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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有关问题及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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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简要 回顾了重庆市近年来在监测机构和监测站点建设
、

区域和开发建设项目监测 以及监测能力建

设等方面的工作情况
。

概括总结了包括水土保持监测机构定位
,

站网布局
,

区域与开发建设项目监测以及

监测能力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
。

针对存在的问题
,

探讨了重庆市今后一段时期水土保持监测

工作的发展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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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预报既是水土保持的一项基础性

工作和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赋予水

行政主管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
。

相对于水土保持其

它工作
,

监测预报属于一项新的工作内容
,

到 目前为

止还没有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统一的经验与作法
,

总体

上还处于探索阶段
。

笔者结合近几年来重庆市水土

保持监测工作实践
,

针对监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探

索的思路与同行交流和探讨
。

1 重庆市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历史的简

要回顾 [ `一 2 ]

1
.

1 监测站网建设

目前
,

重庆市已成立 了重庆市水土保持生态环境

监测总站和万州
、

涪陵
、

渝北
、

永川 4 个监测分站共计

5 个监测机构
,

其中市级总站为全 民所有制 自收 自支

处级事业单位
,

4 个分站都落实了具体从事监测工作

的人员
,

部分采取与水保科 (站 )合署办公管理模式
。

经多方筹资
,

已建成万州
、

涪陵
、

永川
、

渝北
、

开县
、

奉

节
、

巫山
、

城口等 8 处径流观测小区和万州刘家沟 小

流域控制站
。

另外还建成 了针对移 民迁建
、

滑坡预

警
、

煤矿开采
、

水文泥沙等不同项 目的其它监测点 14

个
,

全市基本形成了以 l 个总站
,

4 个分站和 23 个监

测点构成的监测网络体系
。

1
.

2 区域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先后组织完成 了三峡水库重庆库区移民迁建中

水土流失状况调查
,

重庆市第一次 ( 2 0 0 2 年 )
、

第二次

( 2 0 0 5 年 ) 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流失状况调查
,

长江上

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区三峡库区重调查
,

并发布了第

一期 《重庆市水土保持公报 》 ( 2 0 05 )
,

将全市水土流失

及水土保持的最新情况 向全社会进行公告 3[]
。

近年

来
,

通过在三峡库区 加快布设 以水保效益
,

移民迁建

造成水土流失和水文泥沙为观测 内容的监测点
,

全面

启动了三峡库区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工作
,

并 已获取 了

部分监测数据
。

1
.

3 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监测

2 0 0 3 年以来
,

重庆市水保监测 总站 陆续启动 了

收摘 日期
: 2 0 0 8

一 0 8
一

1 7 修回日期 : 2 0 0 8
一

1 2
一

1 7

作者简介
:
唐学文 ( 19 6 4一 )

,

男 (汉族 )
,

重庆市开县人
,

学士
,

教授级高工
,

主要从事水土保持监侧和管理工作
。

-E ~ 1
:

cqs bz Zo 02 @ 城p
.

16 3
.

co m
.



水土保持通报 第 2 9 卷

永 j( )Jl 沪 (州 ) 一级公路重庆段
.

江津路成电厂扩建工

程
,

新建铁路遂宁至重庆线重庆段
,

彭水乌江水电站

等数十项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

通过掌

握工程 区水土流失状况
,

评价工程建设对水土流失的

实际影响
,

进一步了解工程 区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

施效果和合理性
,

为同类建设项 目水土流失预测和制

订防治方案以及水土保持设施专项验收提供依据
。

1
.

4 监侧能力建设成果

2 0 0 5 年来
,

重庆市先后出台了《重庆市水土保持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实施细则 》 (试行 )
,

《重庆市监

测站点数据上报制度 》
,

《重庆市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

持监测技术手册 ))( 试行 ) 和《重庆市水土保持监测技

术规范 ))( 试行 )
。

为提高水土保持监测水平
,

全市先

后组织开展 了 3 期水土保持监测技术培训班
,

培训水

保专业技术人员 5 00 人次
。

三峡库区水土流失面源

污染和土壤侵蚀模数研究两项水土保持课题 目前正

在实施 中
。

2 监测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
.

1 监测机构定位不统一

重庆市水保监测总站为 自收 自支事业单位
,

永川

分站为差额事业
,

其它分站多与原有水保单位合署办

公
,

其人员和经费并无实质性增加
。

从全国范围看
,

水

土保持监测机构主要介于倾向管理职能和技术服务之

间的事业单位
,

但有的是全额拨款
,

有的是差额拨款
,

有的是自收自支
,

使得各单位自身定位和工作重点不

一致
。

有资金保障的以区域公益性基础监测为主
,

如

北京市
;无固定经费来源的则必须花一定精力开展对

外有偿服务来维持运转
,

从而就不能很好履行水利部

第 12 号令对水土保持监测机构规定的职能职责
。

2
.

2 监测站网布局不够合理

近年来
,

重庆市利用国家投资和自筹资金建设了

9 处水土流失观测场 (8 处径流小区
,

1 处小流域控制

站 )
,

加上不同观测项 目的其它 14 个监测点
,

在全市

范围内形成了一定规模 的水土保持监测网点
。

但总

体来看
,

由于受以前规划和实施方案编制水平局限和

当时监测大环境影响
,

对全市监测站网布设缺乏一定

的科学性和统筹安排
,

跟有技术优势的水文观测站点

结合不够
,

监测内容及方法趋 同性强
,

开拓创新思路

偏少
,

加上一些管理方面的原因
,

导致所观测 的数据

代表性不强
,

对地方生态环境建设缺乏指导意义
。

2
.

3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侧有待规范

目前
,

由于对开发建设项 目开展监测主要 以水利

部第 16 号令作为依据
,

缺乏其它法律支撑
,

导致建设

单位主动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还 比较少
,

建设业

主
“
不愿出钱搞监测

”
的现象还比较普遍

。

而部分开

展了水保监测的建设项 目几乎全部滞后于主体工程
,

且大多在建设项 目土石方工程中后期才启动该项工

作
,

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监测的时效性和连续性
。

实际

监测工作中缺乏有效的技术标准
:

按批复水保方案中

提出的监测 内容
、

方法
、

频次以及监测投资等开展工

作
,

操作性不强
,

监测单位往往 只能根据项 目建设特

点
,

按照 自己的理解开展监测
。

因此
,

建设项 目水保

监测工作目前还是
“

各自为战
” ,

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

尺度和工作制度
。

2
.

4 监侧成果认证与 , 理工作未跟上

从全国看
,

各级监测机构在公益性监测方面还没

有形成统一的成果报送制度
,

个别省市虽取得部分监

测成果
,

但缺乏对成果的认证环节
。

水保方案中涉及

的水土流失预测章节
,

很多编制单位大量采用类比工

程的
“

实测数据
” ,

但几乎都未得到监测机构的认证
.

目前
,

水行政主管部门对监测工作还缺少有效的监管

配套措施
,

主要委托直属监测机构承担
,

现有监测机

构本身又承担 了大多数有偿监测服务项 目
,

这就直接

造成了监测机构实际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

2
.

5 监侧经费来派柔道偏少

从水利部第 12 号令对水土保持监测划定的职能

职责看
,

监测所提供的服务属于社会公益性范围
,

因此

国家财政对其监测经费应有足够的保证
。

但现行相关

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均未明确各级监侧

机构和站点的运行管理费来源
,

从水利部监测 中心到

各流域监测中心站
,

再到省 (直辖市 )级总站和重点治

理区监测分站
,

大多没有固定的监测经费来源
。

近年

来重庆市在较好水保政策环境下
,

也仅从市财政争取

不到 3 00 万元用于总站
、

分站及监测点的基础设施建

设
,

每年运行管理经费的落实也是颇费周折
,

而且全部

是从征收的水土保持规费中解决的
。

3 今后一段时期监测工作思路

3
.

1 壮大监侧机构队伍

水土保持监测是法律法规赋予各级水行政主管

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
,

结合重庆行政管理体制
,

拟将

目前
“
重庆市总站一监测分站一监测点

”

改为
“
重庆市

总站一监测分站一各区县 ( 自治县 )监测站
”
的管理模

式
,

原来的监侧点不作为一级监测机构
,

即在已建 1

个重庆市总站
,

万州
、

涪陵
、

渝北
、

永川 4 个监侧分站

基础上
,

全市其它区县 ( 自治县 )增设水土保持监测站

这一机构
,

业务上直属各自监测分站指 导
,

行政上受

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领导
。

3
.

2 优化监侧站网布局

根据重庆市自然地貌
、

土壤植被等水土流失影响

因子
,

将全市划分为 3 个一级监测分 区
,

8 个二级监

测分区即亚区
。

在每一个亚 区至少布 ! 一个小流域

控制站
,

再根据需要统筹布设坡面径流场和其它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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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监测实施计划
,

阐明监测点布局
、

监测频次
、

提交

的成果等
。

日常监测工作以帮助建设单位知晓水保

工作重点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方便监管为 目标
,

对 日常

监测中发现有重大水土流失隐患
,

及时以工作简报形

式反馈给建设单位
,

快捷地为建设单位和水行政主管

部门提供有用信息
。

3
.

5 出台规范性文件固定经费来源

根据水土保持法律法规 和重庆市有关水土保持

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和管理办法
,

重庆市水利局组织起

草了《重庆市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建设与管理办法 ))( 试

行 )
,

正积极争取以市财政局 和市水利局两家联合发

文
,

以文件形式确定重庆市各级财政承担水土保持监

测站点建设和运行管理费
,

其经费来源主要为水利基

金和各级征收的水土保持规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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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
,

并充分考虑与水文站点结合
。

计划到 2 0 2 0

年全市监测站网包括 2个小流域综合观测站 (新建 ) ;

6个小流域控制站 ( 已建 1 个
,

新建 5 个 ) ; 3 个水文控

制站 ( 已建 ) ; n 处 坡面径 流场 ( 已建 5 处
,

新建 6

处 ) 渭 个滑坡预警监测点 (已有 7 个
,

新建 1 个 ) 和 7

个其它监测点 ( 已建 )共 37 个监测站点
,

2 个小流域

综合观测站和 6 个小流域控制站刚好分布在 8 个监

测亚区内
,

其它监测站点分布在 23 个区县 内
,

基本搜

盖了全市不同水土流失类型区域
。

3
.

3 , 点做好区域水土保持监测

统筹搞好 s a 一次的遥感调查 (或水土流失普

查 )和监测公报的发布
,

对重点区域如三峡库区
,

要全

面加快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步伐
,

为三峡工程安全运行

做出努力
。

同时
,

要扎实抓好已建监测点的日常观测

工作
,

新增设 的监测点严格按照总体规划布局实施
。

8 个监测亚区内的小流域观测站将是今后长期地面

定位观测的重点
,

并有针对性地开展水土保持典型调

查工作
。

如全市人为水土流失状况调查
、

某项水土保

持措施效益典型调查
,

重大水土流失危害调查等
。

3
.

4 转变开发建设项 目监测思路卜 s]

目前采用的技术路线主要是以讶查为主
,

定点观

测为辅
,

主导思路是全面监测
。

要进一步调整思路
,

吸收其它同类单位的有效做法
,

技术思路上 以典型施

工地点为主
,

巡查为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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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共 居海峡 两岸水土 保持生态修氛与妹境响 应

李术研讨套第一 枪通知
为了进一 步开展水土保持科技合作和研究成果共享

,

推动 海峡两岸科技工作者在水土保持和 生态保 护等方面

的相互 交流
,

由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

台湾国立屏东科技大学主 办
,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
、

水利部水土保

持监浏 中心等协 办
, “

第十二届 海峡两岸水土保持生态修复与环境响应
”

学术研讨会将于 2 0 0 9 年 8 月 15 一20 日在陕

西杨凌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
。

本次会议将 以海峡两岸水土保持与生 态修复为 大会主题
,

围绕生 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的

科学方式和途 径
,

台湾水土保持现状与发展等热 点问题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
,

以便共同促进我国水土保持与 生态修

复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

会议主厄

( l) 生 态系统退化机理与生 态修复重建 ;
(2 ) 水土保持与全球气候 变化 ;

(3 ) 水土保持与 区城生态经济发展
;

( 4) 工程建设项 目中水土保持关健技术 ; ( 5) 水 土保持新技术
、

新材料等
。

会议规模 : 大会规模预计 80 ~ 100 人
,

其中来 自台湾方 面 的 国立屏 东科技大学
、

革梵大 学
、

成功 大学
、

明道 大学
以及中州技术学院等约 35 人 ; 来 自水土保持研究所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北京师范大 学
、

西 安理 工 大 学
、

南京土壤研

究所
、

水利部黄河上 中游管理局 以及长江管理局 水科院水保所等约 60 余人
。

会议时间 : 2 0 0 9 年 8 月 15 一 20 日 会议地点 : 陕西杨凌 国 际会展中心

日程安排 : 8 月 1 5 日 会议报到 ; 8 月 1 6一 1 7 日 学术研讨 ; 8 月 18一 1 9 日 黄土 高原野外考察

参会须知 :
参会人员务必提 交会议论丈以供交流

,

5 月 10 日前提交参会 回执
,

并于 6 月 30 日前将论 文摘要 (电

子版 )提交会议秘书组
。

未尽事宜将在第二轮通知 中说明
。

联系单位 :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联系地址 : 陕西省杨凌区 西农路 26 号 (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科技处 ) 邮 编 : 71 2 1 0 0

联 系 人 : 刘 芳 张 筱 联系电话 : 【0 2 9 ) 8 7 0 1 2 8 7 2 传 真 : ( 0 2 9 ) 8 7 0 12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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