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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土地区进行土壤侵蚀调查
,

地貌类型划分和土地利用规划时
,

确定沟谷缘线是一项十分

重要的工作内容
,

诸如沟间地与沟谷的划分
,

梁赤地与沟坡地的划分
,

沟间地与构谷侵蚀量的估

算
,

都要求确定出沟谷缘线
。

但迄今为止
,

尚未有一个统一的确定沟谷缘线的标准
,

人们在工作

中只凭各 自的认识和经验来确定
。

由于每个人的认识和经验不同
,

加之黄土地形的复杂性
,

所得出

的结果有时相差甚远
。

粗略估计
,

对于地形较为复杂的沟道流域
,

根据不同的工作者在 1 / 1 0
,

00 。

地形图上勾绘的沟谷缘线量测沟间地与沟谷面积
,

几乎每 10 平方公里就有 1 平方公里的误差
。

可

想而知
,

基于不同沟谷缘线的种种分析计算结果是不便比较的
。

有关确定沟谷缘线的讨论
,

只散见于一些其他的文章之中
,

专门性的论述未曾见到
。

我们根

据几年来在杏子河流域的工作体会
,

经过分析讨论
,

提出适于该流域的确定沟谷缘线的准则及方

法
。

一
、

确定沟谷缘线的准则

这里所说的沟谷缘线是指能够区分沟间地与沟谷的坡折线
,

群众又称
“源边

” 、 “
梁边

” 、

“赤边
” 。

自然界中
,

坡地 (泛指分水岭至沟谷谷底的整个坡面
,

下
一

同 ) 的坡乙折 线 并非一条
。

在 D ar lr y m p le 等 (1 9 6 8) 的理想 9 段地形模式图中
,

可分辩出的折点有数个之多
。

在杏子河流

域有些沟道流域的坡地上
,

梁命坡的地埂最多可达 6 一 7 条
,

若计入由复式滑坡和新近发育的切

沟而形成的折线
,

其数目就更多了
。

究竟应从哪一折线作为沟谷缘线
,

说法不尽相同
。

有的学者

提出
,

当梁赤坡面有数条折线时
,

沟谷缘线的坡折最大
,

位置最低
。

但据实地观察
,

这种确定沟

谷缘线的方法并不能概括所见到的现象
,

至少对杏子河流域来说是如此
。

例如
,

对于有古代深洼

地
、

浅洼地或有地埂存在的情形
,

上述确定法就显得有些不足
。

另一方面
,

自然界中确有从坡地

剖面的外形上看难以确定其上的折点谁大谁小
,

但成因却不完全相 同而不能雷同处理的情形 , 有

的就根本找不出所谓的折点来
。

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应有一个确定沟谷缘线的准则
,

以资依据
。

黄土地 区沟间地与沟谷的侵蚀现象就其类型和方式来说是有差异的
。

杏子河流域沟间地的侵

蚀类型主要为水蚀
,

侵蚀方式则主要 为溅蚀
、

溶蚀
、

片蚀以及细沟
、

浅沟的侵蚀
,

间或有边缘地段

的陷穴和坡面上零星散布的水刷窝等
。

因其位置较沟谷高
,

故风蚀也较沟谷来得强烈些
。

在梁毋

坡面各折线上部附近
,

时有堆积发生
,

但从整体上看
,

沟间地主要为遭受剥蚀的地段
。

沟间地上

的堆积相对于沟谷来说
,

毕竟要弱得多
,

在下述制定准则时
,

将不予考虑
。

再则
,

沟间地的平均

坡度一般说来也较沟谷要小
。

杏子河流域沟间地平均坡度约为24
.

59
。

(用统计方法而得)
。

国内

学者认为
,

耕松的马兰黄土的稳定角为35
。 ,

超过此角度
,

土粒则发生泻溜
。

沟谷除可以具有 沟

间地所有的侵蚀类型
,

主要是 以重力侵蚀为主
,

其侵蚀方式也较沟间地来得复杂些
,

可概括为沟



头的溯源侵蚀
,

沟床的下切与侧蚀
,

谷坡的扩展
。

谷坡的扩展
,

又可分出滑坡
、

崩塌
、

滑塌和溜

场以及与重力作用关系密切的泻溜等
。

重力堆积物难以被一次降水搬走
,

有的长期堆积在沟坡或

谷坡上
,

呈现 出堆积作用盛行
。

至于切沟
,

因其所表现的侵蚀方式主要是下切
,

应归入沟谷的范

围
。

鉴于上述分析
,

我们对杏子河流域提出以下确定沟谷缘线的准则
:

准翔 1
。

.

所确定的沟谷缘线应能反映由它分出的沟间地 与沟谷在侵蚀类型和侵蚀方式方面的

差异
,

也就是说
,

所有的重力侵蚀现象 (包括泻溜) 以及切沟和切沟以下的沟道侵蚀等均应属于

沟谷的范围
。

准翔 2
。

所确定的沟谷缘线不应使河流冲积物和沟谷间歇性洪水所形成的洪积物置于沟闻地

的范围
。

在确定沟谷缘线时
,

以上两准则应 同时满足
。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

准则中所说的侵蚀与堆积是指晚更新世黄土堆积以后发生的
,

否则就会

使我们在具体勾绘时陷入混乱
。

二
、

流域沟谷缘线的确定

依据前述准则来确定杏定子河流的沟谷缘线
,

应从两方面着手进行
:
一是成因 , 二是形态

。

这里所说的形态并不限于地貌的表面几何尺寸
,

它包括物质组成和构造
,

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概

念
。

坡地剖面可直观地概括该区所见的沟谷缘线
,

但不能反映它们各自在本质上的差别
,

故需 以

成因分析相辅之
。

在下面的分析中
,

我们将沟谷缘线分为两种
:

对沟道流域而言
,

具体称作沟缘线 , 对杏子河

主河道两侧及其较大的支流两侧
,

又称之为谷缘线
。

我们是基于对坡地剖面的分析来确定沟谷缘线的
。

从坡地剖面的表面形状来看
,

坡折的数学

惫义是两坡段的交点
,

在该点不可求导
。

自然界中所见的坡折并不都符合这个意义
,

有的过渡是

渐变的
,

只是在这种情况下
,

坡折处的曲率最大
,

不妨就称之为曲折点
。

对于凸凹形坡
,

二者的

过渡点可用拐点来描述
。

在平面上 ; 坡折是一条曲线
,

而在纵剖面上却为一点
,

点的确定也就意

味着线的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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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坡段的组合分析出

发 ,

1
、

在由上方梁那斜坡和中部古代浅洼地 以及下方沟谷组合而成的多坡段剖面上
,

一般有两

个主坡折点
,
一是梁毋坡与浅洼地坡段的交点 ; 一是浅洼地坡段与谷坡段的交点

,

如图 1 (a )

中A
、

B两点所示
。

A 点处 常常也正好是地埂所在位置
。

因其位置高
,

斜度大
,

群众多在此掏窑

居住
,

以李家渠村较典型
。

从地形图上看
,

浅洼地酷似
“塌地

” 。

浅洼地的侵蚀虽较上方梁娜坡

剧烈
,

但它们的侵蚀类型与侵蚀方式是一样的
,

也就是说
,

只是量的不同
。

再则
,

浅佳地上仍为

原生黄土
,

依准则
,

应归入沟间地范围
,

故沟缘线应确定在 B点
。

与此类似的是有古代深洼地的情形
,

多见于沟道流域的上游分水岭附近
。 如图 Z A 所指

。
‘

探

洼地底部 已遭近代侵蚀沟切割
,

据准则
,

沟缘线应定为其下的侵蚀沟沟缘
。

2
、

对于由单一滑坡或复式滑坡与上方斜坡及其下方沟槽组合而成的多坡段情形
,

据准则
,

沟谷缘线应是在最高位置猾坡的上缘
,

如图 1 (b) A 点和图 Z B点所示
。

但有两个间题应 特 别

注意
.
对于复式滑坡

,

有的最高位滑坡下移的距离并不很大
,

以熟在 1 / ’”
, ”“”地形图上反映不

圈 8 (图例与圈 i 同) 圈 4 (田侧与口 1 目)



出来或不甚明显
,

此时
,

易误定为下方下移较大的B 点 (见图 1 (b) ) ; 另一个是古 滑 坡 的 河

题
。

古滑坡产生于中更新世晚期或上更新世早期
,

后为晚更新世黄土所覆盖
,

但其轮廓目前仍依

稀可辩
,

其上近代侵蚀现象十分活跃
,

以坊塌沟较典型
。

我们认为
,

不应 以古代滑坡而应以其上

的近代侵蚀现象作为考虑问题的基础
,

在图 2 中应为 E 而不应是F
。

3
、

在由侵蚀台地与上方斜坡
、

下方沟槽组成的剖面上也有两个主坡折点
,

如纸坊沟和周屯沟

所见
。

它的特点是台而前缘基岩出露
,

台面上原先的堆积物部分已遭剥蚀
,

以往多将此归入滑坡

的范 围
。

但侵蚀台地的形成较滑坡复杂些
,

不具有滑坡的诸特征
,

如图 1 (c) 所 示
,

据 准 则 在

A 点定沟缘线
。

4
、

如图 1 (d ) 所示
,

此种形态多见于杏子河流域中上游河谷两侧
,

以寺儿台村附近所见 较

为典型
。

其表面形状的特点是有多个曲折点
,

下部为最高级阶地
。

阶地与上方斜坡在有的地方以

新近发育的切沟过渡
,

这时可以切沟沟缘连线作为谷缘线 , 有的则渐变过渡
,

但仍有一曲折点可

辨
,

据准则应定为A 点
。

(二) 双坡段上的确定

此种形态是由直
、

凸
、

凹三种基本坡形 (除去谷坡尚未见有凸形坡而外) 的两两排列
。

因其

上只有一个坡折点
,

比较容易确定
,

即是两坡段的交点
,

如图 3 A 点所示
。

需要说明的是
,

这里

所指的双坡段实为自然界所见情形的一种概化
。

在有些地方
,

两坡段的过渡段多为滑塌
、

崩塌等

形成的陡崖
,

陡崖上时有悬沟发育
。

因此
,

严格地说还可 以存在一陡斜直线形坡坡段
,

之所以如

此概化
,

是为了归类之便
。

(三 ) 单坡段上的确定
一般说来

,

此种呈
‘

“ 8 ” 形的坡地 剖面是上述第二种情形经削低作用演变而来
。

主坡地的 削

低意味着坡地凸度的发展和向下的扩展
。

这种现象多见于沟道和河谷两侧
。

从它的表面形状看
,

既无曲折点
,

更无折点
,

不易定沟谷缘线
。

从它的成因分析
,

下部凹形坡乃堆积物所致
,

依准则
,

应在图 4 中A 点定沟谷缘线
,

也就是凸形坡转为凹形坡的拐点
。

诚然
,

8形坡的物质结构并非仅图 3 所示的一种
,

不论怎样
,

我们依据准则
,

总可 以定 出 沟

谷缘线的
。

三
、

小 结

在第一部分
,

基于对杳子河流域沟间地与沟谷的侵蚀类型及侵蚀方式的分析
,

提出了适于该

区的确定沟谷缘线的两准则
,

并特别说明了准则的时代界限
.

_

在第二部分中对该区所见到的沟谷

缘线作了形态概括
,

并针对每一种情形指出了确定沟谷缘线的方法
。

然而这并不是说至此确定沟

谷缘线的问题就全部解决了
。

但可以说
,

当我们有了这些准则和确定方法后
,

余下的则属工作程

度的间题了
。

对于如图 1 (d )

相结合
,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和图 3 所示的情形
,

可根据沟谷缘线的不可间断性
,

室 内与 室 外

对坡地的组成物质及其结构进行深入分析
。

有时可沿两 侧 相 向 推

进
。

地形图上以虚点表示的土地利用界线
,

等高线的疏密度变化
,

航片的黑白差等都有助于我们

确定出一条较为合理的沟谷缘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