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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东部地区的水害

杨 芳

(青海畜牧兽医学院
·

西宁市
·

8 1 0 0 0 3)

摘 要 水害通常是指与水有关的灾害
,

是由于水量过多过少
,

水流能量
,

以及水中物质化学成分或与

周围介质作用而产生的自然或 人为的灾害
,

一般狭义水害是指洪水和旱灾
;
广义的水害除洪旱灾外

,

还

包括水土流失
,

滑坡
、

泥石流 以及人为水害等
。

该文就青海东部地区水害发生的原因和造成的危害加以

论述
,

以引起 对水害防治工作的重视和加强水害防治的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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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东部区是全省工农业生产比较发达
、

人 口 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
,

在全省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同时
,

水害在这里也是发生最频繁
、

最严重的一个地区
,

特别是

干旱
、

暴雨
、

冰雹
、

泥石流
、

水土流失以及人为水害
,

每年带来的损失巨大
。

因而
,

防治水害是关

系到青海省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土整治的一件大事
。

青海东部区指 日月山以东
,

龙羊峡到寺沟峡区间的黄河流域
,

以及黄河主要支流徨水流域

地区
,

东经 9 8
0

5 4 `

至 1 0 3
0

0 4 ` ,

北 纬 38
0

4 8
`

至 3 8
0

2 0 ` 。

东西长 约 3 8 o k m
,

南 北宽约 3 6 5 k m
。

海 拔 l

6 5 o m 一 5 2 5 4
.

s m
,

相对高差 3 6 0 4
.

s m
,

总面积 4 6 5 3 6
.

s k m
’ ,

占全省总面积的 6
.

4 6 %
。

行政区划

属一地一市 4州 21 个县 (市 )
,

即海东地区的民和
、

乐都
、

平安
、

涅中
、

互助
、

徨源
、

化隆
、

循化 8县
、

西宁市所属的大通县
,

海南州的共和
、

贵德
、

贵南 3县
,

海北州的门源
、

海晏
、

刚察
、

祁连 4县
,

黄南

州的同仁
、

尖扎
、

泽库 3县
、

海西州的夭峻县
。

收稿 日期
: 1 9 9 7一 0 8

一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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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响水害的因素

水害可分为 自然水害及人为水害两大类
:

自然水害是 由于气候
、

地理
、

水文
、

土壤等综合原因产生的水害
,

主要有洪涝灾
、

旱灾
、

水土

流失
、

滑坡
、

泥石流以及河流
、

海岸的冲刷
、

侵蚀
、

淤积等
。

人为水害是由于水利工程或其它工程引起的水环境恶化
、

水源枯竭
、

水质污染等不 良现

象
,

主要有水库地震
、

地表水或地下水污染
、

地基下沉
、

灌区次生盐渍化
,

以及人为水土流失等
。

1
.

1 气 候

本区属于高源大陆性气候
。

气温垂直变化明显
,

日较差大
,

年较差小
;
太阳辐射强

,

日照时

间长
,

光能资源丰富
; 雨量时空分布不均

,

地区差异大
,

多暴雨和冰雹
。

水气主要来 自印度洋孟

加拉弯上空的暖温气流
。

年降雨量 自东南向西北递减
,

并随海拔高度的增加而增加
,

大部分在

夜间降雨
,

对植物光和作用比较有利
。

1
.

2 地 理

青海东部区位于西北黄土高原西部
,

由祁连 山系东段的一系列西北 ~ 东南走向的山脉和

谷地组成
。

从北至南有冷龙岭
、

达板山
、

拉脊山
、

西倾山四条山脉和大通河
、

涅水
、

黄河三个大谷

地
。

山脉河谷相间
,

山脉宽度远远大于谷地
,

山丘连绵起伏
,

既有黄土高原的地貌特征
,

又有青

藏高原草地的特征
。

高海拔河源地 区多为高原草场地貌
,

地势平缓
,

坡面较完整
。

黄河干流和徨

水
、

大通河的中下游具有黄土地貌特征
。

由中低山
、

丘陵和河谷川台地形组成
。

1
.

3 水 文

东部区以黄河干流为主河道
,

主要支流有徨水
、

大通河及隆务河
。

黄河干流和徨水基本呈

平行状
,

由西向东分布中部
、

中南部
;
大通河从西向东南方向汇入涅水

;
隆务河 由南 向北汇入黄

河
。

东部 区地表径流分布与降水量的分布具有大致 自东向西北递减的同样趋势
,

大气降水是

河流最重要的补给源
。

河流多含沙量大
,

黄河干流年输沙量 4 0 14 万 t
,

徨水年输沙量达 2 5 41 万

t
,

大通河年输沙量 3巧万 t
。

东部区河流上游位于青藏高原草地
,

河谷纵坡陡
,

河谷狭窄呈
“ V 字形

,

降雨量形成洪峰
;

下游处于西北黄土高原
,

山丘连绵起伏
,

河道宽浅
,

渲泄洪水能力差
,

洪水滞留水位上升易泛滥

成灾
。

1
.

4 人为因素

人类对土地的开发利用使河流发生了很大变化
,

河堤改变了原始河槽的面貌
。

由于盲 目垦

殖
,

坡坏了植被
,

水土流失严重
。

现代工业的发展
,

对 自然界的破坏比历史上任何时间更迅猛更

强烈
,

水质污染
,

地下水公害
,

新的水土流失等都是现代人为所造成的
。

2 干 旱

青海东部区深居 内陆
,

远离海洋
、

湿气流不易到达
,

成雨机会少
,

平均多年降水量仅在 4 37
.

3 m m
,

而年蒸发量却达 1 20 0一 2 o o o m m
。

干旱是这一地区的主要气候特点
。

由于雨量稀少
,

气候干燥
,

蓄水量少
,

再加上地形条件比较复杂
,

农 田水利工程发展迟缓
,

供水工程严重不足
,

平均年年有小旱
,

2年一春旱
,

5年一大旱
。

由于干旱
,

本区经常出现大风天

气
,

刮走表土
,

引起土壤沙化或使沙丘移动
,

给工农业生产带来很大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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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是青海省的农业基地
,

干旱是该区农业生产的主要威胁
。

据统计
,

全区约有 21
.

13

万 h m
艺

浅 山地
,

因水源得 不到解决
,

经常遭受干旱的威胁
,

一般年份每 h m
Z

产量平均仅 7 5 o k g

左右
,

遇旱年收成更无保障
。

大旱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 32 %一 64 %
,

粮食产量减产幅度

达 50 %
,

仍处在
“

靠天吃饭
”

的局面
。

特别是在广大的浅山区
,

由于远离河道
,

加之埋藏较浅的沟

叉中下部潜水量寡
,

潜水蒸发使盐分 累积于沟壁谷底
,

出现了硝沟
,

碱沟
,

无法饮用
,

造成人畜

饮水困难
。

目前倘有 20
.

28 万人
,

1 9
.

64 万头牲畜饮水没有得到解决
,

大多数只能饮用窑水
,

甚至

部分地区人畜同饮涝坝水
。

本 区内的河谷川地
,

虽有灌溉设施
,

但枯水年份
,

夏灌期间
,

涅水断流 50 天
,

中下游灌区只

能引区间渗水
,

灌溉保证率低
。

同时
,

东部区徨水两岸工业和城镇生活用水 日益增多
,

已达到每

年 l亿多吨
,

遇枯水年份
,

工农业用水矛盾已很突出
。

3 水土流失

青海东部区地处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带
,

山脉纵横
,

丘陵起伏
,

山地面积占总土地

面积的 80 %以上
。

特别是涅水黄河河谷及两侧的低 山丘陵及中山坡地
,

地表大部分为疏松黄

土
、

风积较厚的黄土覆盖于红层之上
,

流水侵蚀作用强烈
,

地面切 割破碎
,

植被稀少
,

水涵养能

力差
,

水 土流失面积达 26 8 1 7
.

k4 m
Z ,

占总面积的 57
.

7 %
。

多年平均输沙量为 4 6 o ot
,

侵蚀模数

为 50 0一 5 o o ot / k m
, ,

徨水黄河干流平均含沙量达 10
.

s k g / m
’ ,

含沙量和侵蚀模数均属青海省最

大
。

严重的水土流失
,

使农地耕作层越来越浅
,

坡耕地变成了
“

三 跑田
” ,

产量很低
。

据调查
,

浅

山丘陵区坡耕地平均每 h m
Z

年流失表土 30 ~ 60 t
。

该区有坡耕地 20 多万 h m
“ ,

平均每年流失氮
、

磷
、

钾 23 万 t 以上
,

相 当于 1 9 8 5年全省农用化肥的 2倍多
。

由于水土流失
,

有的地方农民被迫每

年都要放弃一部分耕地
,

但为了补充粮食不足
,

又不得不另行开荒播种
,

如此循环往复
,

即出现

所谓
“

越穷越垦
,

越垦越穷
”
的恶性循环局面

,

导致 山区人民生活十分贫困
。

水土流夫
,

不仅使土壤表层和肥力流失
,

土地贫痔
,

沟壑扩展
,

而且增加了河流泥沙下泄
,

加剧河道治理和水资源利用 的困难
,

同时还使水利工程的防洪和蓄水能力不断降低
。

4 暴雨
、

泥石流

黄土高原经常遇到大暴雨
,

其来势和过程是很迅猛的
,

顷刻就会发生洪水灾害
,

引起滑坡
、

泥石流
,

把大量的肥土一冲而下
,

对农业生产危害甚大
,

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灾难性的损失
。

暴雨青海东部虽降雨量不多
,

但局部地区短历时
、

高强度的暴雨几乎每年都会出现
。

1 9 7 7

年 8月
,

互助曹家堡的一场暴雨
,

引起洪水冲垮座落在沟口西村廓和 中村大队的渠道
,

洪水直逼

村前的铁路
,

致使路基冲坏 0
.

k3 m ; 1 9 8 2年 5月
,

同德县 巴沟乡孕毛其村突遭暴雨
,

冲毁农田达

2 7h m
2

之多
,

冲走羊 1 7 6只
,

团结渠被毁 4 1处
,

淤积 s k m
。

每年暴雨主要出现在 7月
、

8月两个月
。

每遇暴雨
,

地表径流都要挟带大量泥沙
,

由坡面流入

沟底
,

从支沟汇入干流
,

形成了高浓度的泥流
,

转 移出沟
,

破坏力极大
,

使得沟头前进
,

沟床下

切
,

沟臂扩张
,

不断蚕食许多耕地和村庄
。

泥石流是 固体物质 (土
、

砂
、

石或巨砾 )与水组成的两相流体
,

具有粘度
、

容重大
、

冲击力强
,

可在短暂的时间
,

将数十万 m
3 ,

甚至上千 m
,

固体物质搬运到山外
,

以惊人的破坏 力埋没农田
、

森林
、

堵塞江河
,

毁坏城镇
,

冲毁道路
。

如 1 9 7 4年 8月
,

徨源县一次泥石流
,

使城关和东峡 乡石崖

庄村的沿岸部分 房屋倒塌
,

距城关不远的一公路涵洞被沙石淤塞
,

交通中断
。

又 如 1 9 9 4年 7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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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西川地区发生泥石流
,

使厂矿车间被淤塞
.

公路
、

民房被毁
,

严重影响正常的生产和人民

群众的生活
,

造成重大损失
。

5 冰 雹

冰雹是一种从强烈发展的积雨云中落下来的冰块或水疙瘩
,

人们通称
“
雹子

”
它往往发生

在 7
、

8月份
,

来势迅猛
,

危害极大
。

冰雹不仅打毁庄稼
,

毁坏 民房
,

而且打死 人畜的现象也常发

生
。

青海东部区是雹灾比较严重的地区
,

冰雹危害几乎每年都发生
。

其中
,

1 9 7 8年和 1 9 7 9年雹灾

的受害面积分别为 9
.

44 万 h m
Z

和 n
.

75 万 h m
Z 。

6 人为水害

东部地区的人为水害有水质污染
,

灌区次生盐渍化
,

人为水土流失及生态环境恶化
。

水质污染
:

水质污染主要是涅水沿岸的城镇
,

每夭有近 30 万 t 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排入徨

水
,

占徨水多年平均 流量的 5 % ; 此外
,

使用农药
、

化肥大约 10 %一 20 写附着在农作物上
,

一部

分在雨水作用下
,

最终流入河道
,

造成污染
。

据统计涅水干流 70 %的河段受到污染
,

严重的影响

着人民的身体健康和农业生产
。

灌区次生盐渍化
。

长期以来
,

各灌区在修建农 田灌溉工程中
,

忽略了排水设施
,

造成有灌无

排和大水漫灌
、

串灌的旧习
;加上管理不善

,

渠道渗漏
,

以及人为的经济活动等影响
,

使地下水

位以每年 0
.

2一 0
.

s m 的速度上升
,

土壤次生盐渍化程度加快
。

据 1 9 9 0年调查
,

徨水流域盐碱地

5 7 3 3 h m
,

中的小麦
,

蔬菜生长受到很大抑制
,

农产品质量差
、

产量下降
,

以每 h m
Z

减产 1 S O0 k g

计
,

则流域 内8县一市每年损失粮食约 8 65 万 k g
。

此外
,

还有人为水土流失
,

水害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
,

以及城市水害等问题
。

(参考文献略 )

(上接第13 页 )

2
.

在土壤含水率为 10 % ~ 15 %时
,

具有 4 m
2

一 8 m
2

集水面积的 Y JG 一 1号
、

人工夯实拍光和 自然

坡面的植树带 l m 深土层可蓄积有效水分分别为 4 0一 1 4 6 m m
、

1 0 3一 3 7 s m m 和 1 5 6一 5 6 7 m m 的

降雨
。

3
.

进入植树带的水分有 17 %一 33 %被直接从地表蒸发
,

67 %一 83 %用于林木蒸腾
。

4
.

降雨在全林地的分配中
,

Y J G 一 1号处理
、

人工夯实拍光处理和 自然坡面 3种集水条件下

林木蒸腾分别占总降水量的比例为 59
.

9 %一 61
.

4 %
、

28
.

9 %一 39
.

9写和 27
.

1%一 35
.

9肠
,

呈现

出地表防渗性能越好
,

地表产流率越高
,

林木蒸腾水分利用率越高的趋势
。

5
.

在拍光处理和 自然坡面两种条件下
,

集水面积越大则土壤蒸发所占的比例也越高
,

林木

蒸腾利用水分的比例下降
,

因此如何控制适当的集水面积
,

防止集水面土壤的蒸发是今后提高

水分利用率的重要研究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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