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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地区水土保持监测点规划与布局

谷凤波
,

王 宇飞
,

吕凤山

辽宁省水土保持监测站铁岭分站
,

辽 宁 铁岭

摘 要 水土保持监测是以水土流失及其防护措施为主要对象
,

对土坡侵蚀的发生
、

发展状况
,

环境影响及

其防治效果的监测
、

分析与评价工作
,

是水土保持工作的基础和水土保持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

来
,

铁岭市尽管在水土保持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
,

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

开发建

设项 目大面积扰动土地
,

形成新的水土流失
,

出现一方治理
,

多方破坏的现象
。

该区水土流失状况呈现复

杂化
、

多样化
,

水土 流失现状依然不容乐观
,

成为制约地 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

重点阐述了铁岭地

区的水土保持监测规划与布局
,

且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水土保持监测规划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

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

关钻词 水土保持 监测点 规划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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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铁岭区域概况

proposalsfordevelopment.

ings三tes ; P la n n in g ; lay o u t

伯利亚高气压的控制
,

寒冷干燥
,

夏季受北太平洋暖

流的影响
,

温热多雨
。

历史最高气温 38 ℃
,

最低气温

1
.
1 地理位工

铁岭位于辽宁省北部
,

松辽平原 中段
,

地处东经

123
0
27‘一125

006‘
,

北纬 4一
。

5 9

‘

一43
,

2 9

‘

之间
。

南与沈阳

市
、

抚顺市毗邻
,

北与吉林省四平市相连
,

东与抚顺市

清原满族自治县
、

吉林省辽源市接壤
,

西与沈 阳市法库

县
、

康平县及内象古 自治区科尔沁左翼后旗 和通辽市

为邻
。

全市东西最长 134 km ,

南北端宽 16 2 km
,

总面

积 12 979
.
68 k耐

。

辖铁岭县
、

昌图县
、

西 丰县
、

开原

市
、

调兵山市
、

银州区
、

清河区等 7 个县 (市)区
。

1

.

2 气候气象

铁岭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

冬季受蒙古和西

一 37 ℃
,

多年平均气温 7
.
0 ℃ ;年平均无霜期 15 1一

157 d ;年平均封冻期 150 d
,

多年平均冻土深度 1
.
46

m
。

该地区多年主导风 向为 SW 风
,

4 一10 月份 主导

风向为 SSW 风
,

频率为 18
.
9%

,

多年平 均风速 2
.
8

m /
s。 历年平均降水量在 700 m m 左右

,

年 际变化较

大
,

月份分配不均
,

主要集中在 6一9 月
,

约 占全年降

水量的 70写
。

历史最大 3 d 暴雨 24 7~ 23 4 m m
。

1

.

3 区域 自然概况

铁岭地势东高西低
,

北高南低
。

东部属长白山余

脉
,

为低山丘陵区 ;中部为辽河冲积平原
;西北部是内

蒙古科尔沁沙地南缘
,

为风沙区
。

境内大小河流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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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条
,

主要河流有辽河
、

招苏台河
、

清河
、

柴河
、

凡河
、

亮子河
。

区域内土坡类型包括棕坡
、

暗棕坡
、

黑土
、

风

沙土
、

草甸土
、

沼泽土和水稻土等
.
树木种类以阔叶

落叶树为主
。

在阔叶树种中柞树为优势树种
,

另有

杨
、

柳
、

桦
、

刺槐
、

愉
、

水曲柳
、

胡桃秋
、

黄菠萝等珍贵树

种
。

针叶树多为人工营造林
,

以落叶松为最多
,

其次

为油松
、

红松
、

樟子松和云冷杉
.

1
.
4 土坟俊蚀情况

依据《土坡侵蚀分级分类标准》中的全国土壤侵蚀

类型区划
,

铁岭土坡侵蚀类型属东北黑土区
,

水土流失

类型为水力侵蚀
,

表现形式主要为面蚀和沟蚀
。

根据

辽宁省第4 次土城侵蚀遥感普查结果
,

全市土坡侵蚀

总面积为 2 278
.
53 h耐

,

占流域总面积的 17
.
57 %

。

其

中
,

轻度侵蚀面积 2 0“
.
40 hm , ,

中度侵蚀面积 15 7
.
87

h耐
,

强度侵蚀 面积 25
.
4 h耐

,

极 强侵蚀面积 25
.
20

h耐
,

剧烈侵蚀面积 3
.
73 h耐

,

分别占土坡侵蚀总面积

的 90
.
69%

,

6

.

9 3
%

,

1

.

1 1
%

,

1

.

1 1
% 和 0

.
16 % [

,
]
。

2 铁岭地区水土保持监测点规划

2.1 指导思想
以落实科学发展观

,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指

导思想
,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
,

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理

念
,

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现代化建设与生态环境

建设统一协调发展的总体要求
,

全面贯彻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规
,

加强水土保持

制度体系建设和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
,

建立健

全水土保持监测网络
,

在遏制新的水土流失 的同时
,

充分利用大自然的生态自我修复能力
,

大力推进以重
.

点预防保护
、

重点监督
、

重点治理为核心的总体水土

保持监测规划战略
,

整体推进
,

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

件
,

推进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

维护
,

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实现生产发展
,

生

活富裕和生态良好
。

2

.

2 荟本原则

2
.
2
.
1 深入调查

,

因地制 宜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是

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欲做好水土保持监

侧工作
,

需要充分掌握规划范围内 自然地理条件
,

水

土流失状况
,

水土保持规划及其防治情况
。

通过调查

统计
,

针对不同区域水土流失类型
、

形式及其特点
,

充

分利用现有的水土保持试验 站
、

水文网站观测成果
,

合理布设监测站点
,

既要避免重复设t
,

又要做到全

面控制
。

2

.

2

.

2 统筹规划
,

突出重
.
饭 水土保持监测点规划

要求在掌握地区的总体状况的同时
,

熟悉重点地 区
、

重点项 目和典型对象的具体情况
。

规划要与当地发

展规划
、

土地利用规划及水土保持规划相一致
,

要在

不同区域
、

不同发展阶段
,

各有侧重
,

不应偏废
。

同时

要突出重点
,

量力而为
,

要优先考虑对全市有示范指

导作用的重点防治区及重点开发建设项 目的水土保

持监侧
。

2

.

2

.

3 长期观浏
,

注重效益 水土保持监测点规划

即要着眼当前
,

又要立足长远
,

应把花费少
,

见效快
,

收益大项 目优先实施
,

在战略上打
“

持久战
” ,

战术上

打
“

速决战
” ,

先易后难
,

以短养长
。

同时应坚持从实

际出发
,

注重提高经济效益
,

突出生态效益优先
。

2

.

3 水土保持监侧点规划内容

水土保持监测规划 目标为
:
通过进一步健全水土

保持监测制度
,

完善水土保持监测体系
,

实施水土保持

的动态监测
,

建立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与信息系统
,

及时

掌握全市水土流失及其动态变化
,

基本遏制人为活动

产生新的水土流失
,

使全市的生态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

根据铁岭市水土流失的分布特点
、

侵蚀类型分区
、

行政区域格局等因素
,

全市水土保持监侧规划主要分

为 3 项
。

( 1) 水土保持常规项 目监测
; (2 ) 重点开发建

设项 目监测 ; (3 ) 小流域动态监测
。

根据当地水土保

持建设实施情况
,

监测规划的重点项目如下
。

(1 ) 常规观测项 目有西丰泉河实验站和 昌图 5

个风蚀监侧点(图 1)
;

(2) 重点开发建设 项 目监测有铁岭 电厂二期扩

建工程
,

清河电厂冷却水系统改造工程
,

铁岭地 区原

油商业储备库项 目
,

风能发电项 目以及铁路
,

公路沿

线工程等的监测
;

(3) 小流域动态监测是对梯 田
、

荒地
、

小塘坝等

的重点动态观测 (表 1)
。

圈 l 铁岭地区水土保持监侧点布局示宜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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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水土保持监侧点布设情况

规划项

目分类
规划监测点

常规监测

开发建设

项 目监测

小流域

监 测

西丰泉河试验站

昌图风蚀监测点

铁岭电厂二期扩建工程监测点

清河电厂冷却水系统改造工程监测点

铁岭地 区原油商业储备库项目监测点

风能发电项 目监测点

公路
、

铁路建设项 目监测点

梯田工程监测点

荒地治理项 目监测点

小塘坝工程监测点

建设

情况

已建

已建

已建

已建

已建

已建

拟 建

拟建

拟建

拟建

3 水土保持监测点布局

3.1 东部丘陵水蚀区 (西丰泉河试验站)

铁岭市泉河水土保持试验站建于 1980 年 3 月
,

站址位于西丰县安民镇泉河村新兴屯
,

属西丰泉河小

流域
,

是全国市级水土保持试验观测系列最长
、

保持

最完好的试验站
。

试验场占地 26 667 m Z
,

化验室 占

地 1 SOO m , 。

多年来
,

试验站从基础理论人手
,

以应

用技术为重点
,

在研究水土流失治理方法和实用技术

的同时
,

注重突出生态效益
、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为

当地水土保持工作和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观测数据
,

积

累了丰富的观测经验
。

试验站研究的主要 内容为
:
(1) 坡耕地不 同坡

度
、

不同植被水土流失规律的研究 ;(2) 山坡地 不同

植被条件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 (3) 水平梯田保水

、

保

土
、

保肥效益 的研究 ; (4) 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单项

效益实验研究 ; (5) 水土保持树种与草种的实验研

究 ; (6) 土壤理化实验研究
。

3

.

2 西北沙丘风蚀区《昌圈风蚀监测点)

铁岭市属辽北地区
,

西北部受风沙影响较大
,

风

蚀现象严重
。

为此
,

该市于 2003 年在 昌图县三江 口
、

古榆
、

七家子
、

大四和付家等 5 个乡镇设立 了常规风

蚀监测点
,

这是长期连续的监测过程
,

主要监测 昌图

西北部受科尔沁沙地影 响的风蚀规律以及水土保持

防治措施效果
,

并通过监测总结累积风沙侵蚀规律
。

监测点具体监测 目的是从保护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

出发
,

对风蚀区内水土流失 的成因
、

数t
、

强度
、

影响

范围及其水土保持工程效果等进行动态观测和预报
,

一方面掌握区域内风沙发展的动态过程及水土流失

现状
,

及时反映水土流失问题与隐患
,

使新增水土流

失得到及时
、

有效治理
;
另一方面

,

对水土保持措施 的

防治效果做出客观
、

科学的总结和评价
。

风蚀监测点

的监测内容为监测受风 沙影响的气候
,

监测风蚀强

度
,

监测风沙活动规律等
。

3

.

3 开发建设项 目区

3
.
3
.
1 铁岭电厂二期扩建工程 铁岭发电厂位于铁

岭市西北的铁岭县镇西堡镇三台子村
,

项 目区属长白

山余脉和辽河冲积平原缓解地带
,

是起伏较大的剥蚀

岗坡地形和低山丘陵区
。

区域内以棕壤土和草甸土

为主
,

地面覆盖植被较好
,

水土流失面积 占项 目区总

面积的 34
.
3 %

,

以水力侵蚀为主
,

水土流失区土壤侵

蚀强度为轻度和中度
,

属辽宁省人民政府公告的水土

流失重点监督区
。

铁岭电厂二期扩建工程建设内容

为扩建 2 x 600 M W 超临界凝汽机组
,

建设 工期为

2004 年 9 月至 200 9 年 3 月
。

3

.

3

.

2 清河电厂冷却水系统改造工程 辽宁清河发

电厂位于铁岭市清河区
,

地处铁岭市东部山区的丘陵

地带
,

所在地区主要河流有清河
、

寇河和小清河
,

土壤

类型为棕壤土
、

草甸土和沼泽土等
。

流域是以坡面侵

蚀和沟状侵蚀为主要类型的水力侵蚀 区
,

以轻度侵蚀

为主
,

属辽宁省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区
。

清河电厂冷却

水系统改造工程开工 于 200 4 年 3 月
,

电厂总装机容

量 1 25 0 M W
,

为满足
“

以大代小
”

改造工程的生产用

水要求
,

工程项 目对自然通风冷却塔及相应配套管网

等设施进行改造
。

3

.

3

.

3 铁岭地区原油 商业储备库项 目 铁岭原油商

业储备库位于铁岭经济开发区
,

区域地貌类型为低山

丘陵区
,

气候类型为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

主要土

壤类型为棕壤土
,

植被类型为针阔混交林
。

水土流失

以轻度水力侵蚀为主
,

属于辽宁省人民政府公告的水

土流失重点监督区
。

项 目计划工期为 2007 年 8 月至

200 8 年 10 月
,

总投资 10 亿元
,

占地面积 18 hm
, 。

建

设内容包括新建 8 具 1
.
0 X 10

”
m

3

储油雌以及相应的

工艺
、

消防及自动化控制系统
。

3

.

3

.

4 风能发 电项 目 铁岭境内近几年建设的大型

风能发电项 目主要有昌图辽能协鑫风电工程
、

昌图龙

源风电工程和调兵 山中水华仪风电项 目
。

昌图辽能

协鑫风电工程位于 昌图县昌图镇
,

工程建设 66 k V

升压站 1 座
,

安装 850 kw 风力发电机组 58 台
,

总装

机容量 49 30 0 k w
,

计划 2006 年 4 月开工
,

总投资 5

亿元
。

昌图龙源风力发电项 目总装机容量 3
.
0 x 10

5

k w
,

共分 3 期建设
,

其中一期工程投资 4
.
2 亿元

,

安

装 58 台发电机组
,

装机 49 30 0 k w
。

该项 目位于 昌

图县泉头镇
,

从 2006 年 4 月开始动工修建
。

调兵山

风力发 电工程位于调兵山市高力沟村
,

建设工程共设

66 台风力机组
,

总装机容量 49 500 k w
,

计划 20 06 年

9 月开工
,

总投资 4
.
3 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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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
5 公路

、

铁路建设项 目 公路
、

铁路等道路建设

过程中开挖路堑
、

填筑路基
、

取土采石等动用土石方

t 大
,

施工战线长
,

临时工棚
、

施工场地
、

施工便道等

的占地t 也很大
,

对沿线地形地貌的扰动破坏大
,

水

土流失严重
。

因此
,

在未来的水土保持监测过程中
,

公路
、

铁路建设项 目是水土保持监侧 的重点内容之

一
。

目前途经铁岭的道路建设项 目有哈尔滨至大连

客运专线工程和辽源至西丰铁路线工程
。

4 监测规划实施情况

铁岭市水土流失监测采用实验测试
,

地面观测
,

数理统计等方法
,

以常规监测点
、

小流域监测
、

大型开

发建设项 目监测为主要对象
,

对水土流失及其防治状

况进行监测
,

分析水土流失状况和防治效果
。

4

.

1 常规监侧的实施

常规监测主要是西丰泉河试验站和昌图风蚀观

侧点
。

在西丰泉河试验站设立了坡耕地水土流失试

验区
、

自然坡地水土流失试验区
、

水平梯田试验区和

谷坊效益试验区
,

监测设施主要包括径流小区和小流

域控制站
。

通过常规监 测的实施完成了以下任务
:

(l) 通过监测判断水土保持治理是否符合标准
,

是否

达到预期 目标
,

为完善
、

提高水土保持管理体系
,

提高

水土保持管理水平莫定基础
。

( 2) 通 过监测建立本

底信息库
,

为水土保持及其它项 目建设 的评估
、

可行

性研究
、

规划
、

设计等提供基本资料
。

( 3) 通过动态

监侧体系
,

客观
、

准确
、

及时地反映出不同区域治理措

施及其配t 的影响范围和效益
,

为进一步开展全面治

理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
,

可 以少走弯路
,

快见成效
。

( 4) 通过监测科学地评价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的

综合效益
,

且通过监侧数据
,

为水土保持执法公正
、

公

开
、

科学
、

规范提供保证
。

4

.

2 开发建设项 目监侧的开展

我市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起步较晚
,

但发展速度很快
。

对于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监测
,

目前都已根据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监侧要求如期开展
。

铁岭电厂二期扩建工程
、

清河电厂冷却水系统改造工

程
、

铁岭地 区原油商业储备库项 目
、

风能发 电项 目等

的监测工作正在顺利实施过程 中
,

大连至哈尔滨客运

专线工程以及辽源至西丰铁路线工程的监测工作也

即将启动
。

各项 目监测主要内容为
:(1) 防治责任范

围动态监测 ;(2) 弃土弃渣动态监侧
;(3) 水土流失

防治动态监测 ;(4) 施工期土壤流失t 动态监侧
。

4

.

3 小流城动态监侧的实施

小流域综合治理项 目包括坡耕地治理
,

荒地治

理
,

沟壑治理和风沙治理等
。

2 0 0 7 年
,

全市全年共开

展治理小流域 53 条
,

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10 620

hm , 。

该市今后将在各典型小流域逐 步建立小流域

动态监测点
,

地面观测与调查监侧相结合
,

分析小流

域水土流失动态变化趋势
,

对水土流失消长(发生
、

发

展
、

消失)过程进行监测
、

监控和预报
,

为水土流失防

治工作及时准确地提供科学依据
。

5 监测中存在问题

5.1 对水土保持监侧愈义认识不足

目前一些单位或部门对水土保持监测的重要愈

义认识不足
,

存在消极应付监测工作的现象
。

有些单

位对此项工作视为可有可无
,

可做可不做
,
有些单位

明知监测工作重要
,

也推三阻四
,

寻觅托辞;还有些单

位纯粹为了应付验收
,

为监测而监测
,

背离了水土保

持监测的根本 目的
。

5

.

2 国家补充规范不足

目前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制度和技术标准尚不健

全
,

尚未形成高效运作的工作机制和统一协调的技术

体系
。

水土流失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

其发生
、

发

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

水利部虽然颁布了《水土

保持监测技术规程》
,

但对水土保持监测仍需不断探

索
,

如何规范监测 的内容
、

方法
、

技术
,

如何论证水土

保持监测设计与实施计划
,

如何收集
、

认证水土保持

监测数据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细化

和健全
,

以形成统一的监测标准体系
。

5

.

3 技术力一不足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持续时间长
,

监测的内容多
,

要求的技术含量高
.
但目前监测技术队伍不够成熟

,

人才匿乏
,

缺乏创新精神
。

监测单位技术力量不足
,

所采取的水土保持监测的方法
,

还是以地 面定点监

测
、

巡查监测
、

调查监测等传统的
、

常规的监侧方法为

主
。

监测手段 比较落后
,

利用 的设备仪器也较为原

始
,

工作效率低
,

不能满足精准
、

快速监测的需要
,

更

不能适应水土保持监测自动化发展趋势
。

5

.

4 资金不足

资金不足是限制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发展的一个

最关键因素
,

没有充足的资金就无法完善水土保持监

侧设施
,

也无法引进先进的监测技术
。

目前
,

铁岭市

只有泉河试验站被列人国家监测网络
,

有一定资金来

源 ;而开发建设项 目投人的资金数t 又极为有限
,

不

能满足长期
、

全面的监测任务需要
;
有些项 目只能通

过 自筹资金来完成
。

6 水土保持监侧发展建议

6.1 加大水土保持监侧的宜传力度

水土保持监测是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
,

评估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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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岭地区水土保持监测点规划与布局

效果和行政执法的重要手段
,

是推进水土保持信息化

和现代化
,

促进传统水土保持向现代水土保持转变的

保障
,

是国家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决策的依据
。

我们应

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治水思路
,

把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列

人重要议事日程
,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

采取有效措施
,

积极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宜传
,

全面做好水土保持监测

工作
。

6

.

2 完 . 监测规章制度及技术标准

目前水土保持监测的规章主要有水土保持监测

网络管理条例
、

监测资质证书管理办法等
,

技术标准

主要有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
、

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

范等
,

但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补充
。

为保障水土

保持监测工作有序
、

健康
、

规范地开展
,

应加紧制定和

完善水土保持监测的规章制度和技术标准
,

使水土保

持监测工作走向科学化
、

规范化
、

系统化
,

提高监测管

理水平
。

6

.

3 采取先进技术手段
,

加强队伍建设

应加快对水土保持监测技术的研究
、

开发
、

推广

和应用
,

提高水土保持监测 现代化水平
。

积极开展

R S
,

G P S

,

G I S 等 35 技术在水土保持监测 中的运 用

研究
,

将现代科技与传统的常规监测技术有机结合
,

建立监测
、

传输
、

处理
、

发布为一体的数据信息系统或

动态反映水土保持状况的空间数据库
,

走水土保持监

测跨越式发展的路子川
。

加强对监测技术人员的培

训
,

强化队伍建设
,

提高技术人员素质
,

使监测人员不

仅要有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
,

而且要有熟练的监测技

术
,

掌握现代监测设备操作和数据分析技术
。

6

.

4 加大对水土保持监测的投资

水土保持监测是一项社会公益性事业
,

是保障社

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事业
,

这项工作在建设
、

管理
、

运行和试验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力
、

物力和财

力
。

为保障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长期
、

连续地 开展下

去
,

尽快实现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现代化
,

应增加对

其的资金投人
。

在政策和资金上
,

当地政府及上级部

门应给予支持
,

建议增加铁岭地区列人 国家监测 网络

的监测点数量
。

【 今 考 文 做 〕

[1] 辽宁省水利厅
.
辽宁省第四次土壤侵蚀遥感普查成果公

报[R〕
.
2007

.

【2〕 武平
.
努力加强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J〕

.
中国水

土保持
,

2 0 0 7 ( 5 )
:

3 4

一

3 5

.

( 上接第 35 页)

今 考 文 献

岳辉
,

钟炳林
.
长汀县水土保持监测实践与探讨【月

.
亚

热带水土保持
,

2 0 0 6

,

1 8 ( 3 )
:

6 3

一

6 4

.

许峰
,

郭华东
,

郭素彦
.
我国水土保持监测的理论与发

展之初步探讨[J〕
.
水土保持学报

,

2 0 0 1
,

1 5 ( 6 )
:

l

一

5

.

曹忠杰
,

蔡景平
.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探讨〔J〕

.
水利发展

研究
,

2 0 0 2

,

2 ( 8 )
:

3 5

一

3 6

.

徐加茂
.
草地水土流失监测点的建立与观测【J〕

.
四 川

草原
,

2 0 0 5 ( 1 1 )
:

3 1
一

3 3

.

许峰
.
宏观水土保持监侧研究及其进展[J〕

.
水土保持

通报
,

2 0 0 2

,

2 2 ( 4 )
:

7 2

一

7 6

.

〔6〕 李子轩
,

孟宪智
.
密云水库上游水土保持监测系统技术

体系的实现〔J〕
.
海河水利

,

2 0 0 6 ( 6 )
:

5 3
一

5 5

.

臼〕 孟广涛
,

方向京
,

和丽萍
,

等
.
35 技术在水土保持动态监

测中的应用〔J〕
.
水土保持研究

,

2 0
07

,

14 ( 2 )
:

8

一

10

.

〔8〕 袁爱萍
,

段淑怀
,

杨坤
.
北京市水土保持监测体系的构

建[J〕
.
北京水利

,

2 0 0 5 ( 5 )
:

5 2

一

5 5

.

[
9 〕 钱惠康

,

高之栋
.
建立水土保持地面监侧体系浅探【J」

.

江苏水利
,

2 0 0 3 ( 3 )
:

3 7

一
3 8

.

[ 10 〕 孟普玲
.
浅谈水土保持监测体系建设[1〕

.
江西水利科

技
,

2 0 0 0
,

2 6 ( 2 )
:

9 0
一

9 3

.

〔n ] 郭索彦
,

李智广
.
新技术在我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中

的应用〔J〕
.
中国水利

,

2 0 0 6 ( 1 2 )
:

2 5
一

2 7

.

一IJ工J es1孟n乙一IL
工we.�

一IJ工Jes工se
‘

工八jd
‘匕口

尸ILlesL工es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