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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简介
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 ,经中央机构编制

委员会办公室批准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 ,中心内设综合处、监测处、咨询评估处和技术处。

1　中心宗旨和发展目标

( 1)中心宗旨:为全国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服务 ,适应新世纪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及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 ,解放思

想 ,转变观念 ,以发展为主题 ,改革为动力 ,通过机制创新 ,增强中心发展活力和凝聚力 ;通过技术创新和实施人才战略 ,提高自身

的综合实力。 ( 2)发展目标: 根据水土保持总体战略要求 ,用 5～ 10年时间 ,逐步推动和建立全国水土保持监测体系、水土保持技

术标准体系、水土保持科技推广体系、水土保持技术咨询服务体系和全国水土保持人才库及水土保持基础资料信息库 ,使中心成

为全国水土保持行政主管部门和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事业发展重要的技术支撑单位。

2　主要职能及人员结构

负责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与信息系统建设与管理工作 ;负责水土流失生态环境状况普查、动态监测和预测预报 ;

承办水土保持综合防治情况及效益调查分析工作 ;承办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政策、法规的调查研究和拟定工作 ;承办水土保持

规划、项目建议书与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前期工作及其建设的咨询与管理工作 ;承担大中型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大纲的技

术评估和方案审查 ,并监督实施 ;承担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资质、水土保持监测资质的审查及管理工作 ;开展与水土保持相关的有

偿服务及经营活动。 中心技术实力雄厚 ,拥有一支包括博士后、博士、硕士在内的、年富力强的专业技术队伍 ,形成了专业技术人

才、经营管理人才和复合型、专业互补的人才结构。 现有在编人员中 ,有博士 5人、硕士 3人、博士生 1人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

人、高级工程师 7人、工程师 9人。 同时 ,中心还坚持“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的原则 ,凝聚了一大批具有水土保持及相关专业的高

级技术和管理人才。

3　主要工作成就

( 1)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建设管理与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受水利部委托 ,承担水土保持监测资质的审查与管理工作。组织开展

了监测网络建设的前期工作 ,完成了《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与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推动各地初步建立

了水土保持监测站网。组织起草了《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和《水土保持监测资质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和规程规

范。 组织开展了两次全国水土流失遥感调查和长江三峡库区、晋陕蒙接壤区及环京津地区等水土流失重点地区的水土流失动态

监测 ,利用 3S技术 (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地球定位系统 )对小流域综合治理、退耕还林 (草 )和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等情况的

跟踪监测。完成了全国土壤可蚀性因子测定、水风蚀交错区土壤侵蚀现状调查等重点项目 ,建立了全国水土流失环境背景地理信

息数据库、水土流失动态地理信息数据库和水土流失影响因子数据库等。 ( 2)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政策、法规等重大课题研究和科

技推广。 组织编制了《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规范》 (标准编号 SL 204— 98)、《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 (标准编号为

SL 277— 2002)、《水利水电工程制图标准· 水土保持图》 (标准编号 SL 73. 6— 2001)。开展了退耕还林 (草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水

土保持宏观发展战略、水土保持机制政策、水土保持政策法规和全国水土保持科研战略规划等专题研究工作。通过亚洲开发银行

的资助 ,完成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水土保持软课题研究项目“中国水土保持发展战略研究”的组织实施工作。 该成果从宏观角

度论证和提出了中国水土保持发展战略 ,为中国政府提高水土资源管理水平、扶贫工作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将业已成熟

的水土保持技术进行推广应用 ,开展了开发建设项目边坡植被快速恢复与重建技术、南方崩岗地区快速治理技术研究与推广 ,水

土保持效益评价体系、水蚀风蚀交错区防治战略、水土保持科技推广与科研规划战略及不同类型区水土流失治理模式和监督执

法等研究。联合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开展了国家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的推广应用项目“黄土丘陵区山坡

生产型植物路综合防护技术体系”的研究工作。该项科研成果在黄土高原大面积的推广应用 ,将从根本上解决山区道路的土壤侵

蚀问题 ,对改善黄土高原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3)水土保持前期工作咨询与水土保持方案大纲技术评估

和审查。受水利部委托 ,承担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资质的审查与管理工作、承办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监理工作的管理。完成了包

括公路、铁路、水利、电力、矿山、石油天然气等 10多个行业 , 100多个大型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技术评估和审查 ,如西气东

输工程、西电东送工程、青藏铁路工程等一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这对有效防治开发建设项目造成的水土流失具有重要意义。完

成了《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西部地区水土保持规划》、《京津周边地区防沙治沙规划》、《全国水土保持“十五”计划

及 2010年规划》等 ,这系列重大规划已列入国家实施计划。 ( 4)水土保持宣传和技术培训。制作、刊登了多期水土保持公益广告

和宣传画 ,举办了相关展览 ,并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制作了多台水土保持特别节目 ,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全民的水土保持意识 ,在社

会上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编辑出版了《水土保持生态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培训教材》、《水土保持制图手册》、《水土保持技术知

识学习思考题》和《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法规与标准汇编》等 ,为提高水土保持人员素质提供了基础条件 ,为提高水土保持管理水平

和技术水平提供了科学依据。 举办了多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监理工程师培训班 ,先后有 300多人取得了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监理

工程师资格证书。举办了水土流失监测、GIS基础知识和应用 ,GP S定位原理和技术应用培训班 ,水土保持前期工作培训班和开

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主审官研讨班。并且与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合作 ,举办了多期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甲级资质单位持证上岗

人员培训班 ,为全国水土保持行业培养了大批水土保持监测技术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