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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水土保持监测规划布局及运行管理设想

双 瑞
河南省水土保持监督监侧总站

,

河南 郑州

摘 要 河南省水土保持监侧站网是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

包括 个省级监

侧总站
,

个地市级监侧分站和 个水蚀监侧点 个水蚀监测点代表着豫西黄土阶地区和黄土丘睦沟

壑区
,

像北太行山石质山区
,

像西南伏牛山南趁风化片麻岩低山丘陵区和豫南大别山花岗片麻岩区

在机构设 及机构性质上
,

不论是监侧总站或分站
,

均应设里为全额预算的纯公益性事业单位
。

各类

监侧机构实行统一管理
,

分级负责的管理制度
,

省总站和分站受水利部和省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领导
,

同

时接受上级水土保持监侧机构的业务指导
。

参照水文
、

气象
、

环境监测
、

森林资源监侧等机构资金筹措

办法
,

机构运行经费纳人同级财政预算
。

关 询 河南省 , 水保监测 规划布局 运行管理

文橄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 中圈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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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南省土镶侵蚀类型区分布及特征

河南省境内有太行山
、

伏牛山
、

桐柏山
、

大别山 4

大山脉和黄河
、

淮河
、

长江
、

海河 4 大水系
。

全省山丘

区面积 7
.
9x l少 k耐

,

占总面积的 47
.
3 %

。

土壤侵蚀

主要分布在中山向平原过渡地带的低山丘陵区
、

黄土

丘陵沟壑区和易风化地质岩性 (花 岗岩
、

片麻岩和页

岩)区
。

据 2001 年遥感普查
,

全省共有轻度 以上水土

流失面积 2
.
98 x l少 k耐

,

占山丘区总面积的37
.
72 %

,

其中轻度侵蚀面积 2
.
29 x l少 km

Z ,

占总流失面积的

75
.
n %

,

主要分布于植被稀疏或村镇密集的中山区和

经过初步治理
,

管护良好的低山丘陵区
;
中度侵蚀面积

6
.
80 x lo

,
k 时

,

占总流失面积的23
.
60 %

,

主要分布于

尚未经过治理且植被稀疏
,

村镇密集的低山区和已经

开始治理但规模偏小或管护较差的土石质丘陵或黄土

地貌 区
;强度侵蚀 面 积 400 k耐

,

占总 流失 面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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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南召县人
,

工 学学士
,

高级工程师
,

主要从事水土保持科学研究
,

水土保持监侧研究及管理等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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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9 %

,

主要分布于尚未治理且地表岩性易风化
,

松散

的低山丘陵区和黄土地貌区
。

1

.

1 稼西黄河流域黄土地貌俊蚀区

该区域包括三门峡
、

洛阳
、

郑州
、

焦作
、

济源等 5 市

25 个县 (市)
,

是我省土壤侵蚀面积最为集中
,

侵蚀类型

最为复杂
,

侵蚀强度最为严重的地区
,

水土流失面积近

9 oo o k耐
,

约占全省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30 %
。

尤其是

黄河南岸的豫西山地和丘陵
,

与我国西北部的黄土高

原相连
,

植被稀少
,

气候干早
,

面蚀和沟蚀都十分严重
。

土壤侵蚀模数一般为 2 500一10 ooo t/ (k耐
·

a
)
[
, 〕

。

1

.

2 稼西南长江流域低山丘陵俊蚀 区

包括丹江 口水库上 游及唐白河流域
,

涉及南阳

市
、

驻马店市和三门峡市的 12 个县 (区 )
。

现有水土

流失 面 积 7 070 km 2 ,

约 占全 省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的

22%
。

该区的主要 问题是人 口集中
,

坡耕地面积 大
,

耕作粗放
,

林草稀少
,

粮柴不足
,

滥垦
、

滥挖
、

滥牧现象

严重
。

浙川
、

西峡
、

南召
、

内乡
、

泌阳
、

卢氏等县是这一

地区的治理重点
。

1

.

3 淮河上游低山丘陵俊蚀区

该区域涉及许昌
、

郑州
、

平顶山
、

驻马店 4 个地市

21 个县 (市
、

区)
,

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6 56 3 km
“ ,

约 占

全省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20
.
4%

。

该 区域主要 问题是

坡耕地及荒山面积大
,

特别是在低山丘陵区
,

由于不

合理开垦
,

植被破坏严重
。

土壤侵蚀形式 以面蚀
、

沟

蚀为 主
,

局 部有 重 力 侵 蚀 发 生
。

土 壤侵 蚀 模 数

3 oO0 t/ (km Z
. a)

。

该区域是河南省暴雨 中心
,

大部

分河流比降较大
,

遇到山洪常会形成河水陡涨
,

水冲

沙压农田
,

加之一些骨干河流缺少拦蓄工程
,

地表水

多以山洪或河川径流方式流失〔’了
。

1

.

4 淮南低山丘陵健蚀区

该区域属淮河水系
,

涉及信阳
、

南阳市的 13 个县

(区)
,

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6 01 8 km
, ,

约占全省水土流

失面积的 21 %
。

该区域的主要问题是地表风化物疏

松
,

林种结构不合理
,

滥伐森林
,

滥垦耕地和常常因降

雨造成水冲沙压 良田
,

塘库淤积
。

1

.

5 海河流域低 山丘陵俊蚀区

该区属海河流域
,

涉及 安阳
、

鹤壁
、

新乡
、

焦作 4

市的 13 个县 (市区)
,

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2 843 km Z
,

约占全省水土流失面积 的 6
.
6%

。

该 区的主要 问题

是谷深坡陡
,

土薄石厚
,

干早缺水
,

植被稀少
,

森林覆

盖率仅有 5
.
55 写

,

是全省 山区林 草植被最稀疏 的地

区
,

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

2 全省水土保持监测网络规划布局

2002年
,

河南省编制了《河南省水土保持监测网

络建设实施方案 ))[l 〕
,

将全省水土保持监测 网络划分

为一个监测总站
,

7 个监测分站和 12 4 个治理
、

保护
、

监督监测点
。

2 0 0 7 年
,

国家发改委《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全国水土保持监测 网络 和信息系统建设二期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 )}( 发 改农 经「2007」1792

号)中
,

安排河南省建设任务为一个省级监测总站
,

6

个监测分站和 33 个水蚀监测点
。

经多次优化后
,

初

步设计监测点 29 个
,

其中 1 个综合观测场
,

4 个控制

站
,

13 个径流场
,

利用现有水文站点 n 个
。

2

.

1 省级监测总站

200 5年 10 月河 南省机构编制委员 会 以豫编

[2005」50 号文将河南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变更为

河南省水土保持监测总站
,

机构规格相 当于正处级
,

事业编制 51 名
,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

经费实行全额预

算管理
,

为省水利厅 直属事业单位
,

主要任务是受省

水利厅委托承担全省水土保持预防监督和监测工作
,

开展水土保持技术研究
、

推广应用工作等
。

在监测工

作方面
,

统一承担全省及 4 大流域的水土保持预防保

护
,

综合治理
,

监督管理等项内容的监测工作任务
,

并

负责向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 中心和 4 大流域机构的

中心站上报监测数据
,

接受技术指导和培训 ;负责汇

总
、

分析全省水土流失监测数据
,

定期编制全省水土

流失与水土保持监测公告
;
负责对全省监测分站下达

监测任务
、

技术指导和业务培训等
。

2

.

2 监侧分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利部第 12 号令》要求
,

考虑到我省跨 4 大水系
,

地处 4 大山脉
,

地貌类型复

杂
,

地表岩性繁多的实际
,

为便于全面
、

准确地掌握全

省各类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

均匀控制监测范围
,

全省

监测分站共设 6 个
。

( l) 信阳分站
。

主要监测淮河流域大别山
、

桐柏

山区
。

行政区划涉及信阳市全部和驻马店
、

南阳市淮

河流域部分县 (市
、

区) ;地貌类 型涉及 中山
、

低 山
、

丘

陵和岗地区 ;河流水 系涉及淮河干流上游和濒河
、

竹

竿河
、

满河
、

洪河等支流
。

(2 ) 南阳分站
。

主要监测伏牛 山南坡地 区
。

行

政区划涉及南阳市全部和三门峡
、

洛阳
、

驻马店的长

江流域部分县 (市
、

区 );地貌类型涉及中山
、

低山和丘

陵
;河流水系涉及丹江

、

白河
、

唐河等支流
。

(3 ) 洛阳分站
。

主要监测 熊耳 山北坡 和太行山

南坡黄河流域部分
。

行政区划包括洛阳市
、

济源市全

部和焦作市的黄河流域部分县 (市
、

区) ;地貌类型涉

及中山
、

低山和黄土 丘陵区
;
河 流水系涉及伊河

、

洛

河
、

珍河
、

济河等支流
。

(4 ) 三 门峡分站
。

主要监测蜻 山北坡
。

行政区

划包括三门峡市全部
;地貌类型涉及 中山

、

低山
、

黄土

丘陵和黄土残源阶地区
;河流水系涉及青龙涧

、

宏农

涧等支流
。

(5 ) 安阳分站
。

主要监测太行 山东麓海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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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

行政区划包括安阳市
、

鹤壁市
、

新乡市全部和

焦作市的海河流域部分县 (市
、

区 ) ;地貌类型涉及 中

山
、

低山和丘陵 ;河流水系涉及安阳河
、

淇河等支流
。

(6 ) 平顶 山分站
。

主要监测淮河流域伏牛 山东

趁
.
行政区划涉及平顶山

、

许昌市全部和洛阳市淮河

流域部分县(市
、

区 ) , 地貌类型涉及中山
、

低山和丘陵

区 ;河流水系涉及沙河
、

颖河
、

北汝河
、

渔河等支流
。

以上监测分站均为当地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成

立的事业单位
,

其中南阳
、

信阳
、

洛阳
、

平顶 山
、

安阳 5

站经费为全额预算管理;三门峡监侧分站经费自收自

支
。

6 个监测分站机构
、

人员
、

办公场所
、

配套经费
、

监测场和监测点基本落实
。

2

.

3 监侧点

经多次优化后
,

河南省初步设计监侧点 29 个(观

测场 1个
,

控制站 4 个
,

径流场 13 个
,

利用水文站点

n 个)
。

除 n 个利用水文站点外
,

其余 18 个监测点

主要在原全省 7 个水保试验站 (所)观测站点 的基础

上筛选
。

其中利用原水保站 (所)测流控制断面 4 处
,

新建 1处(陕县金水河 );恢复原水保站 (所)径流场或

径流观测小区 n 处
,

新建 2 处(罗山县万河)
。

在利用水文站点方面
,

近几年
,

河南省监侧总站与

省水文局等单位合作
,

进行了《水文资料在水保监测网

络建设中的地位分析及运用研究))( 省科技进步三等

奖)
、

《用水文资料评价水土保持效益的技术研究》
、

《颖

河源水流沙规律研究及水土保持工程蓄水拦沙效益评

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等一系列研究工作
。

在全省

12 0 多个水文站中
,

筛选出 20 个可以纳人全省常规监

侧点的测站
,

其中的 n 个测站作为国家级常规监测

点
,

也藉此次纳人初步设计的 n 个水文站点
,

其有关

资料将编人拟发布的全省水土保持公报
,

作为评价全

省 4大流域山丘区水土保持生态变化的依据
。

全省 29 个监测点分属海河
、

黄河
、

淮河
、

长江流城 4

个水系
,

代表着豫西黄土阶地区和黄土丘陵沟壑区
,

像

北太行山石质山区
,

豫西南伏牛山南麓风化片麻岩低山

丘陵区和豫南大别山花岗片麻岩区
,

其中
,

黄河流域 14

处
,

海河流域 3处
,

长江流域 6 处
,

淮河流域 6处
。

河南省水土保持常规监侧点甚本情况

监侧点名称

t 山县迎河小流域综合观侧站

陕县金水河小流城控制站

离县胡沟小流城控制站

南召县新寺沟小流城控制站

济派市虎岭河小流域控制站

陕县火烧阳沟坡面径流场

陕县五花岭坡面径流场

陕县西张村坡面径流场

浅县胡沟坡面径流场

禽县韩岭坡面径流场

窝县闻庄坡面径流场

济派市赵沟坡面径流场

济源市小北沟坡面径流场

南召县半截沟坡面径流场

南召县石灰窑沟坡面径流场

南召县新寺沟坡面径流场

罗山县万河坡面径流场

罗山县朱堂坡面径流场

信阳市大坡岭水文观侧站

登封市告成水文观侧站

汝阳县绪罗山水文观侧站

新乡县合河水文观侧站

鹤壁市新村水文观侧站

安阳市安阳水文观侧站

西峡县西峡水文观侧站

南召县白土肉水文观侧站

禽县东清水文观侧站

洛宁县长水水文观侧站

巩义市黑石关水文观侧站

隶属关系

平顶山监侧站

三门峡监侧站

洛阳监侧站

南阳监洲站

省监侧总站

三门峡监侧站

三门峡监侧站

三门峡监侧站

洛阳监侧站

洛阳监侧站

洛阳监侧站

省监侧总站

省监侧总站

南阳监侧站

南阳监侧站

南阳监洲站

信阳监侧站

信阳监侧站

河南省水文局

河南省水文局

河南省水文局

河南省水文局

河南省水文局

河南省水文局

河南省水文局

河南省水文局

黄委水文局

黄委水文局

黄委水文局

流域 水系 所属县(市)

淮河 淮河干流 奋山县

黄河 黄河干流 陕县

黄河 黄河干流 瀚县

长江 汉江 南召县

黄河 黄河干流 济源市

黄河 黄河干流 陕县

黄河 黄河干流 映县

黄河 黄河干流 陕县

黄河 黄河干流 离县

黄河 黄河干流 禽县

黄河 黄河干流 离县

黄河 黄河干流 济源市

黄河 黄河干流 济源市

长江 汉江 南召县

长江 汉江 南召县

长江 汉江 南召县

淮河 淮河干流 罗山县

淮河 淮河干流 罗山县

淮河 淮河干流 信阳市

淮河 淮河干流 登封市

淮河 淮河干流 汝阳县

淮河 津卫南运河 新乡县

海河 津卫南运河 鹤壁市

海河 漳卫南运河 安阳市

长江 汉江 西峡县

长江 汉江 南召县

黄河 黄河干流 禽县

黄河 黄河干流 洛宁县

黄河 黄河干流 巩义市

所属
“

三区
”

省级重点治理区

国家级重点治理区

国家级重点治理区

省级重点顶防保护区

省级重点预防保护区

国家级重点治理区

国家级重点治理区

国家级重点治理区

国家级重点治理区

国家级重点治理区

国家级重点治理区

省级重点预防保护区

省级重点预防保护区

省级重点预防保护区

省级重点预防保护区

省级! 点预防保护区

国家级重点预防保护区

国家级重点预防保护区

国家级重点预防保护区

省级重点监份区

省级重点治理区

省级重点顶防保护区

省级重点治理区

省级重点监任区

国家级, 点治理区

省级, 点治理区

国家级重点治理区

国家级重点治理区

国家级重点治理 区

土城俊蚀类型区

水力侵蚀北方土石山区

水力侵蚀西北黄土高原区

水力侵蚀西北黄土高原区

水力僵蚀北方土石山区

水力侵蚀西北黄土高原区

水力侵蚀西北黄土高原区

水力侵蚀西北黄土高原区

水力侵蚀西北黄土高原区

水力侵蚀西北黄土商原区

水力侵蚀西北黄土高原区

水力侵蚀西北黄土高原区

水力任蚀西北黄土高原区

水力侵蚀西北黄土高原区

水力侵蚀北方土石山区

水力侵蚀北方土石山区

水力俊蚀北方土石山区

水力俊蚀北方土石山区

水力侵蚀北方土石山区

水力侵蚀北方土石山区

水力侵蚀北方土石山区

水力侵蚀北方土石山区

水力侵蚀北方土石山区

水力侵蚀北方土石山区

水力侵蚀北方土石山区

水力俊蚀北方土石山区

水力俊蚀北方土石山区

水力俊蚀西北黄土高原区

水力侵蚀西北黄土商原区

水力俊蚀西北黄土高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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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在问题

3.1 监测分站有待健全

按照水保法规定和水利部 12 号令要求
,

应进一步

加强监测机构建设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调配
。

目前
,

河

南省 6 个监测分站虽已成立
,

但有些技术人员不到位
,

有些职责不清
,

任务不明
。

监测技术人员偏少
,

专业结

构不甚合理的现象普遍存在
。

因此
,

健全机构
,

落实经

费
、

人员
、

设施
、

设备是河南省下一步监测工作的重点
。

3

.

2 监测站点尚摇加密

由于全省遥感调查具有一定的周期
,

在遥感调查

周期内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变化情况必须依赖于布

设在地面的固定监测站点
,

而纳人国家级常规监测点

的密度不够
,

不能准确
、

全 面地反映河南省水土流失

变化情况
。

因此
,

建设省级固定监测点是河南省巫需

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

3

.

3 监测工作正常经费梁道祷要疏通

目前
,

在河南省财政经费年度预算中
,

水保监测

还没有成为预算科目
,

没有正常的经费来源渠道
,

这

对保障监测 网络建成之后 的正常运行和工作开展有

显著影响
。

3

.

4 监测管理体制亚待理顺

由于河南省监测工作起步较晚
,

相关监测管理办

法尚未出台
,

因此
,

对全省监测工作管理尚不到位
,

特

别是在如何处理公共服务与市场行为关系方面还 比

较模糊
。

4 运行管理设想

4.1 在机构建设方面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是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基

础性公益事业
,

是水土保持管理的重要手段
,

是水行

政主管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
。

因此
,

在机构设置及机

构性质上
,

不论是监测总站或分站
,

均应设置为全额

预算的纯公益性事业单位
,

参照公务员管理办法
,

强

调监测机构的管理职能
。

目前
,

河南省总站和 5 个分

站均为公益性事业单位
,

只有三门峡监测分站为 自收

自支事业单位
,

下一步我们将督促和协助该分站变换

机构性质
。

4

.

2 运行管理

(1) 各类监测机构实行统一管理
,

分级负责的管

理制度
。

省监测总站和分站受水利部和省同级水行

政主管部门领导
,

同时接受上级水土保持监测机构的

业务指导
。

( 2) 要在充分借鉴水土保持监 测中心和有关 省

市所出台的规程规范的基础上
,

根据我省实际情况
,

着力研究出台适合河南省的水土保持监测有关规定

和技术标准
、

规范和统一各类水土保持监测 内容
、

设

备和数据格式
,

用以指导全省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

( 3) 学习和借鉴云南
、

安徽
、

湖北等省经验
,

编制

全省水土保持监测规划
,

设置省级常规水土保持监测

点
,

加密全省水土保持监测站点
,

为河南省水土保持

公报服务
。

( 4) 加大水土保持监测技术培训力度
。

除积极

参加水利部
、

流域机构举办的培训班
、

研讨班外
,

还要

邀请大专院校
、

科研院所 的专家讲课
,

举办地面常规

监测技术培训班
。

也可派工作人员出去参观学习
,

扩

大交流
,

学习先进省(区)
、

特别是监测 网络建设项 目

一期省(区)的经验和做法
。

同时以工作促学习
,

在具

体监测工作中
,

开展各项水土保持监测试点
,

及时总

结不同项 目类型的水保监测方法和手段
,

逐步提高监

测成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

为项 目建设
、

监督管理提

供科学依据
。

( 5) 考虑和气象
、

水文
、

林业
、

环境保护等单位合

作
,

资源共享
。

不但我们各省之 间监测资源共享
,

而

且要和气象
、

水文
、

林业
、

环境保护等单位合作
,

作为

公益性资料
,

观测资料共享
。

4

.

3 在监测经费筹措方面

参照水文
、

气象
、

环境监测
、

森林资源监测等机构

资金筹措办法
,

机构运行经费纳人 同级财政预算
,

以

解决监测机构人员经费
、

业务经费
、

公用经费
、

社会保

障经费以及其它费用
。

监测设 施设备实行日常维护

与定期更新
,

其费用考虑从 以下几个方面筹集
。

( l)

积极争取国家支持
;(2) 争取在省财政经费中设立专

项资金
,

形成相对固定 的资金渠道
;(3) 加大水土保

持规费征收力度
,

从
“

规费
”

中安排专项监测经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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