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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中存在问题及对策

双瑞
(河南省水土保持监督监测总站 , 河南 郑州 450008)

摘　要:介绍了河南省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情况及水保监测现状。分析了全省开发建设项目

水保监测工作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 提出如下对策:(1)加大宣传力度 , 提高认识 , 强调水

保监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制定水保监测管理办法 ,健全监测规章制度 , 完善技术标准体系;(3)加强

培训 , 提高监测队伍素质 , 做好水保监测的基础性工作;(4)加强监督检查 ,将水保监测和行政执法有机结

合起来;(5)深入研究监测技术和方法 ,提高监测精度 , 确保监测数据科学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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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 measure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i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of He' nan Province

SHUANG Rui

(He' nan Provincial General S tation o f Soi 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Supervising and Monitoring , Zhengzhou , He' nan 450008 , China)

Abstract:The compilation of soil and wa ter conservation schemes and the si tuation o f soil and w ater conser-

vation moni to ring in development and const ruction project in He' nan Province are int roduced.Current prob-

lems exist ing in moni to ring fo r tho se pro jects are analyzed.Some countermeasure s are suggested to handle

the problems.Firstly , the publici ty should be agg randized to enhance understanding .Secondly , the manage-

ment methods fo r soil and w ater conse rvation monitoring should be draw n up so as to ful ly establish the regu-

lations and sy stems o f techno logical standards.Thirdly , t raining w ork should be st reng thened for monitoring

personnel to have bet ter qualification and well do basic monitoring w o rks.Fourthly , supervision and inspec-

tion should be reinfo rced to combine moni to ring wi th administ rative enfo rcement reasonably .Fif thly , moni-

to ring techno logies and methods should be studied deeply so as to enhance its accuracy and ensure scientif ic

and objectiv e monitor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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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南省概况

河南省地处中原 ,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带 ,

境内有太行山 、伏牛山 、桐柏山 、大别山 4大山脉和黄

河 、淮河 、长江 、海河 4大水系 。全省山丘区面积 7.9

×10
4
km

2
,占总面积的 47.3%。

特殊的自然 、地理 、社会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历史

上不合理的土地利用与资源开发 ,造成了该区严重的

水土流失。据 2001年遥感普查 ,河南省现有水土流

失面积 2.98×104 km2 ,占山丘区总面积的 37.72%,

全省 34个贫困县中有 22个是水土流失严重的山丘

区县。

2　全省水土保持方案编报情况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 ,河南省的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越来越多 ,从而使河南的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

的挑战 ,特别是山丘地区的工程建设项目 ,在建设过

程中若不做好水保工作 ,极易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

近几年 ,通过全省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水土

保持法》的大力宣传 ,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 ,使水



土保持监督执法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水土保持方案

编报率明显提高 。2002年以来省以上立项的大型开

发建设项目中有 151项已编报水土保持方案并得到

审批 。按行业分析 ,交通 、水利 、电力 、矿山类项目水

保方案编报率较高 ,可达 90%以上。城镇建设 、农林

开发类项目水保方案编报率较低。

3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现状

为准确掌握和实时监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

状况及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科学评价水土流失防

治效益 ,2005年至今 ,围绕监督管理和项目竣工验收

的需要。

河南省积极为项目建设单位服务 ,开展开发建设

项目水保监测试点工作。目前开展和即将启动实施

的水保监测项目有:义煤集团新义煤矿监测 、上武国

家重点干线公路南阳至豫陕界段高速公路 、信阳至南

阳段高速公路 、济源至邵原高速公路 、西气东输淮武

支线管道工程等 。显然 ,河南省开发建设项目落实水

土保持监测措施的较少。

4　存在的主要问题

4.1　缺少宣传 ,社会对其重要性认识不够

由于河南省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刚起步 ,还没有扩

大宣传 ,社会对其重要性及必要性认识不足 ,项目建

设单位只注重水保方案的审批以及工程措施 、植物措

施的实施 ,目的是为了项目能顺利通过各职能部门的

审查 ,而不是将水土保持监测作为全面落实水土保持

“三同时”制度的措施来实施。有些管理部门重视不

够 ,没有强调监理 、监测的必要性 。虽然审批的水保

方案后均附有监理 、监测承诺书 ,但在检查验收时 ,很

多项目没有监理 、监测报告 ,只有竣工验收报告。社

会普遍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使监测工作举步维

艰 ,开展起来难度较大。

4.2　监测资源不足 ,监测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据统计 ,河南省已取得监测资质的单位共有 11

家 ,其中甲级 2家 ,乙级 9家 ,取得监测资格上岗证的

有 39人。在已取得监测资质的单位中 ,除河南省水

土保持监督监测总站人员较多 、力量较强外 ,其它监

测机构大多是“一套人马 ,两块牌子” ,工作重点是面

上治理工作和预防监督工作 ,还没有精力 ,或者还不

知道如何开展监测工作。既使监测总站开展了部分

监测试点工作 ,也存在着监测人员少 ,监测技术队伍

素质不高 ,对水土保持监测技术掌握不够等问题 ,再

加上近些年开发建设项目较多且施工时间相对集中 ,

若全省生态环境建设和开发建设项目均开展监测工

作 ,现有的监测资源明显不足 ,不能满足所有项目同

时开展监测工作的需要。

4.3　监测制度和技术标准不健全 ,因而监测人员缺

乏清晰的工作思路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是一项新工作 ,所有从业人员

思想认识都比较模糊。随着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发

展 ,在管理方面 ,面临着如何管理监测单位和监测人

员 ,如何搜集和使用监测数据 ,如何论证监测方案 ,如

何规范监测报告文本 ,如何审核认证监测成果质量等

诸多问题。在监测技术方面 ,包括技术措施 ,方法或

手段 ,提交成果的形式 、内容 、周期及相应的管理工作

量等 ,都没有统一 、完善的技术标准 ,更缺少成熟的做

法和成功的经验 ,因而在工作中 ,监测人员缺乏整体

工作思路 ,更不用说分步实施的具体措施 。

4.4　监测成果精度不高 ,不能准确反映开发建设项

目的水土流失状况

　　由于建设单位对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重要性认

识不足 ,一般不会主动开展监测工作 。只有在水保部

门检查督促时 ,才可能引起重视 。这时工程一般都在

中期或后期 ,实际上 ,多数开发建设项目在施工前期

造成的水土流失更为严重。在后期开展水土保持监

测 ,只能对水土保持措施及其防治效果进行监测 ,对

于其前期 、中期造成的水土流失情况根本无法监测 。

如西气东输淮武支线管道工程水保方案批准时 ,工程

已进入收尾阶段 ,水保监测介入时则已进入林草植被

恢复期 ,施工前期及施工期造成的水土流失没有监测

数据 ,监测工作不能动态反映项目建设全过程的水土

流失情况。

4.5　监测取费标准太低 ,开展工作有难度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服务 ,监测年限一般

3 ～ 5 a ,监测时限较长 ,而水土保持方案中所列监测

经费偏低 ,其主要问题:一是水土保持监测设施费 、消

耗性材料费及监测设备折旧费没有明确;二是监测人

工费占水土保持投资比例太少 。如义煤集团新义煤

矿监测 ,需监测 4 a ,布置 2 个监测断面 ,一个降雨观

测点 ,而水保方案仅列监测费(包括监测所发生的一

切费用)20万元。监测取费标准太低 ,也是限制开发

建设项目开展监测工作的一个主要原因 。

5　对策措施

5.1　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认识 ,强调水保监测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

　　针对其它行业对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了解甚少的

现状 ,积极宣传水保监测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

方面要加大部门之间的沟通 不但要在报纸 刊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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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宣传力度 ,还要大量印制有关开发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监测 、监理等方面资料 ,发放给建设业主 ,使其尽

快了解水保监测工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 ,水行政主

管部门在水保方案审查 、审批时(包括召开方案评审

会时),要对项目建设单位及其相关部门大力宣传水

保监测的必要性 ,要将水保监测作为落实水保方案的

一项保障措施来抓 ,使建设单位认识到落实水保监测

是他们的一项法定义务。同时 ,方案评审时也应要求

专家对水土保持监测这部分内容严格把关 ,监测费用

要根据有关规定计列 ,以满足监测工作正常开展的需

要。在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中更要明确提出水土保

持监测要求。

5.2　制定水保监测管理办法 ,健全监测规章制度 ,完

善技术标准体系

　　规章制度是加强水土保持监测行业管理的重要

保障 ,技术标准是水土保持监测的基础 ,是规范监测

技术 ,提高成果质量的保证 。因此 ,要尽快制定河南

省水土保持监测管理办法 ,不断规范和完善河南省水

土保持监测工作 。一方面要在充分借鉴水土保持监

测中心和有关省市所出台的规程规范的基础上 ,根据

河南省实际情况 ,着力研究出台适合河南省的水土保

持监测有关规定和技术标准 ,规范和统一各类水土保

持监测内容 、设备和数据格式 ,用以指导全省水土保

持监测工作;另一方面 ,要做好监测管理工作 ,省总站

对全省具有监测资质的单位进行日常管理 ,对验收项

目的水土保持监测方案(计划)、监测成果要进行审

查 、审核 ,以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

在项目开展的形式上 ,可以采取和监测分站及相

关县市水保试验站(所)合作的方法 ,采集数据 ,具体

的日常观测工作主要由他们来完成 ,省站负责技术指

导和技术报告编写 ,以保证监测成果的权威性 。

5.3　加强培训 ,提高监测队伍素质 ,做好水保监测的

基础性工作

　　水保监测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 ,需要对监测

人员进行长期的培养和提高 ,这需要做以下两个方面

的工作。

一方面要加大水土保持监测技术培训力度 ,积极

参加水利部 、流域机构举办的培训班 、研讨班。或在

本省内 ,邀请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的专家讲课 ,举办地

面常规监测技术培训班 ,对监测技术人员 ,就降雨量 、

小区径流泥沙等水土保持地面监测技术与操作规程

进行演练培训。也可派出去参观学习 ,扩大交流 ,学

习先进省(区)、特别是监测网络建设项目一期省(区)

的经验和做法。通过技术培训 、对外交流 ,尽快理清

思路 ,提高全省水保监测队伍的综合素质 ,为今后工

作的顺利展开做好基础性工作 。

另一方面 ,以工作促学习 ,在具体工作中 ,要结合

开发建设项目监测实践 ,开展各项水土保持监测试

点 ,及时总结不同项目类型的水保监测方法 、手段 ,逐

步提高监测成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为项目建设 、监

督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

5.4　加强监督检查 ,将水保监测和行政执法有机结

合起来

　　开发建设项目监测是水土保持科技服务领域的

新生力量 ,也是监督和管理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的

重要手段。目前 ,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 、法规和政策

支持 ,河南省开发建设项目监测工作进展缓慢 ,有很

多在建开发建设项目没有落实水土保持监测措施 。

建议水行政执法部门加大项目中间检查及竣工验收

力度 ,切实把监测工作纳入水土保持验收的重要日

程 ,运用法律规范 、行政干预和政策指导手段 ,推进开

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全面开展 ,让建设单

位认识到搞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不仅是为防治水土

流失提供依据和提高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的一项措施 ,

更是一项法定的义务和责任。

水行政主管部门内部 ,应把水保监测和行政执法

有机结合起来。因为 ,水土保持监测可为监督执法提

供理论和科技支撑 ,在推动开发建设单位搞好项目水

土流失防治工作的同时 ,促进了水行政部门执法水平

的提高;反过来 ,监督执法又为开发建设项目监测提

供了行政保障措施 ,推动了开发建设项目监测工作的

开展 ,双方作为水土保持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既相

互依托 ,又相互促进。

5.5　深入研究监测技术和方法 ,提高监测精度

　　通过调查可以发现 ,很多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

主要发生在施工准备期和施工过程中 ,为准确掌握 、

全面反映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动态及防治效果 ,在

项目前期就应该开展监测工作 ,直至试运行期结束 。

若属生产类项目 ,在运行期间还应对渣(尾矿)库 、采

料场等进行监测 。只有通过全过程监测 ,才能准确了

解项目建设过程所造成的水土流失情况 ,才能对建设

项目做出客观评价 ,才能为领导机关防治水土流失提

供科学决策依据 。

同时 ,在监测技术方法和监测手段上 ,具有监测

资质的单位 ,要结合实际 ,面向生产 ,深入研究水土保

持监测技术和方法 ,开展与监测技术互补且具有学术

价值的课题研究 ,以提高监测成果的科技含量 ,为河

南省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奠定理论基础。

89第 4 期　　　　　　　　　　　　　　双瑞:河南省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中存在问题及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