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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水土保持监测点规划布局与运行管理机制

徐章文
,

邢先双
山东省水土保持监侧站

,

山东 济南

摘 要 在综合掌握山东省地形地貌
、

土城
、

植被
、

气候
、

水土流失状况等基本概况的基础上
,

结合山东省各

方面实际情况
,

制定了水土保持监侧点的规划原则
,

分析了水土保持监测站点的布局
,

提出了山东省水土

保持监侧点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等问题 从提商认识
,

加强领导
,

明确任务
,

加强培训
,

落实配套资金
,

积

极筹措运行经费 个方面对监侧站点进行规范和管理
,

为水土保持监侧点的长期
、

正常
、

高效运行莫定了

坚实的基础 该研究对山东省水土保持监侧工作正常
、

有序地开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关 询 水土保持 监侧点布局 , 管理机制

文做标识码 文 绪号 一 一 一 中圈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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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是全国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
,

水 基础工作
,

水土保持监测数据是水土保持行政主管部

土流失面广t 大(据最新的遥感普查数据
,

全省现有 门的决策依据和数据支撑
。

水土流失面积 35 987 km
,

)
,

危害严重
,

对经济社会发 水土保持监侧点是获取水土保持监测数据的第

展和生态安全 以及群众生产
、

生活影响很大
。

及时
、

一线监测点
,

是水土保持监测的根本和基础
。

水土保

全面
、

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全省水土流失程度和生态环 持监测点选址的科学性
,

布局的合理性以及运行管理

境状况
,

科学评价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成效至关重要
。

机制的合理性
,

配套经费及运行经费的保障性等都会

然而水土流失的重点地区分布在哪里
,

产生 的危害后 直接影响到所获得的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

可靠性和连

果有多严重
,

对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何影 响
,

对子 续性 〔1
一
3 〕

。

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会产生哪些不 良的后果
,

所采取 全国水土保持监测 网络和信息系统二期工程建

的防治措施效果如何等等
,

都是
“

生态文明省
”

建设必 设即将实施
,

为确保山东省水土保持监测站点监测数

须关注的问题
。

据的准确性
、

可靠性和连续性
,

对全省水土保持监测

以上所有间题
,

只有通过科学
、

动态的监测才能 站点的规划布局及运行管理机制进行深人的研究和

了解和掌握
.
因此水土保持监侧是水 土保持事业 的 探讨将具有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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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期 徐章文等
:
山东省水土保持监测点规划布局与运行管理机制

1 研究区概况

山东省地 处 黄河 流域下 游
,

地 理位置 为东经

114
04 5‘一122

0
45‘ ,

北纬 34
0
20 ‘一38

0
30’

。

东部突出于

黄
、

渤海之间
,

形成山东半岛
,

东与朝鲜半岛
、

日本列

岛隔海相望
;北与辽东半岛相对

,

庙岛群岛纵列其间
,

拱卫天津和首都北京
;西北以卫运河

、

漳卫新河与河

北省为界
;西南接河南

、

安徽
;
南临江苏

。

东西长 700

k m
,

南北宽 420 km
。

全省总面积 6
.
0 X 105 km Z ,

其

中山地 占总面积的 15
.
5 %

,

丘岭占 13
.
2%

,

山间谷地

和山前倾斜地占 18
.
6%

,

平原占 52
.
7%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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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形地貌

山东省地形 比较复杂
,

大体可划分为鲁中南中低

山丘陵
、

鲁东低山丘陵和鲁西北黄泛平原三大部分
。

鲁中南为全省地势最高
,

切割最强烈
,

地形最复

杂的中低山丘陵区
。

海拔 800 m 以上的中山位于中

部
,

西起泰山
,

中间鲁山
,

东至沂山
,

构成断续的略呈

弧形的泰沂山脉
,

成为鲁中南中低山丘陵区的脊背
。

其中沂山顶峰海拔 1 o32 m
,

鲁山顶峰海拔 1 180 m
,

泰山顶峰海拔 1 545 m
,

兀立群峰之上
,

为全省最高

点
。

泰沂山脉之南有蒙山
,

龟蒙顶海拔 1 155 m
。

由

中山向外逐渐降低为低山
、

丘 陵和 山麓冲积
、

洪积平

原
,

泰沂山北和泰蒙山西有大面积 的山前倾斜平原
,

各山之间分布着许多小型的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原
。

胶莱河谷以东为鲁东低 山丘陵区
。

地形起伏较

平缓
。

仅东北部及西南部地势较高
,

有大泽山
、

艾 山
、

昆箭山
、

伟德山等自西向东分布
,

构成断续的低山区
,

各山顶峰海拔高程一般在 500 ~ 800 m 之间
。

青岛

市东北的唠山
,

顶峰海拔 1 133 m
,

为半岛最高点
。

鲁西北地区为黄河冲积平原
,

自南四湖西到胶莱

河谷
,

呈弧形环绕在鲁中南山地丘陵区的西北方
,

为

华北平原的组成部分
。

地势低平
,

地面高程多在 50

m 以下
,

仅西南部菏泽
、

曹县一带海拔约 70 m
,

由此

向东北 及 东南 方 向逐 渐降低
,

坡降约 1/ 5 000 ~

1/10 000
,

到济南以东地面高程已降到 25 m 以下
,

过

利津则地面高程不到 10 m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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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坡与植被

山东省土壤类型可分为山丘沙岭地
、

山麓冲积洪

积黄土地
、

黄泛平原潮土地
、

涝洼黑土地和盐碱地 5

大类 (水 田除外)
。

( 1) 山丘沙岭地主要分布在鲁中

南及胶东半岛山地丘陵的中上 部
,

总面积约 2
.
07 X

1护 h耐
,

土壤多为粗 屑质褐土 和棕性壤土
,

土层 浅

薄
,

一般仅 10 ~ 50
。
m
;
( 2) 山麓冲积洪积黄土地主要

分布在胶济铁路沿线
、

湖东山前倾斜平原
、

山麓阶地
、

山间 盆地 和河谷 平原 地带
,

总 面 积 约 3
.
00 x l。‘

h m
Z ,

土壤以棕壤褐土为主
,

土层深厚 ;(3) 黄泛平原

潮土地主要分布在警西北地区
,

总面积约 2
.
27 x lo

‘

h m
, ,

土壤主要是在潜水控制和作用下形成的潮 土 ;

涝洼黑土地主要分布在胶莱河谷 区及临
、

邦
、

苍湖沉

平原
,

总面积约 6
.
00 X 10

5 h m “ ,

土壤 主要 为砂浆黑

土 ;盐碱地主要分布在鲁西北黄泛平原
,

盐碱地总面

积约 1
.
35X 105 h m ,

( 其中盐碱耕地 7
.
67 X 10 ,

h m
, ,

盐碱荒地 5
.
80 x 10

5 h m ,
)

,

盐碱地除表层 多粉砂土

壤外
,

其它主要为潮盐土
、

盐化潮土和碱化潮土
。

全省林业 用地 面 积 3
.
4 X 10

‘
h m

Z
,

森林面 积

2
.
93 X 10 6 hm Z ,

森林覆盖率 24%
,

森林蓄积量 4
.
lx

108 hm Z
。

全省人工林面积 2
.
93x 10 ,

h m
, ,

人工林蓄

积量 4
.
05 x 10 ,

h m
Z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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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气 候

山东省位于暖温带季风气候区
,

除胶东半岛东部

沿海外
,

大陆性气候显著
,

季节变化明显
。

因受季风影

响
,

空气干燥
,

水面蒸发旺盛
,

多年平均降水量在 600 ~

70 0
~

,

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 1 085 m m
,

最大蒸发量

多发生在 5 月份
。

干旱指数由鲁东南沿海的 1
.
0 向鲁

西北内陆逐渐增大到 2
.
4 ,

为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
。

全

省平均日照时数为 2 400 ~ 2 soo h
,

年平均气温在 n

℃ ~ 14 ℃之间
,

月平均最低气温发生在 1 月份
,

一般

为一 1 ℃~ 4 ℃ ;月平均最高气温除胶东半岛外
,

均发

生在 7 月份
,

一般为25 ℃ ~ 27 ℃
。

春季多东风和东南

风
,

夏季多南风和东南风
,

秋季多西风 和西南风
,

冬季

多北风和西北风
。

多年平均风速 3~ 6 m /s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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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 文

山东省境内的山丘区河流
,

均为雨源性河流
,

源短

流急
,

汇流速度快
,

汛期洪水暴涨暴落
,

径流t 较大
,

枯

季径流量很小
,

经常断流
。

平原区地势平缓
,

河道汇流

速度较慢
,

洪水涨落平缓
,

持续时间较长
。

全省地表径

流的年内分配很不均匀
,

汛期径流量一般占年径流总

量的 70 % 一80 %
。

多年平均年径 流深山区在 200 ~

400 m m 之间
,

平原区在 30一IO0
nun

之间
。

山东省山

区的片麻岩
、

结晶岩和石灰岩分布较广
,

地表筱盖物多

系松散的沙土和亚沙土
,

而且山丘起伏
,

植被较差
。

又

加汛期雨量集中
,

致使水土流失严重河流的含沙量较

大
,

多年平均含沙量山区在 1~ 5 kg/耐
,

平原在 0
.
25

~ 2
.
3 kg/耐

,

最大含沙量达 60 k g/耐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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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土流失状况

根据最新水土流失遥感普查资料
,

山东省现有水

土流失面积 35 98 7 k m
, ,

其中水蚀面积 32 432 km
Z ,

风蚀面积 3 55 5 km
, 。

在水蚀面积中
,

轻度水土流失

面积 6 857 km
, ,

中度水土流失面积 14 152 km
, ,

强度

水土流失面积 9 02 7 k m
Z ,

极强度水土流失面积 2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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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m , ,

剧烈水土流失面积 261 km
, 。

在风蚀面积中
,

轻

度水土流失面积 1 024 km
, ,

中度水土流失面积 1 809

km , ,

强度水土流失面积 722 km
, 。

2 监侧点规划布局

2.1 监侧点规划原则

按照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要求
,

水土保持监

测网络和信息系统建设二期工程监测点建设方案
,

严

格按照统一规划
,

合理布局
,

不重不漏的要求进行选

点
。

监测点的筛选主要依据土壤侵蚀类型区和水土

流失防治区分布情况
,

并充分考虑行政区域叶s]
。

筛

选原则如下
。

( l) 监测点选址具有明确的代表性
,

能够充分反

映所代表土壤侵蚀类型区的水土流失特征
,

且要求做

到全面设t 小区和控制站
.

(2) 微观监测与宏观监测相结合 ;既要掌握水土

流失因子的影响和发生发展规律
,

又要根据山东省不

同侵蚀类型区的特点
,

增加大
、

中流域控制站
,

通过对

大河流控制站泥沙
、

径流的连续监测
,

掌握全省水土

流失总的流失状况
.

(3) 在不同水土流失防治类型区选取典型流域
,

以流域为单元
,

大流域水文控制站作为流域出口控制

断面
,

小流域坡面径流小区和沟道 泥沙控制站相结

合
,

流域内形成环环相套
,

节节比较的模式
,

最大程度

的掌握整个流域水土流失情况〔‘
一

l0]

。

(4 ) 根据山东省现有机构设置情况和事业单位

改革的实际
,

监测点布设充分利用现有水文站
、

水土

保持试验站的设施和人员
,

充分利用现有的机构
、

人

员
、

征地等条件
,

避免重复建设和投资
。

( 5) 监测点具备较好 的后勤保障条件
,

交通
、

生

活条件 比较便利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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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点布局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建设二

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的二期工程的建设任

务
、

规模和内容
,

山东省主要建设任务是根据全省水

土流失类型和国家级
、

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分布

情况
,

选择并布设有代表性 的水土流失监测点
,

进一

步充实和完善全省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 ;建

设内容包括径流小区建设
、

控制站建设
、

观测场建设

及相关监测设备配备
、

信息系统建设 和技术培训等
。

山东省二期工程新(改扩 )建各类监测点 27 个
,

其中

观测场 1 个
,

控制站 3 个
,

径流 场 15 个
,

风蚀监侧点

1个
,

利用水文站点 7 个
。

按流域划分
,

其中黄河流

域 5 处
,

海河流域 3处
,

淮河流域 20 处
。

按建设性质

划分
,

新建 14 个
,

改扩建 13 个
。

监测点分流域统计

情况详见表 1
。

衰 l 山东省监侧点分流城统计裹

序号 类 型

观侧场

水蚀监侧点

径流场

控制站

风蚀监侧点

长江 黄河 珠江 松辽 海河 淮河 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 合计

l

25

l6

nUQ‘O‘11n‘
, .卫

.几二连
‘八j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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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监测点在各大流域的分布情况来看
,

山东

省各流域均有分布
,

监测点布设充分考虑了各流域水

土流失特点
,

且有所侧重
。

l 个观测场 (莱芜栖龙湾

观测场)布设在奋中南中低山丘陵区
;3 个控制站各

流域均有分布
,

以淮河流域居多
;15 个径流场主要分

布在水力侵蚀区的淮河流域 ;风蚀监测点 l个
,

布设

在奋西北黄泛平原区
.

二期工程监测点布设侧重于淮河流域
,

是因为山

东省从流域管理角度大部分属于淮河流域
,

重点水蚀

区也主要分布在淮河流域 , 同时所利用水文站点绝大

部分在淮河流域
,

这是因为该流域大部分水文站具有

流t 和泥沙观测项 目
,

利用水文站点开展水土保持监

测工作可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

避免重复投资
,

符合

监侧点布设原则
。

山东省水土保持监侧点主要分布在北方土石山

区
,

包括 1个观测场和 23 个水蚀监测点
;风蚀区只有

有 1 个风蚀监测点
,

1 个水蚀监侧径流场和 1 个利用

水文站点观测径流和泥沙项目
,

主要分布在鲁西北黄

泛平原区
。

这是因为山东省水土流失的重点防治区

主要分布在山区和丘陵区
,

鲁西北黄泛平原区水力侵

蚀为轻度侵蚀区
,

只布设 1 个水蚀径流场监测点
。

该

区土壤以沙城土为主
,

春季和秋季由于东南风和西南

风盛行
,

容易引起风蚀
,

因此在该区布设 一风蚀监测

点
,

对平原区风蚀状况进行监测
,

以掌握其风蚀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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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水土保持监测点规划布局与运行管理机制

山东省二期工程水土保持监测点的布设在流域

和重点防治区角度都给予 了充分考虑
,

监测点选址在

有代表性 的基础上
,

应尽量靠近水文站点
,

以便于设

施设备的充分利用和人员的管理
。

3 监测点的运行管理措施

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建成后
,

面临的就是 面上水土

保持监测工作的正常开展和监测站点的维护间题
。

水

土保持监测站点主要是对站点范围内的径流
、

泥沙
、

植

被
、

土壤
、

气候
、

水文
、

社会经济状况
、

劳动力状况等进

行定点观测 和实地调查〔川
,

需要测站人员常年驻站
,

定期观测
,

大雨或暴雨后加测
。

水土保持监测站点监

测项 目多
,

工作量大
,

任务重
,

要使正常的监测工作得

以顺利开展
,

必须有一定的专业技术人员驻站观测
,

必

须有一定的运行经费做后勤保障
,

也必须有一定的管

理制度才能使监测站点的运行趋于科学性和有序性
。

3

.

1 提离对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孟要性的认识

水土保持监测是一项公益性事业
,

是法律赋予水

土保持部门的重要职责
,

是水土保持的基础性工作
。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为水土保持生态

建设服务
,

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

据
,

为水土保持监督执法提供技术支撑
,

为实现国民

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

各级监测机构及站

点监测人员务必高度重视
,

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

度
,

从促进水土保持信息化
、

现代化的高度认识水土

保持监测工作的重要性
,

切实把这项工作放在水土保

持生态环境建设 的重要位置
。

3

.

2 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监测机构要加强组织领导
,

监测站点及时配

备专业技术人员
,

层层建立 目标责任制
,

切 实采取有

效措施
,

加强监测网络建设和运行管理
,

以保证监测

工作的正常开展
。

目前山东省水土保持监测总站 刚

刚成立
,

站点大部分为新建站点
,

为保证监测工作的

顺利开展
,

监测总站加紧专业技术人员落实步伐
,

不

断引进水土保持专业技术人员
。

2 0 0 8 年又引进水土

保持硕士研究生 2 名
,

水利工程本科生 2 名
,

为水土

保持监测工作的开展奠定了人员基础和技术力量
。

3

.

3 明确监侧任务

《水土保持法》和《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

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12 号)明确了水土保持监测工

作的内容和公报要求
.
各监城站点要建立健全水土

保持监测管理制度
,

保证监测成果质t
,

保证监侧数

据的时效性
、

可靠性和权威性
。

建立健全监测工作年

报制度
,

及时采集
、

整理和上报监测数据
,

为全国和全

省水土保持监测公报提供基础数据
。

3

.

4 加强技术指导和培训

各级监测机构和站点要按照《水土保持生态环境

监测网络管理办法 ))( 水利部令第 12 号)的规定
,

认真

履行职责
,

下级监测机构要接受上级监测机构的技术

指导和检查
。

省水土保持监测总站要加强对全省各

监测分站和监测站点的技术指导和培训工作
。

争取

在 2008 年对全省水土保持监测点所有从事水土保持

监测工作的人员进行水土保持监测点具体监测任务

的全面
、

详细培训
。

不惜代价培养专业人才
。

3

.

5 落实配套资金
,

加强资金管理

根据批复的二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

山东省各

级监测站点建设投资中央安排 30 %
,

地方安排 70 %
;

按照国家和地方共建
,

以地方为主的原则
,

国家的投

人作为建设启动资金
,

应按计划尽早拨付到位
。

监测

分站建设地方配套经费由项 目所在市地水保行政主

管部门和地方水土保持监测机构按 1 ,
1 比例匹配

,

其中地方水土保持监测机构匹配经费从
“

河道维护

费
”

和
“

站网改造专项经费
”

中列支
,

不足部分申请水

利厅予以解决
。

各级监测机构要按照基本建设会计制度
,

建立基

建账户
,

做到专门设账
,

独立核算
,

专人负责
,

专项管

理
,

专款专用
。

4 积极筹措运行经费

水土保持监测站点监测项 目多
,

工作量大
,

任务

重
。

要使正常的监测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

必须有一定

的运行经费做保障
。

1 9 8 0 一1982 年
,

山东省根据 水

利部要求
,

在潍坊市辛庄小流域
、

威海市马格庄小流

域
、

济宁市九仙山小流域
、

泰安市卧龙峪小流域
、

临沂

市杨庄小流域和聊城市萃县建设 了 6 大水保试验基

站
,

开展全省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水土流失监测工

作
。

1 9 9 7 年由于站点运行经费无法保障
,

6 大试验基

站相继停止了正常的监测工作
,

监测站点由于长期无

人维护
,

目前大部分试验基站站房
、

监测设施
、

设备等

已报废
。

借鉴 6 大水保试验基站经验
,

要使二期工程

监测站点得以长期
、

正常运行
,

监测 资料保持长系列

性和连续性
,

必须有正常的运行经费保障
。

山东省监测总站已根据二期工程要求
,

积极向省

水利厅和财政厅请示 了水土保持监测站点的运行经

费问题
,
各分站也积极向当地政府部门争取水土保持

监测工作经费
,

将水土保持监测投入纳入当地工作规

划和年度计划
,

以保证其正常运行
;要开辟多种社会

服务弥补经费的不足
;要积极与科研

、

教学等单位合

作
,

依靠社会力量
,

多渠道增加监测的资金投人
。

( 下转 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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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地区水土保持监测点规划与布局

效果和行政执法的重要手段
,

是推进水土保持信息化

和现代化
,

促进传统水土保持向现代水土保持转变的

保障
,

是国家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决策的依据
。

我们应

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治水思路
,

把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列

人重要议事日程
,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

采取有效措施
,

积极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宜传
,

全面做好水土保持监测

工作
。

6

.

2 完 . 监测规章制度及技术标准

目前水土保持监测的规章主要有水土保持监测

网络管理条例
、

监测资质证书管理办法等
,

技术标准

主要有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
、

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

范等
,

但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补充
。

为保障水土

保持监测工作有序
、

健康
、

规范地开展
,

应加紧制定和

完善水土保持监测的规章制度和技术标准
,

使水土保

持监测工作走向科学化
、

规范化
、

系统化
,

提高监测管

理水平
。

6

.

3 采取先进技术手段
,

加强队伍建设

应加快对水土保持监测技术的研究
、

开发
、

推广

和应用
,

提高水土保持监测 现代化水平
。

积极开展

R S
,

G P S

,

G I S 等 35 技术在水土保持监测 中的运 用

研究
,

将现代科技与传统的常规监测技术有机结合
,

建立监测
、

传输
、

处理
、

发布为一体的数据信息系统或

动态反映水土保持状况的空间数据库
,

走水土保持监

测跨越式发展的路子川
。

加强对监测技术人员的培

训
,

强化队伍建设
,

提高技术人员素质
,

使监测人员不

仅要有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
,

而且要有熟练的监测技

术
,

掌握现代监测设备操作和数据分析技术
。

6

.

4 加大对水土保持监测的投资

水土保持监测是一项社会公益性事业
,

是保障社

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事业
,

这项工作在建设
、

管理
、

运行和试验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力
、

物力和财

力
。

为保障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长期
、

连续地 开展下

去
,

尽快实现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现代化
,

应增加对

其的资金投人
。

在政策和资金上
,

当地政府及上级部

门应给予支持
,

建议增加铁岭地区列人 国家监测 网络

的监测点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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