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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黄土高原 中部地 区是典型的农业区
,

开荒扩种在本区表现突出
,

由于人为不合理的社会

经济活动的影响
,

水土流失成为制约本区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

本文通过典型调查和总体分

析相结合
,

对影响土坡侵蚀的人为因素进行了评价
。

认为土地利 用结构不合理
,

人 口的失控

增长
,

森林植被的破坏以及工业化进程中对水土保持工作不 十分重视等是人为加速土壤侵蚀

的几个主要方面
。

关键词 : 黄土高原中部地区 土攘侵蚀 人 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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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发祥地
夕 以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独特的自然景 观 而 闻 名 于

世
。

由于强烈的现代侵蚀
,
使得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遭受了极大的破坏

。

其中人类的生产活动
,

特别是不合理的生产方式的影响
,

更进一步加剧了现代侵蚀的严重程度
,
使其愈演愈烈

。

黄土高原地区由于水热条件的差异
,
地表形态结构的变化和受其他 自然因素的影响

,

使 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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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又由于各地的开垦历史不同

, 人 口增长幅度不同等社会经济条件

的影响
,
在不同的区域内农业发展的程度是不均衡的

。

中部地区人 口 密度大
,
人类 活动频繁

,

也

是开荒扩种比较典型的地区
,
本区所反映的问题在整个黄土高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

。

本

文通过典型调查与总体分析相结合
,
针对本 区土壤侵蚀人类活动的千预度进行初步评价

。

中部地区系指黄土高原腹部
,
涉及晋陕甘宁四省 区的67 个县市的全部或部分地区 (见附图 )

。

分为 5 个亚区 (表 l ) ,
其中包括晋西甘县

,
陕北20 县市

莽 ,

宁南山区 了县
,

陇东高原 7 县市
,

陇

中1 6县市
。

总面积为 1 6 2 4 s 3 k m
Z ,
人 口 2 4 13

.

5 5万
,

其中农业人 口 1 2 8 0
.

9 1万 ,
耕地面积 5 6 5 8

万亩
, 分别占整个黄土高原比重的 30 %

、

1 8
.

4 %
、

2 0
.

2 2 %
、

52
.

15 %
。

之
_ _ _ - - - ,

一
‘

附阁 黄 上高原 中部地 区范围图

表1 黄土高原中部地区土地人 口统计表

土地 面积 (k m
“) 耕地 面积 (万亩 ) 人 日 (万人 ) 农业 人日 (万 人)

OUO口68
工al了9曰11工a

晋 西 区

陕 北 IK

陇 东 仄

陇
‘
I
J 区

宁南山区

合 计

2 7 4 65 1 1 96
。

9 0

2 8 1 9
。

4 1

1 0 2 0
.

5 2

2 4 2 7
。

4 0

1 1 9 3
。

4 0

2 2 4
。

一

里7

⋯
“ 7 3 2

⋯
2 3 5 8 2

!
‘2 8 5 7

匕 里竺i

36

5 5

2 0 2
。

6 6

2 64
。

0 3

138
。

0 2

5 1 8
.

4 9

1
1 6 2 4 8 3 8 65 7

。

63 1 4 1 3
。

8 5 1 2 80
。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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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中部地区的共同特点是

,

农业人 口比重过大
,

均占90 % 以上
, 因此

,
生产活动的 主 体 主 要

在有限的土地上经营
,

开荒扩种是本区农业的最显著特征
。

土地贫膺
,
农业立地条件差

,

自然条

件恶 劣
,
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重灾区

。

在人为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影响下
, 导致水土流失由

其潜在的势能形态转变为现实的动能危害
,
使得水土流失成为制约本区经济发展的突出间题

。

我

们认为
,
促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因素在于土地利用结构上的不合理

,
农林牧各业比例失调

,
而人 口

的失控增长则是水土流失 日趋严重的动力源
,
森林植被的破坏进一步导致了生态失调

,

以及国家

在工业化进程中
,

人为造成新的水土流失等
。

现分述如下
。

一
、

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加剧人为侵蚀

由于农业气候资源的时空分布规律
,
自然资源的质量

,

社会经济条件的优劣
,
以及受经济规

律和社会功能的影响
,
使得中部地区的农业存在着年度间的不稳定性

, 区域间的不平衡性和布局

中的不合理性的特点
。

总的来说一句话
, 即农业的不稳定性

,
始终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的雨养农业

局面
。

迫于粮食向题的压力
,

在以粮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
,

过度垦荒以扩大种植业的这种急功

近利的短期
二[ 地 经 营 行 为

,

不考虑长远利益的掠夺式经营
,

必将导致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
,

农

林牧各业比例失调
,

使得农业在摇摆 中生存和发展
。

长期以来 ,
中部地区的农业主要以单一的种

植业为主
,
处于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

。

从土地利用现状 (见表 2 ) 可以看出
:

农耕地比重过

大
,
与林牧业用地相比

,
晋西陕北大致为1 : 1 ,

在燃料医乏的陇东陇中宁南山区问题更为严重
,

分别为 1 : 0
.

65
、

1 : 0
。

78
、

1 : 0
.

86 ,
两者之和还小于农耕地

,
这种单纯的产业结构和错 误 的倾

斜发展战略
, 必然会掩盖优势的自然资源条件

,
使之潜力不能充分发挥

,
甚至将某种优势变为劣

势
。

自然侵蚀在中部地区十分强烈
,
由于人为不 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

,
加剧了侵蚀程度

,

使人为侵蚀在土壤侵蚀总体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

其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导致生态效益
、

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
“三差” , 出现 “越穷越垦

,
越垦越穷

”
的恶性循环

。

裹2 黄土高原中部地区农林收业用地比例

农林牧业
用地现状

晋 西 区 陕 北 区 陇 中 区 宁南山区

农业用地

林业用地

牧业用地

0
。

80 0
。

30

0
。

7 5

0
。

28 0
。

2 8

0
。

19 0
。

68 0
。

58

二
、

人 口的失控增长是促使坡地开荒扩种的动力源

据统计
, 19 4 9 ~ 1 9 8 3年 34 年间

, 陇中16 县市的人口增长 了91 %
,

其 中 定 西
、

会宁
、

陇西 3

县的增长百分数分别为 1 08
.

93 % , 14 0
.

70 % , 12 7 。 52 %
。

陕北人 口增长的情况略 高 于 陇 中
, 为

1 10 %
。

而 宁南山区由于是少数民族聚集区
,
人 口的增长则是十分惊人的

, 1 9 8 5年比 1 9 4 9年增 长

了 2 3 0 %
,
平均每年递增率高达3 4

。

4喻 ,
除隆德外

,
各县人口增长速度较 快 (见 表 3 )

,

本区是

黄土高原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 人口增长幅度均高于同期各省

、

自治区的人 口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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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宁南山区各人口 年自然增长率

县名 固原 彭 阳 西吉 海原 隆德 径源 同心

增长率 (、
【

,

⋯
: 。一 {

: 。一
⋯

: 。一 j
4 。
一 {

1 7
一

民以食为天
,

由于人 口增长的失控
,

而土地 自身的承载力有限
,

人 口与资源矛盾的缺 口越来

越大
。

为此 ,
不得不通过陡坡开荒

、

毁林毁草等方式扩大耕地面积
。

宁南山区近30 年来
,
耕地面

积比 19 4 9年扩大了71 % ,
西吉县 1 9 4 9年 ~ 1 9 8 0年净增耕地面积 9 1

.

7万亩
,
甘肃环县建国初期人 口

9
.

8万 ,
耕地 1 50 万亩

,

到 1 9 7 9年全县人 口 22 万 ,
耕地4 80 万亩

,

实际开荒3 30 万亩
,

人均开荒 15 亩
。

这些新增的耕地均被迅增的人口 所消化
。

在中部地区
,

大部分新开垦的荒地都是以坡耕地为主
,

甚至不少地区从坡底直到山顶全部垦种
。

以陕北为例
,

大 于 2 5
。

的陡坡地 占全区总面积的5 1
.

2 6%

(表 4
、

表 5 ) ,
而平地 ( 0

”

~ 5
“

) 仅 占4
.

96 % ,
尤其黄河沿岸地带的陡坡地 占65 %左右

。

在

陕北大于 2 5 。

的陡坡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2 6
.

93 %
。

换句话说
,

在 4 亩耕地中就有 1 亩 多 在陡坡

上耕种
。

据我们推算
,

本区每净增加一口人
, 就要开荒约 4

.

5 亩
,

仅开荒一项 的 破 坏
,

就 抵 消

了水土保持坡面治理 (水平梯 田
、

水土保持造林
、

人工种草保存三项) 近 70 %的减沙效益
。

古老

的黄土高原为什么厚古而薄今
,
成为工业化浪潮中的落伍者

,
成为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 沉 重 的 包

袱
,
从某一方面讲

,

是与人 口的失控增长分不开的
,

也是人 「l与资源矛盾的具体体现
,
从开荒这

一破坏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

因此 ,
控制人 口 已成为贫困地区的当务之急

。

表4 陕北开荒扩种区土地坡度分级表

坡 度 { 平地 (0
0

~ 5
。 坡 地

(1 5
“

~ 2 5
。

)
陡 坡
( > 2 5

“

地 ⋯ 合 计地勺
一勺

坡�
�勺

缓(

03网‘0

:
土地面积 (万亩 )

占全区比例 ( % )

6 3 4
。

5 3

1
裹 S

07 7
。

0 6

16
。

0 5

50 8
。

59 3 4 39
。

5 8

2 2
。

48 5 1
。

2 6

6 709

100

映北开策扩种区耕地坡度分级衰

平
( 0

“

~ 5
缓 坡 地

( 5
。

~ 15
。

)
坡 地
15

。

~ 2 5 。

陡 坡 地
2 5

O

ee 3 5
。

)
极陡坡地
( > 3 5

“

)
合 计

耕地面积 (万亩)

占全区耕地比例

4 0 7
。

39 6 3 5
。

1 2 8 2 0
。7 7 8 29

。

7 7 2 56 2
。 1 9

( % )

一
、

1 5
。

9 0 } 2 4
。

7 9
,

3 2
.

3 8 { 3 2
.

3 8

9 1
。

6 6

3
。

5 8 100
。

0 0

植被破坏严重
,

加剧了生态失调带来的问题

植被的破坏
,
其中一个因素是开荒

, 而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对燃料
、

肥料和饲料这
“三料

”

的需求超过 自然界的赋予量
。

综观整个黄土高原
,

三料俱缺在一切侵蚀严重的地区带有普遍性
,

其中以燃料的缺乏对侵蚀的影响最大
。

这在能源匾乏的陕北西部
、

宁南山区和陇中陇东地区尤为

明显
。

为 了获得燃料
,
不仅大部分农作物的秸秆和牲畜的粪便被作为燃料

,
甚至 铲 草 皮

,
挖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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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
有林地区乱砍滥伐

。

据定西
、

陇西
、

会宁
、

静宁
、

秦安
、

庄浪
、

靖远等七县的典型调查
,

农

业人 口的燃料能量结构中 (表 6 ) ,
由于消费水平的限制

,
煤炭 占的比重很小

。

从 表 中 可 以 看

出,
年均人铲草 17 8 k g 。

据实地调查
,

每 l m
“

约可铲草o
.

Zk g
,

则每人 每 年 铲草 0
.

96 亩
。

陇中

16 县农业人 口 5 18
.

49 万人
,

仅铲草一项就有4 9 7
.

7 5万亩植被破坏
,

占本区牧业用地的30 %
。

这样

既破坏了天然植被
, 又影响了人工植被的形成

。

据会宁县调查
,

凡距村庄近一点的荒山
,

草皮已

经全部铲光
, 甚至连草根都挖得干干净净

,

经实地调查
,

有的农户年铲草的时间 竟 达30 0天
,

县

城东南部人 口稠密的10 多个乡
,

实际上 已经没有草皮可铲了
。

表6 陇中7县俗僻结沟典型 调查裹

燃 料 构 成 (k g )

煤炭 秸秆 薪柴 畜粪 杂草

折 合

枯秆 (k g )

4 07 7 3 93 4 9 2 9 37 6 66 37 5 4 4 4 } 1 1 95 3 33

52 2 1 5 7

}
3 9 7 5 48 6

一O一八U一月仕一l3

燃料重量 比 ( ;石)
‘‘比 ‘,‘,

{{{{{ 1
23

‘

5 ”” 1 1
。

1222 37
。

泛泛

注
:

各种烧料折合秸杆以热量换算
,

即 Ik g 秸秆 = 。
.

68 k g 煤炭 = 。
.

85 k g 柴 二 0
.

80 k g 粪 二 Ik g 草

除植被外
,

森林的破坏也很严重
。

这个问题在宁南
、

陇东比较突 出
。

据 有 关 部门调查
, 固

原县解放初期有天然森林72 万亩
,

现仅存10 多万亩
,

六盘山林区 1 9 7 5年比 1 9 6 0年天然 林 地 减 少

1 4
.

2 %
,

隆德县 自1 9 5 8年以来
,

毁林 13 万亩
,

目前尚存天然林地 4
.

25 万亩
。

严重的破坏使森林的

水文生态功能不断削弱
。

据陇东马莲河流域调查 (主要产沙区位于中部地区 ) 解放30 年来
,

流域

实际拦沙效益为 15 %
,

而人类不合理 的社会经济活动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增加了 14 %的泥沙量
,

两

者相抵
,

仅剩下了 1 %的效益
。

从板桥水文站资料分析
, 毁林后每 1 k m

“

增加泥沙 1 9 00 t
,

河道

泥沙与解放初期相 比
夕

同样雨量年平均输沙量增加51 万瓦

中部地区饲料的缺 口也很大
,

由于草场的生产能力和载畜量较低
,

超载过牧造成草场减少
,

质量退化的现象比较普遍
,
据典型调查

,

目前天然草场的生产能力比 50 年代下降30 % 一50 %
,

许

多地方的草地衰竭
,

己成为不毛之地
。

随着森林植被的破坏
,

反作用于生态系统
, 削弱了系统的物流和能流的循环

夕

造成以水土流

失
、

土地退化
、

气候变劣为主导的环境恶化 日益加剧
, 加剧了生态失调带来的问题

,

干早
、

洪涝
、

霜冻
、

冰雹
、

大风等
“

五害
”

俱全
,

形成少雨即早多雨即冲的恶性状况
。

中部地区年降水的特点是汛期

( 6 一 9 月 ) 的降水量 占全年降水的70 %左右 , 而此时河流的输沙量 占全年的 9 5 % 以上
。

尤其是

陕北的东部
, 为黄土高原的高暴雨中心

,

由于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对土体的扰动
,

使得暴雨侵蚀力加

剧
,

为水力侵蚀搬运提供了物质来源
。

据黄委会有关部门分析
,

皇甫川
、

孤 山川和窟野河在70 年

代的降雨量较 50 年代偏小 15 % ~ 20 %
,

孤山川和窟野河输沙量不但没减少
,

反 而 增 大 0
.

14 % ~

2
.

5 %
,

皇甫川基本相抵消
。

陕北西北部为我 国北方沙漠化较为严重的地区
夕 土地沙漠 化 以每年

0
.

73 编的速率增长并南侵
,
给农牧业生产

、

工交建设以及群众生活带来 了极大的危害
,

而且增加

了入黄泥沙
。

另外
,
陇中陇东地区受干早的困扰 日趋严重

,

这些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生态环境

恶化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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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工业化进程中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由于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未要视水土保持工作
,

如在工交能源
、

交通
、

住宅等基本建设中造

成新的水土流失现象普遍存在着
,

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往往不能引起社会上应有的重视
。

据晋西

三川河流域调查
, 1 9 8 4年全境共修各种公路 5 0 o k m

,

公路弃方量达 1 0 00 万七
,

工业废 渣 50 万t
,

还

有 1 0
.

5万t的民用垃圾都倾入沟里
,

按这些弃方弃渣有20 % 流失
,

则就抵消当年治理的减沙效益的

65 %
。

另据有关无定河流域调查
,

从 1 9 5 0一 1 98 5年的36 年中
,

以直接向河沟内弃土方计算
,

修路

为 2
.

46 亿‘ 建窟洞 (按 1 / 3 挖方计算 ) 为6 1 08 万七
,

开矿为 25 0万‘ 加上新开垦陡坡荒地面积

1 63 2 k m
“

所增加的土壤流失量 1
.

71 亿七
, 3 6年来人为活动增加泥沙 4

.

78 亿七
,

相当于无定河 3 年

输入黄河的沙量
。

陕北神府煤田 达
「

!
;

部地区最大的煤田
,

含煤面积 7 8 90 k m
2 ,

探明储量 8 77 亿t
,

剥离 物与原

煤的比值即剥采 比 为 1 : 1
.

1
。

因此
,

随着露天煤矿的开采
,

必将产生大量的废弃物
,

由于煤矿

大 都 分 布在 河道两侧
,

部分废弃物直接注入河道
,

缩窄了行洪断面
,

成为洪水直接冲刷的泥沙

来源
。

1 9 8 9年 7 月21 日
,

窟野河 由于受上游暴雨的影响
,

造成因煤田开发就使本次洪水增沙20 %

一 30 %
,

而且颗粒变粗
夕

推移质泥沙增多
。

因此
,

如果不注意水土保持
, 将会出现由于煤炭基地

的大规模开发
,

随之而带未的问题必然是大量水土的流失
,

使本区本来就十分强烈的侵蚀更加剧烈

增大入黄泥沙
夕

危害下游安全
。

五
、

几点认识

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

因此 国家对农业的政策应保持长期的一致

性
,
不应以一时一事和某些领导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

应对农业政策和经济上的投入采取倾斜政

策
,

从长远观点出发
,

调整农业内部结构
,

合理利用 自然资源
。

抑 制人口超速增长
,

充分运用行政和法规等手段
,

控制人 口这一动力源的源头流量
, 减少冲

击力
,

削弱人为活动对自然界的过度影响
。

回顾40 年黄土高原治理与建设
,
无论从治理的数量和质量看

,

还是从各种 自然条件演变的趋

势看 , 为什么见效不大
,

输入黄河的泥沙没有较为明显 的减少
,

主要原因是小片 治 理
,

大 片 加

重夕 局部改善
,

整体恶化
,

治理能力远远赶不上破坏速 度
。

要想真正谋求经济与环境 的 协 调 发

展
,

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

只有依靠科技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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