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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威市水土流失现状与治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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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云南省水土保持先进典型——宣威市的水土流失特点、现状及成因,以及重点治理以来在

水土流失治理中的经验。认为在沟蚀严重地区实施生物谷坊,能够弥补砌石谷坊的缺点,降低成本; 重点治

理的水土保持区的正确划分能够使治理工作重点突出,预防和治理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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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ituation and Control of Soil and Water Eros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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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 ics, present situat ion and causes of soil and w ater erosio n in Xuanw ei city , a model

of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 n, in Yun'nan prov ince are analy zed. T 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building of

plant check dam in er osion g ully is able to impr ove the w ay to harness the er osion gully and decrease the cost

of soil and w ater contr ol in severe soil er osion areas. The right classif icat ion o f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n

w ill be useful to st rengthen soil erosion control of the key area, and pr omote the combinat ion between pre-

vent ing and har nessing of soil ero sion.

Keywords: Xuanwei city;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oil erosion; the ways to soil erosion control

1　基本情况

宣威市位于云南省东北部, 属长江和珠江水系,

珠江源头位于宣威市西南部。地形为中间高,四周低。

东与贵州省盘县毗邻, 南同沾益县、富源接壤,西与会

泽隔江相望,北与贵州水城山水相连。全境东西长

102 km, 南北宽 91 km, 国土面积 6 062. 11 km
2, 距省

会昆明市 233 km。全市有低山、峡谷、河槽、平坝、中

山、高山等地形地貌,其中山地面积占 95%以上。境

内最高海拔 2 868 m ,最低海拔 920 m ,相对高差 1 948

m。“立体气候”极为明显, 具南温带、亚热带、中温带

等气候类型。属典型的低纬高原季风冬干秋湿气候

区。霜冻、低温、冷寒、干旱、洪涝、冰雹、暴风等气象灾

害多而频繁。全市辖 7镇 17乡, 342个行政村(办事

处) , 2 93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居住着汉、彝、回、苗等

27个民族。1996年底全市总人口1. 25×10
6
人,其中

农业人口 1. 14×106 人,占总人口的 91. 1%, 农业劳

动力6. 38×105 人。有耕地面积 1. 57×105 hm2 ,土壤

比较瘠薄,中低产田地占 80%。农业人均耕地较少,

人口密度较大, 每 1 km
2
承载人口 206人, 高出全国

水平,是云南人口密度最高地区。农业生产以粮食作

物种植为主, 由于干旱缺水, 主要依靠旱作,水田少,

主产玉米,其次是马铃薯、水稻、麦类、豆类、荞子等,

林、牧、副、渔发展规模小,效益低。1996年粮食总产

4. 38×108
kg ,每 1 hm

2 产量 12. 4 kg ,农业人均产粮

384 kg, 农业人均纯收入 800元,农业总产值 1. 78×

10
9
元。总体而言, 宣威市是一个耕地资源贫乏, 自然

条件差, 人口密集型的山区农业市。

2　水土流失现状及危害

2. 1　水土流失现状

据遥感调查,重点治理开始的 1996年底,全市水

土流失面积 3 451. 12 km
2, 占总面积 6 062. 11 km

2 的

56. 9%, 其中轻度流失面积 1 604. 03 km 2, 占流失面

积的 46. 5%, 中度流失面积 1 789. 04 km
2
, 占流失面

积的 51. 8% ,强度流失面积 58. 05 km
2 , 占流失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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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 7%, 总侵蚀模数 2. 68×10
7

t / ( km
2
·a) ,属中轻

度流失区。但是,因地处珠江源头和深切割的牛拦江、

小江上游,地形起伏较大,即使植被覆盖较高,地形破

碎,松散物堆积物较多地段,沟蚀、重力侵蚀就特别严

重,侵蚀模数可达 20 000 t / ( km
2·a)以上,每遇大到

暴雨,泥石流频繁发生。在地形较平缓地区,沟蚀、重

力侵蚀较轻, 但因地处石灰岩地区,土壤隐匿侵蚀、漏

蚀又特别严重,已导致了大片国土石漠化和石砾化,

失去农业生产价值。耕地隐匿侵蚀的结果,使土壤粗

粒化,土壤结构严重破坏,降低了土地生产力。

2. 2　水土流失的危害

水土流失的结果使土壤养分流失, 土地肥力下

降,破坏土地资源。据统计, 全市每年流失土壤导致损

失有机质 5. 20×10
5

t , 全氮 3. 80×10
4

t 左右,全磷

6. 44×104
t 左右,钾 300 t , 直接经济损失达 4. 00×

107 多元,是重点治理投入资金的 4倍; 因水土流失

造成的水分损失,每年约 3. 80×107
m

3, 相当于约 4

个蓄水 1. 00×10
7

m
3
的中型水库库容。

宣威市大部分地区,由于降雨集中,地形破碎,高

差变化大,松散物多等因素,泥石流滑坡发生比较严

重。泥石流、滑坡, 所到之处,河道淤塞,河堤、公路、桥

梁、农田一扫而光,留下的只是一片砂滩乱石,灾情十

分严重。如 1986年龙潭乡冲毁农田 252. 2 hm
2 ,河堤

108km, 公路 46 km,桥 2座。倘塘镇冲毁农田409. 33

hm2 ,河堤 63 km ,公路10. 2 km ,桥 8座,电站1座。可

渡河上游及格香河部分沟谷地段泥石流和滑坡,涉及

12 个乡(镇) , 58个村公所(办事处)中的 106个自然

村。受其威胁和影响的农户 1 273户 6 850人, 住房

2 517间,其中急需搬迁的 198户, 需要搬迁但可缓搬

迁的 178户, 需观察待定的 887户。1986年 6月 1—

8日下暴雨 140～190 m m,阿都乡的施都小学被泥石

流彻底摧毁,死亡 1人。格宜镇达乐的一个 4户21人

的自然村, 住房 8间, 因暴雨引起大滑坡, 在家的 18

人有 14人死亡, 2 人重伤, 2 人轻伤, 房屋被彻底破

坏。宝山乡的铜店村 7户44人,住房19间,也是同次

暴雨引起大滑坡, 7 户人家, 6户被埋, 死亡 19人,重

伤 12人,轻伤 9人,幸免 4人。

水土流失造成水库淤积严重, 寿命缩短, 效益减

少,损失严重。宣威市有 36件小(二)型水库有 14件

的闸门已被淤死,既影响了行洪安全, 又缩短了工程

使用寿命。水土流失造成生态环境失去平衡,导致泉

水干涸,水源枯竭,扩大了人畜饮水困难面,同时致使

水旱灾害频繁。据气象部门资料, 宣威市 20世纪 50

年代初, 5 a 一旱, 到 80年代变为 3 a 两旱,洪灾从 9

～l0 a 一次,缩短到 5～6 a 一次。

2. 3　水土流失的成因

宣威地处长江流域金沙江水系和珠江流域西江

水系,由于境内地质构造运动强烈,褶皱断裂发育,地

形切割较深, 山高坡陡, 沟谷纵横交错, 相对高差大,

是产生水土流失的潜在条件。宣威市境内岩性以石灰

岩为主,其次是碎屑岩及玄武岩, 由于石灰岩具有可

溶性, 玄武岩具有气孔状结构,裂隙发育, 表层易风

化, 抗侵蚀能力弱。

宣威市全年降雨量大且集中,给水土流失创造了

条件。全市多年平均降雨量 1 100～1 200 mm ,降雨较

丰沛,因受季风影响,年降雨量的 89%多集中于夏秋

两季,且大雨、暴雨频繁,强度大。最大降雨多集中在

6 月, 平均降雨 220. 8 mm, 1 d 最大降雨量为 194

m m, 且降雨量随海拔增高而增大, 山区降雨量比坝

区、河谷区多。由于全市地势高差悬殊较大, 局部地区

容易形成控制面小, 历时短促, 降雨强度大的单点暴

雨, 对地表土层产生强烈的冲刷, 严重地破坏了土层

结构,抗侵蚀能力大大减弱, 侵蚀强度剧增, 随着地表

径流的大量形成, 造成严重的洪灾和沟蚀, 从而加剧

了水土流失,激发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云南省宣威市由于人类活动较早, 人口密度大,

对生态环境的干扰严重。据报道, 人为的滥砍乱伐,毁

林开荒, 导致森林面积大量减少, 森林覆盖率由 50年

代 47%降到了 1986年底的 27. 4%,荒山秃岭与陡坡

耕地面积增大,导致了水土流失防护能力不断降低。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源开发与基本建设速度

不断加快, 一些生产建设单位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只

顾眼前和局部的利益,忽视水土保持, 开山取土, 大量

废碴、弃土随意堆放,人为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导致生

态环境急剧恶化,给社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了极

大碍障。

3　水土流失治理对策

3. 1　因地制宜,分区治理

根据宣威市各乡(镇)自然地理条件不同,社会经

济基础悬殊,水士流失的分布及强度,土地利用方式

及需采取的防治措施有差异,为了高效推进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 将该市水土流失治理分为 3个类型区,采

取不同的治理方略,实施治理。

3. 1. 1　西部中山河谷中度水土流失治理区( A 区)　

西部中山河谷中度水土流失治理区属长江流域, 包括

靖外、西泽、务德、热水、龙潭 5个乡。地形复杂, 山高

坡陡,坡耕地多, 多为岩溶侵蚀地貌,切割较深,地表

径流系数大,降雨集中,其多年平均降雨量在 900～

960 mm 之间,水土流失面积为 727. 78 km
2, 占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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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总面积的 12. 0%,占流域面积的 45. 2%,其中轻

度流失面积 414. 07 km
2 ,占流失面积的 56. 9% ,中度

流失面积 312. 68 km2 ,占流失面积的 43. 0% ,强度流

失面积 1. 03 km
2
,占流失面积的 0. 1%。

治理方法:以小流域为单元,以坡改梯为突破口,

大搞基本农田建设, 以经果林为重点, 结合小型水利

水保工程和农耕措施, 大力发展小流域经济。

( 1) 对 25°以下的坡耕地,以坡改梯地(田)为主,

暂时无法实施坡改梯地, 必须采取自然梨作自然梯

化,田面实施农耕措施,地埂实施植物篱生物埂措施;

25°以上的坡耕地必须退耕还林,营造水土保持林、实

施农林复合经营,暂时确有困难, 必须严格采取保护

性耕作和栽培,控制土壤侵蚀。

( 2) 提高农作物和果园管理水平, 增加科技含

量,提高土地生产力,增加经果林产值。

( 3) 进行能源结构改革,普遍推广节能措施,积

极推行以煤代柴, 严格限额采伐。

( 4) 加大执法监督力度,特别是对基本建设和资

源开发的单位和个人, 必须严格执行《水土保持法》和

《宣威市(水土保持法)实施细则》及其相关法律、法

规、条例等等。

3. 1. 2　宣威中部盆地轻度水土流失区( B)　该区属

珠江流域,包括榕城、板桥、来宾、落水 4个乡(镇) ,水

土流失 476. 30 km
2
, 占全市水土 流失总面积

3 451. 12 km
2
的 13. 8%; 其中来宾镇 157. 40 km

2
,中

度侵蚀比重较大,落水乡 122. 20 km
2
,板桥镇 120. 80

km
2, 榕城镇 75. 90 km

2。

治理方法:以搞好城市水土保持为中心, 加大执

法监督力度; 以小流域为单元,以发展经果林为重点,

继续提高水利化程度, 抓好基本农田建设,大力发展

小流域经济, 走产业化发展的路子, 进一步提高人民

群众的生活水平。

采取措施: ( 1) 广泛推广高标准的坡改梯示范

工程, 高起点的水土保持造林工程, 建立各级水保示

范基地等。( 2) 做好城乡水土保持工作,对城市建设

和水土资源利用加强管理, 使建设项目和水土资源利

用走入法制化轨道, 加大执法力度, 特别是对来宾煤

矿、电厂、磷肥厂、水泥厂、氮肥厂等大中型企业的执

法监督。( 3) 提高经济林的营造和管理水平,加大科

技含量,走农业产业化之路,增加群众收入,使水土保

持深入人心, 变成自觉行动。( 4) 大力推广节能措

施,积极推行以煤代柴,以电代柴,严格限额采伐。

3. 1. 3　北部、东部高山河谷中(强)度水土流失区

( C)　该区属珠江流域西江水系, 包括龙场、格宜、宝

山、普立、田坝、东山、海岱、羊场、得禄、倘塘、杨柳、双

河、乐丰、文兴、阿都 15个乡(镇)及龙潭 14 个村公

所。水土流失面积 2 247. 04 km
2 ,占全市水土流失总

面积的 3 451. 12 km 2, 其中海岱乡 139. 40 km2 ,东山

乡 173. 42 km
2
, 羊 场 镇 191. 10 km

2
, 田 坝 镇

136. 60 km
2
,龙场乡 163. 30 km

2
,格宜镇 133. 70 km

2
,

宝山乡 134. 30 km
2 ,龙潭( 14个村公所) 178. 30 km

2,

得禄 155. 10 km 2, 普立 80. 60 km 2, 文兴 71. 10 km 2,

阿都 87. 10 km
2
, 双河 98. 92 km

2
, 乐丰 195. 40 km

2
,

杨柳 73. 90 km
2, 倘塘 234. 80 km

2。

治理方法:以监督执法为重点, 搞好现有大中型

企业的水土保持工作,以小流域为单元,以封禁治理

为主要措施,积极进行退耕还林, 发展经果林和牧草

为突破口, 结合小型水利水保工程, 大搞基本农田建

设, 发展小流域经济。

采取措施: ( 1) 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加强预防保

护, 严格执行《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做到“三同时”制

度的执行。( 2) 对 25°以上坡耕地必须退耕还林, 暂

时确有困难的,必须改变耕作方式, 采用横坡耕种或

套种等,同时必须采用农耕措施, 大力推广使用生物

埂。( 3) 提高管理水平,增加科技含量,特别是对经

果林和牧草的种植和管护。( 4) 大力推广节能措施,

积极推行以煤代柴,以沼气代柴等,严格限额采伐。

3. 2　突出重点,积极推进

1996年, 宣威市的水土流失面积已达 3 451. 12

km 2,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该市生态环境恶化,阻碍

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近几年来已引起各级领导和广大

干部群众的高度重视,大家群策群力,积极治理水土

流失。1997年 12月, 该市长江流域区( A 区)已被国

家列为长江流域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工程县(市)之一,

实施期为 1997—2010年,计划 14 a 时间共完成长江

流域治理面积 708. 73 km
2 , 占流域内流失面积的

97. 4%。治理方法以坡改梯为突破口,大力营造水土

保持林,以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为依托,集中连片栽种

经济果木林,对侵蚀沟进行强化治理,加强小型水利

水保工程建设,对疏、幼林进行封育管护,实行以小流

域为单元, 采取生物措施、工程措施、农耕措施相结

合, 通过山、水、林、田、路的综合集成、集中连片治理,

大力发展小流域经济,把小流域建设成为多目标、多

功能、高效益的综合防护体系和经济体系的水土流失

治理模式。在总结“长治”工程治理经验的同时, 认真

开展全市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争取珠江流域( B 区、C

区)水土保持治理在较短时期内尽快启动, 计划到

2010年, 全市水土流失治理达 3 370. 61 km
2
, 占全市

现有水土流失面积的 9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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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四是组织公民义务劳动等。1998 年长江洪水之

后,国家的投资力度大为增强,防洪建设又上新台阶。

今后应继续加强。

3. 5　要制定和进一步修订城市防御洪水的预案

洪涝灾害是一种低频率的随机事件,各城市要针

对发生不同量级洪水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及时制

定和进一步修订城市防御洪水的预案。预案要科学合

理,具可操作性,并有应急措施。

3. 6　加强法制建设

建议国家尽快制定与颁布城市防洪法,以及与之

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和办法,完善有关规章制度, 使城

市防规范化。逐步建立包括防洪、抗震、人防、防火等

城市综合防灾体系,保障城市能有效的发挥其功能。

3. 7　把城市防洪纳入环境综合整治的范畴

近几年, 洪水之所以能肆虐成灾, 主要与环境系

统质量和功能降低有关,只有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从大环境上进行治理, 求得大环境整体上的良性转

化,城市防洪的严峻形势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和扭转。

3. 8　建立现代化的城市防洪预警预报系统

城市防洪预警预报系统是城市防洪现代化的标

志。逐步利用 3S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与自动化管理

手段武装完善城市防洪系统,并建立相对完善的城市

防洪预警预报系统。

3. 9　城市防洪保险

洪涝灾害往往损失巨大,建立防洪保险能够达到

既减少洪灾损失又改变损失分配的双重目的。目前我

国已在淮河南润段进行漫堤行洪保险试点, 浙江省及

广东省的部分地区也开展了海堤防洪保险等,取得经

验后,可逐步向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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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大搞生物谷坊,防治沟蚀

宣威市土壤侵蚀主要来源于侵蚀沟的发育,治理

严重的沟蚀, 建设了大量的砌石谷坊、拦沙坝,收到了

一定的治理效果。然而,由于沟中来沙量大,一般沟中

谷坊、拦沙坝 1～2 a 就淤满,须加高才能发挥效益,

但是,从工程的角度是无法无限地加高的, 而且,从经

济的角度也是不可行的,因此,提出了修建生物谷坊

的设想。修建生物谷坊,一是能将传统谷坊非自组织

系统转变成自组织系统,利用光合作用积累能量,自

我构建拦截体,使谷坊拦截量不断增加;二是降低了

工程造价, 一般生物谷坊是砌石谷坊造价的 1/ 6。三

是绿化了荒溪, 使退化土地得到一定程度的生态恢

复,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

3. 4　认真贯彻《水土保持法》

( 1) 完善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制度,

加强水土保持“预防为主”方针的落实。为彻底扭转

“一方治理, 多方破坏”的被动局面, 认真贯彻执行水

土保持法, 宣威市建立了各级水土保持监督执法体

系。项目建设单位将严格执行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制

度, 按照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坚持制止牺

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利益的做法, 对可能造

成水土流失的开发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必须编制

水土保持方案,做到开发建设项目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

应同时验收水土保持设施。

( 2) 加大宣传力度, 加强对广大干部群众的普法

教育,使水土保持持成为干部和群众的自发行动。加

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群众的《水土保持法》等相关知识

的学习宣传, 提高广大干部、群众以“法”防治水土流

失的意识,同时主管部门要坚决做到“有法必依, 执法

必严,违法必究”维护法规的权威,依“法”搞好水土保

持工作。把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作为改善人

民生存条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来抓,确保党和国家提

出的“十五年初见成效, 三十年大见成效”宏伟目标的

实现,力争把宣威市建设成一个环境优美,经济繁荣,

人民富裕,社会安定的现代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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