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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国土整治

,’2 8 字方略
”
的理论与实践

朱显谨
’

(水土保持研究所 杨陵 7 1 2 10 0)

摘要 文章从理论和试验示范区及重点流域成功治理实践两方面再次论述了作者提

出的黄土高原 国土整治
“
2 8 字方略

”

的可行性
,

并对黄土高原治理与开发提出了相应

的建议
。

关 链 词 黄土高原
,

水土流失
,

治理
,

理论
,

实践

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何日才有尽期? 国土应如何整治 ? 近十余年来
,

本人通过对黄土高原

沉积规律和特征的潜心研究
,

以及土地利用实践过程的系统总结
,

慎重地提出整治黄土高原国

土
“

28 字方略
” 。

即
: “

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
;
米粮下川上源 (含

“

三田
”

和一切平地 ) ;
林果下沟

上岔 (含四旁绿化 ) ;
草灌上坡下抓 (含一切侵蚀劣地)

。 ”

方略的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
,

其核心是
“

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
” 。

后 18 字则是对黄土高原各种土地类型如何合理利用
,

使之达到投

入少
,

有益产出多
,

有害产出少
,

实现农业系统总体功能最大的目的
。

降水全部就地入渗拦蓄是

大 目标
,

是从黄土高原的需要和可能提出的
,

不是针对某点或一片土地
。

对一个小流域而言
,

全

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有多种形式
,

水平梯田是降水全部就地入渗拦蓄的典范
;隔坡梯田中实现

坡段径流拦蓄于水平田面之内
,
将道路

、

场院
、

屋面的径流蓄存在水窑
;鱼鳞坑

、

隔坡水平阶
、

水

平沟等整地造林种草措施
,

强化了降水就地入渗拦蓄
,

有利牧草产量的提高
,

有利树木的成活
、

成林和成材
。

这都是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的模式
。

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的重要意义在于
,

充分发挥黄土土层深厚
,

入渗
、

蓄水能力特强的

优势
,

在干旱半干早黄土高原地区聚积雨水
,

拦蓄径流
,

充分利用降水资源
,

创造一个良好的

农
、

林
、

牧地水文生态环境
,

化害为利
,

为土地合理利用和农业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

1 “

28 字方略
”

的理论依据

黄土具有疏松结构
、

通透性强
、

抗冲性弱
、

土层深厚
、

非常适宜生物繁生的特点
,

这也正是
“

28 字方略
”

的理论依据
。

(”黄土独特的点棱接触支架式多孔结构是个大蓄水库
。

黄土高原的黄土形成为外源沉

积
,

而且主要是风成沉积
。

黄土层的特殊微结构是由黄尘降落地面后
“

三种降落方式 ,’( 自重
、

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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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和雨淋 )融合而形成的
,

这种特殊的沉降方式所形成的土壤结构
,

使得黄土具有高渗透性
、

高

蓄水容量以及旁渗性极低和充水后又易湿陷等特性
。

深厚的黄土
,

包气带大于 40 米
,

厚者可达

2 0 0 米
,

是一个巨大的蓄水库
,

也是降水全部入渗的基础
。

为什么这样疏松通透的深厚土层在沉积 25 0 万年以后
,

既没有被风吹走
,

也没有被流水

带去
,

更没有被降水打击密实而失去其透水性
、

蓄水容量大的特性呢? 这完全归功于生物的繁

生和保护
。

由于生物体的直接固结
,

尤其是草木植物根系的缠绕
、

穿插
、

串连等作用
,

首先将原

先点棱接触支架式多孔结构固定下来
,

而后又形成水稳性团粒结构
。

植被有强大的水土保持功能
。

研究表明
,

在地面坡度为 27
。

的坡地上
,

覆盖度大于 70 %的

刺槐林
、

柠条和沙棘
,

平均减沙效益达 99 %
,

可减少径流量 87
.

5 % ;
覆盖度 60 %一 90 %的沙打

旺草地
,

与坡耕地相比
,

可减少泥沙 92 %
,

减少径流量 70
.

1 %
。

这就给我们以启迪
,

黄土优良的

高透水
、

大蓄水容量的多孔结构特征
,

完全可以通过建造植被而加以保护和发展提高
。

这也为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措施体系的优化配置提供了理论依据
。

( 2) 黄土入渗速率快
,

是实现
“

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
”

的内在基础
。

研究表明
,

黄土入渗速

率强
,

恒定入渗速率每分钟介于 0
.

5 0一 1 2
.

0 毫米之间
。

其高值区位于子午岭
、

黄龙山以及吕粱

山
、

关帝 山等梢林茂密地区
,

其恒定入渗速度高达每分钟 5一 12 毫米
。

黄土深厚
,

包气带厚度一

般大于 4 0 米
,

厚者有达 2 00 余米
,

土壤蓄水容积大
。

因而黄土高原地区径流的发生属于超渗产

流模型
,

只有当降雨强度超过土壤入渗速率时
,

才会有径流发生
。

减少径流的产生
,

保持黄土的

高透水性可通过有两种途径来实现
。

其一
,

建造植被
。

如积聚枯枝落叶
,

保护土壤多孔结构不

被破坏
;
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

,

形成团粒结构 ;根系将土粒固结保护
。

当地面有 1 厘米左右的枯

枝落叶覆盖时
,

可降低径流速度约 85 %
,

减少蒸发量 75 %
,

减少冲刷量 80 %
,

减少土壤溅蚀量

75 %以上
。

其二
,

通过坡改梯 田或农业耕作措施
,

将降水拦蓄起来
,

强化入渗
。

水平梯 田的平坡

比 (平段宽度与坡段长度之比 )为 1 : 1 的隔坡梯田 (坡段种草养畜 )
,

只要经常养护
,

常年保持

有 20 一 30 厘米高的蓄水埂
,

在一次降水 1 25 毫米的情况下
,

也不产生径流
,

不发生冲刷
。

采用

隔坡水平阶种植的 3 年生沙打旺和沙棘林地
,

在次暴雨 28 毫米
,

最大降雨强度每分钟达 1
.

2

毫米的情况下
,

与坡耕地相比
,

径流分别减少 62
.

4 %和 47 %
,

冲沙量分别减少 ”%和 94
.

2 %
。

在同一降雨强度下 (每分钟 0
.

7 毫米 )
,

与平播谷子地相比
,

水平沟种植谷子地由于水平沟拦蓄

降水
,

产流时间推迟 39 分钟
,

水平沟种植的沙打旺草地
,

推迟径流发生时间 “ 分钟
。

这些事实说明
,

通过建造植被或者实施坡改梯等工程措施以及推广农业耕作技术措施
,

黄

土高原实现
“

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
”

的 目标是可行的
。

( 3) 水
、

肥
、

光
、

温资源在坡面上的梯层分布规律
,

是
“

28 字方略
”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重要

依据
。

有关资料表明
,

由于降水在坡面上的再分配
,

土壤水在重力作用下的沿坡移动
,

造成各小

流域分水线上的粱塔地水分
、

养分条件较差
;而坡的中下部及坡抓地水分

、

养分条件相对优越
;

靠近沟道的坡脚
,

土层薄
,

基岩出露
,

土地质量差
。

光
、

温资源在坡面上的分配也呈现类似规律
。

在山顶和梁地上
,

由于水肥条件较差
,

风大
,

温度日变幅大
,

以采取隔坡水平阶整地方式种植牧

草
、

灌木等抗逆性较强的草灌较为适宜
;
在坡脚沟岔等阴湿地上

,

土地质量差
,

为不宜农耕的劣

等土地
,

植树易于成活成林
;
在坡面上

,

应大力兴修水平梯田
、

隔坡梯田等基本农田
,

拦蓄降水
,

种植粮食和果树
。

在沟道
,

应配置谷坊
、

淤地坝
,

节节拦蓄降水
,

充分利用水沙资源
。

这样
,

从山

顶到山脚
,

构成了层层拦蓄降水
、

节节拦蓄水沙资源的防护体系
,

达到水不下坡
,

泥不出沟
,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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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为利
。

这种梯层结构配置模式可形象地描述为
“

山顶草灌戴帽
,

山坡梯田缠腰
,

沟岔打坝穿靴

(林 ) ”
。

这种配置模式
,

也正是
“

28 字方略
”

的具体体现
。

上述梯层结构配置模式
,

已在安塞
、

定

西和杏子河
、

延河流域
、

庄浪堡子沟
、

定西关川河等许多流域的综合治理中得到推广应用
,

取

得很好效益
。

在土地利用规划中还有两点必须切实贯彻
:

第一
,

要以抓基本农 田建设为突破 口
。

当农民

人均有 2一3 亩 (1 公顷一 15 亩 )基本农 田时
,

吃饭有了保障
,

陡坡退耕还林还草才可顺利实现 ;

第二
,

为农民建立起一个致富产业
。

农民手里有钱花
,

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才能搞好
,

水土保持

也就有后劲
,

所谓
“

咬住基本农田不放
,

抓住经济林 (或经济作物 )大上
” ,

正是这个道理
。

2 充分拦蓄降水
,

立足抗旱
,

是维持黄土高原农业持续发展的需要

据 1 9 8 6 年统计
,

在黄土高原地区的 1 56 7 万公顷坡地中
,

坡耕地占 83
.

38 %
,

25
。

以上的陡

坡耕地占 1 8
.

33 %
。

坡耕地跑水跑土跑肥
,

不耐干旱
。

少水年每公顷产量仅 6 6 0一 7 80 公斤
,

而

水平梯田可达 1 33 5一2 23 5 公斤
。

坡地修成水平梯田或条田后
,

比坡耕地减少径流 93
.

2 %一

100 %
,

减少土壤冲刷量 88
.

4 %一 100 %
。

1 9 8 1 年 8 月长武鸭儿沟流域一次降雨 2 04
.

3 毫米
,

源

面上的水平条 田基本上没有发生径流
。

由于梯田的蓄水保土保肥作用
,

致使土壤水分
、

养分
、

理

化性质 (如土壤入渗速率
、

容重等 )大为改善
。

根据延安
、

安塞等地试验
,

一般坡地修成梯田后
,

一米土层 内土壤水分增加 4 %一 12 %
,

有的达 20 %以上
。

梯 田外侧
,

填土虚松
,

土壤入渗速率比

坡地高 52 %
,

有利降水入渗土中二经过多年的培肥地力
,

梯田土壤养分明显高于坡地
。

陕西吴

堡县
,
1 9 8 4 年全县梯田 6 800 公顷

,

占总耕地面积的 5 6
.

2 %
,

而粮食产量占全县的 82 %
。

黄土高原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介于 1 80 一 7 00 毫米之间
,

自东南向西北减少
。

年径流深度

为 1 8
.

6一 179 毫米
,

大体存在东南多西北少的空间分布
。

径流量占降水量的比重
,

最大达 33
.

1 %
,

最小为 4
.

4 %
。

区内除银川平原
、

内蒙河套平原和汾渭盆地灌溉较为方便外
,

绝大部分地

区水资源贫乏
,

没有灌溉条件
,

属靠天吃饭的雨养式农业区
。

据史料记载
,

山西省自 1 5“ 年至

1 9 7 2 年的 5 08 年中
,

发生旱情 3 03 次
,

其中特大旱年及大早年合计达 79 次
,

大旱灾由 n 年的

周期
,

缩短为近 50 年内 5一 6 年一个周期
。

陕北从 1 6 2 9 年至 1 9 4 9 年的 3 20 年中
,

一般旱灾平

均 3 年一次
,

持续半年干旱颗料未收的年份平均 5 年一次
,

全年干旱造成绝收的平均 10 年一

次
;
宁夏西吉县

,

在解放后的 40 多年中
,

每年平均受旱面积 4
.

n 万公顷
,

占历年农作物平均播

种面积的 20
.

8 %
。

黄土高原的农业
,

必须立足于抗旱
。

合理实施水土保持措施
,

将工程
、

生物和农业耕作等措

施紧密结合
,

拦蓄降水
,

就地入渗
,

应是我们制订水土保持方略的核心
。

只有这样
,

黄土高原的

农业才能做到持续发展
。

3 “ 28 字方略
”

的实践检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

28 字
”

是否可以做为整治黄土高原国土的方略? 其效果如

何? 我们可以实践来回答
。

3
.

1 试区十年的治理检验

自
“

七五
”

和
“

八五
”

以来
,

国家科委在山西河曲 ( “八五
”

改为爆县 )
、

离石
;
陕西米脂

、

安塞
、

长武
、

淳化和乾县
;
宁夏固原和西吉

;
甘肃定西 ; 内蒙准格尔旗设立 n 个试验示范区

,

进行区域

治理科技攻关
。

十年来
,

各试区均在
“

28 字方略
”

的指导下
,

实行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模

式
,

取得了丰硕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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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塞纸坊沟试区提出强化降水就地拦蓄入渗
,

防止水土流失
;
合理利用土地 ;恢复植被

、

建

设基本农 田
、

发展经济林和养殖业四大主导措施
,

以建立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体系
,

实现农林

牧综合发展和生态经济良性循环为总体攻关目标
。

经过 10 年的治理
,

试区农林牧业用地比例

已由 1 9 8 5 年的 1 : 0
.

46
: 0

.

93 调整为 1 : 1
.

7
:

2
.

1
,

基本农田由 3 6
.

6 公顷增至 9 5
.

6 公顷
,

人

均 0
.

18 公顷
,

经济林由 14
.

6 公顷增至 42
.

8 公顷
,

人均 0
.

09 公 顷
; 人均年纯收入 由 2 22 元增

至 1 30 0 元 ;人均粮食 43 4 公斤
;治理度达 62

.

。%
,

取得了很好效益
。

长武王东沟试区
,

年平均降水 58 0 毫米
,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2 25 人
,

人均耕地仅 0
.

巧公

顷
,

人地矛盾紧张
。

试区有占总土地面积 30 %的沟坡土地资源没有很好开发
,

产值很低
。 “

七

五
”

期间
,

试区坚持
“

粮田上源
,

果树下沟
”

结构布局
,

84 %的果园建在沟坡
。

勺又五
”
期间

,

结合人

畜饮水工程
,

将沟壑多余泉水引入沟坡
,

开展果园节水管灌
,

从而使沟坡土地急剧升值
,

由
“

七

五
”

初期的每公顷 1 0 50 元
,

升至 1 9 9 5 年的 6 万元
,

个别果园超过 9 万元
,

产值高于源面农田
。

定西试区的高泉沟流域
,

面积 n
.

3 平方公里
,

多年平均降水量 41 5 毫米
,

处干旱半干旱地

区
。

在治理方略上坚决贯彻了以
“

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
”

为目标
,

在土地整治和利用上分成梁

顶
、

坡面
、

农 田区
、

村庄道路和沟道五个亚系统
。 “

八五
”

期间
,

针对雨水的收集利用
,

在坡面治理

上
,

提 出并建立了梁卯顶雨水叠加富集模式区 (隔坡梯田 ) ;
坡中农 田拦蓄降水补充灌溉模式

区
,

即梯田拦蓄雨水
,

窑窖蓄洪补充灌溉
;
村庄

“ 1 2 1 1
”

雨水集聚利用模式区
,

即 1 户 2 水窖发展

1 个塑料棚 1 亩庭院经济
。

通过 治理
,

累计修梯田 3 64 公顷
,

是 1 9 8 5 年的 2
.

6 倍
,

建谷坊 4 94

座
,

水窖 1 13 眼
,

人均年纯收入由 1 98 5 年的 93
.

4 元达到 1 9 9 4 年的 8 34
.

5 元
,

取得很好效益
。

3
.

2 无定河流域的治理检验

无定河流域是黄河中游一条较大的多沙支流
,

流域面积 3
.

03 万平方公里
,

年平均输沙量

2
.

17 亿吨
,

年侵蚀模数为每平方公里 9 0 00 吨
,

严重的地区超过 1
.

9 万吨
。

严重的水土流失
,

不

仅制约本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

而且直接威胁黄河下游安全
。

1 9 8 3 年无定河被列为全国水土保持重点治理 区后
,

流域治理指挥部明确提出以
“

全部降

水就地入渗
,

就地拦蓄
”

做为治理方略
。

列入第一期重点治理的小流域共 1 71 条
,

规划治理面

积 5 1 15
.

3 平方公里
。

通过 10 年的治理
,

年平均治理面积 600 平方公里
,

年平均治理 7
.

7 % ;
是

开展重点治理前 30 年平均速度的 9
.

6 倍
;
新修基本农田 8

.

33 万公顷
,

小块水地 1
.

24 万公顷
,

人均达到 0
.

19 公顷
;
营造水土保持林 38

.

5 万公顷 ;栽植经济林 1
.

2 万公顷
;
建淤地坝 1 7 69

座
,

已淤地 0
.

29 万公顷
。

重点治理区内
,
1 9 9 3 年粮食总产达 3 亿多公斤

,

比 1 9 8 3 年增长了近 1 倍
; 人均年纯收入

由 1 7 1
.

8 元上升到 41 1 元
;
贫困户由 12

.

5 万户减少到 0
.

3 万户
。

重点治理区
,

年平均减少入黄

河沙 0
.

64 亿吨
。

通过治理
,

许多小流域 已基本不再向下游输送泥沙
。

无定河流域的治理实践表明
,

贯彻
“

28 字方略
” ,

不仅能加快治理进度
,

而且也能取得巨大

的生态效益
、

社会效益和水土保持效益
。

4 问题与建议

建国以来
,

党中央
、

国务院十分重视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
,

在黄土高原累计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 1 7
.

5 万平方公里
,

截至
“

八五
”

期末
,

在该地 区共兴修 50 0 万公顷梯田
、

条田
、

坝地等

基本农田
,

每年稳定增产粮食 40 多亿公斤
,

为 1 0 00 万人解决了吃饭问题
。

建造的 800 多座沟

骨干工程和 40 0 余万座淤地坝
、

水窖等沟道治理与田间水利工程
,

扩大灌溉面积 3
.

33 万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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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
,

保护耕地 1 3
.

3 多万公顷
,

解决了 1 0 00 多万人
、

1 500 多头牲畜的饮水困难
。

营造的 1 0 00

万公顷水土保持林草
,

累计增加木材蓄积量 5 0 00 多万立方米
。

水土保持创造的效益总价值达

1 00 0 多亿元
,

产生了巨大的生态
、

经济与社会效益
.

但这种治理速度远远满足不了区域经济

开发
、

农业持续发展以及黄河梯级开发
、

下游防洪的要求
,

为此国务院 1 9 9 3 年 12 月批复了《全

国水土保持规划纲要 》
,

原则同意按纲要第二方案即每年平均综合治理 4 万平方公里
,

其中黄

土高原每年综合治理 1 万平方公里
。

这种治理速度及规模给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

这也迫切要求要尽快改善以往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治理工作速度较为缓慢的局面
,

加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步伐
,

确保治理工作按规划纲要实施
。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速度较慢的主在原因是
:

国家投入强度不够
。

建国以来
,

国家

和地方用于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经费约 17 万亿元
,

每平方公里平均综合治理费用仅合 1 万

元
,

与实际需要相差甚远
。

这种低水平的投入
,

严重制约着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
。

据以往经验
,

综合治理水平较高的小流域
,

一般平均每平方公里需国家和地方投入 4 万一 5 万元
,

对于水土

流失极为严重的地区
,

投入强度则更高
。

水土保持科研和科技推广相对薄弱
,

科研与生产治理结合不够紧密
。

水土保持科研由于经

费不足
,

许多基层单位科研已处于停滞状态
。

一些土地利用规划
、

土壤侵蚀区划
、

农业区划
、

水

土保持区划等成果由于经费原因
,

亦难以大力推广实施
。

加之治理经费不能用于科研
,

水土保

持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技术难题
,

仅能靠申请自然科学基金和区域治理攻关经费来解决
。

因而导

致科研与生产相互脱节
,

或者科研落后于生产
。 “

28 字方略
”

的贯彻应用
,

也存在一个实践~ 修

订
、

创造~ 再实践
、

完善的过程
。

而这一过程的完成
,

也要有专门经费的支持
。

为了加快该区水

土保持工作步伐
,

确保区域经济开发和农业持续稳定发展
,

以及黄河水利梯级开发顺利实施
,

我们建议
:

( l) 按照《全国水土保持规划纲要》要求
,

建议国家增加每年用于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的

投入
, “

九五
”

期间
,

在原有每年 0
.

3 亿元的基础上
,

每年增加投入 2 亿元
,

地方各级政府匹配 2

亿元
。

每年高标准完成 1 万平方公里的综合治理任务
,

每平方公里投入不少于 4 万元
。

( 2) 以
“ 2 8 字方略

”

为依据
,

对黄土高原已完成的试点
、

重点小流域和正在实施的试点
、

重

点小流域以及引进外资治理的流域
,

组织一次详细考察
,

总结经验
,

发现 问题
,

提出改进办法
,

进行
“

对比
、

落实
、

调整
、

提高
” ,

从而提高小流域综合治理的质量
。

( 3) 拨出一定经费
,

组织科技力量对下列间题进行深入研究
。

¹ 黄土高原采取
“

28 字方略
”

整治以后
,

全部降水转入就地入渗拦蓄
,

即以小流域为单元
,

基本做到水不下山
,

泥不出沟
,

此

时区内的陆地水文循环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其正负效应如何? º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

各

地的人力
、

物力
、

财力和土地资源都在 围绕 当地的主导产业而重新配置
,

这时
“

28 字方略
”

的后
“

18 字
”

应如何对位而不相悖 ? 以期取得最佳的生态效益
、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 建立黄土高

原小流域水土保持管理信息系统
。

在 G IS 信息系统的支持之下
,

该系统应具有生态环境数据

库
、

水土保持管理
、

土地利用决策
、

水土保持决策
、

水土保持规划和水土保持专家系统等方面的

功能
,

籍以实现小流域综合治理管理现代化和决策科学化的目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