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修水县的水土流失

查 绍 林

(江西省修水县水土保持局 )

修水县地处江西省西北边睡
,

总面积为 4 , 5 70 平方公里
,

其中山地面积 3 , 3 22 平方公里
,

故称

为 “
八 山半水一分田

,

半分道路和庄园
” 的丘陵山区县

。

水土流失是修水县近代历史 的产物
。

据调查考证
,

水土流失严重的白乔公社驻地
,

街头有一

座拱桥
,

系唐代兴建
,

光绪三年重修
,

属花岗岩结构的石拱桥
,

所 以叫白石桥
。

抗 日战争期间
,

河床日渐被白砂淤塞
,

人们就把白石桥改称为 白沙桥
, 又如朱溪公社的琵琶潭

,

清朝末年仍潭深

数丈
,

四季清流潺潺
,

宛如琴声
,

与群山相映争辉
,

景色盎然
,

是大桥四大风景之一
。

到现在
,

这

里却成了一片 白茫茫的砂石
,

河水千涸
,

稍早即可断流
。

解放后
,

党和人民政府对水土保持 比较重视
,

做了不少工作
,

取得了一些成绩
,

一度生态趋

向良性发展
。

后来
,

由于种种原因
,

修水的水土流失则愈来愈严重
,

其程度之烈
,

面积之大
,

危

害之重
,

是江西省丘陵山区所罕有
。

一
、

水土流失现状

按 面积分布
,

水土流失面积由五十年代初 30 多万亩
,

增至现在的 1 70 多万亩 (其中剧烈流失占

6 %
,

强度 占 2 3
.

8%
,

中度占2 7
.

7 %
,

轻度 占4 2
.

5 % )
,

占山地面积的26 %
,

大于全国和江西省

水平
。

水土流失并由原来少数地区的局部现象扩大到全县 8 个区50 个公社
,

其中水土流失面积 占

山地面积 80 % 以上的 1 60 个公社
,

有的公社植被覆盖率不到 2 % , 流 失 面积占山地面积 50 一 80 %

的有 7 个公社
;
流失面积占山地面积 50 % 以下的有 27 个公社

。

按水土流失程度及分类
,

水土流失程度均以山地植被覆盖率和坡面土层被侵 蚀 程 度 来划分

(见表 1 )

我县水土流失主要类型是水蚀 (冬季有少量冻蚀
,

因冻蚀资料不多
,

本文不作介绍 )
,

而水

蚀大面积又反映在片蚀和沟蚀上
,

但也有切沟侵蚀和崩岗侵蚀
。

其中
:
片蚀面积 1 0 9

.

72万亩
,

占

域
,

裸露坡面达 50 % 以上者
,

均应重点考察分析
。

尤其对位于村庄
、

重耍公路
、

铁路及工程上方

的流域更应作详细分析
、

预测及作好必要的防治工作
。

2
、

结合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
,

应有针对性地对省内可能暴发泥石流的小流域优先 防治
。

根

据泥石流类型
,

分别采取控制和拦截固体流失量
,

分散排
、

蓄地表径流
,

用工程加生物等综合治

理措施尽最大努力减少损失
。

3
、

采石
、

开矿要一律作好弃渣处理规划
。

应征用那些耕地极少的水闭合型洼地作囤渣库
,

否则要筑坝拦蓄
。

4
、

省政府应责成有关业务部门 (如水利
、

地质
、

地理
、

水文
、

土壤 ) 组成泥石流考察组
,

有重点地抓好预报预防工作
。

有关科研单位应成立研究机构
,

积极开展有关治理工作
。



6 1
.

4 % ;沟蚀面积 6 6
。

9 2万亩
,

占 3 7
。

4% ; 崩岗面积 2
.

13 万亩
,

占了
.

2 %
。

按地貌分布
,

县境内南部和西
、

北部三面环山
,

地势较高
,

均属中
、

低山和 高丘地貌
, 中部

和东部由主流修水从西向东
,

贯穿中部
,

构成大部分的丘陵和河阶地
。

水土流失分布见表 2
。

衰 1 修水县水土流失程度及分类衰

坡 面 土 壤 侵 蚀 程 度

流 失 分 类
侵蚀状况

侵蚀模数
吨 /平方公里 /年

分类流失面积

(万亩 )

分类面积 占
流 失 面 积

( % )
备 注

{

无明显流失 > 90 < 5 0 0

轻度流失 9 0一 7 0 5 0 0一 2
,
0 0 0 7 6

。

0 5 改2
。

5

中度流失

强度流失

剧烈流失

合 计

7 0一 5 0

…黯
、

C三层

瘾
侵蚀 <

合
A层侵蚀 >

含 2
,
0 0 0一5

,
0 0 0

5 0一 3 0

< 3 0

,

A层全部侵 蚀
,

A B层全部侵蚀

5
。

0 0 0一 1 3
,
5 0 0

7 1 3
,

5 0 0

4 2
。

6 6

1 0
。

6 6

1 7 8
。

8 7

2了
。

7

2 3
。

8

6
。

0

1 0 0
。

0

衰 2 水土流失面积按地貌分布 单位
:
万亩

项 中 山 低 山 河 阶 地 合 计

分 类 面 积

流 失 面 积

流失面积占
地貌面积%

6 7
。

0 7 2 6 4
。

5 7

}
{

{
}

2 6 9
。

3 3 6 8 5
。

5

6
。

8 1 5 4
。

5 7 1 1 6
。

8 5

1 0
。

1 5 4 3
。

3 8

6 4
。

5 3

0
。

6 4

1
。

0 0

1 7 8
。

7

2 0
。

6 3 2 6
。

1

按岩性分布
,

修水地层主要是震旦系和下古生界
,

地质结构复杂
,

主要有花岗岩
、

花 岗闪
一

长

岩
、

石英岩
、

长石沙岩
、

板岩和灰岩
、

硅质钙质岩及寒武系— 奥陶系的石灰岩
,

二迭系一三迭系

的紫红色砂岩
、

砾岩
、

石砾岩等
。

水土流失由于岩性特征所定
,

如花 岗岩构成的 山地一旦植被受到

破坏
,

比其它岩性山地更难于恢复
,

因此水土流失严重
,

详细分布见表 3
。

裹 3 水土流失按岩性分布衰 单位
:
万亩

项 目 岩浆岩 变质岩 沉性类 第四系现
代沉积层

合 计

基 岩 面 积

水土流失面积

流失面积占基
岩面积 ( % )

1 6 1
。

4 2 2 5 4
。

1 2 3 9
。

7 8

4 2
。

5 1

2 6
。

3 4

5 8
。

8

2 3
。

1

7 6
。

9 2

3 2
。

0 7

3 0
。

2 0

0
。

6 4

6 8 5
.

5

1 7 8
。

g

2
。

1 2 2 6
。

1

水土流失现状几种突出的表现
:

1
、

在县西部水土 流失严重地区
,

地面悬河比比皆是
,

河港一般比两岸农 田高 1米多
,

有全

长 1 1
.

5公里的三条小河 比两岸农田高出 3米
,

比附近村庄高出 2 米多
,

使 4 个生产队 9 栋民房
、

4 3



3 6户
、

3 2 2人长期生活在河床底下
,

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

被迫急需迁居
。

2
、

有的地区大面积山地是童山叠叠
,

植被覆盖率不到 2 %
,

沟蚀极为严重
,

每平方公里 1
.

6

万米
,

非一般耕作方法所能平复
。

3
、

崩岗侵蚀在西北部花岗岩地区尤其严重
,

年流失泥沙 1 5 , 0 00 立方米以上的崩 岗共 62 处
,

最大的割裂地面为 9
,

2 00 平方米
。

二
、

水土流失危害

1
、

生态恶化
,

灾害频繁
,

不利农业生产
。

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
,

使水源失去涵蓄
。

遇暴雨使

江流加快
,

出洪迅猛
,

造成洪涝
; 遇旱季

,

则缺少地下水补给
,

往往水涸河干
,

加重旱情
。

据有

关资料统计
,

全县 1 9 5 1一 1 9 6 0年受干早洪涝等自然灾害面积 1 12 万亩
, 1 9 7 1一 1 9 8 0年中受干早洪

涝等自然灾害面积为 3 1 5万亩 ; 两个 10 年对比
,

后 10 年比前 10 年增 2
.

8倍
。

又据白岭
、

大桥两个区

的统计
,

因时涝时旱的灾害演替
,

30 多年来使双季变单季
、

水田变沙地的农田有 7
,

3 62 亩
,

以一

般年成计产
,

年损失产量 1 80 余万斤
。

2
、

核食产 t 低
,

收入少
,

群众生活贫困
。

水土流失严重地区
,

群众生活几乎到 了 山穷水尽

的地步
。

长期以来在
“ 以粮为纲 ” 的思想指导下

,

山地多的优势得不到发挥
,

群众除了吃田
、

穿
、

田
、

用田外没有其它生财之道
, 田里的产量又低而不稳

,

走投无路
。

据 1 9 8 0年统计
,

绝大部分田

土亩产粮食仅 60 0余斤
,

形成口 粮水平低 (每人平均口粮在 4 00 斤以下 )
、

收入少 (勃元以下 ) 的

困境
。

3
、

燃料奇缺
,

用材紧张
,

加重群众的疾苦
。

水土流失愈严重
,

山地植被愈稀少
,

农 村 燃料

和生产用材愈困难
。

反过米
,

农村燃料
、

用材愈奇缺
,

对山地植被破坏愈严重 (有的地方连树带

根挖去做燃料 )
,

更是加剧了水土流失
。

由于这两者不断地趋于恶性循环
,

不仅造成工农业生产

用料短缺
,

连装一张犁的木料都要到百里以外才能买到
。

群众为了解决燃料
,

砍一担柴来回要走

70 多里
,

一家 5 口 人生活
,

每年所花砍柴工 90 余个
,

比五十年代所花砍柴工多 4倍多
。

所 以群众

普遍反映
: “ 我们这里穷在山上

,

难在水上
,

愁在柴上
,

苦在沙上
。 ”

4
、

河床淤高
,

航道缩短
,

水利工程深受其害
。

于由河床的不断淤高
,

修水县的水上 航 运由

五十年代的 2 90 多公里缩为 1 70 公里 ,
水利工程更是深受其害

。

据大桥
、

白岭区统计
,

受泥沙危害

的水利工程共 46 座
,

其中小 I 型水库 8 座
,

小 I 型水库 2 5座
,

小水电站 13 处
,

共淤泥沙 97 万多立

方米
,

损失有效库容 72 万余立方米
,

等于报废了 7 座小 l 型蓄水工程
。

如白桥公社洞上水库
,

是

1 9 7 1年完成续建配套的小 I 型水库
,

现淤砂 6 米多深 , 石坳公社四沉大队共有山塘 8 5口
,

已淤砂

报废 20 口
,

还有 30 口蓄术量减少 50 %
。

修水河输砂量多年平均为 1 94 吨 (不包括推移质 )
.

,

势必

给全省最大水利工程一
一

拓林水库造成极大威胁
。

三
、

水土流失成因

(一 ) 自然因素

1
、

地形
。

全县坡地多
,

平地少
。

山地坡度大都在 20 一 40
。

之间
,

而且大部分属长坡
、

陡坡
,

这是造成
1

水土流失的有利条件
。

在降雨量和降雨强度相同情况下
,

坡度每增加 3
“ ,

一般坡面径流

则扩大 6 %
,

冲刷量则增加 40 %多
。

水土流失反映在地形的另一方面是
,

河 网密度愈大
,

地面被

割切的愈破碎
,

水土流失愈严重
。

县境内有较大的支流 13 条
,

小港河 27 条
,

溪流弱条
,

河网密度

每平方公里为 867 米
,

从分水岭到水文网其地形复杂
,

起伏不平
,

是 人们生产
、

生活的主要基地
,

水土流失就集中在这些地区
。

如古市公社桂垄大队河网密度每平方公里为99 2米
,

切 沟 侵蚀和崩



岗侵蚀极为严重
。

2
、

气候
:

降雨
。

修水县地处中亚热带
,

雨量充沛
,
多年平均雨量 1

,
5 7 7

.

4毫米
,

最大年雨量 2
,

29 5
.

5毫

米
。

另外
,

从 1 9 5 3一 1 9 8 0年共 28 年资料中查得
,

逐年最大 日降雨 自6 9
。

1一 2 2 6
.

9毫米
,

有 16 年出现

在 6 月份
,

占5 7
.

1 % ;
有 6 年出现在 7 月份

,

占 2 1
.

4 % ,
其余是 5月份二次

, 3
、

4
、

8
、

9 月

份各一次
。

最大一 日暴雨 2 2 6
.

9毫米
,
最大三 日暴雨 4 0 6

.

2毫米
,

分别出现在 1 9 5 9年 6 月和 1 9 5 4年

6 月 1 5一 17 日
。

所以年降雨量多
,

月季分布不均
,

造成暴雨集 中
、

强度大
,

是形成水土流失的主

要动力因素
。

气温
。

据以上同时期的资料统计
,

多年平均 气 温 16
.

3℃ ,

最高日气温 44
.

9 ℃ ,

最低日气温
一 2 1

。

9 ℃ ,

最大温差为 5 6
。

s ,C
。

多年平均零度以上的积温 5 , 9 5 5
。

2 ,C
,

) 1 0 ℃的积温为 5 , 2 0 4
.

2 ℃
。

无霜期自 3 月中旬至 n 月中旬
,

多年平均 2 45 天
。

年温差大是迫使地面基岩受干湿
、

冷热作用
,

不断发生胀缩
,

崩解为碎屑
,

在动力 作用下造

成大量泥沙流失
。

3
、

土壤 (地质 )
。

修水县属红黄壤带
。

红壤是全县主要土壤
,

均 由花岗岩
、

片麻岩
、

红砂

岩
、

变质岩和第四纪红色粘土等成土母质发育而成
。

县境西部白岭区全属花岗岩地区
,

其岩性粒

度粗
,

风化层很厚
,

一般为 4 一 5 米
,

土壤多为白沙土
,

结构疏松
,

抗蚀力弱
,

既不保水
,

又缺

乏养分
,

植被经破坏后不易恢复
,

因而水土流失严重
。

4
、

植被
。

森林植被对控制水土流失起着决定性作用
,

山地植被覆盖率的大小直接影响山地

水土流失的大小
。

修水县属中亚热带
,

原始林为常绿阔叶林
,

到现在大面积原 始 森 林 已不复存

在
。

由于种种原因
,

森林的更新演替由常绿阔叶林变为常绿针叶林
,

变 为 次 生
、

疏 生灌丛和草

丛
,

变为童山秃岭
,

加剧 了水土流失
。

(二 ) 人为因素

水土流失不单受自然因素的影响
,

也受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

人是造成水土流失的主要因素
。

长期以来
,

由于极
“
左

” 路线的千扰
,

人 口无计划的增长和人为地形成不合理的农业经济结构及

生产活动
,

加剧 了水土流失
:

1
、

在农业生产中
,

在以粮为纲的思想指导下
,

毁林开荒
,

陡坡开荒扩种粮食
。

如石坳公社

五联大队樟树下有十多个坡度在 20
。

以上的山头
,

80 % 已开荒种粮
,

不仅粮食产量低
,

而且加剧 了

水土流失
。

在新沥
、

横山等公社仍有刀耕火种
、

破坏植被的活动
。

2
、

林业生产中的炼山和不合理的油茶垦复
,

既不保水又不保土
,

而且往往造成新的水土流

失
。

上杭公社 1 9 8 2年冬全垦山地 5 , 7 00 亩
,

去年 3一 4 月份又大规模刨了一次草
,

植 被 遭到彻底

破坏
。 5月份一次暴雨

,

山下就泛滥成灾
,

受害水田 2 ,

38 6亩
,

其中被 泥 沙 淤 压难以恢 复 的农

田 6 3 5亩 , 受灾早地 1
,

2 8 7亩
,

其中报废 3 9 0亩
,
冲毁河堤 3 2 0处

,

全长 5
,

2 5 4米
; 毁水 塘 4 7 口 ,

小

I 型水库 3 座
;
倒塌民房 1 07 间

。

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
。

3
、

在工矿生产方面
,

主要是开采长石矿
。

白桥
、

水源等公社的 社员每年挖长石 3 00 余吨
,

约有 500 多吨弃土
、

尾砂无人处理
,

直接产生土砂流失
。

4
、

人 口无计划的增长
。

全县现有人口 61
.

9万人
,

比解放初增长 1
.

7倍
。

随着人 口 的 增长
,

山地林木出现过量的砍伐
,

特别是群众为解决生活燃料
,

采取一扒二剃三砍四挖的方法
,

造成地

上无枝叶
,

树上
“ 一撮毛

” 。

有的山地树木一砍而光
,

草皮刮尽
,

使青 山变成了裸岩
。

当然
,

严重的水土流失不是短期内形成的
。

从时间上来分析
,

根据全县情况
,

大致可分为两



水土保持与社会经济效益

左 长 清

(江西省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 )

为了更好地把治理水土流失与党的农业经济政策和 自然生态有机地结合起来
,

就必须根据当

地的自然条件
,

区域生态特性及经济水平来促进社会经济与 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发展
,

以便加快水

土保持步伐
。

因此
,

本文从经济生态学的角度
,

仅对江西的水土保持工作中社会经济效益的几个

问题谈点看法
。

随着科学事业 的迅速发展
,

学科的相互渗透
、

相互促进 已成为当今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的一条
一

重要途径
。

如对生态学的研究
,

同样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

却经历了三 个 不 同 世

代
,

即个体生态学
、

群体生态学和农业系统生态学
。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

人类认识自然
、

改造 自然的斗争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

同水土流

失的斗争同样如此
。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
,
某地产生了水土流失

,

冲下来的泥沙压坏 庄 稼 和 耕

地
。

人们初步地认识到
,

只有把流失的水和土引开或存蓄起来
,

才能不致遭受损失
。

这就是一个

简单 的工程措施
。

嗣后
,

这种措施 已经不起长时间的侵蚀和更大自然灾害的袭击
:

于是人们认识

到单靠这种措施 已不是根治之本 了
,

便运用生物与工程相结合的 措 施来 治理水土流失
,

这种措

施无疑比前一种措施迸步多了
。

然而这种措施也难免存在缺陷
,

它与人们的直接效益毕竟还有一

段距离
。

在我国
,

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建立
,

人们必然要求把治理水土流失与经济效益紧密地

联系起来
,

即在保持水土的过程中
,

不仅要求发挥最大的生态效益
,

而且要求能获得最佳的经济

效益
。

由此可见
,

我们水土保持工作也要经历简单的工程措施
、

工程与生物相结合的措施以及经

济生态措施等几个阶段
,

而且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农村实行了承包责任制
,

广大农民 已迅速富裕起来了
,

他们治理

个时期
:

i 、

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
。

那 时 修 水 是个老苏区
,

也是一个山青水秀
、

百鸟栖息的秀

丽山区
。

立土9 31牟国 民党反动派为扑灭革命火种实行血腥统治
,

再加上 日寇的侵入
,

在
“ 三光

”

政策下
,

苏区人 民遭到大屠杀
,

村庄
、

山林被烧毁
,
修水的水土流失便明显地扩大

。

2
、

大跃进和十年动乱时期
。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农林业生产
,

自然生态趋 向良性

发展
。

但好景不长
,

到 19 5 8年全县各地大炼钢铁
,

大办食堂
,

大修水利
,

森林遭受大面积破坏
。

接着 3 年国民经济困难时
,

毁林开荒
,

扩种十边地盛行
,

水土 流失迅速发展
。

特 别 是 十 年动乱
`
}
” ,

无政府主义泛滥
,

乱砍滥伐严重
,

山林植被进一步遭到破坏
,

光山面积不断扩大
,

水土流失

则愈演愈烈
。

综合上述诸因不难看出
,

造成水土流失主要因素是人
,

预防和治理好水土流失更是人
。

只要人

们都能正确地认识自然
,

改造自然
,

利用 自然
,

保护好 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
水土流失完全可以预

防和制止
,

也一定能实现 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
,

自然界能为人类提供愈来愈多的社会财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