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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也有十余公里，没有像长江、珠江等穿城而过的

城市。要知道城市近水而建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这一点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黄河水沙不协调的危害有多

大、多深远。所以，要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

鼻子”，以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减水减沙作用为切入点，

要以大保护大协同的格局，科学调控水沙关系。

穆 兴 民 在 报 告 中 指 出 ， 在 世 界 著 名 的 前 五 大 河 流

中，黄河流域面积最小，径流量最小，但输沙量和含沙

量却出奇地高和大。他通过一组数字对比，让人印象深

刻：黄河流域面积只有长江的44%，尼罗河的27%，密西

西比河的25%，亚马孙河的11%。黄河年径流量为长江的

5.6%，尼罗河的71%，密西西比河的10%，亚马孙河的

1%。然而黄河的输沙量却是最大的，分别是长江的3倍、

尼罗河的12倍、密西西比河的5倍、亚马孙河的1.7倍。更

为使人惊讶的，黄河的含沙量最高（实测更离谱），分

别是长江的55倍、尼罗河的16倍、密西西比的55倍、亚

马孙的137倍。就是说黄河的含沙量是两位数，而其他河

流则是一位数。

数字让我们对黄河的泥沙有了清晰的认识，母亲河

以体弱多病之躯孕育了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

的永续之地，更是我们世代生存的重要生态屏障。重在

保护，要在治理，看到这些数字，我们的生态保护、水

土保持行动刻不容缓。

穆兴民继而分析道，黄河水沙不协调的原因就在于

水少沙多、水沙异源、水沙时空过程不匹配。其中，黄

河水沙过程的不匹配，显著降低了黄河输沙的能力和泥

沙搬运的效果。黄河下游来水来沙主要集中在汛期，但

主汛期中游（龙门、华县、河津、状头4个水文站）来水

量占下游的61%，而同期来沙量却占93%，另外还有空间

上的不匹配问题。

水土流失面积在不断减少

水 科 学 界 经 常 讲 水 的 四 大 问 题 —— 水 灾 害 、 水 资

源、水环境、水生态，这些问题在黄河流域都非常严重

和突出，但这四大问题，在黄河流域都与黄土高原水土

流失有直接关联。

穆 兴 民 说 ， 水 土 流 失 问 题 就 是 生 态 系 统 退 化 的 集

中体现和综合表现。黄河流域处于农牧交错、气候等条

件的典型过渡地带，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

的区域。黄土高原自然环境要素变化梯度是很大的，要

素的变化也就最为剧烈。他解释说，所谓梯度大就相当

于道路的坡路，坡度越大，短距离内变化也就越大，各

种要素变化就非常快非常剧烈，也是多灾之地。由于黄

土高原的过渡带性质，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也就非常严

重。据穆兴民团队的研究成果，近百年来黄土高原的土

壤侵蚀模数（也就是每年每平方公里流失的表层土壤的

重 量 ） 为 每 年 每 平 方 公 里 5 0 5 7 公 斤 的 土 壤 ， 最 高 年 达

14401公斤。可喜的是，进入21世纪，黄土高原的土壤侵

蚀模数已显著降低。

2 0 2 3 年 2 月 9 日 ， 穆 兴 民 在 接 受 《 水 利 日 报 》 采 访

时，针对黄河流域水土保持，提出在治理过程中不应一

味追求数量、规模和成效，而应强化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的系统观、综合观和全局观。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 质 量 发 展 战 略 ， 黄 土 高 原 水 土 保 持 工 作 是 一 个 关 键

点，黄土高原水土资源的承载能力是刚性约束，各种治

理措施要在这个总框架里来协同实施，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目标。

2 0 2 4 年 1 0 月 2 9 日 ， 陕 西 省 人 民 政 府 举 办 新 闻 发 布

会，介绍陕西省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市

域工作情况。延安市在介绍情况时提到，黄河延安段全

长169.51公里。全市坚守生态红线，深入推进全国水土保

持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全市水土流失面积由2.88万平

方公里减少到1.74万平方公里，年平均入黄泥沙量由退耕

还林前的2.58亿吨下降到0.31亿吨，降幅达88%。黄陵、

延川、安塞分别入选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自然资源节

约集约示范县和“两山”实践创新基地。

山绿、气新、水清、河安、民富

黄河安澜。“黄河宁，天下平”。人们对黄河的祈

愿从没有变过，对黄河的治理也从来没有停过。

穆兴民说，从历史时期看，一路走来，在探索治理

黄河过程中，我们取得了经验也走了许多弯路，存在治

标不治本的问题。上世纪60年代（穆兴民强调，这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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