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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期以来的不合理开发，陕北黄河流域的生态

环境受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这使其水土流失现象日益

严峻，介于次，由水土流失而衍生的各种生态危机问题

也逐渐暴露出来，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了不利的影

响，所以关于水土流失的治理问题非常迫切。虽然长期

以来也通过有效的治理获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土地生

产能力、植被、耕地等依然有着一些实质性的破坏，这

给该区域社会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以及我国生态安

全的科学建设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本文从陕北黄土高原

区域的现状出发进行分析，分析了水土流失出现的原因，

进而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策略。

一、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现状

（一）区域治理不够均衡

综合现阶段的治理手段以及宝贵经验去看，目前陕

北黄土高原地区的治理工作，主要是基于小流域模式来

实施的。从目前的统计数据上来看，在人们的积极努力

下，这一区域的植被覆盖率，在近三十内增长了约一倍，

最为可喜的是，2018 年的覆盖率更是超过了 60%，与此

同时，黄泥沙量也在日趋降低，总体来说，治理效果还

是极为显著的。部分生态环境问题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但是目前还存在一些区域治理不均衡，环境治理成效差

异化较为严重分的情况，如一些地区并没有从国家乡村

振兴的角度对生态问题进行治理，且技术引入较少，技

术治理的手段革新周期较慢。

（二）用水管理尚不完善

从整体去看，“水资源”在治理黄河流域水土流失工

作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目前来讲，我国在该区域的

水资源管理体制、以及对黄河干流水量的协同调度上是

日益完善的，整个水资源保障机制可以说已经相当完备

了，不过从经济发展的视角去看，北黄土高原地区要想

跟上我国整体的社会经济发展节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为发展和对水的需求量是正相关的，换言之，从长远

去看，该地区的水量缺口还是不容乐观的。因此，进一

步优化该区域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仍是一个需要仔细研

究的课题，要不断致力于水量调度体系的纵深化发展，

这样才能更加合理地推动水资源的有效覆盖。

（三）经营维护还需改善

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问题治理的数十年以来，已经

建立了多个大规模的治理示范区域，为综合治理的开展

奠定了基础。但从现存的问题上来，由于这些示范区域

是分批建立的，且对于当下或未来的治理所能发挥的作

用小之又小，有的需要重新治理，所以这就需要极大维

修和运营的力度。另外，黄河流域农村人口劳动力的锐

减使得当地的很多耕地资源被荒废，如果不从这些现状

出发进行治理，那么很难达到实际的治理效益。

二、陕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成因

（一）自然层面

其一，地貌不稳定性。地面破碎的现象较为严重，

沟谷纵横交错，如很多地区的沟谷密度大约在 3-5 公里

/ 平方公里以上，最大为 10 公里 / 平方公里，与中国其

他山区和丘陵地区大了至少 3 倍。沟谷下切深度也比较

深，基本在 50-100 米，占流域面积的 45% 左右，有的

地区甚至高达 60%。这样一种自然地形环境，再加上该

区域的黄土覆盖，导致地表物质极其不稳定，无法抵抗

突出起来的自然灾害。另外，黄土一般呈灰黄色，呈粉

砂颗粒状态，土质较为疏松，这种碳酸钙含量较高的土

地形态很容易收到流水的侵蚀，进而导致水土流失现象

的发生。

其二，暴雨现象较多。黄河流域的降水量偏少，年

平均降水量在 300-650 毫米之间，且降水季节的分配也

探究陕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成因和对策

艾峰峰

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水土保持监督检查站　陕西榆林　718199

摘　要：在我国境内，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流失状况尤为严重，而与此同时，该区域又是黄河泥沙的主要产出地。

水土流失问题是当地生态环境被破坏的体现，这不仅会对该区域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十分巨大的阻力，同时还

会对我国生态安全的科学建设产生巨大威胁！基于此，相关人员应基于国家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精准治理，

通过采用多种有效的治理方式，并引入现代化技术，以期能切实提高治理该区域水土流失的成效。

关键词：陕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



159

当代水利水电: 2021年3卷12期
ISSN: 2705-1005(Print); 2705-0491（Online）

不均匀，7-9 月份的降水量总和占全年的 60% 左右，冬

季则只占 5%。所以，历时较短、雨量中等其强度较大的

问题与该区域地表起伏条件相矛盾，这就导致超渗流流

量大且流速也大的我嗯题，这种巨大的位能没能转化为

动能，使得黄土受到冲蚀，给黄河输送了大量的泥沙。

根据相关测定结果表示，砂黄土分布区是暴雨强度较大

的地区，也频率也比较高。陕北黄土高原地区沟壑纵横，

且植被稀疏，较易形成夏季热力对流，所以非常容易产

生暴雨，这也是造成该区域水土流失问题较为严重的重

要因素。

其三，植被面积稀少。植被属于抑制侵蚀的重要自

然因子，有着极强的防蚀效能，植物枝叶能够对降雨的

侵蚀力进行削弱，进行调节径流，能够有效缓和洪水的

过程，降低径流的冲刷力。此外，植物根茎深扎于土壤

当中，能够有效改善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有助于提高

土壤的抗蚀力。植被的截留效能的高低当然与植被覆盖

率密切相关，通常来说，植被的覆盖率越高，则植被的

截留效能发挥的越大。植被的截留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减

少了土壤的实际受雨量以及被雨滴打击的强度，所以植

被覆盖于地表之上能够起到阻挡雨水的作用，防止大暴

雨冲刷地表，降低流速，减缓雨水向土壤的渗透速度，

从而也能够保持土壤的水分，对于改善土壤也有着重要

作用，这也是水土流失保障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二）人为层面

陕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现象的加剧与人类对自然资

源的不合理利用脱离不了关系，是人们为反复自然规律

造成的恶果。首先，人类的不良生产活动加大了水土流

失问题的产生，毁林开荒、陡坡耕地等现象都使得原有

的植被覆盖面积被侵占，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水土流

失问题。此外，黄土高原地区大都是自然地理条件较差

的贫困地区，人们的整体素质偏低，且人口增长速度较

快，当地人们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以毁林开荒为代价，

从而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其次，资源的大量开发，

挖路基、隧道等过程中所产生的排渣没能及时处理，乱

推乱放，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剧着水土流失。

三、陕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对策

（一）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精准治理

要想推进陕北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的治理工作，

首要任务是对技术的开发，发挥现代化治理手段的作用。

相关部门应加大技术研发力度，构建技术、设备与人才

协同一致的信息化治理体系，更好地在智能检测、生态

修复以及淤地坝建设中取得更大的突破。具体来说，应

结合当前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中面临的新问题对整体的布

局进行调整，实现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全覆盖，实现区

域的均衡发展。另外，在生态环境治理的过程中，还应

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出发，将村民自建引入到水土流失

治理工程中，发挥社会的力量，让人们参与治理并享受

治理的果实，从而实现水土流失的精准化治理。

（二）引入节水技术，强化用水管理效率

对于用水管理不完善的问题，需要铜过引入节水技

术的形式，从现有的管理机制上进行调整与完善。一来

需要深入陕北黄土高原地区进行调研，针对当地各类型

的用水需求进行合理的水资源调度，实现水资源的最大

化利用；二来将适水发展战略在本区域大力推广，借助

节水技术实现对水资源的有效控制。通常来说，节水技

术一般分为两种：农艺和灌溉。农艺节水技术是一种基

于农业水肥需求进行精准化计算的一种技术，能够实现

对水资源的有效控制，主要应用于玉米、水稻、小麦这

类高农产作物中；节灌技术是一种以人工集存的方式进

行水资源精准补偿的技术，主要包括小管出流灌、点浇、

瓦罐渗灌、微滴灌等技术。三是薄壁水窑技术，主要针

对梯田、公路、住房等区域进行水资源控制，通过蓄水

的方式完善人工蓄水和农业用水。

（三）开展精准养护，提高工程管理质量

在多年的治理工作中，陕北黄土高原地区已然形成

水土流失治理的各种规模，且数量庞大。目前，要想切

实提升治理效果，还需立足当前管理体制的优化，从之

前的追求数量转变为追求质量。相关部门应做好全面调

研工作，必须要做到全面了解各项治理工作的实际开展

状况，基于此，还要定期对这些工作的实际开展效益进

行评估，同时要保证相关档案的真实性和完善性，这对

提高治理效益是大有裨益的。此外，相关部门还应立足

陕北地区的实际林木规模，不断提高水土保持林的覆盖

率，在真正意义上落实精准养护，建立完善的林木养护

模式。另外，原有成果管理制度的完善也需要关注，这

样能够更好地与新工作内容先衔接，同时还能使内部职

责分明，让每一个相关人员都有自己要完成的任务，针

对性做好相应区域的养护工作，在巩固已有治理成果的

基础上实现新的突破。

（四）大力健身农田，实现退耕还林还草

生态环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涉及到农、林、牧、

水等各个方面。相关部门还应通过农田建设的方式来实

现退耕还林、还草工作，但并不是一位地强调退耕，应

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在充分分析当地实际发展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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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来确定退耕的力度。沟谷、荒沟是陕北黄土高原

地区重要的地貌形态，草木稀疏、人口密度小、土质差

的地区可以针对性地加大退耕的力度。人口数量较多且

土地资源较好的地区可以将重点放在林草建设上，同时

做好耕地治理工作，大力发展经济林果，增加植被面积，

也为退耕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前提。退耕还林还草工作

的实施已经成为陕·北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中

的重要一环，后续还应将争取国家政策支持作为重要的

工作内容，这是退耕还林工程深入开展的政策保障。在

实际工作中，基于国家的方针政策践行退耕还林精神，

在农田建设不动摇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农田建设体系，

包括梯田、条天等，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巩固原有的

工程成果，二是为了保证当地人们的粮食安全。此外，

还应加大封禁管护的力度，彰显大自然的自我修复力，

通过提高植被覆盖率的形式提高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效

益。

总之，关于陕北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的治理工作是一

项系统且漫长的工程，应结合国家生态治理的要求和陕

北黄河流域区域的发展现状进行动态式治理，在保障原

有治理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强化。当然，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应正确看待生态环境破坏这一现象，通过以问题为

导向，制定科学、有效的治理方案，从乡村振兴战略出

发，有效实现陕北黄河流域区域水土流失的精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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