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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三门峡市水土流失的现状、成因、危害进行了分析 ,在此基础上, 讨论了治理水土流失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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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门峡市位于我国黄土高原的东南部边缘, 境内黄土广

布, 水土流失严重。据统计, 该市水土流失面积达4 950 km2 ,

占其总面积的49 .8 % , 涉及灵宝、陕县、湖滨区、渑池、义马和

卢氏等地。水土流失不仅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而

且对黄河下游地区的生态造成了重大影响。

1  现状

1 .1 区域  

1 .1 .1 土石山区。主要分布于卢氏县、灵宝市的西南部以

及渑池县的北部和陕县的南部。该区山高坡陡 , 土薄石多 ,

沟壑纵横, 河流比降大, 水流湍急, 人烟稀少, 植被较好。侵

蚀模数为2 500 ～3 000t/ km2 , 沟壑密度2 .5 ～3 .5 km/ km2 , 属

中、轻度水土流失区。

1 .1 .2 黄土丘陵沟壑区。分布于灵宝、陕县、卢氏、渑池等

县( 市) , 海拔在252 ～800 m, 大部分为黄土和红土覆盖区。由

于土质疏松, 抗蚀力弱, 地形破碎 , 沟深坡陡, 水土流失严重。

坡度在10°以下地区约占18 % ,10 ～25°区域占60 % ,25°以上

区域占22 % 。侵蚀模数为2 000 ～5 000 t/ km2 ; 局部地区高达

8 000 ～10 000t/ km2 。沟壑密度为3 .2 ～4 .7 km/ km2 , 属强度水

土流失区[ 1] 。该区人口集中, 垦耕指数高。

1 .1 .3 河川阶地区。主要分布于该市中部和西部沿黄一带

及灵宝市弘农涧两岸。这类地区土质较厚, 土壤肥沃, 是主

要的粮棉区, 但因其连接中低山区和丘陵沟壑区, 水流集中 ,

垦耕指数高, 塬边地带支离破碎, 水土流失比较严重。侵蚀

模数为2 000 ～4 000t/ km2 , 属中度水土流失区。

1 .2 分类  该市土壤侵蚀形式主要有面蚀、沟蚀、重力侵蚀。

1 .2 .1  面蚀。属于均匀侵蚀, 主要发生在植被较差和没有采

取适宜水土保持的坡地上。特别是坡耕地上, 面蚀常把土壤中

易溶解的物质、胶粒和细粒即表层沃土带走, 留下较粗的土粒。

这是土壤肥力下降、农作物产量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面蚀分

布范围广, 对农业生产危害大, 应引起高度重视。

1 .2 .2 沟蚀。主要发生在山地海拔500 m 以下的丘陵区。

尤其在地面植被破坏较为严重、人畜活动频繁的地方更为

严重。如灵宝、陕县、卢氏、渑池等县( 市) 的黄土丘陵和黄

土阶地区的大部分山坡, 形成了鸡爪型的切沟。黄土地区

地形破碎 , 除黄土塬以外, 地面坡度一般为10 ～20°, 由于地

面粗糙率比较大 , 所以坡面径流实际上都不是固定的微小

股流的联合体, 加之黄土的抗冲性较弱, 遇到较大暴雨, 集

中的地面股流会将地面冲成大小不等的侵蚀沟。如果把细

沟侵蚀也算作沟蚀的范畴 , 那么黄土地区的土壤侵蚀就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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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种类型的沟蚀为主, 细沟侵蚀量占总侵蚀量的80 % 左右。

1 .2 .3  重力侵蚀。主要有崩岗、垮山、滑坡、塌岸等几种类

型, 多发生在多雨和暴雨中心区。这种侵蚀现象一旦发生,

在暴雨冲击时 , 就会形成泥石流 , 对建筑物和农田等造成很

大的破坏。如该区域内黄河干流两岸, 由于河流的冲刷作

用造成的黄河塌岸现象。山洪和泥石流 , 多见于深山区。

由于山高坡陡 , 暴雨集中, 泥石流往往随山洪发生。泥石流

是在漏斗形的集水区内 , 基岩受强烈风化后形成深厚的风

化壳和较大规模的崩岗、滑坡以及采矿堆砌的矿石形成的

松散物质经雨水浸泡后 , 沿陡坡倾泻而下形成。

2  发生原因

2 .1  地势陡峻 , 暴雨集中  该区域地处小秦岭山脉延伸和

熊耳山分水岭部。首先 , 三市峡市山势峻拔、坡陡沟深, 由

西南向东北地势陡然下降, 致使暴雨后径流集中很快 , 流速

大, 来势凶猛 , 这是土壤侵蚀的重要因素。其次, 区域内降

雨集 中, 且多以暴雨 形式出现, 最大暴雨 强度可达 300

mm/ d , 雨滴巨大的击溅力 , 使土壤解体、位移 , 在暴雨形成

的地面径流作用下, 大量土壤被冲走, 形成严重的水土流

失。再者, 由于区域内花岗片麻岩、砂砾岩、页岩等地面组

成物质风化严重, 地面植被稀疏 , 抗蚀力低 , 稳定性差 , 在集

中股流的冲刷下易崩解 , 随水流失或形成泥石流。

2 .2  过度垦荒  该区域内山地、丘陵面积较大, 其中山地

占54 .8 % , 丘陵占36 .0 % , 河谷平原仅占9 .2 % , 有“五山四

岭一分川”之称。同时该区坡耕地面积大 , 耕作粗放, 种植

结构单一 , 陡坡开荒和顺坡耕作等现象较为普遍。

2 .3  滥垦滥伐, 过度放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由于政策

不稳定, 人口增长过快, 饲料、草料和口粮困难, 导致滥垦滥伐,

过渡放牧, 使得山区植被屡遭破坏。如1958 年全民大炼钢铁,

滥伐树木, 加剧了水土流失。此外,大面积的毁林开荒, 使森林

覆盖率大幅度下降, 也导致了水土流失加剧。

2 .4  开矿、建厂、修路等人为原因  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

近年来 , 随着山区经济的发展 , 矿产资源开发蓬勃兴起, 为

振兴山区经济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多数地方干群水保意识

差, 缺少防治措施 , 任意破坏植被, 大量的废渣、弃土石, 随

意倾倒在山沟和坡面上, 据估算, 每年堆积排放在山坡、河

道内的废渣量达数百万吨之巨。每到雨季 , 大量废弃物顺

水而下, 压占良田 , 淤积河道, 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3  危害

3 .1  冲毁耕地, 淹没村庄  1958 年7 月16 日 , 渑池县仁村

暴雨 , 洪阳河溢, 两岸冲毁耕地近千亩;7 、8 两月, 冲毁渑、陕

两县水库13 座, 死亡19 人。1979 年7 月30 日至8 月1 日,

卢氏县横涧大暴雨发生山洪,30 个村庄被冲,1 333 hm2 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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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成了乱石坡。1982 年7 月28 日至8 月16 日, 渑、义、陕、

峡、灵大雨 , 水毁农作物及耕地 1 .20 万 hm2 , 塌房1 .44 万

间, 死亡47 人, 伤90 人 , 损坏水利工程1 152 项[ 2] 。

3 .2  沃土流失, 土壤肥力下降  据渑池县测算, 该县每年

流失土壤392 .3 万t 。经土壤化验资料分析 ,1 t 黄土耕作层

含氮0 .8 ～1 .5 kg , 则该县年流失耕作层土壤折氮肥1 260 t ,

相当于该县年施氮肥总量的49 % 。灵宝市、陕县等黄土残

塬区土质松散 , 其土壤流失量比渑池更高。三门峡市土壤

侵蚀模数在5 000t/ hm2 以上 , 流失面积1 700 km2 , 年损失土

壤850 万t , 以每吨含氮1 .5 kg 计, 损失土壤折氮肥1 .1 万t 。

3 .3 泥沙横溢 , 库塘淤积 , 水利效益衰减  据渑池、陕县、

卢氏、义马四县( 市) 调查 , 建国后到1995 年底 , 共修建小型

水库151 座, 已报废63 座 , 占建库总数的42 % , 其中因淤积

报废47 座, 占建库总数的30 .8 % 。即使正在使用的水库,

库容淤 积也十分 严重。渑池 县的刘郭 水库 , 流域面 积

12 .4 km2 ,1959 ～1969 年的11 年间, 淤积94 万 m2 , 占总库容

的30 % 。三门峡水库1960 年建成蓄水, 到1983 年共淤积

55 .41 亿 m2 , 占335 m 高程以下总库容的50 % 以上。建国以

来, 该市累计修建水塘3996 个, 到1995 年底, 可发挥灌溉效

益的仅有567 个; 在报废的3 429 个水塘中 , 有2 915 个是因

淤积而报废的。

3 .4  降水时地表径流形成快, 地下水难以补给  由于土壤

侵蚀严重 , 土层薄, 滞水能力差, 当降水时地表径流很快形

成, 渗透率低, 致使地下水缺少补给, 甚至造成山泉干涸或

水量减少。该市井水水位普遍下降5～10 m, 补给困难[ 2] 。

3 .5  生态环境恶化 , 旱涝灾害频繁  严重的水土流失, 使

生态环境恶化, 不少地方成为光山秃岭, 植被严重破坏, 涵

养水源的能力降低。每逢大雨 , 汇流时间缩短, 径流直泻而

下、山洪爆发 , 往往造成巨大危害。目前, 不少地方既怕水

灾, 又怕旱灾。稍降大雨 , 顷刻山洪暴发, 易形成水灾。由

于山地丘陵植被遭到破坏, 土壤涵养水分能力降低, 吸收不

了水分, 造成“雨过地皮干”、“雨过天晴水断流, 浇地无水群

众愁”的局面, 常出现旱灾。建国后, 豫西地区50 多年来严

重干旱年份逐年增加,20 世纪50 年代为2 年,60 年代为4

年,70 年代为7 年, 进入90 年代以后就连年干旱。

4  治理措施

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有着比较悠久的历史。历

史上广大农民就有植树造林, 闸沟淤地, 整修梯田和建造

塘、堰、坝等治山治水的习惯。解放后,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

水土工作 , 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水土保持的方针、政策。建国

50 多年来 ,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流域内的水土

保持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该市水平梯田、沟坝地、水保造

林和水保种草4 项措施的治理面积达2 586 km2 , 占应治理

面积的52 .24 % 。但由于种种原因 , 保持率较低。

水土流失的控制工作必须遵循“以恢复植被、改造植被

和调整土地利用为中心 , 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

针。在方法步骤上, 根据具体情况先治理后利用, 也可以边

治理边利用, 但应以治理为主, 注意治管结合、防治并重。

4 .1  增大水土保持投入  水保工作是增强农业后劲的基

础性工作 , 是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振兴山区经济的战略

任务。建议各级政府按照《水土保持法》规定, 把水土保持

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建设计划, 增加对水土保持工作的投入,

以保证规划目标顺利实施。

4 .2  统一规划, 综合治理  在土石山区 , 封山育林 , 合理采

伐、禁止陡坡开荒。25°以上的坡耕地要逐步退耕还林还

牧; 在黄土丘陵沟壑区, 搞水平梯田, 变“三跑田”为“三保

田”。山地建设水平梯田具有“拦住天上降水、作到水不出

地、土不流失”的作用。水平梯田土壤含水率比坡耕地提高

6 % ～11 % , 在大旱情况下, 土壤含水率比坡耕地提高20 %

～60 % , 同时水平梯田可减少地面径流70 .7 % , 减少泥沙流

失93 % , 平均增产粮食76 % ; 在黄土地区 , 主要抓黄土塬面

林网化, 平整深翻梯田化, 大小沟岔育林搞绿化。

4 .3  加强小流域治理  在土壤侵蚀的控制方面, 注意抓好

小流域治理工作, 做到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坡面治

理与沟道治理相结合、田间工程与蓄水保土的耕作措施相

结合 , 治管 并重 , 狠 抓效 益。如灵 宝市 阳 店镇 观头 村,

1966 年开始综合治理, 在两岭、八沟、七面坡上共种树21 .4

万株 , 整修梯田153 .3 hm2 , 修小水库2 座、水塘1 座、抽水站

1 座、淤地坝10 座、蓄水100 万 m2 、淤地4 hm2 , 水浇地面积

从12 .7 hm2 扩大到127 hm2 , 增加10 倍 ,1985 年该村人均粮

食已达400 kg ; 陕县张村乡石原村统一规划 , 以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起步, 经过13 年的综合治理 , 造林166 .7 hm2 , 沟底植

树100 万株, 建果园82 .53 hm2 , 修建梯田213 .3 hm2 , 共治理

4 .64 km2 , 占土壤侵蚀面积的78 .5 % , 基本上控制了土壤侵

蚀问题, 使地下水位上升2 ～3 m[ 2] 。总之, 小流域治理不仅

可以控制土壤侵蚀 , 而且可以培肥地力。同时还可以调整

产业结构 , 促使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4 .4  以经济手段保持水土  水土流失地区大都是贫困地

区, 饲料、草料困难, 有些地方温饱问题尚未解决, 建议各级

政府要对水土流失地区农村的粮食征购、燃料供应、产品运

销等采取优惠政策, 以调动群众陡坡退耕、造林种草、保护植被

的积极性, 保证其合理利用土地, 搞好水土保持。1993 年开始,

灵宝、陕县等地推行拍卖、租赁、承包治理荒山、荒沟、荒滩、荒

水等办法, 使治理水土流失步伐明显加快。

4 .5  加强领导 , 建立健全行政机制  各级政府应切实加强

对水土保持工作的 领导, 将其列入目标管理, 健全各级水

保机构, 并协调农、林、水利、水保等有关部门的工作, 拧成

一股劲, 分工合作, 尽职尽责, 搞好水土保持工作。并实行

领导干部任期内目标管理责任制, 将水保工作的好坏 , 作为

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之一。

4 .6  控制人口增长 , 减轻土地压力  水土流失的根本原因

在于人口过多形成的对土地、环境压力和负荷的增加 , 治理

水土流失的根本措施是控制人口增长 , 使人口数量同环境

承载力相适应[ 3] 。因此, 要搞好计划生育 , 切实控制人口增

长, 减轻人口增长对环境容量的压力, 为合理利用水土资

源、防治水土流失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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