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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网状物铺设技术绿化黄土高原的思路介绍

余 祥 钟
(澳大利亚 雪梨)

　　保持水土资源 ,建设和保护人类生存的生态环

境 ,是当前国内外共同关注的问题 。在我国历史上 ,

黄河之危害人所共知 。黄河的泥沙主要来源于黄土

高原的水土流失 ,而黄河的泥沙又是黄河下游洪水泛

滥成灾的根源。因此 ,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问题已成

为举世瞩目的重大问题。早在明朝初期 ,就有人开始

提出“治水先治源”的方略 。民国时期 ,中外专家进一

步提出了上 、中 、下游全面治理黄河的意见。新中国

成立后 ,治理方略日趋完善 , “水土保持是治黄的根

本”这一观点日益明确。已有的研究表明 ,植被是抑

制水土流失的重要因素 ,恢复植被是黄土高原地区生

态重建的关键 。几十年来 ,在这一指导思想的指导

下 ,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水

土保持技术措施战略也经历了由单一理化工程治理

到理化 、生物与生态工程相结合的综合治理阶段。但

由于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的复杂性 ,目前黄土高原

的水土流失仍很严重 ,甚至有些地区由于复杂地形地

貌环境的限制 ,水土保持工作进展缓慢 ,远远不能适

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

在推广应用已有技术成果的同时 ,去另辟新径 , 探求

水土保持科学研究中的一些新技术和新方法 ,从而更

有效地推动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的大力发展。

笔者受到已在国外土木工程领域已应用多年的

网状物技术的启发(该技术在护岸 、护坡等方面效果

显著 ,但未曾应用于黄土高原),提出了在黄土高原地

区治理水土流失一项新技术———网状物铺设法。利

用一种网状物直接铺设在水保措施难以到达的沟壑

和峭壁处 ,不但可防止雨水裸露地表的直接击溅;还

可防止径流冲刷(图 1)。网状物重量轻巧 ,具有可塑

性 ,又是成卷运输 , 数卷可连在一起使用 ,长达数百

米 ,非常适合传统水保措施难以到达的复杂地形和地

貌。在有效保护地表的同时 ,也不会妨碍位于网下的

植被生长 ,新生植被也会陆续出现在地表。暴露的地

表有了网状物的保护以后 ,地面的植被种子不易流

失 ,又增加了雨后植被生长的机会。此外铺设网状物

不需要整地工作 ,所以不会破坏地面和现有的植被 ,

在网下的植被生长后 ,网状物可回收再用 ,只要稍加

整修后又可用于它处 ,再用率可达 90%左右 ,大大降

低材料成本 。网状物可以在大规模的面积上同时使

用 ,在短时间内达到减沙和恢复植被的效果。因此使

用网状物以后 ,不仅保护地表不受侵蚀 ,植被也将逐

渐增多 ,大量减少黄土高原的泥沙产量 ,减少入黄泥

沙 ,进而减少黄河下游河床堆高现象 ,减轻黄河泛滥

的危机 ,具有促进恢复黄土高原的绿化 ,改善环境 ,减

轻灾害等效益。

使用网状物防治水土流失 ,在世界各地己有 20 a

多的使用经验 ,将它引入黄土高原的生态整治中 ,其

成功机率较大。为此 ,笔者已会同国内知名研究机构

的诸多专家学者和有关政府部门官员 ,提出了应用该

技术绿化黄土高原的倡议计划书 ,希望能被政府采用

实施。并希望通过全民协作和政府支持 ,使这一新技

术 、新理念得到社会关注和认可 ,共同为绿化黄土高

原的目标努力 ,也为解决黄河的历史性水患问题奠定

基础。

图 1　网状物铺设法示意图(网状物遮盖率约为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