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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地工程建设每年以两位数的 GDP 进

行，大型工程、城市建设、填海造地、滩涂造地等工程，对河

道中的碎石、卵石、河沙进行大量、无控制的采挖，使河道遭

到严重破坏。造成自然河床变成人工河床，河道严重下切水位

急剧下降，沿岸地区的地下水环境破坏，土壤含水率降低，形

成旱情。当流域降雨稀少，共同作用下旱情将非常严重。河中

低水位取水困难，增加抗旱的难度。为此，必须采取措施，科

学管理河道。

2 河道现状
2.1  河道整治形成河床下切

沿水而居是人类传统习惯，为人类带来便捷的水资源和优

美的环境。人类的发展史就是改善自己环境的历史。河流沿岸

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首选居所，中下游布满大大小小的村镇、城市，

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区段河道美化亮化工程成为城市的

地标，河道整治工程逐年加大，一道道橡胶坝应运而生，在得

到一处处美景的同时，河道失去了原有的自然规律。为了能够

获得更多的水面，不惜深挖河道，使河道深切 2 ～ 3 米，上游

土壤重力水失去平衡，造成沿岸浅层地下水水位下降，形成人

为旱区。

图 1

2.2  河道取砂造成河床下切
近些年，城市建设、大型工程建设对砂石资源需求逐年

加大，河道挖砂取石日益严重，有些中小型河道甚至到了无

砂可挖的地步。河床严重下切，形成一个连一个的河中湖泊，

以前全年畅流的河道变成死水，只有主汛期才恢复流动，失

去了河道自然汇聚水源的能力，破坏了自然平衡。河道严重

下切见图 2。

图 2

2.3  河床收窄使水面远离河岸
大多数河道由于无休止的挖砂、挖卵石，河道逐年收窄，河

道滩涂逐年增加，河水远离河岸。有些河段由以前的宽浅河床，

变成现在的窄深河床，改变了河道的特性。形成很多隐患，如遇

干旱年份，将形成有河有水无法利用尴尬局面。大水年份，由于

下切河床陡峭不稳，容易形成局部崩塌，造成河段堵塞，无法行

洪危及河堤安全。水面收缩见图 3。

图 3

3 加强管理保护河道自然平衡
3.1  河水是抗旱的首选资源

河道是人类天然的供水工程，为沿岸人民群众的生活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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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施肥推荐表中，氮肥的 1/3 应以有机肥的形式施入，
2/3 应以无机肥的形式施入。磷肥和钾肥可混合有机肥全部作基
肥施入。每 667 平方米低产茶园则应施 1500 公斤堆肥或 100 公
斤菜籽饼肥，与 20 公斤过磷酸钙和 10 公斤硫酸钾混合堆腐后
作基肥施用；如果以尿素作追肥，则应用 22 公斤尿素作追肥施
用。每 667 平方米中产茶园则应施 2000 公斤堆肥或 150 公斤菜
籽饼肥，与 25 公斤过磷酸钙和 15 公斤硫酸钾混合堆腐后作基
肥施用；以尿素作追肥，则应追施尿素 37 公斤。每 667 平方米
高产茶园则应施 3500 ～ 4000 公斤堆肥或 300 公斤菜籽饼肥，
与 50 公斤过磷酸钙和 20 公斤硫酸钾混合堆腐后作基肥施用；
以尿素作追肥，则应追施尿素 65 公斤。

3.3 茶园肥料选择
茶树是喜酸性土壤、喜铵性、“忌氯”性作物，对氯、钙、

硼、钠等营养元素十分敏感。因此在肥料的选择上，氮肥最好
用铵态氮肥或酰铵态氮肥，如硫酸铵、碳酸氢铵或尿素等；磷
肥应选择过磷酸钙；钾肥宜选择硫酸钾；有机肥应选择土杂肥、
塘泥、牛粪、饼肥等。提倡茶园套种绿肥， （1） 它能保持水土， 
减少水土和养分流失； （2） 通过生物固氮和养分富集， 改善
土壤结构， 提高土壤肥力； （3） 还能调节土温， 改善茶园生
态环境，提高茶叶产量和品质； （4） 能为茶园提供有机质。

3.4  施肥比例
3.4.1 基、追肥比例

按一般茶园施肥经验，氮肥的 1/3 以有机肥形式作基肥，2/3
以无机肥的形式作追肥。磷肥和钾肥混合有机肥全部作基肥施肥。
3.4.2 追肥比例与次数

按茶树吸肥特性，在每轮新梢萌发前都要追肥。我省茶树一
般一年能萌发 4 次。一般产量较低的茶园，一年分 3 次追肥，即
春肥占 40%，夏、秋茶追肥各占 30%。而对产量较高的茶园，随
追肥用量的增加，可分 4 次追肥，即春肥占 40%，夏肥、夏秋肥
和秋肥各占 20%。但追肥次数太多，过于分散，也起不到应有的

效果。

3.5  施肥时间与施用方法
3.5.1 有机肥施用时间与方法

时间宜早不宜迟，一般在寒露前后，最晚不迟过立冬。深度深
挖 20 ～ 25 厘米肥料沟施入。质地粘重的土壤，可适当深施以利改
土培肥，使根系深扎；砂质土壤则宜适当浅施，以减少淋溶损失。
3.5.2 化肥施用时间与方法

时间：碳酸氢铵做春肥，适宜在茶芽鳞片至鱼叶开展时，这
与茶叶的品种有关，早芽种在 2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中芽种 3 月
中旬，迟芽种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夏、秋季追肥，应选择在茶
叶采摘高峰后施入，一般夏季追肥在 5 月下旬，秋茶在 7 ～ 8 月份，
但不宜在伏旱期施肥，应在伏旱前后。尿素作追肥应比碳酸氢铵
提前 5 ～ 7 天施。

深度：碳酸氢铵易挥发，沟施深度应达到 10 厘米，并随施随
覆土。尿素可适当浅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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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干旱年份，河道供水是缓解旱情的首

选水源。随着国家水利的大力投入，河道的配套输水工程逐年得

到加强，水闸泵站、混凝土灌渠、滴灌喷灌等为河水有效利用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使用河水抗旱越来越成为水利主要工作。

3.2  制定红线加强保护
制定红线是管理河道、保护河道自然平衡法律武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河道采砂、采石须经当地政府有关

管理部门批准，不得随意乱采乱挖。可是有些人受利益驱使，无

证开采。这就需要地方政府部门，加大打击力度，制定强制法律

红线，谁敢碰这个底线，就得到严格的惩罚。

3.3  完善河道水文监测网布局，加强河道断面监测
由于自然的、人为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河道变化很大，

必须建立健全水文河道监测网布局，尽快开展全河道断面勘测和

实时监测，及时摸清河道断面变化状况，为加强河道管理提供基

础数据。

4 结论
通过水文历年资料统计分析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河道的成

长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自然状态下，上游有河道下削侵蚀，中

下游逐年抬起现象。而中下游正是人类活动频繁区，随着工业化、

城市化的发展，河道提供的建筑材料大量的、无序的被使用，有

的河道甚至形成无砂可挖的局面。由于河床下切可能引发的河岸

崩塌，堤基塌陷，对堤防洪安全性、桥梁基础稳定性、航道通航

有效性造成严重影响，同时也直接地影响了抗旱工作开展，干旱

严重时河道水位沉降较深，田地无法利用河道进行浇灌，已严重

制约地方经济发展，困扰沿岸人民群众正常生活。为此，提出如

下的对策和建议：

4.1 全面禁止或控制下游采砂，维护河床稳定
鉴于河道下切的严重性，为防止河道继续下切，必须下大决心，

针对不同情况，全面禁止或严格控制河道采砂。待河道相对平衡后，

有规划地适当地进行河道采砂，维护河道稳定。

4.2 制定红线加强保护
制定地方法律红线，加强河道管理与保护，依法治河。

4.3 加强河道断面监测
尽快开展河道断面的全面勘测和实时监测，及时摸清河道断

面变化状况，为加强河道管理提供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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