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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区
水土流失特征与防治对策

李晶晶,苏鹏飞,张建国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陕西 西安710021)

摘 要:[目的]研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区水土流失特征及其防治对策,为该区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生态环境建设和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方法]基于2020年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成果,分析水土流失面积、分布、特点等,提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对策。[结果]规划区水土流失面积占土地

总面积的33.97%,水土流失分布主要集中在黄河中游多沙区、腾格里—阴山北麓沙漠草原风沙区、湟水洮

河黄土丘陵区和黄河源高地草原区等区域,沙地、旱地(6°以上)、天然牧草地和其他草地为水土流失重点发

生地类,水土流失呈现面广量大、分布集中、侵蚀类型多样、高侵蚀强度面积较大等特点。[结论]水土流失

依然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区面临的主要生态问题之一,水土流失防治应结合区域水土

流失特点,科学布局,精细配置各类措施,推进规划区水土流失治理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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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ErosionCharacteristicsandPreventionCountermeasuresforEcological
ProtectionandHigh-qualityDevelopmentPlanninginYellowRiverBasin

LiJingjing,SuPengfei,ZhangJianguo
(MonitoringCenterforSoilandWaterConservationandEcological

EnvironmentofYellowRiverBasin,Xi’an,Shaanxi710021,China)

Abstract:[Objective]SoilerosioncharacteristicsandpreventioncountermeasuresintheYellowRiverbasin
werestudiedinordertoprovideascientificreferenceforcomprehensivecontrolofsoilandwaterlossand
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ecologicalenvironmentintheregion.[Methods]Soilandwaterlossdataof
2020wereusedtodeterminethearea,distribution,andcharacteristicsofsoilerosionintheecologicalprotection
andhigh-qualitydevelopmentplanningareaoftheYellowRiverbasin.Comprehensivepreventionandcontrol
measuresforsoilandwaterlossinthisregionweresubsequentlyrecommended.[Results]Areasofsoil
erosionaccountedfor33.97%ofthetotallandarea.Areasofsoilandwaterlossweremainlyconcentratedin
thesandyregionofthemiddlereachesoftheYellowRiver,thedesertsteppesandyregionofTenggeri-north
footoftheYinshanMountain,theloesshillyregionoftheHuangshui-TaoheRiverbasin,andthehighland
grasslandsregioninthesourceareaoftheYellowRiver.Sandyland,dryland(withslopegreaterthan6°),

naturalpasture,andothergrasslandsweretheprimarylocationsforsoilerosion.Soilerosionpresentedthe
characteristicsofwideareaandlargeamounts,concentrateddistribution,diverseerosiontypes,andlarge



areasofhigherosionintensity.[Conclusion]Soilerosionisstilloneofthemainecologicalproblemsinthe
ecologicalprotectionandhigh-qualitydevelopmentplanningareasoftheYellowRiverbasin.Preventionand
controlofsoilerosionshouldbecombinedwiththecharacteristicsofregionalsoilerosion,scientificlayout,

andvariouscarefullyconfiguredmeasurestopromotethegreendevelopmentofsoilandwaterlosscontrolin
theplannedarea.
Keywords:theYellowRiverBasin;ecologicalprotectionandhigh-qualitydevelopment;planningarea;soiland

waterloss;preventioncountermeasures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2020
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做好黄河流域的

水土保持工作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主要内容和治

理的根本措施,也是黄河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障[1-2]。
及时准确把握水土流失状况是今后开展水土流

失防治、生态环境保护和流域高质量发展项目的重要

决策依据。目前,关于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状况及治理

的研究多集中在黄河源区、黄土高原地区、多沙粗沙

区或重点支流等区域[3-6],且大多数研究时间节点较

早,不能反映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现有状况[7-8]。进入

新发展阶段,面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国家战略”的现实需求和黄河大保护、大治理的客观

要求,研究分析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

区(以下简称“规划区”)宏观区域尺度的水土流失现

状对新时期黄河流域生态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因此,本文基于2020年全国水土流失动态

监测数据,分析规划区水土流失现状、特征,并提出规

划区水土流失治理措施,以期为该区域水土流失综合

防治和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1 规划区范围

根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

要》确定的规划区范围为黄河流经的青海、四川、甘
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省区的

451个县级行政区,监测面积为1.33×106km2(根据

民政部2018年3月公布的中国行政区划数据统计)。
规划区具体范围见图1。

规划区范围与黄河流域均是黄河干支流流经省

区的相关区域,不同的是,规划区范围包含了黄河干

支流流经省区涉及的所有县级行政区的完整县域,黄
河流域是以流域界为界限划定的区域范围,流域边界

处的县级行政区为该县域在黄河流域界内的区域,而
非完整县域。从区域上讲,规划区范围包含了黄河

流域。

图1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区范围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研究数据主要基于2020年全国水土流失动态

监测项目成果,通过统计、汇总得到规划区2020年水

土流失基础数据。具体方法为以县级行政区为单元,
基于当年2m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通过基础资料

收集、解译标志建立、遥感解译及专题信息提取、野外

复核验证、土壤侵蚀因子计算、土壤侵蚀模数计算及

强度评价等工作,计算获取当年国家级水土流失动态

监测和各省区省级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土壤侵蚀成果

数据。在水力侵蚀区利用中国土壤流失方程CSLE
模型,在风力侵蚀区利用风力侵蚀模型〔耕地、草(灌)
地、沙地(漠)风力侵蚀模型〕进行计算。

本文中的水土流失面积特指水力侵蚀面积和风

力侵蚀面积之和,不包含冻融侵蚀。水土流失强度等

级包括轻度、中度、强烈、极强烈和剧烈侵蚀,根据《土
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判定[9]。根据水

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印发的《2020年度水土流失

动态监测技术指南》,本文中土地利用类型分类包括

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
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其他土地8个一级类,水田、水浇

地、旱地、果园等25个二级类,具体土地利用分类见

表3。不同土地利用水土流失发生比为不同土地

利用类型水土流失面积分别占各地类土地总面积的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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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2020年土壤侵蚀数据,统计、分析规划

区水土流失面积、分布、水土流失特点等情况,并结合

规划区内不同区域的禀赋条件和生态功能定位提出

水土流失防治策略。研究数据运用 MicrosoftExcel
2010进行处理与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规划区水土流失监测结果

3.1.1 水土流失面积 根据2020年全国水土流失

动态监测成果(表1),规划区水土流失面积4.53×
105km2(不计冻融侵蚀),占土地总面积的33.97%,
高于全国平均值(28.15%)。其中,水力侵蚀面积

2.38×105km2,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52.57%,风力

侵蚀面积2.15×105km2,占水土流失总面积比例

为47.43%。不同侵蚀强度中,轻度、中度、强烈、极
强烈、剧烈侵蚀面积分别为2.97×105,9.20×104,

4.23×104,1.60×104,6.30×103km2,分别占水土

流失总 面 积 的65.46%,20.29%,9.34%,3.53%,

1.38%,土壤侵蚀强度以轻度、中度为主。

3.1.2 水 土 流 失 分 布 从空间上看,规划区水土

流失分布相对集中,其中,风力侵蚀主要分布在黄河

源高地草原区和腾格里—阴山北麓沙漠草原风沙区

(附图5,见封3)。
区域土地面积1.74×105km2,占规划区总土地

面积的13.31%,风力侵蚀面积1.47×105km2,占规

划区风力侵蚀总面积比例达61.69%;水力侵蚀主要

分布在黄河中游多沙区和湟水洮河黄土丘陵区,区域

土地面积1.89×105km2,占规划区总土地面积的

14.47%,水力侵蚀面积9.64×104km2,占规划区水

力侵蚀总面积比例达40.45%。从不同侵蚀强度等级

来看,水土流失分布集中区强烈及以上强度等级水土

流失面积4.98×104km2,占规划区强烈及以上强度

等级的77.09%(详见表2)。

表1 2020年规划区水土流失面积及比例

侵蚀类型

水土流失

面积/
104km2

比例/
%

轻度侵蚀

面积/
104km2

比例/
%

中度侵蚀

面积/
104km2

比例/
%

强烈侵蚀

面积/
104km2

比例/
%

极强烈侵蚀

面积/
104km2

比例/
%

剧烈侵蚀

面积/
104km2

比例/
%

水力侵蚀 23.83 17.86 14.9 62.55 5.57 23.39 2.07 8.67 1.08 4.51 0.21 0.88
风力侵蚀 21.50 16.12 14.77 68.69 3.63 16.85 2.16 10.08 0.52 2.44 0.42 1.94
合 计 45.33 33.97 29.67 65.46 9.20 20.29 4.23 9.34 1.60 3.53 0.63 1.38

表2 不同水土流失集中区水土流失面积及比例

区域
编号

侵蚀类型
土地总

面积/km2
水土流失
面积/km2

轻度侵蚀

面积/km2 比例/%

中度侵蚀

面积/km2 比例/%

强烈侵蚀

面积/km2 比例/%

极强烈侵蚀

面积/km2 比例/%

剧烈侵蚀

面积/km2 比例/%

1
水力侵蚀 17175.38 354.12 317.32 89.61 13.06 3.69 12.86 3.63 10.11 2.86 0.76 0.21
风力侵蚀 12142.66 10352.46 85.26 465.19 3.83 491.83 4.05 427.17 3.52 406.02 3.34

2
水力侵蚀 156703.75 2125.53 1910.45 89.88 199.18 9.37 12.45 0.59 3.19 0.15 0.27 0.01
风力侵蚀 134851.48 84984.20 63.02 23927.34 17.74 19162.14 14.21 3661.58 2.72 3116.22 2.31

3
水力侵蚀 156911.93 80176.63 34169.79 42.62 26579.94 33.15 11442.62 14.27 6635.84 8.28 1348.44 1.68
风力侵蚀 949.87 880.22 92.67 67.64 7.12 1.98 0.21 0.02 0.00 0.01 0.00

4
水力侵蚀 32125.86 16200.27 8674.88 53.55 4494.86 27.75 1954.94 12.07 969.46 5.98 106.12 0.65
风力侵蚀 118.20 116.02 98.16 0.57 0.48 1.61 1.36 0.00 0.00 0.00 0.00

合 计
水力侵蚀 362916.92 98856.55 45072.44 45.59 31287.04 31.65 13422.87 13.58 7618.60 7.71 1455.60 1.47
风力侵蚀 148062.21 96332.89 65.06 24460.74 16.52 19657.55 13.28 4088.77 2.76 3522.26 2.38

  注:区域1为黄河源高地草原区;区域2为腾格里—阴山北麓沙漠草原风沙区;区域3为黄河中游多沙区;区域4为湟水洮河黄土丘陵区。

  从土地利用类型一级类来看(表3),规划区水土

流失主要分布在草地、林地和耕地上,草地水土流失面

积21.63×104km2,占水土流失面积的47.72%,林地和

耕地水土流失面积占比分别为20.59%和17.87%。从侵

蚀强度等级来看,中度侵蚀、强烈侵蚀分布地类相似,
主要分布在草地和其他土地类型,分别占规划区中度

和强烈侵蚀面积的比例为60.21%和69.03%;极强烈

和剧烈侵蚀主要分布在耕地和其他土地,分别占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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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侵蚀等级总面积的62.50%和88.88%。
进一步分析土地利用类型二级类可知(表3),规划

区水土流失主要分布在天然牧草地、其他草地、旱地、
有林地、灌木林地和沙地上,分别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29.96%,17.66%,12.22%,10.35%,9.36%和9.01%。
从侵蚀强度等级来看,极强烈和剧烈侵蚀主要集中在

沙地、旱地(6°以上)、其他草地、陡坡林地和裸土地等

地类。

表3 黄河流域规划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水土流失面积

土地利用类型
一级类

土地利用类型
二级类

水土流失面积/km2

小 计 轻 度 中 度 强 烈 极强烈 剧 烈

耕 地

水 田 0 0 0 0 0 0
水浇地 25555.82 23017.03 1475.81 249.13 315.82 498.03
旱 地 55396.04 30342.70 13443.80 5552.14 4769.27 1288.13
小 计 80951.86 53359.73 14919.61 5801.27 5085.09 1786.16

园 地

果 园 3528.96 2040.30 767.78 316.56 355.20 49.12
茶 园 0.75 0.46 0.23 0.06 0 0 
其他园地 43.00 34.68 6.91 1.02 0.33 0.06
小 计 3572.71 2075.44 774.92 317.64 355.53 49.18

林 地

有林地 46901.25 32321.42 9543.88 3418.52 1462.50 154.93
灌木林地 42411.67 31689.75 7521.23 2490.58 678.42 31.69
其他林地 4038.26 2914.67 825.28 210.83 80.05 7.43
小 计 93351.18 66925.84 17890.39 6119.93 2220.97 194.05

草 地

天然牧草地 135814.37 109858.28 16643.91 8751.75 484.32 76.11
人工牧草地 427.97 251.23 119.55 56.09 0.62 0.48
其他草地 80065.28 51152.52 17638.22 8305.16 2718.88 250.50
小 计 216307.62 161262.03 34401.68 17113.00 3203.82 327.09

建设用地

城镇建设用地 10.19 10.03 0.10 0.03 0.03 0 
农村建设用地 915.45 815.07 85.10 13.93 1.31 0.04
人为水土流失地块 6383.53 2612.64 2847.69 826.46 90.46 6.28
其他建设用地 161.99 158.25 3.59 0.14 0.01 0 
小 计 7471.16 3595.99 2936.48 840.56 91.81 6.32

交通运输
用 地

农村道路 651.15 154.18 107.96 93.79 145.18 150.04
其他交通用地 37.76 36.46 0.79 0.22 0.29 0 
小 计 688.91 190.64 108.75 94.01 145.47 150.04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河湖库塘 0 0 0 0 0 0 
沼泽地 0 0 0 0 0 0 
冰川及永久积雪 0 0 0 0 0 0 
小 计 0 0 0 0 0 0 

其他土地

盐碱地 3918.37 838.89 1983.78 548.85 284.03 262.82
沙 地 40828.27 6064.41 17213.19 10544.35 3973.21 3033.11
裸土地 4727.07 979.70 1670.25 961.74 648.23 467.15
裸岩石砾地 1479.75 1409.78 69.40 0.57 0 0 
小 计 50953.46 9292.78 20936.62 12055.51 4905.47 3763.08

  注:旱地指无灌溉设施,主要靠天然降水种植旱生农作物的耕地,包括没有灌溉设施,仅靠引洪淤灌的耕地。

3.1.3 不同土地利用水土流失发生比 按照不同土

地利用类型二级类水土流失发生机制及图2中水土

流失发生比变化趋势,结合全国水土流失动态变化监

测成果,将规划区水土流失比例50%以上地类定义为

极易发生水土流失地类,30%~50%定义为易发生水

土流失地类,10%~30%定义为易发生水土流失地

类,10%以下为难发生水土流失地类。
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二级类)水土流失发生

比例来看(图2),沙地、人为水土流失地块、茶园、裸
土地发生水土流失的比例分别为88.45%,71.90%,

61.48%,57.37%,均高于50%,为极易发生水土流失

地类;旱地、天然牧草地、农村道路、其他林地、盐碱

地、其他草地等发生水土流失的比例分别为44.53%,

40.73%,38.19%,38.05%,37.77%,32.00%,均高于

30%,为易发生水土流失地类;有林地、水浇地、灌木

林地、其他园地、果园、人工牧草地等发生水土流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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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分 别 为 29.84%,28.16%,27.81%,22.77%,

20.88%,14.71%,均高于10%,为不易发生水土流失

地类;裸岩石砾地、农村建设用地、其他建设用地、其

他交通用地、城镇建设用地等发生水土流失的比例均

低于10%,水田、河湖库塘、沼泽地和冰川及永久积雪

等无水土流失状况发生,均为难发生水土流失地类。

  注:土地利用类型编号代表的含义1为沙地;2为人为水土流失地块;3为茶园;4为裸土地;5为旱地;6为天然牧草地;7为农村道路;

8为其他林地;9为盐碱地;10为其他草地;11为有林地;12为水浇地;13为灌木林地;14为其他园地;15为果园;16为人工牧草地;17为裸

岩石砾地;18为农村建设用地;19为其他建设用地;20为其他交通用地;21为城镇建设用地;22水田;23为河湖库塘;24为沼泽地;25为冰

川及永久积雪。

图2 黄河流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水土流失发生比

3.2 规划区水土流失特点分析

规划区绝大部分地区为我国资源型缺水问题突

出的中西部地区,受独特气候和地理特性的影响,水
土流失问题是其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严重的水

土流失恶化了生态环境、破坏了土地资源、增加了河

流泥沙,加剧了贫困,制约了该地区可持续发展。根

据2020年规划区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水土流失

状况主要存在以下特点:
(1)水土流失面积比例较大。根据2020年水

土流失 动 态 监 测 成 果,规 划 区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为

4.53×105km2,占规划区水土流失面积的33.97%,
高于全国平均值(28.15%)。其中,黄河流域黄土高

原地区水土流失面积为2.34×105km2,占规划区水

土流失面积的51.69%,水土流失比例(36.57%)又高

于规划区平均水平(33.97%),仍是中国水土流失最

严重的地区。规划区水土流失量大面广、生态环境脆

弱、流域生态屏障功能不强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
(2)水土流失区域分布相对集中。规划区水土

流失主要分布在腾格里—阴山北麓沙漠草原风沙区、
黄河中游多沙区、湟水洮河黄土丘陵区和黄河源高地

草原区,这些区域面积占规划区总面积的1/4,而水

土流失面积高达1/2多,尤其黄河中游多沙区,是黄

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主要区域,也是导致黄河下游河

道持续淤积抬高的根源,该区域面积2.12×105km2,
占黄土高原地区总面积的1/3,而多年平均输沙量却

占同期输入黄河泥沙量的87.5%[10],其强烈及以上

土壤侵蚀占黄土高原地区强烈及以上水土流失总面

积的49.62%,是黄土高原地区强烈侵蚀的中心。目

前,该区域内的多沙粗沙区和粗泥沙集中来源区仍有

4.27×104,9.90×103km2 的水土流失面积亟待治

理,是规划区水土流失治理中难度最大、最难啃得硬

骨头[11]。
(3)土壤侵蚀类型多样。规划区内土壤侵蚀类

型涵盖了水力侵蚀、风力侵蚀、冻融侵蚀和重力侵蚀,
侵蚀类型多样,且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其中,位于黄

土高原地区的黄河中游多沙区和湟水洮河黄土丘陵

区,由于特殊的地形、地貌、土壤及气候等条件,是规

划区内水力侵蚀最为严重的区域,坡面侵蚀和沟道侵

蚀并存,强烈的水土流失,造成地形支离破碎、千沟万

壑,依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西北黄土高原区

侵蚀沟道累计6.60×105 多条。腾格里—阴山北麓

沙漠草原风沙区是规划区风力侵蚀最为严重的区域,
该区域内气候干燥,多大风天气,水资源贫乏,风蚀沙

化土地比重高,以典型沙漠分布为主。在黄土高原北

部长城沿线一带是水蚀风蚀交错分布特殊地区,由于

其独特的环境背景和土壤侵蚀过程,生态环境极为脆

弱;规划区内冻融侵蚀面积较少,主要分布于黄河上

游青海省东部,由于该地区地势较高、气温较低,冻土

反复冻结和融化导致冻融侵蚀比较活跃。
(4)高侵蚀强度面积较大。根据2020年水土流

失动态监测成果,规划区强烈及以上等级水土流失面

积为6.46×104km2,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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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力 侵 蚀 强 烈 及 以 上 等 级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比 例 为

14.10%,高于全国平均值11.16%,其中,黄河流域黄

土高原地区强烈及以上等级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51.07%,侵蚀模数大于5000t/(km2·a)的强烈以

上水蚀面积是3.41×104km2,占规划区同类面积的

51.65%;侵蚀模数大于8000t/(km2·a)的极强度

以上水蚀面积为1.75×104km2,占规划区同类面积

的17.5%;侵蚀模数大于15000t/(km2·a)的剧烈

水蚀面积为250km2,占规划区同类面积的9.62%,
强烈及以上等级占水土流失面积比例远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5)沙地、旱地(6°以上)、天然牧草地和其他草地

为水土流失重点发生地类。土地利用类型与水土流

失发展密切相关[12],2020年度规划区水土流失主要

集中在草地、林地和耕地,分别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47.72%,20.59%和17.87%。进一步分析不同土地利

用类型(二级类)水土流失面积占规划区水土流失总

面积的比例发现,大于8%的二级类土地利用类型分

别为旱地、有林地、灌木林地、天然牧草地、其他草地、
沙地等,结合水土流失发生的难易程度(图2),确定

规划区内水土流失重点发生地类分别为旱地、天然牧

草地、其他草地和沙地。其中,6°以上的旱地面积为

3.45×104km2,占不同坡度等级耕地总面积比例为

21.89%,产生水土流失面积为2.61×104km2,占不

同坡度等级耕地水土流失面积的41.90%,占6°以上

旱地面积的75.73%,属极易产生水土流失地类,因
此,确定6°以上旱地为旱地中的重点关注类型。

3.3 规划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对策

新时期,党的十九大对生态文明建设和水土保持

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满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目标任务,需要在顶层设

计、工作机制、目标提升、理念更新、技术创新等各方

面作出调整和努力[11]。本文仅针对规划区水土流失

状况、分布特点等,结合规划区内不同区域的禀赋条

件和生态功能定位,以提高水土保持率,改善黄河水

沙关系,建设“幸福河”为目标,从治理方向和措施的

角度提出规划区水土流失防治对策:
(1)在黄河源区、三江源、祁连山、子午岭—六盘

山林区、秦岭北麓、贺兰山东麓以及渭河、湟水等重点

支流的源头区,以退牧还草、退耕还林还草、封育保

护、生态移民等措施为主,充分发挥大自然的自我修

复能力,加强预防保护,减少人为扰动,提升水源涵养

能力。
(2)黄土高原以北的风沙干旱草原及沙漠区,以

自然恢复为主,实施退牧还草、轮封轮牧,固定沙丘区

种植灌草,局部流动、半流动沙丘配置沙障,种植灌

草,防止沙漠化的继续扩张。
(3)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以减少入河入库

泥沙为重点,坚持沟坡兼治,合理布局小流域综合治

理、淤地坝建设、坡耕地整治、黄土高原塬面保护等水

土保持工程,对现有老旧梯田、淤地坝工程进行提档

升级。小流域综合治理以国家级重点治理区为重点,
优先考虑老少边穷地区、革命老区、集中连片、治理积

极性高的区域积极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合
理配置工程、林草、耕作等措施,形成综合治理体系,
维护和增强区域水土保持功能。淤地坝建设以黄河

中游多沙粗沙区为重点,粗泥沙集中来源区为重中之

重,以小流域为单元,合理配置大、中、小型淤地坝,充
分发挥坝系及重要淤地坝在防治沟道侵蚀中的作用。
坡耕地整治以黄土丘陵沟壑区、黄土高原沟壑区为重

点,在降雨400mm以上,坡度5°~15°坡耕地集中分

布区域,大力建设旱作梯田,并对低标准梯田进行改

造,减少坡面侵蚀。黄土高原塬面保护以陇东董志

塬、晋西太德塬、陕北洛川塬、关中渭北台塬等塬区为

重点实施固沟保塬工程,开展塬面、沟头、坡面、沟道

的综合治理模式,改善黄河塬面及沟头侵蚀状况。
(4)在下游及黄河三角洲地区,因滩施策,实施

大汶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刁口河流路生态修复和保

护工程,促进沿线受损生态系统修复,推进黄河口三

角洲湿地保护,改善生态环境。

4 结 论

本文在对规划区水土流失面积、分布、水土流失

特点等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黄河流域水土流

失防治对策。
(1)水土流失依然是规划区面临的主要生态问

题之一。规划区水土流失面积为4.53×105km2,占
土地总面积的33.97%,高于全国平均值(28.15%);
沙地、旱地(6°以上)、天然牧草地和其他草地为水土

流失重点发生地类,水土流失呈现面广量大、分布相

对集中、侵蚀类型多样、高侵蚀强度面积较大等特点。
(2)精细配置各类措施,推进规划区水土流失绿

色发展。在河源区和河口三角州区实施封育保护、自
然修复等预防保护措施,提升区域水源涵养能力与生

态质量;黄土高原以北的风沙干旱草原及沙漠区,以
自然恢复为主,适当施以人工干预,防止沙漠化的继

续扩张;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科学推进小流域

综合治理、淤地坝、旱作梯田、固沟保塬等防治措施,
减少入黄泥沙;在下游及黄河三角洲地区,因滩施策,
推进黄河口三角洲湿地保护,改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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