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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依据作者 �� 多年对水土保持科研工作的实践
,

提出了进行水土保持科研的基本思路

是
�

一定强度的降雨降至无夜盖的坡地地表土壤上
,

引起水土流失
。

通过建造植被
、

水土保持耕

作
、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

或通过上述措施的复合组装
,

或通过复合措施的优化配置
,

使降雨不能

直接达 到坡地地表土壤上
�
或使降雨降至平地

,

不足引起水土流失
,

达到保持水土的目的
。

同时

依据这一基本思路
,

提出了进行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应采取的主要措施
,

主要内容和技术路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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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国水土保持工作和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历史
.
经历了 曲折的发展过程

。

教训
.
主要 由于思想认识不一致所引起

。

如治沟与治坡之争
,

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之争

总结其经验

… …等
。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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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由于对水土保持工作缺乏较全面的理解和认识
,

对水土保持科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不够清晰和全

面
。

依据这一认识
,

总结我们 20 多年来对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实践
,

专论水土保持科学研究的

基本思路
,

旨在促进水土保待科学研究工作和水土保持工作的健康发展
,

取得显著的成果和效益
。

一
、

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

控制水土流失
,

积极开展水土保持
,

已成为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环境问题和人类生存发展的

问题
。

世界发达国家如美国
、

日本水土保持和区域治理方面都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

成为所有国家

制定有关法规的依据
。

美国利用近半个世纪取得的资料
,

建立了预报坡耕地年均土壤流失量的通用

流失方程 (U S L E )
。

70 年代以后
,

将侵蚀预报和土壤生产 力状况结 合起来
,

建立侵蚀—
生产力计

算模型 (E P L C )
,

开展了横跨欧
、

亚
、

美洲的若干个国家联 合研究
,

以期预报全球土壤侵蚀和粮食生

产发展趋势
。

自 70 年代以来
,

约每隔两年 召开一次国际土壤保持会议
,

会议组织者热诚希望近年能

在中国召开一次国际土壤保持会议
,

特别对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与防治问题
,

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和

热切的关注
。

发展中国家由于人 口 的迅速增长
,

人 口
、

粮食
、

资源
、

环境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
.
生态

环境恶化问题 日趋严重
。

由于资金短缺
,

社会发展水平低
,

发达国家的一些技术难以推行
,

因此生态

破坏地区的治理受到限制
,

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

联合国粮农组织 (F A O )
、

教科文组织 (U N E S C O )和

一些发达国家的有关机构在援助发展中国家小流域治理和研究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据最新统计
.
全世界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2 500 万 km

, ,

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16
.
8 %

。

全球每年约

流失土壤 257 亿 t
,

每年因侵蚀而丧失的耕地为 50 0 ~ 70 0 万 ha
。

我国是世界上开展小流域治理较早的国家之一
。

到 1989 年底
,

我国列入重点小流域的有 3 00 。

多条
,

小流域治理已成为我国进行水土流失治理与农业发展的主要形式
。

从小流域治理发展情况分

析
,

无论在研究水平上
,

或是治理措施的设计与组合的科学性
_
仁

,

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

比
,

在许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

黄土高原及其严重的水土流失闻名于世
,

其治理难度远远大于世界

各国的流域治理工作
,

也较我国其它区域治理困难更多
。

几十年反 夏实践
、

积 累的黄土高原小流域

治理经验
,

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和提高
。

根据实测资料计算
11 一 ,

我国江河输移的泥沙总量居世界之冠
,

全国平均每年直接入海泥沙 曾
、

量

约 19
.
4 亿 t

,

输沙总量约 21
.
5亿 t

。

其中黄河入海沙量 10
.
8 亿 t

,

占全国输沙总量的 50 %
,

长江入

海沙量 4
.
19 亿 t

,

占 23 %
,

其它河流占 27 %
。

黄河输沙量达 16亿 t
,

含沙量达 37
.
sk g/ m

3.
均为世界

大河之冠
。

长江输沙量为 5
.
3亿

: ,

排列世界大河之四
。

支流输沙量大于 l 亿 t的有径河
、

渭河
、

汉

河
、

无 定河
、

嘉陵江
、

窟野河等 6 条
.
江河泥沙实测资料齐全为世界罕见

。

为了促进我国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工作和水土保持工作的健康发展
,

现根据我们 10 多年的治理

实践和研究结果
,

提出如下水土保持科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与主要措施
。

二
、

基本思路与主要措施

(一 )基本思路
一定强度的降雨降至无覆盖的坡地地表土壤上

,

引起水土流失
。

通过建造植被
、

水土保持耕作
、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

或通过上述措施的复合组装 (或称复合措施 )
,

或通过复合措施的优化配置
,

使

降雨不能直接达到坡地地表土壤上
;
或使降雨降至平地

,

不足引起水土流失
,

达到保持水土的目的
。

这就是我们进行水土保持科学研究的基本思路 (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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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基 仁思路框图

从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基本思路框图中看出
,

以强化降水就地入渗防治水土流失为中心
.
以 自然

资源合理利用为前提
,

通过各种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及优化配置
,

对农业生态系统结构功能进行调

控
,

最后达到
,

水土流失得到控制
,

资源环境得到保护
,

农业获得持续发展
,

这也是我 们进行水土保

持工作的指导思想
。

(二 )主要措施

依据上述基本思路和指导思想
,

为了搞好水土保持工作和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工作
,

我们认为应

采取如下的主要措施
。

一是
,

设专题
,

保证资金
。

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工作
,

涉及面广
,

影响因素多
,

要有一定的野外阵

地
,

要求多学科联合攻关
,

还要有一定的研究经 费保证
。

我国政府已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
, “

七五
”

将

《黄土高原的综合治理》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 目
;“八五

”

又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综 合治理与农业

发展研究》作为攻关项 目
,

列入计划
。

这就为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健康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

二是
,

多学科
,

联合攻关
。

因为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工作
,

既涉及 自然科学
,

又涉及社会科学
;既要

进行农业生产
,

又要进行林牧生产
;既要搞种植业

,

又要搞养殖业 ;既要求生产不断提高
,

又 要求产

品进一步加工和流通……
。

因此要求多学科协同作战
,

联合攻关
。

如安塞试区
, “

七五
”

的科技队伍

由三个研究所
、

一个农业院校的 30 多位研究技术人员组成
,

包括 10 多个专业
,

较好的完成了任务
。

三是
,

小流域
,

树立样板
。

前边 已经述及
,

小流域治理 已是我国进行水土流失治理与农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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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形式
。

但对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工作来讲
,

结合小流域治理还具有如下的优点
。

首先
,

是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和综合治理的结合点
。

通过小流域将科学研究成果落实到生产治理

中
,

通过小流域治理进一步验证科研成果的实用效果
。

如安塞试区
“

七五
”

所进行的《安塞纸坊沟流

域水土流失规律与水土保持措施优化配置研 究)}[a
二 ,

就是按我们的研究要求进行实际配置
,

既获得

了研究成果 (该项成果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
,

又达到了综合治理 的目的
。

其次
,

使水土保

持科学研究成果直接变为生产力
。

这对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本身的发展极为有利
,

加快了水土保持科

学研究工作成果的转化
。

如安塞试区
“

七五
”

所进行的《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发展阶段的研究 》“
,

既

是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研究的理论成果
,

又正确指导了纸坊沟流域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的建设
.
加

快了该流域的治理步伐和提高了该流域的治理质量
。

第三
,

使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工作具有 了可靠的

研究阵地
。

这对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工作今后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

三
、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一 )研究内容
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工作和其它研究工作一样

,

进展很快
,

研究 内容愈来愈广泛
。

现依据我们水

土保持科学研究基本思路框图
,

提出如下的主要研究内容
,

供参考
。

1

.

水土保持增产体系的研究
:
包括水土保持农业增产体系

,

水土保持果林
、

能源林
、

经济林体

系
,

草地
—畜牧业增产体系等

。

要研究上述各体系的增产效果
,

分析增产原 因
,

说明增产机理
。

2

.

水土保持措施优化配置的研究
:
包括水土保持生物措施

、

耕作措施
、

工程措施的配置方式
,

配

置效果
,

配置原则及效益分析等
。

3

.

水土保持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及其调控技术的研究
:
包括生态系统物质

、

能量流
,

系统结构功

能
,

调控技术
.
提高功能的手段… …等

。

4

.

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规律的研究
:
包括水土流失过程及形成机理

,

影响土壤侵蚀基本因素的

定量评价
.
土壤侵蚀信息系统的建立与应用

,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减沙效益分析等
。

5

.

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效益定量评价的研究
:
包括评价指标体系

,

评价方法
,

效益分析等
。

图 2

是研究课题和水上保持的关系
。

甲仁 」 二 惬呆 招于少曾 产
二

盯
—
\叫 水土流 失和

2
之舀

保保 书宇夫见 仁津白勺 石环 多乞乞

,,
长 仁 (豁芝扩寺 」昔 拭巨 f尤尤尤 对( 二

上 呀充 夕泛 还乏
二

水
二七七

fff匕 酉己 、
v
亡白勺 石月

二
了i三三三 保木争交交宝主 乒差 五上护砰砰

价价价价 的 份卜了艺艺

抢之 白勺石环 多艺 }

图 2 水土保持科学研究课题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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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术路线

为了搞好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工作
,

我们提出如下的技术路线
。

1

.

以流域为治理单元
。

这是我们进行水土保持工作和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基地
。

多年的

实践经验证明
,

只要坚持以流域为治理单元
,

既将治理工作直接落实到了地块
,

又便于组装配套
.
因

而提高了效率和质量
,

同时便于推广水土保持科研成果
,

使科研成果直接在治理中发挥作用
。

2

.

把资源
、

环境与农村发展作为一个整体
。

就是说
,

在 合理利用 自然资源
、

保护环境的前提下
.

促进农村生产和经济的发展
。

反对以破坏资源
、

污染环境换取农村经济的发展
。

3

.

把控制水土流失
,

建立高效的生态经济体系
,

使群众脱贫致富进行通盘考虑
。

就是说
,

我们的

水土保持工作和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工作
,

要 同时达到三个 目标
:
既控制了水土流失

,

又建立起了高

效的生态经济体系
,

还提高 了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
。

4

.

所有工作必须围绕以水土保持为中心
。

即在解决水土流失问题的基础上
,

求得发展和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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