m Z ,

难以利用
。

1
.

4
.

2 土地资源利 用及分析
。

农林牧土地利 用率为 72
.

9 %
,

其 比例为 4二 9 : 0
.

9 : 4
.

2
。

农地

中基 本 农 田 仅为 8 h9 m
2 ,

占农 地 面积 的 9
.

7 %
,

人均 。
.

o 2 6k g h/ m Z ; 坡 耕地面积 大
.

单产 在

1 8 4 h5 耐左右
,

而梯 田粮食产量可达 2 4 3 o k g h/ m
’ ,

造成粮食增长缓慢 ;林地比例偏小
,

占宜林地

5 4 2
.

h6 m
Z

的 31
.

1 %
,

覆盖率仅 8
.

7 %
,

林木活立木蓄积量年增加 2
.

25 一 3
.

o m
3

h/ m
2

.

造成薪柴严

重不足和用材困难
;草场产草量 1 3 4 5 k g / h m Z

,

。 2 h2 m
之

草场养一只羊
·

草量不足
.

限制了牧业的

发展
。

农林牧副收入分别为 51
.

65 %
,

4
.

1 5 %
、

22
.

1 %
、

22
.

1 %
,

经济收入 以种植业为主
,

平均每

h m
Z

土地生产力为 7 81
.

5元
,

缺少创收的主导产业
。

2 流域综合治理规划方向

据以上分析
,

流域群众经济基础薄弱
,

工副业不发达
.

经济收入 有限
。

虽然土地资源及可供

开发 的生物资源丰富
,

但土地生产力及资源利用率低
,

形成经济增长缓慢
.

根本原因是水土流

失严重
,

土地利用不 合理
,

流域生产发展方向不明确
。

为此要发展经济
,

在短期内使群众生活水

平达到较高水平
,

流域治理就不能只走生态之路
.

要而发展经济型流域
,

既要控制水土流失
.

同

时合理利用开发土地资源
,

作到治理措施与流域资源开发相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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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流域综合治理规划的原则

( ) 1注重效益
,

以效益保措施
,

以产业发展带动流域治理
。

( 2) 兼顾生态
、

经济
、

社会
、

拦泥蓄水四大效益
,

充分 合理高效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
。

治理措

施集中连片
,

要有明显的产出
。

( 3) 实施项 目管理
,

对流域内的某些区域
,

根据其资源开发条件
,

规划出高标准
,

高效益的

最优治理开发措施项 目
,

对项 目区的投资
、

质量
、

进度
、

效益实行科学管理并进行监测评价
,

以

保证规划项 目的顺利实施和经济效益的发挥
。

4 流域治理和生产发展方向

种植业以粮食生产为主
,

稳定耕地
,

兴修水平梯田
,

扩大基本农田数量
,

提高单产
.

进而达

到增加总产
。

林业生产按适地适树原则
,

种植乔木辅以四 旁植树为主解决用材
;

大面积种植耐

旱灌木林解决薪柴
; 以 苗圃为基地

,

种植经济树种苗木
,

发展林业经济
.

提高经济收入
。

牧业生

产以人工优良牧草为基础
,

封山育草相结合的方法
,

提供饲草
,

发展畜牧业
,

提高商品率
。

重点

发展经济林和药材项 目
,

直接提高群众现金收人
,

工副业以加工利用流域产品
.

开拓商品市场

与劳务输 出为主
,

积极发展运输业
。

以上构成流域治理和各业发展的基础
。

形成的流域总体发

展方向是
:

种植业为基础
,

发展经济林和地埂经济为骨架
.

产品加工为先导
,

林牧副为补充的立

体经济开发模式
。

5 流域综合治理及经济发展总体规划
。

5
.

1 综合治理规划

5
.

1
.

1 基本农 田 建设规划
。

坡面既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基地
,

又是径流的重要产源地
。

流域

的梁命及坡面中上部
,

村庄分布集中
,

交通方便
,

土壤肥力高
,

土层肥 力高
,

土层厚易耕作
,

坡度

缓
,

因此在流域中下游集中连片修建基本农 田 3 o 7 h m ’ ,

其 比例 占耕地 的 52
.

9 %
,

平均单产 由

1 6 5 7 k g / h m
Z

提高到 2 4 9 6 k g / h m
Z 。

总产量由 1 5 1
.

6万 k g 增加到 2 0 1
.

8 6万 k g
。

5
.

1
.

2 林业规划及配 置
。

林地集中在坡面及沟坡
。

年降水量 50 o m m
,

坡度一般 小于 2 00
,

规

划林地面积 3 73
.

h6 m
Z ,

乔木集中在主沟上游
,

是木材生产基地
,

利用淤地和沟台地在中下游支

毛沟种植乔木林
,

主要树种青杨
,

规划面积 4 4
.

h6 m
Z ,

主沟中下游沟坡地区
,

有部分土地光热条

件好
,

土壤肥 力高
,

适宜发展经济林
,

并且当地群众具有种植经营果树
、

花椒的经验
,

收益较高
.

确定经济林面积 86
.

hs m
Z ,

主要树种为花椒
、

山杏
、

苹果等
,

分布于这一地 区的农 田地埂
,

面积

大
、

光热水充足
,

适宜发展地埂经济
,

确定发展地埂经济 4 0 h m ’ ,

用于种植大黄
、

黄花等
; 主沟中

部及下游沟底
,

属阳坡
,

发展灌木林 1 95
.

Z h m Z ; 本着满足流域苗木 自给
,

同步发展经济
.

配置商

品性苗圃 h7 m
Z 。

全流域可产柴 1 14
.

95 万 k g
,

户均 。
.

19 万 k g
,

绝大多数农户燃料有余
。

5
.

1
.

3 草地规划
。

在下游坡面中上部种植优良牧草 51
.

h3 m
Z ,

下部坡面采取封育措施
.

面

积 3 53
.

h3 m
Z 。

平均产干草量 由1 3 4 5
.

s k g / h m Z

提高到 3 o 4 5 k g / h m
Z 。

以促进畜牧业的发展
。

5
.

1
.

4 工程规划
。

在主沟道 修建治沟骨干工程 2座
,

总库容 1 29
.

9万 m
` .

支毛沟修砌石谷

坊 1 90 座
,

计 7
.

6万 m
, ;
梁筛修涝池 4座

.

总库容 5
.

54 万 m
3 ,

水窖 3魂眼
。

5
.

1
.

5 预防监督规划
。

在现有乡水保站的基础上
,

建立 6个监测网点
.

组织 16 人的预防监

督队伍
,

分片负责
.

对流域内的天然林草
、

陡坡荒地和水保设施划区防护 ; 对现有厂
、

矿等项 }互

要加强管理
,

实施监督
,

严禁乱开
、

乱挖
.

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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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土地资源利用规划
。

以维持生态环境平衡为基础
,

发展经济为 目的
,

进行平衡
,

确 定农林牧用地 比例为 4
.

0
: .2

9 : 2
.

2
。

农地 9 1 4
.

hg m
Z ,

林地 5 4 2
.

hl m
, ,

牧地 40 4
.

hs
n 、 2 。

种植业用地结构
:

本 区以粮食生产为主
,

经济作物为辅
,

粮
、

经 比例为 8
.

5 : 1
.

5
。

林业用地结构
:

按照因地制宜
、

并达到有效发挥土地生产

力和利用土地资源
,

适当发展经济林和地埂经济
。

乔木
、

经济林
、

灌木
、

地埂经济
、

苗圃比例为 .2

2 : 1
.

6 : 5
.

3 : 0
.

7 : 0
.

2
。

牧业用地结构
:

按照畜牧业发展规划与流域土地质量分级
,

确定人工种

草
,

封育草场 比例为 1
.

3 : .8 7
。

5
.

3 经济开发项 目区规划

为了对流域 内各种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
,

提高经济效益
,

促使群众脱贫致富
,

在土地

利用规划和综 合治理规划的基础上
,

确定了以下几个经济开发项 目区
:

( l) 以杏仁
、

杏 肉加工为龙头的杏树种植业项 目区
.

作为流域的支柱产业之一
。

在流域中下游沟道及沟坡
,

约有 94 h m
2

荒地是杏树的宜林地
,

可引导群众在这些宜林地种

植杏树 6 h7 m 2 ,

通过建立杏仁
、

杏脯加工
,

给群众带来长期稳定的经济收入
。

每 h m
Z

可创产值。

9万元
,

人均年增加收入 1 50 元
。

创利润 50 万元
。

( 2) 经济药材种植项 目区

在流域上下游坡面
,

有大量野生大黄
,

当地群众也有种植习惯
,

此外流域内群众庭院
,

地

埂
,

种植的有党参
、

当归
、

白获等
、

白芥子等药材
,

这些药材品质优良
,

生长迅速
,

投入少
。

经过初

级加工
,

当年就可收益
。

在农 田地埂
、

渠边
,

路旁等闲地种植大黄 53
.

h3 m
Z ,

每年可产大黄 55 万

k g
,

可创利润 44 万元
,

使人均收入增加 1 50 元左右
。

( 3) 花椒开发项 目区

在流域下游阳坡的部分地区
,

其土壤
,

气候条件适宜花椒树生长
,

群众有零星种植
,

花椒品

质也优于川水地区
。

规划花椒开发项 目区 h4 m
Z ,

以最低产量 3 7 5 o k g h/ m
Z ,

可创产值 30 万元
,

可

使人均收入增加 1 0 0元
。

对 以上三个经济开发项 目实施科学管理
,

重点应放在项 目区规划标准和概算的实施上
; 从

技术上结合科研
,

从整体上对各项 目区的措施质量
、

进度
、

财务实行管理并进行监测评价
,

使各

经济开发项 目区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
,

体现其规模经营
、

规模效益
,

带动整个流域的经济发展
。

6 效益分析

6
.

1 综合效益

规划各项治理措施共投资 3 29
.

36 万元
.

其中国家投资 1 77
.

74 万 元
.

可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 3
.

3 k1 m
2 ,

治理程度 83
.

7 %
,

年治理进度 13
.

64 %
。

森林覆盖率由 8
.

了%达到 3 3
.

6 %
.

土地利用

率 由 7 2
.

9 %提高到 96 %
,

土地生产率由 5 8 0
.

5元 h/ m
Z

提高到 1 6 0 5元 h/ m
’ 。

农林牧副收入 比例 由

5 1
.

6 5 %
、

4
.

1 5 ;石
、

2 2
.

1 %
、

2 2
.

1 %
,

调整到 4 4
.

1 5 ;石
、

1
.

3 夕石
、

1 6
.

7 9石
、

3 7
.

8 3 ;石
,

人均纯收入由 3 3 2
.

4元增加到 8 13
.

2元
,

人均产粮由44 7
.

3k g 提高到 5 4 9k g
。

6
.

2 治理措施效果分析

6
.

2
.

1 静态效 益
。

综合治理措施投资回收年限为 5
.

6年
,

治理后 10 年效益比 10
.

5 7
,

累计净

效益 36 83
.

43 万元
,

以 30 年计
.

年均净效益 2 29
.

79 万元
,

每 h m
:

年净效益 1 1 95 元
。

6
.

2
.

2 动态效 益
。

治理投资回收期为 6
.

14 年
.

治理后 10 年效益 比 7
.

9 3
.

累计净效益 2 39 4
.

06 万元
,

年均净效益 7 9
.

8万元
,

每 h m
Z

年均净效益 46 1元
.

内部 回收率为 3 4
.

01 %
,

效果明显
。

6
.

3 单项治理措施经济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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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确定的经济效益指标
,

分别计算各单项措施效益
.

经济使用年限为 3。年
。

梯田 累计产

出效益 47 5
.

45 万元 ;
造林累计效益 7 2 6

.

2万元 ;经济林 3 9 3 8
.

1 2万元 ; 种草封育 4 14
.

1 2万元
:

地埂

经济 1 22 6
.

4万元
;

经济苗圃 35 7
.

6万元
.

水利工程措施 4 84
.

13万元
。

各项水保措施累计产出效益

7 6 2 2
.

2万元
。

6
.

4 蓄水保土效益

各项治理措施年蓄水效率 98
.

5 %
.

保上效率 9 8
.

2 %
;

平均年蓄水 1 3 5万 m
3

,

蓄水效益 1:13 l

万 t
,

保土效益 2 34
.

26 万元
。

7 结 语

( 1) 以小流域综 合治理为基础
.

立足流域资源
.

做到土地利用 与资源开发相结合
.

发展流域

经济
,

达到保持水土
,

提高土地生产力
.

从而使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目的
.

这种经济型的小流

域治理成效
,

在效益分析中得到了充分显示
.

同时在其他流域 治理中已 得到验证
.

因此我省今

后的小流域治理方向应为发展经济型流域
。

( 2) 实施项 目管理成效显著
。

进行经济项 目区的规划
.

是经济型 小流域水土保持规划的基

础和骨干
,

它关 系到整个小流域的经济开发
.

所以实施项 目管理
.

以经济开发项目为龙头
.

可以

带动整个流域的经济发展
,

充分发挥流域经济效益
.

使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目标落到实处
。

( 3) 经济型流域治理同时改善了生产条件
.

土地利用趋于 合理
,

小农经济变为大农业生产
.

自给性农业变为综合性多种经营
,

发展了商品性生产
.

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
。

( 4) 从单项治理措施效益分析可以看 出
.

经济林
.

地埂经济效益最高
.

次之 为林地和草地
。

说明流域治理首先由发展基本农 田起步
.

解决粮油问题
; 重点通过经济林 及地埂经济等项 目区

的建设
,

发展多种经营
,

带动整个流域经济开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