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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水土保持措施减缓水土流失的现象
黄仕雪

（贵州省遵义县水务局 贵州 遵义 563000）

摘 要：水土流失会使生态环境趋于恶化，导致沙尘暴和大风频繁出现，也容易引发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发生。水土流失还会导致土壤

肥力的下降、耕地面积的减少，严重地制约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悖于建设和谐社会。本文主要介绍了水土流失的危害及在工程建设

中如何利用水土保持技术防治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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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会造成人地矛盾突出。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

大量开垦坡地，广种薄收，酿成了“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令

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加剧了贫困。国家扶贫计划中，黄

土高原地区贫困县有 126个，占全国贫困县总数的 21.3%，贫困人口
2300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的 28.8%。经过多年的扶贫攻坚，目前仍有近
1000万贫困人口，是我国贫困人口集中分布的地区之一。国家环保局和
中科院联合组织“探索沙尘暴”考察结果表明，严重的水土流失也造成交

通不便、人畜饮水困难，严重制约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 水土流失的危害性
水土流失问题具有较大的危害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水土的流失会使得土地的肥力明显下降，这会造成土地的生产力降

低。有数据指出：我国每年流失的土壤达到了 50亿 t左右，水土流失面
积已扩大到 150万 km2。土壤中流失的氮、磷、钾肥估计达 4000万 t，与我
国目前一年的化肥施用量相当，折合经济损失达 24亿元。长江、黄河两
大水系每年流失的泥沙量达 26亿 t。其中含的有机肥料相当于 50个年
产量为 50万 t的化肥厂的总量。难怪有人说黄河流走的不是泥沙，而是
中华民族的血液，如此大片肥沃的土壤和氮、磷、钾肥料被冲走了，必然

造成土地生产力的下降甚至完全丧失。

水土流失造成了河道、湖泊、水库的淤积：浙江省虽然水土流失较

轻，可是省内有八条水系的河床普遍增高了 0.1~0.2m，内河航行里程现
在比 60年代减少了 1000km。比如 1958年以前，从嵊县城到曹娥江可通
行 10t载重量的木船。由于河床淤沙太多，现在已被迫停航，地表水资源
变成沙子，航建公司改成“黄沙”公司。还有，湖南省洞庭湖由于风沙太

多，每年有 1400多公顷沙洲露出水面。湖水面积由 1954年的 3915km2
到 1978年已缩减到 2740km2。更为严重的是洞庭湖水面已高出湖周陆地
3m，这就丧失了它应承担的长江的分洪作用。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四川省的嘉陵江、涪江、沱江等几条流域水土流失也十分严重，约 20%以
上的泥沙淤积于水库。据有关专家预测，照此下去，再过 50年，长江流域
的一些水库都要淤平或者成为泥沙库。表 1为云贵高原地区多沙区水土
流失的情况表。

水土流失也会污染水质影响生态平衡。当前，我国一个突出的问题

是江、河湖（水库）水质的严重污染。水土流失是水质污染的一个重要原

因，长江水质正在遭受污染就是典型例子。

水土流失还会加剧沟壑发展。随着水土流失程度的加深，沟壑发展

也日益加剧。在晋、陕、甘等省内，每平方公里一般有支、干沟 50条以上；
沟道长度可达 5~6km，个别地区达 10km以上；沟谷约占流域面积的
10豫，个别可达 40~50豫。这样，就使大面积坡耕地支离破碎、耕种不便以
至弃耕荒废。

由此可见，水土流失的危害性不仅很大，而且还具有长期效应。问题

的严重性必须充分估计到。

2 水土流失的防治原则和防治目标
2.1 防治原则

水土流失的防治要结合区域的景观要求和生态特点，以水土保持功

能要求为基础，符合国家对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的总体要求，遵循生态

系统良性循环的规律，坚持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在工程项目建

设前，要针对可能产生的水土流失，因地制宜地采取各种水土保持措施

防止建设期的水土流失；对于工程项目区存在的水土流失区域进行治

理，避免水土流失的形成。

2.2 防治目标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50433-2008）总则的要

求和国家对水土保持工作的总体部署，通过实施水土保持措施，控制施

工期水土流失，把水土流失降到最低程度。具体指标如下：淤预防和治理
因工程建设造成的新增水土流失，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使因工程建

设所扰动土地治理率大于 98%；于最大限度控制本项目建设造成的水土流
失，使本工程水土流失治理度达 95%；盂采用多种水土保持措施进行水土
流失防治，使扰动后的地表土壤侵蚀模数控制在背景值 500t/km2·a以
下，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土流失，以最短的时间控制项目建设产生的水土

流失。验收后土壤侵蚀模数控制在 200t/km2·a以内；榆工程建设过程中
产生的弃渣必须堆放在指定地点，采取临时、永久防护措施，使拦渣率达

到 98%以上。
3 水土保持措施计划
3.1 防止水土流失的施工措施

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对于排水渠的水流，不得直接排放到水源、农

田、园林等地，亦不得引起自然排水系统的淤塞和冲刷；排、截水沟挖出

的土应堆置在沟与路堑边坡的一侧，并予以夯实；生活污水、清洗机械污

水、桩基施工泥浆和拌合楼泄露的浆水应经沉淀或处理后方可排放到自

然水系；工程施工、生活垃圾等固态废物，应按要求处理，不得裸露处置，

不得弃于水体或随意埋填，特别是废机油、土工格栅、土工布、沥青等有

机材料；路基成型后应及时按照合同和设计图纸的要求，根据适宜的气

候条件在土质路基和路堑边坡进行植树、植草等绿化；注意保护自然水

流形态，做到不淤、不堵、不留环境隐患；工程完工后应尽快清理临时用

地上的临时设施，恢复原地貌。执行国家现行环境质量标准，遵循地方政

府的有关环保规定，按照合同和设计要求进行水土保持方案的施工。

3.2 水土保持的具体办法
施工计划报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审批，在施工前一周举行施工动员

会议，要标明工作区、绿化带和缓冲区的维护保养。一开始施工就安装沉

淀池，在施工入口、出口，安装暴雨排水沟及车辆清洗台（用岩石和砂砾

保护），采用砂砾铺设临时施工出、入口；还要在项目建筑场地建造临时

排水管道，清理场地，清理废弃物，场地初步坡度分级后，挖渠并安装相

应的排水口砂砾保护，有必要安装沉积围墙等。在场地初步坡度分级完

成后，就开始对建筑物周围场地找坡，接着马上种植或进行覆盖，还需完

成路面和停车场的找坡，平整后，用砂砾进行加固，完成对建筑的最后找

坡；地面、表层土临界区的最后平整找坡；永久性绿化，景观和覆盖。然

后，每周对水土侵蚀和沉积控制作定期检查，每次下雨后及时检查并修

复受损地方，在完成施工后，撤出所有临时措施，并在受影响的区域采用

植被进行永久的绿化。

3.3 水土保持的现场维护保养及具体办法
每周定期对水土侵蚀和沉积控制设施进行检查，每次雨后立即对水

土侵蚀和沉积控制设施进行检查，对受损地方及时修复，从而保证对水

土侵蚀和沉积的控制。当沉积土达容量的 50豫时，清理沉积泥土；当沉淀
池排水不畅时，清理或替换砂砾；当沉积池排水不畅时，清理并替换砂

侵蚀模块（t/ km2·a） 水蚀面积（km2） 年输沙量（亿 t）
5000~8000 6.09 3.8

8000~15000 4.84 4.6
15000以上 3.67 5.6

表 1 云贵高原地区多沙区水土流失的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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砾；当有必要时对种植区施肥、重新播种，并根据植物生长要求覆盖树

根，从而维持植物生长茂盛。

3.4 水土保持的场地发展计划
提高场地绿地率对周边及未开发的场地进行绿化，以此提高场地的

吸水能力，降低水土流失的概率，尽可能地采取种植绿化措施，提高场地

及周边的绿化率。根据种植草坪经验，选择固土能力强的植物，试采取土

壤生物工程，用植被及其他辅助材料来构筑边坡结构，用以实现稳定边

坡，来减少水土流失。采用渗透性铺地材料在种植草皮之前或较大裸露

地面和土堆等部位，将铺设树根、密目网、草甸等渗透性较强的材料，防

止扬尘的出现。减缓排水坡度，限制径流方向将在现场所有道路两侧都

安装混凝土路沿石来防止水土流失。

4 结 语
水土保持经过了多年的探索，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办法，主要做到

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工程措施、生物措施、蓄水保土农业耕作措施密切

结合。我国应该大力实施水土保持措施来减缓水土流失的现象，在经济

发展的同时，也还自然一个健康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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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农村人畜饮水供水安全
席思哲 任 婷

（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水利工作队 陕西省 淳化县 711200）

摘 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蓬勃发展，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新农村建设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

开展，安全问题备受瞩目。本文对农村人畜饮水供水的安全问题将从几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探求出合理的方案措施，保证农村人畜饮水

供水健康和安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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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三个代表”思想中明确表示对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的重

视后，农村的安全问题引起了党、政府的高度重视，针对农村人畜饮水供

水安全建设要狠抓落实，加大建设监管力度，避免人畜饮水供水安全建

设中出现影响人民群众生活健康的问题。

1 农村人畜饮水供水安全工作面临的问题
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成功试点越来越多，农民的利益越来越得到保

障，目前存在农村人畜饮水供水困难的地区多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文

化、医疗、卫生都还很落后，交通不便利，这都是人畜饮水的安全得不到

保障的原因，主要分为以下几点：

（1）水资源污染严重。农村大部分采用挖水井的方式取水饮用，由于
周围环境的污染，如农田用水、生活用水、牲畜粪便等污水、脏水极易渗

入水井，造成饮用水的安全隐患，直接影响了人畜的健康，甚至引起疾病

的发生。

（2）缺水现象严重。大多经济不发达地区处于偏远山区，由于常年的
干旱，缺少降水，且人口众多，需水量大，这就造成了缺水的现象常常发

生。农民为了解决饥渴问题，只能靠积水，但由于这些积水时间久且大多

处于洼地或缝隙中，细菌的滋生迅速，人畜饮用后引发安全隐患。

（3）饮用水的二次污染。供水设施的简易往往是造成饮用水二次污
染的重要原因，农村供水设施大多没有经过专业的净化处理，缺少专业

消毒的设备，简易的蓄水设施极容易造成水流失和水污染，无法满足群

体的饮水需求。还有一些二次污染的情况属于饮用水在输送的过程中受

到的污染，如输水管的材料不符合卫生安全标准、储水箱未及时清理造

成饮用水的污染恶化。

（4）管理规范的漏洞。目前，关于我国农村人畜饮水供水安全问题，
还没有具体详尽的规章管理制度，缺少专业的水利人员进行管理监督，

不懂得专业的技术，不能及时的进行看护和维修，甚至出现安全事故的

发生。

2 引发人畜饮水安全问题的原因
（1）对人畜饮水安全问题的认识不足。在部分农村地区，相关部门的

领导对饮水安全建设工作认识尚有欠缺，在饮水工程管理的过程中不能

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甚至出现工程中断，设施遭到破坏的情况。还有的

地区单方面注重经济利益的发展，忽视环保意识，眼光只停留在眼前，欠

缺长远看法。

（2）饮水工程管理缺乏规范性。农村的饮水工程管理系统不完善，没
有科学统一的管理，缺乏严格的监督，导致饮水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出现

混乱的状况，埋下诸多安全隐患。引水工程建设中的施工人员缺乏专业

性，缺少严格的管理监督，对饮水安全整体建设产生滞后性。

（3）环境保护意识弱。农村的人畜饮用水环境常常受到污染，且人畜
的水源属于共用状态，由于农民对周围环境保护意识差，常常造成环境

的污染，如农田用水、生活用水、牲畜粪便等污水、脏水乱倒，造成饮用水

的安全隐患，直接影响了人畜的健康，甚至引起疾病的发生。

（4）饮水安全宣传不到位。农村的人畜饮水安全问题的宣传工作基
本属于停滞状态，没有改变农民的安全卫生意识，缺少节水忧患意识，唯

有做到人人保护水资源，合理利用饮用水，才能做到饮水安全。

（5）水资源浪费严重。由于农村的各项事业的不发达，农民的节水意
识差，不懂得循环利用水资源，造成水资源的大量浪费。

3 针对农村人畜饮水安全问题的对策
为了建设更加安全健康的农村饮水环境，需要从根源处解决问题，

针对农村人畜饮水安全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对策措施：

（1）完善监管机制。在农村饮水工程建设过程中，建立水利监管部
门，逐步规划建设任务，加大宣传力度，保证工程的质量，定期的进行水

质监测，采取专业的净水设备，进行水质过滤，保证用水的安全。党和政

府需要做好把关工作，完善水利建设的各个环节，统筹兼顾，全面发展，

建立良性的循环管理机制。

（2）加强工程建后管理。针对饮水用水工程的后期管理可以分为两
个方面：淤充实专业管理人员。目前，60%的农村人畜饮水供水工程由农
民自己管理，由于缺乏专业的管理知识，工程的建后管理缺乏科学性；于
加强水质检测。由于缺乏专业的水质检测设备，且缺少专业人员操作，使

工程的建后管理缺乏有效性。工程的建设固然重要，但加强建后科学有

效的管理，才能使人畜饮水安全问题得到更好的保障。

（3）加强饮水安全宣传。农村的人畜饮水安全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
利益，应该加大宣传力度，普及饮水安全常识以及环境保护意识，提高农

民对饮水安全工程利益的认识。可以通过农村的广播、户外墙体、单页宣

传、广播电视播报等渠道进行安全知识宣传，宣传的角度应当从提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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