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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派河小流域龙门口水保监测点水土流失因子分析

何建勋
,

李学奎
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 楚雄分局

,

云南 楚雄

摘 要 以姚安县典型生态修复代表区内洋派河小流域上 的龙门口 水保监测点近 来的观测资料为基

础
,

对干扰荒草地
、

水土保持林
、

自然恢复和坡改梯径流小区的水土流失因子进行梦析
,

进一步研究了在不

同植被治理措施情况下的水土流失因子的变化规律 该研究可为以后小流域的水土流失治理提供一定的

理论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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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派河小流域自然地理概况

洋派河小流域甚本概况

云南省姚安县是长江上游紫色土分布的典型代

表区
。

年姚安县被列为全国水土保持生态修复

试点县后
,

选择有一定生态 自然恢复和人为诱导修复

条件
,

并有一定水土保持工作经验和群众基础
,

幅员

面积为 的区域作为生态修复项 目区
。

项 目区南连牟定 北接大姚
,

东临姚安县适 中乡
,

西与姚安县太平乡
、

仁和乡
、

栋川 乡
、

龙岗乡
、

光禄镇

为界
,

地跨东经
‘ 即

一
‘一 ”

北纬
‘

丫一
‘ ” 。

在项 目区选择有观测条件
,

开展水

土保持生态修复比较早
,

措施 比较齐全的洋派河小流

域为典型代表监测小流域
。

洋派河小流坟 自然环境条件

洋派河小流域位于姚安县西部
,

东连栋川
,

南接

关屯连厂和太平乡
,

西界官屯乡马游
、

巴拉昨
,

北邻龙

岗乡龙岗村
,

幅员面积
。

洋派河小流域山

体破碎
,

山峦起伏
,

剥蚀强烈
,

属中山中切割地貌
。

地

势南高北低
,

下游为洋派河水库
,

库容 少 , ,

承担着姚安县坝区 以上 的农 田灌溉任务
。

洋派

河为蜻岭河姚安县境内的的最大支流
。

该小流域气候属北亚热带低纬度南亚季风气侯
,

具有
“ 四季无寒署

,

一雨变成冬 ”的特点
,

四季温和
,

空

气湿润
,

光照充足
。

夏秋主要受西南和东南暖湿气流

的影响
。

冬春受印度北部干暖气流的控制
,

有时还受

北方南下冷空气的影响
,

年平均气温 ℃
,

多年平

均降雨量
,

全年 日照时数为
。

径流小区的布设

该监测点共设坡改梯
,

封禁管护 自然恢复
,

干扰

荒草地和水土保持林共 个小区
,

各小区的措施防治

情况如表 所示
。

小区集中布设
,

水平投影面积为

收稿日翔
一 一

修 目 日翔
一 一

资助功 目 云南水利厅云南省水土流失动态监侧与公告项 目

作 蔺介 何建勋‘ 一
,

男 汉族
,

云南省楚雄市人
,

大学专科
,

主要从事水土保持监侧及对外咨询服务工作
。

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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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区布设于 年 月份
,

观测时段为每

年雨季 月 日至 月 日
。

小区顺坡设置
,

垂直投影宽
,

长
。

小区用

砖墙隔开
,

埋人地下 。 ,

地上隔墙高 。 。

小区

上方设排水渠
,

以防上方来水进人小区
。

在小区整修

过程中
,

尽量保持小区内的原始状态
,

埋设隔砖时把沟

棺内挖出的土堆在小区外侧
,

内外侧用土填实
,

禁止小

区外流失的土壤和径流进人
。

小区下方用水泥抹面修

筑集流槽
,

使径流和泥沙通过集流槽汇人集流池
,

集流

池为
。

径流泥沙采用 分法观测
,

排出径流池外
,

在径流池进行径流量算和泥沙取

样
。

小区左右两边留出至少 的小区保护带
。

在 个小区 的中心位置设立雨 量 观测 站
,

安装
。 自计雨量计和 普通雨量器各 台

,

与小

区泥沙
、

径流同步观测
。

每次产流后
,

采用体积法人

工量测集流池水面深度
,

计算产流量
。

泥沙观测在每

次产流后取样
,

取样方法是把集流槽 中的洪水搅匀

后
,

取满 个标准取样容器
,

用烘干法测定泥沙含量
。

衰 径流小区鑫本概况

小区号 小区类型 坡度 坡向 小区布设措施 小区内植被调查

林 小区
干扰

荒草地
阳向

阳向

阳向

灌木种类有小石积
、

小铁子
、

沙针
、

小叶拘子
、

棠梨
、

薄

每年冬季铲除草被
,

并保持 叶鼠李等
,

平均高
,

郁闭度
。

干扰状态
。

草本主要有白茅
、

龙须草
、

细柄草
、

小金茅
、

扭黄毛
、

小

麻黄等
,

平均高
,

郁闭度

小区
水土

保持林

水平条整地
,

黑荆树 车桑

子混交林
,

年造林

拐 小区
封育管护

自然恢复

年开始保持全封状态
,

灌草植被 自然恢复
。

小区 坡改梯 阳向
年保持原坡耕地不变

,

年修整为水平梯田

黑荆树植苗种植 车桑子散播 黑荆树平

均高
,

郁闭度 , 车桑子平均高
,

郁闭

度 “
。

另有直干按
、

史密斯按
、

鼠尾草
、

过路黄
、

勿

忘我
、

小金茅等植物种分布 总郁闭度
。

灌木种类只要有小石积
、

小铁子
、

沙针
、

苦刺
、

棠梨
、

多

花杭子梢等
。

年停止生长时平均商 。 ,

郁闭

度
。

年停止生 长时平均高
,

郁闭度

草本主要 有扭黄毛
、

草草
、

截叶铁扫带
、

细柄

草
、

滇掩扮菜
、

黄背草
、

小金茅
、

小龙胆
、

鸭脚草等
,

总

郁闭度
,

林草搜盖度为

种植 玉 米
,

作物砚盖 期为 一 月
,

作物郁 闭度 为
。

分析资料

本文主要 以洋派河小流域龙门口水保监测点的

一 年的相关观测资料为代表
,

来分析在不

同的防治措施情况下的水土流失因子特征
。

水土流失因子特征

降雨及产流分析

径流小区的产流过程〔‘〕主要是 当坡面上承受 的

降雨强度超过地面下渗容量
,

或相对不透水层 以上土

层达到饱和含水量后
,

出现一种沿坡面而下的薄层地

面水流
。

其特点主要是在水体沿坡面运 动中不 断有

雨水蒸发到大气和下渗到土壤中
,

同时它也受到地面

粗糙程度的影响
。

产流量是侵蚀性降雨在坡面产生

的地表总径流量的简称
,

在小区测验中
,

由于径流与

侵蚀泥沙同时出现
,

因而有浑水径流量和清水径流量

之分
,

前者由观测取得
,

后者则经浑水取样分析
。

根

据泥沙的含量和泥沙体积
,

再由浑水径流量中减去泥

沙体积得到
,

该次分析中泥沙容重 取 , 。

表 的分析结果表明
,

在雨季刚开始的 月份各

径流小区的产流率都相 当小
,

虽然月降雨量 已达 到
,

但水土保持林小区及封育管护 自然恢复小

区却没有产流
,

只有干扰荒草地小区和坡改梯小区稍

有产流
。

小区的植被郁闭度及林草筱盖度的多少直

接影响着产流量的大小
,

郁闭度及林草搜盖度越大
,

产生的径流量就越小
。

从多年平均的情况看
,

产流盆

以干扰荒草地小区最大
,

为 “ ,

依次为坡改梯

小区
,

封育管护 自然恢复小区
。

产流量最小的是水土

保持林小区
,

为
。

径流小区的各月产流 与

各月降雨量之间也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
,

干扰荒草地

小区的相关系数最大
,

为
。

坡改梯小 区最小
,

其

相关系数为
。

这表明干扰荒草地小 区的产流与

月降雨之间具有 良好的一致性
。

从径流系数及径流模数进行分析
,

干扰荒草地小

区的径流系数及径流模数均大于其它各径流小区
,

这

也说明在干扰荒草地小区的降水大部分已形成径流
,

而其它径流小区则大部分消耗于植被 的蒸散发和土

壤的下渗
,

只有少部分形成了径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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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

龙门口水保监侧点各径流小区产流特征 ,

月份 雨 , 小区 小区 翻 小区 价 小区

衰 龙门口水保监侧点径流小区

蚀性降两与降两 蚀力特征

年份

甘只口门内了心‘

。 几。

侵蚀模数
· · 一 · 一 ’ · 一

。

‘乙八︺

⋯
﹄﹄,‘日怪‘,百内通,己

总 计
二,月任‘二丹

泥沙体积

清水径流

相关系数

径流系数

径流棋数
· 一勺

年平均

注 。 。
分别代表最大

,

雨强 为降雨怪蚀力
。

怪蚀性降雨及降雨 蚀力特征

俊蚀性降雨是以在坡面裸地上产生土壤侵蚀

最小降雨强度及其范围内的降雨量
,

它包含了

最小降雨强度和最小降雨量
,

它是产生地表径流的临

界降雨
,

一般认为
,

当小区土坡侵蚀 时
,

从

降雨记录纸中算出最大
, ,

而 雨强
,

以及该次

降雨
,

再从多年的积累资料中
,

选取最小强度和相应

的降雨
,

即为该区域的俊蚀性降雨指标
。

从龙门口

水保监测点的多年观测资料分析来看
,

该径流区域的

侵蚀性降雨临界值的次降雨量为 表

降雨是水蚀的墓本动力
,

降雨的雨滴打击是坡面

侵蚀的主要营力
,

它既粉碎和溅起土粒
,

又挠动薄层

水流
,

增强冲刷和挟沙能力
,

即降雨侵蚀力
。

降雨侵

蚀力与降雨
、

雨强和下落速度等有关
,

它并非物理

学中
“

力
”的概念

,

而是降雨侵蚀作用强弱的指标
,

用

表示 现采用 经验式 来进

行 值的计算分析

只 严
艺 苦一
丫

‘
”一

、 一‘

丫
、 一 ’ 一 ‘ ’

尸

式中 —降雨侵蚀力 〔
· ·

〕
—

年降雨 、

—某月平均降雨量
。

在该次各年降雨侵蚀力分析中
,

尸‘
采用实际观

测的月降雨 代替月平均降雨量来进行计算
,

从多年

平均的分析结果来看
,

龙门口水保监测点径流小区的

降雨侵蚀力为 〔
· , ·

〕
, 。

为
, 。

为
。

降雨侵蚀力与侵蚀模数 年因泥沙观测误

差较大剔除 的相关系数为
,

两者间具有很好的

相关关系

各径流小区抗冲性分析

土壤抗冲性 是指土壤抵抗降雨对其机械破坏
、

冲刷推动下移的能力
。

它取决于土粒间胶结状况及

其结构体易破坏离散的程度及地面班被情况
,

受土壤

质地
、

有机质含量
、

土坡密度等因素的影响较大
。

用

单位面积径流深冲刷土壤的数量表示
,

单位为每

径流深在 上冲刷的土重
,

单位为
。

该指标值越大
,

土坡抗冲性越小 反之抗冲性

越大 表
。

采用 式来进行土坡的抗冲性分析
。

式中 ,

—抗冲系数 〔 , ·

〕
—径

流小 区 面 积 —次 降雨 径 流 深
,

—次降雨产生的土坡侵蚀量
。

从计算结果可知
,

干扰荒草地小区的植被郁闭度

及砚盖度为最小的情况
,

其土坡的抗冲性指标 , 为

最大
,

且该小区的土壤侵蚀模数也是最大
,

为

而随着植被郁闭度及砚盖度的增加
,

土坡抗 冲

性指标 , 也随之减小
,

即其土壤的抗冲性也就随之

变大
。

封育管护自然恢复小区的 , 为最小
,

说明该

小区的土城抗冲性能为最好
,

它能很好地抵御降雨对

其土壤的强力冲刷
。

斑 龙门口水裸监侧点各径流小区土坟抗冲性特征

小区编号

防治措施

解 小区

干扰

荒草地

游 小区

水土

保持林

, 小区

封育管护

自然恢复

书 小区

坡改梯

侵蚀模数

注 , 为冲剧强度
,

单位为
· , 俊蚀棋数单位 为

。

下转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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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几勺‘勺」工工

要坚定不移地服务于社会管理和公共事业
。

各水土保持监测机构应开展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

发布

公报 加强对市场监测行为的监督管理 在水土流失

司法案件中
,

开展技术鉴定服务
,

提出权威的
、

高水平

的鉴定报告
,

维护公民
、

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
。

要坚定不移地服务于社会公益事业
。

水土

保持监测机构在行政事业单位中属 于公益性事业单

位
,

根据法律法规所赋予 的职责
,

其主要精力和工作

内容应围绕国家和地方水土保持事业的发展
,

开展社

会公益性的相关工作
。

落实经费
,

保阵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正常开展

在全国各地
,

水土保持监测机构大都没有专门的

水土保持监测专项经费
,

很难开展水土流失的基础性

监测工作
。

国家应将监测 网络运行费纳人财政预算
,

保障监测 网络良好运行
。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项 目
,

要

足额列支水土保持监测专项经费
,

保障监测工作落到

实处
。

依法督促开发建设单位
,

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足

额落实水土保持监测费用
,

专款专用
。

水土保持监测

机构要发挥技术优势
,

增强服务意识
,

主动承担多方

面的监测任务
,

多渠道增加监测预报的资金投人
。

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监测能力建设

加强水土保持监测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

革

新监测人才管理体制和用人机制
,

优化人才结构
,

重

点培养骨干人才
,

形成一支人员数量充足
,

结构合理
,

技术精湛
,

精神奋发的专业化监测 队伍
。

加强水

土保持监测技术能力建设
,

包括标准体系
、

质量控制

体系
、

数据共享机制
、

典型样区图标等
,

提升说明水土

流失状况的能力
。

应用新设备
、

新技术
,

应用

技术
,

引进新设备
,

使手记
、

处理
、

分析数据现代化
,

提升新技术在水土保持监测中应用研究能力
。

加强水土保持监侧数据的质 监任与 理

水土保持监测数据质量是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

生命线
,

为了实现先进的水土保持监测预报体系建设

目标
,

必须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测数据的质量监督与

管理
。

建立完善的水土保持监测质量体系
,

构建

质量体系框架
,

形成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
。

建立

质量管理评价体系
,

量化评价指标
,

确定评价手段 与

方法以及评价工作的实施方式
,

明确评价结果的判定

方法
。

完善质量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
,

制定水土

保持监测质量管理规定
,

水土保持监测技术人员持证

上岗考核制度
,

水土保持监测人员持证上岗考核实施

细则
,

水土保持监测网络质量管理办法等
。

完善

质量管理技术体系
,

建立技术规范
,

研究监测点的布

设
,

样品采集
,

监测数据诊断及数据有效性评估与处

理
,

监测信息综合分析等全程质量控制技术
,

开发远

距离适时监控技术
、

数据误差诊断与合理性分析等 自

动监测质量管理技术方法
。

〔 今 考 文 献 〕

曾大林 关于水土保持监测体系建设的思考【 〕中国水

土保持
, 一

姜德文 大力推进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

为落实科学发展

观提供支撑 月 中国水土保持
, 一

赵永军 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技术〔 〕北

京 中国大地出版社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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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不 同的植被覆盖情况
,

其降雨与产流 的关系

也大不一致
。

在坡度变化不大 本次分析为
。

时
,

人工干扰荒草地及坡改梯防治措施 的产流

率要 比种植水土保持林及人工封育管护 自然恢复的

防治措施的大
。

采取人工封育管护 自然恢复的防治措施的产流

率为最小
,

而降雨及产流量两者间的相关程度是人工

干扰荒草地小区为最好
。

该径流 区域 内侵蚀性降雨临界值的次降雨

量为
,

多年平均 的降雨 侵蚀 力为 〔
·

, ·

〕
, 。

为
, 。

为
。

降

雨侵蚀力指标与土壤侵蚀量之间成正相关
,

且其相关

系数达 ”
,

相关程度 比较好
,

可成为以后水土流失

预测预报中的重要因子
。

土壤的抗冲性
,

由不 同的地表情况所决定
,

随着筱被郁闭度及 筱盖度的增加
,

土壤抗 冲性 系数
, 也随之减小

。

土壤的抗冲性能就越好
,

越能很好

的抵御降雨对其土壤的强力冲刷 本次分析结果 中
,

人工封育管护 自然恢复小 区的土壤抗冲性要 比其它

小区好
。

本次分析结果 由于受观测年限的限制
,

各分

析指标的具体数值
,

有待在以后长期的资料累积中进

一步完善
,

仅提供参考
。

〔 考 文 献 〕

苗孝芳 径 流形成原 理 〕南京 河海 大学 出版社
,

刘展 水土保持监测技术〔 〕北京 中国大地出版社
,

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 水土保持监测技术指标体系

幻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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