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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水土流失的

问题。因为早期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强，任意砍

伐森林，大量消耗淡水资源，使得森林面积锐减，淡水

资源储存量减少，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 [1]。所以，我

们必须应该采取必要措施进行水土保持，保护生态环境。

1.水土保持相关概念

1.1 何为水土保持功能

水土保持功能就是指在一个区域内，通过水土保持

设施来保护生态环境，防灾减灾，涵养水土，促进经济

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功能与基础功能。

基础功能主要就是指通过采用水土保持设施来防止水土

流失，维护生态环境，提高区域土壤生产能力 [2]。社会

经济功能主要就是讲的水土保持基础功能的扩展，指通

过水土保持设施所起到的保护或者生产功能。

1.2 水土保持的原则

（1）直接相关原则。从直接原则方面来讲，水土保

持基础功能主要就是直接作用亦或直接功能。所以，就

这方面来说，对于水土保持所确定的主要功能就是直接

和防治地区水土流失有关，比如说，在实际情况中，水

土保持就是对水资源和土壤资源的直接保护，改善区域

生态环境，改善区域水质等等 [3]。

（2）全面性原则。从全面性原则方面来讲，水土保

持就是在评价一个区域的基础功能的时候，在确定相关

功能的类型时，需要涵盖水土保持所有的作用和功能。

换言之，就是必须要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全面覆盖水土

保持的各项功能。

（3）单一功能原则。从单一功能原则方面来讲，在

确定水土保持的基础功能的时候，应该明确具体的要求
[4]。而且，在确定各项具体功能的时候，要求做到各项

功能之间不可以存在交叉或者重复的情况，其中的每一

项功能一定要有单一的效果或者作用。比如说，我们在

现实生活中，经常会提到水土的蓄水保土能力，实际上，

这个就是蓄水能力和保土能力的结合。所以，在明确水

土保持的基础功能的过程中，应该按照蓄水功能和保土

功能两个方面分别确定。

1.3 水土保持功能指标的构建

在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过程中，构建合理的水土保

持功能指标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5]。因为，每个区域

的土壤性质不同、条件各异，内容丰富，并且在区划的

对象、尺度、目标等方面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而

且，水土保持功能还会受到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

所以，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水土保持功能评价指标具有

一定的难度。所以，在构建水土保持功能评价指标的过

程中，我们必须要把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相结合，综合

考虑主体功能区以及生态功能区，对相关的评价指标的

重要程度进行排序，来确定出水土保持功能的主要指标。

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水土保持功能评价指标的作用，达到

水土保持功能评价任务的需要。

2.水土保持功能的评价

2.1 水分保持功能的评价

水分保持功能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水源

涵养的评价，就是在开展水源涵养评价的过程中，需要

针对植被的蓄水能力、拦截地表水以及各种地表径流对

于水库或者是河流的供水能力的调查，这些因素都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区域的水资源的含量，富集淡水资源，

在我国的干旱区域尤其需要重点评价水源的涵养能力。

第二，蓄水能力，蓄水能力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提升区

域的蓄水能力，并且通过采用相关的措施，增加区域植

被覆盖率，增加区域蓄水能力，为区域的植物或者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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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淡水资源，并且，在区域降雨或降雪过程中，尽量

储蓄更多的淡水资源。

2.2 土壤保持功能的评价

土壤是所有动植物以及河流、湖泊的载体，土壤对

区域的生态环境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要实现区域

水土保持功能，势必需要确保区域土壤的稳定性，同时，

在开展水土保持功能系统性建设的过程中，应该确保土

壤的保持功能 [6]。要维护并提高区域土壤保持功能，我

们可以通过提升区域土壤的肥力，增加树冠，促进植物

根系发展等手段来实现。因为，植物的根系可以很好地

起到固定土壤的作用，在区域发生大规模降雨的过程中，

可以有效保护土壤不被雨水冲走，同时，树冠又能够起

到减少土壤里下渗的雨水量，可以确保土壤固结的强度，

对丘陵地区或者是土壤侵蚀比较严重的地区有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

2.3 防灾减灾功能的评价

在某些地区，因为经常发生水土流失的问题，使得

地区的土壤强度较差，在发生高强度降水的过程中，非

常容易发生地质灾害，而地质灾害的发生又进一步导致

了区域水土的流失，如此恶性循环，导致，此类区域的

水土保持功能评价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防灾减灾

评价。在开展防灾减灾评价的过程中，应该着重考虑地

质自然灾害的预防以及如何减少地质灾害的不利影响等

方面，同时，建立科学的地质灾害评价机制，进一步做

到防灾减灾。

2.4 农田保持功能的评价

基本农田是所有生态环境中比较脆弱的一个方面，

因为种种原因，使得农田被破坏，因此，水土保持需要

做到保护基本农田。就目前来看，对基本农田破坏非常

严重的主要有山洪、滑坡、洪涝、泥石流等等，这些自

然灾害都会在一瞬间对基本农田产生毁灭性的损害，有

些甚至是不可逆的损害，另外，干旱、沙尘暴、强风也

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基本农田造成破坏。所以，在进行基

本农田保持功能评价的过程中，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依

据基本农田的面积、质量等来综合确定基本农田保持功

能评价体系。

3.水土保持区划中的应用

在进行水土保持区划应用研究之前，先概述一下三

级区水土保持功能评价。在统筹考虑我国的生态功能区

域以及主体功能区的基础上，依据我国的水土保持规划

的分区体系，把三级区作为研究单元，对各项指标信息进

行搜集、提取、分析，采用定性和定量相互结合的方式，

对我国的水土保持区划三级区水土保持功能开展评价。

3.1 北方地区水土保持区划中的应用

北方地区主要是指北方土石区、北方风沙区、东北

黑土区以及西北黄土高原区。对于北方土石区来说，我

们通过调查发现，三级区里占比比较高的是水源涵养功

能、土壤保护功能以及农田防护功能，北方土石区应该

做到以上面三点为主，进一步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如果

要实现这一点，那么，可以在北方土石区扩大植被覆盖

率，采取适当措施提高土壤蓄水能力，进一步保护各类

资源。对于北方风沙区来说，由于北方风沙区的风沙相

对较大，应该重点进行防风固沙工作，因为过大的风沙

会极大的破坏当地的土壤资源，因此，应该在水土保持

过程中重点做到生态维护、农田保持以及防风固沙等。

对于东北黑土区来说，应该做到以水分保持、土壤保持

以及生态维护为主要方面，另外，由于东北黑土区的农

田面积较多，还需要重点保护农田，做到保护区域水质，

防灾减灾，并且，可以通过适当增加植物覆盖率来达到

水土保持的目的。对于西北黄土高原区来说，主要是侧

重在土壤的蓄水保水能力、土壤保持功能以及拦沙减沙

功能，这些事可以通过提高植被覆盖率以及建设适当的

水利设施来实现的。

3.2 南方地区水土保持区划中的应用

南方地区主要是指西南紫色土区、南方红壤土区以

及西南岩溶区。对于西南紫色土区来说，土壤保持的三

级区的占比可以达到 47% 左右，所以，对于这一区域来

说，最重要的就是做到土壤保持，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我们可以通过建立适宜当地实际情况的相关水利配套设

施来实现。对于南方红壤区来说，这一区域需要较为全

面的水土保持功能，其中占比比较高的是土壤保持功能，

剩下的主要有水源涵养、人居环境的保持、水土生态的

维护以及水质的维护，因此，可以通过提高区域植被覆

盖率以及建立适宜的水利设施来实现。对于西南岩溶区

来说，这一区域的土壤保持三级区的占比在 45% 左右，

蓄水保水的占比大约在 26% 左右，防灾减灾的占比大约

在 13% 左右，这些是可以通过提高植被覆盖率以及保护

农田资源，建立适宜的水利工程来实现的。

3.3 青藏高原地区水土保持区划中的应用

青藏高原地区的生态保护三级区的占比大约在 51%

左右，水源涵养的占比大约在 24% 左右，而防风固沙与

农田防护的占比均在 10% 左右，土壤保持的占比大约在

5% 左右，因此，在对青藏高原区域进行水土保持工作的

时候，应该重点考虑水源涵养、农田防护以及防风固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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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些是可以通过提高植被覆盖率、增加水利设施的

投入来实现的。另外，因为青藏高原区域的动植物种类

比较多，所以，还需要重点保护该区域的生态系统，要

保持青藏高原区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这样

才有利于更好地保持水土。

4.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水土保持功能评价涉及的范围较

广，主要包括水分保持、土壤保持、防灾减灾以及农田

保护等方面，我们可以通过采用多种方式，多种途径来

满足区域水土保持的需要。在我国的水土保持区划的应

用过程中，应该做到因地制宜，依据当地的耕地面积、

土壤质量、自然环境以及当地的地貌特征等因素进行区

划划分，来确定占比较高的水土功能评价，据此采取适

宜的措施，达到水土保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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