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土保持研究》第 3 卷第 1 期 1 9 9 6 年 3 月
R E S E A R C ll O F SO IL A N D W A T E R C O N S E R V A T IO N V o l

.

3N o
.

I M
a r

. ,

均9 6

固原上黄试区土壤侵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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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上黄试区所处的宁南六盘山区的地质构造背景和地貌特征的分析
,

论述

了其土壤侵蚀环境
,

并利用遥感制图对土坡侵蚀类型与强度进行了研究
。

在此基础上对试区
“
八五

”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生态经济效益进行了评价

.

经分析 比较认为
,

试区年治理速度比面

上高出 2
.

7 个百分点
,

总治理度达 76 %
,

减少翰沙童 63
.

3 %
。

关键词 上黄试区 土壤侵蚀环境 治理效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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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上黄试 区位于宁夏南部六盘山东侧的黄土丘陵沟壑区
,

地处径河与清水河两大流域的

分水岭
.

经河二级支流茹河上游河段官府台河 (小川河 )流经其间
,

将上黄试 区分割为东西两部

分
。

其地理位置在东经 1 0 6
0

2 6
‘

~ 3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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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上黄试区土壤侵蚀环境与综合治理效益评价 1 2 3

程 1 6 6 0 m
。

试区内有回族和汉族 自然村各一个
,

1 9 9 4 年底共有 96 户 4 77 人
,

其 中回民 24 户 1 13 人
,

占

总人口的 23
.

7 %
,

试区人 口 密度为 62
.

7 人 / k m
, 。

1 9 8 2 年 中科院西北水保所等单位在完成对固

原县农业综合考察和区划的基础上
,

设立基点进行定位试验示范
,

从 1 9 8 6 年至今连续三个五年

计划列为国家重点科技计划与攻关专题
。

根据
“

八五
”

科技攻关 目标要求
,

我们对上黄试区土壤侵

蚀环境进行了遥感调查分析
,

并全面进行了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
,

进一步改善了生态环境和农业基

础条件
,

促进了高效农业的起步和发展
。

2
。

l

土壤侵蚀环境分析

地质基础与地貌特征

2
.

1
.

1 区域地质构造背景 与墓础地形 宁南六盘 山区
,

在我国地质史上是一个十分引人

注 目的地 区
,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古地理环境
,

成为我国一条重要的地质地貌分界线
。

早在

侏罗纪末期
,

六盘山固原一带就是鄂尔多斯盆地的两大沉积中心之一
,

区内沉积了深厚的河湖相

六盘山群地层
.

进入白垄纪后鄂尔多斯盆地沉积面积缩小到西部
,

由于地盘最早拱起
,

受流水剥

蚀
,

缺少早第三纪的地层
,

只有盆地边缘地堑带六盘山盆地
、

黄河盆地
、

渭河盆地才保存部分早第

三纪的沉积
。

在白奎纪末期和新生代的大部分时期内
,

由于澳印海洋板块向北漂移
,

而太平洋板

块向西北西方向推进
,

挤压了我国大陆
,

而造成新的构造运动
。

形成了以贺兰山
、

六盘山
、

龙门山

到康滇古陆东侧一线为界
,

此线以东第三纪前期平行拱曲构造带
,

进一步发展为断块运动的构造

系统
;
此线以西已夷平的古生代地槽褶皱山脉

,

如阿尔泰山
、

天 山
、

昆仑山
、

祁连山等都有强烈断

块上升
,

出现高山山脉以及大面积断块相对陷落而形成的坦荡盆地
,

如准噶尔盆地
、

塔里木盆地
、

柴达木盆地等
。

因此六盘山不仅成为我国地质构造单元中华北地台与秦岭一祁连山地槽区的分

界线
,

而且也是我国地貌轮廓中三大阶梯的第一级与第二级分界线之一
。

宁南山区处于这一特殊

的地质构造背景下
,

形成了走 向为北西西一南南东
,

并向北东方向突出的山系及众多的深大断

裂
。

六盘山系是宁南山区的地形骨架
,

其构造为一巨型复背斜
,

自中生代末期强烈的燕山运动使

全区发生褶皱
、

断裂并隆起成山之后
,

第四纪以来
,

又在新构造运动的作用下继续抬升
。

据现代精

密水准测量资料表明
:

其形变率达 Zo m m /a
,

因地面抬升而沟道下切 4 ~ sm m /a
,

成为黄土高原地

壳抬升的中心
。

六盘山主体为一基岩中山地貌
,

海拔 2 0 00 一 2 9 42 m
,

因剥蚀作用
,

周围发育着低

山和残山丘陵
,

因其山体对东西向气流的阻滞作用
,

形成为现代自然景观的分界线
。

由于地质构造运动活跃
,

本区地震频仍且强烈
。

据有历史记录的中强地震就发生 5 次
。

如

1 9 2。年 12 月 16 日海固发生的 8
.

5 级世界罕见的特大地震
,

造成 24 万人丧生
,

损失极为惨重
.

大地震遗迹至今到处可见
,

在西吉一静远地区形成一条长 6 0k m
,

宽 10 一35 km 的滑坡带
,

有大小

滑坡 6 50 个
,

聚漱 40 余处
,

其中蒙宣的党家岔湖泊
,

面积达 3
.

sk m Z ,

水深 巧m
,

总蓄水量 18 0。万

m
3 ,

为黄土高原最大的滑坡湖
。

据地震监测
,

轻小地震不断发生
。

受构造和地震作用
,

地层皱褶
、

活动性断裂极为发育
,

山地基岩沿劈理破裂
,

裂隙纵横交错
,

风化十分强裂
,

大量岩屑碎石堆积沟坡
,

成为土壤侵蚀的物质来源
。

在黄土丘陵区
,

因地质基础的

脆弱和抬升作用的影响
,

侵蚀切割加剧
。

这样的地质基础条件
,

形成了有利的侵蚀环境
,

促成了土

壤侵蚀的发生和发展
。

2
.

1
.

2 黄土地貌类型与土壤便性特征 在基础地形和新构造运动的影响下
,

宁南山区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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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

2 黄土地貌类型与土壤使性特征 在基础地形和新构造运动的影响下
,

宁南山区的第

四纪黄土堆积厚度和形态存在着较大差异
,

大致可分为三种地貌类型区
:

山间盆地
、

河谷阶地及

分水岭类型区
.

本文仅就上黄试区所处的类型区简述如下
:

上黄试区属 于清水河流域与贺家川 (茹河上游 ) 之间的分水岭区
,

地貌成因为剥蚀堆积类

型
,

形态组合类型为宽梁浅谷深沟型
,

现代土壤侵蚀以潜蚀
、

沟蚀和重力侵蚀为主
,

面蚀甚不发

育
,

坡面浅沟侵蚀仅在局部陡坡上发生
。

由于上黄试区处于分水岭河源地区
,

地面相对平缓和完

整
,

> 25
。

的面积仅占总面积 2 1
.

2 %
,

< 1 50 的面积占总面积 2 7
.

7 7 %
,

沟谷切割 密度为 3.

6 km / k m 名。

在沟谷上发育着窄深式 V 型切沟和冲沟
,

且短而小
,

沟长一般在 1 0 00 ~ 2 o00 m 以下
,

沟宽 30 一 50 m
,

但沟道侵蚀强烈
,

有的沟头每年延伸 3 一 sm
,

沟宽扩张 1 ~ Zm
,

成为土壤侵蚀潜

在危险性区的极险区
。

裹 1 固原上黄试区土地坡度分级

序号 坡度分级 面积(hm Z ) 占总面积 (% )

1 0 .

~ 2 . 4 5
。

1 6 5
.

9 3

2 2
.

~ 6
. 7 8

.

5 2 10
.

3 2

3 6 .

~ 15
.

9 3
.

6 4 12
.

3 0

4 1 5
.

~ 2 5
.

2 6 0
.

4 2 3 4
。

2 2

5 > 2 5
. 1 6 1

.

2 8 2 1
.

1 9

6 T 一 4 4
.

9 6 5
.

9 1

7 T : 7 0
.

5 2 9
.

2 7

8 河流
、

水库 6
.

5 0
.

0
.

8 6

_ _ 一造兰一一
_ _

_

_
.

_

_
一

.

_ _ 丝卜凶

一
一
——

一一二丝些塑上一一一一一一

注
:
1
、

坡度分级根据国际地理学联合会地貌调查与制图委员会提议标准
。

2
、

T ,
为水平梯田

,

T : 为窄条梯 田
。

2
.

2 土地类型与土坡类型

2
.

2
.

1 土地类型与分布 上黄试区的土地类型与微地貌层状结构相一致
.

地貌在原宽梁浅

谷基础上
,

全新世以来
,

受流水作用
,

在原古沟谷中继续发育着新的沟谷
,

形成谷中谷和巷式河

谷
。

从下至上依次为河漫滩
、

一级阶地
、

二级阶地和梁赤丘陵
。

一
、

二级阶地为黄土堆积阶地
,

阶地

高差 30 m 左右
,

地面坡度小于 5o
,

因受地质不等量抬升作用和流水切割
,

表现为不连续的地块分

布
,

并因受到潜蚀和沟潜的破坏作用
,

地块面积变小
;
梁如为宽梁浅谷深沟形态

,

坡度变化在 8o

~ 25
。 ,

梁如相对高度约 150 m
,

最大高度达 280 多 m ;
沟坡坡度较陡

,

一般 > 25
。 ,

沟谷切割深度达

3。~ so m
,

在较大沟头分布少量壕掌地
,

但因溯源侵蚀
,

逐步被蚕食
,

表 2 上黄试区地貌与土地类型分布特征

地貌类型 土地类型 坡面坡度 平均海拔 相对高差 土集侵蚀方式

一级阶地
二级阶地
梁如坡

1 5 5 0 m

1 5 8 0 m

1 6 1 0 m

3 0 m

30 功

沟蚀 潜蚀

16 2 0 ~ 1 6 6 0 m

16 6 0 ~ 1 8 0 0 m

1 0 ~ 5 0 m

5 0 ~ 2 0 0 m

沟蚀
、

重力侵蚀
沟蚀

、

潜蚀
、

面沟

上黄试区的土地类型主要为河台地
、

川台地
、

原台地
、

梁如坡地和梁命盖地
。

河台地分布在河

漫滩较为平坦的台地上
,

水分条件较好
,

但常常遭受洪水冲淹
;
川台地分布在一级阶地

,

地形平

坦
,

土层较厚
,

并离河道和水库较近
,

有灌溉条件
,

因此是优良的农耕地
;
原台地分布在二级阶地

上
,

地形较为平坦
,

地势较高
,

是旱作农业的良好土地
;
梁奔坡地经改造将缓坡 (< 1 5

。

) 修成水平

梯 田
,

亦是 良好的旱作农地
,

陡坡 (> 1 5
。

) 修成窄条反坡梯 田或隔坡梯田
,

可以造林种草
,

发展畜

牧
;
梁筛顶修成梯 田可作为农地

,

亦可种草
,

提高土地利用率
。

2
.

2
.

2 土攘类型与分布 上黄试区的土壤主要为黄绵土 (细黄土 )
,

占总土地面积的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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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

其次为黑沪土占总面积的 20 % 左右
,

其余沙板土
、

淤土
、

硬黄土
、

红土等呈小面积分布
。

黑

梦土为本区地带性土壤
,

因长期而又严重的水土流失
,

已向侵蚀黑沪土并最后向黄绵土发展
。

黄

绵 土是在黄土母质上发育的幼年土壤
,

耕作层有机质仅为 1 % 左右
,

全氮和水解氮分别为

0
,

0 6 8 6 % ~ 0
.

1 1 1 % 和 3 4 一 7 0 ,

速效磷 6
.

7 一 1 0
.

g m g / kg
,

肥力很低
。

但不同的土地类型和利用

方式
,

土壤养分有一定差异
.

土壤贫痔化
,

既是发展农业的重要制约因素
,

也是土壤侵蚀的必然结

果
,

因此
,

加强试区的水土保持
,

增加肥料投入
,

是改变低产贫困面貌的基础
。

表 3 上黄试区土地
、

土坡类型及分布

土地类型 土壤类型 土地利用

农地牧地
、

硬黄土 拼地
,

坡地为轮荒地
地

地地放为用草拼耕田利灌然农农梯草难天农慕土土土益扭细湘绷黄黄黄川台地
原台地
阳坡梁娜坡地
阴坡梁弗坡地
阳坡沟坡地
阴坡沟坡地

中度耕侵黑沪土
、

强度拚侵黑沪土
、

轻度耕侵黑沪土
、

沟谷细黄
、

硬黄土
、

红土
沟谷湘黄土

、

硬黄土

3
.

1 宁南山区土镶侵蚀现状

根据地质地貌特征和土壤侵蚀成因及发生发展规律
,

宁南山区土壤侵蚀类型主要分为黄土

丘陵沟壑区
、

六盘山土石山区和干旱草原 区三大类型区
,

其中黄土丘陵区又分为第二
、

第三
、

第五

三个副区
.

据宁夏水利厅遥感调查资料
,

宁南山区土壤侵蚀总面积为 26 9 77
.

6k m
, ,

轻度 以上侵

蚀面积占 78
.

73 %
,

以黄土丘陵区土壤侵蚀面积最大
,

占总侵蚀面积的 59
.

3 %
,

占轻度以上侵蚀

面积的 64
.

8 %
。

同时黄土丘陵区的土壤侵蚀强度也最大
,

轻度以上土壤侵蚀面积占丘陵区的

86
.

1%
,

强度以上侵蚀面积占 47
.

8 %
。

而土石 山区和干旱草原区轻度以上土壤侵蚀面积分别占

各区总面的 64
.

5 % 和 69
.

6 %
,

强度以上侵蚀分别仅占各区的 n
.

7 % 和 4
.

9 %
。

因此从土壤侵蚀

面积和强度看
,

黄土丘陵区应是宁南山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

表 4 宁南山区土城水力俊蚀分区分级情况

土城俊蚀 总面积
类 型 区 (km Z )

占各类型区总面积比例 (% )

轻度以上 徽 度 轻 度 中 度 强 度 极强度

6119295607382.89.86.69.78.64.第二侧区 3 98 7
.

1 1 7
.

8 1 6
.

2 2

第三喇区 3 5, 2
.

2 一0
.

7 1 5
.

0 0

第五到区 84 12
.

5 1 3
.

3 , 15
.

2 6

土石山 区 3 39 4
.

5 3 5
.

5 0 2 0
.

70

干早草原区 7 59 1
.

0 3 0
.

4 0 4 5
.

0 5

一呈匕‘让一
~

」丘, , ‘ 2一 2 7
.

2 2
.

77

2 2
。

0 8

0

1 1
。

3 0

0

0

“8617216727333936114.24338
几J40,目4

人6,1叮JO‘

:⋯
04
,曰,自0�b2423,

�乃‘

宁南山区包括固原
、

银南两个地区的 13 个县
,

其中固原地区土壤侵蚀面积 1 6 3 48
.

3k m Z ,

占

总侵蚀面积的 60
.

6%
,

轻度以上侵蚀面积 13 184
.

gk m
Z ,

占固原地区总侵蚀面积的 80
.

6 %
。

其中

固原县土壤侵蚀面积 3 8 4 8k m
2 ,

占宁南土壤侵蚀总面积的 1 4
.

3肠
,

仅次于海原县和同心县
,

位居

第三位
.

固原县轻度以上土壤侵蚀占本县侵蚀总面积的 70 %
,

可以看出
,

固原县是宁南山区水土

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

裹 5 宁南地区土班水力俊蚀分级情况

地 区
土集侵蚀
总面积
( k m Z ) 徽 度 轻 度

占各地
、

县侵蚀总面积 ( % )

中 度 强 度 极强度 轻度以上

8
。

3 8

8
。

8 4

4
。

3 7

8581572733

Z6

透
‘7.斤r白了,曰3320,�9

,二,二
3

亡J
3
」八

30
弓‘

其中固原县
1 g

3 0

银南地区

16 34 8
.

3

38 4 8
.

0

10 62 9
.

3

2 6 9 7 7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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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固原上黄试区土壤侵蚀类型与制图

上黄试区属于黄土丘陵第五副区
,

强烈的土壤侵蚀
,

恶化了本区生态环境
,

加剧了干旱程度
,

严重制约了农业的持续发展
。

为了以定位
、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反映土壤侵蚀类型
、

强度以

及潜在危险性
,

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和农业生态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

我们根据全国和宁夏土壤侵

蚀遥感调查分类标准
,

利用 1 9 9 0 年航空摄影彩红外像片和 1 : 1 万地形图及专题图件
,

结合野外

调查
,

对上黄试区的土壤侵蚀类型
、

强度进行了遥感调查制图与研究分析
。

3
.

2
.

1 土 攘侵性的分类依据与标准 根据水利部颁发的《关于土壤侵蚀类型划分和强度

分级标准的规定》
,

结合小流域水土流失与综合治理的实际需要
,

采用六级分类标准
。

这一分类标

准实际是土壤侵蚀强度分类标准
,

因此主要依据土壤侵蚀强度的定量指标 一 土壤侵蚀模数或土

壤深度大小
,

并参考地形坡度和植被覆盖度来划分
。

试区内的土壤侵蚀主要为水力侵蚀
,

其次为

发生在沟谷 内的重力侵蚀
,

风力侵蚀不明显
。

试验研究表明
,

土壤侵蚀与坡度和土地利用方式有

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

是影响水土流失的重要因素
。

据此我们在划分水蚀和重力侵蚀两大自然营力

的基础上
,

根据坡位
、

坡度和土地利用类型及其侵蚀强度组合
,

分为两类五级 22 个基本侵蚀类

型
,

即水蚀与重力侵蚀两类
,

微度
、

轻度
、

中度
、

强度
、

极强度五级
,

以及 22 个不同侵蚀类型
,

分类

情况见表 7
。

表 6 土壤侵蚀强度分级标准

土壤侵蚀棋数 土壤侵蚀深度 坡 度 植被灰盖度

侵蚀强度分级

傲度侵蚀

轻度侵蚀
中度侵蚀
强度侵蚀
极强度侵蚀

〔t / (k m Z
·

a )〕

< 1 0 00

1 0 0 0 ~ 2 5 0 0

2 5 0 0 ~ 5 0 0 0

5 0 0 0 ~ 8 0 0 0

8 0 0 0 ~ 15 0 0 0

> 1 5 0 0 0

0
。

8

0
。

8 ~ 2

2 ~ 4

4 ~ 6

6 ~ 1 2

玉卫二立

< 5
.

二当迭

> 9 0

3
.

2
.

2 土镶便性类型特
.

点与分析 上黄试区土壤侵蚀类型有以下特点
:

第一
,

垂直带侵蚀分异 明显
。

强度和极强度侵蚀主要发生在陡坡农地和沟坡牧荒坡上
,

<

1 50 的梁赤坡侵蚀比较轻微
,

一般仅发生细沟侵蚀
,

很少发生浅沟侵蚀
,

因而地面比较平整
。

第二
,

重力侵蚀十分活跃
。

试区内的切沟和冲沟大都是在古沟谷的基础上
,

发育的继承性沟

谷
,

一般具有沟谷下切较深
,

沟壁陡
,

垂直节理发育的特点
,

在地下水浸润和地表径流冲刷双重作

用下
,

发生崩塌和泻溜
,

之后又形成新的节理和地裂
,

加快了沟头前进和沟壁扩张
,

危及道路和村

庄
,

是治理的难点和重点
。

第三
,

潜蚀作用也很强烈
。

一般川台平缓地和水平梯田土壤侵蚀微弱
,

但 因本区细黄土孔隙

度较大
,

结构松散
,

大于 。
.

2 5 m m 的水稳性团聚体低于 10 %
,

遇水极易分散
,

加之地下动物孔穴较

多
,

往往形成水流的地下通道
,

引起潜蚀作用
,

造成大面积塌 陷和严重水土流失
。

第四
,

综合治理成效显著
.

试区 10 多年来通过大面积营造水平带状柠条灌木林和集中连 片

兴修宽台水平梯田等
,

进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
,

有效地防治了水土流失
。

与宁南黄土丘陵沟壑

第五副区的 1 9 9 1 年土壤侵蚀遥感调查面积比例相比
,

微度和轻度侵蚀面积 比分别增长 9
.

“%

和 4
.

33 %
,

强度和极强度面积比分别减少 16
.

77 % 和 2
.

01 %
,

轻度以上侵蚀面积比减少9
.

“%
,

成效十分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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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治理与效益评价

4
.

1 综合治理进展

根据攻关 目标和合同要求
,

试区在
“

六五
” 、 “

七五
”

治理的基础上
,

确定了以大岔沟为治理实

体模型
,

按照
“

层层设防
,

节节拦蓄
,

分段控制
,

化害为利
”

的原则
,

布设了陡坡 (> 1 50 ) 反坡水平

阶造林
;
缓坡 (< 1 50 ) 水平梯田化

;
沟壑谷坊群与路旁窑窖拦蓄

;
沟道水库全部拦蓄等四道防线

,

建成了山水田林路立体配置的综合治理示范样板
。

衰 7 固原上黄试区土绝俊蚀类型与强度分级

俊 面积(hm Z ) 占总面积 (% )
面积 (% )

l
、

徽度俊蚀
1 1 平缓坡农地面蚀
1 2 梁如坡林地麟片状侵蚀
1 4 沟坡林地麟片状侵蚀
15 沟坡草地麟片状俊蚀

2
、

轻度怪蚀
2 1 缓坡农地面蚀
2 2 梁姗坡林地幼片状侵蚀
2 3 梁如坡草地 . 片状侵蚀

2 3
.

0 5 1 00

08471827)0012376)0492823)0109778754060沂2.0.1630.361215.731495.24190.

3 、

中度怪蚀
3 1 较缓坡农地面蚀
3 2 梁卯坡林地幼片状侵蚀
2 2 梁卯坡草地级片状侵蚀

4 、

强度畏蚀
4 1 陡坡农地面蚀
4 2 梁娜坡林地琳片状侵蚀
4 3 梁弹坡草地琳片状俊蚀
4 4 沟坡林地琳片状怪蚀

1 9
。

5 9

2 3
。

63

1 5
.

1 3

99�bo甘月‘八‘日悦,几O�6
..

⋯
9月n,‘00

:4l
213347.069333:8
2787溺.145387537447732055如”盯80531317510565.4.0.14993.0.54l7938.9.13l11556.6.28.z2.0.70.5.49.65.32.16.8.7.5.

4 5 沟坡草地幼片状怪蚀
5

、

极强度畏蚀
、

浅沟侵蚀
10 0

7
.

35

9 2 6 5

1 00

3 4
。

2 7

6 5
.

73

蚀蚀面沟地地农草坡坡陡沟
‘1已‘‘�眨口

8
、

崩滑侵蚀 (重力怪蚀 )
8 1 中度借场怪蚀
8 2 强度滑场侵蚀

H 居民点
S 泥沙沉积
W 河流水域

表 8 上黄试区与宁南丘五区土壤俊蚀强度比例对比

地 区
占各区总面积 ( % )

中度 轻度以士

上黄试区 ( A )

宁南丘五区 ( B)

徽度

2 3
.

05

1 3
.

3 9

轻度

1 9
.

5 9

1 5
。

2 6

2 5
。

8 5

2 3
.

8 8

强度 极强度

1 9
.

4 0 9
。

2 9

3 6
.

1 7 1 1
.

3 0

7 6
.

9 5

8 6
.

6 1
一

丛
比卫增幽比徒

9
.

“ 4 :

照

二
耳
; 9 7

. .

一 1 6
·

7 7 一 2. 0 1 一 9
·

6 6

五年来共营造水平阶灌木林 “
.

7h m
“ ,

四旁植树 5 0 00 株
,

新建高标准 果园 3
.

s h m
Z ,

种草

39
.

6h m
: ,

新修宽台水平梯 田 31
.

6 7h m 2 (其中机修 1 3
.

3h m
Z
)

,

节水灌溉农地 1 3
.

3h m
“,

五年新增

治理面积 1 53
.

gh m
, ,

治理面积率达 28
.

98 %
。

同时建成一批水利水保工程
,

主要有新修蓄水窑窖

10 0 眼 (每眼容积 1 5 ~ 3 om
, )

,

补修中小型谷坊 4 5 座
,

道路防蚀水窖 1 8 3 个
,

衬砌渠道 4 6 om
,

新修

山地公路一条 3 0 00 m
,

挖鱼鳞坑 6 6 40 穴
,

形成了坡面治理与沟道治理
、

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

结合的综合防护体系
,

为发展高效农业建立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基础条件
。

表 9 上黄试区
“

八五
”

综合治理进展

新增治理
面积 ( h m Z )

治理度
( % )

年治理
率 ( % )

造林( hm Z )

经济林

人工种草

灌木放牧林 ( hm , )

修地 ( hm Z )

小计 水平梯 田 水浇地

15 3
。

9 2 0
。

2 2 4
。

0 4

小计

7 0
.

5 3
。

8 6 6
.

7 3 9
.

6 43
.

8 3 0 5 1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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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上黄试区
“

八五
”

完成的主妻水利水保工程

衬砌渠道
(m )

蓄水窑窖
(眼 )

道路防蚀窑窖
(眼 )

山地公路
(m )

4
.

2 综合治理效益评价
4

.

2
.

1 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防治 试区经过 10 多年的艰苦努 力
,

特别是
“

八五
”

以来为建设

高效农业生态环境
,

建立抗逆趋稳与调控的生态经济优化结构
,

坚持山
、

水
、

田
、

林
、

路高标准快速

治理
,

使试区的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治理和控制
。

目前试区治理总面积达 46 8
.

sh m
, ,

占试区总面积

的 7 6 %
,

除过 19 写的非生产地
,

可利用面积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治理
,

超额完成
“

八五
”

合同指

标要求
。 “

八五
”

新增治理面积 1 53
.

gh m
Z ,

年平均治理速度达到
一

4
.

04 %
,

比宁夏全区 目前年治理

速度 1
.

36 %
,

高 出 2
.

7 个百分点
。

表 n 固原上黄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情况

面积 (hm Z )

治理总面积 总治理度

4 6 8
.

8 7 6
.

0 %

造林

14 0
.

2

人工种草 改 良草场 水平 梯田 水平浇地 旱坪地

14 4
.

2

4
.

2
.

2 农业 基础条件有 了根本改善 在综合治理中
,

针对本区干旱
、

低产
、

贫困这一突出

矛盾
,

大抓了农田基本建设
,

首先对川台水地进行了渠道配套和土地平整
,

并千方百计利用河流

和水库水源进行节水灌溉
,

因而在连续四年大旱中
,

保证了农业的较好收成
;
其次在村庄周围的

缓坡地上集中连片兴修宽台水平梯田
,

既防治了山坡地水土流失
,

又建设起一批高产基本农田
,

加强了旱作农业的后劲
。

目前试区基本农田总面积达到 1 4 4
.

sh m
“ ,

人均 0
.

3h m
Z ,

为试区实现粮

食 生产
“
小旱不减产

,

大旱少减产
,

耕二余一
”

和从低产跃 入中产 (2 2 5 o k g /h m
,
)打下了坚实基

础
。

表 12 固原上黄试区农田基本建设情况

墓本农田 总面积 人均 水浇地 水平梯 田 川原台早地

h m Z 14 4
.

8 0
.

3 0 2 5
.

0 6 8
.

2 5 1
.

6

4
.

2
.

3 生态环境开始 步入 良性循 环 上黄试 区属于灌丛草原地带
,

由于气候干旱
,

海拔较

高
,

加之乱垦滥牧
,

造林种草难度很大
。

因而试区在造林中
,

坚持
“

工程整地
,

灌木为主和加强管

护
”

的原则
,

大搞荒山造林
。

经过不懈的努力
,

有林面积达到 1 40
.

Zh m
Z ,

人工种草面积 39
.

6h m
, ,

改 良草场面积 1 44
.

Z hm
“ ,

目前林草总面积达到 3 2 4h m
2 ,

林草面积占总面积的 42
.

6 %
,

群众说上

黄试区是固原地区一块绿洲
。

由于林草面积较大
,

试区的农牧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
。

在大旱之年
,

不仅没有发生牲畜缺草缺水大量乏瘦死亡现象
,

而且在满足本村放牧需要外
,

邻近不少村庄也到

上黄来放牧
。

表 13 固原上黄试区林草地面积及援盖率

林草总面积 林草面积率 林 地(h m , ) 草 地 (h m , )

(h m 勺 (% ) 小计 经济林 灌木放牧林 乔木林 小计 人工种草 改良草地

3 2 4 4 2
.

6 1 4 0
.

2 4
.

8 12 8
.

2 7
.

2 1 8 3
.

8 3 9
.

6 1 4 4
.

2

特别可喜的是
,

试区科技 人员在这一 自然条件较为严酷的地方
,

成功地引选了一批高产优

(下转 1 5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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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黄试区草地资源与评价 1 5 3

积极性
。

同时
,

如果没有高产的旱作农业的支持
,

再回到广种薄收的老路上去
,

商品性畜牧业的发

展也是没有保障的
。

高产旱农的支持首先是草地不致于破坏
,

其次是提供一定数量的饲养用料
。

只有强化农牧结合
,

才能使本区的农牧业走上 良性循环的轨道
。

畜牧业的发展主要以草食动物为
,

搞好养羊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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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周
.

草原第二性生产力的评定
,

四川草原
,
1 9 82

,

(2 )
,
l ~ 14

主参4123

.月卜月睁弓卜闷. 叫. 州助心卜州卜月卜口卜 月卜月卜月曰, 心卜司. 月旧. 门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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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
、

杏
、

苹果和有萄等品种
,

经过试验示范
,

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

受到自治区和地
、

县各级领导的

欢迎和支持
,

目前试区扩大示范
,

又新发展果园 3
.

3h m
, 。

2
.

4 水土保持效益十分显著

根据巨仁等同志
“

七五
”

期间对上黄试区小区观测资料和对 4 69 个地块建立的信息系统综合

分析结果
,

治理比不治理的土地
,

平均减沙效益为 83
.

3 %
,

减水效益为 27
.

9 %
。

我们在
“

八五
”
期

间又通过小区继续观测验证和分析
,

所得结果与巨仁的结论基本一致
,

因此采用这一方法
。

来计

算试区
“
八五

”
的水土保持效益

。

依此推算
,

试区目前减沙效益为 63
.

3 %
,

减少流失水量 21
.

2 %
。

若以试区土壤侵蚀本底值为 5 o o o t / (k m
, · a )计算

,

每年减少输沙量 2
.

41 万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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