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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雄县紫色砂页岩地区

水土流失及其防治对策

邓 岚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
·

广州市 )

提 要

该文介绍了广东省南雄县紫色砂页岩地区水土流失的状况
;
分析 了导致水土流失的自然

因素和人为因素
,

特点及危害
。

并在总结治理经验和分析效益的基础上
,

提出了防治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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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雄县位于 J
’ `

东省东北部
,

东经 1 1 3
“
5 6 产一 r一4

0

4 5产北纬 2 4
“
5 7产一 2 5

“
2 2 / , 地处大庚岭山脉南

麓
,

三 l盯群山环抱
,

中部为盆地
夕

地质学上称
“
南雄盆地

” 。

土地总面积为 2 3 1 6
.

0Tk n “ ,

人 口

39 万
。

属北江水系
,

演江干流穿过县境
。

南雄县水土流失面积了5 1 k m
2 ,

约 占北江上游水土流失面积的 70 %
。

紫色砂页岩主要分 布于

南雄中部盆地
,
严重水土流失区达 8 1k m

2, 区内大面积岩石裸露
,
成为南雄县治理水土流失之难

点
。

一
、

水土流失主 因分析

该区土水流失 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

一是 自然因素 ; 二是人为因素
。

通过对 南雄县紫色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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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流失区成因的分析
,
揭示侵蚀规律

, 为治理服务
。

(一 ) 气候因案 南雄县属中亚热带季风型气候
,
有明显的湿热和干冷季节

,
加快了紫色砂

页岩的风化速度
。

南雄县多年平均气温 19
.

6℃ , 多年平均降雨量 1 5 30
.

6m m
,

年蒸发量与降雨

量相比
,

由原来基本持平至现在显著大于降雨量
。

由于气候的变化
, 土壤变得干旱

,
对植物和农

作物生长十分不利
。

降雨是影响水土流失的主要气候因子
。

雨滴溅击地面 以及降雨形成径流对地表冲刷都会引起

土壤侵蚀
。

由于降水量在年内分配很不均匀
, 主要集中在 4 一 9 月份

, 因此降水径流
、

泥沙量 也

集中在这段时间
。

据小古蒙水文站多年资料
, 4 一 9 月份径流量 占全年径流量 的 70

.

14 %
,

含沙量

占全年含沙量的 78
。

64 % ,
河流泥沙主要产生于汛期的径流冲刷

。

(二 ) 土峨地质因素 土壤是侵蚀作用的主要对象
,

降雨和径流是侵蚀作用的外部营力
,

它对

土壤的破坏与土壤 的透水性
、

抗蚀性
、

抗冲性及其它理化性质有关
。

南雄县的紫色砂页岩是一种岩性松脆
、

极易吸热而吸湿性差的沉积岩
,

白天曝晒增温快
,

夜

间降温迅速
,
在热胀冷缩的作用下

, 物理风化十分强烈
。

丘 陵坡顶多为被侵蚀遗留下母岩层
,
坡

腰为半风化碎屑所覆盖
,

坡脚有一定厚度的坡积物
。

(三 ) 植被因素 南雄县主要植被为针阔叶混交林
、

纯针叶林
、

灌丛草被等类型
。

植物种类

主要有樟科
、

壳斗科
、

桃金娘科
、

山茶科等
。

南雄湖 口
、

罗佛寨的山地棍交林生长得一片郁葱
;

而盆地中部则是稀疏的松树
、

草地
,

有的甚至是不毛之地
。

现在在荒山秃岭上已种上了马尾松
、

湿地松等先锋树种
,
其中灌木草类主要有桃金娘

、

岗松
、

芒箕
、

鹤鸽草等
,
种草单一

,
层次结构

简单
,

生物量低
,
生态环境恶劣

, 一般面蚀和沟蚀较为发育
。

(四 ) 人为因素 1
。

森林过度砍伐
。

在解放后
,
南雄县经历了 3 次大的人为山林破坏

,

森林面积大幅度下降
,

森林消长失调
。

粗大 的树木几乎被砍光
,

山上主要是近年种植 的松树
, 调

节气候
、

涵养水源的能力减弱
夕 地表径流增大

,
水土流失加剧

,
灾害增多

。

2
.

人 口膨胀
,

土地承载超负荷
。

随着人 口增多
, “ 四料

” 相对减少
。

人们砍树
、

挖根
、

铲草皮作燃料
, 土地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

陷入人 口 需求增长
,

资源减少
,

土地承载负荷加重 的困

境
。

3
.

盲 目开荒及其它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
。

由于土地负荷增大
, 农民不断扩大耕地

,

盲

目开荒 ,
顺坡种植或开成坡式梯 田

。

在坡地上种烟的烟农
, 为了便于排水灌溉

, 采取顺坡起垄 的

方式耕作
; 以及将大片草皮铲除烧制灰肥

, 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

4
。

修路
、

开矿等不注意保持水土
,
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

二
、

水土流失特点及危害

(一 ) 水土流失特点 南雄县紫色砂页岩地区水土流失 的主要特点是
:

秋冬风化强烈
,

盛夏

水土流失严重
。

紫色砂页岩结持力较弱
夕

呈层片状剥落
, 经侵蚀作用

,

其景观是一个个裸露的红

色丘岗
,
仅剩下碎屑层和母质层

,

当地群众称
“ 红砂岭

” 。

在该区植被一旦被破坏
夕

由于分解作

用强烈 ,
养分流失迅速

,

植物根系难 以穿透坚实的母质层
, 植被难以恢复

。

(二 ) 水土流失危害 1
.

土地资源减少
, 土壤肥力下降

。

由于森林植被破坏
,

水土流失

严重
, 表土冲尽 , 心土裸露

,
土壤瘦痔

。

原来的林地成为
“ 红砂岭

” ; 水土流失冲跨农 田
夕
毁坏

庄稼
。

邓坊河小流域仅水稻一项因水土流失年减产 1 2 5七
。

南雄县紫色土
,

沟状侵蚀模数为 4 s o o t

/ ( k m
’ ·

a ) 以上
,
最大达 2 0 o o o t / ( k m

Z ·
a ) ,

平均 1 3 o o o t / ( k m
Z ·

a )
。

2
。

河床抬高
,
航程缩短

。

由于北江上游水土流失加剧
,
输沙量逐年递增

,
据小古蒙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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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资料
,

9] 65 一 19 8 4年的年平均输沙量如表 1
。

据观测
, 河床平均每年淤高 2

.

2c m
,

直接影响航

道 交通
。

建国初期
,

北江上游原有航道长 82 8
.

6 k m
,
现仅剩下 36 k m 可通航了

。

表 1 小古蓑水文站年平均输沙最

年 份 1 9 6 5~ 1 9 6 9 1 9 70~ 1 974 1 97 5~ 1 9 7 9 1 9 80~ 1 9 84 1 9 85 } 1 98 9
`年 )

输沙贵

`万 L)
2 7

。

7 2 5 0
。

0 8 5 8
。

3 2 64
。

4 2 4 9
.

0 8

3
。

淤积水库
,

降低水利工程效益
。

水土流失 日益加剧
,

大量泥沙下泻
,
南雄县仃年平均

淤积山塘
、

水库的泥沙最达 4 1
.

62 万七
,

其中报废的水库 已达 8 5座
,

淤积小 (二 ) 型水库 3 2 3 座
,

受淤积渠进长 4 22 k m
。

4
。

生态环境恶化
。

土壤肥力降低
,
水源枯竭

, 地表裸露
,
气候干燥

,

动杭物数员减少
,

抗 灾能力下降
,

如果不予重视 ,
终将导致生态平衡失调

。

三
、

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

南雄县水上流失综合治理采取了工程措施与林草措施相结合
, 治理和开发相结合的原则

。

水

土流失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命财产安全的一大隐患
, 整治北江上游水土流失已迫在眉睫

。

(一 ) 工程措施 南雄县的水保工程措施主要有削坡造坝
,

筑谷坊
、

开沟恤等
。

从 1昭 6年开

始大量修筑水保工程
夕

·

其标准是按 1 0年一遇的洪水来进行设计的
,
确保洪水不下山

,

不垮坝
,

淤

积年 3 一 5 年
。

l
。

生物坝
。

在坡度 20
“

左右 的紫色砂页岩低丘
,

为了减少表土流失及有效利用 土 地
,
从

山顶由上至下修筑等高沟埂
,

采用炸药开爆松土
,

修筑成水平距离为 sm
,

高度 l m 的等高地埂
,

并在埂上种植树木
,

当地称
“
生物坝

” 。

2
.

谷坊
、

拦沙坝
。

谷坊工程是防止沟床刷深和防冲措施
; 拦沙坝以拦价泥沙

,

提高俊蚀

基准为 目的
,
是主要的治沟工程

。

3
。

水平梯田
、

斜坡梯田
。

水平梯田及斜坡梯田设 置在坡度小于 1 0
。

的紫色砂岩流 失 区
,

采用炸药开爆
、

平整
。

该措施起到减缓坡度
,
减少径流冲刷的作用

。

(二 ) 林草措施 林草措施是水土流失治理 的根本措施
,

提高该区的植被覆盖率是减少 水
_

{二

流失的有效办法
。

通过 以草先行
、

乔灌草结合
,
针阔叶林混交

, 最终达到顶极植物群落
。

1
.

筛选优良树种草种
。

根据该区水土流失的特点
,

采用开等高沟埂
,

选择耐 l佰温耐旱的

植物品种
,
在雨季来临之前种植

。

水保林以银合欢
、

台湾相思
、

夹竹桃
、

菠萝麻为佳
。

通过 3 年

观察
, k 1 56 银合欢长势最好

,
生长迅速

,
年生长最高可达 6

.

3m ,
年均生长 Z m 以上

,

成活率高

达 91 %
,

为当地最好的先锋树种
。

草种中草木杯长势最好
,
能迅速覆盖地面

。

第 2 年可飞花 自然

繁殖 ,
较好地保持水土

,
草木挥也是绿肥

,
能改 良土壤

,
还可作饲料

。

2
.

乔灌草结合
。

该区的土层较薄
,

土壤理化性质差
, 夏季裸土的地温很高

,
蒸发量大

夕

立地条件恶劣
,
要选择生活力强 的植物相配置

,

达到快速绿化
、

改善小气候的目的
。

太和水保站

设置以不同乔木为主区的 5 个试验小区
, 调查表明

:

菠萝麻
、

银合欢在该区成活 率最 高 ,
如表

2
。

各小区地表都有不同程度的枯枝落叶层覆盖
, 而且土壤质地也较旁边光板地为佳

。

3
.

发展商品生产基地
,

治理与开发相合
。

按生态经济系统的观点
,
衡量一个生态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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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植物配皿观测结果

品 种 银合欢 黄 檀 任 豆 }川 株 }台湾相思 {菠萝麻

888999 8 888 5 000 5555 6 OOO

222
。

1555 0
.

666 4 1
.

0555 0
。

2555 0
。

6 333

111
。

3666 1
。

1110
。

9 888 0
。

4888 0
。

666

统
,

要考察其生态效益
、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南雄县的水土保持工作与利用开发结合得较好
,

黄烟生产已使南雄县经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 现 又推广了几千亩 的菠萝麻

,

形成了生产基地
。

菠

萝麻适应该区自然条件
,
产出品质优 良的纤维

, 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

四
、

水土流失的洽理效益

经过 5年 的综合治理及利用开发
,
已取得了显著 的效益

。

全县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 积 4 4 3
.

9

k m
“ ,

占 2 0年计划治理面积 5 5 6
.

7 k m
“
的 7 8

.

3%
,

其中治理而蚀 4 0 2
.

5 k m
“ 、

治理沟蚀 4 1
.

4 k m
“ 、

造林 2 4 2 k m
2 ,

其中水保林 4 2
。

4 k m
“ 、

薪炭林 1 4 7
.

3 k m
“ 、

经济林果 5 3
.

3 k m
“ , 种 草 2

.

4 k m
“ ,

菠萝麻 3
.

I k m
“ ; 轻度流失 区封山育林 20 1

.

7 k m
2 。

(一 ) 生态效应 1
。

植被覆盖率提高
。

全县有林地 由1 9 8 5年的 1 1 8 O k m
Z , 增 加到 1 9 9Q

年 的 1 4 5 3
.

3 k m
“ ,

森林覆盖率由 52 %增加到 59
.

8%
。

在林草措施中
,
乔灌草结合效 益显著

。

如

小坑河流域
,
初步建成 以湿地松

、

马尾松为主 的万亩松香基地
,

以及连片的黑荆基地和果树基地
,

全流域 5
.

I k m
“
的用材林和薪炭林 7 年总生物量为 8 2 3 1 ot

2
.

土壤肥力提高
。

由于采取了林草措施
,

土壤在生物小循环作用下
,
养分积累

, 肥力提

高
,

如表 3
。

土壤保水能力加强
,
如 附图

。

土壤理化性质改善
,
对植物生长有促进作用

。

表 3 19 87年小坑河土样化验分析结果

取土深度 } 土壤水分 土壤养分

一钾
一一全一一一磷一全

有机质%

取土地点
( C m )

自然含水量
( % )

田间持水量
( % )

土壤容重

( g / e m
“ )

酸
碱
度
P H )

全 氮
( % ) (% ) (% )

1 ~ 5

未治理原坡地 4
。

4 6 0
.

1 8 0
。

0 17 2
.

8 5

2 8~ 3 3

。

5 84

.

7 26

湿地松纯林
15

。

2

2 3
。

3 2

1 5
。

6 9

1 6
。

4 5

1
。

4 4 7

1
。

4 6 7

0
。

17 0
。

0 2 3
。

3 1

混交林

1
。

6 5 1

1
。

6 9 2

4
。

5 2

4
。

5

4
。

4 5

0
。

2 6

。

0 4 6

。

0 3 7

0 2 5

0 22

4
。
0 7

4
。

0 9

一
l

而
.

一八;一巨
.

加
.

l一

…
一

…

3
.

调节气候
。

随着植被覆盖率的提高
, 生态系统步入 良性循环

,

有效地调节了气候
。

据

小坑河资料
, 经治理后

,
风速减弱 67 %~ 77 % ,

气温降低 0
.

5℃一 1
.

6℃ ,

相对 湿 度 增 加 5 %~

7 % ,
蒸发量 减少 45 % ~ 50 %

。

4
.

拦沙蓄水效益
。

经过实施水保措施
,
拦蓄了大量泥沙

, 控制了侵蚀沟发育
。

小古篆水

文站资料
,
如表 1 , 1 9 6 5一 1 9 8 4年治理前 的输沙量是逐步上升的

, 经过 1 9 8 5~ 1 9 8 9年的治理
,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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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日 )

附图 水 分含员对 比图 ( 8月

沙量有所下降
,
据统计

, 在 5 年综合治理中
,

南雄县共拦蓄泥沙 4 55 万饥

(二 ) 经济效益 经过 5年的综合治理
,

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

i是要表现在粮食产员

和农业总产值有所提高
,
人工林地增加

,

形成

菠萝麻
、

黄烟
、

松香等生产基地
,

发展了果树

茶叶生产
。

1 9 8 9年与 19 8 5年相 比
,

粮食总产 录

从 1
.

1 5 3亿 k g 增加到 2
.

2 5 0亿 k g ,

农
_

`

使总产位

山 9 8 5 5
.

5万元增力「I到 2 6 5 0 8
。

7万元 ,
人 均 收

入由 53 0
.

:9) 已提高到 82 9
.

75 元
。

综合治理 水 土

流失
,

使人民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

(三 ) 社会效益 通过综合治理
,

减轻了水土流失
,

保护了土壤资源
,

提高了土壤肥力
。

水

利
一

设施发挥了作用
,

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
,

粮食产虽明显提高
。

同时
,

还保护 了农田 3 0
.

7 3k m
“ 夕

改良湖洋田儿 86 k m
2 ,

仅邓坊河流域经过 3年的治理
,

水稻就增收 1 3 6 5 t
,

总产值 109
.

2万 儿
,

仅此一项就超过总投 资 I G 6
.

13 万元 的 2
.

8 %
。

五
、

南雄县治理水土流失的经验和问题

(一 ) 治理与管理
、

治理与开发相结合 南雄县制定了相应 的水保规章制度
,

采取多种管理

方式
,

承包到乡 (镇 )
、

个人
,

提高了治理效率
。

形成了治理
、

竹理
、

开发
一

条龙
,

大力发展商

况
,

生产鹅地
,

国家
、

集体
、

个人都受益
,

提高水保工作活力
。

(二 ) 搞好小流域综合治理 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
,

效益显著
。

开展小流域治理
,

能科学地作出规划
,

便寸
二

管理
,

较快获得效益
。

对于小流域内水土流失策源地和直接危害地段
,

进行个而治理
、

综介治理
、

有效地控制丁水土流失
。

(三 ) 加强水保科研工作
,

开展治理实验 南雄县水保办开展水土保持治 理 实 验 有 6 项
,

如 ( l ) 乔灌
一

草优良
.
})
、
种的选择和棍交方式 ; ( 2 ) 紫色砂页岩流失 区治理效益

、

效应观测等 6

项科研课题
。

水保
一

上作的发展
一

与水保科技的提高密 切相关
。

积极推广治理和开发经验
、

小流域的

最优治理模式
,

逐步积累某本数据
,

为水土流失治理理论和效益评价提供依据
。

(四 ) 防止新的水土流失的产生 从解放初到 19 8 5年南雄 县水土流失面积逐年增加
, :

仁要受

人为因索形响
。

为此
,

要继续抓好 计划生育
_

〔作
,

认真执行 《森林法 》
、

《水土保持法》
、

《水

法》 等有关的法规法令
,

加强管理
,

落实承包责任制
,

加强以防为主
、

重视综合治理的水土保持

措施 的宣传
,

减少人为破坏植
一

被
、

陡坡开荒 的发生
,

!司时要积极推厂
`

科研成果
,

从根本土解决群

众的生活及经济问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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