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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在阐述城市土壤侵蚀
、

城市型 水土保持等有关概念 及开展城市水土保持势在必行的

基础上
,

进一步论述了城市土壤侵蚀具有人为影响的主导性
、

侵蚀强度的隐蔽性
、

侵蚀方式的复杂

性
、

侵蚀物源的多样性等特点
,

城市水土保持具有目的要求特殊
、

防治 人为侵蚀是重点
、

涉及面广
、

城市地域结构是水保措施布局的基础等特点
,

以及城市水土保持的类型和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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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城 乡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

城市化步伐 明显加快
,

原有的城镇在不断扩

大
,

新兴的城镇又急剧增加
。

随着城镇建设和经济的发展
,

城市土壤侵蚀也 日益加剧
,

水土保持

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
,

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型水土保持正在兴起
。

为使城市水土保持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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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

现就有关问题提出看法
,

以供参考
。

1 有关概念

L l 城镇
、

城市与乡村

城镇是具有一定人 口和建筑
、

交通
、

绿地等用地规模
,

工业
、

商业
、

服务行业集聚的
,

以非农

业人 口为主的居民点
。

在我国
,

市
、

地
、

县机关所在地
,

或常住人口在 2 000 人以上
,

其中非农业

人 口占 50 % 以上的居民点
,

都是城镇
。

城市是城镇中的一部分
,

在我国一般 10 万人以上的城

镇设市
。

重要的工矿基地
,

或规模较大的物资集散地及边远地区的重要城镇
,

人 口虽不足 10

万
,

但确有必要也可设市
。

城市是工商
、

科技
、

文教等高度集中的产物
,

其社会化的城市生活方

式和人 口
、

房屋建筑
、

道路高度密集是现代城市景观的主要特征
。

城市按其地域结构
、

景观特色等
,

又可分为市区和郊区
。

前者是城市的核心部分
,

建筑
、

道

路
、

人 口高度集中
;后者是指市行政辖区内与市区紧密关联的外围地区

。

我国大城市和部分中

等城市拥有近郊区和远郊区
,

近郊区以蔬菜
、

副食品生产为主
,

同时有一定工业
、

商业及对外交

通设施
;
远郊区多以粮食

、

经济作物为主
,

也有一定的工商业网点或小城镇
。

乡村是相对于城市而言
,

是处于城市以外的广大地区
。

其特点是人 口密度低
,

聚居规模小
,

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基础
。

L Z 城市土壤侵蚀

城市土壤侵蚀是指在城市范围内的市区及郊区
,

因受各种作用
,

特别是人为活动的影响
,

所形成的泥土
、

沙粒
、

废渣等流失过程
。

按其城市地域结构及土壤侵蚀的特点不同
,

又可分 为市

区土壤侵蚀与城郊土壤侵蚀
。

考虑到许多城镇虽未设市
,

但社会化的城市生活方式和人口
、

房

屋建筑
、

道路等密集的现代景观特征
,

以及人为活动引起的土壤侵蚀比较明显
,

因此这些城镇

的土壤侵蚀也可以归属于城市土壤侵蚀
。

基于上述
,

本文的城市土壤侵蚀范畴
,

主要是指各类城市的市区和郊区
,

以及县级政府所

在地的城镇区域
。

1

.

3 城市型水土保持

城市型水土保持是指在各类城市的市区和郊区
,

以及县级政府所在地的城镇(含工矿区
,

下同 )范围内
,

从城市土壤侵蚀的特点和城市居 民对工作环境
、

生活环境及某些物质
、

文化精神

需求出发
,

所进行的防治土壤侵蚀
,

保护利用水土资源
,

改善与美化环境的综合性工作
。

可以看

出
,

它与以往所谓的水土保持 (可称为一般型 或乡村型水土保持)的目的
,

相同之处
,

在于都是

防治土壤侵蚀 (即防治水土流失)
,

保护改善生态环境
。

不同之处
,

在于城市型水土保持更强调

美化
、

优化环境
,

并满足城镇居 民一定的物质
、

文化
、

精神需求
。

2 开展城市水土保持势在必行

2.1 许多城镇面临水土流失的严重威胁
随着 城市化的发展

,

城 市各种 工程建设 日益增 多
。

例如西安市 1995 年审批各类建筑

247
.
23万 m

Z ,

道路工程 6
.
0 7 k m

,

各类管线 180 km
,

井 10 眼
,

城市规划核定建设用地 632
.
47

hm Z
。

城市道路
、

房屋
、

地下管道等建设
,

都要开挖大量地面
,

松动大量土体
,

这些临时堆放的松

散土体
,

常形成强烈侵蚀
。

例如西安市区近两年来
,

铺设高中压煤气管道 180 km
,

仅此一项开

挖土方约 74 万 m
3,
其堆土露于地面

,

时间短者 3 个月左右
,

长者达半年以上
。

堆于路边的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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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体
,

由于人踩
、

车碾
、

风吹
、

雨淋
,

其流失量估计有 2 万 t
。

处于丘陵山区许多城镇及其周围
,

由于历史原因及人为经济活动的强烈影响
,

其土壤侵蚀

强度多大于远离城镇郊区的边远地区
。

据对陇南
、

陕南 51 个县
、

市的考察
,

其中有 44 个县
、

市

城郊侵蚀强度大于远离城镇的边远地 区
。

黄土高原 地区现有县级及其以上城镇 120 多个
。

其

中郊区受到土壤侵蚀危害的有 110 个
.

城市各种工业固体废弃物的任意堆放
、

排放
,

不仅污染了环境
,

也会形成土壤侵蚀
。

例如铜

川市 由于 15 家建材厂剥离土层
,

采取石料
,

将近千万吨土石废弃物就近倾倒于市区的漆水河
;

黄山市有较大采石场 70 多处
,

年采石 50 多万 m
, ,

每年剥离废弃土石达 20 多万 t
,

相当一部分

倾倒在江河
、

塘库中 ;西安市年产工业废渣约 130 万 t
,

占固体废弃物的 60 %
,

80 年代以前乱倒

乱堆工业废渣现象普遍存在
,

仅投人 l产河河道的每年达 巧 万 t之多
;
溺桥热电厂储灰场堆灰

高达 18 m
,

每遇大风灰粉弥散
,

附近一个村子被迫搬迁
。

城市生活垃圾是固体废弃物的重要方面
。

西安市 1990 年生活垃圾达 87
.
6 万 t

,

处置 50
.
3

万
t ,

主要是占地堆放
。

其垃圾堆放点达 62 6 处
,

占地约 27 h m , 。

历年生活垃圾堆存达 50 0 万 t
,

占地 38 6
.
5 hm Z

,

遇到风雨 易产生流失
。

由于人为活动的影响
,

使某些城市滑波
、

崩塌
、

泥石流活动增强
。

例如西安市境 内 195 0 年

至 199。年新增滑坡 37 7 处
,

潜在滑坡

346 处
,

崩塌 136 处
,

主要集中在郊区

的黄土台源边坡
。

不仅形成强烈的土

壤侵蚀
,

而且给居 民生命财产带来危

害
,

1 9 8 4 年 12 月 15 日古 刘村滑 坡

表 1 部分城市年均大风和沙暴 B 数

兰州 西安 包头 呼和浩特 太原 北京 郑 州

() 8 级
,

d )

5 ~ 1 0 8

.

> 2 5 > 2 5 2 5 ~
3 0 2 6

.

7 5
~

1 0

沙系
(d )

2~ 5 1.6 20

3工。万 m
3,
使 144 户受损

,
4 4 户房屋倒塌

。

我国北方许多城市常受到大风
、

沙尘暴和大气降尘的危害
,

同时大量粉尘堆积又为尔后的

土壤侵蚀提供 了物源(表 1)
。

2

.

2 城市需要一个 良好的生态环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城市居 民的物质
、

文化
、

生活需求不断提高
,

对市区
、

郊区环境有了

更高的要求
:(l) 从安全角度考虑

,

要求对滑坡
、

崩塌
、

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加强防治的呼声越来

越高
;(2) 需要一个 良好的工作

、

劳动
、

学习环境
;(3 )需要有工余饭后

、

节假 日能够旅游
、

娱乐
、

休疗的场所
;(4) 需要更多的新鲜

、

优质的瓜果及蔬菜
,

肉
、

蛋
、

奶
、

禽等副食品
。

显然针对广大农

村的一般型水土保持所提出的
“

就地拦蓄
” 、 “

水不下源 ,’
、 “

泥不出沟
” 、 “

增加经济效益
”

等
,

不能

完全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
,

必须开展具有一定特色和 内容的城市水土保持
。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
,

旅游业将是今后一个重要行业
,

而城市水土保持的发展可以

为一些地 区发展旅游业创造一个 良好的生态环境
,

并提供和开辟更多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

景点
,

增加对旅游者的吸引力
,

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

例如西安的鲸鱼沟
、

临渔的骊山
、

兰州的白

塔山
、

延安的宝塔山等地的水土保持
,

就起到了这方面的作用

2
.
3 有利于加快乡村水土保持

城市水土保持的发展
,

把治理与开发及水保
、

经济
、

生态
、

社会四大效益有机结合起来
,

使

水土保持向水保效益 型
、

水保经济型
、

水保社会效益型等多功能
、

多效益的方向发展
,

增强水土

保持自身发展能力
。

城镇又可做为基地
,

为广大的乡村水土保持提供一定的新技术
、

新经验
。

其

实水土保持由城镇郊区向边远地区发展
,

这也是一般的治理发展规律
,

问题是应根据当前及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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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城市发展的需求趋势
,

充分体现城市水土保持与乡村水土保持各 自的特点
。

3 城市土壤侵蚀的特点

城市土壤侵蚀与广大的乡村土壤侵蚀
,

虽有共同之处
,

但 由于城市土壤侵蚀的形成
,

流失

过程所处环境的特殊性
,

即处于城市环境之中
,

而非单纯的乡村环境
,

因此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

3

.

1 人为影响的主导性

在广大农村
,

尤其是人 口 较少的丘陵山区
,

其土壤侵蚀 的形成
,

虽然一些地 区程度不同的

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
,

但总的来说
.
自然因素的影响非常明显

,

土壤侵蚀方式
、

过程等
,

基本

上受 自然因素的控制
,

按 自然规律进行
。

但城市土壤侵蚀则深受人为活动的影响
,

在许多城市

范围内
,

原来的
“

自然面貌
”
已不复存在

,

代之而来的是一个
“

人为的下垫面
” 、 “

人为的环境
” ,

例

如
,

大面积的房屋
、

道路
、

水泥及砖石地面
;
某些正在施工的道路

、

房屋
、

管线工程
;
集约化发展

的郊区农牧副业的土地利用方式
;
密集的人群及其生活方式等

。

这种特殊的环境和下垫面
,

一

方面使水土流失的形成深深地打下了人为活动的烙 印
,

例如降水入渗的减少
,

地面径流的增

多 ;另一方面
,

使水土流失的过程已不是单纯的在 自然状态下由坡面到沟壑
,

再到河流
。

而很大

程度上是通过路道
、

地下排水管道
、

地表排水渠道 等进入沟谷或河流
,

其径流
、

泥沙的运移过

程
、

方式等
,

已不完全受 自然规律控制
,

而是深受人为因素的影响
。

3

.

2 侵蚀方式的复杂性

城市土壤侵蚀方式复杂多样
。

在郊区具有某些乡村土壤侵蚀的方式
,

如坡面流水侵蚀
,

陡

坡重力侵蚀
.
沟谷水 力侵蚀

,

动物侵蚀
.
潜蚀溶蚀及采石开矿等人为侵蚀

;在市区和郊 区的部分

地段
,

又具有与广大乡村不同的侵蚀方式
,

例如大范围的坚实地面 (各种道路
、

广场
、

人行道)的

车辆行驶
,

人群踩踏及流水等侵蚀
,

还有占有较大面积的各种屋顶的流水侵蚀
,

至于各种基建

及弃土弃渣形成的人为侵蚀更是常见
。

3

.

3 侵蚀强度的隐蔽性

水力侵蚀是最重要的一种侵蚀
,

在广大的乡村
,

水 力侵蚀的地面过程
,

往往是 由分散的细

流逐步汇集成巨流
,

侵蚀地表并挟走大量泥沙
,

严重的土壤侵蚀现象可直接为人们所 目睹
。

然

而在城市却不 同
,

除了部分地段外
,

降水所形成的地表径流常被众多的道路
、

房屋等建筑所分

害lJ
,

或分段进入地下排水管道
,

因而在地表难于形成一个完整的输水输沙系统
。

一般情况下
,

虽

有大量泥沙被流水带走
,

人们却难于看到挟带泥沙的滚滚洪流
。

例如
,

经典型观测
,

西安市市区

各类道路及屋顶 的径流模数为 23
.
4一 29

.
4 万 t/ (k m

, ·
a

)

,

道路的土壤侵蚀模数为 1 136 一

6 726t/ (km
Z ·

a

)

,

屋顶的土壤侵蚀模数为 216一 42ot/ (km
之 ·

a

)

。

大量的径流
、

泥沙通过 339
.
6

k m 的地下雨水管道
,

分段汇集而流失
。

城市污水中常含有大量泥沙
。

例如西安市一污水厂
,

服务面积 25 km ,

旧处理污水 12 万
m 3

,

年产污泥 29
.
2万 m

3,
污水输泥模数达 1

.
16 8 万 t/ (km

Z ·
a

)

。

由于上述泥沙是通过地下管道输移
,

因而引不起人们的重视
。

正因如此
,

西安市市区的土

壤侵蚀过去被错误的认为是小于 sot/ (k m
Z ·

a
) 的基本不流失区

。

3

.

4 侵蚀物源的多样性

处于广大乡村的一般型水土流失
,

所带走的泥沙主要源于侵蚀区地面的组成物质
。

在强烈

土壤侵蚀地 区
,

随着侵蚀的不断进行
,

地面土层逐渐变薄
。

而城市的土壤侵蚀
,

其物源相当复

杂
。

主要有
:(l) 地面组成物质

,

例如广大郊区地表的土石岩体
;(2) 进入城市的各种车辆所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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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
,

例如成都市在成灌(县 )公路进入市区处设立的洗车场
,

10 多年来 已冲洗泥沙达 3 00 ) 多

万 t;(3) 各种基建的松散堆 土
;(4) 煤烟

、

工业粉尘形成的城市降尘
,

例 如西安市 区年降尘达

216~ 42ot/k m
Z,
我国北方许多城镇年降粉尘 1一Zm m

;(5 )各种垃圾
、

废渣
;(6 )各种洗涤物 (蔬

菜
、

瓜果
、

衣服
、

用具
、

原料等 )所带的粉尘
、

泥沙
,

这是污水中污泥的主要来源
。

4 城市水土保持的特点

4. 1 目的要求特殊

城市水土保持在防治水上流失的同时
,

必须把满 足城市居 民对工作
,

生活环境和一定的物

质
、

文化
、

精神需求放在重要地位
。

也就是说
,

除了防治水土流失外
,

其措施的规划
、

布设必须与

美化
、

优 化
、

绿化环境相结合
,

并能给城镇居民提供在节假 日
、

工余饭后进行娱乐
、

休息
、

观光游

览
、

开展体育活动的场所
,

同时能够就近因地制宜地 生产部分瓜果
、

蔬菜
,

肉
、

蛋
、

奶
、

禽等副食

品
,

在满足城市居民生活消费方面做出贡献
。

4

.

2 防治人为侵蚀是重点

如前所述
,

城市及其郊区人 口相对集中
,

不仅 人为活动频繁
、

面广
,

而且强度大
。

因而人为

侵蚀环境居于主导地位
。

各种侵蚀方式及其地面过程无不打下人为的烙印
,

许多土壤侵蚀的发

生发展就是直接在人为作用下进行的
,

在市区及工矿区更为突出
。

因此
,

调控 人为侵蚀环境
,

防

治和减少人为活动所形成的土壤 流失
,

应是城市水土保持的重点
。

4

.

3 涉及面广
‘

城市水土保持是一项涉及面广
、

复杂的系统工程
。

从城市土壤侵蚀的成因来看
,

既有 自然

因素
,

更多的是人为因素
;从人为因素及防治土壤侵蚀来看

,

涉及到工业
、

农业
、

商业
、

交通
、

城

建
、

林业
、

水利
、

水保
、

环保
、

旅游等许多部门及广大的居民
、

农民
。

因此城市水土保持应在水土

保持部门主持下
,

协同各方面做出一个水土保持 的基本规划
,

对各方面提出一定要求
,

协调各

方面的关系
,

做到统筹安排
,

分别实施
,

既有利于水土保持的发展
,

也有利于其它行业的发展
。

4

.

4 城市地域结构是水保措施布局的基础

广大的乡村
,

尤其是丘陵 山区
,

除风蚀外
,

径流泥沙在地面的输移基本上是以流域为单元
,

由分水岭至坡面
,

再进入沟谷
,

侵蚀方式和小地貌的分布有一定规律
,

因而小流域成 为水土保

持措施布设的重要基础
。

在城市
,

尤其是市区则不同
,

受城市建设布局
、

城镇景观
、

社会化的生

活方式等深刻影响
,

自然地貌受到严重破坏
,

代之而来的是众多的人文景观和 人工地貌
,

土壤

侵蚀的自然规律被打破或被削弱
,

侵蚀方式及泥沙的输移不完全按小流域形成一个完整的系

统
,

以小流域为单元的水土保持措施布设模式
,

已不完全适用于城市
。

但是
,

作为城市的形成和发展
,

也有 自己的规律和特点
。

城市水土保持措施的布设必须充

分注意到这一实际情况
。

其中城市功能地域差异及其功能区的组合
,

所形成的城市地域结构的

不同
,

体现了城市景观
、

土地利用
、

侵蚀环境
、

侵蚀特点的地域差异
。

例如从西安市城市地域结

构来看
,

由市中心向外围
,

大体可分为
:(l) 中心 区—

处于市中心
,

以商业
、

居住为主
,

完全是

人为侵蚀环境
,

道路
、

房屋
、

人 口 特别密集
,

以道路
、

屋顶
、

生活垃圾及污水形成的土壤 流失为

主 ;(2 )城周区—
属市区的一部分

,

以工厂
、

文教
、

科研
、

居住为主
,

道路
、

房屋
、

人 口密集
,

其侵

蚀环境和特点与中心区基本相同
,

但工厂
、

道路所形成的土壤流失较突出
;(3) 近郊 区

—
处于

市区外围
,

有连接市区与外围的许多道路
,

有 一定的工 厂和集镇
,

人 口 较密
,

是城市的蔬菜基

地
,

人为侵蚀仍居主导地位
;(4) 远郊区一

一 处于城市向乡村的过渡地带
,

有少数卫星城镇和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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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市 内市外的交通干线
,

农业比重较大
,

是城市奶
、

蛋
、

禽
、

肉
、

蔬菜
、

瓜果生产的重要基地
,

也是

城市居民节假 日
、

周末郊游的主要去处
。

人为侵蚀
,

自然侵蚀兼备
,

自然面貌的基本特征明显
。

因此
,

西安市水土保持措施的空 间布局
,

只有依据上述地域结构为基础
,

才能做到因地制宜
,

有

的放矢
,

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
。

城市的地域结构比较复杂
,

而且各个城市不尽相同
。

因此必须具体分析
,

从实际出发进行

治理措施的宏观布局与具体安排
。

5 城市水土保持的类型
、

内容

5.1 美化型水土保持
主要是结合美化环境所进行的水土保持

,

一是对于 已建成的城市工程
、

设施及小区的美

化
,

例如整修街区地面
,

修建草坪
、

花坛
,

企事业单位建设绿化小区
,

广泛建立绿篱
、

绿墙
,

道路
、

渠道两旁绿化
,

基坡浆石保护
,

城市垃圾的处理
、

整治等
;
二是对正在施工建设中所形成的堆土

及破坏的地面
,

要采取防护措施
,

如合理堆放
、

遮挡及弃土的及时处理等
。

5

.

2 观光游览型水土保持

因地制宜地建立各种形式的森林公园
、

园林
、

自然风景区等
,

既保持水土
,

又可供人们观光

游览
。

例如延安的宝塔山森林公 园
、

骊山森林公园
、

兰州白塔山公园
、

西安鲸鱼沟风景区等
。

5

.

3 娱乐参与型水土保持

在一些大 中城市郊区
,

结合水土 保持修建水库
、

池塘
、

整修河段
、

植树造林种草等
,

建立游

泳
、

划船
、

垂钓 活动的场所
,

有条件者还可建立高尔夫球场
、

游乐园
、

射击场
、

狩猎场等
,

供人们

娱乐
、

参与
。

5

.

4 农牧型水土保持

在城市郊区
,

结合水土保持建立林果基地
、

蔬菜基地
、

养殖基地等
,

向城镇居民提供一定的

瓜果
、

蔬菜
、

肉蛋奶禽副食品及乡村旅游的场地
。

5

.

5 花卉
、

苗圃型水土保持

在城郊区建立花卉
、

苗圃
,

培植名花异草
、

急需树种
,

既可观赏又可销售
。

5

.

6 防灾型水土保持

主要 是对有可能带来破坏的滑坡
、

崩塌
、

洪害
、

风灾等地段
,

结合城市建设采取的有关工

程
、

生物防护措施
。

例如
,

修筑堤坝
、

水库
、

挡土墙
、

排水渠
,

疏通河道
,

削坡卸载
,

营造防护林网等
。

5

.

7 净化型水土保持

主要针对城市污水
,

进入城市的车辆等形成的土壤流失
,

所采取的有关防治措施
。

例如建

立污水处理厂
、

汽车清洗场等
。

并对净化
、

清洗出来的污泥
、

泥沙要妥善处理
,

防止流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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