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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淤地坝是黄土高原重要水土流失治理工程措施，对减少入黄泥沙、增加耕地面积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淤地

坝英文翻译，普遍采用 check dam，然而其并不能真实反映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实际情况，因此，笔者从目

的、功能、尺寸等方面，系统对比黄土高原淤地坝与国外 check dam 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建议采用淤地坝汉语拼音

“Yudiba dam”表达这类大量分布在黄土高原可在拦截泥沙、减少沟道侵蚀、增加耕地面积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从

而明确其与国外 check dam 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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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 ‘Yudiba’ is the Chinese Pinyin of an erosion control engineering
measure，which has been widely implemented in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ducing sediment discharge and increasing cultivated land area． Although‘check dam’has been widely
used as the English term to represent the engineering practice for erosion control and become the general
English translation of‘Yudiba’，the‘check dam’could not authentically highlight th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ngineering of‘Yudiba’in the Loess Plateau． ［Methods］He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Yudiba dam’and the‘check dam’were specifically discussed in aspects of purposes，sizes and main
functions． Moreove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for the ‘Yudiba’ were analyzed by compa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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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s of the concepts，the different functions of the erosion control engineering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improvement，as well as the simplicity when used in scientific studies．
［Ｒesults］The‘Yudiba’is special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ngineering measures，initiated from the
Loess Plateau of China，referring to the dam structures built in various levels of gullies for the purpose of
blocking sediment into cultivated land． The‘check dam’is a small temporary barrier，grade control
structure or dam constructed across a swale，drainage ditch，or area of concentrated flow． The‘check
dam’differed with the‘Yudiba dam’in purposes，sizes and main functions． Currently，various English
translations were used in the literature， which were hardly accepted widely as either without
representativeness or without simplicity． ［Conclusions］We recommend the‘Yudiba dam’based on
Chinese Pinyin as the formal English term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Yudiba dam’in the Loess
Plateau and‘check dam’in other places． Thus，the‘Yudiba dam’is suggested to refer to the erosion
control measure，which has been widely built in the Loess Plateau of China with the main functions
including trapping sediment，reducing gully erosion and increasing the area of farmland in the sediment
rich area．
Keywords: Yudiba dam; check dam; soil erosion; sediment; Loess Plateau; middle stream of Yellow
Ｒiver

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地形破碎、土质疏松、植被稀

疏，暴雨集中在汛期，水土流失剧烈，是我国乃至世界

土壤侵蚀最为严重的区域。20 世纪 60—70 年代，黄

土高原土壤侵蚀模数 ＞ 5 000 t / ( km2·a) 的区域占黄

土高原总面积的 42. 0%，其中 ＞ 1 万 t / ( km2·a) 的区

域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 18. 4%［1］。新中国成立以来，

黄土高原是我国水土流失治理重点区域，主要水土流

失治理措施包括封禁、造林、种草、建梯田、淤地坝等，

其中，淤地坝是黄土高原地区人民群众在长期同水土

流失斗争实践中创造的一种既拦截泥沙和保持水土，

又是淤地造田和增产粮食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1 淤地坝和谷坊的概念

淤地坝是黄土高原地区人民群众首创的一项独

特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是指在水土流失地区各级

沟道中，以拦泥淤地为目的而修建的坝工建筑物，其

拦泥淤成的地叫坝地。淤地坝在不同专业名词字典

或国家标准中定义相似。水利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

和林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将淤地坝定义为“横筑于沟

道用以拦泥淤地的坝工建筑物”［2 3］; 土壤学名词审

定委员会［4］将淤地坝定义为“拦蓄流域侵蚀产沙物

质并用于造田开发农地而修筑的坝库工程”。在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5］颁布的国标中，淤地坝是指在多

泥沙沟道修建的以控制侵蚀、拦泥淤地、减少洪水和

泥沙灾害为主要目的工程设施，其总库容≤500 万 m3，

坝高≤30 m。淤地坝包括坝体、溢洪道、放水建筑物

“三大件”，坝体主要为黄土均质坝，也有少量土石

混合坝、塑性心墙坝和砌石拱坝。淤地坝主要功能

为抬高沟道侵蚀基准面、防治水土流失、滞洪、拦泥、
淤地，在减少入黄泥沙、合理利用水资源、改善当地

生产生活条件、建设高产稳产的基本农田、促进当地

社会经济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淤地坝相似，谷坊也是治理沟道土壤侵蚀的

重要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谷坊是修建在山地丘陵侵

蚀沟内的土或石坝，有土谷坊、石谷坊、植物谷坊等

类型。水利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2］将谷坊定义为

“用不同材料( 土、石、混凝土等) 修筑的 ＜ 5 m 的拦

沙坝，主要作用在于防止沟底下切。”。土壤学名词

审定委员会［4］在《土壤学名词》( 第 2 版) 中，将谷坊

定义为“沟道内修筑的用于蓄水拦沙的障碍物。高

≤5 m，类似小型坝体。”。林学名词审定委员会［3］

在《林学名词》( 第 2 版) 中，将谷坊定义为“山区沟

道内为防止沟床冲刷及泥沙灾害而修筑的横向挡拦

建筑物。”。由此可见，谷坊的坝高一般≤5 m，主要

功能是蓄水拦沙，抬高侵蚀基面，防止沟底下切、沟
头前进、沟岸扩张; 减缓沟道纵坡，减小山洪流速，减

轻山洪或泥石流危害; 拦蓄泥沙，使沟底逐渐台阶

化，为利用沟道土地发展生产创造条件。谷坊工程

应在以小流域为单元的全面规划、综合治理中，与沟

头防护、淤地坝等沟壑治理措施相互配合，获取共同

控制沟壑侵蚀的效果［6］。

2 Check dam 的内涵

国外 check dam 与我国淤地坝显著不同，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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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check dam 的认识，美国与欧洲也存在一定差

异。从美国不同地区土壤侵蚀控制和泥沙拦截的操

作手册来看，关于 check dam 的认知基本趋同，较为

一致。Check dam 的定义为 A small temporary barri-
er，grade control structure or dam constructed across a
swale，drainage ditch，or area of concentrated flow［7］。
由此可见，在美国，check dam 是小型的，甚至临时

的，一种降低流速、减缓侵蚀、拦截泥沙的小型临时

性拦水坝。Check dam 的坝高低矮，通常最大坝高

＜ 0. 61 m［8 14］或者 0. 90 m［15 18］。美国 check dam 控

制的最大汇水面积标准较多，不同区域其标准并不

完 全 统 一。例 如，0. 2［10 11］、0. 4［12］、0. 8［8，13］、和

4 hm2［16，18 19］等，其中，4 hm2 为美国 check dam 最大

汇水面积的最高标准。“check dam”规模通常较小，

常常修建在植草沟、排水沟中，用于减少径流中的泥

沙和污染物 ［20］。例如，check dam 通常被建设为植

草沟或生态洼地，具有过滤泥沙、净化水质的人工排

水沟渠( 图 1a 和 b) 。由此可见，美国的 check dam
是一个体量很小的沟道水沙拦截工程，不仅远小于

我国的淤地坝，甚至也远小于我国的谷坊。

图 1 美国 check dam 常作为植被过滤带

Fig． 1 Check dams commonly designed as bioswales in USA

在欧洲，check dam 作为稳定山区河流一种治理

措施，在山区被广泛修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

纪。通常等间隔连续修建多个，是一个古老的流域

治理技术措施。Check dam 常修建在沟底用于控制

流速、保持土壤和改善土地，作为修建条件困难、治
理延迟、天气条件不允许或工程资金不足而实施的

一种临时治沟工程措施，也常以大型永久堤坝工程

或土壤控制工程建设过程中以降低坡降为主要功能

的临时辅助工程出现。陡峭山区河流的流速非常

快，常需修建小间距台阶式 check dam 体系来降低

流速，通过阻止沟头溯源侵蚀、下切侵蚀和两岸侧

蚀，进而提升沟道抗蚀能力，进一步起到防治山洪泥

石流灾害作用。从规模上来看，欧洲 check dam 与

我国谷坊很相似，坝高通常 2 ～ 3 m，＜ 5 m，但功能

与谷坊存在一些差异，而与我国淤地坝完全不同。

欧洲 check dam 多用于山地山洪泥石流灾害治理，

而不具有拦沙造地用于农业耕种的功能，而我国谷

坊除了减少沟道侵蚀之外，还具有一定拦沙造地、开
展农业耕作的用途。

3 Check dam 与淤地坝、谷坊的比较

3. 1 Check dam 与淤地坝

淤地坝是在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用于拦泥造地

而横建于沟道中的水工建筑物，主要分布于陕甘晋

蒙等黄土高原沟壑区。一条沟内修建多个淤地坝是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地区重要而独特的治沟工程

体系，主要目的是控制侵蚀、滞洪拦泥、淤地造田、改
善交通。淤地坝属于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绝大多数

都是均质土坝，主要目的通常不包括蓄水，在初期拦

沙造地阶段蓄水时常以低位蓄水为主; 而水库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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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多是土石坝，主要功能是削峰蓄水，而拦

蓄泥 沙 不 是 水 库 主 要 功 能。从 功 能 上 看，国 外

check dam 功能主要集中在控制侵蚀、拦截泥沙，发

挥山地灾害防治功能，其中美国 check dam 还具有

增加径流渗透、净化水质的功能，但它们都不具有淤

地造田、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和提高粮食产量的功能，

这与我国淤地坝存在明显的功能差异。

图 2 Check dams 景观图

Fig． 2 Landscapes of check dams

从坝高来看，在水利部 2008 年颁布 的 GB /T
16453. 3—2008《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沟

壑治理技术》中，将淤地坝分为 3 种类型［6］: 1) 小型

淤地坝，一般坝高 5 ～ 15 m，库容 1 万 ～ 10 万 m3，淤

地面积 0. 2 ～ 2 hm2 ; 2 ) 中型淤地坝，一般坝高15 ～
25 m，库容 10 万 ～ 50 万 m3，淤地面积 2 ～ 7 hm2 ;

3) 大型淤地坝，一般坝高 ＞ 25 m，库容 50 ～ 500 万

m3，淤地面积 ＞ 7 hm2。从体量上可见，中国淤地坝

比西方 check dam 规模大的多，二者差异很大。我

国淤地坝坝高通常 ＞ 5 m，＜ 5 m 的就划分为谷坊，

而美国 check dam 通 常 控 制 面 积 ＜ 4 hm2，坝 高

≤20. 61 m［21 22］，而欧洲的 check dam 坝高通常2 ～
3 m，基本 ＜ 5 m［23 27］。
3. 2 Check dam 与谷坊

谷坊在中国也常被译为 check dam，是在易受侵

蚀的沟道中，为了固定沟床而修筑的土、石建筑物，

在中国分布广泛。谷坊规模尺寸比淤地坝小，坝高

一般为 1 ～ 3 m，最高 5 m，库容 ＜0. 5 万 m3、淤地面积

＜0. 2 hm2。Check dam 常修建在排水沟、洼地、沟道，

通过阻滞径流、降低沟道比降而降低流速，增加径流

入渗，进而减少沟道侵蚀( 图 1c 和 d) 。Check dam 有

时候也会拦截一些泥沙，但 check dam 绝不是以拦截

泥沙为基本功能的治理设施。当 check dam 拦截来

自上游碎石、凋落物、叶子等物质超过坝高 1 /2 时，通

常要进行清理工作。有时为了防止沟道长草壅水和

拦截泥沙，还需要对沟道进行除草管理。Check dam
需要维护和清淤管理［21］，这与我国将淤地坝淤地耕

种作为建设淤地坝主要目的差别很大。
从尺寸看，我国谷坊远比坝高 ＜ 0. 60 m 的美国

check dam 规模大的多( 图 2a 和 b) ，其拦沙造地种

植农作物的主要功能也非美国 check dam 所具有。
例如，Nichols 等［22］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研究的 27 个

check dams，坝高范围为 0. 15 ～ 0. 60 m。从规模上

来看，欧洲、非洲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 check
dam 坝高多以 2 ～ 3 m 为主，通常 ＜ 5 m( 图 2c ～ l) ，

与我们国家谷坊非常相似。在西班牙的 check dam
相关研究文献可知，其平均坝高通常在 2 ～ 3 m 范

围。例如，Castillo 等［23］研究中平均坝高为 ( 2. 9 ±
0. 7) m ( N = 36 ) ，Ｒemâıtre 等［24］ 中 平 均 坝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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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3 ± 2. 66) m( N = 82 ) ，Mongil-Manso 等［25］中平

均坝高( 2. 64 ± 0. 91 ) m( N = 30 ) 以及 Díaz-Gutiérrez
等［26］研究 中“check dams”坝 高 ( 2. 07 ± 1. 14 ) m
( N = 113) 。Lenzi 等［27］在意大利研究中 check dams
的坝高为 ( 2. 51 ± 0. 64 ) m ( N = 29 ) ，而 Akita 等［38］

在日本的研究中，check dams 的坝高与其相似，高度

为( 2. 53 ± 0. 51) m( N = 10) 。我国淤地坝的坝高通

常要 ＞ 5 m 而 ＜ 30 m，而坝高 ＜ 5 m 的为谷坊，而欧

洲 check dam 的坝高通常 ＜ 5 m，以 2 ～ 3 m 为主，因

此，用 check dam 与我国的谷坊更接近。

4 Yudiba dam 概念的提出

在黄土高原淤地坝学术论文报道中，通常使用

check dam 或者 check-dam 作为淤地坝的英文专业

术语。其实，从上文论述可见，“check dam”与我国

黄土高原的淤地坝相差甚大，属于专业术语的误用。
除此之外，淤地坝也常被译为 warping dam、silt dam、
和 soil-retaining dam 等，它们都反映了淤地坝的拦

截泥沙重要功能，但缺乏对拦截泥沙造地，用于农业

生产的重要功能表述。在相关行业规范、标准等文

件中，淤地坝常被翻译为 silt storage dam for farmland
building ［3］、warp land dam［39］、silt storage dam for
farmland construction［2］、check dam for building farm-
land［40］或 check dam for farmland forming［5，41］，这些

翻译都着重增加了拦沙造地的重要内涵。但它们有

3 个明显不足: 一是淤地坝英文翻译尚未定型，存在

多种翻译，相互差异较大，并不统一; 二是英文翻译过

长，并不是一个简短易用的专业术语，并不便于使用;

三是常使用了与淤地坝内涵显著不同的 check dam，

其实，二者存在明显差异。中国学者在用英文报道我

国淤地坝方面的工作时，正因为缺少简便易懂易用的

与淤地坝所对应的英文专业术语，所以常使用内涵与

谷坊较为一致的 check dam 作为淤地坝的专业术语。
这并不能真实地反映我国淤地坝的尺寸规模和功能，

也削弱了国外同行对我国在黄土高原所长期开展的

大规模淤地坝建设工作的客观认识。
淤地坝是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

的水土流失治理工程措施的中文名，其工程数量和

拦截泥沙量巨大，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减少入

黄泥沙量以及提高黄土高原粮食产量都做出了重要

贡献［42］。目前，还没有能很好地与之相对应的英文

专业术语，目前很有必要正式提出简便易用的淤地

坝英文专业术语，用以表达我国淤地坝这一独特的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在此，建议借用淤地坝汉语拼

音，提出采用 Yudiba dam 作为淤地坝的英文专业术

语。Yu 体现了拦截沟道泥沙、淤积成地的功能，di
是土地、耕地意思，代表了造地用于农业生产，ba 是

为了保持借用淤地坝汉语拼音的完整性，也便于口

语交流过程中识别。dam 标识出淤地坝是坝的一种

类型，一种沟道拦截泥沙工程措施。
Yudiba dam 简明易记，较为准确地体现了淤地

坝主导功能，与淤地坝主要分布在土壤侵蚀剧烈的

黄土高原地区现实相一致，具有鲜明中国地域特色，

有助于西方学术界更好地理解我国淤地坝建设工

作。Yudiba dam 定义为用于拦截泥沙、淤地造田开

发农地的坝库工程，坝高通常为 5 ～ 30 m。英文释

义为 Yudiba dam is a dam built for intercepting sedi-
ment and developing farmland． It is a typical engineer-
ing measure to control gully soil erosion and trap sedi-
ment in severe soil erosion area such as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 The dam height is usually higher than
5 m and lower than 30 m。淤地坝是流域水土流失治

理过程中一种重要的沟道治理工程措施，不仅具有

拦截上游泥沙，抬高侵蚀基准面，降低沟道比降，减

缓沟道侵蚀的功能，并且还具有拦沙造地，增加耕地

面积，提高粮食生产的功能。值得说明的是，在 2 次

沙龙研讨过程中，笔者提出“Yudiba dam”作为淤地

坝英文译法的观点并未有得到广泛一致认同。不同

学者从各自角度也提出了与之不同的淤地坝英文翻

译法，其中，“Yudiba”“Yudi dam”“Yudidam”“Siltup
farmland dam”等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以供商榷。

5 结论

淤地坝是黄土高原治理侵蚀输沙的主要工程措

施，对黄河中游输沙锐减发挥重要作用，而淤地坝拦

沙造地是黄土高原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
近 30 年来，中国学者在黄土高原地区发表了大量有

关淤 地 坝 的 英 文 论 文，淤 地 坝 被 广 泛 地 误 用 为

“check dam”，因二者从规模、功能上都存在显著差

异，并不能真实地反映我们国家淤地坝的规模和功

能。考虑到黄土高原淤地坝的空间分布之广，数量之

多，拦截泥沙之巨量，为廓清黄土高原淤地坝在国际

学术交流的误区，我们建议使用中文拼音 Yudiba dam
表达黄土高原这种控制侵蚀、拦截泥沙造地，发展农

业生产的这类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采用 Yudiba dam
作为黄土高原淤地坝这一特殊水土流失治理工程措

施的英文翻译术语，可以更准确、更客观地宣传我们

长久以来在黄土高原所做的水土流失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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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论文是 2018 年 11 月 15 日 第 11 次 和

2021 年 4 月 28 日第 15 次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沙龙

与会专家讨论结果。该沙龙每半年在京举行一次，

现已举办 1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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