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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点建设实践

赵爱军
,

马力刚
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中心

,

湖北 武汉     

摘 要 探讨了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点的建设新思路
,

提出了不同空间尺度水土保持监测点建设的墓本方

法
。

分析了水土保持监测点的区域代表性
,

总结了监侧点规范化建设的主要做法
。

此外
,

指出了水土保持

监测点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

为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点建设与管理提供 了有关

参考建议
。

关工词 水土保持 监测点 空间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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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点建设在水利部水土保持

司和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 中心 的正确指导和大力支

持下
,

坚持统一规划
,

全面建设
,

分区布设
,

突出重点
,

分类管理的总体思路
,

真抓实干
,

开拓进取
,

充分利用

现有水土保持站点
,

整合水文观测站点
,

建立了一批

夜盖全省八大水土流失重 点治理 区
,

分布于高山
、

丘

陵
、

浅丘和岗地
,

多种空间尺度上的水土保持监测点
,

为获取全省水土流失状况及水土保持现状
,

实现水土

流失动态监测提供了有效途径
。

1 分类建设
,

突出水土保持监测点的

监测重点

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 点总体覆盖 了全省大部分

县 (市
、

区 )
,

为突出监测重点
,

加强分类管理
。

依据水

土保持监测方法和监测内容的不 同
,

将全省水土保持

监测点分为 3 种类型
:
即示范监测点

、

重点监测点
、

普

通监测点
,

分类进行建设和管理
。

每种类型的水土保

sPaee sca le

持监测点在全省水土保持监测 网络与信息系统中发

挥独特作用
。

1

.

1 示范监测点

通过建立小流域控制站和若干代表小流域土壤类

型
、

植被类型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坡面径流观测设施
,

配

备自动化的水土保持监测设备
,

结合小流域调查监测

和遥感监测对小流域进行系统性监测
,

每年掌握小流

域水土流失动态
。

同时
,

以小流域为中心
,

向外扩大到

至 100 k耐 左右
。

作为遥感调查的区域
,

每年将坡面

径流观测设施和小流域控制站采集的径流
、

泥沙数据

与遥感调查获得的植被分布
、

土地利用等面状信息
。

利用 35技术融合
,

分析该区域 的水土流失状况
,

作为

今后全省水土流失遥感普查的标准样地
。

示范监测点

是湖北省建设标准最高
,

监测方法最全
,

监测手段最先

进的一类监测点
,

在湖北省具有示范意义
。

1

.

2
1 点监测点

通过建立若干个分布在全省水土流失重点治理

区的小流域控制站或者不同尺度的径流观测设施
,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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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技术较成熟的传统监测设备
,

进行连续的径流和泥

沙观测
。

主要 目的是摸清全省不 同地形地貌
、

植被类

型
、

土坡类型等条件下的水土流失状况
。

今后
,

与省

水土保持监测中心利用遥感影像所获的土壤植被
、

地

形地貌等信息融合
,

得出县域尺度 上的水土流失状

况
。

重点监测点是全省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与信息系

统数据的主要来源
。

是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点建设最

普通的一种类型
。

1

.

3 普通监洲点

普通监测点主要依托现有的县 (市
、

区 )水土保持

站
,

同时整合湖北省水利系统已有的其它监测站点如

水文站
、

滑坡泥石流预警站等
,

利用现成的人员和设

备而建设
。

普通监测点未布设小流域控制站和坡面

径流小区等传统监测设施
,

主要采用调查监侧
,

调查

该区的水土流失状况
,

水土流失灾害事件
,

水土保持

治理和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现状等
.
今后协助 省

水土保持监测中心开展水土流失遥感普查
,

对遥感普

查选定的样方进行野外详查
。

.

普通监测点其有长期

巡查监测
、

收集和上报水土保持信息的能力
。

2 总体布局
,

建立全面覆盖湖北省自

然特征的水土保持监测点

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点布局始终坚持分区布设

的原则
,

将监测点要能够代表湖北省地形地貌
、

土坡

类型
、

植被分布
、

土地利用等 自然特征作为主要考虑

内容
,

初步建立 了筱盖多种自然因素
,

不同空 间尺度

的水土保持监测点
。

2

.

1 监侧点可 , 益多种影晌水土流失的自然因索

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点班盖 了全省八大水土保

持重点治理区和省内的主要 江河流域
,

全省高山
、

丘

陵
、

浅丘和岗地 4 种地貌都布设了典型的水土保持监

侧点
。

全省共布设水土保持监测点 73 个
,

其中示范

监测点 2 个
,

重点监测点 38 个
,

普通监测点 33 个
。

全省 15 个市(州)的 49 个县 (市
、

区)建立了 1个或多

个水土保持监测点
,

只有位于江汉平原腹地的仙桃市

和潜江市未布设监测点
。

从监测点在全省八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的分布

看
,

大别山南趁片有监测点 14 个
,

平均 1 353 k耐 有 1

个监测点;三峡库区片有监测点 14 个
,

平均1 440 km )有

1个监测点 ,幕府山区有监测点 9 个
,

平均 2 070 k
n12 有

1个监测点 书丹江 口库区 片有监测点 10 个
,

平均 2 367

krn砰有 1 个监测点
.
桐柏山区有监测点 7个

,

江汉平原

周边浅丘区有 4个
,

汉江中游区有监测点 9个
,

清江流域

片有监测点 6个
,

平均 2 731 ~ 3 835 k耐 有 1个监测点
。

三峡库区
,

大别山南趁
、

幕府山区
、

丹江口库区是全省水

土保持监测的重点
,

监测点分布较密
。

从监测点在湖北省主要江河流域的分布情况看
,

汉江流域有 27 监测点
,

长 江干流 46 个监测点
。

73

个监测点代表了黄棕壤
、

红壤
、

黄坡
、

潮土
、

黄褐土
、

石

灰土及紫色土等 7 种土壤
,

7 种土壤的分布面积占全

省总耕地面积 的 48
.
“ %

。

由于 占全省总耕地 面积

50
.
35 % 的水稻土

,

主要分布于江汉平原
,

暂未设立水

稻土典型监测点
。

2

.

2 监侧点可监侧多种空间尺度上的水土流失

当前的水土流失监测主要依靠标准径流小区或

者小流域控制站
,

空间尺度较单一
,

对空间尺度的效

应考虑不够
,

不同空间尺度监测数据的转换方法不成

熟等尺度问题的存在
,

限制 了水土保持监测的发展
。

因此
,

湖北省建立 了从小到大依次为标准径流小区
、

自然径流小区
、

坡面径流场
、

小流域
、

中小河流等 5 种

空间尺度的水土保持监测设施
,

满足不同需求对象对

监侧数捐的需求
。

全省共布设标准径流小区 155 个
.

自然径流小区 吞p 个
,

坡面经流场 22 个
,

小流域控制

站 15 个
,

水文泥沙观测站 另个
,

2

.

2

.

1 标准径流小 区的布设 通过人工竣立坡度
、

坡长
、

措施等多种因子组合的径流小区来监测水土流

失状况
。

其坡型是理想的直形坡面
,

处理措施是人工

处理措施
。

户然土层往往在小区建设中完全被扰动
。

根据研究
,

标准径流少区需要 2一 3 才能够恢复近 自
然状态

,

这些因素的存在使真提呼代表自然状态下坡

面的水土流失状况
。

考虑到该尺度上的永上典失监

测有助于认识单一因素与水土流失过程及其他因素

的规律及相互作用
。

湖北省有 23 个水土保持重点监测点共建立了 155

个标准径流小区
,

小区规格统一为 4 m x 25 m 或者 5

m x 20 m
。

每个监测点至少有 5 个径流小 区
,

坡度大

致分 5
, ,

1 0

0 ,

1 5

0 ,

2 0

0 ,

2 5

0

左右 5 个坡级布设
,

小区处理

措施都是当地最常见的耕作方式和作物种植方式
。

有

15个重点监测点都建立了一种坡度
,

不同耕作方式和

种植方式的 5条径流小区
,

进行水土流失对比观测
。

2

.

2

.

2 自然径流小 区的布设 自然径流小区是直接

修筑在现有的地块上
,

不改变现有的坡度
、

坡向
、

土层
、

土地利用方式等下垫面的基本性质
,

与标准径流小 区

面积相当的径流小区
。

考虑到非农地自然径流小区下

垫面性质较少受到人为干扰
,

能够反映 自然坡面的起

伏状态
,

具有土壤层次扰动不大
,

植被随机分布等特

征
。

与标准径流小区相 比
,

这种小区会更好地代表侵

蚀单元 自然状态下的土壤侵蚀特点
。

即使是农地 自然

径流小区由于直接围筑在现有的农用地块上
,

没有改

变当地农民的耕作习惯
,

使得其更好地代表研究区域

内农地土壤侵蚀状况
。

湖北省有 23 个重点监测点都计划在 已经建好的

标准径流小区周围
,

依据当地最常见的 3 种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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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分别建立 3 个自然径流小区进行监测
。

全省没有

统一 自然径流小区的大小
,

但至少在 100 kmZ
。

全省计

划建设自然径流小区 69 个
。

2

.

2

.

3 坡面径流场的布设 坡面径流场是建立在自

然坡面上的小集水区域
。

一般面积在 1 hm
Z左右

,

比

自然径流小区大
,

这类小区反映了下垫面异质性相互

作用后而产生的土壤侵蚀状况
。

考虑到坡面径流场

更贴近 自然状态
,

监测结果可以直接用于实际工作需

要
。

湖北省也将坡面径流场作为一种重要 的监测对

象
。

目前
,

全省已建成的坡 面径 流场有 7 个
,

湖北省

还计划选择 15 个重点监测点
,

每个监测点再建立 1

个坡面径流场
,

这样全省可有 22 个坡面径流场
。

2

.

2

.

4 小流城控制站的布设 小流域是完整水文过

程的基本单元
。

小流域内水土流失过程 自成一个完

整的系统
。

各水土流失过程的交互作用很强
,

包括沟

道侵蚀
、

重力侵蚀和沉积过程等
。

考虑到小流域水土

碗朱存在多种侵蚀类型的组 合
,

侵蚀
、

输移和产沙关

系相当复杂
。

湖北省对小流域的监测给予 了重点关

注
,

目前
,

已经建成了 7 个小流域控制站
,

正在新建 8

个小流域控制站
,

建成后全省共有 15 个小流域控制

站
,

控制集水面积达 171
.
2 km Z

。

2

.

2

.

5 中小河流宜利用水文站的布设 由不同小流

娜和不同支流组成的的中小河流
,

包含 了不同的土壤

类型
、

土地利用
、

植被极盖的组合
,

这些小流域或小支

流
.
通常处于一些大的气候带和大 的侵蚀类型 区内

,

在侵蚀过程及侵蚀产沙规律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

在这类中小河道上修建水文站获得的土壤侵蚀监测

数据
,

肚诊流域的土壤侵蚀状况具有整体代表性
,

可

直接用作水王葆待练含防治的依据
。

为此
,

省水土保

持监测中心与湖北省水文水资饵局加强沟通
,

相互合

作
,

选择了
一

8 条河流的水文站
:
将中小何体作为最蚀

产沙单元
,

加测泥沙观测内容
,

水文站控制集水面积
5 “0 k m

, 。

控制面积最小的是神农架松柏站
.
为 104

km , 。

最大的是薪春县西河释水文站
.
为 1 800 km

, 。

, 古树 中 〕二 2 卜而菠宜 队
.
鲤竺公俪 责七 , ‘

3 具抓头士
,

至 圆绍头益云如点越范化
建设的基础工作

水土保持监测点规范化建设是全国水土保持监

测网络与信息系统建设的近期重要 目标
。

2 0 0 8 年
,

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开展了相关课题研究
,

为湖

北省监测点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持
。

自2。。8 年水土保

持监测点开始建设 以来
,

湖北省积极对外开展宣传
,

争取领导最大支持
,

对内加强监测点建设督办
,

强化

落实
。

在监测机构
、

监测人员
、

办公地点
、

监测设施
、

监测费用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

为下一步全国水土

保持监测点规范化建设打下 了坚实基础
。

3

.

1 抓监测点机构建设
.
为监测点开展工作提供 组

织保阵

红安
、

夷陵两个示范监测点都计划成立专门的水

土保持监测机构
。

38 个重点监测点和 33 个普通监测

点都基本挂靠在现有的水利部门相关业务站点
。

有

17 个监测点挂靠在湖北省水文水资源局
,

有 8 个监测

点挂靠在县 (市
、

区)水土保持局
,

有 18 个监测点挂靠

在县 (市
、

区)的水土保持站
,

有 18 个监测点挂靠在县

(市
、

区)水利局水土保持股
,

有 4 个监测点挂靠在 市

(州
、

级)的水土保持监测分站
,

有 6 个监测点挂靠在长

江流域滑坡泥石流站
。

73 个监测点都有明确的责任

主体
,

为水土保持监测提供了一定的组织保障
。

3

.

2 抓监测点人员配备
,

为监测点开展工作提供力

. 支持

各水土保持监测点都积极配备专人来承担水土保

持监测工作
,

以此保证监测点正常观测工作的开展
。

据统计
,

全省 73 个水土保持监测点共落实监测人 员

16 8名
,

每个监测点都至少配备了 1~ 2 名技术人员
。

3 8 个重点监测点从事监测的人员达 104 人
,

2 个示范

监测点从事监测的技术人员有 n 人
,

33 个普通监测点

有监测人技术人员 51 人
。

近两年
,

全省有 9 个重点监

测点通过公开招聘等形式
,

配备了 12 名大专院校毕业

生
,

为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开展储备了一定的技术力量
。

尤其是湖北省水文水资源局与省水土保持监测中心合

作
,

共建共管监测点的方式
,

为全省水土保持监测输人

了大量肯吃苦
,

懂专业的技术人员
。

3

.

3 抓监测点场所落实
.
为监侧点开展工作提供 办

公条件

全省 73 个水土保持监测点都具有固定的办公场

所
。

大多数监测点的办公场所都设于有关县 (市
、

区)

水利
、

水保局
、

水保站院内
,

具有连接计算机广域网的

条件
,

交通
、

生活条件总体上 比较方便
。

73 个监测 点

中
,

有 41 个监测点在监测场所内有观测用房
,

其中有

21 个观测用房已具有连接计算机广域网的条件
,

为

卞一步监测点上传和下载监测数据打下 了基础
。

但

是
,

各监测点的观测用房和办公场所条件总体较差
。

3

.

4 抓监测点设施建设
,

为监测点获取数据扭供t

要来源

按照监测点的总体布局要求
,

省水土保持监测 中

心组织 73 个监测点的技术对监侧设施进行了全面设

计
。

全省已经建设完成标准径流小 区
、

自然径流小

区
、

坡面径流场共计 30 处
。

有 7 条完整闭合的小流

域建立 了控制站
,

控制集水面积 叭
.
24 k m Z

,

同时在

流域内同时建立了径诚小区
、

自然径流小 区
、

坡面径

流场等监测设施
。

计划在 8 个中小河流的水文站加

测泥沙观测内容
,

控制集水面积共计 5 660 km , 。

所

有监测设施都具至少有 25
a 以 上的土地使用权

。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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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水文水资源局同意将其在全省 620 处降水观测

点作为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网络的降水观测的备用

点
,

免费向省水土保持监测中心提供数据
。

3

.

5 抓监侧点经费落实
,

为监侧点长期运行提供资

金保阵

湖北省充分认识到
,

水土保持监测网络的重要性

不在于建设本身
,

关键在于运行
,

运行费是整个监测

网络发挥作用的基本保证
。

省水土保持监测中心多

次向省水利厅领导汇报情况
,

积极争取运行费
,

取得

了明显成效
。

目前
,

争取到 了 450 万元 /a 的水土保

持监测网络运行费
,

从 2009 年开始按照 3
,

5
,

8 的

比例安排
,

即普通监 测点每年 3 万元
,

重点监测点每

年 5万元
,

监测分站每年 8 万元
。

目前
,

各监测点人

员工资基本上有保证
,

挂靠在湖北省水文水资源局相

关水文站的 17 个监测点
,

挂靠在长江流域滑坡泥石

流预普站的 6 个监测点
,

挂靠在县 (市
、

区 )水利局水

土保持股的 18 个监测点和挂靠在县 (市
、

区 )水土保

持局的 8 个监测点的所有监测人员工资都有保障
。

3

.

6 抓监侧点设备配 t
,

为监测点获取数据提供硬

件条件

省水土保持监测中心先后 12 次通过政府采购的

方式为 73 个监测点配备了接近 600 万元左右的办公

设备
、

监测设备
、

调查设备
。

还和深圳 一家电子产品

单位联合自主开发了翻斗式遥测径流仪
。

每个监测

点都至少有 3 台台式计算机
,

1 台笔记本电脑
、

1 台打

印机
,

1 台传真机
,

1 台 G P S 手持机
,

1 台激光测距仪

等 23 种办公设备和调查设备
。

2 个示范监测点的监

测设备价值 25 0 万元
,

共有 3 个监测点都还分别配备

了 5 台 ISC O 6712 自动采样仪
,

l 台 T D R 土壤水分

监测系统(含 20 个土壤水份探头)
,

2 个 国家标准 自

动化气象站
,

2 台数字水位计等自动化程度较高的设

备
。

目前
,

除示范监测点的设备没有到位外
,

其余监

测点的设备都已经发放到位
。

3

.

, 抓监侧点技术培训
,

为监侧点开展工作提供技

术支持

近 3 a来
,

湖北省先后委托华中科技大学
、

华中农

业大学等高校
,

培训监测人员达 200 多人次
。

积极组

织技术人员参加全国性的水土保持监测知识培训
,

先

后接受培训的人员达 60 多人
。

湖北省大胆创新
,

努力

将人才送 出国门培训
。

2 0
07 年湖北省组织 16 名水土

保持监测人员赴法国培训 Zl d
,

系统学习了法国在水

土保持和水土保持监测预报方面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

理经验
。

2 0 0 8 年 12 月份
,

湖北省又组织 38 个重点监

测点和 2 个示范监测点的技术人员共 90 余人深人株

归县张家冲小流域监测站
,

接受了水土保持监测现场

培训
。

系统讲解了水土保持监测知识
,

现场操作演示

了各种监测设备的使用
,

受到了监测点技术人员的普

通欢迎
,

培训效果明显
。

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培训
,

培养

了一批监测业务骨干
,

锻炼了水保监测队伍
。

4 问题与建议

4.1 存在的问顺

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

但与水土保持监测发展的形

势
,

与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的要求
,

与兄弟省份

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

4

.

1

.

1 社会对水土保持监测 的认识不够 湖北省一些

地方领导没有将水土保持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
,

部分

领导对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根本没有认识
,

水土保持监测

事业局面一时难以打开
。

部分水土保持业务部门
,

仅重

视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和预防监督工作
,

对监测工作重视

程度不够
,

极大地限制了水土保持监测事业的发展
。

4

.

1

.

2 监浏网络建设和运行管理费用不足 全省有 15

个监测点的土建观测设施因地方配套资金不到位
,

而被

迫停止建设
。

挂靠在县级水保站的 18 个监测点的大部

分人员无正常的工资和办公经费
,

对监测工作信心不

足
,

甚至有的监测人员外出打工赚钱
。

加上部分监测点

观测设施比较简易
,

危房需要改造
,

资金缺 口很大
,

制约

了监测点的发展和监测预报工作的正常开展
。

4

.

1

.

3 监测技术力量不适应实际工作窝要 湖北省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刚刚起步
,

需要大量会专业
,

世技

术
、

肯吃苦的技术人员
。

全省现有的水土保持监测人

员懂水土保持信息化
,

会使用计算机的人员 比较少
,

限制了水土保持监测 网络 与信息系统的功能发挥
。

同时
,

现有监测人员多数老龄化
,

应用先进技术开展

监测的能力较弱
。

个别地方水土保持业务繁多
,

技术

力量不足
,

无固定从事监测的人员
。

4

.

1

.

4 水土保持监测设施仍然不够完善 突出表现

为湖北省 8 个中小河流宜用水文站除神农架松柏水

文站无上游水电站
、

水库等水利工程的影响外
,

其余

7 个水文站都受上游水利工程的影响
,

监测资料偶然

因素大
。

部分小流域控制站缺少 自然径流小区
、

坡面

径流场等监橄设施的支持
,

造成小流域观测资料系统

性很差
,

监侧数据 的应用非常有限
。

目前
,

全省监测

点建设的土建观测设施建设进展缓慢
,

8 个重点监侧

点和 2 个示范监测点还未开工建设
。

4

.

1

.

5 监测 工作制度和技术标准不健全 全省各级

监测机构 日常工作管理制度尚未形成高效的工作机

制和统一的技术标准
。

有的监测点有设施设备但不

开展监测
;
有的监测点可开展监测

,

但又没有统一的

技术标准
;
有的监测点常年没有人值守

。

水土保持监

测网络与信息系统建设缺乏统一的建设技术标准
,

使

得系统兼容性不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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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有关建议

(l) 加强监测宜传
,

增强监测意识
。

要继续开展

面向各级政府领导的宜传
,

不断增强各级领导对水土

保持监侧的认识
,

形成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水土保

持监侧的良好局面
。

当前
,

尤其要加强对水利系统自

身的宜传
,

杜绝只看重水土保持监测事业的市场经济

性
,

忽略水土保持监 测事业公益性的行为
,

维护好水

土保持监侧的权威性
。

( 2) 加大投人力度
,

确保资金到位
。

各级监侧机

构要尽力争取地方财政支持
,

配套监 测点运行经费
,

保障投人
,

确保水土保持监测点工作的正常开展
。

建

议在国家重点水土保持生态建设项 目中安排一定数

t 的监 测经 费
,

特别是第 4 季度 中央新增 投资和

200 9 年中央新增投资水土保持项 目中列支监侧 费
,

带动各监测点开展面上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

支持各

监侧点的运行
。

各监测点也要加强与大专院校
、

科研

院所的合作
,

承担部分科研项 目
,

多渠道保证监测工

作的资金投人
。

( 3) 加强监测培训
,

提高人员素质
。

进一步开展

监测网络管理
,

水土流失观测
·

3 5 技术应用等方面的
培训

,

不断提高监测人员的业务素质
。

用 2一 3 ; 时

间
,

对现有监侧技术人员再培训一次
。

同时
,

根据监

测技术的发展
.
定期开展监测人员再培训

,

保证监测

知识和技术更新
。

各监测点也要壮意引进人才
,

培养

人才
,

提高监侧工作人员业务能力
。

(4 ) 加强监测技术研究
,

提高科技水平
。

建议水

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联合各省级监测总站对目前制

约水土保持监测发展的几个课题进行专顺研究
。

如不

同空间尺度(径流小区
、

小流域控制站
、

水文站等)水土

保持监侧数据的融合技术
;
水土保持监测自动化设备

的研制
;
水土保持监测数据的整编与分析方法等

。

( 5) 加强技术标准和肺侧制度的制定
,

规范监测

点工作
。

建议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进一步加强

对水土保持监侧相关技术标准的制定
,

尤其要统一全

国水土保持监测点的监测 内容
、

监侧方法
,

监侧频次

和统一的监测工作用表
。

及时制定各级监侧机构的

工作制度
,

要
“

责
、

权
、

利
,

奖
、

惩
、

罚
”

全面考虑
,

规范监

测工作的行为
,

促进监测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