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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四川省水土保持监测点建设的思考

赵 芹
’, ,

胡 恒
,

曹叔尤‘

四川大学 水力学与山区河流开发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
,

四川 成都

四川省水土保持生态环境 监测总站
,

四川 成都

摘 要 水土保持监测点作为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与信息系统建设的神经末梢
,

承担着观侧
、

试验
、

数据

采集和传翰的任务
。

监测点规划布局的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整个水土保持监侧网络的运行效果
。

从土

壤侵蚀分布
、

流域分布
、

水土流失
“

三 区 ”

划分及与科研机构结合等方面论证 了四川省水土保持监侧点布局

的合理性
。

此外
,

针对不同类型监测点的重点建设内容进行 了阐述 根据四川省水土保持监测点建设的

实际情况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
。

关祖询 水土保持 监测点 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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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点开展 的基础地面观测
,

是水土保 规模
,

为实现我 国西部地区水土流失及其防治动态监

持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
,

是进行水土保持规划
,

开展 测的现代化奠定 了 良好的基础
。

但从一期工程 的

预防监督执法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的前提和依据
。

实施情况来看
,

影响网络体系有效运行的问题已显露

同时
,

水土保持监测点作为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与 出来
。

虽然监测 网络体系的框架已搭建起来
,

但

信息系统建设的神经末梢
,

承担着观测
、

试验及其数 尚未有水土流失观测数据人库
,

动态的监测网络未形

据的采集和传输的任务
。

成 虽然一期网络中建设 了 个综合典型观侧

截至 年 月
,

全 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与信 站
,

但远远满足不 了监测 网络数据源的需求
。

为弥补

息系统建设一期工程 已建成由 个监测 中心
,

个监 以上不足
,

作为一期工程 的延续
,

监测 网络二期工程

测中心站
,

个监测总站和 个监测分站组成的 已将水土保持监测点的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进行

级监测网络体系
,

信息传输
、

处理和发布系统 已初具 建设
。

四川省作为西部省份 已被纳人全 国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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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侧网络一期工程的建设
,

目前正在积极筹备全国监

测网络二期工程中 个水土保持监测点的建设
。

四川省水土保持监测点建设现状

为探索全省水土流失规律和治理工程的效益
,

四

川省从 年相继建立 了遂宁
、

升钟
、

都江堰灵岩等

个水土保持试验观测点
。

但由于资金
、

编制
、

技术
、

设备等因素制约
,

现仅保存有升钟和遂宁 个水土保

持试验站点
,

但 目前的运行状况也不容乐观
。

四川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是全省水文管理的职

能部门
,

下设成都
、

阿坝
、

绵阳
、

峨 江
、

雅安
、

南充
、

内

江
、

达州和西昌 个水文分局
,

共有 “ 个水文 位

站和 个雨 站进行水位
、

流量
、

含沙量
、

降雨量等

的监测
。

四川省是我 国滑坡泥石流灾害最严重 的省

份之一
,

主要分布于川西 山地
、

盆周山地 和川东平行

岭谷地带
。

为减少和避免滑坡
、

泥石流灾害
,

四川省

于 年纳人长江上游滑坡泥石流预警监测网络
,

开始进行金沙江下游的滑坡泥石流预警站点的建设
。

目前设滑坡泥石流一级站 个 设在宜宾
,

二级站

个 设在西昌
,

观测点 个
。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建设安

排
,

四川省已建成由 个监侧总站 设在成都
、

个监

测分站和 个综合典型监测站组成的水土保持监测网

络体系
,

其中综合典型监测站设在南充和宜宾
。

监侧点规划与布局

布局的原则

按土坡侵蚀分布状况进行布设
。

凡水土流失

严重的地 区
,

监测点位加密
。

按流域分布进行布

设
。

重点是长江流域 其次是黄河流域
。

按水土

流失
“
三区 ”划分进行布设

。

重点是水土流失重点治理

区
,

其次是水土流失重点监督区
,

再次是水土流失重点

预防保护区
。

尽量与现有的水土保持相关科研站

所
、

水文站点
、

滑坡泥石流预警点等结合
,

形成优势

互补
,

资源共享以减少人力
、

财力和物力投人
。

点位肺选的旅

监测点管理单位要具有稳定的
,

专业配置合

理的专职监测技术人员
。

监测点所在土地 的使

用手续合法完备
,

具有不 少 于 的土地使用权
。

具备良好的后勤基础条件
,

交通
、

生活 比较方便
。

具有代表性
、

典型性
,

能充分反映 区域水土流失

特征
。

为便于管理
,

监侧点位可按 区域邻近原则
,

尽

集中布
。

新建监测点可选择水土保持生态

建设重点治理项 目区或科技示范园区
,

以反映水土流

失治理的综合效益
。

监侧点布局方案

根据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 中心关于全 国水土保

持监测网络与信息系统二期工程建设的统一安排与

部署
,

四川省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总站在综合考虑

监测点布局和选点原则的情况下
,

初步编制了《四川

省水土保持监测点布局方案 〕。

为了保证全省水土保持监测点布局 的科学合理

性及监测点发展的可持续性
,

与四川省水文局
、

省林

业厅
、

省农科院和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研

究所等水土保持监测相关部门反复磋商论证并最终

确定优化后的监测点位为 个
。

按监测点类型分
,

四川省水保监测 观测 站点包括综合观测场 个
,

水

蚀监测点 个
,

重力侵蚀监测点 个
,

混合侵蚀监测

点 个 按建设性质分
,

新建站点 个
,

改建站点

个
,

利用水文站点 个
。

监侧点布局合理性分析

土壤便性分布 四川省土壤侵蚀主要以水力

侵蚀为主
,

总的分布规律是东部大于西部
,

盆地中部地

区
、

金沙江沿岸地区大于其它地区
。

个监测点中有

个是水蚀监测点
,

个是重力侵蚀监测点
,

个是混

合侵蚀监测点 监测点重点布设在盆地 中东部的南

充
、

遂宁及金沙江沿岸的攀枝花
、

凉山等地
,

占
。

西部地区主要在雅安和阿坝
,

仅占
。

因此
,

监测

点的分布与全省的土壤侵蚀分布情况是吻合的
。

流 城 分 布 四 川 省幅 员 面 积
,

其中长江流域面积为
,

约 占幅员

面积的
。

黄河流域面积仅为
‘ , ,

约

占幅员面积的
。

个监测点中有 个属于长江

流域的长江干流
、

嘉陵江
、

氓江和雅着江水系
,

占幅员

面积的 只有红原 个点属于黄河流域的白

河水系
,

占幅员面积 的
。

因此
,

监测点的流域

划分与全省流域分布情况是一致的
。

水土流失“ 三 区 ”划分 参照四川省级水土流

失重点防治区划分
,

个监测点中有 个位于四川

省水土流失重点治理 区
,

个位于四川省水土流失

重点监督区
,

个位于四川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保护

区 参照国家级水土流失
“
三 区 ”

划分标准
,

个监测

点中有 个属于金沙江下游和嘉陵江上中游的国家

级重点治理区
、

个站点 坟川桑坪站 属于眠江上游

的国家级重点预防保护区范围
。

因此
,

监测点的布局

与所属水土流失
“
三区 ”

划分是相符合的
。

与水土保持相 关科研机构结 合 监测点的

布设应充分考虑利用省内水土保持相关科研机构现

有的人员
、

设备和监测设施以确保监测点建设的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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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
。

个监测点中有 个与外行业水土保持相

关科研机构结合的改 扩 建点 其余 个监测点
,

均

布设在水土保持试验站
、

生态建设重点治理区或水土

保持科技示范园内
。

建设内容闭

综合观测场

综合观测场指布设有遥感监测检校点
,

地面小区

观测
,

地面控制站观测
,

定点土地利用动态调查等综

合监测任务的监测点
,

监测内容多
,

技术难度大
,

一般

采用站点合一的方式
。

四川省有 个综合观测场
,

布

设在具有多年地面观测经验的升钟试验站和盐亭试

验站
,

其建设内容包括 个观测小区
,

个控制站和

观测用房等土建设施和必备的气象
、

泥沙等方面监测

仪器设备
。

水蚀监测点

四川省水蚀监测点包括 个径流场 其中新建

个 和 个控制站
。

径流场主要用于观测水蚀 区

单项水土流失影响因子或者单项坡地水土保持措施

的效益
。

新建径流场布设 个不 同坡度或坡长的单

项措施观测小区和观测用房
,

改 扩 径流场的观测小

区数量至少需 个
,

并配备必要 的气象
、

泥沙等方面

监测仪器设备
。

控制站即小流域卡 口站
,

主要利用现

有的 个水文站和遂宁水保试验站
,

为其配套完善

的监测设备与设施
,

并代为观测
。

混合住蚀监测点

混合侵蚀监测点通过对泥石流流域内土壤含水

量
、

降雨量
、

降雨强度
、

泥位
、

泥深
、

沟床变形情况等因

素的观测
,

研究泥石流发生发展规律
,

为泥石流科学研

究及防灾减灾提供基础数据和技术支持
。

四川省混合

侵蚀监测点主要布设在雅安雨城区和龙和宁南县滑坡

泥石流预警点
,

分别位于川西地 区和长江上游
。

其建

设内容包括修建观测断面构筑物
,

观测用房及配备 自

动雨量计
、

泥石流动力学要素观测仪器设备
。

皿力俊蚀监侧点

重力侵蚀监测点通过观测滑坡影响因子及滑坡

体变形情况
,

掌握滑坡活动的基础数据
,

为受威胁区

及时提供预替信息
,

同时为研究滑坡特点及发展演化

规律
、

滑坡防治技术 和滑坡整治提供重要 的基础 依

据
。

四川省重力侵蚀监测点主要布设在宜宾县坪桥

滑坡泥石流预警点
,

位于金沙江下游地区
。

其建设内

容包括修建观测用房及配备自动雨量计
、

滑坡体位移

要素观测仪器设备
。

结论与建议

结 论

水土保持监测点是全 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

与信息系统建设的神经末梢
,

承担着水土流失观测
、

试验
、

数据的采集和传输 的任务
。

通 过 长期定位观

测
,

可以建立水土流失预测 预报模 型 和评价指标体

系
,

为水土保持规划
、

预 防监督管理 和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提供依据
,

为政府部门的宏观科学决策提供技术

支撑
。

因此
,

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工程开展监测点

的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

从文中的分析可以看出
,

四川省水土保持监

测点布局规划与全省的土壤侵蚀分布
、

流域分布
、

水

土流失
“
三区 ”

划分紧密结合
,

布局是科学合理的
。

为确保监测点建设的可持续性
,

水土保持监

测点的建设尽量应与相关科研机构进行技术合作
。

利用现有科研机构的技术力量
、

仪器设备和监测设

施
,

实现资源共享
,

互为补充
,

节约投资
。

这也是对全

省水土保持监测点建设模式的大胆尝试和积极探索
。

建 议

为确保监测点的正常稳定运行
,

监测运行经

费需得到充分保障
,

建议由各级监测机构向所属地方

财政部门积极争取专项监测经费
。

加强对监测站点技术人员的技术培训 与交

流
,

不断探索新的水土流失观测手段和方法
,

积极采

用先进
、

自动化程度高的水土保持监测仪器设备
。

四川省 个监测点中有 个与水土保持

相关科研机构结合的改 扩 建点
,

其中 个为与外

行业结合的监测点
。

为确保后期监测数据的及时
、

准

确获取
,

应与相关单位签订技术合作协议并明确双方

的责权利
。

由于受 泣川特大地震 的影响
,

四川省

灾区引发了诸多滑坡
、

泥石流
、

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
,

建议在后期的水土保持监测 网络与信息系统建设时

应适当加密灾区县的混合侵蚀和重力侵蚀监测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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