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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是李寅生同志原在北京林学院作生产 实习时
,

运用数学方 法

探求林草地截滤 泥沙的 定量的 尝试
。

这是其中数理推导部分 的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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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地对泥沙的拦截
、

过滤作用
,

我们已经学过不少这一方面的论述
,

但基本
_

L都

是从定性的角度来谈这一问题
,

而定量方面的文章目前还未见到
。

下面
,

我试用数学的

方法
,

从定量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

通过对土壤侵蚀模数和林草覆被率的散点图 (见下图)
,

我们选择了指数模型作回

归分析
,

得到方程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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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间题简化
,

我们将流域内只

分为林草地和非林草地进行讨论
。

将流

域面积作为 1 平方公里进行计算
。

从 (l )式可 以看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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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无林草地时)
,

其侵蚀模数为 5
,

42 6

吨 / 平方公里
,

而当 x 之 100 % 时 (即流

域完全被林草所覆盖时)
,

其侵蚀模数为

2 5吨 / 平方公里
。

假定林草地无拦截过滤泥沙的作用
,

则流域内林草地的侵蚀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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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非林草地 占流域面积的百分 比为 ( l 一
x ) 故非林草地侵蚀量为

热 = 5 4 2 6 ( 1 一
x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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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内林草地无拦沙作用时的总侵蚀量为夕二 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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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林草地有拦沙作用时的方程为

夕二 5 4 2 6 e一‘ .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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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林草地拦截泥沙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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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5 ) 式求导
,

求极值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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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3 二 3 1
。

3 %

对 ( 5 ) 式求二阶导数
,

得到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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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代入 ( 5 ) 式
,

取得极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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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林草地覆被率为 3 1
.

3 %时
,

其拦沙量达到最大
,

为 2 ,

73 3吨
。

此时的侵蚀量为

Y 二 5 或2 6 e一 5 · “ 。“ x 。 · “‘“ = l , 0 0 2吨 / 平方公里
。

现将不同林草覆被率的拦沙特征值列表如下
:

不同住橄砚趁牢的拦沙特位性浪

林草无拦沙时侵蚀量
(吨 /平方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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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拦沙强度 二 拦沙量 /林草地面积 ,

拦沙率 = 拦沙量/ 非林草地侵蚀量 ,

林草地面积 = 流域面积 X 林草夜被率
。

由上表可见
,

林草覆被率越低
,

其拦截泥沙的强度就越大
,

但水土流失量也越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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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 主要靠政策
,
靠科学 , 靠群众

,

靠群众的劳动积象

事
,

给人民讲清楚
,

取之于民
,

用之予民
,

。

万里阿志说f 只要给人民办好

为人民
,

发扬艰苦奋斗
、

自力更生精神
,

不要播浪费 , 不要刹夺人民利益
,

全心全意

欢迎的
,

改造环境
,

改善生产条件
、

生活条件
,
群众是

也是可以办得到的
。

我们应该有这方面的决心和信心
。

面上的水土保抓 我们

是要抓的
,

这也是四少11省长期以来的经验
,

了各地总绪这方面的经验
,

地
、

市
、

州
、

县主动安排
,

传统科学的一个组成部粉
。

去年我们已通知

今后我们还要继续抓这方面的工作
。

面上的水土保持
,

请各

这是一个经常性的工作
,

是年年都要搞的
。

6
。

加强科矫
,

培养技术骨干
,

总结群众经验
,

把传统科攀和现代科攀结合忘来
。

加强

水利
、

水 电
、

农业
、

林业和各科研院
、

所
,

对水土保持有关专题的研究
。

西河和琼江两个

观恻试验站争取在短期内初具规模
,

尽快开展试验
。

省水上裸持办公室已邀请有关单位

组成调查组
,

对琼江流域进行水土流失调查
。

今年计划举办两期水土保持训练班
。

防治

水土流失
,

群众中有宝贵的经验
,

砌地埂
,

平整土地
,

改土为田
,

挖边沟
、

背沟
,

挖沉

抄由
、

池
,

就地拦蓄雨水和泥沙
,

就地蓄积水量进行适时灌概
,

就地利用泥沙
,

挑沙面

土
,

改良土壤 ;
等高耕作

,

带状耕作
,

间种套种以及山
、

水
、

林
、

田
、

路综合 治 理 等

等
,

大都是符合我省实际情况的水土保持传统科学
。

我们要认真总结
,

并把它和现代科

学结合起未 积极推广
。

7
.

加张水土保持工作机构
。

省成立水土保持领导小组
,

办事机构设在省水电厅
,

对

现有机构要充实加强
。

按照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规定
,

制定了 《水土保持工作实施细

则》
。

在全国第四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上
,

万里同志要求
,

各省
、

市
、

自治区要不折不扣

地坚决贯彻执行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

这个任务是艰巨的
,

但又

是完全可以完成的
。

我们有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

大纲领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引
,

有党 中央
、

国务院
、

省委
、 省府和各级党政的领导

,

有有关部
⋯

门密切协作; 我们有多年来进行水王保持工作的经验
,

有对水土保持的规律 比

较深刻的认识
; 我们有 《水上保持工作条例协 作为努力的方向

。

只要我价加强领导
,

发

动和依靠群众
,

坚持不懈地进行水土保持工作
,

一定会加快治理步伐
,

全面开创水土保
一

持工作的新局面
,

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

保护农业资源
,

保持生态平衡
,

全面发展农
、

.

林
、

牧
、

副
、

渔业各方面
,

做出更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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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草覆被率越大
,

其拦截泥沙的强度就越小
,

水土流失量也越小
。

但当林草覆被率达到3 1
。

3 %时
,

其拦截泥沙量达到最大值
。

‘

值得提出的是
:

皿 、

我们所采用的林地郁闭度大于O
。

3 ,

且具有一定的水土保持效益 ,

2
、

草地覆盖度大于0
.

6 ,

3
、

由子实习地点在宁夏自抬区的西吉县
,

该县的林草地多分布在梁顶
、

坡脚和沟

道中
,

呈不规则分布
,

所以其拦截泥沙的能力未充分发择出来
。

如果按照人们的意愿
,

将其等距带状配置在坡面和沟道中
,

拦沙效果将会大幅度增长
,

其拦沙的极大值也会在

图形上向左偏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