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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陕北地区水土流失原因及其治理,结合理论实践,在分析水土流失机理的基础上,分析了引发水土流失的主

要原因和危害,并提出相应的治理措施。得出合理的水土流失治理措施,对保证陕北地区水土资源的丰富性及物种多样化有重

要意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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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土流失是目前影响自然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的主要因

素,从而目前水土流失发展趋势的角度而言,诱发水土流的

原因比较多,既包括人为因素,也包括自然因素。陕北地区是

我国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灾区,已经影响到陕西地区社会经

济的持续发展,也是陕北地区频繁发生沙尘暴的主要原因。针

对陕北地区水土流失治理方面,不同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

方法,有的专家进行了沙化成因时空方面的研究,而有的专家

则提出采用薄膜覆盖滴灌培育植被的方法,来解决水土流失

问题。在纺织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研究出了很多专用于

植被培育的农用纺织品,被广泛应用在水土流失治理中,取

得良好效果,为陕北地区水土流失的治理提供了新的方法和

材料,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1 陕北地区水土流失的机理 

从地质结构的角度而言,陕北地区岩层大多数为沉积岩,

从而地理位置上而言,地处温带和半温带干旱区。陕北地区土

地面积大约为 80290km2,多为丘陵沟壑区域,降雨量比较少,

气候干旱,土地、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比较丰富,是陕

西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区域。但陕北地区水资源比较短缺,水土

流失非常严重,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陕北地区水土流失的主要机理为：在人类活动不断增

加、岩石风化程度愈发严重,干旱少雨的背景下,多数植被难

以形成有效的防护,致使地表行形成了细微的沙粒和沙粉,

沙化现象比较严重。当下雨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在沙粒和

沙粉的影响下,雨水难以渗透到内层中,就会在表面形成地

表径流,形成了沙水混合流。而沙粒普遍具有不规则性,表面

比较粗糙,在流动过程中往往呈现高速旋转状态,从而对地

面造成“深度挖掘”,使得更多的沙土随着径流向低处流动,

从而引发大范围水土流失。 

2 水土流失的危害 

一旦发生水土流失,就会带走地表中富含营养物质的熟

土,加剧 土壤的贫瘠速度,而裸露出来的里层土质含沙量比

较高,保水能力低,缺乏植物生长所需的养分和矿物质,使得

植物难以存活。里土在外界因素的侵蚀下,就会发生风化演

变细尘沙,进一步对危害附件植物的正常生长[1]。此外,水土

流失还会导致原来平整地形地貌,形成沟壑,致使原来的地

形地貌发生形状变化。植被在没有形成规模之前就会被摧毁,

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和功能。此外,一旦发生水土流失,

还会导致河道被堵塞,使得河床被抬高,降低河堤的防水能

力,在洪水期,会淹没沿岸植被和农田。 

3 陕北地区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 

3.1 自然原因 

陕北地区属于温带、半温带干旱区,年平均气温 8℃～

10℃之间,年降雨量在 200mm～500mm 之间,自产量水资源比

较缺乏,是我国水资源比较缺乏的地区,土质多为黄土,植被

覆盖率比较小,容易形成沙化。此外,陕北地区地形地貌起伏

比较大,沟壑纵横,川道狭长,约每平方公路就有 4.7 万条沟

壑。在风力、水力侵蚀和人类活动 地下极易发生水土流失。 

3.2 地业矿业发展过快 

在陕北很多地区盛产石油、天然气、煤矿等,为满足社

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资源开采力度逐步增加,对陕北地区的

山体、植被等造成了严重破坏,特别是煤矿的开采力度增加,

矿坑遍布每个触及区域,不断破坏植被的正常生长,矿石和

松散土的不断积累甚至堵塞了河道。煤矿开采后的土层、尾

矿随意对方,经常看到高达几十米甚至是上百米的矿土山丘,

缺乏植被的土体固结,在下雨时就容易冲蚀,进而引发水土

流失[2]。 

3.3 交通土建行业的发展 

陕北地区受到地形地貌、天数地理位置的影响,交通不

便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近年来,当地政府不断

增加道路修建的投入力度,发展至今,逐步步入了一个新的

高潮。众所周知,道路修建过程中,开山挖石是最主要的工作,

陕北地区本就缺乏植被,原土层被开挖后,就会裸露出新的

土层,在雨水的冲击下,就会发生严重的水土流失。陕北地区

区域位置和气候条件而言,此种破坏几乎是不可恢复的。道

路修建时施工碎石挖取后,会留下大范围裸岩和松土,在雨

季就容易发生滑塌,从而造成水体流失[3]。 

3.4 人为放牧 

从陕北地区发展历程的角度而言,畜牧业曾在陕北地区

占主导地位,虽然进入 21 世纪以后,畜牧业逐年减少,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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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很多农村的基础性产业。陕北地区降雨量比较小,多为

砂砾土,无法存储大量水资源,植被成活比较困难。牛羊在啃

食植被时,导致植被的叶茎被啃食,再加上土体固结能力比

较小,很多植被会被连根拔起,使得植被难以形成规模化。在

禁牧和退耕还林政策的制约性,此种现象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但仍然出人为偷牧和放牧的问题,这也是导致陕北地区植被

比较稀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4 陕北地区水土流失治理措施 

4.1 做好区域性规划,逐步治理 

就陕北地区目前水土流失发展现状和成因而言,很难实

现全面治理,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先治理,形成示

范点,逐步带动其他地区进行水土流失治理。形成“一点带

线,以线带片”的水土流失治理新理念和新方法,逐步扩大治

理面积,最后实现全面治理。此种治理理念的主要优势可让

当地居民亲眼看到治理的效果,从而提升了他们参与水土流

失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水土流失治理具有很强的综合性

和系统性,单凭政府部门的努力很难达到治理效果。具体而

言,可以河流流域的治理为起点,先对小范围内容流域进行

植被培养,然后再以该区域为中心,逐步向四周扩散。 

4.2 物理固化沙土,避免水土流失进一步扩大 

针对土质沙化、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可采用专业的土

工用纺织品进行固土固沙,可应用在公路铁路两侧、河道岸

坡等位置,以降低滑塌现象的发生概率,进一步改善行车环

境。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可大幅度减少沿线的水沙冲蚀,

保证交通的安全性,并且此方法还有很强的适应性,成本也

比较低,无需过多的维护[4]。但对植被生长的促进作用比较

小,老化以后会形成垃圾,容易影响环境,因此,土工用纺织

品使用一定周期后要及时处理和更换,否则会影响美观性。 

4.3 选择合理的植被,精心培育 

生态防治是目前水土流失治理领域常用技术,也是保持

水土稳定性的最终目标,在选择植被种类时,要尽量选择易生

长、易成活、耐旱性强,或者经过改良的植被。为提升植被的

成活率,还要精心培育,按照长、中、短相互结合的方法进行

培育。短效指的是在短期内就能生长起来的植被,如：草本植

物,当年见绿；中效指的是在1～2年内就能形成一定的效应,

可进一步加强草本的治理效果,还能很好的保护短效植被,

如：灌木、小型乔木等；长效指的在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形

成治理效应。在具体治理过程中,为最大限度上提升治理效果,

需要加强短效和中效植被培育,注重长效对短效和中效的保

护,三者协调配合可有效提升植被对土体的固结效果,从而促

使水土流失和沙化现象减轻或消失。 

4.4 合理应用农用纺织品,提升水流失治理效果 

农用纺织品普遍具有很强的韧性和结构,把农用纺织

品、营养要素、植被种子相互复合,形成植被培育新型农用纺

织品,可充分发挥纺织品的吸水性,那保证植物健康生长[5]。第

一次浇水以后维持种子发芽所需的湿度,此后通过自然降雨

就能满足植物生长对水分的需求。短效植物培育完成后,可

在其中进行中效率和长效植物培育,在 2～3 年内就可以形

成植物生长的初期规模,提升成活率和水土流失治理效果。

实践表明,此种方法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并且效果比较显著,

生产费用较低,可进行大范围推广应用。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结合理论实践,分析了陕北地区水土流

失原因及其治理,分析结果表明,水土流失对周围居民生产

生活的安全性,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等方面皆有非

常重要的作用。但水土流失治理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系统性,

需要从多方面同时入手,才能提升治理效果,创造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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