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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建设总体规划与布局

周晓乐
,

曹忠杰
,

何建明
,

蔡景平
辽宁省水土保持局

,

辽宁 沈阳

摘 要 辽宁省水土保持监侧站点建设规划基本涵盖了全省所有地类
、

流域及水土流失类型
,

也扭盖了辽

河
、

大凌河
、

浑太河等大流域
。

监测点类型包括坡面径流场和小流域卡 口 站
,

以及水文站点等 这些监侧

站能够监侧当地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水土流失的成因及侵蚀模数
。

通过所设 的水文站提供的泥沙
、

流

及降雨 等数据
,

能够监侧流城内的总土坡流失

关 询 水土流失 , 监侧站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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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站点是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最基 多个县
、

市 区
,

按地形不同分为东部土石 山区
,

本单元
,

做好监测站点规划是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建设 包括锦州
、

朝阳
、

阜新
、

葫芦岛 市 中部平原及丘陵

的基础
,

对科学采集水土保持监测数据
,

分析区域水 区
,

包括沈阳
、

鞍山
、

营口
、

辽 阳
、

大连
、

盘锦 市 东部

土流失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

山区
,

包括抚顺
、

本溪
、

丹东
、

铁岭 市
。

辽宁省根据水利部下发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 根据第 次土坡侵蚀遥感普查
,

全省现有土城侵

测网络管理办法 》
,

按照《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信 蚀面积 , ,

占全省总面积的
。

其

息系统建设二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要求
,

结合省内 中轻度侵蚀 〔土壤侵蚀模数 一
·

实际情况对全省监测站点进行了系统的规划设计
。

监 〕面积 , 。

测站点布局基本筱盖了全省所有地类
、

流域及水土流 水土流失状况

失类型
,

形成了一整套相互协调的监测站点网络系统
。

占全省总侵蚀面积的 中度侵蚀 〔土坡侵
」

一一 二 蚀模数 八
·

〕面积 耐
,

占

一
’

一
’

一
’ ‘

一 侵蚀总面积的 强度侵蚀 〔土坡侵蚀模数

地理位 及行政区域划分
·

〕面积 耐
,

占侵蚀总面积

辽宁省地处东北地区 的南部
,

是中国东北经济区 的 极强度侵蚀 〔土坡侵蚀模数 巧

和环渤海经济 区 的重要结合部
。

陆地 面积 耐
·

〕面 积 耐
,

占侵 蚀 总 面 积 的
‘

耐
,

占中国陆地面积
。

陆地面积中
,

山地 剧烈侵蚀〔土壤侵蚀模数大于 耐
·

面积
‘ , ,

占 平地面积 。‘ 〕面积
,

占侵蚀总面积的
。

按东部
、

, ,

占 水域面积
‘ , ,

占 纬
。

中部
、

西部 个不同地形区划分
,

东部山区 市土壤侵

海域面积
, , 。

全省共有 个地级市
,

蚀合计
,

占全省总侵蚀面积的
,

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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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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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及丘陵区土壤侵蚀合计 耐
,

占全省总侵蚀

面积的
,

西部土石山区土壤侵蚀合计

耐
,

占全省总侵蚀面积的
。

江河流域分布

辽宁省河流众多
,

遍布各地
。

各条江河所处的地

理位置和 自然条件不同
,

流域面积
、

江河长度
、

径流量
、

洪水运行规律也各不相同
。

根据流域面积的大小
,

全

省江河分为 个等级
。

大型江河
,

流域面积不小

于 中型江河
,

流域面积

耐 小型江河
,

流域面积 耐
。

根据 年全省河流遥感普查
,

全省流域面积

不小于 “ 的江河有 条
,

其中大型江河

条
,

中型江河 条
,

小型江河 条
。

按流域大致可

划分为辽河流域
、

鸭绿江流域
、

松花江 流域
、

滦河流

域
、

大凌河流域及沿海诸河 个部分
。

辽河是全 国

大江河之一
,

省内流域面积
‘ 。

其中主

要支流有老哈河
、

浑河
、

太子河
、

养畜牧河
、

绕阳河
、

清

河
、

柴河
、

秀水河等
。

大凌河是辽西的一条多泥沙河

流
,

主要支流有蛇牛河
、

老虎山河
、

凉水河
、

细河等
。

鸭绿江是中朝界河
,

在辽宁境内的主要支流有浑江
、

蒲石河
、

理河等
。

辽东独流人海诸河 主要有大洋河
、

大清河
、

碧流河
、

复州河等
。

辽西独流人海诸河 主要

有小凌河
、

六股河
、

兴城河等
。

人松花江 的河流在辽

宁境内主要有柳河和白云河
,

入滦河的河流在辽宁境

内主要有青龙河
。

全省年均地表径流总量为
‘ , ,

年平均径流深为
。

省
、

市
、

县和监测站 点 的 级监测网络体系
,

覆盖全

省的各类型区
。

监测站点建设分别根据重点治理区
、

重点预防保护区
、

重点监督区
,

以及风蚀 区
、

泥石流易

发区
、

重点人为侵蚀区
、

城市开发建设区等特点布设
,

并根据主要河流
、

大型水库
、

国家重点治理区
、

大型开

发建设项 目区等特殊地 区
,

分别设立 监 测站或监测

点
。

网络体系建成后
,

将实现监测信息获取
、

分析
、

传

输的现代化
,

及时
、

准确地对水土流失及其防治动态

进行监测和评价
,

增强水土保持综合防治和全省生态

建设的决策能力
。

监测点设置的原则和目标

监测点设 的原则

坚持统筹规划
,

突出重点
,

量力而行
,

根据辽宁省

自然环境状况及水土流失的特点
,

要有针对性地对主

要河流
、

饮用水源
、

大型水库上游
、

风蚀 区
、

重点开发

建设项 目区
、

泥石流易发 区
、

国家重点治理 区等进行

水土流失和防治的长期动态监测
,

根据各区域的水土

流失特点及危害程度
,

确定不同监测站点的疏密和观

测频次
。

辽西地区应以大凌河国家重点治理区
、

辽西北风

蚀区
、

较大独流人海河流
,

以及 白石等大型水库上游

为重点
。

辽东地区应重点监测鸭绿江流域
、

辽河重点

支流
、

大型水库上 游
、

大伙房引水工 程上游
、

矿 区开

采
、

泥石流易发区
、

柞蚕场
、

生态修复区等
。

中部地区

侧重于辽河干流及主要支流
、

辽北黑土地
、

风蚀 区
、

城

市水土流失等的监测
。

动态监测工作 目标

全省水土保持动态监测工作的总体 目标是 建成

现有监测站点的完善

目前辽宁省已建成的监测点有 个
,

分别位于沈

阳
、

大连
、

鞍山
、

朝阳
、

铁岭和阜新
。

沈阳市水土流失监测点位于沈阳农业大学校内
,

配备自动降雨设备
,

依托高校科研力量进行有针对性

的监测试验研究
。

大连市监测点针对大连市城市水土保持情况建

立不同小区
,

目前监测工作进展顺利
,

监测数据基本

反映当地水土流失状况
。

鞍山市监测点有两处
,

分别位于海城和帕岩
。

海

城监测点主要监测当地果树梯田的水土流失状况
,

帕

岩由于是泥石流易发区并且蚕场沙化情况较严重
,

目

前建立的监测点一是监测蚕场沙化所造成的水土流

失
,

二是作为泥石流预警点进行泥石流的预报
。

朝阳市目前已建成水土流失 观测场一处
。

朝阳

市是全 国重点治理区
,

也是辽宁省水土流失最严重的

地区
,

其水土流失观测场经过几年 的建设
,

目前已初

具规模
,

承担了监测当地各种治理模式保水保土能力

的任务
,

并将监测成果应用于实践当中
。

对监测点所

在流域 —东大道小流域进行科学治理
,

目前该流域

已成为山清水秀
、

枣香四溢的全省出名的生态清洁型

小流域
。

建于 年 月的铁岭泉河水土流失试验站现

在仍在使用中
,

并不断充实新的内容
。

该监测点主要

监测东部山区的水土流失状况
,

东部山区植被茂密
,

远观看不 出来水土流失
,

也有很多人认为东部山区没

有水土流失
,

但经过铁岭监测点近 的观测
,

东部

山区的水土流失状况也很严重
。

由于其山高坡陡
,

水

流速度高
,

植被远看郁郁葱葱
,

近看却非常稀疏
,

所 以

水土流失很严重
。

阜新监测点是依托东北黑土 区项 目建设 的高标

准监测点
,

目前承担着东北黑土区辽宁省项 目区的监

测任务
。

这些监测点的建设有些是通过科研课题 申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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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
,

有些是通过地方水土保持部门 自己筹措资金
,

为了探究水土流失发生规律及水土保持效果 自发建

设的
,

虽然效果很好
,

但没有统一的规划
,

也没有一致

的监测记录
,

导致不能充分说明辽宁省整体水土保持

状况
,

所以还濡要逐步完善
,

包括实验设备及气象配

套设施
,

小区标准化建设
,

人员培训等
。

未来监测站点的规划和布局

监侧点在各行政区域内的分布

我省除了上述 处监测点外
,

还有 处计划建设

的监测点
,

其中东部有 个监测点
,

分别位于抚顺新宾

县
、

清原县和抚顺县
,

本澳市本澳县和丹东市宽甸县 ,

中部 个
,

位于营 口市绒鱼圈区
、

鞍山市千山区
、

鞍山

市帕岩县
、

和辽阳市辽 阳县 西部 个
,

位于葫芦岛兴

城市
、

锦州凌海市
、

朝阳双塔区和阜新市彰武县
。

根据

当地不同的地理地貌特征及水土流失特点
,

各监测点

的监测内容有所不同
,

其中有很多根据 自然坡面建立

的监侧小区
,

直接反映当地的水土保持状况 见表
。

监侧点在不同俊蚀强度级别内的分布

为使监测数据能够说明全省总体水土保持状况
,

各监测点的分布必须统筹兼顾
,

在各个不同的侵蚀强

度范围内都要布设
,

根据全省不同侵蚀级别的地域分

布
,

我们将这些待建的监测点进行了划分
,

使之监测

不同的水土流失强度状况
。

宽甸监测点
、

营 口 红旗监测点
、

辽 阳祁家监侧点

主要负责监测轻度侵蚀级别的低山漫岗且植被粗盖

度较高的果园
、

天然林等的水土流失情况 摩云 山监

测点主要负责配合已建成的海城监测点进行大型开

发建设项 目及矿山等剧烈侵蚀的水土流失监测 兴城

市朗月监测点
、

朝阳市骆驼 山监测点
、

凌海市兴隆监

测点主要负责对西部山区 中级以上侵蚀强度的土石

山区和生态修复区进行水土流失监测 ,新宾北 四平监

测点
、

清原龙王庙监测点
、

抚顺县救兵监测点主要负

责监测东部山区轻度侵蚀的水土流失 抽岩监测点

主要监侧蚕场沙化所造成的剧烈侵蚀 彰武县风蚀监

测点主要监测辽宁西北部的风蚀情况
。

衰 新趁监侧站点建设内容

监侧点名称 所在市
、

县 区

营口 市暇鱼圈区

葫芦岛兴城市

鞍山市千山区

抚顺市新宾县

抚顺市清原县

抚顺市抚顺县

辽 阳县祁家乡

锦州市凌海市

朝阳市双塔区

鞍山市抽岩县

本澳市本澳县

阜新市杉武县

丹东市宽甸县

监测内容

营口 红旗监侧点

兴城市朗月监测点

命云山监侧点

新宾北 四平监测点

清原龙王庙监侧点

抚顺县救兵监测点

辽阳祁家监测点

凌海兴隆监侧点

朝阳骆驼山监侧点

抽岩监侧点

本澳县监侧点

彭武县风蚀监测点

宽甸监侧点

果园
、

天然林
、

漫岗地形区水土流失情况

果树梯田
、

水土保持林水土流失情况

矿山恢复治理水土流失状况

坡耕地
、

东部山区水土流失状况

天然次生林水土流失情况

人工林
、

荒地
、

坡耕地水土流失情况

人工整地
、

果树梯 田水土流失情况

天然次生林
、

果树梯田
、

葡萄园水土流失情况

风景区水土流失情况

蚕场沙化水土流失情况

高坡度黑松林水土流失情况

风蚀区水土流失监测

林下参种植区水土流失情况

监侧点在各江河流域内的布设情况

针对不同的流域
,

监测点与流域内的水文站点形

成互补
,

便于整个流域的水土流失计算
。

按流域划分
,

营口红旗监测点
、

辽阳祁家监测点
、

摩云山监测点属于

辽河流域 书抽岩监测点
、

宽甸监测点属于鸭绿江流域

兴城市朗月监测点属于辽西独流人渤海流域 凌海兴

隆监测点
、

朝阳骆驼山监测点属于大凌河流域 新宾北

四平监测点
、

清原龙王庙监测点
、

抚顺县救兵监测点
、

本溪县监侧点属于浑太流域
,

监测全省各大流域内的

水土流失状况
。

针对全省重点河流情况分别在大凌

河
、

柳河
、

蛇牛河
、

辽河 和浑河布设 了 个水文监侧

点
,

对流域出口水文泥沙数据进行监测
。

辽宁省监测网络建成后所起的作用

监测网络建成后
,

监测点基本砚盖辽宁省东
、

中
、

西部所有水土流失类型区
,

砚盖辽河
、

大凌河
、

浑太河

等大流域
,

能够监侧当地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水土流

失的成因及侵蚀模数
。

通过所设 的水文站提供的

泥沙数据
,

流量及降雨量等数据
,

能够监侧流域内的

总土壤流失量
,

进而校正监测点所得数据误差
。

总的

来说
,

辽宁省水土流失监侧网络建成后基本能够监测

全省每年水土流失量
,

分析水土流失成因
,

为每年的

水土流失监测公告
、

水土流失治理和预防监督提供基

础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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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监侧点在各江河流城内的布设情况

水文测站名称 河流 集水面积 所在市县 所在乡镇
、

村

大城子水文站监测点

叶柏寿水文站监测点

朝阳水文站监测点

义县水文站监测点

凌海水文站监测点

彩武水文站监测点

新民水文站监测点

马虎山水文站监测点

六间房水文站监测点

北 口前水文站监侧点

大凌河

忙牛河

大凌河

大凌河

大凌河

柳 河

柳 河

辽 河

辽 河

浑 河

喀左蒙古族 自治县

建平县

朝阳市双塔区

义县

凌海市

彭武县

新民市

新民市

台安县

消原满族自治县

大城子镇小河湾村

叶柏寿镇西街

八里堡乡中山营子

义州镇东北街

大凌河镇大凌河街

城郊乡建华村

新民镇西街

陶屯乡乌尔汗村

新开河镇张荒村

南口 前镇北 口前村

监测网络建设面临的问题及下一步

建设要点

辽宁省监测网络的建设 目前已纳人全国规划
,

可

行性研究报告经国家发改委批准 目前已进人初设阶

段
,

具体的建设实施要等到 年
。

由于规划做得

较早
,

实施较晚
,

之间相隔近
,

考虑经济因素
,

当初

所做的预算已经严重不足
,

这就制约了监测点建设的

规模的质量
。

辽宁省监测点的建设规划用地全部为地方水保

机构或者监测承担机构 自购土地或者租期 以上

的出租地
,

此次规划未将土地使用 费列人其中
,

虽然

地方监测机构压力很大
,

但由于监测数据以后可以为

其所用
,

并且监测点能够提高当地水土保持部门的技

术水平和科技含量
,

所 以建设的积极性比较高
。

目前监测站点覆盖度还不是很高
,

对于县一级治

理工程
、

大型开发建设项 目
、

中小河道的水土流失情

况还没有系统的监测点建设方案
,

今后在全省统一规

划的基础上将加强与地方水保机构的合作
,

形成点

监测点
、

开发建设项 目 一线 河流
,

分水岭 一面 流

域 相结合
,

上 上游
、

坡顶 一中 中游
、

坡面 一下 下

游
、

河 口
、

坡脚 相协调的监测模式
,

使辽 宁省监测点

建设工作上一个新台阶
。

上接第 页

结 论

水土保持监测是水土保持与国家生态环境安全

的信息收集中心及传感器
,

加强水土保持监测本身相

关理论的研究
,

有助于水土保持学科的发展及水土保

持事业的发展
。

结合相关研究和思考
,

有以下几个方

面需要宏观考虑 促进与水土保持监测相关技术

手段之间的融合 加强 国家宏观层 面水土保持

监测工作的研究与管理 水土保持学科基础理

论
、

机理与水土保持监 测的技术
、

理论 的互相拉动
。

当然
,

需要指出的是水土保持监测研究范围较广
,

内

容丰富
,

以上几个方面只是初浅的论述
,

旨在抛砖引

玉
,

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更加深人的讨论
,

集思广益
,

以便更好地推进水土保持监测研究工作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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