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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破县综合治理水土流失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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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该文简述了湖北省黄破县水土流失现状及危害
,

并对该县坚持综合治理水土流失
,

在生态环境
、

社会

经济等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效进行了评价
.

同时笔者还从治理水土流失实践中总结了四方面有益的经

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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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破县 位 于 湖北 省武 汉 市北部
,

地处 北 纬 3 0
0

4 0 `

~ 3 1
0

2 2
, ,

东经 1 1 4
0

9`

一 1 1 4
0

3 7` ,

南北 长

l o 4 k m
,

东西宽 5 5k m
。

地势北高南低
,

形成了西北低山区
,

东北丘陵区
,

中部垄岗平原区和南部沿江

滨湖区四个梯级
。

四级区的面积占全县总面积分别为 14
.

8 %
、

21
.

5 %
、

47
.

4 %和 13 %
,

其海拔高程

依次为 一5 0一 l s o m
、

5 0
一 s o m

、

3 0二 s o m 和 2 0一 s o m
。

多年来
,

县境内北部低山丘陵区水土流失+

分严重
,

给工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

一
、

水土流失概况

黄破县北部低山丘陵区系大别山南麓余脉
,

主要有蔡店乡境内的双峰尖
、

西峰尖
、

黄古石山
、

全

牛山
、

团山寨
、

牛脊岭
、

黄草山
; 石门的石 门山

;
长轩岭的木兰 山

、

狮子 山
;
塔耳的磨盘山

、

红马寨
;
研

子的棺材山
;
泡桐的矿山

; 罗汉的伏马山和蔡拓的红岗山等
。

贯穿县境南北的摄水
,

其支流主要有姚

蔡河
、

长江河
、

栗树河
、

泊沫河
、

龙须河等
,

是该县水土流失的重点地区
。

黄破县总土地面积 2 2 6 1 k m
空 ,

其中山区 4 2 7k m
, ,

丘陵 1 l o l k m
, ,

山
、

丘两区共占全县总土地面

积的 67
.

6 %
。

全县水土流失面积 5 1 k6 m
2 ,

占山丘 区面积的 33
.

7 %
,

占总面积的 22
.

9 %
。

其中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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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面积 2 8 5
.

g m k
, ,

中度 1 2 5
.

s k m
’ ,

强度 5 6
.

I k m
, ,

极强度 一1
.

7 k m
, ,

剧烈 3
.

s k m
, 。

二
、

水土流失危害

严重的水土流失
,

对县境内北部山区农业生产和人 民生活造成了很大危害
。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
:

(一 )导致土壤退化
,

肥力下降

1
.

耕层变薄
。

由于表土冲刷严重
,

侵蚀地区的土壤养分含量很低
,

耕层厚度逐年减薄
。

坡地耕

层厚度一般为 10 ~ 1 c5 m
,

作物根系发育不 良
,

是农作物低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

此类面积全县约有

4
.

3 万亩
,

主要分布在北部低山丘陵区 6 个乡镇的 n 条小流域内
。

2
.

表土沙化
。

由于严重的水土流失
,

土壤粘粒大量流失
,

仅留下残积在母岩地表上的碎石块或

砾石土及粗质松散沙化土
。

3
.

障碍层次裸露
。

在县境内土庙
、

祁湾等第四纪黄土风化区
,

表层土浅薄
,

心土层中的障碍层

次
,

如重钙层
、

粘土层
、

铁锰层等出现裸露
,

从而降低了土壤的保肥
、

保水性能
,

限制了农作物生长
。

此类面积全县约有 0
.

9 万亩
,

零星分布在中部垅岗丘陵区的 5 个乡镇内
。

4
.

土壤肥 力降低
。

由于水土流失耕层肥沃的土壤被冲刷
,

土壤养分明显下降
。

有机质与氮
、

磷
、

钾等农作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营养物质大量流失
,

使土壤明显退化
,

变得贫痔
。

全县每年约流失掉

土壤养分氮 6 l o Z t
,

磷 1 5
.

6 9 t
,

钾 6 4
.

2 2 t
。

折合经济损失约 1 3 9 0 万元
。

(二 )对水利工程的淤积破坏
1

.

对河道的淤积
。

黄阪县水土流失的发生区域主要在长江的一级支流摄水水系
。

由于水土流

失严重
,

在 1 9 5 4年到 1 9 8 0 年未正式开展水土保持治理的 26 年间
,

河床平均抬高了 1
.

6 m
,

使两岸

低洼地区农田的积水无法 自排
。

在其上游分支小流域内
,

由于河道淤积排沙不畅
,

河道加宽又使部

分农田沙化
。

2
.

对水库塘堰的淤积
。

根据我们近年来对水土流失区库
、

塘
、

堰淤积情况的典型调查表明
:

每年

平均约有 56
.

6 万 m
,

泥沙在淤积着各小流域内的库
、

塘
、

堰
、

坝
。

一年相当于报废 5 座小 (二 )型水

库
。

如韩家河小流域内的川寺水库
,

总库容 10 万 m
3 ,

因大量淤沙 (估计约 0
.

6 万 m
,

)
,

堵死了道 口
,

蓄水无法外排灌溉
,

在一段时间内成 了死库一座
。

(三 )加重了洪涝灾害

由于水土流失严重
,

森林植被难以恢复
,

山地坡面涵养水源的能力被削弱
。

因此
,

一遇降雨
,

径

流系数就大
,

汇流时间也短
,

特别容易形成短时间的洪涝灾害
。

如郭岗河小流域内的正冲支流
,

在

1 9 5 4 年 6 月的一次暴雨 中
,

淹没农田 8 0 0 亩
,

沙压农田 15 2 亩
,

泥沙流失量每 I k m
,

达 7 2 0 o t ; 1 9 7 8

年 7 月 15 日
,

一 日降雨 19 5m m
,

流域 内的大杨柳
`

沟冲毁农 田 23 亩
,

沙 压农田 12 亩
,

淤沙量达

2 1 00 砰
。

郭岗河小流域治理前
,

每年都要花 3个 月时间来修复水毁的农 田与河堤
,

仅此一项每年就

投工 19
.

6 万个
。

同时由于水土流失造成河床淤塞
,

河道行洪能力减弱
.

山洪爆发
,

往往摧毁进 山公

路
,

中断交通
,

给当地群众生产
、

生活造成很大困难
。

三
、

综合治理成效

1 9 5 7 年
,

黄破县在蔡店山区建立了水 保站
,

曾断断续续的搞了一 些治理工作
,

但成效甚微
。

1 9 7 4 年在县
、

乡各级领导重视下
,

重建了蔡店水土保持站
,

开展了水土保持工作
。

到 1 98 2 年
,

蔡店

水保站隶属黄破县水利局直接领导
。

在调整充实人员
,

加强领导的基础上
,

制订了流域治理规划
。

首

先以水土流失最严重的郭岗河小流域为第一个治理试点
,

当时该试点流域的旧 貌是
“

杨柳沟来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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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
,

白沙黑石使人愁
,

远看山上飞沙滚
,

近看寸草难立足
” 。

水保站的拓荒者们
“
明知山有虎

,

偏向虎

山行
” 。

首先在这块不毛之地上搭起了窝棚
、

吃咸菜
、

睡地铺
、

盛夏烈 日一身汗
,

严冬雨雪一身泥
。

十

多名职工
,

十几年如一 日
,

坚持开山劈石
,

平整土地
,

砌谷坊
,

翻山搬土
,

植树种草
。

在 2 00 亩荒山上

修建梯 田 2 3亩
、

谷坊 3 5 个
、

水平沟 1 3 9 条
、

长 3 8 0 0 m
、

挖鱼鳞坑 5 0 0 个
、

筑 山塘 4个
、

植树 1 5万株
、

点播树籽 2 5 k0 g
、

栽楠竹 5 00 棵
、

建茶园 15 亩
、

种柑桔 3 亩
。

建起径流泥沙试验场 2 处
,

办公楼和生

活用房 90 。 多 m , 。

累计完成土方 9 5 00 m
, 、

干砌石 2 5。。m
, 。

昔日荒凉的杨柳沟如今变成了山青水

秀的好地方
。

水土流失区的群众从综合治理中看到了未来美好的远景
。

从此
,

大面积的综合治理水

土流失工作
,

以杨柳沟为圆心
,

向四周辐射开来
。

截至 目前
,

全县 已有三条小流域不同程度的开展 了治理工作
。

累计修石谷坊 6 1 83 座
,

造鱼鳞

坑 1 2 2 1 9 个
,

水平沟 1 0 8 5 2 条
,

长 1 8 8 1 3 0 m
,

建山塘山堰 7 3个
,

坡改梯 1 5 2亩
,

退耕还林 2 5 0 亩
,

植树 9 4 7
.

0 4万株
,

种草 1 2 5 亩
,

播树籽 2 3 7 0 o k g
,

封 山育林 5 4 3 0 0 亩
。

完成土石方 4 1
.

6 8 万 m
, ,

千砌

石 4
.

2 6 万 m
, ,

浆砌石 0
.

1 5万 m
3 ,

硷 4 2 4m
3 ,

完成标工 7 4
.

9 9 万个
。

其中
,

郭岗河小流域 1 6
.

s k m
Z

的

严重水土流失区基本治理完毕
,

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

其生态
、

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

(一 )生态效益

1
.

泥沙流失强度减轻
,

流失量下降
。

据郭岗河流域内的径流试验场提供的实测资料分析
,

1 9 9 1

年与 1 9 80 年比
,

该流域年均流失量已由治理前的 n
.

7 万 t 减少到 3
.

06 万 t ,

减少 72
.

4 %
,

土壤侵

蚀模数相应由 6 1 5 o t / ( k m
’ .

a )下降到 1 7 0 o t / ( k m
,

.

a )

2
.

河床下切
,

泄洪能力提高
,

抗灾能力增强
。

由于 山上泥沙流失量减少
,

河床下切 明显
。

由郭岗

河 5 个固定测点提供的实测资料表明
:

主河床平均下切 0
.

s m
,

最多达 1
.

Zm
,

泄洪能力明显提高
。

在
“

9 1
.

7 ”
型特大暴雨过程中

,

该流域基本上无灾情
。

3
.

林草植被增加
,

覆盖率提高
。

治理后全流域林草面积达到 24 3 70 亩
,

比治理前的 17 2 40 亩增

加 41
.

4 %
。

现有林地面积占宜林宜草面积的 95
.

1 %
,

林草植被覆盖率由治理前的 25 %上升到

5 8编
。

4
.

山地生态 系统趋向良性循环
。

在封山育林 区临时设置的 3 个 1 00 m
,

样方地调查表明
:

乔木层

有乔木 25 ~ 62 株
,

林木郁闭度达 50 % ~ 80 %
;
林下灌草层有幼杂树 78 一 1 10 株

,

灌木郁闭度达

7 0 % 以上
;
林下地表有 2~ 3c m 厚的腐殖质

,

每 l m
’

有枯枝落叶 1~ k3 g
,

形成了良好的森林小气候
。

几乎绝迹的野生称猴桃
、

李子等再度开花结果
,

各种禽兽繁衍回升
,

野鸡
、

野兔
、

灌子
、

狐狸
、

豺狗等

经常出现
。

青山常绿
、

泉水长流已成现实
。

(二 )经济效益

以郭岗河小流域为例
,

经过十年的综合治理
,

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

1
.

农村经济稳定发展
,

主要农业产品产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

1 9 9 0 年与 1 9 8 0 年比较
,

粮食

由 2 2 9
.

2 万 k g 上升到 2 7 3
.

9 万 k g
,

人平 3 6 2 k g ,

增长 1 9
.

5%
; 油料由 6

.

3万 k g 上升到 1 2
.

4万 k g ,

人均 1 6
.

3 k g
,

增长 9 6
.

8 % ;油桐籽由 0
.

4 万 k g 上升到 1
.

5 6 万 k g
,

增长 2 4 0 % ;
乌柏籽由 0

.

9 5 万 k g

上升到 2
.

47 万 k g
,

增长 1 60
.

5 %
。

1 9 9。 年与 1 9 8 0 年 比
,

工农业总产值由 75
.

59 万元上升到 3 83
.

98

万元
,

增长 4 08 %
,

人均纯收入 由治理初期的 64 元上升到 目前的 4巧 元
,

增长 5 48
.

4 %
。

2
.

部分村组直接经济效益明显
,

全流域间接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

郭岗河流域内的陈冲村和李文

山村
,

其主要农田都分布在河流两岸
.

治理前由于河床逐年抬高
,

致使两村有 1 70 。余亩主要农田

排水不畅
,

沦为冷浸 田
。

一年只能耕种一季
,

且产量还不高
。

治理后由于河床下切
,

这 1 7 00 亩水田

都能播种双季稻
,

并能实现稳产高产
.

仅此一项
,

一年就增产粮食 56 万 k g
,

直接经济效益达 28 万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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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
,

由于 山上森林植被得到恢复
,

泥沙流失量大幅度减少
,

薪炭林的发展又解决了群众

烧柴短缺的困难
。

据不完全统计
,

郭岗河小流域现在一年就能减少因恢复水毁工程用工和客沙还田

投工 18 万个
,

减少外出砍柴用工 1 5
’

万个
。

两项合计共节约 10 0 多万元
。

(三 )社会效益

在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推动下
,

社会各项公益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
。

以郭岗河小流域为例
,

五个

行政村十年来新建小学一所
,

初中校舍一栋
,

共计建筑面积 1 2 00 m
, ,

架设低压 电线 1
.

2 万 m
,

修建

乡村公路 n
.

sk m ;
兴建提水机站 3 处

。

目前全流域 1 8 01 户
,

家家用上了电灯
,

44 个 自然村除 3 个

外
,

其余都通了公路
。

还有 5 个自然村结合水土保持工作解决了多年来存在的人畜饮水困难
。

如陈

冲村的罗家湾
,

全湾人多年来共饮村后山脚下一股 山泉水
。

但每遇干旱或枯水季节
,

泉水断流
,

村民

们就不得不到 2
.

k3 m 外的郭岗河掏沙坑取水
。

]
.

98 7 年综合治理了该村房前屋后的山头地块之后
,

1 9 8 8 年泉水流出时间明显长于过去
。

1 9 8 9 年他们利用这股泉水装上 自来水
,

全湾的用水量比过去

增加了一倍
,

仍能满足全年供应
。

1 9 9 0 年遇到百 日无雨的特大干旱
,

全湾人的饮水仍未发生危机
。

四
、

防治水土流失的措施

1
.

因地制宜
,

讲究实效
,

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
,

治标与治本相结合
,

对于坡地治理
,

采取

的措施是 2 50 以上的坡地无条件退耕还林
,

并在沟谷上游建石谷坊
,

拦石拦沙
,

即
“

逢冲必堵
” ;
在下

游修山塘山堰
,

蓄水保水
,

养鱼灌溉
,

即
“

有水必蓄
” ;
在坡面上挖水平沟

,

鱼鳞坑
,

减缓侵蚀
。

对 2 50

以下的坡地
,

耕地实行坡改梯
,

荒地植树种草
,

即
“

宜农则农
,

宜林则林
” ;
对于河道整治

,

则采取调减

围滩造田面积
,

留好行洪通道
,

并预留一定的调洪区
,

以利削峰调洪
。

制订绿化计划
,

高山远山采取

封山育林
,

低山近山
,

采取植树种草
;
光山秃岭栽马尾松

,

实行针阔混交
; 田头地埂种油桐

,

播橡籽
;

河堤两岸种枫杨
、

插河柳
;
房前屋后栽泡桐

、

川糠等
。

2
.

以防为主
,

防治并重
。

据史书记载
,

黄破县历史上的水土流失并不严重
,

而且不少山丘古树参

天
,

山清水秀
。

只因几次战乱遭到大破坏
,

加之解放后 1 9 5 8 年砍树炼钢
、

1 9 7 2 年毁林开荒
,

水土流

失才由弱到强
,

由轻到重
。

1 98 4 年开始
,

全县认真抓了《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的贯彻执行
,

很有成效
。

按照森林生态学的观

点
,

凡能繁衍动植物的地表在自然状态下
,

如无人为干扰和外界影响
,

势必被形形色 色的顶极植物

群落所覆盖
。

因此
,

预防工作十分重要
。

根据《水土保持法 》中有关预防工作的精神
,

黄破县水土保

持工作者
,

深入实地
,

在水土流失区积极开展治理 的同时
,

发动群众制订了切合本地 区实际情况的

的水土保持乡规民约
,

并在开展治理的小流域设立一个水保治安队
。

由于做到了预防为先
,

防治结

合
,

因而盗伐林木的案件逐年减少
,

毁林开荒的现象也基本杜绝
。

3
.

建立流域座标公里网
,

治理集中有保障
。

为克服以往计划管理与工程实施两脱节的矛盾
,

让

有限的资金发挥最佳投资效益
,

近年来黄破县建立健全了一套水土保持治理工程计划和资金投放

与检查验 收制度
。

即在开展治理的小流域内建起座标公里网
,

以四个点控制 1l’ m
,

面积
,

每个点均

用硷桩打入实地
,

并按顺序编号标记
。

每年申报水土保持年度计划和对前一年治理任务的检查验

收
,

结算均以座标网为控制依据
。

核拨下一年资金投入时
,

一定要与上一年度完成任务的好坏挂钩
。

自 1 9 8 8 年实行这一制度以来
,

既增强了水利
、

财政部门管好用好建设资金的责任心
,

也充分调动了

水土流失 区干群投身水土保持事业的积极性
。

真正做到治理集中成片
,

治一块
,

成功一块
。

有力地

克服了过去那种撤胡椒面和重复投资的弊端
。

过去每 1 k m
,

约需 4 万元的投入
,

改革办法后只需 2

万元左右
,

而且治理质量大有提高
。

目前全县治理面积 已达 5 1
.

sk m
, 。

4
.

多渠道集资
,

注重治理与综合开发结合
。

实践证明
,

水土保持工作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

黄破



水土保持通报 第 13 卷

县近年来在协调计委
、

财政
、

农
、

林
、

水
、

电
、

气象
、

能源
、

畜牧
、

水产
、

农机
、

交通等有关部门统一行动

方面下了功夫
。

一是加强领导
,

成立有上述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
;

二是资助钱财物
,

推广新技术
。

各部门分别在资金投入
、

改造低产 田
、

品种改良
、

配方施肥
、

森林保

护
、

选种育苗
、

人畜饮水
、

兴修水利
、

气象服务
、

省柴节能
、

发展家禽
、

水产养殖
、

机具配件
、

修路通电

等方面各负其责
。

十年来
,

全县小流域水土保持治理除国家每年安排一定的补助资金外
,

县内有关

部门先后为这项工作提供包括实物在内的扶持资金 75 万余元
。

由于党的政策深入人心
,

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预防治理措施得
.

力
,

黄破县水土保持工作呈现

了方兴未艾的好势头
。

随着我国 《水土保持法 》的颁布实施
,

全县的水土保持工作将会有更大的起

色
。

(上接 第 32 页 )

一定的作用
,

但由于草质差
、

养分低
,

目前利用的只有 20 %
,

不能发挥应有的经济效益
。

只有搞好草

山草坡的改良利用并发展适应性强
、

养分含量高
、

并具有饲用
、

肥料
、

保土作用兼备的牧草 (见表

2 )
。

种草改土保肥效果也比较显著
。

据测定在黑麦草
、

大绿豆
、

箭舌豌豆
、

杂交狼尾草和苏丹草种植

前后土壤肥力变化情况
,

见表 3
。

表 3 表明
:

种植牧草以后
,

土壤肥力明显提高
。

在保持水土方面
,

一

般的侵蚀劣地
,

土壤年流失量为 54 0 00 ~ 81 0 0 o k g a/
,

但种植三年牧草以后
,

土壤年流失量为 1 7 50

一 3 o o o k g / a 。

(一 )解决金衙盆地丘陵山地的土壤退化问题
,

首先要采取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或生物和工程

结合的措施
,

解决水土流失问题
。

利用水土流失区种植牧草
,

实行种
、

养
、

沼气结合
,

可取得理想的经

济效益
、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

(二 )种植牧草的目的是为了利用
,

要实行种养结合
,

要用牧草转化肉
、

禽
、

蛋
、

鱼
,

要提高经济效

益
,

才能调动农民群众治理水土流失的积极性
。

为了加强防治水土流失和土壤退化
,

要充分发挥这

一地区的土地
、

气候
、

交通
、

劳力等优势
,

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
,

还应把种植
、

养殖
、

加工 (饲料和

农付产品 )结合
,

实行综合开发
,

是改良利用土地和防治土壤退化的有效途径
。

(三 )利用丘陵山地发展优质牧草
,

关键在于转化
,

要把牧草转化为肉
、

禽
、

蛋
、

鱼
,

实行综合利

用
,

建立生态良性循环系统
,

充分发挥这一地 区的土地资源优势
,

以提高生态效益
、

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