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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平原河网地区水土保持总体方案进行研究，为 完 善 该 地 区 水 土 保 持 监 管 体 系 提 供 理 论

支持。［方法］以上海市为例，深入分析了全市的水土流失 特 点、水 土 保 持 监 管 工 作 现 状 和 存 在 问 题，采 用

数值模型等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法。［结果］上海市水土保持分区主要包括流失重点预防区（４大块以

及细分出的１０个部分）、重点治理区（骨干航 道 以 及 流 速 较 大 的 河 道）和 易 发 区（水 土 流 失 重 点 预 防 区、重

点治理区以及开发建设区域）；提出了完善该市水土保持监管体系的初步设想以及近期需要开展的水土保

持监管工作。［结论］上海市应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积极完善市级水土保持监管体系，推进水土保持工

作进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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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区、丘陵区、风沙区被传统地认为是水土流失

易发和严重的区域，平原河网地区的水土流失现象始

终未受重视。但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快速发展，水土流

失已成为制约上海市等众多平原城市生态安全和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河道、排水管道淤

积影响区域 防 洪 除 涝 等。２０１０年 国 家 出 台 的《中 华

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完善了水土保持覆盖区域、
对象和监管体系、加强了地方政府的水土保持责任和

水土保持规划的法律地位，明确指出水土保持工作是

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为积极响应党的十八大

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必
须加快水土保持工作。而历来是水土保持监管薄弱

区的平原河网地区必须加强相关基础性研究。本研

究以上海市为平原河网水土保持方案研究的示范区

域，首先在全面分析该市水土流失特点、水土保持监

管工作现状的基础上，依据上层规划中确定的上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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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保持主导功能定位（人居环境维护、农田防护和水

质维护），找出上海市水土保持工作的问题和不足，采
用数值模型等多方法综合研究提出该市水土流失重

点预防区、重点治理区和易发区的划分方法，以及完

善水土保持监管体系的设想和近期需要开展的水土

保持工作。

１　上海市水土保持现状分析

上海市地处亚洲大陆东部沿海的中部，位于我国

沿海岸线与长江入海口的交汇点，北依长江口北支，
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总面积８　３５９ｋｍ２，其中土地

总面积６　３４０．５ｋｍ２。除西南部有少数丘陵山脉外，
境内基本为坦荡低平的平原，地面高程一般在４．０ｍ
左右（上 海 吴 淞 基 面）。该 市 河 湖 总 面 积６１９．２０
ｋｍ２，河面 率９．７７％［１］，其 中 河 道２６　６０３条，总 面 积

５２７．８４ｋｍ２，河 网 密 度４．００ｋｍ／ｋｍ２；湖 泊 共６９２
个，总面积９１．３６ｋｍ２。上 海 市 土 壤 主 要 分 为 水 稻

土、潮土、滨海盐土、黄棕壤４类，各类土壤一般土层

深厚，结构良好。

１．１　上海市水土流失特点

（１）水土流失的人为性、阶段性。自然因素造成

的该市水土流失现象并不明显，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规模大，生产活动频繁，工程期内极易破坏原有的地

形、地貌和植被等自然属性，导致区域水土保持能力

降低、发生水土流失现象，人为扰动和阶段扰动是造

成上海水土流失的最重要因素。２０１３年该市渣土总

出土量超过１．０×１０８　ｔ。
（２）水土流失的隐蔽性、渐进性。上海市水土流

失是伴随着人为扰动、破坏而发生的，地表径流被各

类建筑物阻挡分割，难以看到直接的侵蚀过程，往往

难以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加上降水丰沛，进一步加

大了侵蚀强度［２］，流失的水土极易就近进入市政排水

系统或河网水系，导致管道堵塞、河道淤积，造成排水

不畅、生态环境变差，甚至引起内涝积水、环 境 恶 化，

２０１３年该市市政排水管网清捞淤泥近１．６０×１０５　ｍ３，
部分河道严重淤积［３］。

（３）水土流失的局部性、迁移性。上海市水土流

失的局部性表现于水土流失现象主要在土建项目（如
公路、隧道、水利工程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商品

房、工业园区等城镇化建设等）、河道冲刷淘刷以及保

护区等相关 领 域，迁 移 性 表 现 在 上 述 领 域 产 生 的 弃

土、余土经过人为外运或降雨径流携带，形成了影响

较广的水土流失现象。
上海市水土流失特点表明全市水土保持工作是

一项系统性工程，要坚持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

合，以工程措施治标，以非工程措施治本。

１．２　上海市水土保持工作进展

为更好地开展上海市水土保持监管工作，结合该

市水土流失 特 点，上 海 市 水 务 部 门 依 托 河 道 堤 防 护

岸、生态修复、防护林和城市绿化建设以及滩涂湿地

保护等积极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并通过开展开发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及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

作，以逐步加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力度。

１．３　上海市水土保持存在问题分析

结合上海市水土保持的主导功能定位以及水土

保持工作进展，该市水土保持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
（１）水土保持意识不强，思想认识不高；（２）水土保

持基础薄 弱，监 测 能 力 不 够；（３）水 土 保 持 研 究 缺

乏，科技支撑 不 力；（４）水 土 保 持 制 度 不 全，监 管 依

据不足。

２　上海市水土保持分区研究

《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

复核划分技术导则》（以下简称《导则》）提出的国家级

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面积均远大于上海市辖

区面积，故上海市不会有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或重点治理区。本研究立足上海水土流失特点和功

能定位，结合《导则》的划分条件、指标和标准，提出了

上海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重点治理区以及“容易

发生水土流失的区域”（简称“易发区”，下同）的划分

标准和划分成果。

２．１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划分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应是目前水土流失轻微，林
草覆盖度较大，涉及水源涵养，水质维护，生态维护，防
灾减灾等水土保持功能，但存在潜在水土流失危险，一
旦造成水土流失其危害较大的区域。同时，辅以定量

划分 标 准：（１）土 壤 侵 蚀 侵 蚀 模 数 低 于５００ｔ／ｋｍ２；
（２）植被覆盖度高于４０％。按这种划分标准，上海市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应为与该市以及国家生态环境

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关系密切的地区，具体表现为“具

有植被覆盖率高，物种丰富，水土资源环境良好，水土

流失轻微等特点，潜在水土流失风险高”等特点。
结合上海市水利普查中水土保持专项成果（开展

典型地块的样品性状分析、流失强度计算、侵蚀模数

计算等）［１］，研究提出该市水土保持重点预防区划分

方案如下。（１）从 地 理 位 置 角 度 将 重 点 预 防 区 分 为

黄浦江上游区、长江口区、杭州湾区和东海区４大分

区；（２）４个大区的基础上细化出黄浦江上游重点预

防区、陈行水库重点预防区、崇明岛重点预防区、长兴

岛重点预防区、横沙岛重点预防区、长江口水域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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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区、海湾地区重点预防区（主要包括海湾镇）、南

汇东滩重点预防区（主要包括南汇新城镇）、杭州湾重

点预防区、无居民海岛重点预防区等十部份，总面积

为２　５９４．４３ｋｍ２（表１）。

表１　上海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分布统计

区位 重点预防区名称 主要内容 涉及行政区划 面积／ｋｍ２

黄浦江上游区 黄浦江上游重点预防区
淀山湖自 然 保 护 区、黄 浦 江 上 游 水 源 地、佘
山国家森林公园等

青浦、松江、奉贤、闵行 ５３２．３０

长江口区 陈行水库重点预防区 陈行水库以及宝钢水库 宝山区 １４．９０
崇明岛重点预防区 崇明岛以及东风西沙水源地 崇明县 １　２６７．００
长兴岛重点预防区 长兴岛以及青草沙水源地 崇明县 ８８．００
横沙岛重点预防区 横沙岛 崇明县 ５６．００

长江口水域重点预防区
崇明东滩鸟类自然 保 护 区、长 江 口 中 华 鲟 自
然保护区、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 　— ２９６．７５

海湾地区重点预防区 海湾森林公园等 奉贤区 １１４．７０
杭州湾区 南汇东滩重点预防区 南汇东滩湿地等 浦东新区 ２１６．００

杭州湾重点预防区 金山三岛海洋自然保护区 金山区 ０．４５

东海区 无居民海岛重点预防区

佘山岛、鸡 骨 礁、鸡 骨 礁 一 岛、鸡 骨 礁 二 岛、
鸡骨礁三岛、情侣礁、情侣礁一岛、情侣礁 二
岛、情侣礁 三 岛、黄 瓜 北 沙、黄 瓜 四 沙、白 茆
沙、东风东沙

　— ８．３３

　　　　　　　合 计 ２　５９４．４３

２．２　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划分

水土流失重点治理 区 应 是 原 生 水 土 流 失 较 为 严

重（土壤年均侵蚀模数 超 过２　５００ｔ／ｋｍ２），极 易 对 当

地和下游造成较为严重水土流失危害，但现状水土流

失治理程度较低的区域。按上述划分标准，应将河网

水系中坍岸比较严重又亟待治理的主 要 河 段 划 在 此

区，主要包括骨干航道以及引排水流速较大的河道：
（１）骨干 航 道。船 行 波 冲 刷 和 淘 刷 等 诸 多 原 因

易造成严重坍 塌 现 象。研 究 将 全 市２０条 规 划 Ｖ级

（含Ｖ级）以 上 等 级 航 道 以 及 崇 明 岛 环 岛 河 共 计２１
条河道划入此类，总长度约６７６．６５ｋｍ，河 口 宽 度 基

本大于５０ｍ。
（２）引排 水 流 速 较 大 河 段。分 析 统 计 流 速 较 大

河段采用３个步骤：第１步，水 力 计 算 量 化 确 定 不 同

土质下的河道允许不冲流速。上 海 市 河 道 不 冲 流 速

限值是０．４～０．８ｍ／ｓ，其 中 崇 明 三 岛 土 壤 土 质 以 粉

质土为主，不冲流速值是０．４～０．５ｍ／ｓ，大陆片土壤

土质以 黏 性 土 为 主，不 冲 流 速 值 是０．６～０．８ｍ／ｓ。
第２步，采用上海市感潮河网水动力数值模型计算并

统计分析了除涝排水和引清调水两种 常 态 工 况 下 的

该市河道最大流速分布。第３步，对比确定超过河道

允许不冲流速的河段。根据统计，该市河网水系中流

速较大的 河 段 基 本 分 布 在 河 道 近 口 门 处，总 长 度 约

９１０ｋｍ；其中最大流速超０．８ｍ／ｓ的河段总长约２４９
ｋｍ，流速在０．６～０．８ｍ／ｓ的河段总长约１６１ｋｍ，流

速在０．４～０．６ｍ／ｓ的河段总长约５００ｋｍ。

２．３　“易发区”划分方案研究

统筹“自 然 环 境 因 素、人 为 因 素、社 会 因 素”３个

方面并依托“突出重点、兼顾 保 护、相 对 集 中、成 区 连

片”４项原则，以 定 性 分 析 方 法 为 主，梳 理 确 定“易 发

区”包括两种类型：（１）重点保护区域，即水土流失重

点防治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自然保护区、生态公

益林、主要生态公园（包括森 林 公 园、湿 地 公 园、地 质

公园）以及骨干河道［４］（包括主 干 河 道、次 干 河 道）陆

域一定范围；（２）开发建设区域，即各类开发区、工业

（产业）园区、工业区、重要城建区和开发类海岛。

３　上海市水土保持监管体系建设的思考

（１）完善市级水土保持监管体系。目前，上海市

水土保持监管工作仅由市水务部门在零星区域开展，

而该市水土流失特点表明做好水土保 持 工 作 需 要 城

市建设、管理等多部门共同参与。建议由上海市政府

组织，建立以市水务局（市海洋局）牵 头，市 发 展 和 改

革委员会、市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市农业委员会、

市交通委员会、市规划和国土 资 源 管 理 局、市 环 境 保

护局、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市 住 房 保 障 和 房 屋 管 理

局等有关 部 门 共 同 参 与 的 全 市 水 土 保 持 监 管 机 制。

并就加强工程建设管理体制与机制建设、预防保护管

理制度化建设、监督管理制度化建设、监测网络建设、

配套政策法规建设等方面大胆探索，创新形成特大型

平原城市水土保持综合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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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积极推进上海市水

土保持工作。结合城市未来发展趋势，规划具有前瞻

性的城市生态系统模式，制定符合城市发展需求的水

土保持综合措施。如结合清洁小流域建设要求，应以

住建部《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等为技术指导，以雨

水汇流特征将城市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划分，科学提

出小区、道路、广场等不同用地性质对象中雨水收集、
储蓄以及 面 源 污 染 治 理 措 施，并 积 极 开 展 示 范 层 面

工作。

４　近期工作建议

（１）加 快 水 土 保 持 立 法 工 作，支 撑 监 管 体 系 建

设。建议落实专项经费，尽快开展上海市水土保持立

法工作，为该市水土保持监管提供法律支撑。
（２）注 重 水 土 保 持 宣 传 工 作，提 高 社 会 参 与 意

识。通过多部门联合 执 法、媒 体 宣 传 等 多 种 途 径，加

大水土保持的宣传力度，努力提高公众参与水土保持

的意识。同时，依托自然保护区等积极推进上海市水

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建设。
（３）实施 土 建 项 目 水 土 保 持“三 同 时”监 管 能 力

建设，实现常态长效管理。以目前全市土建项目弃土

管理较为薄弱这一问题，开展水土保持设施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三同时”监 管

能力建设的试点工作，为该市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打好

坚实基础。
（４）积极学习其它省市在城市水土保持、平原水

土保持中的成功经验。淮河水利委员会、深圳市政府

等立足城市快速发展中的水土流失危 害 均 制 定 了 许

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取得 了 大 量 的 成 功 经 验，可

为上海市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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