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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河之所以成为“黄河’，主要是它所经过的上中游地区即所称黄土高原地区，由于长期积淀的
疏松轻质土壤，在漫长的堆积过程中以及近代不断的垦殖放牧过程中的植被破坏，造成严重的水土流
失，使黄河成为多泥沙、善淤积、易徙易决的河道。
对于黄土高原、黄河的生态治理与恢复，就有不同的治理方针与技术路线之争。
围绕这一主题，本书着重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黄河泥沙是否能治理，就有要使黄河变清与否的争论和以工程措施为主还是以生物措施为
主之争。
　　第二，据考证资料，近200万年以来，随着黄土高原的逐步形成，就有水土流失的存在。
地质年代的水土流失，纯粹属于地质大循环的产物，使黄河在很早年代就是“黄”的，但随气候变迁
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农牧交替，植被几度兴衰，使水土流失有了阶段性变化。
林草植被建设，主要是顺应自然生态规律，防止土壤加速侵蚀，减轻自然灾害。
　　第三，以生物措施为主，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针是治山治水的根本途径。
论证了坡耕地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防护林建设、封山育林、自然保护区建设的重大作用。
　　第四，在林业建设中，作者早在工986年工0月就提出了“解决防护林及风景林的经济补偿问题”
，推动了这一重大林业经济问题的讨论，为国家在1998年7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确认
国家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作了初期的理论准备。
　　第五，黄河泥沙问题，是加固加高堤防、修筑大坝拦泥，还是与加强黄土高原区植被建设相结合
，提出了黄河的治理方针需作重大改变的政策建议。
　　第六，对于黄河流域需水量不断增大，特别是西北地区光热土资源丰富的实际，论述西北地区多
用水的合理性，提出“黄河终将成为我国最大的内陆河”的判断。
这个命题，林一山先生早年虽也曾提出，但作者认为黄河成为内陆河并非下游地区全面干涸荒芜，而
是根据全流域已建成梯级水利枢纽体系的现实，完全可以人工调控下游的供水量。
因此，黄河下段已非天然河流概念，而是属于人工输水渠的性质，可以根据下游包括河口湿地供水需
要以人工调控水量。
　　第七，黄河泥沙问题，历来采取“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方针，2002年以来水利主管部门为了
掌握水沙运行规律，进行了几次调水调沙试验，取得了可喜成绩。
作为科学试验，探索自然规律是有益的。
但是，根据黄河流域干旱缺水的实际，以200亿t宝贵的水资源去冲刷16亿t泥沙，如能全部冲下去，则
对渤海湾加速淤积、加速污染造成危害、黄土区的土地资源破坏，以及对水资源的合理利用等方面都
是不利的。
而且冲沙水量巨大，200亿t即相当于（甚至大于）拟议中南水北调西线方案的调水量，如能改用于西
北生态建设就没有必要建造西线调水工程。
因此得出的结论是：黄河调水调沙并非最佳选择。
对于黄河汛期的排洪排涝问题，作者赞成这样的观点：给洪水出路并非必须排入大海，黄河流域有吸
纳洪水的广阔空间。
实行这样的方略，就不会产生像“上宁夏该不该种水稻’的爭论了。
　　第八，我国荒漠化治理一直是边治理边破坏，破坏的速度超过了治理的速度。
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国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使荒漠化治理有了很大进展。
我国2005年6月14日第三次荒漠化检测结果显示，1999-2004年，荒漠化面积一改历年来逐年增加的趋势
，变成年均减少7585km2，林业主管部门正式宣布，生态建设正处在“治理与破坏相对峙的阶段”。
　　但是，在充分估计到治理荒漠化的同时，应该考虑到，同期干旱区主要省份的降雨量也明显增加
这一因素。
以新疆为例，从1987年起，新疆就出现了气候由暖干转向暖湿的信号。
同时，对荒漠化面积减少显示了“人为因素和降雨变化对荒漠化进程的共同影响”，需要正确判断与
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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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要认真对待“盐漠化问题”。
因为盐漠化除了有一般沙漠化的共性，其产生的盐尘暴更具有腐蚀作用，对建筑物、农田、人身均造
成危害。
盐碱化土地的治理比较难，因此要加大盐碱化土地治理试验和防治力度，特别要鼓励系统外科技人员
、环保志愿者的积极性，给予实际的支持。
　　第十，解决西北干旱荒漢化的根本途径在于增加水量，包括节流与开源。
因此提出远距离跨流域调水的设想建议，此建议议论旷日持久，进程曲曲折折，作者在这项大工程的
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扬弃了“朔天运河’的观点思想，从为了解决航运改变为调水解决西北干
旱问题这个命题。
作者曾向中央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从而推进了全国性的关于“大西线调水”方案的大讨论，
这项工程尚有漫长的路要走，需要有关学科的共同努力，作者本人也在不断探索争论中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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