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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江上游流域的水土流失，特别是“四大片”重点水土流失区的生态环境日益

恶化，植被处于逆向演替状态。水土流失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严重障碍，也是长江上游重点

水土流失区农村贫困的根源。它不仅关系着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安危，而且影响着整个长

江干流的持续发展。本文在分析长江上游重点水土流失区生态环境的现状和成因的基础

上，提出了改善生态环境和建设生态农业区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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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游地区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对社会需求的

不断增加，人口、粮食、资源和环境间的矛盾日益尖

锐。人们为了解决生计，陡坡开荒，滥伐森林，致使

水土流失加剧和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近年来，长

江上游流域内自然灾害频繁，灾害损失日趋严重。

长江上游流域的水土流失，特别是其重点水土流失

区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关系着三峡水利枢纽工程

的安危，而且还影响着整个长江干流的持续发展。

牨 长江上游重点水土流失区现状与问题

长江自宜昌以上为上游，面积牨牥牥万犽犿
牪
，占流

域总面积的牭牭牣牳％。这是位于我国地势第一、二级

台阶的过渡带和第二台阶上，除面积不足牨万犽犿
牪

的成都平原外，高原山地占牪牤牫，低山丘陵占牨牤牫，地

形破碎，构造复杂，地震强烈，滑坡、泥石流活动频

繁，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其中重点水土流失区包括

金沙江下游及毕节地区、陇南及陇南地区、嘉陵江中

下游、三峡库区“四大片”，计云、贵、川、甘、陕、鄂、渝

牱省市的牨牭牪县（市、区），土地面积牫牭牣牨万犽犿
牪
。

长江上游大部分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和湿

润，雨量丰沛，多年平均降水量牳牥牥～牨牥牥牥犿犿，牭～

牨牥月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牱牥％～牴牥％，多暴

雨。金沙江干热河谷及陇南地区，年降水量仅牭牥牥～

牳牥牥犿犿。

长江上游控制站宜昌站多年平均年径流 量 为

牬牬牥牥亿犿
牫
，多年平均输沙量牭牣牫亿狋，宜昌水文站

以上的悬移质泥沙，主要来源于金沙江和嘉陵江，两

江多年平均输沙量约占宜昌站的牱牪牣牳％，其中金沙

江占牬牭牣牳％，嘉陵江占牪牱％。

据目前有关资料统计，长江上游重点水土流失

区共有人口牱牭牰牭牣牭万人，其中农业人口牰牰牬牭牣牪万

人，农业劳动力牫牥牳牬牣牴万人，平均人口密度牪牨牰

人牤犽犿
牪
，嘉陵江中下游和三峡库区的人口密度达

牫牫牥人牤犽犿
牪 和牪牱牳人牤犽犿

牪
，，部分县甚至超过牳牥牥

人牤犽犿
牪
。区内实有耕地牳牱牭万犺犿

牪
，粮食总产量牪牭牳

亿犽犵，农业人均耕地约牥牣牨牫犺犿
牪
，粮食单产牫牱牰牭

犽犵牤犺犿
牪
，农业人均产粮仅牫牳牳犽犵牤人，农业人均纯收

入牪牬牴元牤人，农业总产值仅牪牭牫亿元，占工农业总

产值的牭牥％左右。不少地区仍然处于半封闭的自然

农业经济状态。

长江上游重点水土流失区“四大片”的水土流失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西南大型水利工程库区、资

源与环境管理”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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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为牨牳牣牴万犽犿
牪
，年均土壤侵蚀量为牳牣牳亿狋。

“四大片”的坡耕地近牭牭牥万犺犿
牪
，仅占其总面积的

牨牭牣牰％，而年均侵蚀量高达牫牣牳亿狋，占全区平均侵

蚀量的牬牫牣牭％。其中三峡库区牨牴个县（市）土地面积

共牪牨牰牰牱犽犿
牪
，水土流失面积占牨牭牴牬牱犽犿

牪
，而强度

流失面积达牫牥％以上。由于土地质量差、容量低、人

口密度大、毁林开荒等造成大量坡耕地。据统计，库

区西段牱个被淹县小于牨牭°的坡耕地不到一半，而大

于牪牭°的坡耕地则高于牫牥％，其中还有一定比例的坡

耕地位于牫牥～牬牥°的山坡上。由于坡地小而分散，又

处于边弃耕边开垦的恶性循环，更加剧了库区的水

土流失。

由于大量的土壤流失，旱洪灾害频繁发生，生态

环境严重失调，恶性循环愈演愈烈，长江上游重点水

土流失区农业生产长期徘徊而难以稳定和提高，水

土流失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严重障碍，也是长江上游

重点水土流失区农村贫困的根源，同时也给三峡水

利枢纽工程带来严重威胁。

牪 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

牪牣牨人口过度膨胀

长江上游重点水土流失区经济落后，自然生态

环境承受能力低。从生态失调历史发展分析，人口过

度膨胀是重要诱因。近几十年来，随着人口剧增，密

度提高，对环境压力加大，毁林开荒、陡坡种植的现

象有增无减，泥石流、滑坡、洪灾等自然灾害加重，阻

碍了经济发展。突出表现于生产所付出的代价越来

越大，单位投能与投资越来越多，而产出的增加却很

有限；人口压力→陡坡垦殖→恶化环境→生产效益

降低→经济困难→生活艰苦→又继续开荒。如此反

复，造成了越开荒越穷，越穷越开荒的恶性循环。

牪牣牪坡地无水土保持耕种

由于人口的增长，耕地的需要量不断扩大，再加

财力、物力的限制，水土保持工作又跟不上需要，许

多坡耕地都是在无水土保持条件下耕种。按理坡地

无水土保持条件下，是不应该耕种的。根据三峡库区

水土保持观测站资料，库区多数坡耕地坡面水土流

失量处于中度和强度，少部分还处于极强度状态，每

年土壤流失厚度达牫牣牱～牭牣牴犿犿，部分地区达牭牣牴

犿犿以上。按这个数字推算，新开垦的土地厚在牫牥

犮犿，连续耕种牫牥年后，土层将变成牨牪～牨牳犮犿。这时

本应撂荒不能再耕种，但一般农民并不撂荒，采取分

段分块移土垫厚的办法，即在一段内分成两块将一

块（牨牤牪或牨牤牫）地的土移到另一块地上，使其增厚，

即可继续耕种。被垫垦的耕地面上水土继续流失，而

四周还要遭到地表径流的冲刷，更加重了水土流失，

一般再种牭～牳年便全部石化。在调查中发现，长江

上游重点水土流失区，牭牥年代到牰牥年代初被开垦

的坡地，部分已经出现强度和中度石化，坡耕地占土

壤流失总量的牱牥％以上。所以坡地无水土保持耕

种，是造成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

牪牣牫坡地过牧过采

丘陵或山区未开垦的坡地（荒坡、灌木林、疏幼

林地）是重要的放牧用地和薪柴用地。以四川达县为

例，全县约有牳牥万人口的民用燃料主要靠这些土地

提供，另有牨牨牣牰万头牛和牫牣牪万只羊要在这些土地

上放牧。这些土地存在着严重的过采和过牧问题，植

被常年处于衰退状态，植被覆盖率多数在牬牥％以

下，保水固土能力十分薄弱，再加上牛、羊频繁的践

踏地表，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在这类土地上已出现强

度、中度石化土地。

牪牣牬破土采石、开矿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盖新房十分普遍，修

水库、水塘、鱼池、修石房等基本建设也处处可见。这

些基本建设，都需要大量石料，然而采石料均无固定

所在，都是随着乱采。开采之处不仅铲掉了土壤，而

且碎石、废料还要埋掉比开采多牫～牭倍的土地。每

开采一处，毁掉土地少者牨牥牥犿
牪
，多者达牪牥牥牥犿

牪
。

一个村少者几处，多者达几十处采石场。另外采煤、

采石灰石也比较多，每开采一处，碎石、煤矸石、废料

等也要埋掉大量土地，被埋掉的这些土地植被很难

恢复，更谈不上种植庄稼。失去植被的土地，后果必

然是水土流失。

牪牣牭修路

从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上游重点水土流失区大

多数乡已实现通公路，下一个目标是村村通公路。修

公路是好事，但也带来了不利的一面，在丘陵山区修

一条公路，它的碎石要埋掉相当于一条或半条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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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这些被埋掉的土地上自然植被也难以恢

复。

牪牣牰自然因素

长江上游重点水土流失区夏季雨量占全年雨量

的牱牥％以上，最大小时可达牨牥牥犿犿，最大一日可达

牪牥牥犿犿，一年中大雨暴雨次数牨牥犱左右。因此，凡是

裸露的和稀疏植被的土地，都有明显的土壤流失，只

是程度不同而己，特别是含粉沙量大的土壤，抗蚀能

力很低，在静水中仅牨犿犻狀即被分散牱牥％，牭犿犻狀被

完全分散，更经不住强度雨滴的反复直接打击，土壤

结构最易破坏分散，随着地面径流而流失。当植被被

破坏后，地面又无排水系统，面蚀必然加剧，沟蚀普

遍发生，土地遭受切割，造成地型支离破碎，甚至是

满目疮痍。

牫 治理水土流失和建立生态农业区的对策

长江上游重点水土流失区的严重的水土流失，

是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人口、资

源、环境、社会叠加效应的反映，但人口的增加和人

类活动是主要因素。因此，在治理中采取某一单项措

施是难以奏效的，需要技术的、经济的、行政的和法

律的措施和手段综合运用，达到在长江上游建立生

态农业区的目的。

牫牣牨大力推行“犛犃犔犜”技术

长江上游耕地率只有牰％，其牪牤牫耕地为坡耕

地，几乎全是低产田，又是水土流失的主要区域。对

坡耕地的改良，不仅能基本遏制土壤侵蚀，还能改善

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在改良坡耕

地时，应大力推广“犛犃犔犜”技术。“犛犃犔犜”即犛犾狅狆犻狀犵

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犔犪狀犱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的简称，是牨牴牱牥年由

国际山地中心在菲律宾发展起来的，投资少，见效

快，简单易学，以水土保持、恢复生态环境的复合坡

地农业技术为主的技术。“犛犔犃犜”技术采取系统平衡

的方法，充分考虑生态系统内各子系统的持续发展，

结合建立区域性经济支柱产业，增粮增收；把控制水

土流失，增加土壤有机质，改良土壤有机结合起来，

采取等高线种植固氮植物活篱笆，提高坡地持续的

生产力，在植物活篱笆带之间种植粮食或经济作物、

牧草，发展草食畜、养殖业，提高系统的经济效益和

综合效益。沿等高线种植绿篱，绿篱根系固氮，改善

土壤结构和土壤团粒，增加有机质含量，绿篱树干阻

拦有机质流失与水土流失，收割树叶还田，既保持坡

耕地的通风透光，又增加耕地的有机肥。同时，通过

自然力、耕作、水土流失等因素逐渐将坡地变成生物

梯田。

牫牣牪严格控制重点水土流失区人口总量

水土流失是人口增加、超环境容量的结果，因此

防治水土流失根本措施是控制人口的增加。在三峡

库区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土地平均人口占有量大

大下降。牭牥年代初，三峡库区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

仅牨牬牥余人，平均人口占有耕地牥牣牨牨犺犿
牪
。到牴牥年

代初每平方公里人口已达到牪牱牳人，超过全国平均

水平一倍多。耕地虽扩大，但人均占有量下降到

牥牣牥牱牫犺犿
牪
。新增加的耕地全部都是新开垦的坡地。

被开垦的土地，坡度越来越大。目前在牪牥°以上的耕

地约占坡耕地的牬牥％，水土流失严重，潜伏着迅速

石化的危险。通过立法，控制长江上游重点水土流失

区的人口总量已刻不容缓。

牫牣牫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移

长江上游重点水土流失区地形破碎、地块狭小、

分散。受自然条件限制，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受到极

大的制约，必须通过联户、联产、联营等方式，将分散

的农户联合为整体，尽可能集中连片经营，培植优势

农产品，发挥区域优势，使长江上游重点水土流失区

农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接轨。政府可以低价

拍卖牭牥年以上的“四荒”地经营权，充分体现“谁开

发，谁使用，谁受益”的优惠政策。鼓励一部分人从事

非农产业或开发荒地、林地、牧草地、水域等，永久性

地脱离耕地；对农用地管理实行以“竞价承包”为基

础的土地流转机制，并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

中，避免土地的再次平均分配，保障土地能流转到用

地能手中，以逐渐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土地利用

效率。对长江上游重点水土流失区能人承包的非耕

地资源，可以按民营科技企业对待，享受免征牭年所

得税优惠。

牫牣牬重点建好若干个非农业区

从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较为理想的选择是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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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游重点水土流失区，重点建好几个非农业区，使

其成为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纽带和中枢，作为容纳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阵地，以减轻重点水土流失

区现有耕地的压力，达到还田于林，还田于植被的目

的。

非农业区是一种准城市化区域，不是单纯的工

业区，它将成为重点水土流失区新的经济增长点，随

着非农业区集聚效益的发挥和经济的发展，这些区

域在下个世纪初将实现城市化。建立非农业区有诸

多优点牶

（牨）实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乡镇企业是

非农业区发展的主导力量，要充分利用经济区的农

副产品和矿产资源，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达到大量安

排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目的。

（牪）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由于非农业区用地

紧凑，基础设施完善，吸收投资的能力比较强，因而，

社会整体经济效益较好。

（牫）解决了农村社会化服务问题。除发展乡镇工

业以外，非农业区内还应大力发展农村、农业所需的

各类第三产业，这将有助于改变长江上游重点水土

流失区内目前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

在非农业区的建设过程中，应借鉴我国小城镇

城市化实施过程中的成功经验。非农业区内的建设

应由各省市政府统一规划，控制非农业区的规模。适

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用全新的方式建设非农业区。引

导资金投向，合理吸收各项建设资金，把非农业区基

础设施变为商品，使其一开始便进入良性循环。

牫牣牭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

近年来，长江上游重点水土流失地区依托丰富

的资源，在农牧业产业化方面，已经开始作了可贵的

探索，并建立了一批农产品商品基地。大规模的农副

产品生产基地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基础，是产业化

龙形链条上的第一个环节。但是，有了条件较好的生

产基地，不一定就能生产出农副产品来，更不会就一

定能形成产业化链条。在农业产业化这个链条上，有

生产基地，龙头企业和销售市场这样三个环节。龙头

企业居中而立，它一头连结生产基地（生产基地连接

千家万户），一头连接销售市场。可以说，农业产业化

能否形成，最重要的因素是看有没有龙头企业。由于

私营个体经济个头小，国有、集体企业效益差，就无

人来作产业化链条上的龙头。在长江上游重点水土

流失地区，收购销售农副产品的企业不少，但严格衡

量，整个区内没有一个称得上是农业产业化链条上

的龙头企业。这是因为牶有规模成气候的官办公司没

有以经济合同的方式与农户签订农副产品的购销合

同，没有与农户结成效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共同

体。在民间，虽然也有一些由农民自己办的农副产品

收购、贩运企业与农户间以合同的方式结成了风险

共担的经济共同体。但是，由于民间企业的规模很

小，形成的链条只像一条小蛇而不像龙，所以，这些

小规模的企业至多只能称其为 “蛇头” 而不是 “龙

头”。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区各级政府应根据本地实

际，重点培植扶持一些龙头企业。改变过去单纯由政

府规划并组织实施基地建设的做法，实行在政府统

一规划下，由龙头企业去组织实施基地建设，去拓展

市场。在这样一批龙头企业的带动下，长江上游水土

流失区农业产业化在近两三年内可望取得较大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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