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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水土保持监测是运用多种技术对水土流失成因、强

度、影响范围、危害及其防治成效进行的动态监测与评

价，对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和生态环境建设宏观决策以及

科学、合理、系统地布设水土保持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持续的定点监测并形成长序列的监测整编成果是

实现水土保持监测目的和效能的重要基础。山东省泰安

市地处鲁中山区，是山东省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之一，

因此，研究探讨泰安市境内水土保持监测站点现状，提

升站点监测工作水平，为区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提供支

撑十分必要。

1　地域概况

泰安市位于山东省中部，总面积 7762km2，地形自

东北向西南倾斜，属于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区，

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727.9mm，年际降水变幅较大，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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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分布很不均衡。河流均属雨源型山溪性河流，分属

黄河、淮河两大流域，流域主要以黄河流域大汶河水系

为主。大汶河是黄河下游最大支流，是泰安市唯一大型

河道，全长 231km，流域面积 8944km2。泰安市属于暖温

带落叶阔叶林区，植被以人工植被为主。棕壤、褐土为

地带性土壤，是全市土壤组成的主要类型，占土壤面积

的 90% 左右。受气候、地质地貌、水文、土壤、植被等

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影响，泰安市土壤侵蚀以水力侵蚀

为主 [2]。

2　水土保持监测站点现状

2.1 监测站点建设现状

2.1.1 监测站点布设

根据土壤侵蚀类型区和水土流失防治区分布情况，

并充分考虑行政区域实际，泰安市共设有水土保持监测

站点 5 处，分别为东周坡面径流观测场、下港坡面径流

观测场、药乡坡面径流观测场、大汶口水文观测站和徂

徕山水土保持综合观测站。

东周坡面径流观测场监测点为黄河流域大汶河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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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河南支东周小流域，侵蚀分区属于鲁中南中低山极

强度水蚀区，为国家级重点治理区。下港坡面径流观测

场监测点为黄河流域大汶河水系石汶河下港小流域，侵

蚀分区属于鲁中南中低山强度水蚀区，为国家级重点治

理区。药乡坡面径流观测场监测点地处鲁中南山地丘陵

区西北部，属于黄河流域大汶河水系黄前流域。大汶口

水文观测站为黄河流域大汶河水系大汶河流域，是国家

基本水文站。徂徕山水土保持综合观测站属黄河流域大

汶河水系，该站水土保持功能分区属鲁中南低山丘陵土

壤保持区，属沂蒙山泰山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2.1.2 监测站点构建

东周和下港坡面径流场监测站点建于 2010 年，分别

建设自然坡面径流小区 4 处。药乡坡面径流场监测站点

建于 2010 年，建设人工径流小区 6 处、自然坡面径流小

区 3 处。大汶口水文观测站为国家基本水文站，测站水

土保持监测工作始于 2012 年，主要利用水文站降水、径

流泥沙和土壤水分等监测数据资料。徂徕山水土保持综

合观测站建于 2020 年，建设自然坡面径流小区 6 处，小

流域控制站 4 处，气象观测场 1 处。

2.2 监测站点运行现状

2.2.1 站点管理机制

山东省水文中心于 2008 年经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复

加挂山东省水土保持监测站牌子，泰安市水文中心加挂

泰安市水土保持监测站牌子，市水土保持监测站设有水

土保持监测科，具体负责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1]。泰安市

水文中心所属县级水文中心具体负责所属县域内的水土

保持监测站点的日常管理运行工作，监测人员队伍由水

文中心职工和委托观测人员组成。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形

成由省水土保持监测站（省水文中心）- 市水土保持监

测站（市水文中心）- 县水文中心 - 水土保持监测站点的

逐级管理机制。

2.2.2 日常监测运行

泰安市水土保持监测站点的监测内容包括降雨、径

流、泥沙、植被覆盖度、土壤水分等。各监测站点监测

工作采用室外监测和室内分析相结合、自动监测仪器和

人工相结合、定时和不定时相结合、在编职工和委托人

员观测相结合、特殊天气按照规范要求开展不间断典型

径流场水土流失监测 [2]。市水土保持监测站和县级水文

中心对监测人员进行技术培训指导，监测人员每月报送

监测资料。县级水文中心、市水土保持监测站逐级审核

材料，年终报送省水土保持监测站集中审核后汇总整理

成册。

2.2.3 监测成果应用

省水土保持监测站组织对年度监测成果进行全面审

查和统一整理汇编，确保监测成果的科学、规范、准确，

成果核对无误后将全省监测站点资料统一刊印成水土保

持监测资料年鉴。根据近 10 年来的泰安市水土保持监测

站点成果，研究降雨、土壤、地形、植被和耕作等对水

土流失的影响，可以得出径流量和泥沙含量的大小受到

降雨量、降雨强度、降雨历时、降雨前土壤含水量、土

壤质地、整地方式及作物种类的影响。从每次降雨的横

向比较来看，整地方式对径流量和泥沙含量的影响最大。

从纵向比较来看，径流量和泥沙含量受降雨量和降雨强

度的影响很大，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对于低山丘陵区，

以横坡耕作为主要的耕作方式，能够显著降低径流量和

侵蚀量。

3　存在主要问题和不足

3.1 监测技术规范标准未健全

水土保持监测是一项系统性、专业性、技术性较强

的工作，从站点选址布设、设计建设到站点日常监测、

资料整编都应该遵循严格的技术标准。水土保持监测站

点所处地域不同，承担的监测任务就会不同，相应的建

设内容和技术标准也就不同。同一监测站点在不同时段

或不同时期的监测任务和监测手段也会存在差异 [3]。省、

市水土保持监测站相应配套的监测技术标准和运行管理

制度不够健全，就会导致在站点布设、监测任务、技术

确定和人员监测操作等方面出现偏差或失误，从而降低

监测结果的精度，不利于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

3.2 监测自动化水平待提高

泰安市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配备泥沙自动监测仪、土

壤水分速测仪等自动监测设备，但自动监测设备性能不

稳定，受外界影响因素较多，容易在监测工作中出现故

障，同时自动监测设备投入使用时间较短，其监测数据

的可靠性还需较长时间的人工观测校对。因此，各水土

保持监测站点径流、泥沙、土壤水分等因子的仍需采用

传统的人工观测，其劳动强度大、监测速度慢、时效性

差，存在人为或不确定因素，与当前水土保持信息化发

展不相适应。

3.3 监测人员业务素质相对偏低

水土保持监测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工作，泰安市水

土保持监测站点监测人员由水文中心职工和委托观测人

员组成，专职从事监测工作人员较少，委托观测人员文

化层次普遍偏低且流动较大，无法保障监测成果质量和

工作的持续正常开展。同时，水保监测工作要求在做好

基本数据采集基础上，开展对监测数据的深入处理和分

析，现状下的监测人员业务素质不能满足水土保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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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发展需求。

3.4 监测数据资料应用不足

泰安市水土保持监测站点主要对降雨、径流、泥沙、

植被等因子进行监测，侧重于数据收集、汇总、整编和

上报，尚未开展有效数据整合与共享，缺乏对现有监测

数据资料的系统性分析和深入挖掘，对水土保持规划及

综合治理的支撑作用发挥不够，影响水土保持监测服务

效果 [4]。通过对监测资料的分析、研究与应用，还能够

及时发现在日常监测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推进水土

保持监测工作的发展。

4　对策与建议

4.1 建立健全监测标准制度

应当首先由国家层面建立健全完善的水土保持监测

站网布局、建设和监测技术体系，使水土保持监测点布

局、建设和监测有章可遵 [5]。省、市水土保持监测管理

部门依据国家体系，根据各地区域内水土保持监测实际

制定配套的水土保持监测技术标准或技术方案，推进水

土保持监测站点建设运行规范化，从而实现监测工作质

量和效率的双重提升。

4.2 提升监测自动化信息化水平

采取引进专业技术公司的方式，完善仪器设备维护

机制，降低自动监测仪器设备的故障率。开展自动监测

设备与人工监测数据的对比分析，提出合理改进措施，

提高自动化监测设备的监测精度。根据水土保持监测发

展需要，提升水土保持监测点设施和设备建设配置标准，

积极引进数据可靠、性能稳定的自动化监测仪器设备，

逐步实现全市各站点全面监测自动化。健全监测数据集

成和共享机制，建设具有数据采集、处理存储、查询共

享、业务应用等功能的水土保持监测信息平台，逐步实

现水土保持监测的信息化。

4.3 强化监测人才队伍建设

完善监测人员技术培训机制，引进专业技术人才，

提升监测工作人员业务能力素质。建立奖惩激励和监督

考核管理制度，强化监测人员管理，调动人员工作积极

性。利用政府财政资金，发挥具备相应技术能力和业务

水平的社会力量的作用，通过政府购买技术服务方式，

建立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运行管理

维护专业队伍。加强与科研单位、高校等单位部门的交

流合作，开展水土保持监测的学术、技术交流，从而提

升水土保持监测业务水平。

4.4 拓展监测数据资料的应用

加强水土保持监测结果分析应用，促进监测成果的

及时、有效转化，积极开展水土保持监测研究，探索预

测区域水土流失规律，研究分析水土保持治理效益 [5]。

以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基本监测数据为依托，联合驻地科

研院所、高校开展监测数据分析、应用，开展课题研究

和项目攻关，实现优势互补、监测数据的深加工，从而

促进监测技术水平提升 [6]。以水土保持监测站点为依托，

建设科研基地和科普教育基地，增强社会大众对水保监

测工作的了解和水土保持意识，促进科研成果推广应用。

5　结语

水土保持监测是水土流失防治的基础工作，水土保

持监测站点的规范建设和有效运行是做好水土保持监测

工作的重要支撑和保障。水土保持监测站点的建设、运

行和管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作，需根据水土保持监

测工作发展要求，不断总结运行经验及存在问题，不断

完善监测设施，提高监测水平，提升成果质量，促进成

果有效转化，更好的为水土流失治理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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