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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述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减沙效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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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分析了人为活动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影响
,

得出人为活 动是造成黄土高原加速侵

蚀的主要原因 的结论
。

同时还分析了目前黄河泥沙没有 明显变化的主要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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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的泥沙主要来源 于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
,

而黄河的泥沙又是黄河下游洪水泛滥成灾的根

源
。

因此
,

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就成为举世瞩 目的一个重大问题
。

早在明朝初期
,

就有人提出中

游保持水土以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的见解
〔 ” 。

民国时期
,

一些中外治河专家进一步提出上
、

中
、

下

游全面治理黄河的意见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

治河方略 日趋完善
。

30 余年来
,

在
“
水土保

持是治黄的基础
”
这一指导思想下

,

水土保持工作取得很大成绩
。

但是
,

在黄土高原经过大规模

水土保持治理之后
,

黄河的泥沙没有明显变化
。

因此 ,
有些人对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能否有效地

减少黄河泥沙产生了怀疑
。

由于对这一重大问题存在认识上的分歧
,

影响到一些人 (包括部分领

导在 内 )
,

对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

并对一些重大决策产生影响
。

另外

还 有一些观点
,

虽然没有怀疑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减沙效益
,

但却为持怀疑观点的同志提供了依

据
。

为 了使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能顺利开展
,
有必要把这些分歧意见提出来讨论

,

逐步统一

认识
,

使治理原则和方针政策更加完善
。

作者仅就某些方面谈谈粗浅认识
,

不妥之处望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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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人为活动是造成黄土高原加速侵蚀的主要原因

黄土高原过去曾经有过大面积的森林和草原
〔 “ 〕 ,

当时侵蚀比较轻微
,

只是在商周以后
,

由于

移民屯垦
,
黄土高原的人 口不断增加

,

以及人为不合理的生产活动等
,

改变了黄土高原的 自然景

观
,

促使水土流失加剧
。

大量试验观测资料表明
,

不同土地利用情况下
,

水土流失强 度 相 差 悬

殊
。 1 9 6 3年

,

笔者曾在子午岭东坡进行径流小区观测
, 6一 9 月共降雨 3 4 3

.

6 m m
,

不同利用情况

下的侵蚀量见表 1 。

表 1 不同土地利用对土壤怪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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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看出
,

林地或草地开垦之后
,

当年侵蚀量即增加 30 倍
。

这主要因为林草地开 垦
,

不仅

破坏了林草植被
,

同时经过人为的耕作活动土壤表层变松
,

因而使土壤 表层抵抗径流冲刷的作用

大大降低
,

侵蚀量明显增加 t “ 〕 。

农地撂荒一年
,

因不再耕锄
,

表土逐渐变得紧实
,

侵蚀量 大 幅

度降低而与草地接近
,
如表 1 。 1 9 7 9~ 1 9 8 0年

,

我们还在陕西杨陵进行模拟降雨试验
,

对 比翻耕

地与一年不翻耕两种情况土壤侵蚀的差异
。

试验结果
: 土壤在一年之内不翻耕

,

在天然降雨作用

下
,

地表形成一层结皮
,
并且表层土壤也变得比较紧实

,

侵蚀量是翻耕小区侵蚀量的 1 / 1 0左右
,

与子午岭径流小区的观测结果基本一致
。

1 9 8 8年
,

洪业汤同志在研究河南陕县站近 50 年间的输沙量资料后认为
:

扣除地表径流强度的

影响后
,

近 50 年来
,

黄河输沙量实际上没有多大变化
。

因而他得出结论
: “

人为因素引起的水土

流失远比黄土侵蚀的地质强度小得多” 〔 ` 〕 。

言下之意
,

黄土侵蚀乃是必然的过程
,

人类想 要 治

理是无能为力的
。

笔者认为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

众所周知
,

人类活动对水土流失的影响有消极和

积极的两个方面
。

积极的方面是指人类进行水土保持工作
,

可 以减轻水土流失
;
消极的方而是人

为不合理的生产活动加剧水土流失
。

这两方面的影响是可以互相抵消的
。

实际情况是
,

近几十年

来这两方面的影响都很显著
。

根据陈永宗等同志的研究
,

由于人为破坏活动的影响
,

.

使黄土高原

的侵蚀量增加了 1/ 3 左右
〔 “ 〕 。

只是由于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
,

黄河的年输沙 量 才投有

明显的变化
,

仍然维持在 16 亿 t左右
,

否则早 已超过 22 亿 t了 〔“ ’ 。

二
、

主要应根据现代试验观测资料
,

分析

研究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减沙效益问题

正确估算黄土高原的侵蚀速率是一个重要问题
,

也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

分析不同历史时期

黄土高原的侵蚀强度及其变化规律
,

从中可 以得到有关治理黄河的有益借鉴
。

但历史上有关实测

数据缺乏
, `

只能进行粗略的间接推算
,

其准确程度是值得怀疑的
。

有时可能会得出不太正确的结



第 2期 周佩华
:
略述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减沙效益间题 3

论
。

因此
,

在分析水土保持减少黄河泥沙的效益时
,

这些间接推算的资料不能作为主要依据
,

而

应该把着眼点主要放在对现代试验研究资料的分析方面
。

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试验研究工作
,

大

约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开始
,

特别是近 30 余年来
,

比较系统地作了大量试验研究工作
,

积累了许多

调查研究
、

流域治理和试验观测资料
。

只有对这些资料进行深入地分析研究
,

才能对减沙效益间

题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

许多试验资料表明
,

植被是抑制侵蚀的重要因素
。

这一点可从子午岭的变化情况为例进行说

明
,

子午岭位于黄土高原中部
,

系径洛两河的分水岭
,

为典型黄土赤梁丘陵地形景 观
。

从 明 朝

(约 1 36 8年 ) 起
,

居民开始垦殖
,

植被受到严重破坏
,

这一点可从目前许多废弃的窑洞和荒地遗

留有地埂的痕迹得到证明
。

在多年耕垦的过程中
,

这里曾有过强烈的水土流失
,

土壤剖面绝大部

分被侵蚀殆尽
,

成土过程中形成的砂疆大量残存地表
。

在清朝同治五年 ( 1 8 6 6年 )
,

这里发生回

汉民族纠纷
,

耕地因此荒芜
,

植被很快得以恢复
,

成为 目前黄土丘陵区的主要次生林区
。

植被恢

复之后
,

水土流失明显减弱
,

河流水文情况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

根据兰州水文站在子午岭东坡

太白川观测的结果
,

河水经常是清的
,

含沙量一般在 0
。

I k g / m
”
以下

,

暴雨后实测最大含沙量也

只有 3
.

2 2 k g / m
“ 。

一些小流域经过水土保持治理后
,

减沙效益非常显著
。

如流域面积 3 6
.

3 k m
“

的南小河沟
,

经

过 20 年治理减沙效益高达 9 7
.

2 % ;
韭园沟经过治理减沙效益为 85 %

。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

黄河一

些较大支流经过治理之后
,

河流泥沙也大幅度减少
,

如无定河流域经过 20 年的治理
,

河流泥沙减

少 4 4 %
o

从上述这些事实可以看出
,

通过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

使黄河的含沙量大幅度下降是

完全可能的
。

三
、

黄河泥沙没有明显变化的原因分析

30 余年来
,

在黄土高原经过大规模水土保持治理之后
,

黄河的泥沙没有明显变 化
,

这 是 事

实
。

主要原因是边治理边破坏
,

抵销了治理的成绩
,

部分地区甚至破坏面积大于治理面积
。 1 9 5 5

年黄土高原统计上报耕地面积为 16 2 27 万亩
。

按照
“

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
” ,

到 1 9 6 7年
,

退耕陡坡耕地 1 1 00 万亩
。

可是到 1 9 8 5年不但没有退耕
,

耕地面积反而增加了 6 16 9万

亩
,

达到 22 39 6万亩
,

约增加 38 %
。

在这种情况下
,

黄河的泥沙没有明显变化则是必然的结果
。

除此之外
,

水土保持治理面积还不够大
,

也是影 响水土保持减沙效益不显著的原因之一
。

黄

土高原的水土流失
,

主要是由少数几次暴雨和大暴雨所引起
〔 7〕 ,

而这些暴雨的笼罩面积并不大
,

一般为 5一 15 万 k m
“ 。

在治理面积所 占比例不大的情况下
,

经常出现暴雨笼罩区与水土保持治理

区不相吻合的情况
。

也就是说在已经治理的地区内没有暴雨
;
而暴雨却降落在没有治理的地区

,

因而水土保持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
。

在小流域内
,

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

所以小流域水保减沙效

益很显著
,

已为大家所公认
。

随着黄土高原治理面积的逐渐增加
,

暴雨笼罩区与水保治理区不相

吻 合的情况将会愈来愈少
。

根据三门峡水库拦沙的实践证明
,

、

如果只有 8 亿 t泥沙到下游
,

下游河道就 会 处 于 微 淤 状

态
〔吕’ 。

也就是说
,

只要黄河的泥沙减少 50 %
,

并不一定要黄河清
,

黄河下游的险恶局面就 将 彻

底改观
。

所以
,

只要我们继续努力
,

注意扭转边治理边破坏的不利局面
,

有计划地在黄土高原开

展水土保持工作
,

数十年之后
,

可使黄河的泥沙大幅度减少
,

并将最终实现根治黄河 的 伟 大 珍
想

。

(下转第3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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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变了过去农业生产单一的状况

,
但是

,
农林牧业的发展还不协调

。

所 以
, 必须在建设基本农田

的同时
,
加强造林种草和

一

畜牧业的发展
,
从根本上解决土壤肥力贫疮

,
肥源不足的现状

, 以促进
`

全流域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

四
、

小 结

1
。

经过对流域不同类型耕地肥力状况的分析和评价表明
,
三川河流域不同类型耕地

, 总体
一

’

评力状况属于中低肥力等级
。

2
。

不同类型耕地养分的主成分分析 ( P C A ) 结果表明
, 可利用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 成分

勺巴价耕地的肥力状况
。

3
。

应用主成分分类
,

可将流域内的耕地划分为五大类型
。

4
.

肥力状况的评价和农地类型的划分
, 为不同类型耕地土壤肥力的调控

,
提供 了 科 学 依

一

据
。

山西省柳林县 水利水保局陈保华
,

中阳县 水利水保局高彦云
,

离石县水利水保局李有元
,

方

脚县水利水保局刘 民顺
,

吕梁行署水利水保局李生惠
,

北京林业大学水保 系90 届 学生王善福
、

稗
一

毓涛等参加 了部分外业工作
,

给予 了很大帮助和支持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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