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凉山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地处长江中上游，

东抵四川盆地，西跨横断山脉，南临金沙江，北负大

渡河，处于典型的季风气候区，冬季受大陆性干冷

气流控制，空气干燥，降雨稀少，夏季受暖湿的热带

海洋气流控制，集中了全年降雨量的!"#以上，形成

干湿季节分明、降雨集中的特点，同时境内地势起

伏大，山势陡峭，从而极易造成山洪暴发、滑坡和泥

石流等自然灾害。全州水土流失面积达$!，%&$’%()$，

占幅员面积的*!’"*#，其中剧烈流失$+"’!()$、极强

度流失,，&--’%()$、强度流失%，"+-’*()$、中度流失

,-，+,*’!()$、轻度流失.，"&!’.()$，是我国水土流失

特别严重的地区之一，年均土壤侵蚀量,’$亿/，约占

全国四十分之一、长江流域的二十分之一!。

, 凉山州水土流失治理采取的主要措

施及治理现状
凉山州从,!.!年开展“长治”工程以来，主要采

取了在荒山荒地上实行林草结合，天然林地上实行

封禁治理，形成了生物防护体系；在耕作中实行横

坡耕作、免耕法聚土垄作等农耕农艺措施；在坡耕

地上进行坡改梯工程，形成了坡面防护体系；在沟

道中修筑谷坊、拦沙坝拦截泥沙，形成了沟道防护

体系；在滑坡、泥石流多发区建立了滑坡、泥石流预

警站，形成了安全监测体系。基本构成了水土流失

治理体系，成为山区人民生存条件的保护屏障。

通过,&年的实践，水土流失治理取得了一定成

效：首批一至三期在会理、宁南、雷波、金阳、会东、

昭觉%个县实施，共规划,&"条小流域，完成治理$，

!,%’*-()$；第四期普格、美姑、布拖-个县实施，三年

共完成治理$+$()$；第五期工程于,!!!年在会理、宁

南、雷波、金阳、会东%个县实施，已完成&&*()$；第六

期工程于$"",年在普格、美姑、布拖、冕宁*个县实

施，规划治理*%+’&$()$，现已完成++’&()$。截止$""-
年 ， 全 州 “ 长 治 ” 工 程 已 治 理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加上,!!.年启动的国债水保项目已治理

的-$!’,()$，全州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治理区森林覆盖率由-.’!#上升到%,’"#，年侵蚀土

壤量减少&,!’.万/。

$ 凉山州水土流失治理过程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
由于凉山州幅员面积大，地形复杂，降雨集中，

各个小流域千差万别，加上经济落后，生态建设和环

保意识淡薄，因此在治理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第一，水土流失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所涉及到的职

能部门多，存在着各部门之间的组织、协调的难度较

大；第二，资金投入总量少，实施高标准、大规模的治

理难度大；第三，人为造成的水土流失现象没有得到

有效控制，基本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呈报率不高；

第四，各项治理措施科技含量较低。

- 凉山州水土流失治理对策
凉山州水土流失治理是一项长远的系统工程，

不仅需要政府行为、科技力量等的支持，还需要进一

步强化广大干部群众的水土保持意识，加强法制建

设，使全社会都参与到水土流失治理中来。特别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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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生物措施和移民搬迁加强高海拔地区水土流

失治理以及通过生物措施、工程措施和农业措施相

结合加强低海拔地区水土流失治理，最终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生态经济建设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3"! 严格实行退耕还林草、荒山造林，增加地

被覆盖加强生物措施治理

在凉山州高海拔地区，特别是天然林区和疏林

区坚决实行封山育林，对坡度大于41。的坡耕地要针

对不同海拔、不同纬度地区的光、热、水、土条件，实

行乔灌草结合、针阔混交结合、生态经济树种结合

的配置模式，落实退耕还林工程及荒山配套造林工

程，恢复和发展林草植被，增加地表覆盖，实行生物

固土、生物养土，从而达到水土流失治理!。

3"4 重视落实生态移民搬迁配套治理

由于高海拔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群众生存主要

靠毁林开荒，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造成了严

重威胁，将这些生态极脆弱地区的群众搬迁移居到

环境条件较好的低山河谷地区，实施生态扶贫移

民，达到既脱贫致富又治理水土流失。

3"3 重视农业科学化加强农业措施治理

在低海拔地区除了坚决实行退耕还林、荒山配

套造林等生物措施建设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外，

还要结合凉山州农业生产落后、科技含量低的现

状，采用坡面微地形的治理措施，增加地面粗糙率、

植物覆盖率，或增加土壤抗蚀性等方法提高水土保

持能力，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科技含量、减少耕作面

积、增加农业效益"。如：落实农田基本建设，把土壤

结构改形与提质结合起来，加大沃土计划力度，充分

发挥改田改土效益；继续推广聚土垄作、横坡耕作、

改造冬闲土、制止盲目割青和铲草皮积肥；加大粮

豆、粮薯、粮瓜、粮草间套作力度；增加农家肥的投入

提高土地产出能力；减少耕地开垦面积，加大牧草地

表覆盖，增强根系固土保土能力等措施#。

3"E 结合农业生产加强工程措施治理

结合凉山州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现状和农业生

产，因地制宜，通过沟道和坡面两方面治理，合理地

进行坡改梯工程（要把石埂、土埂、生物埂有机结合

起来）、坡面水系治理工程（合理布置池、渠、凼，形成

坡面水系网络）、拦山堰工程、小型蓄水灌溉工程、山

洪及泥石流排导工程、燃料替代工程等$，做到配置

各项治理措施与发展山区生产相结合，真正实现生

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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