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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模型黄土高原是为研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规律和水土保持治理模式 、治理效益 , 借助实体模拟理论与技术 、测

控技术 、信息技术等而构建的高科技试验研究模型体系。模型黄土高原的物理模型具有广义性 、多目标性 、多类型性 、典

型性 、交互性特点。模型黄土高原需要研究的内容包括水土流失规律 、水土保持治理模式和水土保持效益三方面。讨论

了建设模型黄土高原的技术路线和工作基础 ,认为借鉴国内外已有的水土流失规律和土壤侵蚀预报模型研究成果 , 依托

黄委科研机构 , 已初步具备了建设模型黄土高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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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黄土高原建设虽已拉开帷幕 , 但在什么是模型黄土高

原 、如何建设 、它研究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等方面 , 许多从事该项

研究工作的同志心里并没有底。近年来 , 笔者结合《“模型黄

河”工程规划》及其开展的一些工作 , 对模型黄土高原的含义与

特点 、模型黄土高原研究的主要内容 、模型黄土高原的工作基

础 、模型黄土高原的技术路线进行了认真思考与研究 , 期望与

有关研究者一起推动该项工作的开展。

模型黄土高原建设是一项全新的工作 , 没有成功的经验可

以借鉴 , 因此本研究中的一些术语 、定义 、概念与现行的某些标

准 、规范会有出入甚至相左 , 希望广大关心此项工作的同志能

给我们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

1　模型黄土高原的含义及其物理模型的特点

模型黄土高原是为研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规律和水土保

持治理模式 、治理效益 , 借助实体模拟理论与技术 、测控技术 、

信息技术等而构建的高科技试验研究模型体系 。模型黄土高

原建设需要在黄土高原选择不同类型区建设野外和室内物理

模型 , 开发数学模型 ,探索水土流失规律 , 提出水土保持治理模

式并研究其效益。

模型黄土高原建设首先需要建设的是物理模型 , 该物理模

型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广义性。模型黄土高原的物理模型具有不同于模型

黄河中其他物理模型的特点。河道模型 、水库模型 、河口模型

都是对具体对象的模拟 ,即将实物缩小而制作的样品。黄土高

原面积 64万 km2 , 境内千沟万壑 , 包括 13个水土流失类型区 ,

水土流失复杂 , 涉及多种气候和植被类型 , 各地经济社会条件

差异显著 , 不可能简单地将其缩小而作为一个整体建立物理模

型进行试验研究。因此 , 模型黄土高原的物理模型不是也不可

能是整个黄土高原。为了探索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规律 , 研究水

土保持治理模式和效益 ,必须有目的地在黄土高原不同类型区

选择典型建立物理模型。每一个典型的 、局部的模型都是黄土

高原物理模型的一部分 , 都具有黄土高原的某些特性 , 但都不

是黄土高原的全部。所有不同类型区的模型叠加才构成了黄

土高原的物理模型。

二是多目标性。水土流失主要是指由人为经济活动造成

的加速侵蚀 ,而水土保持则是指动员千家万户农民治理千沟万

壑的社会经济活动 ,是使农业经营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

转变的经济活动。因此 ,对水土流失不仅要研究其发生发展的

自然特点和规律 , 还要研究造成水土流失的社会原因 , 否则只

能是 “空对空” 。同样 ,研究水土保持也离不开对 “三农”问题的

研究。

三是多类型性。模型黄土高原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物理

模型是由多个 、多种模型组成的模型群。根据试验研究手段的

不同 ,模型黄土高原的物理模型可分为野外原型观测模型 (简

称 “原型观测模型” )、野外实体模型(简称 “实体模型”)和室内

比尺模型(简称 “比尺模型” ), 各类模型的主要特点如表 1所

示。根据试验目标的需要 , 把每一类模型进一步细分为如图 1

所示的多个子模型。

表 1　各类黄土高原物理模型的主要特点及优缺点

模型种类 原型观测模型 实体模型 比尺模型

主要特点
　天然降雨 +

天然下垫面

　人工降雨 +

天然下垫面

　人工降雨 +

人工下垫面

优缺点

　全自然模型 ,

所得数据无变

异 , 试 验不可

控 ,周期长

　半自然模型 ,

所得数据有变

异 , 试验可控 ,

周期短

　全人工模型 ,

所得数据变异

大 , 试验可控 ,

周期短

四是典型性。模型黄土高原将黄土高原 “化整为零”进行

建模 ,从典型的 、局部的模型(群)研究整体的物理特性 , 其每一

物理模型都是从各类型区选择典型小流域(小区)建立的 , 以典

型地点的典型模型研究区域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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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模型黄土高原物理模型群

五是交互性。模型黄土高原物理模型中的原型观测模型 、

实体模型和比尺模型构成模型黄土高原的有机整体 , 三者功能

不同 , 它们相互联系 、相互印证 、相互补充 , 其主要功能如表 2

所示。

表 2　各类黄土高原物理模型的主要功能

模型种类 原型观测模型 实体模型 比尺模型

主要功能

　验证比尺模

型 、实体模型形

成和产生的理

论 、规律及参数

　在较短的时

间内完成水土

流失规律研究 ,

获得数学模型

及参数

　在较短的时

间内完成水土

流失的理论和

规律研究

2　模型黄土高原研究的主要内容

2. 1　水土流失规律

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主要由水力侵蚀造成 , 故模型黄土高

原水土流失规律研究至少包括以下 6个方面内容:

(1)土壤特性。包括对耕作土壤 、森林土壤 、草原土壤 、风

沙土壤以及土壤母质的一般理化性状和抗侵蚀能力的研究。

通过试验 , 揭示土壤抗侵蚀力或土壤可蚀性的物理机制 , 并对

其进行定量描述。

(2)地形特征。包括不同坡度和坡长的水土流失状况。通

过试验 , 揭示坡地降雨径流的侵蚀 、输沙过程及其机制。为摸

清小流域土壤侵蚀机理 , 须研究 0°～ 90°坡面和可能最大坡长

的土壤侵蚀规律。作为基础研究 , 须进行裸露坡面溅蚀—片

蚀—细沟侵蚀—浅沟侵蚀—切沟侵蚀—沟道侵蚀等的侵蚀及

发展过程研究。

(3)降雨状况。须对天然降雨进行深入研究 , 包括雨滴大

小及其统计学特征 、雨型及其统计学特征 、次降雨量 、降雨历时

等。

(4)径流状态。包括坡面径流发生与发展过程 , 不同坡面

状况下的坡面流状态 , 坡面—沟道的汇流过程;水力侵蚀发生

演变过程的水文及水动力学特征;坡沟系统水流汇集与泥沙输

移过程;小流域水力侵蚀过程及其机制等。

(5)降雨 、径流与土壤侵蚀的关系。根据以上 4项研究成

果 ,对小流域土壤侵蚀形态发生演变过程进行数值模拟。

(6)水土保持措施的作用。包括不同水土保持措施的蓄水

减沙效果 、不同植被覆盖状况下的蓄水减沙效果 、不同类型沟

道工程的蓄水减沙效果等。

不同水土流失类型区的土壤 、地形 、植被 、降水状况及水保

措施配置不相同 ,因此须选择典型区域进行研究。近期重点研

究水土流失最为严重 、对黄河淤积影响最大的多沙粗沙区 , 主

要包括黄丘一区(即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一副区 ,下同)、黄丘三

区和高原沟壑区的沟道 、坡面侵蚀 、产汇流规律及产沙输沙机

理等。

2. 2　水土保持治理模式

黄土高原不同水土流失类型区的综合治理措施的构成不

同 ,如黄丘一区淤地坝所占比例较大 、风沙区林草比例较大 、黄

土阶地区经济林果园比例较大等 , 这就需要开展不同水土流失

类型区水土保持治理模式研究。

水土保持治理模式研究 ,主要是探索不同水土流失类型区

科学 、合理 、高效的水土保持措施配置模式 , 研究水土保持关

键 、实用技术。治理模式应在结合 “三农”问题的基础上不断完

善。近期将结合 “三道防线”和 “先粗后细”的方针 ,重点在淤地

坝坝系建设 、生态修复 、示范区和生态园建设及植被建设技术

等方面开展研究工作 , 以期尽快取得较大突破。

2. 3　水土保持效益

探索全面 、系统 、科学的水土保持效益监测评价指标体系

和方法 ,研究水土保持生态 、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定量分析和评

价指标。生态效益重点研究以小 、中 、大流域为单元的水保综

合治理措施和单项措施的蓄水保土效益 。经济效益重点研究

水保综合治理措施和单项措施的增产效益。本研究不局限在

模型黄土高原内进行 , 而是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模型黄土高原建

设所在地的水保综合治理区域。社会效益研究将结合模型黄

土高原建设所在地的水保综合治理区域进行。

3　模型黄土高原建设的技术路线

研究中 ,须在不同类型区选择典型流域建立模型 , 开展水

土流失和水土保持机理研究 , 然后通过扩大试验区采集相关数

据建立黄土高原模型群(体系)。

3. 1　总体技术路线

通过建立原型观测模型 、实体模型和比尺模型 , 结合遥感

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 , 采用实体模拟理论与技术 、测控技术和

信息技术 ,把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重大理论与技术问题体现在

相关物理模型上 ,通过对物理模型的试验(复演 、模拟)与观测 ,

研究这些理论和技术问题 , 探寻解决的路线和方法。

在水土流失规律研究上 ,首先开展径流小区侵蚀过程的观

测与研究 ,揭示其侵蚀机理 ,为小流域侵蚀研究打下基础;其次

结合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学工具 , 研究小流域土壤侵蚀机理;再

次通过扩大试验区 ,应用遥感技术在黄土高原各类型区采集数

据 ,构建区域土壤侵蚀预报模型。

水土保持治理模式和治理效益研究 , 主要通过对原型小流

域的观测 ,分析不同治理措施的功能 , 研究不同措施组合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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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 提出各类型区适宜的治理模式。

具体实施上依托黄委 3个水保站开展原型观测 , 近期内在

西峰水保站建立实体模型 ,在黄委水科院建立比尺模型。

在组成黄土高原物理模型群的三大部分中 , 原型观测模型

是基础 , 所采用的技术最传统;实体模型在技术上较先进 ,试验

研究进度和精度可以有效控制 ,但需要研制并应用大规模的人

工降雨装置和微型传感器;比尺模型在技术上最复杂 , 相似性

模拟理论 、试验研究技术等均需深入探索。

3. 2　实体模型建设的技术路线

小流域土壤侵蚀机理十分复杂 , 为保证模型建设和试验研

究的顺利实施 , 实体模型建设宜按照 “先简单 , 后复杂;先单因

子 , 后多因子;先线性 , 后非线性;从小到大 , 循序渐进”的技术

路线逐步实施。具体工作中将实体模型分解成标准径流小区 、

全坡面小区 、微集水区 、小流域四步进行建设 , 先进行小区单因

子试验 , 再进行全坡面试验 , 然后进行微集水区 (微流域 )多因

子试验 , 最后进行小流域多因子 、非线性试验研究。

3. 3　大规模人工降雨装置研制设想

对于在小流域人工模拟降雨试验中采用的降雨装置 ,初步

考虑如下 3种备选方案:

(1)地面铺设式人工降雨装置。即将目前采用的下喷式人

工降雨装置布设在距离地面 10 m的高度内 , 相当于现有人工

降雨装置的机械扩展。 此方案的优点是降雨装置在技术上已

较为成熟 , 不需要再进行率定;缺点是小流域地面高低不平 , 架

设存在一定难度 , 同时装置的支架和管线很多 , 对地面干扰较

大 , 会影响到试验观测。

(2)高空悬挂式人工降雨装置。即在小流域两侧的山梁上

架设钢索 , 将降雨喷头悬挂在钢索上进行人工降雨试验。该装

置的最小高度要满足两侧山梁顶部的降雨要求 。此方案的优

点是将现有人工降雨装置的位置高移 , 装置对地面没有干扰;

缺点是架设难度较大 , 且高空水分蒸发损失较大 , 许多指标需

要重新率定。

(3)高空喷射式人工降雨装置。即在小流域两侧山梁上架

设不同口径 、不同压力的高压喷头 , 降雨试验中两侧相对均匀

地喷洒。此方案的优点是架设相对简单 , 但装置没有先例借

鉴 , 需要从头研制 ,且高空喷洒水分蒸发量大。

考虑到资金投入和技术问题 ,还需对大型人工降雨装置的

研制与建设进行深入的探索 , 论证其技术和资金投入的可行性。

近期主要开展以标准径流小区为单元的人工降雨试验研究。

4　模型黄土高原建设的工作基础

模型黄土高原建设主要包括模型建设和模型研究两部分 ,

其中:模型建设是硬件 ,主要包括建立物理模型的设施和仪器;

模型研究是软件 , 主要涉及物理模型以外的各种模型的建立。

水土流失作为世界性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重视 , 长

期以来许多国家在防治水土流失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取得

了很多成果(图 2),这些都为开展模型黄土高原建设提供了有

益借鉴。

4. 1　水土流失基础理论研究成果

土壤侵蚀预报模型研究是水土保持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

作 ,近一个世纪以来 , 许多国家的学者在土壤侵蚀预报模型研

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 通过试验 、观测建立了模型。

图 2　模型黄土高原建设的技术工作基础

国外在土壤侵蚀模拟理论和模型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多成

果。 1965年美国提出了著名的通用土壤流失方程式 USLE, 这

是一个用于定量预报农地或草地坡面年均土壤流失量的经验

性土壤侵蚀预报模型。其后 , 随着研究的深入 , 美国又提出了

水蚀模型WEPP和修正的通用土壤流失方程式 RUSLE 。欧洲

学者建立了 EUROSEM和 L ISEM模型 , 澳大利亚建立了 GUEST

模型。在这些模型中 ,W EPP模型是较为完整 、复杂的土壤侵蚀

理论模型 , 它几乎涉及到与土壤侵蚀有关的所有过程。而

LISEM 模型则实现了土壤侵蚀模型与 GIS技术的有效结合 , 使

研究结果更具直观性和可视性。

我国在水土流失规律研究和土壤侵蚀预报模型建设方面

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 最早的坡面土壤侵蚀经验模型于 1953年

提出。 20世纪 60年代以后 ,清华大学 、中科院水利部水土保持

研究所 、山西省水保所等单位在土壤侵蚀预报模型建设方面作

了有益探索 ,建立了坡面侵蚀 、流域产沙与影响因子之间的经

验统计模型。

黄委在坡面产流及侵蚀产沙机理 、水保措施蓄水减蚀拦泥

作用及不同地貌部位 、形态对产流产沙的影响等方面做了大量

研究工作 ,初步弄清了小流域径流泥沙来源 , 建立了小流域产

流产沙预报模型 ,取得了一大批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实用价值的

科研成果 ,其中获省部级以上的科技成果奖达 50多项。

以上研究成果为模型黄土高原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4. 2　成果应用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推广

美国的 USLE已在世界许多国家得到推广应用。我国的水

土流失研究成果在水保生产实践中也得到普遍推广应用:①根

据小流域水沙来源 ,有针对性地实施了以小流域为单元的山水

田林路综合治理。 ②针对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实际 ,国家开展

了重点治理 、黄河水保生态工程和淤地坝建设等一大批治理项

目。 ③20世纪 80年代 , 西峰水保站研制了由计算机控制的野

外大型人工降雨装置 , 建立了国内最大 、最先进的人工降雨试

验场 ,开展了人工模拟降雨土壤侵蚀试验研究。 (下转第 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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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梯田在不同阶段的完成情况 、保存情况及质量状况 , 以减少

不必要的重复;对分布比较零散的地块 , 则采用 GPS接收机进

行监测 , 结果并入数据库。

2　监测结果

2. 1　地面坡度分级

以 1 ∶10 000比例尺地形图为基本依据 , 建立南小河沟流

域数字高程模型 DEM ,从 DEM直接提取坡度专题信息 [ 2] , 结果

见表 1。

表 1　南小河沟流域地面坡度分级结果

坡度分级
0°～
5°

5°～
10°

10°～
15°

15°～
25°

25°～
35°

>35°合计

面积(km2) 20. 70 0. 69 0. 98 2. 82 4. 44 6. 67 36. 30

占总面积比例(%) 57. 03 1. 90 2. 70 7. 77 12. 23 18. 37 100

2. 2　土地利用现状

采用遥感影像人机交互解译的方法获得了南小河沟流域

土地利用成果。截至 2004年 7月底 , 南小河沟流域共有农地条

田 1 197. 86 hm2 , 果园条田 119. 62 hm2 , 农地梯田 345. 97 hm2 ,

果园梯田 18. 70 hm2 ,居民地 278. 65 hm2 ,道路 34. 50 hm2 , 其他

(坝地 、坡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和难利用地)1 634. 70 hm2。

2. 3　梯田质量分级

梯田的质量直接影响其蓄水保土能力 , 因此引入质量分级

的概念。影响梯田质量的指标主要有原地面坡度 、地块大小 、

田面平整程度 、田坎地埂完好情况及梯田毁坏情况等 , 根据以

上指标将梯田分为以下 3个不同质量等级。

一级:符合设计标准 , 原地面坡度小于 5°, 田面宽度在 15 m

以上 , 地块长度在 200 m以上 , 田面水平或呈反坡 ,埂坎完好 , 在

设计暴雨情况下不发生水土流失。

二级:原地面坡度 5°～ 15°, 田面宽度 8 ～ 15 m , 地块长度

100 ～ 200 m ,田面坡度小于 3°, 埂坎保存较好 ,保水保土能力较

强。

三级:原地面坡度大于 15°, 田面宽度在 8 m以下 , 地块长

度小于 100 m ,田面坡度大于 3°, 埂坎破坏较为严重 , 保水保土

能力较差。

各级梯田质量监测成果统计见表 3。

表 3　南小河沟流域梯田质量分级结果

质量分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合计

面积(hm 2) 1 367. 48 265. 97 48. 70 1 682. 15

占总面积比例(%) 81. 29 15. 81 2. 90 100

3　结　语

(1)利用高分辨率 Qu ickB ird卫星数据进行区域或流域梯

田监测 ,能够解决梯田传统监测费劳 、费时以及精度低等问题 ,

是获得梯田等水土保持措施动态的一种有效手段。

(2)由于目前 QuickB ird卫星数据价格较高 , 宜在重点小流

域或重点区域中应用 , 暂时还不能在大面积水保监测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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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9页)④近年来黄委开展了水保遥感监测 , 利用 “ 3S”技

术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状况和水土保持成效进行了观测并取

得可喜的成果。

4. 3　相关技术和设备方面的研究进展

科技进步推动了水保相关技术的发展:国内外均研制开发

了不同类型的自动化人工降雨装置 、小流域和径流小区水文泥

沙观测传感器;放射性同位素在径流泥沙观测中得到应用;开

发了数据自动化采集与传输装置及其软件;遥感技术和地理信

息系统在水土保持科研中得到普遍应用 , 其中示踪技术 (常用

的有核示踪法 、复合元素法和稀土元素法等)作为新型的土壤

侵蚀研究方法在国内已得到广泛应用。

模型黄土高原在建设和研究上有两个要求 , 一是建设规模

要大 , 二是研究内容要深 ,这就对技术设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据调查 , 目前还缺乏开展大规模物理模型建设试验研究用的人

工降雨装置 ,同时也缺乏精确观测水土流失的传感器 , 这些都

需要在模型黄土高原建设中进行研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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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副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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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Scien tif ically Push ing Forward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ion Ecologica l Bu ild ing of the Loess Plateau ZHOU Yue-lu1 , 2⋯⋯⋯⋯

(1. H ohai Unive 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8, Ch ina;
2. Uppe r andM iddle Ye llow R iverAdm in istra tion, Xi’ an, Shaanx i 710021, China) (1)

Scientifica lly push ing forwa rd so il and w ate r conse rva tion eco logica l build ing in the Loe ss P la teau is to plan a ll aspec ts, phases and link-
ages o f so il and w ater conse rva tion eco log ica l build ing sc ientifica lly, system a tically and wholly and persist in scien tific thinking, con tro l and

m anagem ent ba sed on the dem ands o f socia l econom ic sustainable deve lopm en t o f the reg ion and keeping the healthy life o f the Ye llow R ive r

and push fo rw ard the deve lopm en t of so il and w ater conse rva tion eco log ical build ing of the Loess P la teau in a qu ick, stable, continuou s and
healthy way. On the concep ts of so il and w ate r conse rva tion, it sha ll persist in the idea s o f hum an ha rmoniously getting a long w ith the nature

and “m utua lly w in” o f ex isting and deve lop ing. On a general p lan for soil and wa te r conserva tion, it sha ll persist in the policy of “ combining
preven tion and control, g iv ing prio rity to p ro tec tion and streng theningm anagem ent”. On the stra teg ic layout, it shall pe rsist in taking the silt-
laden and coa rse sand reg ion as the key and m aking breakthrough through concentra ted effo rts. On contro l measures, it sha ll pe rsist in put-
ting the w arp ing dam building on an outstanding position and attaching im po rtance to the self rehab ilitation o f ecology. On managem en t and

decision m ak ing, it sha ll pe rsist in advancing w ith tim es and continuously innovating the concepts, procedure s, means and m e thods o fm an-
agemen.t

K ey W ords:so il and wa ter conse rvation;eco log ical build ing;the Loess P la teau

R esearch on M anagem ent of Concen trated Coarse Sed im en t Source Area of the Loess P lateau ZHENG X in-m in⋯⋯⋯⋯⋯⋯⋯⋯

(Uppe r andM iddle Ye llow R iverAdm in istra tion, Xi’ an, Shaanx i 710021, China) (5)
85 000 large, medium and sma ll-sized wa rping dam s have been built in the silt-laden and coa rse sand reg ion o f the Loe ss P la teau. The

distribu tion o f silt-laden and coa rse sand regions are mo re in the no rth and le ss in the south tak ingW upu as the bounda ry and the d istribution

o f dam s and reservo irs is just con tra ry o fm ore in the sou th and less in the north. In the no rthe rn coa rse sand sou rce reg ion, the d istribution

o f dam s and rese rvoirs is less. Excep t the technica l rea sons, it also has the reasons on planning, po licy, cognition and investm en t aspects

wh ich needs earnest study. The pape r pu ts fo rwa rd corre sponding suggestions in accordance w ith the issues of coarse sand u tiliza tion o f silt-
laden and coa rse sand reg ion, dam bu ilding technique s in fe ldspathic sandstone region, insufficient investm en t, build ing la rge-sca le debris-
re taining rese rvo irs, sed im en t b lown in to rivers, silta tion in a dry year and scou ring in a we t y ear.

K ey W ords:silt-laden and coa rse sand reg ion;coarse sand;m anagem ent;dam rese rvo ir building; the Loe ss P lateau

Approach to Issues ofM ode l Loess P la teau Bu ild ing and Study L IM in⋯⋯⋯⋯⋯⋯⋯⋯⋯⋯⋯⋯⋯⋯⋯⋯⋯⋯⋯⋯⋯⋯⋯⋯⋯

(Uppe r andM iddle Ye llow R iverAdm in istra tion, Xi’ an, Shaanx i 710021, China)(7)
M odel Loess P la teau is am ode l system for h igh tech tests and study estab lished by using the theo ry and technique s of physical simu la-

tion, observa tion and con tro l and info rma tion fo r the purposes o f study ing the so il and w a te r lo ss rules and m anagem entm odes and bene fits of

soil and w ater conse rva tion of the Loe ss P la teau. The phy sica lm ode l o f the Loess P lateauM ode l has the characteristic s o f b road sense, mu lti
ob jec tives, typical and interactive. The conten ts of study inc lude the three aspec ts o f soil and wa ter lo ss ru les,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 tion

m anagem entm ode s and bene fits. It d iscuse s the te chn ica lw ay s and wo rking foundations fo r estab lishing the Loess P lateauM ode l and consid-
e rs to e stablish the model through using the existing study achievem ents on so il and w ater loss ru le s and so il ero sion fore ca stingm ode l bo th a t

hom e and ab road and depending on the sc ientific re search organizations of Ye llow R iver Conservancy Comm ission.

K eyW ords:the Loess P lateau;so il and wa te r conse rvation;m ode l e stab lishm ent;prototype observa tion m ode l;physical mode l;sca le mode l

Study onW ater and Sed im en t Reductions through Soil andW ater ConservationM easures Conduc ted in Jing, North Luo andW ei

　R iver Basin s RAN Da-chuan1 , L IU Bin2 , WANG H ong3 , et a l.⋯⋯⋯⋯⋯⋯⋯⋯⋯⋯⋯⋯⋯⋯⋯⋯⋯⋯⋯⋯⋯⋯⋯⋯⋯⋯⋯⋯

(1. Institu te o fH ydrau lic Research of the Ye llow R ive r, YRCC, Zhengzhou, H enan 450003, Ch ina;
2. X ifeng So il andW ater Conservation Expe rim ental Sta tion, Q ingyang, G ansu 745000, Ch ina;

3. T ianshui So il andW ate rConse rvation Experim enta l Sta tion, T ianshui, Gansu 741000, Ch ina) (10)
The pape r stud ie s the func tion o f w ater and sedim ent reduc tion through the m easures o f soil and w a te r conse rva tion conducted in the

three basins o f Jing, North Luo andW ei rivers ma in ly by the calculation of “ Soil Conserva tionM o thed”. The re su lts show tha t during 1970

～ 1996 in the three river basins, the annual average flood reduc tion through soil and w a te r conse rva tion m easure s is 187. 5 m illion m3 and the

annual ave rage floods sedim ent reduc tion 74. 3 m illion tons;the annua l ave rage flood reduction th rough hydrau lic and so il and wa te r conserva-
tion m easures is 1 123. 9 m illion m3 and the annua l ave rage floods sedim ent reduc tion 94. 3 m illion tons and;the annua l ave ragew ate r reduc-
tion through hydrau lic and so il and w ate r conse rva tion m easures is 3 481. 6 m illion m3 and the annual average sedim ent reduction 110. 6 m il-
lion tons. The annual ave rage wa ter reduction is 3 825. 1 m illion m3 and the annua l average sedim ent reduction 108. 6 m illion tons during

1990 ～ 1996 in the th ree rive r basins. In wa ter and sedim ent reduc tion, them easures of soil and w a te r conservation play a leading ro le and

the influence o f prec ip itation varia tions second.

K ey W ords:so il and wa ter conse rva tion;integ ra ted m anagement;w a te r reduction function;sed im en t reduction func tion;Jing R iver basin;
North Luo R iver ba sin;W ei R ive r bas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