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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
、

土壤流失和土壤侵蚀是我 国水土保持工作中最常用
、

也是最基本的技术用语
,
并

与其 防治措施构成了水土保持专业 的核心
。

国外通常称土壤侵蚀
, 也有叫土壤流失

,
在我 国多数

人称水土流失
,
也有叫土壤流失或土壤侵蚀

。

笔者认为
,
水土流失

、

土壤流失和土壤侵蚀三者的

含 义是有 区别的
。

特别在当前 国家要求各才了各业 向规范化
、

标准化迈进之时
,
水土保持专业 在制

定规范和标准时
,

吏要严格注意水土保持科学用语
。

但在 《水土保持词语浅释 》 和 《水土保持技

术规范外 ( S D 238 一 8 7) 中仍将上述三个词语视为同等
,
致使多年来在水土保持工作中

,
不少人

对上述三个词语长期混淆或通用
,

造成了在实际工作中
,

定量统计
、

计算
、

调研分析上的混乱
, }司

时还影响了水土保持科学事业 向高
、

深
、

细方向发展
。

因而弄清
.

上述三个概念 的含义
,
对于促进

水土保持科学事业 的发展
, 至关 重要

。

现仅谈谈个人粗浅的见 解
,
请大家讨论

、

商榷
。

一
、

水土流失是一个广义的
、

相对的概念

水土流失是指某一地貌单元内的地表物质 (包括固体物质和液体物质及溶解物质 )
,
在外酋

力作用下所发生 的运动
、

蓄积过程
,
输出某一地貌单元的物质量称为水土流失量

。

应从以下五个

方面理解
。

第 一
, “

某一地貌
.

单元
”

(简称单元 ) 是人们根据生产或科研的需要而确定的一个特定工 作

单元
,

它可能是人类活动范围内的某一质点
、

地块
、

小流域
、

大流域
,

乃至地球上所有陆地
。

根据

物质不灭定律
夕 就整个物质界来说

,

所指的地表物质是永恒的
,

是客观存在的
,
永远不会消失

。

.

所谓
“ 水土流失

”
也只能相对某一地貌单元而言

, 即具有相对性
。

例如
,

黄河每年平均要向渤海
`

输送 16 亿 t泥沙 , 而泥沙主要来源于黄土高原
,
对于黄土高原来说

, 土壤流失十分严重
。

但黄河

河 口 海岸线却每年 以 2
.

s k m 的速度向大海推进
, 造陆面积 25 ~ 30 k m

2 ; 长江年平均输沙 量 为 6

亿 t
,

崇明岛就是 由上游的土壤流失堆积而成
。

第二
夕 “ 地表物质

” 一词 ,
曾在 《地表侵蚀的基本 原理及其所造成的地貌现象》 (北京大学

地质地理系
,

承继成
,

1 9 6 2年 ) 中引用过
夕
从地质地貌学的角度去认识地表物质的 组 成是 合 理

的
,

但不能仅仅理解为固体物质
。

地表物质 由水分
、

土壤
、

母质层
、

松散碎屑物 (含矿物微量元

素 )
、

枯枝落叶物等物质组成
,

地表物质的侵蚀与流失不仅是土壤
, 还包括未形成土壤的其它物

质
。 “

有土斯有粮
,

民以食为天
” 夕 随着人 口的盲 目增长

,

土地这一人类赖 以生存的 自然资源
,

已被人们越来越重视
,

土壤侵蚀与流失及其危害也越来越被各界人士所认识并引起高度重视
,

但土

壤流失并不是水土流失的全部
。

而水资源的流失量是相当严重的
。 “

水是生命之源泉
” , 没有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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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就不能发展
,
人类将不能生存

,

人蓄饮水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
,

_

水资源 日趋紧张
,
部分地区

都说明了珍惜水资源
、

保护水资源
、

和迫切性
。

水土保持工作不能忽视水资源的流失
充分利用水资源的重要性

卿
表水 “ 地下水的来源 ,

也是造成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的动力条件
,
保水与保土通常是不能分

沙的乙在风沙区也存在水分散失问题
,
通常由于地表王壤失水而使风力侵蚀加重

·

在水与土壤流

吞的旦时
,
亦造成了土壤养分及其它固体物质和溶解物质的流失

。

在岩溶地区
,
水流中固体径流

竿升不大
, 而离子径流量却不 ,.J, 同样可以导致土地贫卷 生态环境恶化

。

因此
,

仅仅从研究土

银流失去认识水土流失是不够的
,
还应深刻理解水土流失的广义性

。

第三
, “
外营力

”
应包括水力

、

风力
、

重力
、

冻融及人为因素
。

过去

程中
,
往往重点考虑了自然因素

,
在研究水土流失的过

力作用的常规研究范围
。

,
而对人为活动影响和作用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

因而未列入外营

合理的人为活动能够达到利用资源
、

为活动
,
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保护资源之 目的
,
但是不合理的人

因素有其 规 律 性
,

, 又是值得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一个突出问题
。

影 响水土流失的自然

定的
,

复杂的
。

而人为活动对于 自然环境的影咆
,
常常受某种生产经营倾向的左右

,
是非固

目前我国的水土流失亦然非常严重

为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
,
出现了

“
边治理

、

,
其重要原因就是由于长期以来没有制止住人

流失
,
可能是一种外营力的作用

,
也可能是多种外营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一般来说
,
严重的水土

流失往往是几种外营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

在实践中
,
只有通过深入调查研究

,
才能认识造成水土

流失的主导因素
,

并采取相应的措械
,

才能右效她拉制众土流决
。

第四
,
地表由多种物质组成

,
这些物质在同一种外营力作用下

,

同的 , 而同一种物质
,
在不同外营力作用下

,

流失过程仅仅理解为泥沙运动过程是不全面的

其运动过程和蓄积形式是不

其运动过程和蓄积形式也是不同的
,
因此

,
将水土

第五
,
水土流失量是某一地貌单元的产物

。

边界的物质量 (流失量 )

当工作单元已确定
,
其边界也随之确定

,
被输出

与界内蓄积量只存在着一定的输送关系
,
并不包括这些量

积量也认为是流失量
,
将失去这一概念的相对性

。

,
若将界内蓄

二
、

土壤侵蚀是指地表土壤受到外营力作用的效果

地表土壤由若干个土壤质点组成
, 当受到外营力作用时

,

加于每个质点上的土壤颗粒
,
首先要克服土壤颗粒间的胶结力

静摩擦力 f(
3

) 等做侵蚀功
,

发生了 从量杏到后亦的付簇
.

耸

就分别 以不同形式和大小 ( F ) 施

( f ; )
、

生物根系固 结力 ( f :
)

、

{土壤结构开始发生破坏 ,
, “ p为土壤侵蚀

。

土壤侵蚀过程也就是夕卜营力做侵蚀功的过程
,
侵蚀

功完成的如何 ? 其实质标志着外营力作用的效果
。

即
:

当 F > f
, 十 f

: + f
。 + … 时

,
侵蚀功已完成

,

牛婴臀粹发生了位移
, 当 F ` f

` + f
Z 十 f

3 十 … 时
,

`

侵蚀功未完成
, 土壤颗粒未发生位移

,

但仍受

到 于外营力 的侵蚀
。

也就是说
,
所有受到外营力作用的土壤颗粒不一定都发生 了位移

,
而发生了

位移的土圾颗粒一定是外营力作用的结果
。

许多国内外专家在研究土壤侵蚀过程的机 理 与规 律
时 , 均未认识到这一实质问题

,
这是造成概念混淆的重要原因

。

_

不仿作一假定
:

假
颧

点上的土壤受到了外营加勺作用
,
能够完成侵蚀功

,

产生位移的土壤

颗粒称为侵蚀量
。

(这时
,
质点上的土壤侵蚀量才是相等的

,

且只相对质点而言 ) 当工作单元 已

确定
,

其土壤侵蚀总量则为所有土壤质点上侵蚀深的集合
。

但各质点的土壤侵蚀过程和侵蚀量是

不相同的
。

这是因为
:

( l ) 各质点土壤所受外 营力
,
持 续

、

间歇
、

大小
、

方向等是不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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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土壤颗粒的形状
、

大小及其相互间的胶结作用是有差异的 , ( 3 ) 植物根系 的 分 布
、

排

列
、

组成等对土壤固结的影响有多种多样 , ( 4 ) 土壤可蚀性不同 ; ( 5 ) 其它随机
、

影 响 因 素

等
。

上述因素随时空分布差异构成了复杂的多种多样的组合
,
给我们研究土壤侵蚀机理与规律带

来了很大难度
。

三
、

土壤侵蚀与土壤流失是两个含义不同
,

又密切相关的概念
·

当外营力在土壤质点上完成侵蚀功之 后
, 土壤颗粒开始发生了位移

,
这也是外营力持续或接

替作用导致土壤流失的开始
,

并相继发生了位移
、

搬运和泥沙堆积的运动过程
,
这就是土壤流失

过程
。

它说明了土壤颗粒首先被侵蚀
、

剥落
,

然后才有可能发生土壤流失
。

没有土壤侵蚀
,
也就

没有土壤流失
。

用于做侵蚀功的外营力将远远大于流失过程中用来搬运泥沙的外营力
,
外营力大

小的更替标志着土壤侵蚀过程已转为土壤流失过程
。

对于一个较大的单元来说
,

侵蚀量是各质点上
.

侵蚀深的集合
,

而侵蚀量能够输出这一单元的量究竟有多少乎要取决于外营力和单元内诸多下垫面

因素和在沿程运动中的其它有关影响因素的作用
,

土壤流失量也正是这些 因素综合作用的反映
。

还应着重指出的是
:

土壤流失过程中
,
由于作用力的大小

、

强弱
、

间歇等时空分布变化
,

下

垫面 因子和运动中有关影响因素的沿程变化
, 以及土壤颗粒本身大小

、

形状等特征的不同
,
将有

’

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壤侵蚀量要堆积下来
,
输出边界外的只有一部分

。

在水力侵蚀区
,
暴雨过后或

汛后 可到处看到大量的坡积物
、

洪积物
,
其中一部分将成为永久性的堆积物

,
另一部分则为临时

性堆积物
,
并在下一次或来年或几年后又重新遭受侵蚀

、

搬运
,
进一步向下游推进

。

因而在某些

质点上就存在着土壤
“
收支

”
问题

,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

其原因就是由于土壤侵蚀量未能

一次全部输出界外
,
而在下部形成 深厚的坡积

、

洪积物 , 上部造成砂化
、

裸岩化
、

荒山秃岭的缘

故
。

由于概念混淆
夕
在实践中

,
人们常以侵蚀量等于流失量为据

,
而将界内堆积量确 定 为 流 失

量
,
如果一直到界内堆积的土壤 全部流失完 (只是假定 )

,
最终不知要重复计算了多少流失量 l

四
、

,

土壤侵蚀
、

土壤流失的危害与防治

外营力在完成侵蚀功之后
,
首先破坏了土地资源

,

使土壤肥力下降
,
土壤由痔薄进而发展到砂

化
、

裸岩化
,
从而丧失了生产能力

,

使生态环境逐渐恶化
,
抗干早能力降低

, 干早等灾害趋于频

繁
。

而且土壤流失过程中
,
一部分堆积在本单元界内造成危害 ; 另一部分则流失至下游造成社会

性危害
。

堆积在界内质地较粗的
,
造成沙压农田并使表层土壤质地变粗

,

严重的影响土地生产能

力 ; 较细的泥沙颗 粒 将 淤塞沟河道
、

水库
、

湖泊和建筑物等
,

导致防洪
、

发电
、

灌溉
、

航运
、

交通等效益降低
,
使洪涝灾害趋于频繁

。

如黄河上游的土壤流失
,

造成下游河床抬高 4 一 12 m ,

严重地威胁着 2 5万 k m
Z 、

1亿人民的生命财产安 全
,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

在认识了土壤侵蚀过程与流失过程 以及两个过程所造成的危害之后
,
有针对性的采取切实可

行 的水土保持措施
,

就会有效地控制土壤侵蚀与土壤流朱
。

很显然
,
水土保持措施的首要任务是

尽可能地减轻土壤侵蚀
,
保护土地资源

,
然而

,
在实施 上述措施中

, 土壤仍不可避免的要遭受一

些侵蚀
,
向下游输送

,
这就要求坡面

、

沟谷
、

河道要有针对性的建设拦截
、

排泄等水保措施
, 以

保证农田免遭冲淤
、

沙压和下游防洪
、

灌溉
、

发 电
、

航运
、

交通等的正 常运转
,

充分发挥水利设

施的效益
。

五
、

结 语

综上所述
,
水土流失

、

土壤流失和土壤侵蚀是三个含义不同
、

又密切相关的 概 念
。

正 确 认

(下转第 5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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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草
,

按 田埂面积占总面积的 15 %计算
,
有 96 万亩的田埂可种植

,

现有 3” 万亩
.

梯 田 的 田 埂 面

积 57 万亩大都没利用
,
亦可种上龙须草

。

以上几项合计可种植龙须草面积共有约 3 33 万亩
,

年亩

产按 400 k g 计算
,

则年产龙须草可达 13
.

32 亿 k g
,

按现行最低价 0
.

40 元 / k g 计
,

其 产 值 5
.

33 亿

元
,

可使山丘区 945 万人
,

人均收入提高 56
.

4元
。

如果算上加工增值
,

经济效益则更大
。

四
、

推广龙须草应做好的几方面干作

(一 ) 加强宣传
,

进一步提高群众种植龙须草的积极性 龙须草蓄水保土效益好
、

经济价值

高
,

在南阳地区 已经为群众所认识
,

.

但在其它适生区
,

种植龙须草的好处还没有被广大干群所了

解
。

因此
, 必须加强宣传

,
提高干群对龙须草的认识

, 只有认识提高了
,

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充分

调动起来
,

大面积推广龙须草才有可能实现
。

(二 ) 搞好龙须草栽培的技术培训工作 龙须草虽然具有栽培技术简单
、

易管理的特点
,

但

要实现高产稳产
,

还要 有一整套先进的科学种植方法才行
,

在龙须草适生推广区
, 应利用已有的

技术优势
,

培训更多技术人员
,

为推广龙须草的种植事业服务
。

(三 ) 大面积推广龙须草应统筹安排
,
合理规划 在推广区大面积发展龙须草

,

势必会对其
,

它牧草的发展造成影响
。

因此
,

在推广种植中
,
应统筹兼顾

,
合理规划

,

解决好牲 口 的 饲 料问
.

题
,

制定好龙须草与牧草及林
、

农用地的比例关系
。

(四 ) 栽培龙须草
,

要与水保整地工程结合 起来 一方面可增强蓄水保土的效果 ; 另一方面

能提高土坡的水分和养分
,

提高龙须草的产量
,
延长其生长期

。

(五 ) 搞好龙须草的种子供应工作 大面积种植龙须草
,

需要大量的种子
。

因此
,

应建立龙

须草优质种 子基地
,

注意组织对龙须草种子的采收
、

储放
、

供应工作
,
保证种子的数量和质量

,

满足大面积推广种植的需要
。

(六 ) 在种植推广龙须草的同时
, 应进一步搞好加工利用转化工作 龙须草大面积种植后

,

产草量将十分可观
,

应适时建立龙须草加工厂及开发龙须草的新产品
,
特别注意对手工编织技术

的提高与推广
。

使龙须草有更好的销路
,
解决群众种植的后顾之忧

。

(七 ) 加强对龙须草的科学研究 在大面积种植推广龙须草以后
, 将会出现的 新 的 技 术间

题
,

因此
,

为了保证龙须草推广工作的顺利进行
,

必须进尸步加强对龙须草的科学研究
,

促进龙

须草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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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

区别和建立这些概念
,
对于避免上述三个概念的继续混淆

,
扭转水土保 持工 作中 在定 量统

计
、

计算
、

调研分析等工作中的混乱局面
,
是关系到专业理论体系能否顺利发展的大事

。

为此
,

建议从事水土保持专业理论研究
,

应用研究和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的水保科技人员
,

踊跃参加上
.

述问题的讨论
,

以促进水土保持科学事业 向高
、

深
、

细方 向发展
,

使水土保持科学体系不断的完

善与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