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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过分析福建省的自然概况
、

土壤侵蚀类型区
、

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分布特点及水土保持试验站

现状
,

研究和分析了福建省各级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布设原则和监测内容
。

提出全省监测站点应按省级总

站
、

分站
、

监测场点三级设里
。

福建省水土保持监测总站设在福州市
,

9 个监测分站按行政单元设置
,

16 个

监测场点主要结合现有水土保持试验站
、

科教园和水文站点布设
。

同时
,

针对监测站点运行和管理有关问

题进行了探讨
。

关扭词 : 水土保持 ; 监测点 ; 布局 ; 监测内容

文做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 0 0 0一 2 88 X (2 0 0 9 )0 2一0 1 0 3一0 4 中圈分类号
: 5 15 7

,

X 83 0
.

l

L a yo u t o f So il a n d W
a te r C o n se rv a tio n M o n ito r in g Sta tio n in Fuj ia n P r o v in c e

W A N G S h u i
一

q ia n ,

W A N G W e i
一

m in g

(F u
jia n 5 0 11 A n d W d te r

CO
n se r va tio n

M d n iro r in g S ta tio n ,

F u z ho u ,

Fuj ia n 3 50 0 0 3
,

Ch in a )

A b stra e t :
T h ro u g h a n a ly sis o f the n a t u r e eo n d itio n a n d th e d is t r ib u tio n eh a r a e t e r is tie s o f 5 0 11 e r o s io n typ e a n d

5 0 11 e r o s io n e o n tr o l a r e a in Fu jia n P r o v in e e ,
the la yo u t Pr in eiPle a n d it s m a in w o rk s o f 5 0 11 e o n s e r v a tio n m o n i

-

to rin g s t a tio n a n d 5 0 11 e r o sio n s u r v e y s it e s o f th e p r o v in e e w a s p u t fo rw a rd
,

1
.

e
. ,

3 le v e ls o f m o n it o r in g s ite s

sh o u ld be e s ta blis he d
: th e g e n e r a l m o n it o r in g s t a tio n o f Fuj ia n P r o v in e e s ho u ld b e lo e a t ed in Fu z h o u C ity

,

a n d the 9 br a n e h st a tio n s s ho u ld be lo e a t e d in 9 a dm in is t ra tiv e dis tr ie t s o f the Pr o v in e e ,
the 1 6 5 0 11 e r o s io n

s u r v e y p o in t s b e lo e a t ed in 5 0 11 e o n s e r v a tio n s t a tio n , 5 0 11 e o n s e r v a tio n se ie n e e a n d t e eh n o lo g y d e m o n s tr a t io n

g a rd e n a n d h yd r o lo g y s t a tio n in th e p ro v in e e
.

Fin a lly s o m e p ro b lem s r ela t ed o p e r a tio n a n d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the m o n ito r in g sit e s a r e d is e u s s e d
.

K eyw o rd s : 50 11 a n d w a te r eo n serv a tio n ; su rv e y Po in t ; e sta blish m en t ; m o n ito r eo n ten t

水土保持监测是运用多种技术手段
,

对水土流失 1
.

24 x l0
5

km
, ,

总人口 3 5 58 万人 (2 0 0 6 年 )
,

人 口 密

的成因
、

数量
、

强度
、

影响范围
、

危害及其防治效果进 度分布上呈现从沿海向内地减小的趋势
,

平均人 口 密

行动态监测 和评估 [l]
,

是一项 十分重要 的基 础性 工 度 293 人 /k m
, 。

行政上划分为 9 个设区的市
。

作
。

随着水土保持工作的不断发展
,

水土保持监测工 1
.

1 地形地貌

作越来越得到重视
。

目前全 国水土保持监测 网络正 福建省地貌类型以丘陵山地为主
,

占全省土地总

在开始建设
,

其中
,

监测站点的布设是监测 网络建设 面积的 80 %以上
。

境内山岭耸峙
,

低丘起伏
,

河谷和

的一项重要内容
。

鉴于监测工作具有长期性 以及野 盆地错综其间
。

整个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

呈马鞍形倾

外监测场点的布设所应考虑的诸多因素
,

因此监测场 斜
,

从西向东
,

由闽西 大山带
、

谷地
、

闽中大 山带到沿

点布设时更需要全面考虑
,

科学规划
,

才能保证监测 海丘陵
、

平原
。

其中
,

分布于沿海丘陵植被稀少
,

侵蚀

场点长期运行
。

本文通过对福建省水土流失现状和 强烈
,

水土流失现象较严重
。

相关因素的分析
,

探讨了全省水土保持野外监测场点 1
.

2 气候

的布设方法和存在的问题
。

气候属亚热带季 风气候
,

热 量充 足
,

降水 丰富
。

1 自然概况

福建省地处我国的东南沿海
,

位于北纬 2 3
0

3 3
‘

一

2 5
0

2 0
’ ,

东经 1 1 5
0

5 0
‘

一 1 2 0
‘

4 0
’

之间
,

全省土地总面积

全省大部分地 区年均温度在 16 ℃ ~ 21 ℃ 之间
,

年 日

照时数在 1 7 00 ~ 2 3 00 h
。

全省大部分地区年降雨

量 1 0 00 一 Z 10 o m m 之间
,

时空分布不均
,

空间分布

上大致从东南沿海向西北 山区增大
;
从 时间分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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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

3一 6 月集中了全年降雨t 的 50 % ~ 60 %
,

其降雨

特征是雨区广
,

雨 t 多
,

强度大
,

雨期长刃一9 月内的

降雨t 占全年的 20 %
,

沿海更高
,

达 35 % ~ 40 %
,

这

一时期主要受台风雨 影响
,

有台风 时
,

雨区广
,

雨 势

猛
,

雨t 大
,

雨期短
,

对土壤的侵蚀力强 ;其余时段 降

雨t 仅占全年降雨t 的 10 % ~ 20 %
。

1
.

3 植被

据 2 0 0 7 年统计
,

福建省森林班盖率为 62
.

96 %
。

全省林地 面 积 9
.

08 X 10
‘

hm Z ,

占土地 总 面积 的

74
.

74 %
,

主要包括有林地
、

灌木林地
、

疏林地
、

未成林

造林地和宜于造林的无林地
,

其中有林地面积 7
.

“

X 1 0 ‘ hm Z ,

占林地面积的 8 4
.

2 4 %
。

1
.

4 水系

境内河流众多
,

水系密集
,

河网密度大于 0
.

1 km/
k耐

,

主要河流有闽江
、

九龙江
、

晋江
、

汀江
、

交澳和木兰

澳等
。

境内河流源短流急
,

地表径流丰富
,

年径流模数

30 ~ 4O nU / (5 .

k耐 )
,

年径流系数为 0
.

45 ~ 0
.

7 ,

多年

平均径流深在 1 0 00 ~ 左右
。

降雨是福建河流水流

的主要补给来源
,

河川地表径流总量年平均可达 1
.

17

x lo , ‘
ma

。

境内河流多年平均悬移质输沙模数 20l t/

k耐
,

其中晋江最大
,

达 4 22 t/ k m Z 。

闽江最小
,

为 136

t/ k耐
。

全省翰沙t 年际变化较大
,

一般最大输沙t 为

最小输沙t 的 7~ 8 倍
,

这是由于输沙t 除与年径流t

多少形成的挟沙能力大小有关外
,

还和人类活动造成

的水土流失有密切关系
。

1
.

5 土地利用现状

2 0 0 5 年全省耕地 面积 1
.

1 3 x 1 0 ‘ hm Z ,

其中水

田 9
.

2 0 X 1 0 , hm Z ,

占 8 1 %
,

早地 2
.

1 5 X 1 0 , hm Z ,

占

1 9 % [ , 〕;草地面积 1 9 0 8 7
.

3 8 k m , ,

占土地总面积 的

15
.

59 % ; 另有水域
、

居民点
、

交通等其它地类面积共

4 5 6 0
.

4 9 km , ,

占土地总面积的 3
.

7 4 %
。

2 土镶侵蚀类型及分区

根据 2 000 年第三次全 国土城侵蚀动态遥感调查

结果
,

福建省土城侵蚀类型主要为水力侵蚀
。

全省土

城俊蚀 总面 积 13 1 27
.

3I k m 砰
,

占土 地 总 面积 的

10
.

72 %闭
.

其中轻度水土流失面积 6 57 2
.

g k耐
,

中

度水土流失面积 3 8 15
.

4I k耐
,

强度水土流失 面积

2 5 4 7
.

2 3 k rn Z ,

极强度以上水土流失面积 191
.

76 k rn Z 。

2
.

1 土坟怪蚀分区

全省土坡侵蚀划分为以下 5 大主要土城侵蚀区
。

2
.

1
.

1 阂西 北山地盆谷枉度一中度俊性区 位于福

建西北部
,

武夷山脉北段
,

杉岭山脉至珍峰山脉间
,

行

政区城包括南平市的浦城
、

松澳
、

武夷山
、

光泽
、

邵武
、

建阳
、

建甄
、

顺昌
、

延平及宁德市的屏南
。

墓本属闽江

上游的建澳
、

富屯澳范围
,

是福建省水资源较丰富的

地 区
。

区内土地面积 26 01 6
.

5 k m , ,

占全省土地总面

积的 2 1
.

2 4 %
。

2
.

1
.

2 阂中山地盆谷无明显 (徽度 )一轻度俊性 区

位于福建中西部
、

武夷山脉中段
、

戴云山脉和博平岭

山脉北段之间
,

行政范围包括三明市的泰宁
、

将乐
、

沙

县
、

尤溪
、

建宁
、

明澳
、

永安
、

清流和三明市区
,

以及龙

岩市的漳平
。

区内土地 面积 2 1 3 69
.

49 km , ,

占全省

土地总面积的 17
.

45 %
。

2
.

1
.

3 阂东沿 海山地丘陵中度一强度俊性 区 位于

福建东部
,

赞峰山脉和戴云山脉以东
,

行政上包括宁

德市的寿宁
、

福鼎
、

拓荣
、

福安
、

靛浦
、

周宁
、

屏南
、

古

田
、

蕉城和南平市的政和
,

以及福州市的罗源
、

连江
、

长乐
、

闽侯
、

闽清
、

永泰
。

区 内土地 面积 23 0 3 2
.

3

k m , ,

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18
.

81 %
。

2
.

1
.

4 阂西南丘陵低 山轻度一强度俊性区 位于福

建西南部
,

武夷山脉南段至博平岭山脉间
,

多为汀江

流域范围
。

行政区域包括龙岩市的长汀
、

连城
、

新罗
、

上杭
、

永定
、

武平 和三明市 的宁化
。

区内土地面 积

18 4 4 0
.

2 4 km
, ,

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1 5
.

0 6 %
。

2
.

1
.

5 阂东南丘陵平原强度俊性 区 位于我省东南

部
,

长乐
、

永泰以南
,

闽中大山带东侧
,

为东南沿海诸河

流域范围
。

行政区域包括莆田
、

泉州
、

漳州
、

厦门 4 个

市
,

以及三明市的大田和福州市的福清
、

平潭
。

区内土

地面积 33 607
.

27 k时
,

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27
.

44 %
.

2
.

2 土坡俊蚀分布状况及动态变化

福建省的土壤侵蚀面积以闽东南丘陵平原强度

侵蚀 区最高
,

达 4 947
.

78 k m , ,

其次是闽东沿海山地

丘陵中度一强度侵蚀 区
,

土壤侵蚀 面积为 2 8 3 6
.

33

k m
Z ,

其它各区依闽西南丘陵低 山轻度一强度侵蚀

区
、

闽西北山地盆谷轻度一中度侵蚀区及闽中山地盆

谷无明显 (微度 )一轻度侵蚀区的顺序降低
。

因此
,

闽

东南丘陵平原强度侵蚀区
,

闽东沿海山地丘陵中度一

强度侵蚀区 以及闽西南丘陵低山轻度一强度侵蚀区
,

既是水土流失防治的重点地区
,

也是今后水土保持监

测的主要区域 (表 1 )
。

3 水土保持防治重点区分布

根据水土保持三区划分原则和福建省水土流失

状况
,

福建省水土保持防治三个重点区的划分如下
。

3
.

1 , 点预防保护区

该区位于闽西北的武夷山和闽中的鸳峰山
、

戴云

山和博平岭山脉北段
,

即闽江
、

九龙江等福建几个主

要河流的上游地带
。

涉及南平
、

宁德
、

三明
、

泉州
、

漳

州
、

龙岩
、

莆田
、

福州等 8 个市的 25 个县 (市
、

区 )
,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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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乡镇
。

土地总面积 30 4 94
.

7 k m 2 ,

占全省土地总面

积的 24
.

9 %
,

其中土壤侵蚀面积 3 291
.

02 k m , ,

占全

省土壤侵蚀总面积的 25
.

07 %
,

占该地区土地总面积

的 9
.

17 %
。

裹 1 各区土坟 . 蚀面积分布状况

序号 侵 蚀 区 土地面积 / k m “

侵蚀面积 / k m
Z

侵蚀率/ % 占总侵蚀面积 %

�卜�0
,.1日任QU�/n�心UO口.匕

..

⋯
dl11
电卫11J�月I

心卫通.胜人O乙,l八j闽西北山地盆谷轻度一中度侵蚀区

闽中山地盆谷无明显 (徽度 )一轻度侵蚀区

闽东沿海山地丘陵中度一强度侵蚀区

闽西南丘陵低山轻度一强度侵蚀区

闽东南丘陵平原强度侵蚀区

26 0 1 6
.

5 0

21 36 9
.

4 9

23 0 3 2
.

3 0

18 4 4 0
.

2 4

33 60 7
.

2 7

1 80 6
.

7 7

1 4 4 4
.

0 0

2 8 36
.

3 3

2 0 92
.

4 3

4 9 47
.

7 8

6
.

94

6
.

7 6

12
.

3 1

1 1
.

3 5

14
.

7 2

1IVm11V

该区几乎是 全省所有河流 的发源 地和天然林

区
,

林草覆盖度达 70 纬以上
,

土壤侵蚀程度较轻
。

该

区地处偏远山区
,

以农业为主
,

人 口密度 77 人 / k m
Z ;

山高坡陡
,

平均海拔 800 m 以上
,

大于 25
。

的坡地面

积占土地总 面积 的一 半 以上 ; 年降水量达 1 600 ~

2 2 0 0 m m
,

是福建省主要暴雨区
。

土层薄
,

土壤侵蚀

潜在危险程度高
。

3
.

2 , 点监督区

位于福鼎市至诏安县的沿海国道两侧及闽西主要

矿产开采区
。

涉及全省宁德
、

福州
、

莆田
、

泉州
、

厦 门
、

漳州
、

三明
、

龙岩等市的 32 个县 (市
、

区 )
,

1 00 个乡镇
。

土地 总 面积 10 2 73
.

3 k耐
,

占全 省 土地 总面 积 的

8
.

4 %
,

其中土壤侵蚀面积 1 0 6 6
.

54 k耐
,

占全省土壤

侵蚀总面积的 8
.

12 %
,

占该区土地总面积的 9
.

74 %
。

3
.

3 , 点治理区

位于汀江
、

九龙江
、

晋江
、

蛟溪 (赛江 )流域的严重

土壤侵蚀区和沿海岛屿水
、

风力侵蚀地带
。

该区涉及

三明
、

龙岩
、

漳州
、

泉州
、

福 州
、

宁德等市的 14 个县

(市
、

区 )
,

9 3 个 乡镇
。

土地总面积 1 3 7 7 8
.

0 k m Z ,

占

全省土地 总 面 积 的 n
.

25 %
,

其 中土 壤侵蚀 面 积

2 14 5
.

5 k m 2 ,

占全省土壤侵蚀总面积 的 1 6
.

34 %
,

占

该区土地总面积的 20
.

81 %
。

该区是全省最严重的

土壤侵蚀区 ;人 口 稠密
,

而资源贫乏 ;环境恶化
,

部分

山区还是贫困地 区
,

生产力低 下
;
治理任务重

,

难 度

大
,

但潜在生产力高[’1
。

4 水土保持试验站现状

自 1 9 8 3 年福建省水土保持科研机构 相继恢复

后
,

全省共设立 19 个水土保持试验站
。

其中省级水

土保持试验站 1 个
,

设立在省会福州市
; 县 (市 ) 级水

土保持试验站 18 个
,

大多数设立在水土流失较严重

的区域
,

代表了不 同水土流失类型 区
,

并且沿全省主

要江河流域分布
。

全省 19 个试验站核定编制数合计

巧 8 人
,

其中技术人员 87 人
。

全省试验站现有试验

示范基地 3 3 0 hm Z ,

其中站属土地 8 2 hm Z 。

近年来
,

全省试验站利用拥有的科技人员
、

试验场

地等技术和物质条件
,

开展了土壤侵蚀规律
、

不同土地

利用类型水土流失监测等课题研究
,

获省科技奖多项
,

从而为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

此外全省还有一批现成的水文站点可加以利用
,

从水文观测资料中获取福建省主要江河降雨
、

径流
、

输沙量数据
,

结合全省坡面径流小 区观测
,

定量分析

全省水土流失的变化规律
。

5 监测站点布设及功能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分站布设的原则和福建省实际

情况
,

同时考虑到按行政单元设立监测分站将有利于监

测工作的开展
,

因此全省水土保持监测 网络按三级设

置
,

即布设省级总站 1 个 ;监测分站 9 个
,

每个设区市各

设 1 个
;
监测场点设立 16 个

,

其中综合观测场 1个
。

第一级福建省水土保持监测站设在省会福州市
,

是在原有的福建省水土保持试验站增挂福建省水土

保持监测站牌子
。

第二级福州
、

泉州
、

漳州
、

龙岩
、

南平
、

宁德
、

三明
、

厦门
、

莆田 9 个设区市监测分站
,

均设在 9 个设 区市

所在地
,

大多是在当地办站加挂牌子
,

合署办公
。

5
.

1 监测场 (点 )

第三级监测场 (点 )共有 16 个
,

是根据水 土保持

监测站网布设的原则
,

按照全省主要 江河流域
,

不 同

土壤侵蚀类型区与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进行分布
;
同

时
,

主要结合现有水 土保持试验站
、

水土保持科教园

及水文站进行布设
。

福建省水土保持试验站和科教园大多已建有径

流场并开展了试验观测
,

如建甄
、

福安
、

长汀
、

安溪
、

漳

浦
、

集美
、

宁化等县市水土保持试验站
,

福州金山水土

保持科教园等园区已建设了部分径流小区和控制站
,

漳州市水土保持试验站径流场也已完成选址
。

因此
,

依托这些站 (园 )进行改 (扩 )建
,

使之成为合格的水土

保持监测场点
,

既能避免重复建设
,

又能利用原有观

测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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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可加以利用的已建站 (园 )分别代表全省不

同的水土流失类型区
,

符合全省水土保持规划 ;并都

拥有一定数 t 的
,

专业 比较配套
,

具有一定水土保持

野外观侧工作经验的科技人员
,

还初步具备开展监测

的必要手段和设备
,

交通
、

生活条件也 比较方便
。

这

些均有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
。

同时
,

还拟利用 3 个水

文侧站开展水土保持监测
。

全省 16 个监测场 (点 )名

称见表 2
。

¼ 长汀站
:
监测闽西重点治理区的水土流失和水

土保持效益 ;

½ 福州
、

集美
、

漳州
、

漳浦
、

安澳等站 (点) :
监测闽

南丘陵红坡区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水土流失和不 同

治理措施的水土保持效益
。

衰 2 福吐省水土保持监侧场点名称

监侧场 (点 )

观侧场 (1 个 )

监侧场 (点 )具体名称

径流场 (9 个)

控制站 (6 个 )

长汀

长汀
、

福安
、

安澳
、

津州
、

津浦
、

集美
、

建匝
、

宁化县
、

福州金山

长汀 3个 ( 即晨光
、

赤岭
、

曾坊 )站
,

莆

田渡里
,

凤洋
,

大田

5
.

2
.

1 观浏场 在全省水土流失最严重的长汀县布

设 1个观测场
。

观测场内设 ! 1 个控制站
,

1 个径流

场
。

按《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 s L 27 7 一

20 0 2) 的要

求
,

径流场建 12 个观测小区
,

分别根据该 区主要土地

利用类型和水土保持措施进行布设
。

5
.

2
.

2 监浏点 全省共布设 15 个水蚀监测点
,

其中

径流场 9 个
,

控制站 6 个
.

9 个径流场是新建或利用

已有的径流场进行改 (扩)建
,

其作用是监测该 区主要

土地利用类型的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措施的效益
。

6

个小流域卡口站
,

是利用现有的 3 个水文站和原有试

验站的 3 个卡 口站
,

配套完善监测设备与设施
,

增加

观测水土保持监测所需项 目
。

5
.

3 各监侧场点承担的监侧内容

( l) 江河流域径流
、

泥沙监测
。

莆田渡里
、

凤洋
、

大田等 3 个水文站利用水文观测资料
,

获取江河流域

降雨
、

径流
、

输沙量数据
,

结合全省坡面径流小区观

测
,

定t 分析该区域水土流失的变化规律
。

(2 ) 小流域监测
。

长汀县晨光
、

赤岭
、

曾坊 3 个

小流域控制站对所在的小流域进行监测
,

获取小流域

降雨
、

径流
、

泥沙等资料
,

定量分析流域土坡流失动态

和变化规律
,

以评价流域水土保持效益
。

(3) 不同类型区水土流失试验观测
。

¹ 建哑站
:
监测闽北地区 (闽江上游 )水土流失和

水土保持效益
;

º宁化站
:
监测紫色土地区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

效益
;

» 福安站
:

监测闽东地区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效

益
,

重点监测茶园的水土流失
;

6 讨 论

‘
. 1 监侧站点布设应当充分考虑其代衰性和 , 益面

监测点的布设应尽可能使其能代表不同水土流

失类型区
,

使监测的成果能较全面
、

准确地反映整个

区域的情况
。

由于 目前行政的管理体制是按地方行政划区管

理
,

为了便于工作
,

还有必要考虑行政区的因素
,

使监

测站点不但能满足国家层面监测的需要
,

也能服务于

地方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需要
,

从而更好地发挥监测

站点的作用
,

提高监测的效益
。

6
.

2 监侧站点布设应当考虑其运行的长期性

监测点是监测 网络的末梢
,

承担着定位
、

连续观

测
、

整编和汇交资料的任务[5]
。

由于监测工作的长期

性
,

监测点布设时应当考虑到长期运行 的可能性
,

在

规划建设时不应片面追求数量
,

要在考虑其代表性的

同时
,

也考虑长期运行可能出现的问题 ; 要遵循先急

后缓的原则
,

在条件成熟时
,

再视需要增加监侧点的

布设密度
。

此外
,

为有利长期运行
,

监侧点的布设还

应考虑后勤
、

交通
、

生活等基础条件
。

6
.

3 监测站点布设应当考虑运行费

监测网络建立后
,

需要有稳定运行经费
,

以维护

和更新监测设施设备
,

培训监测人员
,

确保正常开展

监测工作
。

但目前多数地方水土保持监测网络的运

行费没有完全明确
,

从而可能影响到网络的正常运

行
。

因此
,

应当以适当的形式明确监测运行经费的来

源
,

在站点布设时就应考虑到这一因素
,

避免出现建

成后难运行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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