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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技术的重庆市水土保持监测分区研究

黄建辉‘ ,

阂 婕
,

聂卓娜
重庆市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侧总站

,

重庆

重庆师范大学
,

重庆 中煤国际工程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
,

重庆

摘 共 在传统水土流失分区研究基础上
,

探索应用 技术对现有地图和卫星影像解译分析
,

提取影响

水土流失主要因子的基础信息
,

建立图形和空间属性数据库 利用 万 数据提取研究区的水土

流失地学模型
,

利用 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
,

对重庆市进行了水土保持监侧区的划分
。

针对不同监

测分区特点 提出了重庆市水土保持监测站点总体布局方案
,

为今后监测站网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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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地处长江上游
,

地理位置为东经
‘

一 减少到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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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水土流失程度
、

面积
‘ ,

北纬
‘

一
‘

之间的青藏高原与长江 变化情况见图
。

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
,

是举世瞩 目的三峡工程主要 充沛的降雨
,

起伏变化的地形
、

抗风化和抗蚀性

库区所在地
。

全市幅员面积 ‘ , ,

属亚热 差的紫色砂岩及其发育的紫色土和极易产流的石灰

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

年平均气温在 ℃左右
,

多年平 岩山地
,

都构成了土壤侵蚀的形成和发展的外动力条

均降雨量
。

件和物质基础
,

加之开发建设项 目逐年增多
,

地表扰

重庆市水土流失概况 翼黑篡篮嚣豪器麒篡翼翼
据 年遥感调查显示

,

全市水土流失面积 效遏制
,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任务还相当繁重
。

‘ , ,

占土地总面积的 肠
,

高于全 国平均 水土保持监测是治理水土流失
,

建设生态环境的

水平和周边省市流失比例
,

与全国第二次水土流失遥 一个重要环节和基础
,

通过科学划分监测区域
,

合理

感调查 世纪 年代中期 结果比较
,

全市水土流 布设监测站点
,

有针对性地开展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

失面积由 年的
,

减少到 年的 及时掌握全市水土流失变化情况
,

可以更好地为政府
‘ , ,

减少 了
,

水土 流失 比例 由 决策提供依据
。

收摘 日期
一 一

回 日翔
一 一

资助项 目 , 庆市水土保持 , 点项 目
“

, 庆市水土保持监侧体系建设规划 。。 ”

作衡筒介 黄建辉 一
,

男 汉族
,

四川省仪陇县人 工程硕士 主婆从事水土保持监侧技未工作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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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 庆市水土流失强度

、

面积动态变化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确定

监测分区原则

水土保持监测分区是指导监测工作的基础
,

它将

自然概况
、

社会经济以及水土流失特征相似的区域划

为一片
,

并针对不同分区提出监测工作的重点
。

根据

重庆市实际
,

结合多年来水土流失类型区划经验
,

本文

在水土保持监测分区研究时遵循以下原则
。

在水

土保持
“
三区 ”划分基础上阁

,

以影响水土流失的地形

地貌
、

降雨
、

地形坡度等主要 因子进行一级分区
,

在此

基础上以土地利用
、

水土流失
、

植被被盖等因子进行二

级分区 结合水土流失与用地现状
,

做到分区功能

明确
,

区内相似和区间相异 以 自然界限为主并尽

量保持行政区划的完整和地域的连续性闭
。

各分区采取三段式命名
,

即地理位置 地形地貌

水土流失强度
。

分区指标

本研究采用 年 影像图
、

国家测绘总局

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提供的标准地形图分幅的 , 万

数据
,

重庆市
“
三区

”

划分图以及水系
、

土壤
、

地

质地貌等图件
,

同时还收集了 年重庆市水土保

持生态建设规划
,

年重庆三峡库区 水土保持生

态建设规划
,

年重庆市水土保持监测 网络建设

实施方案
,

水利部关于划分全国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

的公告以及水土保持监测方面的技术资料等
。

主要

分区指标包括 重庆市 自然地貌
、

降雨
、

植被筱盖
、

地

形坡度
、

土地利用
、

土壤侵蚀 以及社会经济状

况等
。

通过对信息源分析
,

本研究对信息采用以下几

种采集方式
。

对影像信息
,

采用遥感技术和人工

调查相结合 对于图形信息采用矢量化输人方式

如
“
三区 ”划分

、

行政区划 对于 图像信息采用扫

描录人方式如河流水系等图像信息的采集
。

技术路线

按照监测分区所需要 的信息进行收集
、

编辑
、

处

理 首先运用 软件对遥感影像解译判读

获取 年研究 区土地利用现状和植被覆盖数据
,

以 , 万数字高程模型为基础提取研究区地形坡度

信息 综合土地利用现状
、

植被覆盖
、

坡度
、

降雨等信

息提取研究区水土流失强度数据〔
·

田 。

按照 自然区划的一般原则和对水土流失的综合调

查资料进行分析和界定
,

应用 技术
,

以地形地貌
、

“
三区 ”

划分为一级分区主导因素
,

利用 的空间分

析
,

进行水土保持监测一级分区 在此基础上
,

考虑到

土壤侵蚀的过程特征
,

依据 自然地理特征尤其是植被

覆盖
、

水土流失形式
、

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
、

土地利用

类型
、

开发建设项 目
、

自然保护区和农业人 口密度等特

点
,

同时考虑行政单元的完整性
,

将这些因素进行空间

叠加分析
,

进行二级监测区即亚区划分
,

然后在各监测

分区内统筹布局监测站点
,

其技术路线见图
。

抽赶礴巨水鹅刊书

重庆市水土保持监测分区及应用

监测区划分结果

根据上述划分原则和技术方法
,

重庆市共划分为

个监测一级 区 附图
,

个监测 亚 区
。

各监测 区

基本情况见表
。

监测区与地形地貌的关系

重庆市从区域地貌上划分
,

主要包括渝西方山丘

陵区
、

渝中平行岭谷丘陵低山 区 和盆周低
、

中山 区
。

水土保持监测区正是按照这种主要地形地貌
,

并根据

各主要地貌内平行岭谷分布
,

主要 山系如武陵山
、

大

娄山等的走向来进行一级及二级监测 区划分的
。

从

划分结果看
,

同一分区内地貌相近
,

各分区之间地貌

特征则存在一定差异
,

分区结果跟重庆市实际地貌特

征相吻合 见表
。

监测区与土地利用的关系

土地利用作为监测分区主导因子之一
,

主要是从

土地利用类型出发
,

以区域内某种主要土地利用现状

作为分区依据
,

尽量做到监测分区不 同
,

各土地利用

类型 比例也不同 见表
。

如 监测 区 以 占该区土

地总面积 的林地 为主
,

而农用地 主要 以陡坡

耕地为主 监测 区则以 占该 区 的农用地为

主
,

而农用地中又以缓坡耕地和坡耕地为主
。

同一级

分区下的各亚区土地利用 比例也有所不同
,

如 监

测亚区农用地 比例高出其它用地 比例近一半
,

监

测亚区内农用地与林地 比例则相差较小
。

各监测区水土流失状况

重庆市水土流失主要 以水力侵蚀为主
,

局部兼有

滑坡
、

崩塌等重力侵蚀
,

但不 同区域土壤侵蚀强度不

同
,

水土流失面积 比例也有所 差 异
。

从表 可 以看

出
,

监测区以中度侵蚀为主
,

监测 区 以轻度和中

度侵蚀为主
,

班监测 区则 以轻度侵蚀为主
,

各监测亚

区之间不同侵蚀强度也各有侧重
。

分区结果充分体

现了同一监测分区内水土流失形式和强度相近
,

不同

分区之间水土流失 比例和强度有所差异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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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卫里形像地“ 因 , 降 ,

衰示一分区主 , 因 〔刃 衰示二妞分区主 因

水土保持监侧分区技术路幼圈

, 庆市水土保持监侧分区特征

,自盈圈裹

一级

分区

名称

盆周低
、

中山中度侵蚀监侧区 渝中平行岭谷丘陵低山中度侵蚀监侧区

渝 西 方 山 丘

陵轻度 授 蚀 监

侧区

武陵山 工 大 娄 工 渝东南

二级 以 东 低 中 山一武 陵 武 陵 山 以

分区 山 中 度 怪 山 中 山 中 东 低 中 山

名称 蚀 监 侧 亚 度 侵 蚀 监 中 度 侵 蚀

区 侧亚区 监侧亚区

三峡库
区 东 段 平

行 岭 谷 低

山 丘 陵 强

中 度 侵 蚀

监侧亚区

三峡库 三峡库
区 中 段 平 区 西 段 平

行 岭 谷 低 行 岭 谷 低
山 丘 睦 中 山 丘 陵 轻

度 侵 蚀 监 度 侵 蚀 监

侧亚区 侧亚区

。

渝西南

平 行 岭 谷

低 山 丘 陵

轻 度 侵 蚀

监侧亚区

面积 ,

长陵区
区域

范圈

巫 山
、

巫

澳
、

城 口 全

境
、

开 县
、

云阳北部

奉节
、

云 阳
、

万 州 的 部

分
、

石柱
、

丰

都
、

武隆
、

铸
江

、

南川
、

万

盛 的 东 南

部

武 隆
、

彭

水
、

黔 江
、

酉 阳
、

秀 山

全境

开 县 南部
、

万 州
、

忠

县
、

云 阳
、

奉 节 部 分

地区

垫 江
、

梁

平
、

忠 县
、

丰 都 部 分

地区

寿
、

涪
、

主 城

永 川
、

江

津
、

璧山全

境
、

茶 江
、

南川
、

万 盛

等 部 分 地

区

渔南
、

铜 梁
、

大
足

、

荣昌
、

双桥
、

合川全境

严重有关
。

总体上看
,

站点布局充分依照各分区特

点
,

可用于指导重庆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建设
。

裹 各监侧分区不同地形地旅面积统计
,

地 貌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低山 中山

一衬︶
了‘,︹吕︶哎︺,﹄︸

口甘连孟口口‘了甘甘内了‘任连
‘口尸勺,‘

监侧分区下的站点布局

根据划分的水土保持监测分区和重庆市土澳植

被
、

气象水文等自然条件
,

结合全 国监测点总体布设

原则和重庆已建成站点情况
,

按监测的范围和规模
,

将全市监测站点分为两个层次 市级水土保持监侧试

验中心作为全市监侧预报工作控制中心为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由小流域综合观侧站
,

控制站 小流域
、

水文

站
,

坡面径流场
,

滑坡预替监测点和其它监测点 以

专项内容监侧为主 构成 见图
。

全市共布设 个监侧站点
,

其中 个小流域综

合观测站和 个小流域控制站分布在 个监侧亚区

内
,

其它监测站点分散布设在 个区县 内
。

各监侧

分区中 , 监测亚 区 内监测点布 最 多
,

其次是

监测亚区
,

这与该区域地处三峡库区腹心且土壤侵蚀

监侧区

监侧区

,

亚区

亚区

亚区

、 亚区

亚 区

亚区
。
亚区

监测区

丘陵级坡
、

平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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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不同监侧分区土地利用现状面积统计

项 目
监测区

工口月匕甘甘口

⋯
︸哎︺︸心路匕只︸一衬︶‘任‘八‘八

内曰‘甘‘认‘

⋯
叮月︻了只︺月了丹甘甘甘,人,工口‘

,,白左‘匕」吸匕吸土地

利用

类型

农用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工 亚区

监测区

工 亚区 工 亚区
, 亚区 亚区 亚区

。
监测亚 区 监侧区

衰 不同监侧分区水土流失状况

项 目
亚区

工监测区

工 亚区

监测区

亚 区 工 亚区

一土坡

侵蚀

面积

占总面积

轻度

中度

强度
,

极强度 ,

亚区

二八」几污心侵蚀

强度

工 亚区 监测亚区 监侧区

,甲‘亡口心甘

一一

一门」,且,﹄一︻月
市级水土保持监侧试脸

中心 处 待建

一﹁八孟只口一厂

小小流城综合观洲站站
规划新建 个

坡坡面径流场场
已建 个

,

新建 个

汾汾坡预 , 监侧点点
已建吕个

降雨造成的崩塌
、

滑坡等 自然灾害造成的水土流失无

法列在其中
,

提取的土壤侵蚀不能在实际应用 中定量

表达
。

圈 监侧站点布局层次圈

一,内月了

结 语

由 处理分析空 间信息
,

已成为研究资源环

境和区域地理的先进手段
。

本文在传统水土保持技

术方法基础上
,

探索应用 技术及其辅助工具提

取图形和空间属性数据
,

分析研究区 内地形地貌
、

土

地利用
、

水土流失和植被覆盖等因子及其空 间分布
,

利用 的空 间分析功能
,

对重庆市进行水土保持

监测区划分
,

为水行政主管部门和专业人员科学开展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

但在具体的操作

中还有不足或者需继续研究的间题
,

比如影响水土流

失的降雨因子和开发建设活动水土流失资料不足
,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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