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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效果评估

韩嘉辉 张慧敏

黄河水土保持天水治理监督局 甘肃 天水 741000

【摘 要】：我国针对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为开展方向，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山丘区域水土保持的基本工作为研讨方向。

此工作根据小流域单元的综合治理途径进行有效部署，在防止水土流失的前提下，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与居住环境，综合提

高该区域内的防灾抗灾系统，积极推进经济、农业和各项产业的迅速发展。目前，小流域水域图保持综合治理工作存在着一

定的发展弊端，因为我国国土面积庞大，山地约占国土面积的 2/3。因此，传统农业的模式与经济发展对我国的水土流失造成

了严重影响，不但引起了山区生态环境的恶化，还会对我国综合性的持续发展带来一定的隐患。针对水土流失问题进行有序

化分析，开展合理化部署，为当地经济以及生态环境带来良性循环。本文针对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基本规范进行合理化分析，

针对小流域综合治理增加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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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涉及到多项环节，工作人员需将该

流域内的生态系统、社会经济、当地文化、环境架构等需求

全部考虑在治理之中，从水土流失的具体环节出发，使该流

域的措施与治理方向形成完善规模，从而有效保证该区域的

治理成果。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正式提出，为推动经济社

会的有效进程，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水土保持工作极为

看重。我国本着可持续发展、保证水土保持的重点细化工作，

对水土保持工作进行了严密部署和精准测量。国家对水土保

持工作进行了统一实施，细化管理，对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

规划主要包括：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规划设计复核、水土保

持重点工程的在建项目核查、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验收项目

抽查、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实施项目评估 4个方面。本研究

选择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通过提取对

比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项目实施前、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后

流域内的土地利用、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植被覆盖度、水土

保持重点工程的水土保持措施及土壤侵蚀状况，以此来分析

水土保持重点工程流域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实施效果。

2 小流域综合治理概述

以小流域为治理单元进行小流域规划、小流域设计、小

流域审查、小流域施工、小流域检查、小流域验收。小流域

综合治理工作多层次优化利用，强调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综

合规划、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统一治理、小流域综合治理工

作全面发展。从小流域综合治理的自然环境、小流域综合治

理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小流域综合治理国民经济发展要

求出发，小流域综合治理通过水土流失治理作为核心保障基

本农田优化利用、水土流失治理作为核心保障植被建设等措

施，采取小流域综合治理相应的水土保持农业耕作措施及小

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措施等。小流域综合治理应坚持四项个原

则：（1）小流域综合治理应坚持结合小流域内的水土资源

状况和小流域社会经济条件，确定小流域综合治理生产发展

方向，对小流域综合治理不同产业的用地比例进行合理安

排，建设小流域综合治理高产稳产基本农田，加快推进小流

域综合治理陡坡退耕工作，为小流域综合治理造林种草面积

的扩大创造良好条件；（2）小流域综合治理应坚持在实施

水土保持发展的工作中，应能够为小流域综合治理农业生产

结构调整和小流域综合治理应坚持农业现代化发展服务；

（3）小流域综合治理应坚持在制定综合治理措施的过程中，

不仅小流域综合治理需要采用相应的工程措施，更应重视小

流域综合治理应林草及小流域综合治理农耕措施；（4）在

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的过程中，小流域综合治理应坚持保护

自然生态环境，对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现存问题，如小流域综

合治理饮水问题、小流域综合治理饲料问题等。

3 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概况

3.1小流域综合治理研究区概况

实施小流域保护的典型代表。从水上到陆上，从下游到

上游，从干流到支流，坚持点源和面源治理相结合，近年来

开启了全流域、系统性治理小流域模式，在地表水优良水质

断面比例达到 100%的基础上，实现了主要污染物浓度持续

下降。

3.2小流域综合治理土壤侵蚀强度变化

小流域主要位于黄河流域水蚀区，向生态保护补偿统筹

谋划推进“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治理。根据辅助断面

水质情况确定上游两市分摊比例，按照“谁污染、谁治理，

谁保护、谁受益”的原则，实行按月考核、按年补偿。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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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每条河流的本底情况不同，量身定做协议补偿标准。

3.3综合治理措施

结合综合治理外业调查和综合治理措施布局，从高分遥

感影像上提取小流域综合治理基本农田、小流域综合治理基

本经济林、小流域综合治理基本水保林、小流域综合治理基

本封禁、小流域综合治理基本沟头防护、小流域综合治理基

本谷坊、小流域综合治理基本水窖等水土保持措施的小流域

数量和小流域分布情况。

3.3.1小流域综合治理林草治理措施

林草治理措施沙漠地区能种的树主要是梭梭树、红柳、

花棒和柠条。一般，他们会先运麦草到沙漠中，再人工将麦

草一束束呈格子状使坚立在沙地上，用铁锹轧进沙中，留麦

草的 1/3或一半自然坚立在四边，形成草沙障。这样一来，

可以增大沙漠表面的粗糙度，消减风力，阻止流沙移动，截

流雨水。经过草方格固沙后，种下植物才更有可能成活。否

则，随着风沙流动，种下的植物很难成活，治沙效果也难以

保留。压沙过后是挖坑、种树、浇水，所有的工序都是人工

完成。在沙漠种树，浇水是一件异常费力的事情。能不能跟

上水分是一个关键。需要在几公里外地下取水，然后用水车

运水过来。一般而言，根据当年的干旱情况，种下的树一年

需要浇水两到三次。

3.3.2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治理措施

工程治理措施地表河流管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急剧

增加，环境容量一度接近上限，特别是生活源导致总磷浓度

持续上升。对此，一方面在人口密集、市政污水管网发达的

区域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另一方面，在低洼地、汇水面

建设分散式污水处理站，不仅建设周期快、运行效率高，又

能节约投资成本、节省运维费用。污水处理厂相继建成投入

使用，所有分散式污水处理站均已投入运行，大大削减了总

磷等主要污染物浓度。小流域生态综合治理为抓手，把小流

域生态综合治理保一方平安、小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可持续发

展的为首要工程。小流域生态综合治理河道整治、小流域生

态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小流域生态综合治理滨河公园、小流

域生态综合治理文化长廊等项目象征着水环境质量持续向

好。加强水生态环境保护。做到“污水不入河”，采用小流

域生态综合治理人工湿、地小流域生态综合治理氧化塘处理

模式，对涉河实行严格的小流域生态综合治理水资源论证、

小流域生态综合治理水土保持审批、小流域生态综合治理环

境影响评价等。

3.3.3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土保持农业措施

在水土流失的农田中，目前，已实施河湖长制管理，做

到河湖长制体系全覆盖。从宏观战略角度看，水土保持的前

景是好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我们发展生存的根本，现在国

家对于生态环境越来越重视，从立法层面不断完善，从执法

层面不断加强，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对生态环境进行修

复、治理。水土保持技术、水资源开发利用、防洪、排污口、

节地、土地复垦、生态环境红线控制影响、节能、地质灾害

调查对于水土保持充满信心。征占地面积在 5公顷以上或者

挖填土石方总量在 5万立方米以上的生产建设项目，应当编

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不再办理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

生产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做好水土流失防治工作。生产

建设项目出现“未批先建”违法行为，如项目投产使用已达

两年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不再要求生产建设单位补办水

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如完建在两年以内，水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按照水土保持，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限期补办水土保持

方案编报审批手续，对于逾期不补办手续的，水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实施处罚。

3.4小流域综合治理效果评估

对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

单位应当自行或者委托具备相应技术条件的机构开展水土

保持监测工作。利用无人机遥测系统拍摄项目区的影像数据

及地形数据，结合无人机的数据处理软件，可以连续地监测

施工过程中地面扰动情况，计算工程填、挖方量、弃土弃渣

量、水土流失量等各项指标。使用无人机进行监测，具有影

像实时传输、高危地区探测、高分辨率、机动灵活等优点。

无人机监测，能在宏观上把握工程的总体情况，同时对已建

立的解译标志进行校核，提高遥感监测的准确度，是遥感监

测与常规监测方法有力补充。监测区地形图为基础，根据监

测区域地形、地貌设计航摄方案。主要包括航摄比例尺、重

叠度、航摄时间等。在航摄区域布设一定数量的地面标志，

检测无人机起飞后即可野外航摄。整理航摄范围内航片、清

除异常航片、错误纠正、重复航片的清除等。利用遥感影像

处理软件对影像进行拼接、纠正、调色等处理；通过野外调

查，建立解译标志；依据解译标志针对影像提取植被覆盖度

及土地利用信息。

4 结果与分析

4.1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实施前、后土地利用变化情况

2015年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实施前后，流域内土地利

用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有林地面积增加 145.61hm2，灌木林

地面积增加 59.93hm2，果园面积增加 85hm2，其他草地面积

减少 112.61hm2，坡耕地面积减少 49.32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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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项目评估年水土保持措施

小流域评估年水土保持措施总面积为 767.21hm2，其中，

封禁治理面积为 452.98hm2，灌木林面积为 51.84hm2，经济

林面积为 82.47hm2，乔木林面积为 85.61hm2，梯田面积为

41.27hm2，种草面积为 73.05hm2。

4.3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实施前、评估年植被覆盖度

基于项目区获取项目实施前后流域内的植被覆盖度，变

化情况见表 2。

表 2小流域植被覆盖度统计表

不同覆盖度等级 Sq/hm2 Sp/hm2 Sb/hm2

高覆盖 2027.77 2251.65 223.89

中高覆盖 771.74 488.68 -283.06

中覆盖 7.27 193.55 186.28

中低覆盖 5.32 7.63 2.3

低覆盖 183.11 123.58 -59.53

合计 2995.22 3065.09 69.88

5 小流域综合治理的作用

5.1小流域综合治理提高拦沙效果

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土流失，关键是要树立全民水土流失

忧患意识，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对水土保持责任感、对水土

保持紧迫感和对水土保持使命感，加大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土

保持生态建设力度，加快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治理步

伐。水土保持林是以小流域综合治理保持水土、小流域综合

治理改善自然环境、小流域综合治理促进经济建设为目的的

一种防护林，在土地贫瘠的地区采用灌木相结合。在容易发

生小流域水土流失的地方应禁止放牧，实行乔灌木结合营造

坡地水土保持林等等。根据小流域综合治理原则，因地制宜，

进行科学植树种草，提小流域综合治理高林分质量，变单一

林种树种为多林树种，发展混交林。提小流域综合治理高森

林覆盖率，消灭裸地和荒芜，发展森林涵养水源，保持水土

生态效益。在造林时，应根据不同立地条件，综合运用各种

不同的能保持水土的整地方式。此外，大力开展修筑梯田、

打坝淤地等工程措施，加强水土保持工作。

5.2小流域综合治理提高生态效益

应加强监督和管理，高土壤本身的渗透能力完善相关的

政策法规，小流域土壤结构借助林草治理和小流域土壤结构

工程治理措施，引导参与水保生态建设的群众及社会各界，

始终把工作的落脚点、着力点放在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

和提高群众收入水平上，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5.3小流域综合治理提高生产能力

通过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治理与水土等自然资源

的开发利用相结合是水土保持工作多年来取得的一条重要

经验。只有与经济效益相结合，才能发动广大群众参与水土

保持工作。通过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改善农业生产条

件，增加人均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进

一步让人民群众认识到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土流失工作的意

义，从而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实施科教兴水保战略，提高水

保科技含量，提高科学技术在水土保持治理开发中的贡献

率，是达到小流域综合治理高起点、小流域综合治理高速度、

小流域综合治理高标准、小流域综合治理高效益的有效途

径，是加快实现由分散治理向规模治理、由防护型治理向开

发型治理、由粗放型治理向集约型治理开发转变的重要措

施。

6 结语

综上所述，依靠数字化手段对小流域综合治理进行实时

监控和反馈。在小流域综合治理管理方面，将小流域综合治

理水量、小流域综合治理水质与小流域综合治理水生态综合

纳入水资源管理中，在考虑水资源对经济发展供给的同时也

要保证对生态系统的安全，小流域综合治理确保水量、小流

域综合治理水质、小流域综合治理水生态安全，科学处理水

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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