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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丘 I 副区淤地坝合理利用

模式及效益评价

郑 宝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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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土丘 陵沟壑 区第 I 副区是黄河 巾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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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上流失的重点地区
.

淤地坝是该区水土保持

的重要措施之一
,

坝地是高产稳产的基本农 田
。

作者在对淤地坝系考察
、

调查
、

试验观测的基础

上
.

进行分析研究
.

提出了该 区坝 系发 J砚巾
.

坝系的合理布设和综合运 用模式
,

并进行了效益分

析
。

关键词 水土流失 淤地坝系 运 用模式 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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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淤地坝发展概况

黄土丘陵沟壑区第 I 副区 (简称黄丘 工副区 )
,

分布在黄河中游的河 口 镇至清涧河口地带
,

地跨陕西
、

山西
、

内蒙三省区 26 个县
.

面积 5 6 8 3 8 k m
三。

梁命起伏
,

沟壑纵横
.

地形破碎
,

沟壑密度

大
,

一般 4一 sk m / k m :
.

水土流失严重
,

土壤侵蚀模数 1
.

0一 3
.

0万 t/ k m
竺

.

多年平均输沙量 6
.

剑乙

t
.

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

也是黄河中游泥沙的主要产区
。

该区土地资源丰富
,

但

生产条件差
,

人均耕地 0
.

扦h m :
,

其中 8() % 以 上为坡地
.

仅有少量的川台地或平地
,

土地生产力

低下
.

粮食自给长期得不到解决
。

为了充分利用当地的水沙资源
.

建设高产稳产的基本农田
,

打

收 稿日期
: 1 9 9 5一 11 一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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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淤地 已成为当地群众控制水土流失
,

建设高产稳产农田的主要措施
.

是促进山区农业经济发

展的主要基地
。

淤地坝在本 区有 四五百年的历史
。

据县志记载
.

子洲县黄土天然聚漱 是明代 隆庆二年

( 1 5 6 8年 )沟崖崩塌堵塞沟道后冲积而成
,

淤地约 67 hm
忿

.

洪水泥沙不出沟
.

至今仍在种植
。

当地

群众受到启示
.

筑坝淤地
.

收到了良好效果
。

解放后 50 一 60 年代
,

当地群众提出
“

干沟打坝聚漱

滩
,

荒沟变成米粮川
”

和
“

沟壑川台化
”

的口号
,

掀起了打坝淤地的高潮
。

70 一 80 年代
.

随着水坠

筑坝技术的普遍推广应用
.

进一步加快了建坝速度和提高了坝体质量
.

沟道逐步形成坝系
.

成

为该区控制水土流失的主要工程措施之一
。

截止 1 98 4年
.

黄丘 I 副区 已建成大小淤地坝 2
.

5座
,

淤地 3
.

1万 h m
之 ,

形成坝系数千条
。

仅愉林地区至 1 9 8 3年底
.

已建成淤地坝 15 26 9座
,

其中平均

每 2
.

2 3 k m 2
一座

.

淤地 1
.

6 h7 m : 。

重点流域如绥德韭园沟
、

清涧红旗沟
、

米脂愉林 沟等每 k m
二

有

坝 2一 3
.

5座
,

平均淤地 3
.

3多 h m认 褪本实现了沟道 川台化
。

4 0多年来
.

淤地坝在规划布设和综合利用上
.

当地群众因地制宜创造了各种不同的利用模

式
,

并显示出显著效 益
。

笔者通过实地考察调查
,

及参考有关资料
.

对黄丘 I 副区淤地坝的合理

利用模式及其效益加 以论述
。

2 淤地坝系合理布设

坝系布设直接影响着坝系安全
、

建坝工程量与投资
、

坝地形成速度与利用效率等
.

因此在

布设时
,

根据沟道的地形条件
、

治理程度因地制宜确定 合理的坝类组合
,

即将拦洪坝
、

控制坝
、

种植坝和蓄水灌溉坝合理组 合与布局
,

充分发挥坝系的 系统功能
.

以 获得最佳效益
。

坝 系布设

应遵循以下原则
:

2
.

1 因地制宜
.

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在建坝的同时对流域进行全面规划
.

加速坡 血水 土保持措施 i台理
,

减少坡面侵蚀
.

有效地

拦蓄径流泥沙
,

确保坝系安全生产
。

2
.

2 中小为主
.

大小结合
,

骨干控制

小坝工程量小
.

投资少
.

见效快
.

但拦洪能力低
.

易被冲垮
。

故在小沟应 以小坝为主
.

车前以中

型坝为骨干控制
:

在较大沟道 中
.

应 以中小型坝为从础
.

配置少量大型骨 干 E程 这样相 互配

合
.

提高坝系防洪
、

淤地
、

蓄水的综 合能 力与作用
。

2
.

3 拦
、

蓄
、

排
、

放结合
,

合理利用水沙资源

即拦泥
、

蓄水与排洪
、

放淤相结合
.

生产坝 与拦洪坝
、

蓄水坝相结合
.

既能充分利用水沙资

源
.

发展生产
.

也可滞洪
.

保证坝系安全
。

3 淤地坝系防洪
、

拦泥
、

生产综合运用模式

.3 1 上坝拦洪
.

下坝生产

这种方式用于流域面积小
,

坡面治理效果好
,

洪水来源少的沟道
.

建坝顺序自下而 上
.

当下

坝淤满能生产利用后
,

在其上游再建新坝拦洪淤地
,

由沟 口到沟掌逐步形成坝系
.

并始终保持

一个具有一定库容的坝拦洪
.

以确保下坝安全生产
。

3
.

2 上坝生产
,

下坝拦洪

这种布设用于流域面积较大
,

洪水来源很 多的沟道
。

建坝顺序由上而下
.

即从支毛沟道 上

游向下游分期逐个建坝
,

待上坝淤满利用
.

再建下坝
,

滞洪拦淤
,

从沟掌到 沟 「} 形成阶式坝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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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 已利用坝地的安全生产
.

需从溢洪道一侧开挖排洪渠
.

将洪水导入下坝拦蓄
。

. 3 3轮蓄轮种
,

蓄种灌结合

这 种方式适用于流域面积较小的干沟或流域面积较大
、

洪水来源多的沟道
。

同时建几座

坝
,

分段拦洪淤地
,

待淤满可利用时
.

在其各坝上游修建新拦洪坝拦洪
.

形成隔坝拦蓄
.

蓄水可

灌下游坝地
。

待上坝淤满种植
,

由滞洪变生产
.

再把下坝加高
.

变生产为拦洪
。

这样交替加高
.

轮

蓄轮种
,

可满足防洪
、

拦泥
、

生产三结 合的需要
。

3
.

4 支沟滞洪
,

干沟生产

在已形成坝系的沟道内
,

干沟坝以生产为主
,

支沟坝以滞洪为主
,

控制洪水
.

保证干沟坝安

全生产
。

形成拦
、

蓄
、

淤
、

排四结合
。

4 淤地坝滞洪
、

灌溉
、

治碱利用模式

.4 1 淤排结合
,

防洪保收

在沟道坝系中建立滞洪排水系统
,

上游拦洪坝溢洪道同下游生产坝排洪渠相接
.

渠 与坝地

留有可控制的进水 口和出水口
,

汛期时给坝地适量放淤
。

这样淤排结合
.

坝地逐年淤高
,

既能安

全生产
,

防止盐渍化
,

又可提高坝地肥力和 水分 ; 同时上下坝轮蓄轮种
,

可使水土资源得到充分

利用
。

.4 2 涵洞排水
,

治碱保收

建坝时在主沟道上修建地下排水涵洞
,

涵洞进出水口均与上下坝泄水洞相接
。

这样涵洞既

可排洪
,

又可排坝地渗水
.

降低地下水位
,

避 免坝地盐渍化
; 同时涵洞上面又 可淤地

,

减少了排

洪渠占地
.

增加了坝地利用面积
。

米脂对岔沟流域采用这种形式建坝排水
.

收到了很好的治碱

保收效 果
。

.4 3 修池围井
,

变坝地为水地

在有泉水和常流水的沟道中
.

可在泉眼处建框并
.

常流水集中处建库池
,

既可解决 人畜用

水
.

又可灌溉坝地
,

高产稳产
,

同时也可防治盐渍化
。

5 淤地坝土壤合理利用模式

淤地坝是在暴雨洪水应 力的作用下
,

坡面表土受其冲刷
.

随地表径流拦蓄在坝 内
.

经泥沙

颗粒沉积而成
。

因此
.

其土壤是一种隐域性土壤
,

它亦受道库哈耶夫所提 出的五 种成土因素即

气候
、

成 土母质
、

地形
、

生物
、

成土时间的影响
.

但对其更直接更具体的影啊因 索是
:

暴雨强度
、

暴雨到来时间
、

暴雨持续时间
、

淤地坝控制面积
.

地貌类型
.

侵蚀强度
,

植被类型
.

土壤类型 及治

理程度等
。

因此
.

坝地土壤区别于当地黄绵土
.

具有土肥
,

水足
.

土层厚
,

日照短
,

地温低
.

土壤坚

实
,

透气性差
,

霜冻期长
,

易受洪水威协等特点
,

应合理利用
。

5
.

1 秋季作物为主
,

秋夏季作物结合

在 已淤满可利用的坝地上以种植高粱
、

玉米为主的秋季高杆作物
.

在洪水来临时植株已在

l m 以上
,

且根固茎粗
,

抗洪抗淤
,

产量稳定
。

在尚未淤满的拦洪坝地
.

可种 植以大
、

小麦为主的

夏季
“

抢收
”

作物
,

可在六月下旬收割
.

避 免汛期洪水危害
。

在有较好防洪措施
.

保收率高的坝

地
,

实行间作套种
.

改一年一茬为两茬
,

一熟 为二熟
,

提 高粮食产量
。

5
.

2 深翻改土
,

合理施肥

坝地秋收之后
.

春播之前及时进行深翻
,

以疏松土层
.

增加地温
,

改善土壤淤积的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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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通气性
,

可促进作物生长
。

在 已淤满利用的坝地上
.

应以施有机肥料为主
; 尚未淤满的坝地 上

.

应有计划的拦蓄一年

前几次肥 力较高的洪水
,

供作物利用
,

并以施速效无机肥料为主 (如化肥 )
。

试验测定
:

施肥与产

量成正比例关系
。

5
.

3 合理密植
,

科学管理

据缓德水保站试验成果
:

在相同农业技术条件下
,

坝地玉 米种植密度较坡地增加 63 %
,

较

梯田增加 29
.

8%
,

坝地玉米单株产量可高于坡地 40
.

3%
,

高于梯田 67
.

1%
。

所以
,

根据坝地土壤

的水肥条件
,

可合理密植
,

高梁可密植为每公顷 67 5 00 一 75 0 00 株
.

玉米 30 0 00 一 37 5 00 株
,

均

可获得高产
。

播种后应做到适时灌水 (或漫淤 )
,

及时中耕
,

合理施肥
,

以获得丰收
。

6 淤地坝综合效益分析

6
.

1 增产效益

淤地坝具有土肥水足等优越的生产条件
,

已成为旱涝保收
、

高产稳产的基本农田
。

据绥德
、

米脂
、

横 山
、

子洲等县调查
,

坝地利用率平均 7 5
.

7%
,

最高达 97 % ; 坝地保收率平均 80 %
.

最高达

9 5%
。

坝地平均产量 3 75 0 ~ 4 s o o k g / h m Z ,

有的高达 7 5 0 o k g 以上
。

是坡地产量的 4一 6倍
,

梯 田

产量的 2 ~ 3倍
。

在一些典型坝系流域
,

坝地粮食总产量可占耕地总产量的 10 % 一 30 %
。

例如
,

绥

德县韭园沟流域坝地
,

利用面积 1 5 9 h m
2

.

占总耕地面积的 8 %
,

坝地每公顷产量 4 1 25 k g
,

总产

65
.

6万 k g
.

占总产量的 21
.

1%
。

王茂沟流域
.

实现了沟道川台化
.

建坝 20 座
.

淤地 23
.

69 h m
二。

坝

地 自 1 9 6 3年利用以来
,

年年丰收
.

平均产量 3 99 7
.

s k g / h m
2 .

占 曾
、

产量的 26
.

1%
。

榆林沟流域冯

渠坝地栽上了葡萄
,

每公顷收入近 15 0 00 元
,

坝地收入 增长一倍
。

所 以
,

坝地 只要科学的运用与

管理
,

增产的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

是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生产基地
。

6
.

2 拦泥淤地效益

淤地坝在流域综合治理中拦泥效益十分显著
,

是控制水土流失
.

减 少入 黄泥沙的重要措

施
。

米脂 县四 合沟流域
,

面积 2
.

58 km
2

.

建坝 6座
.

至 1 9 6 5年以来洪水泥沙没 出沟
,

共拦 泥约

67
.

4 3万 m
, ,

平均每年每 k m
Z

拦泥 1
.

45 万 m
3

.

每公顷拦泥 72 24 0n
l , 。

绥德县王茂沟流域
.

面积

5
.

97 k m 2
.

建坝 20 座
,

平均坝高 15
.

l m
.

19 5 3年至 1 9 8 3年
.

总拦泥量 1 19
.

71 万 耐
.

平均每年每平

方公里拦泥 6 6 84 m
, ,

已淤坝堰地 30
.

8 hl m 2 .

平均每平方公里里淤坝堰地 5
.

1 h6 m
艺 。

30 年来
,

王

茂 沟基本达到洪水泥沙不出沟
。

据 5条典型流域 6 76 座淤 地坝调查统计 ( 见表 1 )
.

平均坝高

19
·

3m
,

每坝淤地 1
.

hZ m 之 ,

每公 顷坝地拦泥 60 33 o m
3 。

据此数据估算
,

目前黄丘 I 副区有坝地

3
.

1万 h m
艺 ,

拦泥量为 1 8
.

6 7亿 m ’ ,

即 25
.

2亿
t

.

对减少入黄泥沙起到了不可抵估的作用
。

同时根

据韭园沟资料计算
,

坝地净增率为 49
.

4%
,

以此推得黄丘 I 副区 目前净增坝地约 1
.

53 万 hm
艺 。

6
.

3 其它效益

6
.

3
.

1 改善 了沟道流域小 气候 沟道形成坝系之后
,

拦泥蓄水增加
.

局部地下水位提高
.

使温度
、

湿度等气候因子得到改善
,

促进了林草植被的发展与流域综合治理
。

横山县苦水大坝
,

淤地33
.

3h m
Z ,

实现坝地林网化
,

从而减轻了风沙
,

粮食产量 6 o o o k g / h m
Z 。

6
.

3
.

2 促进 了流域土地利 用 结构 的合理调 整 淤地坝面积增加
,

粮食 单产及总产的提

高
,

使坡地逐步退耕还林还牧
,

流域土地利用结构 得到 合理调整
,

同时为农林牧协调发展提供

了条件
。

如绥德县王茂沟流域
,

1 9 60 年到 1 9 8 3年
,

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

耕地面积占总

面积的比例 由56
.

9 %下降到 31
.

7%
, “
三 田

”

面积从无上升到 1 6
.

4%
,

其 中坝堰地占总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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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
; 林地面积 由占总面积的 3

.

2 %上升到 4 5%
.

草地由占总面积的 3
.

1 %上升到 6
.

7%
。

农
、

林
、

牧用地 比例 为 1 : 1
.

4 :
0

.

2
。

土地利用中人均耕地虽然减少 40
.

9 %
.

但人均粮食却增加了 3倍
。

表 l 典型流域拦泥里与淤地面积
`

1
十

拦泥总量

(万 m
3
)

1 1 8 0

3 4 4 8

1 2 1
.

1

1 9
.

4

2 0 6
.

8

4 9 7 5
.

6

淤地 面积

( h m Z )

1 9 6
.

4

每公顷拦泥量

( m
月

/ h m
:
)

绥德县韭园沟流域

子洲县岔 巴沟流域

离石县王家沟 流域 1 4
.

9

离石县 窑沟流域

中阳县高家沟 流域

合 计

5 4 0

3 2
.

5

4
.

7 0

6 0 0 9 0

8 3 1 6 0

4 0 3 2 0

5 4

6 7 6

1 3
.

5

1 9
.

3
` 怪

5 1
.

3

8 2 4
.

9

3 5 3 8 0

`

4 0 3 3 5

6 0 2 8 5
`

摘 自黄委会绥德水保站编 《水 土保持试验研究成果汇编 》第 3集
.

第 68 页
。

为所在栏数据 之加权平均值
。

6
.

3
.

3 涵 养水源
,

增加 了常水流量 沟道坝系的形成促进 了坡面治理
.

治坡与治沟拦蓄

了大量洪水
,

地下水得到补偿
.

常水流量增多
,

据绥德水保站韭园沟流域径流观测
: 1 9 5 4一 1 9 6 4

年常水流量平均 2 8 1
一

/
5

.

1 9 6 4一 19 6 8年平均 3 6 L / S ,

增加 了 1
.

28 倍 ; 19 6 5一 19 8 8年平均 6 5L s/
,

比

1 9 5 4一 1 9 6 4年增加 2
.

3倍
,

常水流量的增加为解决人畜用水及坝地灌溉提供了有利条件
。

瞎脍防治新法

瞎 目会对农林 生产危害十 分严 重
,

主要啃食林木
、

果树及 农作物根部
。

我们根 据群 众经验
,

利 用曙 目会喜食鲜葱的特性
,

1 9 9 5年 在新植杜仲 园内采用硫化锌粉 剂灌入鲜葱叶内
,

用以进行

防 治
.

其效 果达 9 5% 以上
。

方法是
:

取鲜葱叶 (无伤 口 )
.

用纸卷成 小 简将 硫化锌粉 3一 59 灌入葱

叶 内
.

把葱叶剪成 2一 5段供 用 ;
.

然后脚殊鼠洞
.

用手扒开
.

将葱叶放入 洞内
.

不封 口
,

每处放 2一 3

段 葱叶 即可
。

该方法得到 中 国科学院
、

水利部水 土 保持研 兄 所专家邹厚远研 兄 员的 高度评价
.

认 为方法简便 易行
.

防治效 果显著
,

可 在各地推广运用
。

( 宜 君县 国营太安林场 卿厚明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