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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南部水土流失区的开发型
治理及其效益

`

杨艳生 梁 音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南京2 l0 (沁名

刘柏根

(江西宁都县水保站 )

摘 要

水土流失区的开发型治理是将水土流失治理与种植养殖
、

产品加工和沈通
、

水土资源开发及环境建设

相结合
.

其治理原则是
:

统一规划
、

合理布局
,

分块实施
、

多方承包
.

资金自筹
,

提供优惠
,

效益归已
.

本文还对治理实施程序
.

植被结构和效益进行了讨论和阐述
.

关键词 水土流失 ; 开发型治理 ; 效益

目前
,

在经济相对较发达
、

人才技术力量较强 的地区
,

对水土流失都采用开发型治理
,

这种治理模式
,

又称生态经济型
.

即以某一种种植业为主
,

采用综合防治措施
,

进行治理开

发
.

它与过去的治理模式不同之处
,

就在于突出经济效益
,

把治理和开发统一起来并一步落

实到位
.

本文将对这一模式加 以讨论并对其效益进行评估
.

1 水土流失的发生与治理阶段的回顾

水土流失是 由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所引起
.

目前人们对引起水土流失的自然力常常还很

难控制
.

而人为引起的水土流失则更是普遍和严重
.

在人 口稀少的情况下
,

人均 占有广阔的土地
,

单位面积的低生产力可基本满足人们的需

求
,

使生产
、

生活和人类生存环境之间基本上维持协调状况
.

但随着人 口的增加和人们对物

质要求的提高
,

原有土地的生产力就远远满足不了人类的需求水平
,

因而常常就以消耗资源

为代价
.

去获取暂时较多的物质生产
.

此外人类的物质文明发展
,

要求变革 自然
,

发展社会

经济
,

但同时对 自然规律缺乏认识
.

在建设的同时又破坏了 自然
,

反过来必然遭受 自然的惩

罚
.

以引起水土流失为例
,

常见的有
:

( 1 )山区林木开发
,

无规划 的过量砍伐 ; ( 2) 牧畜业的超载放牧 ; ( 3) 农业垦植时陡坡开

荒 ; (4 )种植业中的长期亏损投人 ; ( 5) 对土地的掠夺索取
:
如铲草皮

、

过量采药
、

剥土采矿

等 ; ( 6) 无保护措施的开矿
、

采石
、

修路
,

建电站和水库造成的水土流失迹地 ; (7) 营林中的

坡面全垦和放火烧山 ; ( 8) 工矿企业污染物水
、

气
、

渣的无处理排放 ; (9) 只强调开发
,

不强

调管护
.

上述这些是造成水土流失或水土资源破坏的主要人为活动
,

而且这些活动后果造成了整

个环境的恶化
,

反过来又促进水土流失的发展
.

所以在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环境间题中
,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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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流失和水土保持间题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事实上
,

对水土流失区或水土流失防治区
,

并

不只是水土 的保持问题
,

而是要求对水土资源及其相应环境进行建设
.

目前人们提出的
“

农

林体系
’

和
“

持续农业
. ,

其实质就是要在大农业发展 中
,

进行农林体系的合理布局
,

建设农

业持续发展的环境和条件
.

过去对水土流失防治强调保持有余
,

而强调建设不足
:

50 一 60 年代及此 以前
,

水土保持主要强调种树种草
,

虽然曾起到积极作用
,

但最终效果

并不明显 ; 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
,

主要强调小流域综合治理
,

山水林田路统一规划
,

而且

收到了明显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

但是总体上这一治理模式的经济效益较差
,

资金回收速

度慢 ; 在管理上基本上还是国家投资
,

群众投劳
,

集体经营
,

亏盈不究
.

治理成果难以巩固

和发展
.

80 年代以来为适应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许多地方利用部分水土保持经

费进行开发型治理
,

使治理速度明显加快
.

治理效益
,

尤其是经济效益明显 〔`刃
,

它很快

形成了示范区并辐射到周围区域
.

这样
,

在水土流失的防治认识和实践上
,

就形成了生物治

理
、

小流域综合治理和开发型综合治理 3 个阶段
,

这些阶段适应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和经

济技术水平
.

可以预见
,

今后人们将会愈加推广开发型综合治理模式
.

2 开发型综合治理模式

开发型综合治理模式强调生产同环境的协调
.

它同种植
、

养殖
、

产品加工和商品流通相

结合
,

并把水土
“

保持
’

更新为水土资源的恢复
、

建设和开发利用
.

要求在模式实施中给予较

高投人
,

高标准的工程生物治理
,

先进的科学经营管理方法
,

对水土保持管理人员素质也有

更高要求
.

因而可以带来更加可观的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

1 1 治理原则

开发型综合治理其原则是
:
统一规划

,

合理布局
,

分块实施
,

多方承包
,

资金自筹
,

提

供优惠
,

效益归已 ; 坚持高投人
、

高标准
、

高质量
、

高效益 ; 坚持以短养长
,

长短结合 ; 坚

持种养业结合
,

相互促进
,

持续发展
.

其中统一规划十分重要
,

缺乏统一规划
,

势必造成遍

地开花失去管理
.

此外
,

所谓开发型治理
,

并不是单纯搞开发
,

也不是全部土地都用作开

发
,

而是要统一规划
,

做到经济林
、

水保林
、

用材林或风景林等合理布局
,

使得生产和环境

相互协调
.

.2 2 治理实施程序

.2 .2 1 确定实施地域
:即根据实际可能

,

确定在一定时间内的治理范围
,

以达到集中连片的

分块治理 ;

.2 .2 2 明确治理要求
:
对治理原则

、

实施内容
、

施工期 限等必须明确
,

保证治理成功
.

.2 2 3 重视水保工程
:
对山丘中上坡地应因山就势开挖水平台地

,

对水保林
、

用柴林
、

风景

林
、

防风林都要合理安排
.

.2 2
.

4 安排道路和路边排水渠系
:
道路是开发区施肥管理和产 品运输不可少的

,

要重视道路

的防冲措施
.

1 2
.

5 开挖栽植穴
:
开发治理 区 的主要经济作物一般都是栽植在梯地或水平台地内

.

栽前挖

印 x
60

x
80 厘米长宽深规格的穴

:

乔木每公顷挖 7 50 一刃 00 个
,

半乔木为 1500 个
.

.2 .2 6 施足基肥
:因侵蚀劣地土质瘦瘩

,

每穴应施足农家肥
、

垃圾肥等 50 一 1 50 公斤
.

1 .2 7 巧用磷肥
:
侵蚀土壤一般严重缺磷

,

每穴约施用 2 公斤钙镁磷
,

另 1一2 公斤用于林下

作物及绿肥
.

使每公顷磷肥用量 7 50 公斤
,

可以促进植物良好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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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8护埂
:台地的边埂雨后必须维护

,

确保坡面不产生地表径流冲刷
.

边埂上还可结合栽

植桑
、

金花菜
、

草蓦
、

菠萝等作物
.

.2 .2 9 台地绿化
:
经济作物初栽期

,

苗小郁蔽度低
,

此时台地内可根据情况栽植些绿肥
、

饲

料和豆科作物等
,

既可增加收益
,

又培肥了土壤
.

.2 .2 10 养畜业配套
:
根据经济作物面积

,

每年肥料消耗量
,

应安排一定养畜量
,

使之有足

够饲料保证
.

1 3 治理区的植被结构

1 .3 1 水保林区和经济作物 区的植被结构
:
水保林区在热带及亚热带条件下

,

可建立乔
、

灌
、

草相结合的多层结构
.

在土质较差的较陡坡面可先形成草灌植被
,

一般选取豆料灌木较

好
.

乔木栽植应避免单一树种
,

应针阔叶树混交
.

林草栽植不仅在坡面上很必要
,

在平地经

济作物区内
,

亦应适当安排
,

以便防风固土
,

点缀风景
,

调节环境
.

经济作物区除主要经济

作物外
,

还应安排乔木
、

灌木和草本作物的栽植
,

以便以短养长
,

同时注意豆科和非豆科
,

深根和浅根作物 的配合
.

.2 .3 2 山丘坡面的布局结 构
:
一般的结构模式是顶林

、

腰果
、

谷粮
.

在山丘坡面的中上部位

应以栽植水土保持林为主
,

中间部位用以发展经济果木
,

下部主要发展粮食生产
.

.2 .3 3 种养业和产供销配套
:一些开发治理 区效益不好

,

主要是缺乏产业配套
.

如栽植了大

量饲草绿肥
,

却没有相应的养畜业 ; 生产了大量鲜果
,

又缺乏销售渠道和加工设备
.

最终是

丰产不能丰收
.

3 开发型治理的效益举例
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区有许多水土流失区开发型治理成功的实例

.

现以福建泉州市和诏

安县官破乡的治理为例
,

分别作为面上和点上 的开发型治理模式
.

3
.

1 栽植杨梅对侵蚀劣地的开发治理

据 1 9 84 年统计
,

泉 州市水土流失面积 2 320 平方公里
,

占总土地面积 21
.

4 %
,

其中中

度和强度流失面积 10 9 5 平方公里
,

占流失面积 47
.

2%
.

过去许多 流失区植树种草
,

治理过

多次
,

因未有经济收益
,

屡治屡破坏
.

但 自 80 年代栽植生产快
、

经济价值高的杨梅以来
,

开发治理各类侵蚀劣地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

到 90 年代初
,

全市栽杨梅治理侵蚀劣地 53
.

3 平

方公里
.

如该市南安县美林镇
,

总面积 1 0 6
.

2 2 平方公里
,

水土 流失面积 36 平方公里
.

自

1982 年以来
,

共治理水土流失 面积 27
.

6 平方公里
,

其中栽杨梅开发治理面积 9
.

3 平方公

里
,

到 19 8 9 年试产面积达 .3 6 平方公里
,

累计产值 36 .0 5 万元
,

套种桃
、

李
、

菠萝
、

豆类

等收人 30
.

4 万元
,

累计总投资 36 .4 9 万元
.

经济效益明显
.

栽植杨梅有十分显著的 3 大效

益 :

( l) 生态效益
:
栽杨梅数年后

,

土壤容 重较栽植前减少 3
.

9一 .7 4%
,

土壤渗透速度提高

55
.

2一 130
.

0%
,

土粒水稳性指数增加 9
.

5一 171
.

4%
,

除钾元素以外
,

其余土壤养分元素有不

同程度的增加
,

据测定
,

杨梅地的固氮量可达 26 公斤 / 亩
.

在夏季
,

杨梅地同附近疏林地

比较
,

表层土温低 1
.

7℃
,

气温低 0
.

3℃
,

空气湿度高 1
.

3%
,

地表绝对最高温度低 2
.

1℃ ;

在冬季
,

表土温度平均高 0
.

9℃
,

地表绝对最低温度高 1
.

7 ℃
,

土壤水分状况也有不同程度

的改善 即
.

(2) 社会效益
:
解决劳动力 出路

.

泉州市 1 9 9 2 年以来搞栽杨梅开发 型治理
,

解决了约 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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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劳力 的就业 问题; 同时上市杨梅鲜果 63 7
.

7吨
,

上交 国家税利 2
.

6 8 万元 ; 此外水保效益

也十分显著
.

如美林镇经治理使 1 73 公顷农 田免遭水 冲沙压
,

粮食单产增加 9 15 公斤 / 公

顷
,

原有 16
.

6 公 顷的易早山垄 田
,

在 19 8 6 年百 日无雨情况下仍获得好收成
.

( 3) 经济效益
:
到 1 98 9 年止

,

泉州市栽杨梅搞开发型治理水土流失总投人 1 624
.

58 万元
,

若从 19 8 2 年起 20 年计算
,

年利率为 7%
,

以 19 8 9 年为基准年
,

作效益分析
,

其产投 比为
1

.

73
,

总净效益 3 0 3 .2 42 万元
,

年净效益 3 81
.

78 万元
,

投资回收年 限为基准年后 .2 2一 3
.

3

年
.

.32 栽植荔枝开发治理花岗岩浅丘侵蚀劣地 闭

福建诏安县官破乡
,

水土流失面积 15 .0 7 平方公里
,

占土地总面积 68
.

2%
,

其中 20 平

方公里海拔高 < 300 米
,

坡度 < 25
“ ,

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

属 白沙土层出露的花岗岩流失

区
.

1 9 8 4 年以来
,

经过规划进行开发治理
,

在侵蚀劣地上共栽荔枝 681 公顷
,

其中早栽的

21 3 公 顷已进人初产期
,

已收荔枝鲜果 2 17
.

7 吨
,

直接经济收人 83
.

41 万元
.

所采取的措施

是
:

1 .2 1 统一规划合理布局
:
首先考虑林

、

果
、

农地的合适 比例和果园
、

道路
、

排灌设施的统

一布局
.

实行分片承包和建立典型示范区
.

以一定的规模集中
,

又在集中下分散
,

做到点面

兼顾
,

把水土流失治理
、

经济开发和生态环境建设统一进行
.

因而进展快
,

效果明显
.

19 84

年
,

在试验区栽荔枝 900 株
,

成活率达 84 %
,

第 4 年试产平均单株 .0 75 公斤
,

最高 .6 8 公

斤 / 株 ; 第 7 年平均单株 5
.

25 公斤
,

最高 50 公斤 / 株
.

到 19 91 年
,

面积 20 公顷以上 的示

范片达 11 个
.

.3 .2 2 强化劣地的土壤改 良
:
由于土壤十分疥薄

,

土壤有机质
、

全氮
、

全磷
、

全钾含量分别

仅为 2 .2
,

0
.

17
,

0
.

3 6 和 。
.

9 0 克 / 公斤
,

土壤容量 1
.

5 克 / 厘米
,

.

改良措施有
:
挖穴改土

,

挖

深 50 厘米
,

宽 30 厘米
,

长依施肥量多少 而定
.

每穴施牛粪或其他农家肥 50 一巧O 公斤
,

1
.

5一 2
.

0 公斤复合肥或 .2 0一 .2 5 公斤过磷酸钙
,

2 公斤碳铰 ; 客土改 良
,

每公顷用 60 一 120 吨

塘泥
,

结合绿肥压青 ; 勤施追肥
,

初栽幼树
,

每年施 1一 2 次腐熟人粪尿等速效肥
,

每年至

少追施农家肥一次
,

量 50 一 10 0 公 斤
,

过磷酸钙 1
.

5 公斤
,

1 公斤碳钱或 1一 1
.

5 公斤复合

肥 ; 套种绿肥
,

在果树间套种花生
、

大豆
、

绿豆
,

印度可豆等
,

或在埂边路旁栽其它绿肥以

开辟肥源
.

.3 .2 3 落实承包责任制
:
分 3 种形式

,

离村远的侵蚀劣地 由独户承包
,

一般每户承包

2 / 1 5一 3 / 15 公 顷的地
,

全乡 5 3 2 0 农户共承包 4 60 公顷 ; 统一开发分户管理
:
由村组织劳

力
、

资金
、

苗木
,

栽好后
,

由农户承包管理
,

收获后按 10 一 30 % 比例上交集体 ; 联户承包
:

适用于边远山区
,

那里治理面积大
,

由若干自由联合的农户共同承包可形成较强的开发治理

能力
,

目前全乡共有 32 个联户实体
.

诏安县 自 1 9 8 4 年起历年修水平梯 田栽植荔枝后
,

随着果树的不断投产
,

其荔枝产量
、

经济效益正成倍地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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