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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黄土高塬沟壑区自西向东包括泾河中游的甘肃陇东高塬沟壑区、北洛河和泾河中游的陕西渭北高
塬沟壑区及东部的晋陕黄河峡谷高塬沟壑区，面积3.5 6万km。
黄土高塬沟壑区年降水量为500～600mm，光热水土等自然资源相对较好，既适宜于多种农作物栽培，
又适宜苹果、花椒及烤烟等经济植物种植，是黄土高原区农业社会经济较发达地区。
该区属黄土高原严重水土流失区之一。
　　长期以来，人们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水土保持对产沙及输沙的影响，而忽视对径流影响的研究，随
着黄河断流问题的出现，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与径流关系引起各方关注。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的方略是塑造协调的水沙关系，使黄河泥沙在河口的造陆运动能够继续，同时
减少泥沙在河道中的淤积，不至于形成大的危害。
黄土高塬沟壑区土壤侵蚀主要类型为水力侵蚀和重力侵蚀，而水力同时也是促进和加重重力侵蚀危害
的重要原因。
水的流动性产生的挟沙能力是导致当地水力侵蚀的核心原因，因而，通过对径流的调控达到对泥沙的
调控，径流的调控利用就成为构建协调的水沙关系的主要技术手段。
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了建设黄河水沙调控体系，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在建设黄河水沙调控体系中
大有可为，应该是黄河水沙调控体系中根本性、基础性措施。
对于黄土高塬沟壑区，采取“调蓄汛期径流，减少入黄泥沙”是构建黄土高塬沟壑区水沙调控体系的
技术关键，也就是就地拦蓄汛期的雨洪资源，达到就地截留、入渗、集蓄、转化或利用，大幅度减少
泥沙的流失，减轻黄河下游泥沙淤积危害。
　　基于径流调控利用的多元综合治理模式是一条既协调了水沙关系，又解决农业干旱缺水问题的有
效途径和方法。
黄河水利委员会西峰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经过60年的水土保持科学研究与实践，取得了大量的成果，
并在生产实践中也得到了大面积推广。
在黄土高塬沟壑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模式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系列化成果，在建立典型示范小流域的
同时，也做了大量的推广工作，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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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阐述了黄土高塬沟壑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模式研究方面取得的系列化成果，突出了径流调控
利用理论与工程实践紧密结合的特点。
全书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论述了水土保持流失规律与径流调控关系；第二章论述综合治理模式的研究与运用情况；第三
章至第五章分别论述塬面、坡面、沟道的治理模式与技术；第六章论述了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成效的监
测方法。
    本书可供干旱半干旱区水土保持技术人员使用，也可作为相关大专院校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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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表层与黏化层已无石灰反应，pH值为7.0～7.5。
钙积层一般出现在1.5m以内。
黄土母质上发育的褐土，土层深厚，质地偏黏。
在自然植被下，腐殖质层厚15～25cm，有机质含量3％～5％，肥力较高；耕种条件下，耕层有机质含
量1.3％～1.5％，肥力亦较高。
基岩风化物上形成的褐土，有效土层一般仅30～80cm，大都生长自然植被。
　　（2）淋溶褐土。
淋溶褐土主要分布于海拔1600m以上的林地中，土壤淋溶作用强烈，剖面中石灰已经淋失，黏化层位
偏下，钙积层一般在1.5m以下，pH值为6.5～7.5，呈中性或微碱性反应。
自然植被条件下的淋溶褐土，腐殖质层厚10～30cm，有机质含量3％～5％。
　　（3）石灰性褐土。
曾称为碳酸盐褐土。
呈微碱性，土层深厚，质地均匀，颜色为灰棕～灰褐～褐色，剖面不同深度有钙积层石灰结核或假菌
丝体，土壤渗透性强，抗蚀力羞，水土流失严重，原始土壤已极少存在。
土体内碳酸钙淋溶作用微弱，黏化层较薄，钙积层位置高，全剖面强石灰反应，pH>8。
耕种石灰性褐土有机质及养分含量中等，保水保肥，土壤肥力较高。
　　（4）褐土性土。
具有褐土的成土过程，属发育程度较差的一个褐土亚类。
分布于褐土带侵蚀严重的山丘地区，与褐土其他亚类呈交错分布。
土壤发育微弱，黏化层不明显，土层浅薄，或富含石砾，全剖面强石灰反应，是吉县蔡家川流域典型
的地带性土壤，分布范围最广，面积占全流域的78.1％，黏化钙积过程处于初级阶段，通体有石灰反
应，有黏化现象，一般为黏化层形成，土壤剖面发育多数不完整，除耕作层或腐殖质层明显外，黏化
层和钙积层均不明显，母质特征明显。
土壤pH值为7.8～8.5，发育于不含碳酸钙母质上的稍低，pH值为7.0～7.5，与淋溶褐土交界处淋溶作用
较强的，酸碱度也稍低。
土壤有机质和氮、磷养分中等偏低，黏粒矿物组成变化不大。
　　2.黑垆土　　黑垆土是黄土高原主要的地带性土壤，也是一种古老的耕种土壤，分布范围很广，
但仅在董志塬、早胜塬、洛川塬、长武塬、彬县塬、合水塬和吉县塬等黄土塬区分布较集中；其余在
碎塬塬心、分水鞍和沟掌等处，以及河谷高阶地与台地呈零星分布。
黑垆土发育在暖温带半干旱半湿润森林草原向中温带干旱草原过渡的气候条件下，形成过程以弱腐殖
质化为主，有一定的碳酸钙淋溶淀积和残积黏化，以及近代黄土的沉积覆盖，腐殖质层深厚，有隐黏
化特征，全剖面有石灰反应，pH值为7.8～8.5。
完整的剖面一般由以下层次组成：①淡色覆盖层，是覆盖在腐殖质层之上的一层土层，系由近代黄土
不断沉积，以及长期耕种施肥的结果，厚40～60cm，有的可达1m，淡灰棕色，有机质含量0.8％～1.0
％，质地壤土一黏壤土，通气透水，比较肥沃，此土层可进一步划分为耕作层、犁底层和老耕层；②
腐殖质层（垆土层），是在自然植被下形成的，厚50～80cm，有的可达1m以上，有隐黏化特征，质地
黏壤土～壤质黏土，有多量霜粉状或菌丝状白色石灰淀积，有机质含量1.O％～1.5％，草地可达29／5
～3％。
土壤阳离子交换量12～22mgN／100g土。
田间持水量20％～22％，保水保肥，潜在肥力高；③石灰淀积层，在腐殖质层之下，有大量白色石灰
淀积，并有较多小石灰结核，土体较紧实，养分含量低；④母质。
层，为黄土，土层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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