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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流流域高质量发展论坛上发表

的重要讲话，对河流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该报告把河流流域的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到了

国家战略层面，该战略的贯彻落实需要政府主体深刻理

解“幸福河”的科学内涵，以河流地区的经济、社会发

展为切入点，以“幸福河”为目标，引导河流流域实现

高质量发展；河流流域生态系统应按照系统、整体的要

求进行科学的规划；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制约因

素，合理布局人口、城市、工业发展；河流流域的发展

必须围绕“绿色经济”的重构来推进；要继承和发扬河

流的生态文明，要积极推行“绿色”的生活方式。

一、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关系

从概念层面上分析，属于两个范畴。二者在范围

上的差异明显，的范围主要是考虑人为与自然因素所引

起的水土流失，据此采取相应的预防与治理方案，关注

的对象主要是水土；生态环境建设则重点考虑整个生态

空间，涉及对象较为广泛，不限制于水土、大气等。按

照地形情况分析，我国山区面积较大，超过国土面积的

70%，如果对水土资源未能进行有效的治理，将会引起

严重的。根据相关统计分析，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到了

国家总面积的 1/4，危害程度日渐扩大，沙漠化速度也在

逐年递增。使得生态环境明显恶化。可见，和生态环境

建设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应采取科学的方案，使水土

保持工作稳步的开展，同时有效推动生态环境建设，促

使现实问题得到科学化的处理。

二、小流域河道的特点及存在问题

1. 小流域河道的特点

小流域河道具有流域面积小、河流长度短、坡降大、

河宽大、河床稳定、泥沙不均衡、容易发生漂移等特征。

河道恶化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一是地形和地形的原因。

河道的上坡坡度大，水流冲蚀，下游坡度低，流量低，

泥沙大，尤其是在城镇附近。二是由于地理因素。在几

百年的时间里，上游河道经过几百年的冲刷，大部分都

出露基岩或者大块石堆积的河道，具有很好的防冲蚀性

能。上游多为砂砾岩堆砌，沿岸也有砂质土等，而在海

岸（或潮区），则存在较厚的软质土壤，不易冲蚀。三是

水土资源的损失与人类活动的损害。现在大家都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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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土壤侵蚀的重要性，政府投资了很多钱来保护土壤，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人为损害分为两类：一类是故意毁

坏，如将生活、生产性废物等倒入河流中，在河岸修建

房屋，占据河流的排洪段；二是人为的损害，例如：修

建不合理的挡水桥、大坝、单方面修建堤坝、修建大坝

而不修建大坝等。

2. 存在问题

（1）冲淤不平衡问题

由于受地形和地质条件的限制，大多数河道的冲淤

量难以满足要求。通常的规则是，在急转弯处，凹岸会

被大量的泥沙所堵塞，而在低洼的地方，则会产生很大

的冲蚀；堤坝的上游和下游的冲刷，尤其是在游荡性河

道，有句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河床和河岸都很

不稳定。

（2）超标准洪水问题

福建省南平 20 世纪 80 年代曾遭遇 50 年一遇的大洪

水，冲垮了数百个堤防、桥梁、堤岸数百公里。福建省

福州地区在 2005 年遭受了一场百年一遇的洪涝灾害，造

成了数百座大坝、桥梁的破坏，其中福州晋安区、闽侯

县的损失尤为惨重。当前，全球气候状况日趋恶劣，极

端天气频繁发生，如何处理这些灾难性的灾难，是一个

亟待解决的课题。

（3）水土保持问题

在小流域的治理中，采取封山育林、植树造林等水

土保持措施，是治水、治污、治污的有效手段。全省的

绿色在全国都是出了名的，而且在全国都是林木覆盖率

最高的。从山到海，这些年来，光头山已经很少见了，

整座山都绿意盎然，充满了生机。一方面，各级政府和

广大群众要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防止滥砍滥伐；而

在农村，则由烧柴变成了用电和天然气。正因为如此，

农村人才会说：“柴火比灶门大。”同时，在一些山区进

行了退耕还林，山田的抛荒也有很大的关系。从总体上

看，水土保持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为以后的河道治理创

造了良好的条件。

（4）农田防冲防淹问题

按照洪水等级，农田的防洪标准按 5 年一次洪水计

算。山地小流域河道的洪水特征是：河道坡降大，暴涨

暴落。因此，山地的耕地并不会被淹没。在相同高度或

相同高度下，沿岸陆地的坡度较低，尤其是排水不良的

河流，淹没期较长，有时达到 2~3 天，所以怕淹，不怕

冲。所以在施工过程中，技术方案的选取要有差别，不

然就会产生不必要的资源。

（5）运行管理问题

河流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是一条母亲

河，所以，对它的保护与治理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福建省有几个县城都有石料厂，附近的河流也变成了终

年不会下沉的“牛奶河”，“小桥流水”、“桃花源”等诗

情只有在古籍中才能找到。城市的内河建设无论在基本

建设上，还是在经营上，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

可依然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原因何在？“问君哪得清如

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古人都明白的事情，现在的人又

怎么会不明白？

三、实验研究

1. 水土保持的主要方法

（1）农业性措施

可以将农业性措施引进到水土保持中来。例如，在

生产过程中，可以通过改变斜坡，使其产生横向斜坡，

从而降低土壤侵蚀，提高土壤的养分。顺坡垄等可以改

造成斜坡垄，确保夏天的降雨等排水。使坡度维持在

1~2 度之间，有利于推进地表径流的排放，减少水土流

失。在有一定斜率的黑土地区种植作物，可以在耕地上

进行翻耕、休耕，从而达到降低土壤侵蚀和土壤侵蚀的

效果。为提高草地、草地等的生态范围，可以采取围栏

饲养的方式，对草地经营的能力进行塑造。

（2）工程性管理

当前，一些水土保持措施得到了良好的成效。就拿

斜坡来说，就是指在土壤流失严重的地区，进行防护性

工程建设。山洪导排是为了防止山体滑坡、泥石流，形

成一种交通分流，不会给周围居民带来安全和环境性影

响。河道的整治工作，以拦阻及河道中的淤积为重点，

其目标是在山地地区进行保护，虽然施工繁杂，但在水

土保持方面效果更为显著。

（3）生物性手段

在山地上种植树木，即利用树木、作物等来进行生

物防控。增加土壤表层植被等，可以防止土壤直接受到

雨水的冲刷，从而有效地抑制土壤侵蚀。此外，引入各

种植物可以有效地抑制水土流失。通过多种作物的种植

和轮作的方式，可以提高土壤的肥力。通过人工造林等

措施，可以在植被上形成植被覆盖，防止森林毁坏等。

采取措施加强天然林的保护，重点是水土的保护，在浅

山区增加水源涵养林，采用轮换的方式，可以达到种植

等目的。根据要求进行禁止牧羊等情况。

（4）生态环境方式

生态修复对土壤的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生物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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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是指根据自然演化的变化，对地面的植物进行覆盖，

对土壤和土壤进行协调，从而达到了生态重建的目的。

在河流、湖泊、公园等区域进行建设，其目标是通过种

植树木来实现生态环境的建设。在绿化中，要充分发挥

防洪、排水等作用，有利于河流、湖泊等区域的生态化。

陕西在实施生态修复的同时，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黄

河中下游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土壤流失，但通过综合整治

和恢复原状，已有显著成效。推进土壤保护工作，可以

从“大范围封堵、小范围治理”的视角，构建“大范围

封堵、小范围治沙”的治污途径，并采取主动的措施，

使生态与土壤得以充分的维护。

2. 实验研究

（1）水土保持生态系统评价指标核定

为了对小流域河流治理中的水土保持生态系统进行

有效的检测，本文设计了以下试验，探讨了在此基础上

进行的生态效益开发。以一个小流域河道为研究区，对

研究区水土保持措施进行了评价。

本文将河流生态环境保护效益划分为生态安全、生

态景观、生态气候、生态修复四个一级指标；4 个一级指

标，一级指标还可以分为 12 个二级指标，这些指标组成

了一个综合评价体系。利用此评价模型，可以通过该决

策模型计算生态效益的灵敏度。一级指标权重的判断矩

阵如下：

根据评价指标的权重，对研究区的河流治理和水土

保持状况进行了分级，并根据 12 项指标的不同，评价了

各自的生态价值。

（2）河道水土保持生态效益价值评估

①生态安全价值

河道生态安全性的价值主要表现为河床、河岸的稳

定和洪水的收益，从而可以根据研究地区的年平均灾害

损失，来确定流域的经济利益。通过整治后，洪涝灾害

发生的次数减少，每年造成的平均损失减轻，造成的经

济损失降至原来的 25%，从而减轻了对环境造成的破坏。

②生态景观价值

生态景观价值是指植被的固碳和制氧价值，而植被、

氧气含量、居住环境等因素对研究区的经济价值都有很

大的影响，这两种价值都会对研究区的生态景观价值产

生影响。研究表明，某一地区的景区效益一般与某一地

区的氧气含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通过公式计算该研

究区的景区效益价值：

经测算，研究区在未进行河道整治之前，获得了

963.25 万元的经济效益。而在河流的治理下，这一地区

的植被覆盖面积明显增大，氧气含量也有所增加，景观

价值上升了 36%。

③生态气候价值

热岛效应降低了该地区的生态气候价值，由于夏季

的气温要高于周围村庄 4~5℃，研究区由于河道的治理

出现热岛效应减弱现象，降低了空调系统的运行费用，

同时还会阻碍大气污染造成一定的空气质量影响。在本

研究区内，夏天大约有 60d 的空调需求。由此可以看出，

这条河流治理技术为生态景观创造了 432.55 万元的经济

价值。

四、小流域河道治理生态系统修复

目前，小流域河道生态治理方法有很多，在这里采

用生物膜法和植物修复法进行污染处理。

1. 生物膜法

生物膜法是指通过挂在膜上的微生物分解污染物质

来达到污染治理的目的，这种方法能极大降低污水中的

微生物数量并修复水中生态系统。

2. 植物修复法

植物修复法并不是为了处理废水，而是为了利用植

被恢复河流的自然状态。由于河流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许多植被都枯萎了，不能进行水质的彻底净化，造成了

环境的严重恶化。正因为如此，河流的环境问题越来越

糟糕。因此，必须在对水体进行净化的基础上，尽早地

进行河道的生态修复，使其达到平衡。因此，必须采用

植被恢复方法来恢复受损的环境。为了使河流的生态环

境得到有效的恢复，植物的多样性、种类和习性是植物

修复的关键。

3. 做好水土保持监测新技术支撑

将科技引进到水土保持中，关键在于发挥科技的支

持功能。利用无人机和其他仪器，可以利用无人驾驶技

术对土壤保育方案进行识别，进行实地勘查，对土壤的

动态控制，引入先进的技术手段，都是非常必要的。在

水土保持监测中，需要高效、精确和全方位地进行监测，

以促进水土保持的广泛应用。运用 3S 技术监测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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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不仅能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地区水土保持计划，

而且有助于在数据精度的基础上制定出一套科学而又行

之有效的水土保持计划，并制定出一套合理、切实可行

的措施。

五、结束语

水土资源是立国之本，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

基本的物质基础。在满足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根据各个

功能区的具体需求分别确定治理措施，并在实验中探究

了该治理措施的经济价值。由实验数据可知，其可以节

约大量的成本，具备极高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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