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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黄河为患，根在泥沙。
“维持黄河健康生命”，构筑黄河“三道防线”，其根本措施就是要减少黄土高原的入黄泥沙。
如何科学有效地从源头防治水土流失和减少人黄泥沙，至关重要的是研究、认识和把握黄土高原不同
类型区水土流失规律及不同水土保持措施的配置与效益。
因此，综合野外和室内研究成果，建立土壤侵蚀模型，进一步实现产沙、汇流和洪水演进的耦合，为
黄河水沙调控运行提供科学依据，成为当前水土流失规律试验分析和研究领域面临的一项首要任务。
　　自1942年天水水土保持试验区建立以来，黄土高原先后建立了45所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所），
各站（所）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典型小流域径流泥沙观测，其中黄委会在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一副区、第
三副区和黄土高塬沟壑区分别建立了绥德、天水、西峰三个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以下简称“三站”
）。
通过60多年的定位观测，在小流域及较大流域水土流失因子与规律、降雨与侵蚀产输沙过程、水土流
失单项与综合治理措施的拦蓄效益等方面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资料，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为揭示黄
土高原主要类型区水土规律、评价不同水土保持措施的配置与效益、制定水土保持技术标准规范、做
好水土保持规划以及促进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长期以来，黄土高原关于水土流失的定量分析与预报主要是以坡面为研究对象，研究的主要手段
是坡面径流泥沙测验小区，区域性的研究一般是以坡面研究结果为基础，通过比例尺变换方式实现的
。
虽然我国许多专家学者目前采用分区方法进行区域性整体宏观趋势预测探索研究，但对黄土高原来讲
还未有成型定论的水土流失和产沙预测预报模型方程。
国际上，美国通用土壤流失方程主要是研究分析缓坡水土流失因子，对于深入研究水土流失机理和水
土流失措施布局的作用是有限的；欧洲水土流失模型是一个基于物理过程次降雨流域侵蚀模型，它将
流域简单地划分为地块与沟道组成系统来研究，显然不适合地形地貌类型十分复杂的黄土高原。
　　国内专家学者目前对于坡面和小流域层面的研究比较深入，资料积累比较丰富，许多专家设置不
同研究条件、考虑不同影响因子、利用不同理论方法建立了许多模型。
但相对黄土高原“三站”近60年的观测资料来讲，以往的分析研究多局限于非实测流域或短系列的，
实测流域长系列、多方法深层次系列化研究并不多，以至于造成径流泥沙观测资料积累不少、分析研
究不深、实践经验不少、理论提高不多的局面，使大量观测资料成了“存货”，不能有效地应用到生
产实际中去。
对不同水土流失类型区、不同下垫面条件、不同降雨条件的土壤侵蚀规律及侵蚀机理尚不完全清晰，
流域侵蚀实体模拟的相似性与模型化过程中还有许多理论和技术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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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黄土高塬沟壑区南小河沟典型小流域和砚瓦川中型流域已有50多年的小流域及径流场实测资
料，在分析总结黄河水利委员会西峰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和定量分
析方法，探讨了黄土高塬沟壑区的水土流失规律，对典型小流域水土保持措施蓄水减沙效益进行了分
析，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Cs示踪法研究等较为先进的分析计算手段，建立了南小河沟流域
土壤侵蚀空间数据库，同时对小流域水土流失规律与水土保持效益观测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和评价。
可供治黄科技人员及水文、气象、环境等专业的教学、生产部门的有关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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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研究小流域已有研究成果概述：　　西峰水保站自1951年建站至今，已有57年的发展历史
。
自1954年开始，在黄土高塬沟壑区的南小河沟流域开展水土流失规律研究；1956～1962年进行了子午
岭林区（合水川和党家川）森林对径流泥沙的影响研究，1975年又选定砚瓦川流域作为中型观测流域
进行水土流失规律的观测研究。
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有以下几方面[1-4]。
　　2.1 黄土高塬沟壑区的径流泥沙来源研究：　　自1954年开始，在黄土高塬沟壑区的南小河沟流域
，选定治理的杨家沟和非治理的董庄沟作为对比，进行水土流失规律及水土保持措施的拦蓄效益研究
。
通过50多年的研究表明：黄土高塬沟壑区的径流主要来自于塬面，泥沙来自沟谷，塬水下沟和沟谷重
力侵蚀是这一地区水土流失的主要特征。
以南小河沟流域为例（见表2-1），其塬面径流占流域总量的67.4％，泥沙占流域总量的12.3％，其中
村庄、道路是主要产区，径流占塬面部位的87.2％，泥沙占塬面部位的92.2％；坡面径流占流域总量
的8.6％，泥沙占流域总量的1.4％；沟谷部位径流占流域总量的24.0％，泥沙占流域总量的86.3％。
在沟谷中沟床和红土泻溜部分是泥沙的主产区，占沟谷部位的96.0％，占流域总量的83.0％。
　　根据董庄沟实测资料进行分析，塬水下沟对本流域泥沙来量的影响很大，冲刷模数增加1.26～1.49
倍，所增加的泥沙总量占流域泥沙总量的76.8％～77.9％。
反之，塬水未下沟，流域泥沙量则大量减少。
　　南小河沟流域重力侵蚀面积占流域总面积的9.1％，重力侵蚀产沙量占流域总产沙量的57.5％。
　　对南小河沟流域淤地坝减轻沟蚀作用进行的观测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局部沟段坝地的固沟作用，
使小流域的沟蚀量减轻了16.2％。
研究发现，水土保持坡面治理措施实施后也有明显减轻沟蚀的作用。
经对南小河沟流域内的杨家沟、董庄沟两条支沟对比观测，塬面水不下沟比水下沟减轻沟蚀30％～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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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土高塬沟壑区典型小流域水土流失规律及水土保持治理效益分析研究》可供治黄科技人员及
水文、气象、环境等专业的教学、生产部门的有关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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