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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总体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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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以鸭绿

江为界
,

与朝鲜隔江相望
,

西北与 内蒙 古 自治区接壤
,

西南
、

北与河北省 和吉林省为邻
,

辽东半岛及辽西走

廊临 渤
、

黄二海
。

全省行政 区划含 14 个地级市
、

1 0 0

个县 (市
、

区 )
。

总土地面积为 1
.

46 火 1 护 k m
Z 。

1 全省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现状

1
.

1 机构建设

辽宁省现有水土保持监测机构 5 个
。

省监测总站

成立于 1 9 9 9 年 1 月
,

系财政全额拨款
,

省水利厅辖属

的副县级事业单位
,

编制 8 人
。

朝 阳
、

阜新
、

铁岭
、

鞍 山

已建立监测分站
,

分别与 相应市水保站 (办 )合署办

公
,

一套人马
,

两个牌子
。

按照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

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辽宁省水土保持监测 网络建

设实施方案
,

还将成立大连
、

抚顺分站 以及市级监测

机构
。

逐步形成省级监测 总站
、

地区监测分站
、

市级监

测站和重点监测站 (点 )4 级监测机构
。

现有野外观测

场 5 处
,

观测小区 2 0 余个
。

1
.

2 已有监测工作成果

( l) 土壤侵蚀数学模型研究
。

以西丰泉河试验

场
、

阜新七家子径流小区
、

北宁华风径流小区等观测

资料
,

和 2 。。 多座小 ( n 型 )水库和塘坝泥沙淤积调查

数据为 基础
,

结合利用 自行研制 的 便携式人工降雨

机
,

在全省蚕场
、

林地
、

坡耕地和矿 山等进行大量人工

降雨试验
,

获得的土壤侵蚀与降雨
、

坡度
、

植被等因子

的相关关系
,

建立 了一批 单因子和 多 因子数学模 型
,

为全省 土壤侵蚀量的计算
,

提供了一套较为简捷实用

的方法
。

( 2) 水土保持基础效益研究
。

分别利用辽河
、

大

凌河
、

浑太河等河流的径流泥沙资料和上游水土保持

状况
,

完成了诸河流泥沙动态变化研究
,

对流域水土

保持治理成果进行了专 门 的分析评价
。

( 3 ) 土壤侵蚀遥感调查
。

1 9 8 6一 2 0 0 0 年应用遥

感技术 3 次进行土壤侵蚀调查工作
,

卫片 从 M S S 到

T M
,

质量和 分辨率越来越好
,

解译方法从 目视照 片

解译到 以地理信息系统为技术平台
,

采用人工与计算

机交互判读解译
,

其成果一次比一次更科学
。

( 4) 应用 3 5 技术
。

在 3 5 技术应用上有 了 长足进

步
,

培养 了一批人才
,

并初步建立全省 以小流域为单

元的 1
:

10 万 图形数据库和 属性数据 库
,

体现了对
3 5 系统的驾 驭能力 日趋熟练

,

为提高水土保持工作

管理水平
,

搞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奠定了 良好基础
。

1
.

3 正在进行的监测与试验研 究工作

( l) 生态 自我修复能力监测评价
。

为贯彻落实中

央治水方针和水利部党组的治水新思路
,

根据水利部

《关于加强封育保护
,

充分发挥生态 自我修复能力
,

加

快水土流失治理步伐的通知 》精神
,

辽宁省 的新宾
、

桓

仁
、

宽甸县被列入国家
“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试 点县
” 。

其中监测评价是试点工作之一
。

针对几个县的实际情

况
,

现已 编制完成了
“

辽宁省生态恢复试点县监测评

价试点方案
” ,

确定了监测 内容
,

选定了观测站点
,

并

会同有关市
、

县开展有关项 目的观测
。

( 2) 水土保持监测 与管理信息系统研究
。

该项研

究 旨在应用 3 5 技术
,

以 国产 G IS 软件为平 台
,

开发

满足水土保持监测与管理的信息系统
。

通过建立水土

保持本底数据库
,

为水土保 持及其它项 目建设的 评

估
、

可行性研究
、

规划
、

设计等提供基本资料
。

该系统

的建成对改变以往简单
、

粗放的管理形式
,

做到有的

放矢
、

科学合理安排水土流失防治任务
,

提高水土保

持工作管理水平
,

逐步实现
“

数字水保
”
有重大意义

。

按照研究方案
,

现已完成 了 以遥感影像为数据源的 1

:
1 0 万全省

、

各市县
、

9 大流域水 系
、

31 座大型水库

上游小流域分布数字化图形数据库
,

并与 同 比例尺土

壤侵蚀和土地利用图叠加
,

形成全省小流域土壤侵蚀

和土地利用状况数字化图库
。

( 3) 应用 3 5 技术进行全省河道基本情况普查
。

为系统
、

快速地调查全省河流系统的 自然特征及其所

造成的危害
,

开展 了应用 3 5 技术进行全省河道基本

情况的普查工作
,

并将建立
“

辽宁 省洪水灾害监测 和

预防信息系统
” ,

为科学防灾减灾奠定基础
。

( 4 ) 本溪市 山 区 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土保持

工程模式研究监测评价
。

为 了探索辽东 山 区水土保持

治理模式
,

从 1 9 9 6 年开始在该区进行治理试点工作
。

作为试点单位
,

明 山 区在全区 范围 内开展 了 以小流域

为单元 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

在治理过程中
,

始终坚

持以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
、

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

指导思想
,

根据 自 己 区域 内的 自然资源特点与 优势
、

水土流失规律
、

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趋势和需要
,

创

造不同水土保持工程模式
。

这些模式
、

结构不仅在该

地区小流域治理与 开发和 生态经济发展中起到积极

推动作用
,

而且在类似地区也有极大的推广意义
。

2 辽宁省监测工作的总体构想

2
.

1 监测机构建设

要按照监测规划
,

加快各级监测站点建设
。

各监

测机构要抓人才培养
,

锻炼队伍
,

要始终瞄 准本行业

最先进的技术
,

特别是要加强软硬件环境建设
。

省监

测总站不但要搞好本级机关建设
,

同时要抓好监测分

站和各市监测站点的业务指导
。

未来的监测机构
,

既

要能及时监测水土流失及其防治动态
,

执行国家法律

法规
,

为 国家和各级政府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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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有集监测
、

监理
、

水保方案编制
、

项 目评估
、

咨询

为一体的技术服务功能
,

要把人才优势
、

技术优势
、

设

备仪器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

为全社会服务
。

2
.

2 监测任务和内容

监测任务应包括常规监测和重点监测
。

常规监测

包括基础信息监测
、

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

水土保持 防

治动态监测
。

另外根据辽宁省特点要有针对性地进行

重点地区
、

重点项 目的 监测
。

包括大型水库
_

L 游
、

主要

河流
、

风蚀 区
、

重点开发建设项 目
、

泥石流易发 区
、

国

家重点治理区等
。

对于不同地 区监测项 目要有所侧

重
。

辽西地区重点应以大凌河国家重点治理区
、

辽西

北风蚀区
、

白石等大型水库
,

以及较大入海河流为主
。

辽东地区应重点监测鸭绿江流域
、

辽河重点 支流
、

大

型水库上游
、

矿区 开采
、

泥石流防治
、

柞蚕场
、

生态 自

我修复能力等
。

中部地区侧重监测辽河干流及主要支

流
、

辽北黑土地
、

风蚀区
、

城市水保状况等
。

2
.

3 监测网络 建设

宏观决策是通过数据来实现的
,

而数据应通过监

测 网络逐级获得
。

所以搞好监测网络建设
,

是做好监

测工作的重要条件
。

辽宁省监测 网络体系大体 由省监

测总站
、

重点地区监测分 站
、

市级监测站 和 主要监测

站 (点 )4 级组成
,

覆盖全省的 各类型 区
。

监测站点建

设
,

分别根据重点治理区
、

重点预防保护区
、

重点监督

区
,

以及风蚀区
、

泥石流易发 区
、

重点人为侵蚀区
、

城

市开发建设 区等特点布设
,

并根据 主要河流
、

大型水

库
、

国家重点治理区
、

大型开发建设项 目区 等特殊地

区
,

分别设立河流监测站 (点 )
、

水库上游监测站 (点 )
、

重点治理监测站 (点 )
、

开发建设项 目监测站 (点 ) 和特

殊区域监测站 (点 )
。

网络体系建成后
,

将实现监测信

息获取
、

分析
、

传输 的现代化
,

及时
、

准确地对水土流

失及其防治动态进行监测和评价
。

2
.

4 监测成果公告

全省预计每 s a

公告 1 次全省及市
、

县和 区域的

水土流失及其治理状况和发展动态
;

每年发布全省水

土流失防治状况及相关 监测信息
;

根据需要
,

对主要

河流
、

水库上游
、

重点地 区和重点工程项 目 的监测结

果进行不定期公告
。

监测分站和市级监测站可根据本

地区情况不定期公告监测结果
。

公告的 内容包括水土

流失面积
、

分布状况和流失程度
,

水土流失造成的危

害及其发展趋势
,

水土保持防治情况及其效果
。

公告

方式以 图像
、

图形和报告 等形式提交监测成果
,

根据

不同对象以不同 的方式公告
。

3 监测工作实施的技术路线

3
.

1 建立
“

全省水土保持监测与管理信息 系统
”

系 统的 建立是 以 G IS 为技术平 台
,

以 小流域 为

单 元
.

将 所有 与水 土保持相关的 信息统 统纳人该 系

统
,

进行数字化
、

智能化管理
。

该系统应该包括小流域

分布
、

土地利用
、

上壤侵蚀
、

坡度
、

土层厚 度
、

水利 工

程
、

行政区域等图形数据库
,

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
、

土

地利用 结构
、

水土流 失状况和规划治理
、

年度完成等

属性数据库
。

还有一些子系统
,

诸如水土保持治理项

目管理系统
、

开发建设项 目管理系统
、

特殊资源管理

系统 (沙棘
、

蚕场 )
〕

各数据库和子系统建立友好链接

界 面
,

使在省
、

市
、

县 (市
、

区 )
、

大流域
、

支流
、

水库上游

等界而 可 以方便地调用
、

修改
、

查询
、

增删所含区域水

土保持基本情况
。

另外这个系统还将包括治理项 目的

规划和工程设计
、

图形输人输出等功能
。

系统建成后
,

各级水土保持部门就可以将整个工作全部按小流域

进行管理
,

做到 有 的放矢地布设各种治理措施
,

科学

合理地安排全省水土流失治理任务
,

水土保持工作管

理水平将大大提高
。

3
.

2 采用先进的监测手段和监测方法

根据监测 内容 和 区域的 各 自特点采取不同 的监

测力
一

法
。

但是总的原则是要 以 3 5 技术为基础
,

以卫星

遥感影像作 为基本数据源
,

结合 G P S 定位观测
,

建立

以 G I S 为操作平 台的 土壤侵蚀及其影响 因子的地理

信息数据库
,

以不同类型 区 的小流域
、

径流试验场作

为定位监测小区
,

结合人 工降雨野外测试等方法和手

段
,

建 立土壤侵蚀数学模 型
,

实地观测 与模型计算相

结合
,

监测水土流失 的动态变化
,

预测水土流失状况
,

评价防治成果和效益
。

3
.

3 信息处理和传输

水土保持监测系统所获取的数据量大
、

数据种类

繁多
,

按其属 性归纳起来分 为 2 大类
,

一类为属 性数

据
,

即观测数据
、

表格
、

图形等
;

一类为空间数据
,

即地

图
、

遥感影像等
。

按照一定结构
,

建立不同的数据库
,

这些数据库通过联接程序和各种开发处理软件参与

计算 与分析
。

监测信息提交数据处理中心
,

经信息管

理系统综合评价
、

分析
,

据以 总结提出水土流失动态

变化和发展趋势
。

监测成果 以 图像
、

图形和报告等形

式向 闰家及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
。

作为公告水土

保持现状的技术依据
。

全省 监测 网络信息传输采用先进的网络传输
,

其

优势是能够提供高速安全的数字化传输信息
,

便于计

算机处理
。

信息传输网络应尽 可能采用现有的水利通信网
,

降低成本
。

原则上省 监测总站 与省水利厅防汛通信系

统联网
;

监测分站 与所在地水利防汛通信网联 网
。

曹忠杰
,

蔡景平

(辽宁省水土保持监测总站
,

辽宁 沈阳 1 1 0 0 0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