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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目前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 其主要原因是人类对植被的无情破坏, 对土壤水库的伤害,不合理利用土地和直

接削弱土壤入渗和抗冲能力,形成超渗径流, 导致湿陷、洞穴和暗沟冲刷等, 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冲刷过程。 蓄泄统筹,以

泄为主 的治水方针已不适应我国目前的状况。保护、加强、重建土壤水库, 迅速全面恢复植被是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治理

的治本之道。提出的整治黄土高原的 28字方略 , 即 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 米粮下川上塬,林果下沟上岔, 草灌上坡

下坬 的指导意义在实践中已得到证实,只要在黄土高原国土整治中得到全面实施,那么根治黄河水患,再造一个山川秀

美的黄土高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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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也是我国有名的

贫困地区。黄土高原侵蚀下来的大量泥沙又是造成黄河下游

灾害的根源。

黄土高原面积约 64万 km2, 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之处, 更

是古代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这显然与古代这里的自然环境优

越有关。 250万年以来,在这块土地上堆积了厚 100 ~ 200 m的

黄土 ! 古土壤系列, 为全球最厚、最完整的黄土地层, 形成塬地

平广、丘陵顶平坡缓、沟谷开阔, 川、坪、涧、掌、墕地完整平坦,

植被茂密、腐殖质层深厚的千里沃野。但是,近千年来, 由于人

类对这块黄土地的野蛮掠夺和破坏, 使其沦为千沟万壑、地瘠

民贫、山穷水尽和灾害频繁的地方。究其症结, 莫过于土地利

用不当, 土壤渗透性和抗冲性能遭到破坏而引起严重水土流

失, 其严重程度已跃居世界首位。年均侵蚀模数高达 3 720

t/km2,为长江的 14倍、美国密西西比河的 38倍、埃及尼罗河的

49倍。其每 1 m3水含泥沙 37. 6 kg,分别为上述河流的 72倍、

58倍和 30倍。黄河多年平均输沙量 16亿 t, 高出 250万年以

来平均降尘量的 100倍。由此可以看出, 250万年以来一直是

黄土沉积区的黄土高原, 一变而为黄土侵蚀区。因此, 黄土高

原的国土整治不仅关系着黄土高原本身的土地合理利用和农

业生产的持续发展, 而且还与黄土高原西北边缘地带的土地沙

化及其防治, 黄土高原北部能源基地的综合开发与改善环境和

复耕, 以及根治黄河水患, 调节和改善我国大西北地区生态环

境等息息相关。

1 治水之道在于治源

明万历年间 ( 1573~ 1620年 )水利专家徐贞明指出 水利之

法, 当先于水之源 、水聚之则害, 而散之则利 , 弃之则害, 用

之则利 ,提出 治水先治源 。他不但说明了河害之根源, 而且

指出了就地分散拦蓄之利。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 土又是万物生存的基础和营养物质的

注:本文由丘德明整理代笔。

给源地。只有水土相融, 植被才能生长繁茂; 也只有植被的着

生和发展才能促使地表土壤的发生和发展, 进而保证地质大循

环按照各自的自然条件 (主要是水热光 )有序地进行运转。水

往低处流也是众所周知的自然规律, 但植被就有拦截降水、调

节地表径流的巨大功能, 其中尤以森林植被更为突出。在岩状

体演变成富有蓄水功能的成壤过程中不断发现, 不论天山、太

白山或长白山等处, 其出露岩体在形成原始土壤过程中, 都遵

循以岩生微形生物 (以蓝藻、光细菌为主体 )着生, 生物物理风

化层的出现为始发标志的 岩漆 时期;地衣着生并见有生物风

化层和细土出现的突变跃进时期; 苔藓植物的着生并形成细土

层和细土砾石层出现的巩固时期; 高等植物着生和原始土壤形

成的定型时期。不难看出, 整个成壤过程和陆生生物的起源、

演变、进化紧密联系, 并互为因果、互为条件和相互促进。也就

是说,没有陆生生物的着生和进化, 就没有土壤的发生、形成和

发展,也就谈不上陆生生物的演变和进化, 那就更没有人类的

生存和发展。同时也不难看出, 陆生生物的发展完全有赖于立

地基础 (土壤 )中水肥的不断积累和及时协调供应。毫无疑问,

随着土壤的增厚,其蓄水容量也必然加大, 那就是被称作 土壤

水库 的由来。由于林下土壤水库的作用很大, 同时它们的根

系又能下扎很深而促使地下水库的形成或沿着裂隙导向深处,

因此通常把天然林地美称为水源涵养林。这就是水土相融的

实质及其演变过程,就是这样的过程调节并持续地保持了降水

与地面径流的生态平衡。何况自第三纪以来,森林植被又为草

本植物尤其是为禾本科植物创造了立地条件,以禾本科为主的

植被须根又能串联缠绕分割土体形成团粒结构的表层, 并在强

化降水入渗性能的同时, 又大大增加了水库的容量, 这就更能

避免超渗径流的发生而保证降水顺利下渗变成地下径流而流

入各级水路网系统。总的说来, 这就是一般由草、灌、乔组成的

天然植被生态系统,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产生的水土流

失才是无害、蓄满径流的常态侵蚀。在受人为干扰, 尤其对天

然植被的无情破坏所引起的水土流失, 才是加速侵蚀。因此,

保护、加强、重建土壤水库,迅速全面恢复植被才是黄土高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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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治理的治本之道。

2 水用之则利,弃之则害

20世纪 50年代以来,我国治水多采用 蓄泄统筹, 以泄为

主 的方针。这一方针是否切合当前我国的实际, 必须予以认

真思考。

从 治水之道在于治源 来看 蓄泄统筹 是完全正确的, 同

时应这样办。再从 水用之则利, 弃之则害 来看, 那就应以蓄

为先, 这是对降水资源最经济、最有效、最合理的利用。万一蓄

不了, 那么只有泄了,否则也会受灾, 倘若顺其泄泻那必然更遭

殃。 蓄泄统筹,以泄为主 的治水方针, 已不适应目前的状况。

这是由于: # 黄河水资源日益短缺, 造成频繁断流, 大量地宣泄

地表径流已与缺水之态势相违背; ∃ 合理蓄水有利于下游堤防

安全, 缓解堤防失守之危机; % 治黄需要走综合之路, 并与生态

建设相结合。

为此, 应积极开展治源之策: 凡一切水土流失坡地应以千

方百计地全面迅速恢复植被 (含作物 )为当务之急, 不断增进和

维护土壤水库的功能, 尽可能不使任何一寸土地直接裸露在

外, 以便把降水的大部或全部蓄积起来, 从而保证当地植物繁

生的需求, 并有利于通过乔、灌植物下扎的根系引入地下深处

成为地下径流或水库、矿泉水再转入各级水路网。此外, 茂密

的植被还有拦截雨滴打击的破坏作用, 保护地面, 防止超渗径

流的发生。史前生态环境就是这样依靠植被的不断发展演变

而逐渐形成起来的原态。

对抗洪来说, 只有恢复自然生态平衡, 才能先把大范围的

降水尽可能涵蓄于大地之内,使潜在的洪水转化为无害的潜流

以供生产、生活、发电和航运之用。

3 全面实施黄土高原国土整治 28字方略 是治黄之本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和

根治黄河的工作,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取得了 50

年来的安澜, 使下游平原的经济、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

是, 由于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地利用极不合理, 滥垦、滥牧、滥樵、

滥伐、滥采之风屡禁不止, 甚至有增无减, 水土流失日益严重,

造成 越垦越穷、越穷越垦  的恶性循环。下游河床年淤高 10

cm,造成大堤 越加越险、越险越加 的另一个恶性循环。目前,

下游河床已大大高出开封城, 严重威胁两岸 200个县 (市 )的工

农业生产和亿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因此, 认真总结经验教

训, 改弦易辙,已成为当前黄土高原整治工作刻不容缓的重大

决策。而黄土高原的综合治理是发展生产和根治河害的治本

之道, 综合治理又应以土地合理利用为本。作者提出的 28字

方略 可作为整治黄土高原的对策。

28字方略 的全文是 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 米粮下川

上塬, 林果下沟上岔,草灌上坡下坬 。前面 10个字是总目标

和一切开发、生产和治理保护等措施所共有的战略目标。这个

目标必不可少, 且完全能够做到。方略的理论依据: 从黄土和

黄土高原形成的全过程来看,黄尘是从干旱地到达黄土高原上

空与东来湿气相遇, 通过 3种降尘方式 (自重降落、凝聚降落和

雨淋降落 )堆积而成。这一过程早在 250万年以前就已开始。

据此得出 没有季风就没有黄尘的降落 ;没有植被的繁生也就

没有黄土高原  的科学论断。而三种降尘方式使黄土层具有

点棱接触支架式多孔结构  , 使黄土具有渗透性能好、蓄水容
量大、植被容易繁生的特点。植物的繁生反过来又巩固和提高

了土体的渗蓄能力和抗冲性能。随着土层的增厚, 其蓄水容量

必然增大,形成巨大的地下水库,并增加了它的作用,防止了地

面径流的发生,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了水土流失的危害。史前就

是凭借这样的良性循环使黄土层不断堆积达百米左右, 并形成

青山绿水、沃野千里、郁郁葱葱的高原生态景观。这样的规律

和理论不仅被 250万年以来黄土 ! 古土壤系列的地质事件所

验证,而且还被百余年来子午岭屡遭垦荒后的植被自然恢复和

群众生产实践中把 三跑田  变为 三保田  的事实所证实。这

是与黄土的渗透率高和蓄水层厚分不开的。这一特性使得一

次降水 500 mm不发生蓄满径流, 降雨强度 2 mm /m in上下不发

生超渗径流。目前,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 其主要原因是人

类对植被的无情破坏, 对土壤水库的伤害, 不合理利用土地和

直接削弱土壤入渗和抗冲能力, 形成超渗径流 ,导致湿陷、洞穴

和暗沟冲刷等,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冲刷过程。

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  是治理黄土高原工程中一切地

面生产活动和水土保持措施设置以及经营、维护等的指导思想

和鉴别其功效和成败的唯一标准。

余下 18字, 即 米粮下川上塬, 林果下沟上岔, 草灌上坡下

坬 , 是根据种植业对水分的需求和各类生产措施的保水保土、

生态和经济效益所作的科学的和合理的安排。 米粮下川上

塬 (含 三田 和一切平地 ),是一切耕作栽培最为经济方便和

有效的生产场地,其中包括梁、塔、台、墕、涧、掌、坝地和一切经

过人工修建的基本农田在内, 可保证全部降水就地入渗获得稳

产高产。 林果下沟上岔 (含四旁绿化 ), 林果对水分的要求

高,只能种植在水分条件较好或能拦蓄地面径流的地方。 草

灌上坡下坬 (含一切侵蚀劣地 ), 这里不但水土流失严重, 植物

生长立地条件差,而且面积大,既是水土流失的产源,又是继续

侵蚀的根源,均应以恢复草灌植被为上策, 只有它们才能保护

地面,抗拒雨点打击, 增加土壤抗冲性, 防止径流冲刷, 增强土

壤通透,消除超渗径流 ,充分发挥土壤水库的作用。

针对黄土高原的特殊情况和根治黄河的需要, 必须以培养

地力、增进土壤渗透和抗冲性能 ,尽可能把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

蓄为战略目标。应以迅速恢复植被为中心,辅以必要的工程措

施,使道路、居民点和其他硬地面径流得以安全排泄、拦蓄利用。

黄土高原国土整治 28字方略 ,从提出到现在已经有 20
余年,因未经有关领导部门正式采纳施行, 仅仅停留在论文和

口头的表面的建议层面上, 所以无法进行全面的、有针对性的

验证。但是 28字方略 作为黄土高原综合治理的基本指导思

想在黄河上中游管理局的 3个水保站和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综

合试验示范的 11个试区中, 无定河流域、定西和晋西北地区大

面积治理中以及群众在水土保持治理中涌现出来的 200多个

样板中都得到了证明,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预言, 只要

认真落实 28字方略 ,根治黄河水患,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黄

土高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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