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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类型分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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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 水土保持监测中心 , 北京 100053)

摘 　要 : 生态修复是水土保持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因地制宜 ,分区实施水土保持生态修复 ,意义重大。在

《全国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分区研究》的基础上 ,对全国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分区做了进一步研究。从增强地方

编制及实施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规划的可操作性的角度出发 ,以县为单位界定了 4 个一级生态修复类型区和

13 个二级生态修复类型区的边界 ,绘出了全国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类型区图 ,阐述了各类型区的自然、经济和

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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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s one of t he main task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by fit 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has a significant meaning in t he works on eco2
logical restoration. Based on“The Study on National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2
tion”, t he type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re f urt her st udied for improving t he operability of local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lanning. The map s wit h four first grades ecological restoration dist rict s and t hirteen second

grad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dist rict s are t hen p ut forward at county scale. Natural , economic , and social con2
ditions of each type are analyzed as we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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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严重的水土流失已成为影响人们生产、生活和

国家生态安全 ,制约国民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因素。据全国第二次土壤侵蚀遥感调查 ,我国现有水土

流失总面积 3. 56 ×106 km2 ,占国土总面积37. 1 % ,每年

流失的土壤总量达 5. 0 ×109 t。目前 ,亟待治理的水土

流失面积有 2. 00 ×106 km2 [1] ,而每年的治理速度仅为 5

×104 km2 左右 ,就目前的投入机制和治理速度 ,已远远

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按照逐步完善的生态修复

理论体系思想 ,必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 ,促

进生态自我修复 ,加快水土流失治理步伐 ,改善生态环

境。但我国幅员辽阔 ,地跨 30 多个纬度 ,自然条件、社会

经济状况和水土流失情况差异较大 ,从制约自然修复能

力的主要因子水分、人口密度、社会经济情况等来看 ,存

在差异较大 ,而要实事求是地防治水土流失 ,必须根据

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情况 ,对全国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进

行科学分区 ,分类指导。

1 　生态修复分区的原则和依据
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占据着一定的地理空间 ,具

有各自的特点[2 ] ,所以人们才能客观地将自然界的各

生态系统进行合并与分异 ,从而划分其区域单元。全

国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分区的核心就是真实、客观、全

面地反映出其区域单元的分异规律。本文中的分区

主要遵循以下原则和依据。

1. 1 　分区的原则

1. 1. 1 　主导因子原则 　水是影响植物生长的控制性

因素 ,而干燥指数 (蒸发能力与降水量之比)是反映植

物生长立地条件中水分状况的核心指标 ,故以干燥指

数作为划分生态修复一级类型区的主导因子。

1. 1. 2 　水土保持工作分区原则 　按照全国水土流失

一级类型区 ,并依据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分区划分生态

修复二级修复区。



1. 1. 3 　行政区划完整性原则 　为使分区结果更具指

导性和可操作性 ,结合行政区界进行分区。

1. 1. 4 　区内相似性和区间分异性原则 　依据区内相

似性、区间差异性和社会经济条件 ,确定生态修复措

施布局。

1. 1. 5 　人口和地带性原则 　由于生态修复还与人均

土地资源有密切关系 ,故在采纳主导因子干燥指数的

同时 ,还要考虑人口密度和地带性 ,以及水土流失强

度等方面的因素。

1. 2 　界定的依据[324 ]

1. 2. 1 　主导因子界定 　干燥指数 > 5 ,多年平均降雨

量 < 200 mm 的地区 ,植物 (乔、灌、草) 生长困难 ,属干

旱区 ;干燥指数 2～5 ,降雨量 < 400 mm 的地区 ,仅利

于灌、草生长 (不宜乔木生长) ,属半干旱区 ;干燥指数 1

～2 ,降雨量 > 400 mm 的地区 ,适宜植物 (乔、灌、草)生

长 ,属半湿润区 ;干燥指数 < 1 ,降雨量 > 800 mm 的地

区 ,利于植物 (乔、灌、草)生长 ,属湿润区。

1. 2. 2 　水土保持工作分区界定　主要以西北黄土高原

区、东北黑土漫岗区、南方红壤丘陵区、北方土石山区、

南方石质山区、风沙区、冻融侵蚀区等 7 大区为基础。

1. 2. 3 　行政区划完整性界定 　根据全国县界图 ,以

县级行政区为分区最小单元。

1. 2. 4 　人口和地带性界定 　据有关部门资料及全国

人口密度分布情况 ,从黑龙江的黑河至云南的腾冲画

一条东北至西南的人口线 ,人口线以东 ,国土面积占

全国面积的 43 % ,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94 % ;人口

线以西 ,国土面积占全国面积的 57 % ,人口占全国总

数的 6 %。

此人口线跨越本文分区中的第 Ⅱ区、第 Ⅲ区。从

全国人口密度分布情况分析 ,第 Ⅱ区和第 Ⅲ区的大部

分地方 ,人口密度 (1～50) 人/ km2 ,人口稀少 ,人均耕

地 (草场)占有量较多 ,有利于开展生态修复。且此区

域经济欠发达 ,大面积实施生态自然修复显得尤为重

要。因此 ,从全国范围来看 ,生态修复的重点在第 Ⅱ

区、第 Ⅲ区。

2 　研究思路和方法

以《全国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规划 ( 2003 —2015

年)》和有关课题研究初步成果为工作基础 ,依据分区

原则 ,将全国干燥指数图 (根据主导因子原则初步制

成的生态修复一级分区图) 和水土保持工作分区图 ,

采用 GIS 工具 (A RC IN FO 9. 0) 进行叠加 ,形成生

态修复二级分区图 ,并从增强地方编制及实施水土保

持生态修复规划的可操作性的角度出发 ,按照行政区

划完整性原则 ,将一级、二级分区图与全国县界图进

行叠加、修正 ,形成全国生态修复一级分区和二级分

区图 ,并对各区命名一一对应的生态修复类型区 ,最

终完成全国生态修复一级类型区和二级类型区图。

然后 ,将全国生态修复一级类型区和二级类型区图分

别与全国人口自然密度分布图、全国人均耕地面积

图、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图进行叠加。以此为基础 ,对

各类型区的自然、社会、经济等基本情况进行分析。

3 　分区结果

根据上述分区原则、依据和方法 ,将全国划分为

4 个一级类型区和 13 个二级修复区 (详见附图 6 ,7) :

(1) 湿润带生态修复一级类型区 ,包括长白山黑土漫

岗区、长江以南红壤丘陵区、四川盆地及其东南土石

山区 3 个二级修复区 ; (2) 半湿润带生态修复一级类

型区 ,包括哈 (尔滨) 沈 (阳) 黑土漫岗区、北方土石山

区、太 (原)兰 (州) 以南黄土高原区、川西及云贵高原

石质山区 4 个二级修复区 ; (3) 半干旱带生态修复一

级类型区 ,包括内蒙古高原区、太 (原) 兰 (州) 以北黄

土高原区 、青藏高原区、伊犁河谷区 4 个二级修复

区 ; (4) 干旱带生态修复一级类型区 ,包括内陆河流

域区、“三化”草原区 2 个二级修复区 (详见表 1) 。

4 　类型区基本情况

根据分区结果 ,以县为单位 ,应用 GIS 软件的叠

加功能将类型区内各县的相关属性进行统计、分析 ,

结合水土保持工作分区图、中国地貌区划图[5 ] 等 ,得

到类型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情况。

4. 1 　湿润带生态修复区

该区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 ,云贵高原以东大部分

地方和长白山脉以东地区。涉及黑、吉、辽、苏、浙、

闽、沪、粤、桂、湘、鄂、陕、甘、赣、琼、渝、云、贵、川、皖、

豫等省 (自治区、直辖市) ,包括 1 122 个县 (市、区) ,

总面积约 2. 34 ×107 km2 。该区大部分地方的人口

密度 100～400 人/ km2 。但四川省大部、长江三角洲

以及沿海地带的人口密度大于 400 人/ km2 ,而长白

山区的人口密度 1～50 人/ km2 。该区东部省份的社

会经济较发达 ,生态修复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但人口

密度较大 ,土地资源相对较缺。

区内大部分地方降水量充沛 ,蒸发能力弱。多年

平均降水量在 800 mm 以上 ,且湿热同季 ,有利于植物

生长和生态自然修复。除长白山区外 ,秦岭以南 ,原生

植被为南亚热带、亚热带季风雨林。干燥指数小于

1. 0 ,但季节性干旱时有发生。该区大部分地方的地形

地貌属于全国地貌类型中的一级台阶 ,地势相对较低。

地貌特点是平地与丘陵山地相间 ,长江以南广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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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系红壤。水土流失类型 ,除福建等沿海省份有少

部分风蚀外 ,其余均为水蚀。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坡

耕地、稀疏林地、幼林地、管理粗放的经济林地和半裸

露荒地 ,流失强度为中、轻度 ,少数地方有强度流失。

表 1 　全国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类型区 [324 ]

一级分
区代号

一级类型区
二级分
区代号

二级类型区生态修复区
年降水
量/ mm

干燥
指数

干湿
类型区

湿润带

生态修复区

Ⅰ1 长白山黑土漫岗区 > 800 < 1. 0 湿润区

Ⅰ Ⅰ2 长江以南红壤丘陵区

Ⅰ3 四川盆地及其东南土石山区

半湿润带

生态修复区

Ⅱ1 哈 (尔滨)沈 (阳)黑土漫岗区 800～400 1. 0～2. 0 半湿润区

Ⅱ
Ⅱ2 北方土石山区

Ⅱ3 太 (原)兰 (州)以南黄土高原区

Ⅱ4 川西及云贵高原石质山区

半干旱带

生态修复区

Ⅲ1 内蒙古高原区 400～200 2. 0～5. 0 半干旱区

Ⅲ
Ⅲ2 太 (原)兰 (州)以北黄土高原区

Ⅲ3 青藏高原区

Ⅲ4 伊犁河谷区

Ⅳ
干旱带

生态修复区

Ⅳ1 内陆河流域区 < 200 > 5. 0 干旱区

Ⅳ2 “三化”草原区

4. 2 　半湿润带生态修复区

该区呈东北至西南斜轴线走向 ,以哈尔滨、长春、

北京、拉萨为一线 ,涉及鲁、冀、京、豫、宁、晋、陕、蒙、

甘、川、云、藏、青等省 (自治区) 和东北三省 ,包括 857

个县 (市、区) ,总面积约 2. 47 ×106 km2 。人口密度

以西安至哈尔滨一线划分 ,以东大部分地方 100～

400 人/ km2 ,其中 ,黄淮海平原的人口密度大于 400

人/ km2 ;以西大部分地方 1～50 人/ km2 。

区内大部分地方属半湿润区 ,多年平均降水量

400 mm 多 ,干燥指数 1～2。原生植被西部为亚热带

季风雨林 ,中东部为温带森林和典型温带森林草原。

光热资源丰富 ,有利于植物生长 ,但降水量偏小。地

形地貌属于全国地貌类型中的二级台阶 ,地势较高。

该区的地貌特点是高原和平原并存。黄土高原部分

和云贵高原大部 ,分别处在该区的中部和西部。平原

有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和东北平原。云贵高原特有

的干热河谷地貌 ,形成独特的气候条件。很多地方高

山与峡谷相间 ,形成高山峡谷地貌和“十里九重天”的

气候特点。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东北的黑土地、黄土

高原部分地方、华北的半裸石质山地、西南石灰岩区、

云贵高原干热河谷区以及西南丘陵山地的坡耕地 ,以

水力侵蚀为主 ,西南部分地方有泥石流沟发育。大兴

安岭部分地方为水蚀和冻融侵蚀交错区 ,青藏高原部

分地方则以冻融侵蚀为主。

4. 3 　半干旱带生态修复区

该区分布在大、小兴安岭至呼和浩特、银川、西

宁、喜马拉雅山一线 ,呈东西走向。涉及蒙、晋、陕、

甘、宁、青、藏、新等省 (自治区) 的大部和东北三省小

部 ,包括 377 个县 (市、区) ,总面积约 3. 37 ×106 km2 。

人口密度除陕、晋等省的人口较多以外 ,其余地方的

人口较少。以呼和浩特、银川、西宁为一线 ,以东大部

分地方人口密度 50～100 人/ km2 ,以西 1～50 人/

km2 ,青藏高原部分地方不到 1 人/ km2 。

该区大部分地方降水稀少 ,多年平均降水量小于

400 mm。而蒸发能力强 ,干燥指数 2～5 ,水资源缺

乏。自然植被为温带灌木林或乔灌林。大部分地方

地形地貌属于全国地貌类型中的三级台阶 ,地势高。

区内东北部是内蒙古高原 ,中部是黄土高原 ,西部是

青藏高原 ,大兴安岭部分位于该区东部。此区多沙

地 ,著名的毛乌素沙地、浑善达克沙地位于区内。水

土流失类型 ,除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部分地方以风

力侵蚀为主外 ,其余大部分地方仍以水力侵蚀为主或

水蚀风蚀交错 ,青藏高原以冻融侵蚀为主。

4. 4 　干旱带生态修复区

该区分布在我国西北部 ,涉及蒙、甘、青部分和新

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包括 48 个县 (市、区) ,总面积

1. 61 ×106 km2 。该区人口稀少 ,人口密度小 ,大部分

地方 1～50 人/ km2 ,有的地方还不到 1 人/ km2 。
(下转第 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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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等流沙地区 ,

可采取固沙植物种植 —沙漠绿化 —发展沙产业 —经

济杠杆—资金反哺种植模式[ 1 ] 。

2. 4. 2“三化”草原区 　“三化”草地 (原) 面积占全国

草地 (原)面积的 1/ 3 ,主要分布在新、青、蒙、甘、藏等

省 (自治区) 。大部分地方处于干旱、半干旱区 ,降水

量 200～400 mm ,干燥指数 2～5 ,有的地方干燥指数

超过 5 ,多沙尘暴天气。水土流失类型为风蚀 ,流失

强度为中度、轻度 ,部地方达到强度 ,水土流失异地危

害严重。

主要措施 : (1) 调整种植结构 ,以牧区水利为中

心 ,改善退化草原区的水利条件 ,促进生态修复 ; (2)

以建设草原基地为重点 ,改革放牧制度 ,采取围拦、圈

养、轮牧、调整畜种等措施 ,修复受损草原生态系统 ;

(3) 进行生态移民 ,将生活在条件恶劣地方的农牧民

和他们的牧畜迁往条件较好的地方或城镇进行异地安

置 ,减少生态压力和人为破坏 ; (4) 进行科学管理 ,对

于滥垦、滥挖、滥伐的退化草地 ,实施退耕还草工程。

3 　关于全国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类型区
治理措施的建议

　　生态修复工作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 ,加之 ,这

方面可借鉴的国内外理论和研究成果不多 ,因此 ,本

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有一定的局限性 ,有待进一步

深入研究。

对生态修复分区措施进一步完善。本文分区措

施主要来自于全国 128 个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试点县

的治理经验 ,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不具全面性 ,建议相

关机构人员对研究结果作进一步补充、修订。

加快生态修复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我国幅员

辽阔 ,自然气候类型千差万别 ,各分区内的水土流失

现状和治理目标各异 ,适宜种植和利用的植物种类、

类型也多种多样。因此生态自我修复的标准和目标

也不尽相同 ,如湿润、半湿润、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山

区、丘陵区、平原和城区。建议根据不同类型区生态

自我修复的时间周期和成效建立相应的生态修复评

价指标体系 ,以及良好生态环境的分析和评价指标体

系等 ,以规范对水土保持生态修复项目的验收、效益

监测和后评价。

加强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规划的编制。根据分区

的结果 ,建议各级政府加强生态修复规划的编制工

作 ,以指导生态修复工作的系统开展。规划应突出区

域内生态自我修复的特点 ,明确生态修复的分区、目

标、原则、重点、范围、任务、措施 ,切实遵循植被分布

的地带性规律 ,并统筹考虑与退耕还林 (草) 、生态移

民、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淤地坝工程等建设项目的

结合。

致谢 :本研究是在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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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内绝大部分地方降水稀少 ,多年平均降水量小

于 200 mm ,个别地方甚至小于 50 mm ,而蒸发能力

强 ,干燥指数大于 5 ,有的地方甚至高达 100 以上 ,干

旱缺水。地貌类型属内陆盆地 ,有柴达木盆地、准葛

尔盆地、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等。戈壁沙漠与盆

地相间 ,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库姆塔格沙漠、古尔班通

古特沙漠等。

主要的内陆河有准葛尔内陆河、中亚细亚内陆

河、黑河、塔里木内陆河、河西内陆河、青海内陆河、羌

塘内陆河、额尔齐斯内陆河等。水土流失类型以风蚀

为主 ,雪山高原区为冻融侵蚀。

致谢 :本研究是在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重大问题研究成果基础上

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对研究中提供过宝贵意见和帮

助的全体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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