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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与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

胡春宏,张晓明
(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48)

摘 要:[目的]中国水土流失治理已由“全面治理,重点治理”迈向“系统治理,攻坚

克难”的新阶段。分析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内涵、准则及其与水土保持的关

系,旨在丰富新时代水土保持理论体系,引领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方法]在长期

理论探索和实践验证的基础上,梳理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理念的发展过程,阐
明其内涵、目标与实践准则。[结果]水土流失长期治理实践总结提升形成的以小流

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技术路线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系统思想最朴素的实

践体现。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系统性主要体现为治理对象的系统协调,总体布局的系

统统筹,治理措施的系统考量,治理成效的多效益兼顾,实施和管理的多部门协同和

多主体参与的共治共享6个方面。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实践需要遵循的基于系统

治理理念的具体举措包括:利用系统思维理解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要求,精准诊断山水林田湖草

沙系统短板及其控制性要素,构建山水林田湖草沙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防控体系,构筑完备的水土保持管

理与技术保障体系。[结论]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完整准确理解并全面贯彻落实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

理的理念,探索整体提升水土保持学术研究水平和治理效能的新路径、新模式、新机制。同时应结合区域

或流域实际,对农田、水利、牧业、林业及生产建设活动进行全面综合系统的规划和治理,推动水土保持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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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ofSystematicManagementofMountains,Waters,Forests,Farmlands,
Lakes,GrassesandSandswithHigh-qualityDevelopment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

HuChunhong,ZhangXiaoming
(ChinaInstituteofWaterResourcesandHydropowerResearch,StateKey

LaboratoryofSimulationandRegulationofWaterCycleinRiverBasin,Beijing100048,China)

Abstract:[Objective]China’ssoilerosionmanagementhasshiftedfrom “comprehensivemanagement,key
management”toanewstageof“systematicmanagement,overcomedifficultiesandchallenges”.Theconcept
andcriteriasofsystematicmanagementwithmountains,waters,forests,farmlands,lakes,grassesand
sands,anditsrelationshipwithsoilandwaterconservationwereanalyzed,toprovidereferencesforenriching
thetheoreticalsystem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inthenewperiod.Therefore,toleadhigh-quality
development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Methods]Onthebasisoflong-termtheoreticalexplorationand
practicalverification,thedevelopmentprocessoftheconceptofmountains,rivers,forests,farmlands,



lakes,grassesandsandssystematicmanagementhasbeenorganised,anditsconnotation,objectives,and
practicalguidelineshavebeenelaborated.[Results]Acomprehensivemanagementtechnologyroutewith
smallwatershedsasaunit,formedbysummarisingandimprovingthelong-termpracticeofsoilandwater
lossmanagement,isthesimplestpracticalembodimentofthesystematicthoughtofthelifecommunityin
mountains,rivers,forests,farmlands,lakes,grasses,andsands.Thesystematicnessoftheintegrated
managementofsmallwatershedsismainlyreflectedbysixaspects:systematiccoordinationofgovernance
objects,systematicintegrationoftheoveralllayout,systematiccoordinationofgovernancemeasures,multi-
benefitbalanceofgovernanceeffectiveness,multi-sectoralsynergyofimplementationandmanagement,and
multi-agentparticipationinsharedgovernance.Specificinitiativesbasedontheconceptofsystematic
governancethatneedtobefollowedfor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include:

usingsystematicthinkingtounderstandtheconnotationandrequirementsfor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
soilandwaterconservation;accuratelydiagnosingthecontrollingelementsofmountains,rivers,forests,

farmlands,lakes,grassesandsandssystems;constructinga multi-level,all-round,three-dimensional
preventionandcontrolsystemformountains,rivers,forests,farmlands,lakes,grasses,andsands;and
constructinga complete soiland waterconservation managementand technicalguarantee system.
[Conclusion]Duringthenewperiod,theconceptofsystematicmanagementofmountains,rivers,forests,

farmlands,lakes,grasses,andsandsshouldbecompletelyandaccuratelyunderstoodandfullyimplemented,

andnewpaths,modes,andmechanismsshouldbeevaluatedtoenhancethelevelofacademicresearchonsoil
andwaterconservationandeffectivenessofgovernanceasawhole.Simultaneously,comprehensiveand
systematicplanningand managementoffarmland,waterconservancy,animalhusbandry,forestry,

production,andconstructionactivitiesshouldbeconductedincombinationwithregionalspecificconditions
topromot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
Keywords:mountains,rivers,forests,farmlands,lakes,grasses,andsands;lifecommunity;systematic

management;soilandwaterconservation;integratedmanagementofsmallwatersheds;theoretical
system;high-qualitydevelopment

  水是生命之源,土是万物之本,水土资源是人类

赖以生存、繁衍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战略资源。水土流失引起土地退化、环境恶

化和旱涝灾害频发,直接影响国家生态安全、防洪安

全、粮食安全和饮水安全,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高

质量发展。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水土保持工作,针对水

土流失严重地区持续实施了八片重点治理工程,取得

了良好的治理效果。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

保持法》颁布实施,标志着水土流失从小流域综合治

理迈向依法防治人为水土流失,预防保护与综合治理

并重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全面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文明和

绿色发展理念成为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2021年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理念的提出,标志

着中国从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单一要素的保

护和治理修复时代,进入了系统修复、整体保护、综合

治理的新时代[1]。“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理念开始引领水土保持

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是以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为指引,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
头治理,增强水土保持功能和生态服务价值,以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和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是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必

须坚持的根本遵循。准确理解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

共同体的内涵,明确其目标和核心准则,是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治水工作的重要论述,践行水土保持高

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
本文在长期泥沙治理与水土保持实践和理论探

索的基础上,梳理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理念的形

成与发展过程,阐明其内涵、目标与实践准则,及其与

水土保持的关系,旨在丰富新时代水土保持的理论体

系,探索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理念指导下的水土

保持高质量发展路径,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

式现代化。

1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概念的缘
起与发展

  “系统治理”包含系统论和治理论。系统论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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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事物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系统各构成要素与系统

整体间的相互关系,从本质上揭示其结构、功能、行为

和动态,通过统筹各要素以达到整体最优。“治理论”
源于公共管理科学,是使相互冲突的不同利益得以调

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它更强调协调,是从

“劣治”走向“良治”的持续互动。系统治理是习近平

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理论依据,2013年11月

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首次提出: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

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

树”。嗣后,习近平总书记将系统治理作为生态文明

建设的基本原则,但其内涵亦在不断丰富和发展。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

五次会议上对中国水安全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指
出:“治水要坚持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系

统思想”。2017年7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第三十七次会议研究国家公园体制时,又增加了

“草”要素,提出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

同体”。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则提出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

治理的理念。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要素增

加草和沙,反映出对自然生命共同体构成的理论新认

知,使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观念得到进一步深化和拓

展。从此,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成为新时代生态

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成为新时期中国治水实践的

根本遵循。

2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内涵、
目标及准则

2.1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内涵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态系统整体性的通俗表达。
无论陆地和水域,生态系统都是生物及其与之发生相

互作用的物理环境所形成的开放系统。在陆地生态

系统中,山是生态系统的背景结构和生境基质,是分

水岭,是地球水资源的分配器。水是生命存在的介

质,是陆地生态系统的流动串联介质,是生态系统控

制性因子,是水土流失发生发展的外营力要素。林是

陆地生物总量最高的生态子系统,是调蓄降雨洪水的

分流器,亦是水土保持的重要措施。田是高度人工化

的生态子系统,是人类生活资料的供应者,也是水土

保持的保护对象。湖是江河水资源的连通器和调节

器。草是水资源有限条件下的绿色生产系统,对环境

平衡最敏感的生态子系统,也是水土保持重要措施之

一。沙是指沙漠或水流伴生的侵蚀泥沙,前者是地球

大气环流的动力源,后者或是河湖水利工程安全运行

的限制性因子或是维系河湖系统健康的资源性因子。
山、水、林、田、湖、草、沙等是在结构和功能上都存在

明显差异的生态子系统,但通过生态系统间的物质循

环和能量流动形成既相对独立又彼此依存的关系[3],
其中水土过程串联陆地生态系统各大子系统,影响其

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思想是流域保护治

理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升华,人类则通过“修山、治水、
育林、护田、蓄湖、复草、控沙”来调控7个子系统的结

构和功能,进而优化调控系统的整体功能,营造以“山
青、水碧、林郁、田沃、湖净、草绿”为表征的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健康生态格局,这是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的目标。因此,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有

三层涵义[4]:一是指陆地生态系统整体的有机系统。
二是陆地生态系统中山、水、林、田、湖、草、沙等主要

子系统具有不同的结构,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着不

同的功能。子系统之间存在着正向和负向的复杂作

用关系,影响各子系统的演化进程,进而又影响陆地

生态系统的整体。三是从治水的角度看,水具有循环

流动的独有特征和“生命元素”的功能特质,通过水循

环及其伴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动,串接了其他子

系统,且又受其他子系统的影响,在“水量、水质、水
域、水流、水生”上展现动态演化特征,是一个生命共

同体。

2.2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目标与准则

(1)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目标。一是维

持流域生态系统健康,保障生态安全,维护生态功能;
二是推进生态产品产业化与价值化,支撑区域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从流域生态水文学看山水林田湖草

沙,山是水之“源”,河是水之“流”,湖是水之“汇”,沙
随水而“动”,林、田、草因山就水而生,有护山护水之

效。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目标就是通过对山、
林、田、草等子系统的优化协调,实现流域“产水、滞
水、保水、净水”、坡—沟—流域水土资源化利用和水

沙关系协调以及特色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以实现区

域生态、资源、环境、经济等多目标协同发展。
(2)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准则。山水林

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准则是基于流域健康水循环维

持的角度系统统筹。
首先,健康的水系统,即是保障其自身生物完整

性(完整的食物链网与珍稀濒危物种),化学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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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污染稀释和自净能力),水文完整性(保持生

态基流、产卵脉冲与漫滩等水文功能)与形态完整性

(如体现深渊—浅滩、主槽—近岸—滩区等形态结

构)。因此,系统治理准则是:控制过量取耗水,以确

保河流基本生态流量需求;控制超额排污;杜绝空间

侵占和破坏,严格维护合理空间规模和结构;维持河

湖水系连通;禁止酷渔滥捕。其次,湖泊是水流的一

部分,适用水系统健康标准,且基于湖泊水体的聚集

性和缓流性等特征,还需关注面积萎缩、富营养化、水
生植物以及与河流之间的连通性等。山水林田湖草

沙系统治理的准则包括:空间有效保留,确保不因人

为因素造成面积萎缩和结构破坏;水量水位保持,以
确保其变化处于合理范围;污染负荷不超限,即严格

核算湖泊纳污能力,控制入湖污染物;重要生境不破

坏,即保障水生生物栖息地的保护和鱼类洄游通道的

畅通。
其次,鉴于河湖健康生命维护与人水和谐共生需

求,我们应维持“好山”“好林”“好田”“好草”,以实现

河湖生态环境复苏。①“好山”的表征。“能蓄”,即能

滞蓄消减洪峰,减缓山区洪水造成的不利影响;“能
调”,即能增加基流,调节丰枯过程;“保质”,即减少对

河流的污染,控制水土流失程度,保护河流水体质量。
系统治理准则是生态优先、因害设防,统筹布局、精准

治理,自然修复、低扰开发。②“好林”的表征。充分

发挥水源涵养功能,有效削减和延缓洪峰,净化水质,
调节区域水分循环;有效防止土壤侵蚀,调控入河泥

沙在合理水平范围;林分规模与结构合理,不过度降

低流域产水量;与当地气候和水资源条件相匹配,使
森林自身能够存续和天然更新。系统治理准则即为

天然优先,保护为主,以水定绿、规模适宜;适地适树、
科学营林。③“好田”的表征。田面水系工程长效发

展,灌溉用水高效节约;面源污染防控体系齐备,不污

染水流和水体;护田工程稳定性高,土壤肥力能持续

维持。系统治理准则是以水定地、高效用水、控源减

排、防盐压碱。④“好草”的表征。能“滞水、渗水、保
水“,使降水尽可能就地入渗或调控进入水系[5],降低

侵蚀动能,防治水土流失;植物群落有效地利用区域

养分和能量;植物种和结构在受外来因素胁迫后,其
土壤、植物群落及其生态功能仍可保持和恢复。系统

治理准则乃为保护优先、以草定畜,以水定草、科学建

植,分区分类、减缓影响,严格管理、量质双控。
另外,沙指沙漠(含沙地、戈壁)或侵蚀的入河泥

沙。①沙漠可分为“原生沙漠”和“人造沙漠”。原生

沙漠是基于地质、地貌、气候等自然条件形成和演化

的。它具有防风固沙、水文调节、固碳、生物多样性保

育、生态旅游等服务功能,是干旱区人们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区域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是
一种自然资源。人造沙漠是由于人类过度开发利用

导致土地退化而形成的沙化、荒漠化土地。沙漠治理

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原生沙漠宜重点保护,
有效利用。对于人造沙漠则应重点治理,系统修复。
对于沙区空间的管理,要遵循“养、防、治、用”并举的

原则,维护沙区生态系统平衡,预防风蚀等灾害发生,
分类施治,合理利用[6]。②就流域侵蚀和输移的泥沙

而言,它们既是塑造河道的物质基础,决定着河道的

形态及演变过程;又是河流运输化学物质和生源物质

的重要载体,对全球水、碳循环发挥有效调节作用。
因此,作为水循环的伴生过程,维持流域水沙关系协

调是根本。即河流水体含沙量不宜过高,以确保河道

有足够的水流动力条件来实现入河泥沙顺利输移且

达到河道平衡输沙;同时,河流泥沙不能减到零或较

低的数值,否则径流接近于清水状态,导致中下游

河道面临冲刷加剧、畸形河湾发育等威胁防洪安全的

问题。同时河口也将面临海岸蚀退、海水入侵等威

胁河口生态环境与稳定等问题。为此,系统调控准则

是优化调控入河沙量及水动力过程,维持河道冲淤平

衡和中水河槽规模,保障河口生态环境健康、流路稳

定及淤蚀平衡,实现流域—河道—河口各自系统水沙

动态平衡。
问题导向和目标指向是确定流域山水林田湖草

沙系统治理依据的基本原则。问题导向是聚焦当下

问题,目标指向则立足预期目标,面向未来发展愿景。
系统治理的总体目标就是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
应根据“防洪保安全,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

水环境,先进水文化等相统一”的江河治理保护目标,
自上而下确定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目

标[7],实施差别化的分类治理、综合治理和系统治理。

3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与水土保
持的关系

3.1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与以小流域为单元的

综合治理一脉相承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水土保持

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必须

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水土保持是山区发展的生命线,是
国土整治、江河治理的根本,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基础,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新

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
大规模高强度积极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经过长

期不懈的实践与理论探索,总结出的以小流域为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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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治理成功经验[8],为世界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提

供了中国方案。20世纪40年代,福建省长汀县、陕
西省西安市长安县、甘肃省天水市并列为全国三大最

严重水土流失区。以福建省长汀县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为例,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长汀县长期“山光、水
浊、田瘦、人穷”的荒凉景象。长汀县坚持从实际出

发,因地制宜,因山施策,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

合,人工治理与生态修复相结合,生态建设与经济发

展相结合,采取山地植被恢复,茶果园生态治理,崩岗

综合整治,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等不同治理模式开展

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使昔日的“火焰山”变成了如今的

“花果山”。绿色产业推动乡村振兴发展,使长汀县成

为全国水土流失治理的一面旗帜。
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就是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沙多系统协调的系统治理,其系统性主要体现在

6个方面:山水林田路村系统规划,综合治理;上下

游、左右岸统筹布局,坡沟兼治;林草、工程、耕作多措

施协调,对位配置;生态与经济系统协调,效益兼顾;
多部门联防联控联治,系统协同;政府、市场与集体多

主体参与,共治共享。2023年水利部会同农业农村

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了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的指导意见》,再
次明确坚持系统观念,按照山、水、林、田、路、村等相

关要素协调发展,以水为主线,生产—生活—生态一

体谋划,治山治水治污协同推进,因地制宜打造各具

特色、类型多样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显而易见,水土

流失治理从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发展至生态

清洁小流域提质增效,再至“美丽河湖”建设,既是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和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不同阶段的

目标要求,又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系统思想

最朴素的实践体现。

3.2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是流域水土保持工作

的核心内容

水土保持是江河治理的根本,是河湖生态环境治

理和保护的源头,是与水环境管理互为促进,紧密结

合的有机整体。其中,水是贯穿流域生态系统各要素

的“血脉”,土是最基础的媒介。陆地生态要素变化和

人类社会活动影响将集中反映到对水和土状态的影

响。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既是水土保持过去走

过的成功之路,更是我们要长期坚持、不断创新的指

导思想。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理念,以小流

域为单元,科学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打造生态清

洁流域,充分发挥水土保持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中的

“拦沙减淤、净化过滤、调节反补、开源引流、减排增

汇”作用,这是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的关键和基础[9]。

坚持“系统”“综合”这个水土保持的核心,需要树立系

统的思维观,统筹全域与重点、近期与远期、预防保护

与综合治理,注重水土保持空间管控的系统性与整体

性,坚持因地施策,体现区域差异[10]。为此,首先,应
强化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源头预防、过程控制,要消

除条块分割、单项论证弊端,建立与系统治理相适应

的流域综合管理和行政审批制度。其次,要站在系统

治理全局高度,以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为重

点,建立完善的水土资源影响评价体系,促使各类流

域开发建设行为满足系统治理总体目标要求。第三

要建立支撑陆域水土资源影响评价的制度体系与技

术保障措施,确保系统治理上下协同,落地见效。水

土流失系统治理的前提是明确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

各子系统自身的结构、过程和功能及其动态变化,并
明晰子系统之间正向的、负向的复杂作用关系。针对

不同侵蚀类型区本底、资源环境承载力及其改善目

标,科学制定水土保持率[11],合理配置治理措施比例

与模式,以保障系统的整体性、结构性、动态性,并维

持“水纽带”功能。

4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理念指导
下的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开展大规模的水土流失预

防、保护与综合治理,中国的水土保持工作成效显著,
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呈现“双下降”态势。但是,水土

流失量大面广,局部地区依然严重的状况仍未根本改

变,治理质量和成效还不稳定的现状没有改变,经济

发展带来人为水土流失压力突出的阶段性特征没有

改变[12]。为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探索新阶段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新
机制,需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结合区域实

际,对农田、水利、牧业、林业及生产建设活动进行综合

规划和治理,并全力推动水土保持在政策制度、体制机

制、技术创新、规律把握等方面形成一批可借鉴、可复

制、可推广的系统治理成功经验[12],通过新质生产力

带动全国水土保持工作水平和效能的整体跃升。

4.1 系统理解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驱动机制

如何深入学习领会党中央国务院和水利部党组的

要求,完整、准确、全面地理解和把握推动新阶段水土

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目标任务[13],为系统规

划和综合治理的实施提供更加精准的依据,与时俱进

地推动水土流失治理的提档升级,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的参与感、获得感、认同感,是推进水土保持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为此,需从系统整体和全局角度出发,以河

流水系为纽带,在科学诊断区域森林、农田、湿地、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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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林地、草地及沙地等要素存在问题的基础之上,统
筹考虑生态系统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连续性、经济社

会发展可持续性等要求[14],推进流域治理从“以小流

域点位治理为重点的传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模式”向
“以河流水系为基本单元的系统治理模式”的转变,治
理目标由“控制泥沙与污染”向“多要素一体化保护与

系统治理”转变,推动治理方式由条块分割转向协同

共治,实施以点带面、空间均衡、系统治理战略布局,
统一规划、统一治理、统一调度、统一管理的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15-16]。从湖南省紫鹊

界可以窥见山水林田湖草格局的精巧组合在维持区

域人水和谐的美好景象。这里“山”的地质结构及自

然形成的坡面使得土壤中的水源不枯竭而自流;“林
草”依山就势,多层植被结构组成的森林和草地生态

系统实现海绵功能而调水保土;水源储存在土壤与水

田中,形成天然的地下与地上蓄水水库,取之可得,丰
枯无忧;梯田与水路精巧组合,以及因对以水定田原

则的坚持,适宜的耕作方式的养成与遵循,成就天然

自流灌溉工程的奇妙;流动或存蓄在林草植被、土壤、
水圳、水田中的各种形态的水,维持水在系统中的自

由循环与动态平衡。

4.2 精准诊断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功能发挥的控制

因素

基于“木桶”理论,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受制于系

统控制性要素对系统结构的整体协调作用。例如,在
干旱地区有限的水资源承载力直接对应生态系统的

脆弱性,提升水资源承载力即可迅速响应环境变化并

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因此,实施流域山水林田湖草

沙系统治理,必须抓住问题产生的症结所在,厘清子

系统功能发挥的限制性问题,识别系统结构的控制性

要素。当关键要素与全要素的耦合机制遭到破坏,关
键要素的退化将通过生态过程及反馈产生负向的“链
条式反应”,对其他要素的结构与功能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着力推进关键要素治理与全要素耦合相结合,
是切实保障系统治理顺利推进的核心环节[4,7]。如

中国“新老水”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天然或人为原

因导致“水”与其他分系统的关系存在不匹配。因此,
黄土高原地区的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乡主要

关注水短缺,福建省木兰溪流域主要关注水灾害,云
南省洱海流域主要关注水污染,贵州省草海流域主要

关注水生态损害,而浙江省丽水市生态良好,则主要

关注“两山理论”的绿山向“银山”的转化。

4.3 构建山水林田湖草沙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防控

体系

在新时代,中国水土保持工作已站到新的起点,

需把可持续发展问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

质量和功能效益,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高质

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根据

系统的功能分区,综合考虑不同区域功能差异,分区、
分类、分步实施水土保持的预防、保护与重点治理工

程,统筹配置坡沟侵蚀防治,林业生态提质增效,生物

多样性保护,水源地保护,远山生态修复等工程布局,
整沟、整村、整乡、整县一体化治理。持续推进生态清

洁小流域建设、水土保持监测体系建设、水土保持智

慧平台建设以及水土保持科普宣传基地建设等。构

筑“政策制度—体制机制—重大工程—科技支撑—科

普宣传”的“五轮驱动”防控体系,实现多目标协同的

水土流失系统治理。

4.4 构筑完备的水土保持管理与技术保障体系

水土流失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统筹考

虑环境要素的异质性、生态系统完整性、自然地理单

元连续性、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等方面。小流域作

为水土保持工作的实际治理基本单元,同一流域不同

区县存在目标单一、条块分割、多头治理、属地管理等

难题。因此,通过政策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治理模式

创新、科技创新等途径,以流域为对象,以水要素为脉

络,统筹陆域和水域,打破行业分割,多部门形成合

力,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协同性、整体性治理,实现治

理机制多元化、治理部门协同化、治理区域一体化;同
时,聚焦水土流失规律和机理、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

值、水土保持碳汇能力、智慧水土保持以及水土保持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等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整体

提升水土保持管理能力和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水平,有
效推动水土流失治理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

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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