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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水土流失概况及其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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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林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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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昆明 6 5 0 2 0 4)

摘 要
:

云南省是我国水土流失灾害严重的省之一
。

加大水土流失治理力度
,

保持水土资源
,

恢复
、

重建与

保护生态环境是云南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面临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
。

介绍 了云南省水土流失的现状
、

危害及其发展趋势
,

并在分析其成因的基础上
,

提出了以实施大江大河流域防护林体系建设
、

天然林保护
、

退耕还林
、

封山育林和小流域综合治理等为主体的生态环境重点工程建设的防治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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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

南省地处大江大河上游或源头地区
,

严重的水土流失

据水利部遥感 中心 1 9 9 0 年调查
,

全国水土流失 面积 不仅危及该地的生态环境和人 民生命财产
,

还造成下

3
.

67 x l护 k耐
,

约占国土面积的 38 %
,

每年约流失土 游地 区江河湖泊泥沙淤积
,

洪涝灾害加重
。

因此
,

在实

壤 5
.

00 x l护 lt[ 〕 。

水土流失是 中国头号的生态环境问 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
,

加大水土流失治理力度
,

保持

题
,

已成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2[]
。

近年 水土资源
,

改善生态环境是云南生态环境建设面临的

来
,

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给予 了高度的重视
,

并把环 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
。

纂堡竺些担二严髻塑色弃更赘产开誊毕峥史惠号
1 水十流失的现状

、

危害与发展趋势
把生态环境建设提到了战略的高度

。

云南省由于其自

“
尹一

v
.“ 产 、 ” 咨

~
一

~
、 产
以 口 甲

~
工

片~ ~

然地理条件的特殊性
,

以及长期以来不合理的土地资 1
.

1 水土流失现状

源开发利用和森林的过量采伐
,

特别是陡坡开垦加剧 据 1 9 9 9 年遥感调查结果 s[]
,

全省水 土流失面积

了水 土的流失
,

是我 国水土流失灾 害严重的省份之 1 4 1 3 3 4 k m
“ ,

占土地面积的 36
.

88 %
。

云南省的水土

一 ; 同时
,

严重 的水土流失
,

破坏土地资源
,

致使泥沙 流失从侵蚀强度面积分布上看主要表现为轻度流失

淤积河床
、

水库
、

湖泊
,

土地荒漠化
,

导致洪涝
、

旱灾
、

和 中度流失
,

这 2 项合计占了全省水土流失面积的

滑坡
、

泥石流等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直接威胁到水土 93
.

85 % (表 1 )
。

全省年土壤侵蚀总量 5
.

14 X 10
“ t

,

平

流失区人们的生存
,

制约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云 均侵蚀模数 1 3 40 t / ( k m
“ ·

a)
,

年均侵蚀深 1 m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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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云南省水土流失按侵蚀 强度分级的状 况

侵蚀强度

面积 k/ m Z

占总流失面积 / %

轻度流失 中度流失 强度流失 极强度流失 剧烈流失 总水土流失

7 9 9 8 2

5 6
.

5 9

5 2 6 5 9

3 7
.

2 6

8 1 1 1

5
.

7 4

4 0 8

0
.

2 9

1 7 4

0
.

1 2

1 4 1 3 3 4

1 0 0

表 2 反映了云南省 6 大流域水土流失 的分布状

况
。

长江
、

红河
、

澜沧江
、

珠江流域水土流失最为严重
。

表 2 云南省 6 大流域水土流失 的分布状况

流域名
占流域 占水土流失

面积 /% 总面积 / %

甲口八j八b叹U4A
工

O
nj亡JO乙月任厅rǎbo

八JR八b11魂h一j八00乙nj亡tJ11nj

……
QùO八袄
ù
4
nJ月InOJ任9ú连

Lnjg曰长江流域

珠江流域

澜沧江流域

红河流域

怒江流域

伊洛瓦底江流域

合 计

流域面积 / 水土流失

1 0 4
k m 2

面积 / k m Z

1 1
.

2 0 4 2 9 3 0

5
.

8 0 2 3 3 6 1

9
.

1 0 2 5 8 0 4

7
.

4 5 3 3 1 6 0

3
.

3 0 1 0 9 4 1

1
.

8 8 5 1 3 8

1 4 1 3 3 4

3 0

l 6

l 8

2 3

7

3
.

1 0 0
.

.2 2 水土流失的危害

水土流失不仅造成水土资源的损失与破坏
,

导致

农业生产环境恶化
,

水
、

旱
、

滑坡 和泥石流等灾害频

繁
,

而且危害人们群众的生命
、

财产安全
,

制约国民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
。

( 1) 严重的水土流失加剧滑坡
、

泥石流等 山地灾

害
,

直接危 害水土流失区人们群众的生命
、

财产安全

和生存环境
。

金沙江流域的东川市
,

森林覆盖率只有

6
.

8 %
,

中度 以上侵蚀面积 占总面积 的 68
.

5 %
,

年均

土壤侵蚀量达 8
.

23 只 1 0 ` t ; 泥石流沟由 20 世纪 50 年

代的 3 8 条
,

发展到 8 0 年代的 1 0 7 条
,

1 9 7 1一 1 9 7 5 年

共发生泥石流 17 3 次
,

而 1 9 7 9一 1 9 8 5 年共发生泥石

流 3 13 次
,

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4[]
。

泥石流发生面积 占

全县总面积 的 40
.

17 %
,

从而有了
“

泥石流博物馆
”

之

称
。

据统计 s[]
,

云南省有崩塌
、

滑坡
、

泥石流等 自然灾

害 2
.

0 0 X 1 0 5

多处
,

其中有一定危害规模的近 8 0 00

处
。

全省有 35 个县城
、

1 60 多个乡镇
、

3 0 0 0 多个 自然

村
、

1 5 0 余个大中型厂矿
、

4 8 0 k m 铁路
、

3 0 0 0 k m 多公

路受到直接危害
。

近年来
,

平均每年造成 20 0 人左右

死亡
,

2
.

00 X 1 s0 元以上财产的直接损失
。

( 2) 泥沙淤积河床
、

水库
、

湖泊
,

影响水利工程设

施功能的发挥
,

加剧洪涝灾 害
,

严重威胁河流下游防

洪安全
。

昆明市松华坝水库
,

20 世纪 60 年代进库泥

沙平均为 5
.

2 0 X 1 0 ` t / a ,

2 0 世纪 7 0 年代 为 7
.

3 0 x

1 0 ` t / a ,

8 0 年代为 1
.

3 2 x l o 5 t / a ,

大大缩短了水库使

用年限 ;
再如珠江源头 区 50 年代建成 的胡家坟水库

,

随着流域森林的退化与消失
,

到 80 年代 已淤掉库容

的 9 4 %
,

现已填平报废
。

据统计
,

全省因水土流失淤

积水库 2
.

3 9 X 1 0 8
m

3 ,

坝塘 1
.

1 7 X 1 0 8
m

3 ,

毁坏电站

3 7 9 座
。

(3 ) 宝贵的水土资源被破坏流失
,

土地质量 日趋

下降
。

位于金沙江流域 的元谋县
,

森林覆盖率仅为

6
.

3 %
,

水 土流失 面积达 74
.

4 %
,

其中中度侵蚀及以

上强度侵蚀的面积达 69
.

16 %
,

是 云南省重蚀 区之

一
,

年土壤侵蚀量达 5
.

68 X 10
6 t

,

由于严重 的土壤侵

蚀
,

该县深厚的红壤层不断冲刷切割
,

形成 了该县有

名的一大景观
“
土林

” 。

据估测全省每年流失土壤 5
.

00

X l o s t
,

损失有机质 9
.

7 5 x 1 0 6 t ,

全氮 7
.

2 0 X 1 0 5 t
,

全

磷 1
.

2 o X 1 0 6 t
,

钾 5
.

0 0 X 1 0 3 t
。

(4 ) 制约水土流失 区社会经济 的发展
,

群众生活

日益贫困化
。

严重的水土流失是云南省山区
、

半山区

群众贫 困的重要原因之一
。

云南省 1 28 县 (市
、

区 )中

有 1 2 6 个属山区县
,

其 中国务院认定的 73 个贫困县

中即有 60 个分布在水土流失严重区
,

占全省贫困县

的 8 2 %
。

2
.

3 水土流失的发展趋势

表 3 为云南省 1 98 7 年和 1 9 9 9 年水土流失按侵

蚀强度的面积分布及其动态分析结果
。

表 3 云南省水土流失按僵蚀强度的面积分布及其动态分析 k饥 2

侵蚀强度 轻度流失 中度流失 强度流失 极强度流失 剧烈流失 总流失面积

1 9 8 7 年

1 9 9 9 年

8 6 1 5 2

7 9 9 8 2

5 1 6 1 2

5 2 6 5 9

7 8 4 6

8 1 1 1

5 5 2

4 0 8

2 6 9

1 7 4

1 4 6 4 3 1

1 4 1 3 3 4

云南省水土流失总趋势是向减少的方 向发展
,

轻

度流失
、

极强度流失和剧烈流失 面积相对减少
,

中度

流失和强度流失面积相对增加的趋势
,

这也反映了水

土流失治理过程中
“
边治理边破坏

”
的现状

。

云南省 6大流域 中
,

除开展重点治理的长江流域

水土流失面积明显减少外
,

其它流域相对稳定
,

增减

不大
。

据 1 9 8 7年遥感资料
,

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为

4 6 9 8 0 k m
, ,

占流域面积的 4 2
.

7 8写
,

1 9 9 9 年的水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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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面积为 4 2 9 3 0 k m
Z ,

占流域面积的 3 8
.

3 3 % ; 1 9 9 9

年与 1 9 8 7 年相 比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减少 了

4 s o o k m
Z ,

减少 8
.

62 %
。

金沙江流域是云南省生态环

境恶化的主要地区
,

1 9 8 9 年启动长防建设工程 以来
,

至 2 0 0 0 年已完成人工造林 4
.

2 0 X 1 0 5
h m

2 ,

封山育林

3
.

0 4 x 1 0 5
h m

, ,

低产林改造 1
.

2 9 x 1 0 `
h m

Z ,

幼林抚

育 7
.

61 x 1 0 `
h m

Z 。 “
长防

”

建设改善了项 目区的生态

环境和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

使项 目区的群众走上 了

脱贫致富的道路
,

云南省
“
长防 ”

建设工程的成效比较

明显
。

日益严重
。

据西双版纳测定
,

澜沧江年输沙量 20 世纪

8 0 年代末 已增至 8
.

3 9 x 1 0 , t
,

比 6 0 年代的 6
.

o 4 x

1 0 , t 增加 了 3 9 %
,

比 7 0 年代增加了 15
.

2 %
。

另外
,

开矿
、

筑路和其它一些基本建设所导致的

水土流失也不能忽视
。

如长江流域
,

自
“
长治

”
工程实

施以来
,

其水土流失面积和土壤侵蚀量整体上呈明显

下降的趋势
,

但其龙川江流域却呈增加 的趋势
,

主要

原因就是近年来
,

龙川江流域一直在开展治河和修路

工程
,

开矿
、

取石
、

采沙等人为活动增多
,

且大多数是

沿主河道两边
,

致使泥沙直接进人河道
。

3 水土流失成因分析

3
.

1 自然背景

云 南 省 位 于 2 1
0

0 8 ,

一 2 9
“

15 ` N
,

9 7
0

3 2`

一 1 0 6
0

1 2`

E
,

地处我国西南边睡
,

其地貌受第三纪末 以来新构

造运动的强烈影 响
,

造就 了 自西北 向东南阶梯式分

布
,

巨大山体与大江河谷相间排列的地貌格局
,

海拔

7 6一 6 7 4 o m
,

高差悬殊达 6 6 0 0 m 多
,

形成以 山地
、

高

原为主体的巨大山地地貌系统
。

季风气候是云南气候

的基本特点
。

在气候诸因素中
,

降水是土壤侵蚀的基

本动力
,

其大小
、

强度及年 内分配直接影响到土壤侵

蚀的形式和侵蚀量的大小
。

由于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

是云南大部分地 区降水的主要来源
,

云南全年有明显

的干
、

湿季之分
。

年降雨量多集中在每年的 6一 10 月

份
,

约占全年降雨量的 80 %左右
。

降水的过分集中以

及形成的大雨和暴雨是 引起地表径流和土壤侵蚀的

主要原因
。

如果山地失去森林植被的覆盖
,

加之地质

地貌因素和人为的于扰破坏
,

每当雨季来临
,

极易造

成水土的流失
。

复杂的地形地貌格局和气象气候条件

是水土流失发生的自然背景
。

3
.

2 人为因素

人为因素是导致水土流失加剧与发展的主要原

因
。

长期以来
,

不合理的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和森林的

过量采伐
,

陡坡开荒
,

过度垦殖和过度放牧等
,

使森林

植被遭到严重的破坏
,

在遭暴雨的情况下
,

极易造成

表土流失
,

甚至形成土地荒漠化
。

如珠江的上游云贵

高原区
,

陡坡种植严重
,

水土流失 以坡耕地面状流失

为主
,

并有崩塌
、

滑坡和泥石流等
,

是珠江的主要泥沙

来源 5[]
。

珠江云南境内流域面积约 5
.

80 又 1 0峪 k m
Z ,

流

域平均森林覆盖率不足 20 %
,

目前该流域水土流失

面积 已 占流域总面积 的 40
.

28 %
,

平均侵蚀模数 为

2 6 1 4
.

6 3 t / ( k m
Z · a )

,

每 年的土壤侵蚀量达 l
.

6 0 X

1 s0 t
。

再如澜沧江流域
,

森林覆盖率达到 33
.

78 %
,

然

而由于属少煤地 区
,

几乎全靠薪柴解决农村能源
,

加

之陡坡开荒垦殖
,

水 土流失面积不断扩大
,

土壤侵蚀

4 水土流失的防治对策

云南省水土保持工作 以 1 9 8 9 年实施的
“
长治

”
工

程为龙头
,

经过 10
a
余的艰苦努力

,

水土流失防治工

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

但全省水土流失现象仍然严

重
,

且
“

边治理边破坏
”
的现象依然存在

,

水土保持形

势严峻
。

今后还需在做好稳定机构
、

加强领导
、

搞好宣

传
、

严格执法
、

增加投入
、

综合规划
、

提高水土保持科

技含量等方面的基础工作的同时
,

要把握 国家西部大

开发的历史机遇
,

重点抓好生态环境建设重点工程的

建设
,

使全省水土流失得到有效 的治理
,

改善全省的

生态环境 面貌
,

为云南省社会
、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

造 良好的基础条件
。

4
.

1 实施大江大河流域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

云南省境内有大小河流 6 00 多条
,

分属于伊洛瓦

底江
、

怒江
、

澜沧江
、

金沙江
、

红河和珠江 6 大水系
,

其

流域面积遍布于全省
。

因此
,

这 6 大江河流域的防护

林体系建设是全省水土流失治理工程的主体
。

在巩固
“
长防

”
工程成果的基础上

,

重点抓好水土流失严重的

珠江
、

澜沧江
、

红河流域的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
,

使全

省的生态环境得到全面的改善
。

4
.

2 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

天然林是极其宝贵的 自然资源
,

在生物多样性及

其它森林生态效能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是江

河源头重要的天然生态屏障
。

云南省地处几条重要江

河的上游或源头地区
,

又是我 国天然林分布的重要林

区
,

对天然林的保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在加强现

有天然林的保护
,

调减天然林区木材产量和转产项 目

的同时
,

还要大力推进工程区营造生态公益林为主的

生态环境治理和森林培育步伐
,

促进天然林区森林植

被的恢复和保护
。

4
.

3 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陡坡耕地是江河泥沙的主要来源
,

陡坡退耕还林

还草是作为防治水土流失
,

改善生态环境 的一项重要

的策略和技术措施
。

云南省是少数 民族聚居区
,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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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等方面的原因
,

边疆一些少数 民族地区延续千年

的刀耕火种
、

游牧
、

游耕现象依然存在
,

加之人 口 的压

力
,

陡坡开垦随处可见
,

全省水土流失严重的坡耕地

有 4
.

0 4 X 10
`

h m
Z 。

因此
,

将不具备固耕条件的轮歇

地
、

生态脆弱地 区的陡坡耕地实施退耕还林势在必

行
。

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

按照
“
退耕还林

、

封山

绿化
、

以粮代贩
、

个体承包
”
的要求

,

有计划有步骤地

实施退耕还林 (草 )工程
,

恢复植被
,

重建森林生态环

境
,

保持水土
。

4
.

4 实施封山育林工程

封山育林是 以封禁为基本手段
,

促进森林植被恢

复的措施
。

实践证明封 山育林具有成林快
,

用工少
,

节

约投资
,

并能形成稳定性较高
,

抗逆性较强的森林群

落
,

有利于水土保持
,

是加快生态林业建设的有效途

径
。

因此
,

在生态环境建设中应大力推广封山育林
,

充

分利用云南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恢复森林植被
,

加快

水土流失治理的生态环境建设步伐
。

4
.

5 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

我国在水土保持方面基

本 上走 出了一条 具有 中国特色的路子 6[]
,

即 以防为

主
,

以大流域治理为依托
,

以小流域为单元
,

以 户为基

础
,

以经济效益为 中心的综合防治 的路子
。

云南省金

沙江流域 自 1 9 8 8 年被列为国家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区

以来
,

已启动 29 个县市
,

共开展了 50 0 多条的小流域

治理
,

初步治理的水土流失面积达到 g o 35 k m
, ,

项 目

区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

流域经济有 了较大 的发

展
。

实践证明
,

小流域综合治理是水土保持的有效途

径
。

今后
,

我省还需进一步按照
“
有规划

,

高起点
,

大规

模
,

综合型
,

产业化
,

好效益
” 的要求

,

不断提高水土流

失 的防治水平
,

以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契机
,

加快

水土流失治理的步伐
。

[ l j

[ 4 〕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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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背景下的小流域综合治理虽然取得 了一定

成绩
,

但仍存在着不少问题
。

主要表现在对节水灌溉

认识 的程度不够
,

群众还未能摆脱大水漫灌
、

粗放作

业的灌溉模式
。

资金投人不足
,

节水灌溉投人大部分

要靠中央和受益区广大群众筹集
,

省
、

地
、

县 目前尚无

稳定的投资渠道
。

水价偏低
,

客观上影响了节水工作

的开展
,

虽然有些灌区 的水价已做了调整
,

但与成本

水价仍有一定 的差距
。

地方基层服务组织不够健全
,

基层服务组织建设滞后
,

灌水时间和灌水量没有 规

划
,

服务意识不强
,

加之农业种植集约化程度低
,

给工

程管理带来不便
。

对鼓励和引导广大农民兴建节水灌

溉工程的政策研究不够
,

这也从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节

水灌溉的发展
。

重建轻管的现象依然存在
,

工程的用

料和施工质量均得不到保证
,

节水灌溉设备品种和产

品质量还不能满足节水灌溉发展的需要
,

且设备市场

混乱
。

建成后又得不到应有管护
,

效益得不到发挥
。

技

术服务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

有些高新技术与农民的距

离太远
,

他们不会用也不敢用
,

这种情况下如果技术

服务跟不上
,

就会影响这些技术的推广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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