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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地也恤设

黄河中游地区淤地坝建设可行性分析
口李 敏

摘 要

关键词

黄河中游地 区水土流 失面积 占总面积的 71 %
,

严 重的 水 土流 失使泥沙游积下游河床
,

影响 水资源 的合理

配置和有效利用
,

不仅恶化 了生 态环境
,

也制约 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

淤地坝的建成
,

有效地减少了入黄泥

沙
,

提高了粮食产量
,

促进 了水资源的利 用
,

使生 态环境得以 改善
,

经济得到发展
。

通过对建坝技术
、

经济

条件等多方面的 分析论证
,

黄河中游地区尚可修建淤地坝 16 万 多座
,

设想到20 20 年
,

累计建设淤地坝 16
.

3

万座
,

年减 少入黄泥 沙7亿 t 。

黄河 淤地坝 建设

一
、

黄河中游地 区水土流失及

其危害

1
.

水土流失的特点

根据全国土壤侵蚀第二次遥感调

查资料
,

黄河中游地区侵蚀模数大于

1《XX ) t / k m Z
·

a 以上 的水土流失 面积达

45
.

4万 km
Z ,

占总面积的 71 %
。

特殊的 自

然地理和社会经济条件
,

使黄河中游

地区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区水土流失

的鲜明特点
。

(1) 侵蚀强度大

根据遥感普查资料
,

黄河 中游地

区侵蚀模数大于 1〕 X h / k时
·

a
的轻度以

上水土流失面积为 4 .5 4万 km
“ ,

占该区

土地 面积 的 7 .0 9%
。

侵蚀模数 大 于

5 0( 刃 .八m
Z

·
a
的强度 以上水蚀面积 14 .6

万 k时
,

占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面积

的 3 2
.

1%
,

占全国 同类面积的 38 .9 % ;侵

蚀模数大于 8以X I / km
“

·
a
的极强度以上

水蚀面积为 8 .5 1万 k时
,

占黄河中游地

区 水土流失面积的 18 .7 %
,

占全 国同

类 面 积 的 64 .1 % ; 侵 蚀 模 数 大 于

1 5 0( 刃 I八m
“ ·

a
的剧烈水蚀 面积为 .3 67

万 k耐
,

占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面积

的 8
.

1%
,

占全国同类面积的 8 9%
。

局部地

区的侵蚀模数甚至超过 3以1 0 厂kn 尹
.

a 。

(2 )俊蚀区域集中

研究表明
,

黄河河 口镇至龙门区

间及径
、

洛
、

渭河上游 19
.

12 万 k耐的多

沙 区是黄土高原地区 的集中产沙 区
,

该 区域每年输人黄河的泥沙约 13 亿 t ,

占黄河多年平均输沙量 16 亿 t的80 %以

上
。

特别是 .7 8 6万 k m Z
的多沙粗沙区

,

是黄河泥沙
、

尤其是粗泥沙的主要来

源区
。

多沙粗沙区的面积仅占黄河流

域面积的 .2 2%
,

年输沙量却占黄河年

输沙量的 65
.

2 %
。

(3 )泥沙主要来 自沟道侵蚀

该区沟壑发育
,

沟道侵蚀相当严

重
。

尤其是黄土丘陵沟壑区 和黄土高

原沟壑区
,

沟谷地面积虽 占总面积的

4 0%左右
,

而产沙量却 占总产沙量的

6 0% 以上
。

沟道以崩塌
、

滑塌
、

泻溜为

主要形式的重力侵蚀活跃
,

其产沙量

一般 占沟谷产沙量的 5 0% 一 6 0%
。

.2 水土流失的危害

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造成当地生

态环境恶化
、

经济落后
,

而且给下游防

洪和人 民生命财 产安全构成极大威

胁
,

已成为影响黄河安澜 的主要原因
。

(1) 泥沙淤积下游河床
,

造成黄河

复杂难治

该区多年平均年输人黄河 的 16 亿

t泥沙中
,

约有 4亿 t沉积在下游河床
,

致

使河床 每年抬 高 8 一 10c m
,

形成
“

地上

悬河
” ,

直接威胁着下游两岸人 民生命

财产安全
。

同时
,

据有关研究资料
,

黄

土高原地 区约有 .2 0万座水库 已接近

淤满
,

不能正常运行
。

(2 )影响水资源的合理配置
、

有效

利用

为了减轻泥沙淤积造成的库容损

失
,

部分黄河干支流水库不得不采用

蓄清排浑的运行方式
,

使大量宝贵的

水资源随着泥沙排人黄河
。

而在其下

游
,

平均每年需消耗 200 亿 一 300 亿时的

水资源
,

用于冲沙人海
,

降低河床
。

(3) 制约 了社会经济发展

严重的 水土流失不仅使得土地形

成了千沟万壑
,

减少了耕地资源
,

而且导

致土壤肥力下降
,

土地生产力衰退
,

产量

低而不稳
,

人地矛盾突出
,

生态环境进一

步恶化
,

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

危

及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

(4 )恶化了生态环境

严重的水土流失
,

造成大范围的

地表裸露
,

形成荒漠
,

一遇大风
,

沙尘

四起
,

形成沙尘暴
。

历史上就曾由于地

表植被破坏
,

形成沙漠
,

造成陕西北部

的榆林城 3次被迫搬迁
。

二
、

现有淤地坝的作用

截至 2 0 X[ )年
,

黄土高原地区 已建

成淤地坝 11
.

3万座
,

共淤成坝地 30 多

万 h m
Z ,

发展灌溉面积 2万 h m
Z ,

保护下

游沟
、

川
、

台地 1
.

33 万 h时
。

在 已建成的

淤地坝 中
,

国 家投资修建 的骨干坝

1 3 5 6 座
,

控 制流域 面积 97 24 km
2 ,

总库

容 1 3
.

7 5亿 m 3。

它们在治理黄河
、

改善

生态环境
、

发展农村经济等方面发挥

了显著的作用
。

.1拦泥保土
,

有效地减少了入黄泥沙

黄土高原地区现有的 11 万多座淤

地坝已累计拦泥 28 0亿 t 。

大量数据和

事实表明
,

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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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黄河减沙和黄河下游的持续安澜作

出 了巨大贡献
。

2.淤地造田
,

提高了粮食产 ,

现有的淤地坝已淤地 3 0多万 h m Z,

坝地平均每公顷产量 45 00 一6以刃k g
,

高

的达 1 3 5X() k g
,

是坡耕地的 6 一 1 0倍
。

山

西省汾西县康和沟流域
,

坝地面积 占

流域总耕地面积的 2 8%
,

坝地粮食总

产却 占该流域粮食总产量的 65 %
。

3
.

促进水资源利用
,

解决农民生

活生产用水

黄土高原地 区 已建成的淤地坝
,

解决 了 1以X)万人 口 的饮水困难问题
。

同时
,

利用骨干坝前期 蓄水发展灌溉

面积 2
.

3 3万 h m
Z。

4
.

增加农民收入
,

发展农村经济

黄土高原地 区现有坝地每年仅粮

食果品产值就达 2 0多亿元
,

增加农民

收入2亿元以上
。

.5促进退耕
,

改替生态环境

据分析
,

.0 o7 h m Z

坝地 可促进 .0 4 一

0
.

67 h m
2
的坡地退耕

。

现有 3 0多万 h m Z

坝地除满足温饱需求外
,

还保证了退

耕还林 (草 )
。

6利于区域防洪减灾
,

保护下游

生产安全

黄土高原地区现有骨干坝可保护

下游沟
、

川
、

台
、

坝地 1
.

87 万 h时
。

7
.

以坝代桥
,

改善交通条件

黄土高原地区坝路结合的淤地坝

占20 %
,

相当于建设 2万余座乡村公

路桥
。

三
、

加快淤地坝建设的条件

1地方政府更视
.

群众要求迫切

多年来
,

地方各级政府十分重视

淤地坝建设
,

特别是陕西
、

甘肃等省人

民政府还专门制定颁发了 《淤地坝建

设管理办法》
,

对淤地坝建设
、

管理
、

管

护运行 的责
、

权
、

利都作 了 明确规定
,

为淤地坝的建设和安全运用提供了可

靠的政策与制度保证
。

淤地坝建设
,

改变了农业基本条

件
,

促进了 当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

的改善
,

使群众从中得到了实惠
。

他们

形象地把淤地坝称为
“

命根子
” “

粮囤子
”

“

钱袋子
” 。

甘肃省环县演武乡有一位

村支书曾骑着毛驴
,

赶几十里山路找

到县水保局
,

代表全村群众要求在他

们那里建坝
。

.2 建坝技术成熟
,

经验丰富

经过长期的建设实践和科学研究
,

目前 已形成了较完整的淤地坝建设技

术规程
、

规范
,

水坠筑坝
、 `

,3 S
”

技术等成

果的研究和推广
,

解决了淤地坝规划
、

设计和施工中的技术难题
,

骨干坝和中

小型淤地坝相配套技术不断完善
,

一些

典型的沟道坝系雏形已经形成
。

几十年的生产实践
,

形成了一批

技术力 量较强 的淤地坝勘 测设计 队

伍
,

使工程建设从规划设计
、

立项审

批
、

施工验收到管理运行
,

基本走上了

制度化
、

规范化
、

标准化的轨道
。

特别

是 自 19 86 年开展以骨干坝为主体的坝

系建设以来
,

进一步探索出了淤地坝

大
、

中
、

小联合运用 的成功模式
,

培养
、

锻炼了数千名业务技术骨干
,

造就了

上万名具有打坝经验的农民技术员
,

成为治沟打坝的主力军
。

3
.

淤地坝建设经济可行

通过对黄土高原地区 已建成淤地

坝的调查分析
,

淤地坝不仅能够拦泥

减沙
,

而且具有显著的经济
、

社会效

益
。

黄河下游河道每挖 l m 3

淤沙所需费

用约为 15 元
,

而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

每拦 1耐泥沙
,

工程建设费用约为 2元
。

据陕西省水土保持局测算
,

5 0多年淤

地坝累计拦泥 51 亿 t ,

按 14/ 粗泥沙沉

积下游河床
,

就可为下游节省清淤费

用 100 多亿元
。

同时
,

淤地坝造 出 的

大量坝地
,

土质肥沃
,

连年丰收
,

是

当地人民 群众早涝保收的基本农 田
,

对于促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农

民群众的脱贫致富奔小康
,

具有重要

的作用
。

4
.

建坝潜力巨大
,

条件具备

黄土高原淤地坝建设具有广阔的

发展前景
。

在这里长度大于 .o s k m 的沟

道有 2 7万多条
,

一般都有建坝条件
,

绝

大部分沟道还没有形成完整 的坝系
,

可以 大规模开展淤地坝建设
。

四
、

加快黄河中游地区淤地坝

建设的设想

据分析论证
,

黄河中游地 区尚可

修建淤地坝 16 万多座
,

其中骨干坝 3万

多座
。

分近
、

中
、

远三期建设
。

设想到为10

年
,

在多沙粗沙 区初步建成较 为完整

的沟道坝系
。

在黄河中游的其他地区
,

建成一批示范坝系
,

建设淤地坝 6万

座
,

年减少人黄泥沙 5亿 t 。

到 201 5年
,

在多沙区初步建成较为完整的沟道坝

系
,

累计建设淤地坝 10 .7 万座
,

年减少

人黄泥沙 6亿 t 。

到 2 0 20 年
,

在黄河中游

地区的主要人黄支流
,

建成较为完善

的沟道坝系
,

累计建设淤地坝 16 3 万

座
,

年减少人黄泥沙 7似
。

建设 的 区域涉及 39 条人 黄支流

(片 )
,

总面积 4 .2 6万 km Z 。

建设的重点

是多沙区
,

总面积 21
.

2万 k耐
。

其中水

土流失面积 19
.

1万 k m Z ,

设想修建淤地

坝 1 4名 6万座
,

占建设总数的 91 %
。

多沙

粗沙 区是建设 的重 中之重
,

总面积

7 名6万k时
。

建设淤地坝 1 1 犯万座
,

占

本次规划总数的 69 %
。

近期 (2 00 3 一2 01 0年 )
,

在黄河中游

地 区建设淤地坝6万座 (骨干坝 1万座
,

中小型坝 5万座 )
,

其 中前 3年 ( 2 00 3 -

20 0 5年 )建设淤地坝 2石万座 (骨干 坝

4 34 0座
,

中小型坝 2 1 7X() 座 )
。

这些淤地坝工程建成后
,

将在黄

河中游地 区形成以小流域为单元
,

以

水土保持骨干坝为骨架
,

中小淤地坝

相配套
,

拦
、

排
、

蓄相结合的完整的

沟道坝群防护体系
。

据分析
,

这一防

护体系将新 增 拦泥 能力 4 0 0 多亿 t ,

蓄 水能力 17 0多亿 m 3 ,

发展灌溉面积

20多万 h m
Z ,

淤地5 0多万 hm Z ,

加上 已有

坝地
,

黄河中游地区坝地将达到 9 0万

h m Z

左右
,

初步匡算
,

可巩固与促进22 0

多万 h m Z

坡耕地退耕还林
,

可年减少人

黄泥沙7亿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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