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土流失使生态环境恶化

综合治理刻不容缓

一山 东省蒙阴县水土保持考察纪要

山东省水土保持考察组

为搞清山区水土流失现状
,

研究开展水土保持与发展山区生产的关系
,

省科协根据

专家建议
,

组织了农业
、

林业
、

水利
、

地理
、

植物等学会的科技人员
,

于 1 9 8 1年 4月 13

一 27 日对蒙阴县做了重点考察
,

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

一
、

基本情况

蒙阴县位于蒙山之北
,

总面积1
,

5 80 平方公里 ( 2 3 7万亩 )
,

4 3
.

3 7万余人
,

平 均 人

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2 75 人
。

耕地 54 万亩
,

占总面积 2 2
.

7%
,

其中山地 21 万亩
,

丘岭 地 28

万亩
,

山间平原 5 万亩
,

每人平均耕地 1
.

25 亩
,

山滩 3 亩
。

境内山岭重迭
,

峰峦起伏
,

有大小山头 5 20 个
,

一般地 形 海 拔 高2 00 一 300 米
,

蒙

川最高海拔 1
,

1 55 米
。

全县约有大小河
、

沟 1 1 , 000 余条
,

大于 5 公里的主要山河如蒙河
、

梓河
、

东坟河等共有 34 条
。

气候属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
,

年平均降水量 8 5 7
。

2毫米
, 6 一 9 月降雨 占 全 年

7 4
.

8%
。

年平均蒸发量 1 , 3 20 毫米
。

年平均气温 12
.

8 ℃ , 7 月份平均 2 6
.

7 ℃ ,

一月份平均

2
.

9 ℃ ,

极端高温 40 ℃
,

极端低温 一 21
.

9 ℃ 。

无霜期平均 1 88 天
。

河流为雨源型
,

多年平均

径流量 6 亿立方米
, 6 一 9 月河川径流占全年 8 4

.

5%
。

土壤
、

地质
、

地貌可分两类
: 在沉积岩地区 (亦称青石山区 )

,

山岭顶坡主要是褐

色土
,

共有 4弱
.

7平方公里
,

占全县总面积 28
.

3 % ,
在岩浆岩和变质岩地区 (亦称 砂 石

山区 ) 共有 1 , 0 38 平方公里
,

占总面积 65
.

0 %
,

山岭顶
、

坡分布的是各种棕壤
; 地 势 平

缓的河流两侧
,

是由以上两类土壤演化的潮褐土或潮棕壤
。

二
、

水土流失现状及其危害

解放后
,

蒙阴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

虽受几次
“
左

”
的干扰

,

但治山
、

治水
、

整地
、

改土
、

封山造林等仍取得了很大成绩
,

促进了生产和建设发展
,

出现了一些永土保持先

进典型和单位
。

如
:

天麻林场
、

中山寺林场
、

岱尚公社贾庄大队
、

野店公社新庄大队及一

些综合治理的小流域等
,

都为我们搞好水土保持
、

发展山区生产
,

提供了宝贵经验
。

但

从蒙阴县总的情况看
,

目前大部分地面水土流失情况十分严重
,

表现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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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水土流失面积正在扩砚
,

强烈住蚀面积大

按蒙阴县的实际情况分析
,

该县解放初水土流失面积 1 ,

36 4
.

7平方公里
,

建国 后 到

19 8 。年治理面积为 4 92 平方公里
,

占水土流失面积 3 6
.

1 % , 达到控制流失标准的面 积 只

有 3 17 平方公里
,

占原流失面积的 2 3
.

3 %
。

但因近年来滥牧
、

滥垦
、

滥樵
,

植被破 坏 严

重
,

工程效益减退
,

按控制流失标准计
,

全县目前水土流失面积仍有 1 , 。47 平方公 里
,

占原有数 7 6
.

7 %
。

据对典型流域侵蚀情况调查
,

青石山区孙家麻峪和砂石区叶家沟两个小流域面积分

别为 6
.

1 4和 1
.

6 9平方公里
.

其中
:

农田为 2 , 9 2 5和 i , 5 6 1亩
,

荒坡 5 , 3 6 9和 3 3 7 亩
,

林 地

1 , 3 38 和 33 7亩
,

垦殖指数为 3 0
.

3 %和 7 3
.

4%
。

目前两个流域土壤分布
:

土层厚度大于40 厘米

的轻度侵蚀面积仅占1 0
.

8% 和 5 % , 土层厚度在 20 一40 厘米的中度侵蚀面积占50
.

4%和

36
.

9% , 土层厚度不足 20 厘米甚至岩石裸露的强烈侵蚀面积占 38
.

8%和 5 8
.

1%
。

可见
,

绝大部分地面土壤侵蚀异常强烈
,

强度侵蚀面积还在 加速扩展
。

(二 ) 土幼流失皿剧增
,

河床抬高
,

水库淤积严重

岸提水库总库容 7
.

76 亿立方米
,

上游 l
,

6 94 平方公里
,

其中蒙阴县占93 %
,

沂 水 县

占 7 %
,

可见
,

该库淤积泥沙主要来 自蒙阴县
。

扣除该库上游 中小型水库
、

塘坝控制面

积
,

直接进入岸提水库的区间流域面积为 1 , 1 74 平方公里
。

如不计溢洪带走的悬移 质 沙

量和上游沟
、

河淤沙
, 1 9 6。一 1 9 79 年该库淤积总量为 5 , 8 30 万立方米

,

年 侵 蚀模 数 为

2 ,

61 4立方米 /平方公里
。

其中
: 1 9 7 3年 前的 13 年为 3 ,

79 0万立方米
,

平均 2 ,

03 9
.

1立方米

/平方公里 , 1 9 7 4一 1 9 7 9年 6年淤积为 2
,

0 40 万立方米
,

平均为 3 , 8 5 8
.

6立方米 / 平 方公

里
,

比前 13 年平均增加 8 9
.

2%
。

据此推算
,

蒙阴县近六年平均每年泥沙流失总量为 6 09
.

7

万立方米
,

相当 30
, 4 83 亩地

,

每年流走 30 厘米厚的土层
。

而且造成这种情况
,

并非由于

降雨增加所致
。

据岸提水库降雨记录
,

后六年平均 6 一 9 月降雨少 7 5
.

3毫米
,

年平均雨

量也少 62 毫米
。

可见
,

流失量增加
,

主要是受人为活动影响
,

与某些不合理的农业措施

直接相关
。

全县 94 座 中小型水库
,

亦有不同程度淤积
。

如黄土山水库总 库 容 1 , 3 35 万立方米
,

14 年淤积 1 12
.

1万立方米
,

占总库容 8
.

4%
,

侵蚀模数 4 , 5 00 立方米 / 平 方公里 , 朱 家坡

水库总库容 1 , 2 30 万立方米
,

14 年淤积 8 6
.

1万立方米
,

占总库容 7%
,

侵蚀 模 数 1 , 7 22
.

7

立方米 /平方公里 , 而且兴利库容 的淤积量
,

占淤积总量的 70 %左右
。

据此推算
,

三 座

水库 (一座大型两座中型 ) 共减少兴利库容 4 , 2 20 万立方米
,

相当报销 中 型水库 4 座
。

按毛灌溉定额 5 00 立方米 /亩计
,

灌溉效益面 积 减 少 8
.

44 万 亩
,

相 当 蒙 阴 现 有 水 浇

地 3 3
.

1 7 %
。

小型塘坝的淤积更快
。

全县 73 5座塘坝
,

已淤平报废 26 。座
,

占塘坝总数 35 %
。

据县

水利局考察期间实测的 10 座塘坝
、

小水库资料
:

10 一 20 年 已有 40 %的水库塘 坝 淤 积 库

容 36 一65 %
,

目前淤积仍在加速
。

如此下去
,

不用 20 年至少有 60 %的塘坝
、

小水库将淤

去一半或全部淤平变成沙库
。

大中型水库寿命
,

亦要大大缩短
。

另外
,

全县 5 公里以上河流34 条
,

其中有 28 条河床逐年抬高
。

如高都公社全面开荒
,

东沟一
)
带山河

,

10 年淤高 1
.

3米
,

有的淤高 2 一 3米
。

旧寨公社新庄河
,

40 多年前 还 是
“ 一步

” 沟
,

现变成为 50 一 1 50 米宽的大沙河
,

河床 10 年淤高 2米
。

城效公社太保庄大队



境内河床
,

现己高出田面。
.

6一 1米
。

全县每年沿柯受涝 1
.

6万亩
,

水 冲沙 压 绝 产 1万

亩
,

每年约少收粮 食 2
,

00 0多万斤
。

有的地方经常河堤决口
,

需要年年加高修补
。

(三 ) 土峨姆化
,

肥力降低

据县土壤普查资料
,

以土壤中平均含全氮 0
.

03 4%
,

全磷。
.

06 6%
,

速效 钾 1 1 3 p p二

计
,

近 6 年平均每年流失土壤所带走的养分
,

可折合硫按 1 1 ,

00 0多吨
,

过磷酸钙 7 ,

20 0

多吨
,

硫酸钾 37 0多吨
,

合计近 2 0 , 0 0 0吨
。

按肥料销售价格 (每吨硫按 2 60 元
,

过磷酸钙

1 50 元
,

硫酸钾 1 , 。00 元 ) 和每斤化肥增产 3斤粮食计算
,

全县每年流失肥料价值 4 60 多万

元
,

相当于少增产粮食 l
。

2亿斤 (每人平均 27 6斤 )
。

从典型地块的土层变薄
、

种植面积减少情况看
,

水土流失速度相当惊人
。

现在全县

已有裸岩面积 10 万亩
,

加上 20
.

3万亩农田隙地
, 4 9

.

3万亩山岭薄地
,

17 万亩沟
、

河占地
,

以上四项共达 9 6
.

6 3万亩
,

占全县总面积 40 %
。

这些地块土层 已几乎流光
。

据在砂 石 山

区不同地点
,

对 7块严重侵蚀的坡耕地调查
,

年平均侵蚀深达 1 3
。

3一23 毫米
,

侵蚀模数
1 8

,

00 。一 32
, 2 50 吨 /平方公里 , 青石山区流失严重的一块地

,

年冲刷深 10 毫米
,

侵 蚀 模

数 1 3
,

80 。吨 /平方公里
。

高都公社东沟大队的北大岭
,

叠地顺坡种植
, 5一 1 0

。

的坡耕地
,

10 年就使 60 %地面露出基岩 , 10 一 1 5
。

坡上
,

10 年损失 80 %的面积
。

这里的山岭坡 地
,

土层多已不足 20 厘米
,

如不治理
,

不用 10 年就能冲成光石梁
。

由于水土流失带走肥沃细小顺粒
,

其中有机质含量
,

可比现有残留的山地土壤高 10

倍
,

导致 山区土壤砂砾化
,

肥力降低
。

据对土坡机械组成分析
,

砂石山区砂
、

砾含量可

占土壤总重 92 一 96 %
,

胶体粘粒含量多半不足 l %
,

现在山岭顶坡侵蚀严重的土壤多已

成为粗砂土
、

马牙砂土
、

粗骨土
。

全县岭砂土等已达 2 8
.

4万亩
,

占耕地面积 52 %
。

其 中

全氮量仅。
.

02 %
,

有机质含量 0
.

23 %
,

可见肥力极度贫乏
。

土壤普查对全县 8 类 13 种土

壤耕层养分含量测定
,

氮素和有机质含量
,

大多不够最低标准
。

如按稳产高产田要求
,

磷钾肥缺乏
,

亦是一个突出间题
。

有的地方由于破坏了农业的基础
,

生产环境恶化
,

产

量逐年下降
,

导致了广种薄收
。

如高都公社东沟大 队自报耕地 4 32 亩
,

粮食亩产 1
,

30 。多

斤
,

实际是大搞毁林开荒
,

种植面积 已达 1
,

0 00 亩以上
。 1 9 8 0年花生总产仅5

.

03 万斤
,

为

1 9 5 7年总产 1 4
.

5万斤的三分之一多一点
,

亩产也少 10 0多斤
,

社员分配工值
,

亦 由 1
.

00

元多降到 0
.

38 元
。

(四 ) 洪早灾奋撅挤
,

近年来有堪加趋势

据县气象资料
, 1 9 49一 1 9 8 0年

,

32 年出现较重洪涝灾害 12 次
、

早灾 n 次
。

近 8 年出

现洪涝 4 次
,

严重干早 3 次
,

冲毁塘坝 1 04 座
。

1 9 5 9年以来
,

22 年出现雹灾 22 次
,

近 8年出

现 10 次
。

近两年来
,

洪早灾害更加频繁严重
。

仅 19 7 9年一次洪水
,

河堤决 口 1 13 处
,

冲

毁 2 , 6 00 多米
。

还遭三次风暴
,

出现全县大旱
, 1 75 座塘坝干枯

, 2 40 条山河断流
,

21 3处

扬水站无水
,

89 个大队人畜吃水困难
,

受灾达 36 万亩
,

绝产 4 万多亩
。 1 9 8 0年又遭 3 次

洪涝
, 4 次冰雹

,

受灾 469 个大队
,

淹投房屋 1 , 3 37 间
,

冲倒房屋 1 , 4 81 间
,

冲毁 塘 坝 4

座
,

公路桥 n 座
,

树木 1 7 , 0 00 株
,

损失苹果 45 万斤
,

粮田减产绝产 5 万多亩
。

旧寨公社

南新庄大队
, 7月一场雨

,

山洪暴发
,

村内水淹 1 米多深
,

有 20 户住房冲成平地
。
许多

地方
,

基本丧失了抗灾能力
,

造成年年灾害不断
。

我国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
,

每年每平方公里土壤侵蚀模数可达 1 0 , 0 0 0吨以



上
,

而蒙阴县近 6 年每年平均为 3 一 4 千吨
,

数量比黄土高原少
,

但要看到黄土高原土

层深达数十米
、

上百米
,

每年剥蚀几十毫米
,

虽为数不少
,

.

但按占现有土层厚度
,
其相

对流失量 则比山东省就小得多了
。

因为山东省石质 山区
,

山岭耕地土层仅有 20 屋米左右
,

山林地的土层大多只有 10 厘米左右
,

再任其流失
,

山东省山区农
、

林
、

牧 业 生 产
,

将

会陷入更为严重的困境
。

因此
,

从能否维持土坡再生产的意义上说
,

山东省水土流失
,

比之黄土高原
,

潜在着更为严重的危险
,
搞好水土保持

,

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

三
、

造成水土流失的原因

造成水土流失有 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
,

但主要是不合理的人类活动
。

(一 ) 历史原因

蒙阴水土流失由来已久
。

据清代康熙 2 4年 ( 1 6 8 5年 ) 县志中说
: “

凡蒙之山
,

荆棘

晓确
,

大都不毛
。

稍有可耕之土
,

又岁岁冲决
,

非成河
,

即沙压
。

沧海桑田
,

变幻顷刻
,

土瘩民贫
,

鹑衣蜗居
” 。

又说
: “

遇雨 则万山建领
,

澎湃而下
,

田庐荡洗 , 遇旱则众壑

扬尘
,
田枯泽竭

,

涓滴难求
” 。

可见这里的生态环境早已恶化
。

加上日寇
、

国民党伐木

插寨和战争破坏
,

造成了大面积光山秃岭
,

仅剩极少残林
,

从而更加重了水土流失和生

态环境的恶化
。

(二 ) 自然因素

蒙阴植被稀少
,

地形复杂
,

暴雨集中
,

强度大
,

土壤有机质少
,

抗蚀力差
,

都是造

成水土流失的潜在因素
。

据对蒙阴县降雨频率分析
, 5 年一遇雨型

,

即 45 分钟降雨 50 毫

米左右
,

一亩地约需承受 3 3
.

3吨重量水体
,

产生数以亿计的雨滴打击地面
,
其降落速度

可达 3
.

6一了
.

8米 /秒
,

因此所产生的雨滴打击能量相当惊人 (约 2 16 一 1 ,

01 3吨
·

米 /亩 )
。

水土保持的控制标准
,

一般要求按照 10 年一遇暴雨设计
,

对蒙阴的雨型说
,

约相当一小

时降雨 77 毫米 , 2 小时降雨 93 毫米
; 3小时降雨 1 00 毫米

,

因此
,

这比前者具有更大冲刷

育旨
。

但据考察中观侧
,

目前蒙阴大多数山岭耕地
,

在 50 毫米降雨时
,

即可产 生严 重 冲

刷
。

从10 座塘坝
、

小水库的测淤资料看
,

河道
、

水库淤沙
,

主要是来 自农田
,

特别是顺坡

耕种的新开荒地
。

因夏播后
,

松土裸露
,

不等作物郁闭
,

即进入雨季
,

又加这种不合理

的耕种措施
,

故遇一般暴雨
,

即可造成严重流失
。

如联城公社魏石山大队
,

陡沟塘坝的

上游
,

1 9 8 0年开荒 5 亩
, 6 月下旬一场雨即冲进一个 80 立方米的沙堆

,

平均每亩冲刷量

达 18 吨 (2 7 ,

00 。吨 /平方公里 )
。

水库淤沙来源
,

还有草被稀少的荒坡和稀林地
,

凡 是

林草破坏严重的地方
,

水库塘坝的淤积就愈严重
。

如高都水库上游
,

因全面 开 荒 的结

果
, 1 9 8 0年侵蚀模数竟达每平方公里 1 3

,

65 0立方米 ( 1 6 ,

38 0吨 /平方公里 )
,

其流 失 之

严重
,

可谓山东省罕见
。

(三 ) 不合理的农林收生产措施及农田签本趁设

由于
“

左
”

倾路线干扰
,

如 1 9 5 8年的几个 “ 大办
” ,

三年困难时期的小开荒
,

特别是十

年浩劫
,

水土保持机构撤销
,

无政府主义泛滥
,

使原来初步治理的水土保持面积又一次

次遭到破坏
。

加之前几年工作上的失误
,

水土流失更加严重了
。



卜 单一抓粮食 “ 过江 ,
、

“ 上千 , ,

搞陡坡开荒
,

只顽眼前
,

不管子孙后代
,

大

搞
`
帮忙田” 。

如东物大队新开荒就超过了集体耕地两倍以上
,

旧寨公社沈家庄有的户

每人平均开荒可达 3 亩
,

翅过集体分给贵任田的 2 倍
。

2
、

盲目毅林开荒
,

缩河造地
,
破坏了植被

。

成百亩
、

上干亩毅林开荒
,

在蒙阴县

比较普遍
。

如旧寨公社王家峪大队就赎掉了 1
,

00 0多亩松林 , 沈家庄大队北岭毁掉 一 片

20 。亩松林
,

余下残林全都开了荒 , 城郊公社高家庄子和解家沟大 队 就 被 盗 伐 6万 多

裸树木 , 高都公社东沟大队毁林开荒 60 0亩 , 更有甚者
,

公然进入国营林场开荒
。

在
“

大

河一条线
,

小河靠边站
”
的口号下

,

全县毅何滩林 5万亩
,

出现了像联城公社毁林造地 2
,

。00

亩
,

水冲沙压 2 ,

20 0亩
,

得不偿失的事例
。

由于山上山下一齐毁林开荒
,

造成了山 上 裸

岩逐年扩大
,

山下水冲沙压
。

3
、

农田基建搞
“
大兵团作战

” 、 “
金镶边万 ,

只整公路两旁梯田
,

舍弃了大片山地

的治理
。

前几年进行农田基本建设
,

抽调大批劳力
,

主要搞些公路两侧梯田
,

治了一条

线
,

丢了两大片
。

有的地区不因地制宜
,

硬搞划方取直
、 “

人造小平原
” ,

整一亩地
,

花上千个工 ; 有的地区集中全队劳力
,

一冬春还整不出一块地来
,

影响了当年收益
,

挫

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 有的地区因年年劳力外调去搞
“
金镶边

” ,

造成多年冲毁的梯田地

捻
、

水土保持工程没人维修
,

只得任其冲别
。

(四 ) “ 三料
”
缺乏

,

谧牧严 t

凡是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
,

一般都是林草稀少
, “ 三料

”
(燃料

、

饲料
、

肥料 ) 俱

缺
,

因此人扒草根
,

羊啃树木也越来越严重
,

形成了林草越少越晴越刨
,

越啃越刨林草

越少的恶性循环
。

如王家峪大队
,

每户平均养羊 8 只
,

因长期滥牧
,
将礼 0 00 亩荒 山 基

本晴成光山秃岭
,

现在仅有1’ 000 亩残林
,

40 亩荒山还养不了一头牛
, 7 亩山养不 了 一

头朱 又如界牌公社杳山子大队牛羊滋牧
,

造成 2
,

00 0亩山场长期造林不见林
。

放羊 除

嘴啃外
,

还有玲珠
,

践瑞操田地治和水土保持工程
,

破坏地表植被胶结物等
,

从而削踢

了植被和土程的杭蚀性能
。

而且在林草破坏越严重的地方
,

要恢复也愈困难
。

现在蒙阴

县的林木生长已极为缓慢
,

年平均木材生长量不过 0
.

2立方米 /亩
。

还有 6
.

5万户 ( 占 总

数的 6 4% ) 每年缺烧柴 3一 6 个月
,

有 2 万户靠扒山坡
、

创草根就炊
。

四
、

搞好水土保持的措施

水土保持好坏
,

标志着山区生产水平的高低
,

治理好的
,

就会出现农林牧相互促进
,

多种经营全面发展 , 反之
,

山区生产就寸步难行
。

根据对蒙朋考查
,

我们认为搞好水土

保持措施
:

(一 ) 封山趁林育草妥水土保持根本描施

林木对保持水土
,

改善生态环境
,

发展山区生产的作用
,

在蒙阴也不乏其例
。

如原

来 “
夏天晰蝎渴了也找不到水喝

” 的天麻林场
,

瀚在林草哥葺魔达 7 0一90 %
,

成了有益

动物
、

鸟类栖息场所
,

因水土流失减少
,

山泉增多
,

沟里猜水长流
。

地处山区的贾庄大

队 1 96 4年一场雨就淤平 a 座挤坝
,

冲梁地捻 3
, 0 00 多道

,

经过封功造林育草
,

进行 山 水

田综合治理
, 1 9 7 0年 7 月22 日降雨 3 4 5

.

3毫米
,
全县因山洪基发

,

受灾绝产 5万多亩
,

而



该队由一水土保持措施发挥了效益
,

几乎没有任何灾情
。

以后逐年发挥效益
,

至到 1 9 8 0

年粮食亩产 1 ,
3 00 多斤

,

每人平均分配 1 60 多元
。

开展山地综合利用
,

实行农林间作
,

既能保持水土
,

又能增加收入
,

生 产 潜 力 很

大
。

如贾庄大队利用梯 田地边植桑养蚕
,

年收入较多
。

魏石山大队地边种金银花
,

每户

一年可收 80 一 100 元
,

有的收到 20 。多元
。

田庄大队捻边
、

沟底种条 (腊条
、

紫穗槐 )
,

年产 10 万斤
。

有一块 5 亩田面
,

粮食亩产 l , 0 00 斤
,

地边种桑养蚕和腊条等收 入
,

每亩

还有 6 0
.

8元
。

前城子大队一亩梯田的地边种植 50 一 60 棵揪树
,

一株 20 年生的价值 3 00 元
,

每亩梯田仅捻边种揪树20 年平均每年可收入 75 0元
。

联城公社农场
,

利用河滩 营 造速生

丰产林 ( 2 1 4杨 )
,

每亩年平均木材蓄积量达 2 立方米
,

比全县平均快 10 倍
。

蒙阴县吸收了水土保持中正反两方面的教训
,

提出
“ 以林为主

、

农林牧结合
、

多种

经营
、

全面发展
” 的方针

,

是符合实际的
。

大搞封山造林育草
,

以生物措施为主
,

加速

库区上游绿化
,

防止水库淤积
,

延长水库寿命
,

是治山保库
,

加速山区生产
、

建设的根

本措施
。

封山造林中
,

一定要有规章制度
,

有计划
、

有步骤地封
,

严禁滥牧
,

提 倡 割 草 圈

养
,

量草养畜
。

造林中应优先发展薪炭林
,

适当发展用材林
,

以尽快控制水土流失
,

解

决
“
三料

” 不足
。

山地造林要适当混交或带状分期整地
,

防止采用单一树种
,

实行 生 物

措施和工程措施结合
,

同时还要加强现有林木管理
。

营林更新
,

不能
“
剃光头

” ,

应按等

高带状采伐
,

小块更新
,

择伐作业
。

坚决制止收购刺槐干粉
、

造成严重破坏森林资源的

蠢事
。

据林业部门调 查
,

仅此一项
,

联城公社一个季度就破坏 2
,

00 0亩刺槐林
。

(二 ) 加速梯田治理
,

尽快提高梯 田工程标准
,

是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重点
,

发展

山区生产的基础

根据省水科所和临沂地区水利建设指挥部在鲁中南砂石山区和青石 山区对梯田水土

保持效益的观测研究
,

二合一梯田
,

可控制一次降雨 50 一 70 毫米
;
如果加上深翻整平田面

措施
,

提高到三合一梯田标准
,
田面纵横坡度小于 1

“ ,

即可达到一次降雨 1 00 毫米混 水 不

出田
。

目前蒙阴县有 60 % 以上的梯田
,

连二合一的标准也达不到
。

仅有 16
.

3万 亩 水 平 梯

田
,

因捻
、

埂
、

排灌系统不健全
,

也不够三合一梯田标准
。

因此必须加速梯田治理
,

尽

快提高工程标准
,

还要加强生物护捻措施
,

改变不合理的耕作方法
,

才能有效控制水土

流失
。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纲要 》 第七条规定
,

结合我省和蒙阴县的情况
,

对

大于 1 5 。

的陡坡开荒
,

必须限期有计划的退耕还林
,

同时搞好水土保持
。

严格禁止 顺 坡

种植
、

破捻种植等
。

改广种薄收为精耕细作
,

坚持集约经营
,

增施有机肥 料
,

选 用 良

种
,

合理密植
,

适当早播
,

争取雨季前郁闭
,

加强田面覆盖
,

增强土壤抗冲能力
,

努力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保证粮食自给是山区农业发展方向
。

另外
,

在林草稀少
、

水土流失严重地方
,

大力修建谷坊
、

坝头田
、

拦砂坝等
,

是拦

沙缓流
、

治沟保库
、

合理利用水土资源的有效措施
,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

( 三 ) 加速水利工程配套
,

管好用好现有工程
,

适当增修留水工程
,

兴建投资小
、

用工少
、

见效快的项目
,

是山区水利建设
,

也是提高山区粮食单产的正确途径

l
、

尽快搞好灌区
、

水库上游的水土保持
,

是发挥山区水 利设施效益的关键
。

从蒙



阴县水利设施看
,

·

六座中型水库
,

建库名一筋年
,

`

总投资 4。引仓万无 (不包括每年 岁 修

经费 )
,

设计灌溉面积 7
.

49 万亩
,

至今有效灌浴面积仅占设计数 40%
.

实浇面积仅为设

计数的 2 7% (据此推算
,

每亩投资 29 9元
、

较极计数高两格多 )
。

还有 5 处较大的 提 水

站
,

设计灌溉面积 3
.

7万亩
,

配套面积仅占5。筑
,

实浇面积为设计的貂
.

5%
。

按青 山 布

提灌站卖灌面积计
,

亩投资 3 0 3
.

3元
,

为设计数的
「

3
.

3倍
。

此站目前灌水定额 2 5 0立方米 /

亩
,

渠系有效利用系数 0
.

3
,

其他灌区也大致如此
。

故据此计算
,

5 处提水站
,

浇一 遍 水

即要浪费 4
.

盯万元
,

电力 8 3
.

25 万班
,

水量6好
.

5万立方米
。

由 ; 山区水利建设中长期童建轻管
,

对于灌区和水库上游水土流失
,

未能重视和治

理
,

不仪造成库
、

塘撇积严重
,

影响了工程效益
,

阻碍了水利建设速度
,

增加了工程造价

和运行费用
,

也浪费了投资
、

能源和水源` 为扭转山区水利建设的被动局面
,

必须正牛

清源
,

加决灌区和水库上游水士保持步伐
。

在进行绿化和整地时
,

都应该以库区
、

灌区

为重点
,

尤先治理
。
同时还应采取治沟

、

治坡等工程措施
,

否则
,

即使搞好了工程配套
,

亦难
.

发挥 水利设施的灌溉效益
。

公
、

从搞好水土保打入手
,

扩大水资源利用
。

蒙阴县 目前水浇地仅 2 0
.

4万亩
.

实浇叹

2 0万亩左右 (仅 占耕地 4。% )
,

巡有大部分耕地
、

山林
,

特别是经济林
,

仍无灌概条件
。

可见进一步扩大水探利用是必要的
。

但全县库塘蓄水量仅 1
.

5亿立方米 (年平均径 流 量

约 攀亿 )
,

仅占年径流量的托
.

1%
。
地下水目前开采量为 3

,

21 8万立方米
,

也不足 5 0% ;

但大量开采需要能源
,

投资较大
,

且会造成区域地下水下降
。
修建蓄水工程

,

每立方米
i

李齐平均需投资0
.

47 5元
,

按县规划
,

泛1 9 8 5年要满足工农业发展
,

需要增加蓄东艺声 2 5

万立方米
,

投资 :
,

1论万 元
。

如此匕资
.

靠国家和地方财政
,

一时都难实现
。

区 进 获

夕孔: 、

土保六
,

创可为开大利用水资源
,

提供一 、 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
。

据粗略计算
,

深

粼整地井厚主层 3。厘米
,

该县 8加平方公里的砂石山桩
,

则可增加土壤蓄水量 3 , 6 。。万立

方米 ; 全县 , % 舫林地
,

每平方米如份保留 里斤枯枝落叶层
,

即可吸 收 1
,

70 。万立方米

径流
。

这 成还能池养水井
,

保护水库
,

增加地下水补给量
,

并有利 调节生态平衡
,

改

善生态耳境
。

从长远青
,

搞好水土保持
,

则是山区水利建设中的一项浅略性措旅
。

( 万 ) 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合理安排农林牧生产

当前
,

立蒙阴县是农田
、

牧场部向林地扩展
,

使原来林趁就很稀少 均地 晰 更 水 恶

之
。

严重地破坏 了生态平衡
。

因此
,

必须适当调整农林牧的发展比例
、

步骤和各自胜地
。

充泣里我们看到
,

凡是水上保冷好的单位
.

都是林业发挥了效益
,

从而带动了农业 促

进了牧业的发展
。

山区 了出路主要靠林
,

所 以必须保持足够的林业用地
。

要压缩耕地
,

控剑垦殖指数
,

了三要根据爪量养畜 有计划地发展牲畜
.

严禁滥垦滥牧
.

才能逐渐改善

牛态乎衡
,

实现以林为主 农林牧全面发展
。

水土 深持规划
,

要椒据综合治理
、

集中治理
、

连续治理的原则
,

坚持以 小流域为单

位 因地制宜
,

自上而下
`

沟坡兼治
,

以治坡为主
; 生物措施

一

与工稗措施结合 以生物

措施为主
。

这样做
,

就提改变水土流失的严重局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