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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中的水土保持措施及其效果评估

任�倩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程局有限公司�陕西�西安�712000

摘�要：水利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而水土保持则是保障水利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措施。本文探讨了

水利水电工程中的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农业管理措施，旨在减少水土流失，保护水土资源。同

时，本文还介绍了水土保持措施的效果评估方法，如构建评估指标体系、选择评估方法等，以科学衡量水土保持工作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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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水利水电工程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伴随着的往往是对水土资

源的影响。为确保水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水土保持

措施的实施变得尤为关键。这些措施旨在通过一系列工

程、生物和农业管理手段，有效减少水土流失，提升土

壤质量，促进生态和谐。本文旨在系统阐述这些措施的

内容，并探讨其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评估方法，从而为

水利水电工程的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提供策略支撑和决

策参考。

1��水利水电工程中的水土保持措施

1.1  工程措施
工程措施在水土保持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其通过

多种技术手段和工程设施，有效地改善了土壤侵蚀状

况，保护了水土资源。在水利水电工程中，工程措施的

应用尤为广泛，为减少水土流失、保持土地生产力提供

了有力保障。（1）梯田建设是一种经典的地形改造方
式，特别适用于坡度较陡、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通过

改变坡面的微小地形，梯田能够减缓水流速度，增加土

壤入渗，减少雨水对土壤的冲刷。同时，梯田还能够提

高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

条件。梯田建设不仅减少了水土流失，还有助于提高土

地利用率和农业生产效益。（2）沟头防护是防止沟谷溯
源侵蚀的关键措施。在沟谷的上游修建拦挡设施，如拦

沙坝、谷坊等，能够有效防止沟头继续向上游发展，保

护沟头坡脚不受冲刷破坏。此外，通过在沟谷中种植草

皮、灌木等植被，增强地表的抗侵蚀能力，也是沟头防护

的重要手段。（3）拦沙坝和沉沙池的设置对于减少河流
泥沙含量、降低下游河道淤积速度具有重要意义。拦沙坝

能够拦截河流中的泥沙，减少其进入下游河道的数量；

而沉沙池则通过减缓水流速度、增加泥沙沉降时间，使

泥沙在水中充分沉积。这些设施的设置不仅保护了河

道的通航和泄洪能力，还有助于改善河流生态环境[1]。

（4）水土保持林草建设是另一种重要的工程措施。通过
种植林草等植被，增加地表覆盖，能够减少雨水对土壤

的直接冲刷，提高土壤的抗侵蚀能力。同时，林草植被

还能够调节气候、保持水土、涵养水源、改善生态环境

等多重功能。

1.2  生物措施
生物措施是一种基于生物学的原理和技术，通过植

被的恢复、种植和管理来增强地面水土保持功能的方

法。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减少水土流失，提高土壤质

量，还能促进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平衡。（1）植被的恢复
和种植是生物措施的核心内容。在遭受侵蚀的土地上，

通过种植适宜的植被，可以迅速恢复地表覆盖，减少雨

水对土壤的冲刷作用。这些植被能够固定土壤，增加土

壤的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的保水保肥

能力。此外，植被的根系还能增强土壤的抗蚀性，减少

水土流失的发生。（2）除了直接恢复植被，合理的植
被配置和管理也是生物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选择

适宜的树种、草种和农作物品种，结合地形、气候等因

素进行科学的配置，可以形成多层次的植被结构。这样

的结构能够有效拦截雨水，减缓径流速度，减少水土流

失。同时，合理的植被管理，如定期修剪、施肥、灌溉

等，也能确保植被的健康生长，充分发挥其水土保持功

能。（3）退耕还林还草是一种重要的生态修复措施。
通过将坡耕地转变为林地或草地，可以减少人为对土地

的干扰和破坏，为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平衡创造条件。这

种措施不仅能够减少水土流失，还能改善土壤质量，增

加生物多样性，促进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2]。（4）水
土保持林草经营管理是生物措施的又一重要环节。对已

有的林草植被进行科学的抚育和管理，可以确保其健康

生长，发挥最大的水土保持效益。这包括定期修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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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灌溉、病虫害防治等措施，以及监测和评估植被的

生长状况和水土保持效果。

1.3  农业管理措施
农业管理措施是水土保持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部

分，通过科学合理的农业耕作和管理，能够有效地减少

水土流失，提高土壤质量，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轮作休耕是一种重要的农业管理措施，它根据土地
条件和作物生长规律，合理安排作物种植顺序和休耕时

间。通过轮作，可以避免同种作物连续种植导致的土壤

养分失衡和病虫害加重；而休耕则可以让土地得到充分

的休息和恢复，减少土地疲劳和退化。这种科学的耕作

制度有助于保持土壤肥力和水分，减少水土流失，提高

土地生产力。（2）水土保持耕作技术是一种通过改变耕
作方式来减少水土流失的技术手段。深耕松土可以增加

土壤的通透性，促进根系发育，提高土壤保水能力；少

耕免耕则可以减少土壤扰动，保持土壤结构稳定，减少

水土流失。这些耕作技术能够有效地改善土壤环境，提

高土壤质量，减少水土流失。（3）化肥农药的合理使
用也是农业管理中的重要措施之一。科学施肥可以提供

作物所需的营养元素，促进作物健康生长，提高抗病虫

害能力；而合理使用农药则可以有效地控制病虫害的发

生和传播，保护作物免受损害。在施肥和施药过程中，

应避免过量使用和滥用，以免造成土壤污染和水环境污

染。除了上述措施外，农业管理中还包括灌溉管理、水

土保持设施建设等内容。灌溉管理应根据作物需求和天

气条件合理安排灌溉时间和水量，避免过度灌溉和浪费

水资源；水土保持设施建设则包括修建梯田、沟壑治

理、水土保持林草建设等，这些设施能够有效地拦截雨

水、减少径流、固定土壤，从而减少水土流失。

2��水土保持措施的效果评估方法

2.1  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水土保持工作，作为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的关键领

域，其效果的评估显得尤为重要。评估指标体系不仅是

衡量水土保持工作成效的工具，更是推动工作改进和优

化策略制定的基石。构建一个合理、科学的评估指标体

系，需要综合考量水土保持工作的多个方面。（1）土壤
侵蚀量的变化是评估水土保持措施效果的直观指标。土

壤侵蚀的减少，直接反映了水土保持措施的有效性。通

过定期监测土壤侵蚀量的变化，可以定量评估措施的实

施效果，从而为进一步优化措施提供依据。（2）植被覆
盖率的提升也是评估水土保持措施效果的关键指标。植

被是保持水土的天然屏障，其覆盖率的提高意味着土壤

侵蚀风险的降低和水资源保护能力的提升。植被覆盖率

的监测和评估，有助于了解水土保持措施对生态环境改

善的贡献。（3）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同样是评估水
土保持措施效果的重要指标。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旨

在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水资源的浪费。通过评

估灌溉效率、水分利用效率等指标，可以了解措施在节

水、减排方面的效果，为进一步优化水资源管理提供依

据。（4）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也是评估水土保持措施效
果不可忽视的方面。水土保持措施不仅对土壤和水资源

有影响，还对整个生态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生态环境

质量的评估，需要综合考虑生物多样性、土壤健康、水

体质量等多个方面，以全面评估水土保持措施对生态环

境的综合影响[3]。

2.2  评估方法的选择
水土保持措施的效果评估是对实施效果进行科学衡

量的关键环节，而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则直接关系到评

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了确保评估的全面性和准

确性，应遵循定性与定量相结合、遥感技术与地面监测

相结合、模型模拟与实地验证相结合的原则，选择和应

用评估方法。（1）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强调在评估
中既要关注水土保持措施的具体实施过程和效果，也要

注重量化指标的分析。定性评估可以提供对措施实施情

况和成效的详细描述，为决策者提供直观的参考；而定

量评估则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和计算，更准确地反映措施

的实际效果。因此，评估方法的选择应综合考虑两者，

确保评估结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2）遥感技术与地面
监测相结合为评估提供了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视角。遥

感技术通过卫星或航空器拍摄地表图像，可以大范围、

快速地获取地表信息，有助于从宏观角度评估水土保持

措施的整体效果；而地面监测则通过实地观测和采样，

可以获取更为准确、详细的数据，有助于深入了解措施

对具体区域的影响。将两者结合使用，可以全面、准确

地评估水土保持措施在不同区域、不同尺度的效果。

（3）模型模拟与实地验证相结合能够为评估提供更为科
学和可靠的支持。模型模拟能够预测和模拟措施实施后

的效果，为决策者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而实地验证则

可以通过对模拟结果进行实际观测和验证，确保模拟结

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通过模型模拟与实地验证的相互

印证，可以为水土保持措施的效果评估提供更为科学和

可靠的依据。

3��水土保持措施的挑战与对策

3.1  当前水土保持措施面临的挑战
水土保持工作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于自然环

境、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等多个方面。（1）自然环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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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如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土壤类型等都会对水土保持

措施的实施效果产生深远影响。在山区、丘陵等复杂地

形区域，水土流失问题尤为严重，治理难度较大。（2）
社会经济因素如农业生产方式、人口分布、经济发展水

平等也会直接制约水土保持工作的推进。在经济发展较

为落后的地区，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

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往往难以取得理想效果。（3）技术
条件也是影响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因素。现有的水土保

持技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地控制水土流失，但

仍存在效率低、成本高、适应性差等问题，需要进一步

加强技术研发和创新。

3.2  改进与创新的建议
为了应对当前水土保持面临的种种挑战，我们必须

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改进与创新建议。（1）加强基础研
究和技术研发是根本之策。深入理解水土流失的内在机

制，探索新的治理途径，才能为水土保持技术的发展指

明方向。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关注现有的水土保持技

术，还要不断探索新的技术方法和材料，以提高治理效

果，降低治理成本。（2）技术的集成创新和模式创新是
关键。水土保持工作涉及多个领域和多个学科，需要跨

学科、跨领域的合作模式。将不同的技术、方法、材料

和理念进行有机融合，形成适合不同地区、不同情境的

水土保持技术体系和技术模式，能够大大提高治理效果

和工作效率。这种集成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的整合上，

还体现在管理模式的创新上，如何更好地协调各方资

源，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水土保持工作的发展。（3）人
才培养和团队建设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水土保持工作

需要一支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专业队伍来支撑。因此，

我们必须加强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提高工作人员的专

业素质和创新能力。这包括定期组织培训、引进高层次

人才、优化团队结构等多种措施，以确保水土保持工作

能够持续、高效、稳定地发展。

3.3  政策与法规的支持
水土保持工作的持续改进和创新，离不开政策与法

规的有力支持。在这方面，政府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1）政府应加大对水土保持工作的投入力度，确
保资金和技术保障的充足。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实施税

收优惠等措施，可以有效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水土保持领

域，从而推动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广。这不仅能够加速新

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还能够提升整个行业的创新能力和

竞争力。（2）完善水土保持法律法规体系是确保工作顺
利开展的关键。通过修订相关法规、制定更为严格的水

土保持标准，可以有效规范水土保持行为，明确责任主

体，从而确保水土保持工作的有效实施。这不仅能够为

水土保持工作提供法制保障，还能够提高全社会的水土

保持意识和参与度。（3）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监督和
评估机制建设至关重要。通过建立完善的监督和评估体

系，定期对水土保持工作进行检查和评估，可以及时发

现问题并进行整改和完善措施。这不仅能够确保政策与

法规的有效执行和措施的实际效果，还能够推动水土保

持工作不断向前发展，为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结束语

水利水电工程中的水土保持措施是确保水资源可持

续利用和环境友好型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实施一系列

工程、生物和农业管理措施，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有效减少了水土流失，提升了土壤质量，保护了生态环

境。然而，水土保持工作仍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我们不

断创新和完善措施。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强基础研

究和技术研发，推动水土保持工作的深入开展，为构建

美丽中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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