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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石漠化监测是石淇化治理工程的重要内容
,

是科学分析和评价工程实施效果
,

考核各地 目标任务

完成情况的重要手段
。

搞好监测点规划布局对开展石淇化监测十分重要
。

贵州省喀斯特石漠化综合治理

工程监测点布局规划以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体系为基础
,

整合水文
、

林业
、

国土
、

农业
、

环保等部门现有监测

资源组建石摸化监测网络体系
,

科学划分监测分区
,

合理布设监测站点
。

石漠化监侧能及时掌握石漠化动

态变化情况和治理效果
,

以探索石淇化治理的成功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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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贵州省为中心的西南喀斯特地区是世界
`

一 ~ ~
` 。

上面
巍藏矗霸蔺扁磊

.

笙赢翁百石戛碧
` 工程概况

溶发育最典型
,

最复杂
,

景观 类型 最丰富的一 个片 在
“

十一五
” 、 “

十二 五
”

期间
,

国家将对贵州
、

云

区叶幻
。

党的十七 大提 出了
“

加强荒漠化石漠化治 南
、

广西
、

湖南
、

湖北
、

重庆
、

四川
、

广东 8 省 ( 区
、

市 ) 的

理
” 。

2 0 0 8 年
,

国家正式启动了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 4 51 个县开展石漠化综合治理
。

石漠化综合治理工

工程
,

在全国 10 0 个试点县 中
,

贵州省占了 55 个
,

石 程涉及全省 9 个市 (州
、

地 ) 的 78 个县 (市
、

区
、

特区 )
,

摸化综合治理试点工程也列人了贵州省政府 2 0 0 8 年 工程建设期为 2 0 0 8一 2 0 1 5 年
,

分两 期进行
,

其 中

工作重点之一
。

2 0 0 8一 2 0 1 0 年
“

十一 五
”

期间为第一期
,

在此期间重

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规划中明确要求
,

充分利用 点开展全省 55 个县 (市
、

区
、

特区 )的石漠化综合治理

现有监测资源
,

加强监测体系建设
,

研究岩溶发育规 试点工程
,

计划完成石漠化综合治理面积约 2 7 35
.

00

律
,

建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和监测与管理信息系统
,

k耐 ; 2 01 1一 2 01 5 年
“
十二五

”
为第二期

,

该 时期 内全

科学分析和评价工程实施效果
,

为石漠化综合治理提 面启动 78 个县 (市
、

区
、

特 区 ) 的石 漠化综合治理专

供决策依据和技术支撑
。

项
,

计划完成石漠化综合治理面积约 9 4 50
.

00 k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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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内容主要是林草植被保护和建设
,

草地

建设与草食畜牧业发展
,

基本农田建设与水资源开发

利用
,

农村能源建设
,

易地扶贫搬迁和劳务输出
,

资源

合理开发利用与区域经济发展和监测 体系建设等 7

大类
。

工程计划总投资 2 n
.

74 亿元
。

其中
,

第一期

工程计划投资约 22
.

24 亿元
,

第二期工程计划投资约

1 8 9
.

5 0 亿元
。

项目区土地总面积 1
.

5 41 X 1 05 k m , ,

其中岩溶

面积 1
.

0 84 x lo ` k m , ,

占项 目 区 土 地 面积 的

7 0
.

3 8 % ; 石漠化面积 3
.

7 5 x 1 0
5

k m
, ,

占项 目区土地

面积的 24
.

35 %
,

占项 目区岩溶面积的 34
.

59 % s[]
。

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了解项 目实施情况
,

研

究对策
,

进行宏观指导的依据
。

通过监测工作的开

展
,

能够及时
、

准确
、

科学地反映石淇化综合治理成果

和效益
,

及时发现存在问题
,

调整对策
,

化解风险
,

确

保工程预期目标的实现
,

为项 目管理决策提供技术服

务
。

通过监测评价
,

可以总结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的

成功经验
,

探索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
,

为石摸化治理

提供技术支撑
。

2 监侧目的和意义

通过对 全省 78 个岩溶地 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县

(市
、

区
、

特区 )开展监测
,

及时
、

全面掌握项 目区石漠

化现状和各项治理措施的数量
、

质量及实施进度等情

况
,

科学分析和评价石漠化综合治理效益
,

考核工程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

了解项 目区岩溶发育规律及石摸

化动态变化趋势
,

建立贵州省石摸化监测体系和监测

与管理信息系统
,

为岩溶石漠化综合治理提供决策依

据和技术支撑
。

监测工作是石淇化综合治理工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
,

搞好监测工作既是项 目实施管理 的需要
,

也是国

3 监测分区

( l) 分区原则
。

地貌单元与行政区划保持相对

完整性原则 ;监测分区紧密结合石摸化综合防治分区

原则
。

(2 ) 分区方法与命名
。

根据贵州省石淇化综合

防治分区结果
,

考虑到防治区域的复杂性
,

石漠化监

测分区采用三级区划制
:

一级区
、

二级区
、

三级 区
。

分区命名采用叠加命名法
。

一级区命名
:

方位 +

地形地貌
; 二级区命名

:

方位+ 地形地貌 + 区域人 口

土地相对密度 + 防治措施 + 产业导向 ; 三级区命名
:

主要地名 + 石漠化程度叶习
。

( 3) 分区结果
。

根据以上分区原则和依据
,

贵州

省石漠化综合治理监测区划分为
:

3 个一级区
,

6 个二

级 区和 15 个三级区 (详见表 1 )
。

裹 l 资州省喀斯特石班化旅合治理工程监侧分区

一级区 二级区 三级区

I 叶 西高原 山地

石 澳化综合治 理

一级监侧区

I
,

黔西北人 口高密度一土地低 I
, .

威宁一赫章岩溶峡谷轻度石澳化防治三级监侧区

承载林一农一牧业生态治理二 工
: `
毕节一大方一纳雍岩溶高原中度一轻度石澳化治理三级监侧区

级监侧区 I
: 。

水城一钟山岩溶峡谷强度石淇化治理三级监测区

I
:

黔西南人 口高密度一土地中 工
: .

盘县一普安岩溶断陷盆地中度石澳化治理三级监侧区

承载农一林一牧业生态治理二 I
: 、
晴隆一关岭一贞丰岩溶峡谷中度一强度石淇化治理三级监测区

级监侧区 工
: 。

兴义一安龙峰丛洼地强度石澳化治理三级监侧区

n
:
淤中北部人 口高密度一土地 n

: .

遵义一金沙一桐梓轻度石漠化防治三级监测区

高承载农一牧一林业生态防治 n
, `
道真一凤冈一余庆潜在石淇化防治三级监测区

二级监侧区 n
, 。

务川一沿河一思南轻度一中度石澳化防治三级监侧区

n 拼 中丘原山地 n
:

黔中中部人 口 高密度一土地

石 澳化综合 防治 高承载城郊农业一旅游业一林

一级监侧区 业生态防治二级监侧区

n
: .

黔西一织金中度一轻度石淇化治理三级监侧区

n
: `
贵阳一息烽一开 阳轻度石澳化防治三级监侧区

n
: 。

瓮安一龙里一麻江轻度一中度石漠化防治三级监侧区

n
:

叶中南部人 口 中密度一土地 n
: .

普定一平坝一紫云强度石漠化治理三级监侧区

低承载特色农业一果蕊业一牧 n
: `
惠水一平塘中度一强度石澳化治理三级监侧区

业生态治理二级监侧区 11
3。

都匀一独山一荔波轻度一中度石澳化防治三级监测 区

m叶东低 山丘睦 m
:

黔东北部人 口中密度一土地

石澳化综合 防护 高承载林一农业一旅游业生态

一级监侧区 防护二级监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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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测点布局

4
.

1 监侧点布局原则和思路

( ) l依托全省现有各类相关监测机构
、

技术力量

和信息系统
,

建立贵州省石漠化监测网络
,

同时充分

利用其它从事石漠化研究工作的科研院校资源
。

( 2) 综合监测点在兼顾监测分区和行政区划 的

基础上
,

尽量选择在有石漠化治理经验
,

且监测点所

在县 (市
、

区
、

特区 )有较强专业技术力量的治理县
。

( 3) 监测点要充分考虑小流域石漠化状况 和治

理措施配里等因素
,

监测点要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典

型性
,

使监测结果能反映监测区的基本情况 以及石漠

化综合治理效益
。

( 4) 监测点的空间分布应尽可能均匀
,

做到空中
、

地表
、

地下监测相结合
,

宏观监测与微观监测相结合
。

( 5) 监测点交通应较为方便
,

现场监测人员基本

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应能保证
。

4
.

2 监测点类型和功能

监测点分为石漠化监测点
、

水土保持监测点
、

水

文站监测点
、

地下水土流失监测点及其它监测点 5 种

类型
。

贵州省石漠化监测点布设在计划治理的小流

域内
,

分为重点监测小流域
、

典型监测小流域
、

一般监

测小流域 3 个级别分别布设综合监测点
、

典型监测点

和调查监测点
。

综合监测点布设坡面径流场
、

卡口站
、

气象站
、

植

(作 )物样方等监测设施
,

对项 目区石漠化状况及变化

情况
、

植 (作 )物生长状况
、

径流泥沙变化
、

社会经济情

况等进行全面监测
。

典型监测点主要通过设置植 (作 )

物样方
,

对项 目区内的植 (作 )物生长状况进行监测
。

调查监测点不修建监测设施
,

仅进行统计调查
。

所有

小流域监测点均进行基本情况调查和典型农户调查
。

水土保持监测点指全省已建或即将建设的 24 个

国家级监测点
。

充分利用其监测成果
,

为石漠化综合

治理提供服务
,

也可根据石漠化监测 的需要增加监测

措施和内容
。

水文站监测点指利用石漠化治理项 目区内现有

水文站的径流泥沙观测数据
,

宏观分析判断石漠化治

理前后的径流泥沙变化情况
,

从而测算治理工程涵养

水源能力和减沙效益
。

地下水土流失监测点指在小流域的岩溶通道出

口和地表水出口分别布设控制站
,

监测径流泥沙的变

化及分布情况
,

同时监侧岩溶裂隙的径流泥沙流失情

况
,

综合分析地表
、

地下水土流失规律
。

其它监测点指林业
、

国土
、

农业
、

环保等部门现有

可利用的监测点或根据需要新增加的监测点
。

4
.

3 布局结果

工程监测第一期 ( 2 0 0 8一 2 0 1 0 年 )
,

计划治理小

流域约 3 30 条
。

在 6 个二级 监测 区涉及 的 9 个市

(州
、

地 )中分别选择 1 条小流域进行综合监测 (重点

监测 )
,

共计布设 9 个综合监测点
,

选择清镇
、

毕节
、

盘

县
、

遵义
、

松桃
、

晴隆
、

平塘
、

关岭
、

岑巩等 9 个县 (市
、

区
、

特区 )
。

在 16 个三级监测区中分别选择 1 条小流域进行

典型监测
,

共布设 16 个典型监测点
,

选择赫章
、

大方
、

水城
、

普安
、

贞丰
、

安龙
、

金沙
、

凤冈
、

务川
、

黔西
、

息峰
、

麻江
、

平坝
、

惠 水
、

都匀
、

江 口 等 16 个县 ( 市 ) ;
其它

30 5 条治理小流域均划分为一般监测小流域进行调

查监测
。

工程监测第二期 ( 2 01 1一 2 0 1 5 年 )
,

计划治理小

流域约 38 0 条
,

在对第一期工程所涉及的重点小流域

和典型小流域继续进行监测的基础上开展监测工作
。

由于二期工程的治理措施大量增加
,

故在二期工程所

涉及的 9 个市 (州
、

地 )中各选择 1 条小流域进行重点

监测
。

另外
,

对全省石漠化较严重 的安顺地区
、

六盘水

市
、

黔西南州和毕节地 区再新增 1 条重点监测 小流

域
,

共计 13 条重点监测小 流域
,

布设 13 个综合监测

点
,

分别在水城
、

大方
、

贞丰
、

兴义
、

六枝
、

绥阳
、

铜仁
、

息烽
、

瓮安
、

织金
、

平坝
、

紫云
、

镇远等 13 个县 (市
、

区
、

特区 )中
。

在 16 个三级监测区内各选择 1 条小流域

进行典型监测
,

共布设 16 个典型监测点
,

选择威宁
、

纳雍
、

钟山
、

盘县
、

睛隆
、

兴义
、

仁怀
、

沿河
、

余庆
、

织金
、

花溪
、

龙里
、

普定
、

平塘
、

独山
、

施秉等 16 县 (市
、

区
、

特

区 )
。

其它 35 1 条治理小流域作为一般监测小流域进

行调查监测
。

工程监测第一期
、

第二期内
,

在全 国石漠化类型

区划分中涉及我省的岩溶断陷盆地 石漠化综合治理

区
、

岩溶高原石漠化综合治理 区
、

岩溶峡谷石漠化综

合治理 区
、

峰丛洼地石漠化综合治理区和岩溶槽谷石

漠化综合治理 区 5 个类型区中分别布设 1 个地下水

土流失监测点
,

共 5 个监测点
。

工程监测第一期
、

第二期均对项 目区内的 24 个

国家水土保持监测点
,

33 个水文监测点以及林业
、

国

土
、

农业
、

环保等部门现有可利用或新增的监测点 (数

量未定 )进行监测
。

5 布局结果分析评价

贵州省喀斯特石摸化综合治理工程监测点布局

结果
,

在项 目区 内共布设 22 个综合监测点
,

32 个典

型监测点
, “ 6 个调查监测点

,

24 个水土保持监测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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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监测点设里要求
,

待下一步会商相关部门并充分征

求其意见后进行补充完善
。

( 2) 地下岩溶通道
、

岩溶裂隙的水土流失问颐是

喀斯特地区水土流失的重要表现形式
,

但其监测技术

和方法尚不成熟
,

加上尚未对拟布监测点的小流域进

行现场勘察
,

所以在监测点布局规划中仅提出布局思

路
,

未作具体布设
。

计划在监测工作开展过程 中
,

选

择条件适宜的小流域布设地下水土流失监测点
,

作一

些探索和研究
。

.

( 3) 利用的水文站监测 点控制石漠化治理区的

面积与范围
,

水土保持监测点与项 目区之间的关系
,

监测数据如何应用等问题正在研究之中
,

下阶段将逐

步研究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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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个水文监侧点及 5 个地下水土流失监测点
。

其中

在 3 个一级监侧区中分别布设 8
,

1 1
,

3 个综合监测点

和 1 2
,

1 8
,

2 个典型监测点
;
在全国石摸化类型区划分

中涉及贵州的 5 个类型区中分别布设 1
,

9
,

5
,

3
,

4 个

综合监侧点和 2
,

14
,

6
,

4
,

6 个典型监测点
。

从布局结果可以看出
,

监侧点既重点围绕贵州省

石澳化防治分区进行布设
,

又兼顾了全国石摸化防治

分区
,

流域水系分布及行政区划 ; 既硕盖所有石漠化

治理县
,

又突出石淇化严重区域重点监测
,

点与面相

结合 .既以石澳化监侧点为重点
,

又充分利用水土保

持监测点
,

水文监测点
,

林业
、

国土
、

农业
、

环保等部门

现有监侧资源 ; 既重点布设地表监测点
,

又辅以地下

监侧点 ; 既有大面积宏观监侧
,

又有小尺度微观监测 ;

监侧点布局有较好的代表性
、

典型性
。

通过监测点的持续
、

定位观测和对整个治理区域

的统计调查
,

再加上大范围 (整个项 目区 )
、

小范围 (重

点监侧小流域 )相结合的遥感监测
。

通过建立石淇化监测指标体系
,

监测评价指标体

系
,

监测与管理信息系统
,

可 以掌握石漠化治理工程

的动态变化情况
,

分析评价治理效果
,

总结成功经验
,

探索治理模式
,

为石摸化综合治理提供决策依据和技

术支撑
。

6 结 论

( 1) 监测点布局规划中
,

拟将林业
、

国土
、

农业
、

环保等部门现有监侧资源纳人全省石淇化监测体系

统筹考虑
,

但现阶段 收集到的资料量很少
,

尚不能满

[ S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