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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陕北地区流域综合治理中水土保持工作,结合实际案例,在简要阐述目前陕北地区水土流失现状的基础上,

分析引发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并提出流域综合治理中水土保持工作的要点。探讨结果表明,在切实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流域综

合治理的关键,也是促使陕北地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需要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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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北地区地势起伏比较大,土质松散,在雨水冲刷的

作用下极易发生水土流失,从而影响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在

2017 年陕西省全年完成投资 18 亿元,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6568 平方公里,其中基本农田 340 平方公里,经济林 974 平

方公里,水保林2006平方公里,种草551平方公里,生态修复

2697 平方公里,占年度计划的 101.1%。从这几组数据中可以

看出,陕北地区流域综合治理初见成效。但在实践治理中仍

然存在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严重限制了流域综合治理效果

的提升。基于此,本文结合实际案例,对陕北地区流域综合治

理中水土保持工作做了如下探讨。 

1 案例分析 

陕北地区某流域内现有土壤侵蚀面积 3.03 万 km2,占该

市总面积 70%左右,年入河流泥沙量高达 2.2 亿 t,从目前发

展现状而言,该流域植被稀疏,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缺乏完善

的水保设施,治理难度比较大。再加上能源开发、工业事业

发展等人为活动的频繁性不断提升。该流域植被的破坏程度

逐年增加,水土流失异常严重,亟需综合治理。 

2 流域水土流失发展现状 

从该流域水土流失的成因上看,土地资源退化和自然生

态环境恶化是引发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已经对当地社会经

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通过当地国土资源部门调查统一,

发现该流域水土流失造成的破坏超过 40%是无法恢复的。经

过多年的综合治理,年入河泥沙减少了近55%,该地区雨季频

发发生强降雨,导致地表土质比较松散,水蚀和风蚀现象仍

然比较严重,再加上不合理的人类活动,使得水土资源保育

工作的效率和效果以得不到显著提升。根据 2018 年黄河中

上游管理部门统计的结果,该流域水蚀面积为 1.3 万 km2,占

总侵蚀面积的 42%,风蚀面积为 1.7 万 km2,占总侵蚀面积

58%[1]。从这组数据中可以看出,该流域水土流失现象仍然不

容乐观,亟需更新治理方法和加大治理力度。 

3 导致流域发生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 

3.1 缺乏法律意识 

陕北地区有的大量石油资源、煤炭、天然气,为满足社

会经济的持续,近年来,这些资源的开采力度不断增加,一些

能源开采方,为降低成本,经常忽略了水土保持法律责任 没

有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保持水土。陕北地区随处可见挖煤矿

坑、废土废渣堆砌的土丘。这些土质保水能力比较低,在暴

雨季节容易形成小型径流,带走表层富有营养物质的土层,

终汇集在河流中,从而发生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此外,

在公路建设、铁路建设、水利水电等公益性工程建设中,开

土挖石是 基本的工作,在施工并没有编制水土保持方案,

缺乏合理的保护,从而造成大面积水土流失。 

3.2 缺乏专业完善治理措施 

就该流域目前综合治理的效果而言,影响治理效果的主

要原因是在认识上存在局限性,在综合治理过程中走了很多

弯路,也是导致流域综合治理效果一直不到有效提升的主要

原因。缺乏专业完善的治理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缺乏灌溉条下种植乔木,会降低乔木的成活率。

没有根据陕北地区土质特性和土壤结构,选择与之相适的草

种,虽然消耗了大量水资源,但沙化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有效

的解决。 

第二,在配置保设施过程中,经常忽略了生态化建设和

经济发展的一致性,综合治理效果难以巩固和提升。从生态

建设的角度而言,虽然履行了国家提出退耕还林的政策,但

并没有注重后续产业的发展,比如：很多一部分生态工程在

建筑中,忽视了农田建设。一些地方,虽然也加强了当地经济

的合作,但规模仍然比较小,缺乏标准化和统一性,无法形成

产业化经营和规模化发展[2]。 

第三,在生态建设中忽视了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没

有对重要的生态区域进行全面封禁,盲目治理的现象仍然存

在,不但增加了综合治理的成本,而且也限制了生态恢复的

效果和进度。 

3.3 投入不足 

投入不足是目前限制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效果提升

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投入有限前提下,治理部门只能把水土

保持治理的重点放在贫困地区或者革命老区,但也无法这些

地区水土保持治理的效果,甚至部分水土保持治理工作一度

停滞不前,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容完成治理工作,影响了民众

参与的积极性,这也是目前陕北地区流域综合治理效果欠佳

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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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强陕北地区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效果的措施 

4.1 转变治理模式,将单纯的生态型转变为生态经济型 

为 大限度上提升陕北地区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效

果,就必须注重政府引导和牵头的工作,当地政府部门要出

台相关文件,树立绿色执政、绿色发展的理念。根据该流域

实际情况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制定有针对性的治理思

路和对策。比如：可采用“上保、中培、下开发”式的生态

经济治理模式[3]。所谓“上保”指的是在山顶种植保水性植

物,增加生态绿地面积,保证生态建设效果；“中培”指的是

在山腰附近培育种经济性果林；“下开发”指的是在山体下

部,进行河道整治、生态移民等,促使当地生态经济协调发展,

努力建造生境界、画境、意境为一体的陕北地区流域水土保

持综合治理模式。 

4.2 单元先行,构建综合治理体系 

通过多年的陕北地区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经验表明,

在具体治理过程中,要严格遵循“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工

程措施、生物措施”等治理原则,才能以 低的成本获得

大的治理效果。比如：在流域水土保持治理中,可按照“三

道防线”的模式进行治理。 

第一道防线为梁峁坡为第一道防线,控制地面坡度在10

º~35°之间,就案例流域而言,在梁峁坡可修剪成水平梯田,

梁峁坡是雨季径流的主要来源,可选择土质良好、土壤肥沃

大的坡耕地作为水平梯田,可种植农田和果园,大力发展径

流农业和林业,根据实际的地形地貌,合理修筑水平沟,营造

等高灌木。 

第二道放线为沟谷坡防线,峁边线和坡脚线之间的地段

可设置沟边坡防线,坡度控制在25º以上,为灌草植物的栽培

和自然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提供良好的环境[4]。 

第三道放线可为沟道方向,在干沟和支沟出修建拦泥库,

以小流域为主要单元,修建骨干坝、中型坝等,不断提升侵蚀

基准面,避免沟壑进一步发展,提升水资源利用率。 

4.3 落实差异化治理,提升治理效果 

因地制宜流是域水土保持的重中之重,需要根据流域特

性,对其合理划分,包括：生态保育区、修复区、综合利用区

等多元化功能区,落实差异化治理和保护。生态保育区的主

要功能,对现有湿地和植被进行全面系统的保护及防护,

大限度上体会水源涵养能力。修复区的主要功能人工干预保

护和恢复的措施,加强土地荒漠化治理效果,提升天然林保

护效果[5]。综合利用区可适当发展有机农业,丰富流域多样

化,提升水土保持效果。 

4.4 大力发展清洁小流域,提升治理质量 

在该流域水土保持治理中,要以河道整治、生活污水处

理、农业污染源防治等为主要内容。在具体治理过程中,要

坚决反对人为水土流失,严格控制坡耕地、侵蚀沟的治理工

作。以构建生态型清洁小流域为治理目标,通过治山保水、

产业护水、宣传爱水等方法,不断提升水土保持治理效果。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结合理论实践,探讨了陕北地区流域综

合治理中水土保持工作,探讨结果表明,随着陕西省政府对

陕北地区流域综合治理中水土保持工作重视力度不断增加,

水土保持治理工作取得了良好成就。但仍然存在缺乏法律意

识、缺乏专业完善治理措施、投入不足等问题尚未解决,可

以从转变治理模式,将单纯的生态型转变为生态经济型、单

元先行,构建综合治理体系、落实差异化治理,提升治理效

果、大力发展清洁小流域,提升治理质量等方面同时入手,

从而不断提升流域水土保持治理效果,实现经济效益、社会

经济、环境效益、生态效益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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