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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水保方式坡面的水土流失特征研究

黄治军
陕西省安康市白河县水利局水利技术工作站�陕西�安康�725800

摘�要：通过对裸露地表、绿色植被覆盖、土工织物覆盖和坡改梯等水保方式下的水土流失情况进行分析比较，

发现绿色植被覆盖和土工织物覆盖方式能有效减少水土流失率。绿色植被覆盖方式通过植被的根系稳固土壤，减缓

雨水冲击，大幅降低水土流失风险；土工织物覆盖方式通过物理障碍屏障的设置，有效减缓水流速度，提高土壤保水

性。相比之下，裸露地表水保方式水土流失程度最大，石头垛方式在抵御水土流失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选择

合适的水保方式在降低坡面水土流失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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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同水保方式在水土保持中的作用

水土保持是指通过科学的管理方法，防止水土流

失、改善土壤质量和水资源利用效率，保持生态平衡和

生物多样性的一系列措施。不同的水保方式在水土保

持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植被覆盖是一种重要的水保方

式，可以有效地减缓雨水的冲刷和侵蚀。植被的根系可

以稳固土壤，防止土壤被流失，同时植物的枝叶能够减

少雨水直接冲击土壤表面，降低土壤侵蚀的风险。梯田

是一种传统的水保方式，通过修建梯田可以有效地减少

坡地水土流失，提高土壤保水能力。梯田可以将雨水汇

集在每一层田间，减少雨水径流速度，增加土壤的湿

度，有利于植被生长，减少土壤侵蚀[1]。种植防护林也是

一种重要的水保方式，可以有效抵御风沙侵袭、降低风

速，减轻土壤的风蚀和侵蚀。防护林还可以固定沙土，

防止滑坡和泥石流的发生，保护生态环境。建立水土保

持工程是一种综合性的水保方式，包括水土保持林、

草、沟渠等各项工程，可以有效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

实现土地有效利用和生态效益的双赢。水土保持工程可

以规划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减少开垦和耕种对土地的

破坏，提高土地的产量和质量。总之，不同的水保方式

在水土保持中各有所长，可以相互补充，形成一个多元

化的水土保持系统，保护水资源、改善土壤质量，促进

生态平衡的形成和维护。

2 不同水保方式对坡面水土流失的影响

2.1  绿色植被覆盖水保方式
不同水保方式在坡面水土流失控制中发挥着不同的

作用，而绿色植被覆盖水保方式则被证明是一种非常有

效的手段。在坡面水土流失中，水保工程包括了梯田、

防风林、草栽植等多种措施，而其中绿色植被覆盖被认

为是最为直接和有效的防治手段。通过增加植被的根系

和地上部分，绿色植被能够有效地稳固土壤，提高土壤

的抗蚀性和抗冲刷性。植被根系的牢固性可以减缓流水

速度，将水分锁定在土壤中，降低土壤的侵蚀和流失的

发生几率。植被的覆盖可以有效地减少雨滴的坠落速度

和对土壤的直接冲击，形成一种天然的缓冲层，有助于

降低水动力对土壤的破坏，减少水土流失量。绿色植被

还具有截留悬浮颗粒物和养分的能力，减少径流中的泥

沙和营养物质含量，保障水质的清洁。

2.2  垃圾抛撒水保方式
垃圾抛撒是一种极其具有破坏性的水保方式，对坡

面水土流失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当垃圾被随意抛撒在

坡地上时，不仅污染土地和水源，还会加剧土壤侵蚀和

流失的速度。垃圾覆盖在土壤表面会阻碍土壤的呼吸和

根系的生长，导致土壤质地变得松散，容易被雨水冲刷

和风力侵蚀。雨水冲刷垃圾表面时会带走垃圾中的有害

物质和化学物质，造成土壤和水源的污染，破坏生态环

境。垃圾中可能含有有毒化学物质和金属元素，会对土

壤生物和植被造成伤害，加剧水土流失问题。垃圾抛撒

作为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不仅对坡面水土资源的

保护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加剧土壤侵蚀，加速水土

流失的发生，对自然环境造成极为严重的破坏[2]。

2.3  土工织物覆盖水保方式
土工织物覆盖是一种常见且有效的水保方式，对坡

面水土流失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土工织物通常由合成

材料制成，具有良好的抗腐蚀、抗拉伸和透水性能，可

以被用来覆盖裸露的地表，防止土壤被雨水冲蚀、风力

侵蚀和坡面产生的水土流失。土工织物的覆盖可以形成

一个均匀的保护层覆盖在土壤表面，有效地减缓雨水冲

击力，减少土壤的侵蚀和流失。土工织物的透水性能不

会阻碍雨水的渗透，有利于土壤中的水分充分渗透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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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提高土壤的抗旱能力。土工织物覆盖可以稳定土壤

表面的颗粒，降低土壤中的泥沙含量，减少径流对水质

的影响。土工织物还可以增加土壤的透气性，有助于土

壤的通气排水，改善土壤的通透性，为植被的生长提供

良好的土壤环境。

2.4  干砌堆石水保方式
干砌堆石是一种传统的水保方式，对坡面水土流失

有着积极的影响。在干砌堆石水保方式中，通过在坡面

上建立石头墙或者垒石堆进行固定和围堰，可以有效

地减少水流速度，减轻雨水对土壤的冲刷和侵蚀，从而

减少水土流失的程度。干砌堆石可以形成一道坚固的屏

障，阻止土壤被雨水冲刷和风力侵蚀，减少土壤的流失

量。石头之间的缝隙还能起到滞留水分、减缓水流速度

的作用，帮助土壤吸收雨水，提高土壤保水能力。干砌

堆石可以起到固结土壤的作用，加强坡面的稳定性，防

止滑坡和坡面塌方的发生。干砌堆石通常是由就地取材

构成，不会对土壤和水质造成污染，具有环保的特点。

3 坡面水土流失特征分析

3.1  坡面水土流失量的监测和测算方法
坡面水土流失是指在坡度较大的地表中，由于降雨

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土壤被冲刷、流失的现象。对于坡

面水土流失的特征分析，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是地形特征，坡面的坡度大小、坡向、坡面长度等

会影响水土流失的程度，坡面曲率、谷底坡度以及植被

类型等因素也对水土流失有影响。其次是降雨因素，降

雨的强度、时长、频率等都会直接影响坡面水土流失情

况，大雨容易引发较严重的流失。土壤特性如土壤质

地、土壤密度、含水量等也对水土流失起到重要作用。

人为因素如开垦、植被砍伐、过度耕种等也会加剧坡面

水土流失程度。对于坡面水土流失量的监测和测算，通

常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技术。水土流失量的测算可以

通过水文测站实测、遥感技术结合地理信息系统分析、

模型模拟等多种方式。常见的监测方法包括设置水文测

站、安装沟道淤积物捕集器等设备，通过实时监测来获

取数据。遥感技术可以利用遥感影像获取大范围、实时

的水土流失数据，结合地理信息系统对数据进行处理分

析。常用的水土流失模型有RUSLE模型、SWAT模型等，
可以通过建立区域性的水土流失模型进行预测和测算。

3.2  不同水保方式下坡面水土流失特征对比分析
坡面水土流失是土地资源流失的普遍现象，而不同

的水保方式会对坡面水土流失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于裸

露地表，水土流失程度较大，因为没有植被或覆盖物来

固定土壤，使得土壤更容易被雨水冲刷、侵蚀。相比之

下，绿色植被覆盖水保方式能够显著降低水土流失率，

植被的根系能够稳固土壤，植物的叶片可减缓雨水对土

壤的冲击，有效保护土地资源，减少土壤流失。土工织

物覆盖水保方式通过物理屏障的形成，进一步减缓水量

流速，提高土壤的保水性，有效遏制水土流失。另一方

面，石头垛水保方式在抵御水土流失方面也发挥着重要

作用。石头垛的设置可以有效减缓坡面的水流速度，减

少水势对土壤的冲刷，加强土壤的稳定性[3]。通过形成坚

固的屏障，石头垛在保护土壤资源方面作用显而易见。

在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到，裸露地表水保措施较少，水土

流失风险高；而绿色植被和土工织物覆盖水保方式通过

增强土壤稳定性和降低流速，减少水土流失的发生。石

头垛水保方式则借助坚固的物理障碍，有效地保护了土

壤资源。不同水保方式在抑制坡面水土流失方面发挥着

各自的优势，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水保方式，实

现更好地保护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目标。

3.3  不同环境条件对水保方式的适用性探讨
坡面水土流失特征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可能呈现出不

同的特点，因此适用的水保方式也会受到影响。在干旱

地区，土壤容易干燥开裂，雨水一旦降落会迅速被土壤

吸收，导致坡面水土流失减少，此时适合采用绿色植被

覆盖水保方式，植被的根系可以稳固土壤，增加土壤的

保水性，有效防止干旱区域的土壤风蚀和侵蚀。其次，

在多雨地区，频繁的降雨容易导致土壤水分饱和，增加

水土流失的风险，这种环境下可以考虑采用土工织物覆

盖水保方式，土工织物可以有效减缓水流速度，避免土

壤被大量冲走。在陡峭山区，地形复杂，土壤容易发生

滑坡和塌方，适用石头垛水保方式，石头垛可以加强土

壤的稳定性，防止土壤滑坡。对于不同植被类型的环境

条件，也需要结合水保方式的特点来选择合适的措施。

在荒漠化地区，由于植被贫乏，绿色植被覆盖水保方式

可能受到限制，此时可以考虑采用土工织物或石头垛水

保方式，以便有效地控制水土流失。在森林覆盖率较高

的地区，绿色植被覆盖水保方式能够更好地保持土壤的

稳定性，减少水土流失的风险。因此，在不同的环境条

件下，选择适合的水保方式至关重要。

4 水保方式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与前景

4.1  水保方式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要性
水保方式作为水土保持的重要手段，在可持续发展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具有广阔的前景。（1）水保方式可
以有效减少水土流失，保护和改良土地资源，维护生态

平衡。通过采用适当的水保措施，如绿色植被覆盖、土

工织物覆盖、石头垛等方式，能够保持土壤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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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土壤的湿度和肥力，提高土地的生产力，为农业生

产提供可持续的土地基础。（2）水保方式对于降低环
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水土流失会导致

泥沙的外移和污染水体，加剧自然环境的恶化。通过水

保措施的实施，可减轻土壤中的农药、化肥等农田面源

污染物质的流失，保护水资源的质量，净化水系生态环

境，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水保方式在生态环境维护

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中扮演重要角色[4]。（3）水保方式
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前景也十分广阔。随着环境保护意识

的增强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对水土保持的需求将逐渐

增加。在城市化进程中，水保方式能够有效减少城市水体

的污染，改善城市环境质量，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在农

村发展中，水保方式的推广不仅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还能促进贫困地区的生态扶贫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4.2  水保方式与可持续土地利用的融合
水保方式与可持续土地利用的融合是实现土地资源

有效管理和保护的重要路径。水保方式通过减少水土流

失、保持土地稳定性等手段来保护土地资源，而可持续

土地利用则是指在不破坏土地生态环境、生态功能的前

提下，实现人类自身需求的土地利用。首先，水保方式

的选择需要根据当地的土地利用需求进行科学规划。在

农业生产过程中，可以选择合适的水保方式，如植被覆

盖、石头垛等，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保护土壤。

在城市建设和工业生产中，也可以利用水保方式，如建

立雨水花园、设置沉沙池等，减少城市雨水径流和污

染，保护城市土地资源。其次，水保方式的实施可以提

高土地的生产力和可持续利用性。通过水保方式的有效

应用，可以改善土壤质地、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

土地的保水保肥能力，为农业、林业、畜牧业等不同类

型的土地利用提供更加优越的生长环境。通过减少水土

流失，提高土地的质量和稳定性，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和

土地整体的保护提供支持。最后，水保方式与可持续土

地利用的融合需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水保方式在保护

土地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起到正面作用，有利于生态

平衡的维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通过结合实施水保方

式和可持续土地利用策略，可以推动土地资源的合理开

发利用，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同提

升，促进土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在未来的研究和实践中，需要结合不同地区的环境

特点和土地利用需求，科学地选择和运用适合的水保方

式，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期

待未来能够进一步深入研究不同水保方式的效果和适用

性，为推动水土保持工作提供更为有效的理论支持和实

践指导，共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不

断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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