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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调查

刘伟常 , 谢月如 , 吴长文
(深圳市水务局 , 广东 深圳 518001)

　　　 摘　要: 深圳市水土流失面积已从 1995年的 184. 99 km2减少到 1998年底的 96. 7

km2。 严重级流失面积所占比重也从 1995年的 55. 7%减少到 1998年的 20. 6%。 经分析计

算 , 1996- 1998年水土保持累计减少进入河道 (排水道 )的泥沙量达 3. 343× 106 t,减沙效益

达 2× 108元。在对深圳市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调查的基础上 ,分析了水土流失的现状和水

土保持的最新进展。 概括了实施城市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的 9类途径 ,并对城市水土保持

生态环境建设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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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Eco-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nd Soil-water

Conservation in Shenzhe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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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g ress investiga tion of soil and wa ter conserv ation and eco-

environment const ruction in Shenzhen ci ty , th e condition of soil and wa ter loss as w ell as i ts

new prog ress is analy zed. It i s g enerali zed tha t there existed 9 w ays fo r const ructing

urbanized soi l and w ater conserv 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Some interrela ted problems are

studied at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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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原为广东省宝安县 ,土地总面积 2 020km
2
。经过近 20a的高速发展 ,已成为一座颇

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据 1998年底统计 ,城镇建成区面积达 310. 3 km
2
,人口达 3. 95× 10

6
人 ,

国内生产总值 1. 30× 1011元。 50年代初 ,有水土流失面积 150 km2 ,主要流失类型为自然山头
的坡面侵蚀和崩岗侵蚀。 经长期努力 ,至 80年代中期 ,原有水土流失面积已减至约 30 km

2。
1991- 1993年期间 ,由于大规模的土地开发 ,而管理不力 ,法制未健全 ,导致了严重的人为水
土流失。据 1995年末调查 ,全市水土流失面积达 184. 99 km

2。严重的水土流失危害和鲜明的
城市水土流失特征 ,不仅引起了深圳市各级政府、人大、政协的重视 ,也引起了水利部领导和全
国有关水土保持专家的关注。

深圳市为加强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管理 ,于 1996年底批准成立了市政府的水土保持办

公室 ,办公室设在市水务局。经过短短 2a多的努力 ,先后开展了全面、多层次的水土流失治理

的规划 ,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水土保持条例》和《关于生产建设项目实施水土保持方案申报审

批制度的通知》等 ,形成了水土保持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近年来 ,不仅有效地遏制了新的水

土流失 ,而且对已造成的水土流失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治理。深圳市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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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显的进展 ,深圳市也因此被列为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十百千”示范城市之一。本文

是流失治理方面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的调查 ,并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以期对全国水土保

持生态环境建设的“十百千”示范工程有所推动。

1　城市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成效显著
从深圳市公路等主干道的景观和河道淤沙量的检测情况可以看出深圳市城市水土保持生

态环境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与 1995年相比 ,不仅特区内的北环路、广深高速路两旁 ,包括特

区外的宝安、龙岗 2区的快速干道与主要公路两旁 ,如广深 107国道、深惠路、布龙路等 ,结合

环境整治和水土流失治理 ,沿路边 (一般 6～ 12 m宽 )采取建排水沟、铺草皮、植大树及速生树

种、栽花、护坡等快速见效的措施治理路边的水土流失 ,使有些裸露地仍未全面覆盖 ,其郁郁葱

葱成片的树林、绿茵草坪和多彩花卉组成的美丽图案 ,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路容、路貌大

为改观 ,投资环境得到改善。

对水土流失危害严重的地段 ,由政府出资或责成有关业主采取应急措施进行处理。根据

1998年 10月底的 Spot卫片遥感调查分析表明 ,通过近年来的艰苦努力 ,深圳市水土流失面

积明显减少 ,即流失面积从 1995年末的 184. 99 km
2减少到 1998年末的 97. 31 km

2 ,减少了

47. 4% ;水土流失强度也大大降低 , 1995年严重级的流失面积占 55. 7% ,至 1998年严重级流

失面积只占 20. 6% (见表 1)。

表 1　 1998-10-31深圳市遥感调查水土流失统计　 km
2

流失强度 较少级 一般级 严重级 合 计

全　市 53. 18 24. 08 20. 05 97. 31

特　区 6. 49 3. 88 5. 21 15. 58

宝安区 24. 35 10. 10 7. 62 42. 07

龙岗区 22. 34 10. 10 7. 22 39. 66

　　水土流失治理速度也呈明显加快之

势。据 1998年末的综合调查分析 , 1996

年治理面积 16. 87 km
2
, 1997年治理

37. 60 km
2 , 1998年治理面积达 54. 34

km
2 , 1996- 1998年累计治理水土流失

面积 108. 81 km
2 ,占 1995年全市水土流

失面积的 58. 82%。

　　由表 2可知 ,深圳市水土流失治

理的生态环境建设主要是通过生态恢

复治理、建设覆盖整治和闲置地的封

禁育草。其中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建设

覆盖整治的面积占总治理面积的

30%。 政府投资或督促业主投资专用

于生态恢复性治理的面积为 39. 13

km2 ,仅占全部治理面积的约 35% ,封

禁育草面积约占 1 /3。

表 2　 1996- 1998年深圳市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状况 km2

区　名
生态恢

复治理

建设覆

盖整治
封禁育草 合 计

全　市 39. 13 34. 98 34. 70 108. 81

特　区 11. 06 5. 32 1. 72 18. 10

宝安区 17. 02 15. 09 13. 66 45. 77

龙岗区 11. 05 14. 57 19. 32 44. 94

　 注:其中 , 1998年 54. 34 km2, 1997年 37. 6 km2 , 1996年 16. 87 km2,

3a实际减少水土流失面积 88. 29 km2。

　　从表 3可看出 , 1995年底的开发区流失面积为 148. 68 km
2
,约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80% ,

而 1998年底的开发区流失面积为 58. 9km
2 ,约占同期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60% 。开发区流失面

积占全部流失面积的比例大大下降。

根据《深圳市城市水土保持规划》 ( 1996) ,按 1995年的流失水平 ,全市侵蚀总量为 4. 11× 106 t ,

其中有 1. 85× 10
6
t的泥沙进入排水道或河道。而 1998年侵蚀总量减至 1. 14× 10

6
t ,进入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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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排水道的泥沙减至 5. 13× 10
5
t /a。仅 1998年比 1995年减少进入河道泥沙 1. 34× 10

6
t ,减沙

率达 72. 4%减少率达 72. 4% 。经计算分析 , 1996- 1998年累计减少进入河道 (或排水道 )泥沙

是 3. 34× 106 t ,按清淤替代法计算 (以 60元 /m
3计 ) ,减沙效益达 2× 108元 ; 而因水土保持防

止冲毁、淤废、减轻 (免 )洪灾的损失效益则更大。据估算 , 1996- 1998年政府各部门和业主纯

用于生态恢复性治理的资金共计约 3. 9× 108元 ,约合平均治理费标准为 10元 /m
2。而水务部

门利用水土保持专项启动资金的治理标准一般约为 4～ 6元 /m
2
。

表 3　深圳市水土流失状况调查对照表 km2

区　名
1995年 底 1998年 底

总　计 开发区 总　计 开发区
实际减少

全　市 184. 99 148. 68 96. 7 58. 9 88. 29

特　区 27. 87 18. 02 15. 50 8. 10 12. 37

宝安区 77. 57 63. 33 41. 90 26. 50 35. 67

龙岗区 79. 55 67. 33 39. 30 24. 20 40. 25

　　　 注: 实际减少水土流失面积为 1995- 1998年流失面积之差 ,与治理面积不同。

2　城市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实施
2. 1　深圳市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方案

根据 1995年调查的城市水土流失状况及城市化进程的分析 ,现有的开发闲置地需至

2010年才能全面城市化 ,因此 ,不能等待城市化本身来消除城市水土流失 ,而必须采取有力的

措施 ,尽快控制水土流失 ,重建城市生态环境。

1997年初 ,深圳市水保工作领导小组通过了“深圳市水土流失治理实施方案” ,明确至

2000年底 ,分期分批治理 184. 99 km
2
水土流失 ,还深圳青山绿水。 1998年后 ,深圳市委、市政

府又明确提出在 1998和 1999年基本治理 100 km2水土流失面积。深圳市在获得了 1998年度

全国环保模范城市称号的同时 ,市政府制定《深圳市 1998- 2005年环境质量建设目标与任

务》 ,提出动员深圳市各方面的力量 ,进一步加大环境质量建设力度 ,并在相关内容中特别强

调 ,通过治理水土流失 ,调整绿化布局 ,加强风景区、郊野公园以及园林村镇建设等措施 ,大幅

度增加绿地面积 ,改善和提高深圳市生态环境质量 ,达到 2000年基本控制深圳市水土流失状

况 , 2005年基本治理好现有水土流失 ,使深圳市水更清 ,地更绿。

深圳市根据其水土流失特点 ,治理重点主要是针对开发区和采石取土场。对于开发区 ,还

根据开发状况将其划分为开发整地期、建设期和闲置待建期 ,对各期的开发区要求业主有不同

的治理标准。

由于水土流失的危害主要发生在路边、房边、水边。为尽快控制水土流失 ,尽量减轻水土流

失危害 ,以“花钱少 ,见效快”为原则 ,实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思路 ,就是首先控制

“三边”的水土流失。

实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的治理工作 ,主要可划为两个阶段。一是开展治理试点探索阶

段 ; 二是推行防治目标责任制 ,全面推进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阶段。

2. 2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的治理途径

( 1)建立各区政府目标责任制 ,把全市的治理目标分解落实到区 ,使各区在水土保持工作

中感到一定的压力 ,变过去“等靠要”消极思想为积极主动层层落实责任制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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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明确政府各部门的水土保持职责分工 ,完成行业水土流失治理。

( 3)由水务部门直接与市属部门的开发单位或大型企业集团签订治理责任状 ,限其治理 ,

加强监督检查。通过跟踪检查 ,家家有方案和组织措施 ,有的单位还在内部成立了公司水土保

持领导小组和水土保持办公室 ,个个有进展。

( 4)通过水土保持宣传和执法检查 ,提高业主的水土保持环境观念和水土保持法制意识 ,

促进业主自觉治理水土流失。必要时 ,对违反水土保持法的典型案例进行新闻曝光 ,对业主治

理水土流失能起到一种警示和督促作用 ,更是在全社会进行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的宣传和

教育的好形式。

( 5)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开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并吸引大批的

高科技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 ,从而也提高了治理中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的水平。

( 6)利用全市水土保持专项启动资金 ,对典型危害地段实施治理 ,起着示范、试点的作用 ,

及时消除危害 ,并能以点带面。

( 7)河道整治、公路建设过程中 ,要求在规划设计文件中就强调两边的水土流失防护和水

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 ,不仅要求项目本身加强水土保持管理 ,也使河道整治和公路建设成为治

理红线范围内的原有水土流失途径之一。

( 8)通过地矿部门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要求采石场业主向水务部门报送水土保持方案 ,

否则不予换发采石许可证 ,并要求按裸露地面积收取复垦保证金。 通过这一强有力的措施 ,可

促使采石场业主主动报送采石场的治理方案 ,在水保机构监督下 ,业主必须按方案实施治理。

( 9)充分发挥社会力量 ,利用弃土治理废石场。城市的淤泥、渣土是城市管理的一大难题 ,

而废弃石场很难直接绿化。利用淤泥、渣土回填废弃石场 ,不仅解决了弃土、废渣的堆放场所问

题 ,而且可以从收取的纳土费中解决废弃石场的治理资金。这就为充分发挥社会力量治理废弃

石场提供了条件。

据 1998年的统计分析 ,深圳全市全年共计投入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资金约 4. 5× 108

元 (约占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 0. 94% ,其中市政府投资 2. 00× 10
7
元专项启动资金用于

公共部分的流失治理 ; 市政府有关部门 (如市土地开发中心、市城管办、市公路局等 )用于部门

水土流失治理的投资约 1. 05× 10
8
元 ;各区、镇政府相应投入的水土流失治理资金 (包括市政

府要求配套的资金 )约 5. 00× 107元 ;其它各用地业主用于开发型和生态恢复型的治理投资约

2. 65× 10
8
元。

以 1999年开始 ,深圳将全面启动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十百千”示范工程。

3　城市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中的有关问题
3. 1　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问题

在调查中发现 ,实施城市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不是与城市化发展相对立 ,也不是阻碍城

市化发展 ,而是两者互相促进。 只有在城市化发展中重视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 ,才能保证

城市发展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 ,才能保证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 反过来 ,城市化的发展水平

为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也能为其提供足够的经济基础。

3. 2　与土地开发的关系问题

对土地开发中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提出如下方面的建议: ( 1)土地开发中应尽量保

护自然山头的城市绿地生态系统。如香港的新机场建设中填海造地工程 ,全部采用海沙 ,而不

是从大屿岛的山头取土的经验值得借鉴。即使需要从自然山头取土 ,也要结合土地开发统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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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做到土方挖、填量基本平衡 ,并严格按规划的进度夷平山头 ,以免造成长期严重的景观破坏

和水土流失危害。 ( 2)在市政建设和成片的土地开发中 ,符合如下条件之一的 ,应向水务行政

主管部门报送水土保持方案: 主坡地形坡度大于 50°( 8. 75% ); 斜坡工程高差大于 3m; 红线

外的集流水网需经开发地或因该红线范围的建设开发需改道的。 建设业主应把水土保持和生

态环境建设同土地开发同步进行。 ( 3)城市土地划给开发商进行开发时 ,除按要求须向水务主

管部门报送水土保持方案外 ,建议政府划出一定比例的土地开发基金统一实施开发地的主干

排水系统。

3. 3　政府投资治理与“谁造成水土流失谁治理”的关系问题

深圳市的水土流失发展历史和现状是开发流失地危害最为严重的城市。 这些土地主要属

于: ( 1)市、区政府 (或所属部门 ) ; ( 2)镇开发公司、农村村委或村民小组 ; ( 3)已转让给开发

商业主 (此业主已不是流失造成者 )。

深圳市政府每年拿出 2. 00× 107元水土保持专项启动资金本是用于公共流失部分的治

理。按照“谁造成水土流失谁治理”的原则 ,绝大部分开发流失地应由业主负责治理 ,而真正的

“公共流失部分”很少。 对第 2类业主的“历史遗留地” ,政府只有出资补助治理或贷资治理 ,以

免延误治理时机 ,否则水土流失对社会的危害更大 ,但同时必须克服村镇“等靠要”思想 ,使政

府少量的补助启动资金能带动其大规模的治理和开发。 对第 1类业主 ,可从市、区政府的土地

开发基金或部门的建设资金中拿出一部分进行“开发性治理”。对第 3类业主 ,遵循的原则是

“谁使用谁负责治理” ,避免因过分追究造成水土流失的责任而出现互相扯皮推诿现象。

3. 4　治理后的管护问题

城市水土流失治理的纯生态恢复性治理和封禁育草都属过渡性的 ,最终会被城市化的建

设覆盖所取代。但在过渡时期 ,必须保护水土保持设施 ,严格禁止乱倒土、毁林毁草破坏水土保

持设施的行为。应在治理地块设立水土保持标志牌 ,并加强管护责任制和管护的监测。对确因

建设需要须毁坏的 ,建设业主必须按有关规定办理水土保持方案申报审批手续 ,并对毁坏的水

土保持设施给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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