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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快速治理模式研究及试点(85—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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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该专题在对国内外研究动态深入分析和基本经验总结的基础上，采用了调查、试验、示范推广相结合，试验

研究与流域治理同步开展的技术路线，分4个子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在主要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1)通过采样分

析、影像解译及数理统计综合评判技术，界定了河龙区间多沙粗沙区的范围和面积，系统地分析了河龙区间粗泥

沙的产沙量及强度、分布等特征；第一次全面分析了河龙区间的产沙方式和过程；总结提出了相应的防治土壤侵

蚀的基本原则、途径与措施，为该区的综合治理指明了方向。 (2)按照黄土、基岩、风沙产粗沙机理，提出了相

应的拦减措施和适合于多沙粗沙区不同类型(亚)区的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了修正和完善，

制定了新的小流域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由经济、社会、生态3个方面、14项指标组成。通过专家

咨询分别确定其权重，并予以计算赋分。根据累计积分划分为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良性循环、基本良性循环和恶

性循环4个等级。利用上述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对代表性小流域进行了分析计算评定。评定结果证明其针对性、

适用性强，对区内小流域综合治理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 (3)通过对位于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一和第二副区内坝系

建设已臻完备或接近完备的6条沟道小流域(流域面积6km2～70km2)多年运用情况的系统总结研究，首次明确提出

沟道坝系相对稳定的涵义：即在特定暴雨洪水频率下能保证坝系工程的安全；在另一特定暴雨洪水频率下，能保

证坝地作物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沟道流域的水沙资源能得到充分利用，泥沙基本不出沟；后期的坝体加高维修

工程量小，群众可以承担。根据实地调查分析，防洪保安全的标准可以定为100年～200年一遇，通过实地试验研

究，如坝地积水深度不大于0.8m，淤泥厚度不大于0.3m，可以不影响高秆作物的正常生长，所以保收标准可定为

10年～20年一遇。根据以上条件，当坝系坝地总面积达到该沟道流域面积的1/10～1/15即可达到相对稳定；当达

到1/20～1/25即可满足保收要求。通过对不同形态的沟道横剖面的具体分析，达到相对稳定的，骨干坝的坝高一

般为40m左右，最大不超过70m，形成年限约需30年～40年。如计入坡面治理减洪减沙效果，以上比例、坝高、年

限都可以相应减少。这种沟道坝系相对稳定的概念可以应用于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一和第二副区。以上研究成果有

可靠的理论基础，而且已在康和沟(流域面积48.8km2)得到全面验证；在榆林沟(流域面积65.6km2)和王茂沟(流域

面积6km2)的坝系坝地保收方面也得到了证实，为在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一和第二副区快速建设以沟，道坝系为主体

的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指明了发展前景，是一项突破性的新进展。 (4)在对米脂榆林沟流域(面积65.6km2)

土地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按照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采取系统工程方法，研究提出了农、

林、牧和其它用地以及基本农田内部优化配置的比例。推广了良种选择、科学施肥、沟垄种植、合理密植等实用

技术。经过实施，在3年内榆林沟全流域治理度从50.5%提高到60.5%，人均收入增加345元，达到819元；在8.1km2

试点范围内形成了以坝系建设为主体的沟道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样板，其治理度从63.5%提高到74.8%，人均收入增

长更大，其中两个村人均收人超过1 500元。在中等雨量情况下，减洪减沙作用达到90%，成效显著。 同时根据生

产、拦泥、防洪三结合和节约造价的原则，研究提出了骨干坝与一般坝的优化配置比例和筑坝部位；针对防治坝

地盐碱化、提高坝地利用率和保收率、人工扩大坝地，以及坝地增产等问题也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对策。 

(5)根据流域自然和社会经济情况，以治理水蚀、风蚀为中心，促进生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对六条沟道流域

提出了以基本农田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种植业与以植被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林草业相结合的治理模式。经过实施，到

1995年林草覆盖率由15%提高到35%，基本农田由人均0.067hm2提高0.092hm2，农业总产值达到67.2万元，治理程

度达到80%，为风沙区和黄土丘陵区接壤地带提供了一种快速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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