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pyright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c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水电水利
第 2卷◆第 4期◆版本 1.0◆2018年 4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1水土流失的主要特征及其危害性分析

1.1水土流失的主要特征

流失的物质原料复杂、土壤侵蚀多样化。不仅有土壤和

植物残体组成物质,还有建设中产生的基岩、建筑垃圾与生

活垃圾等。由于地形和植被变化,侵蚀营力及其组合更加复

杂,侵蚀种类增加,土壤侵蚀类型多为复合型侵蚀,不是单纯

的水力或风力等。土壤侵蚀强度变大、时间空间分布不均。

建设期由于地表覆盖物质遭到严重破坏, 表面更加松散,土

壤侵蚀历时短、强度大,到运行期后侵蚀强度逐步变小。建

设期间扰动地表处侵蚀严重,而未扰动区域侵蚀小,在空间

和时间上与建设过程密切相关。地表和植被破坏严重,引起

水土流失,植被短期内恢复困难。建设中占用和破坏了大量

原有自然植被和土壤,同时地面硬化大面积增加,径流入渗

补充地下水的路径加大,水的循环体系发生较大变化,地表

径流显著增大,产生严重的水土流失。

1.2水土流失的危害性分析

首先枯水季节的水量减少,甚至会使水源枯竭,河道断

流,另外水土流失会使湖泊、水库、河道等产生淤积、堵塞,蓄

水量就会相应的减少,也使汛期水更多,易发生涝灾；其次在

水利工程中,由于水土流失,使表层土壤裸露,随着水力的冲

击,许多泥沙就会顺着地表径流流向江河、塘库,不仅严重影

响行洪能力,抬高河床,造成水位上涨,还会减弱水库的防洪

能力,水库的使用寿命也会大大减少,甚至发生垮坝等灾害。

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植被大部分遭到了破坏。山区更容易

发生水土流失,当暴雨发生时,由于地面坡度大,植被不够,坡

面截流能力较差,土壤表层涵水能力低,使得降雨强度远远

大于土壤入渗速度,雨水来不及入渗,迅速大量产流,瞬时形

成山洪。

2加强水土流失控制的措施

2.1采取退耕还林控制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植被的缺失, 根据国家相

关规定,禁止在 25°以上陡坡地种植农作物,坡度＞25°的

坡耕地要采取退耕还林措施,扩大植被覆盖率,加强对生态

环境的建设,使水土资源能够高效利用,争取从源头上解决

水土流失的问题。

2.2运用科学技术控制水土流失

国家要在水土流失的预防、水土规划等方面加大科技

投入,引进先进技术,建立水土保持体系,还要加强对当地居

民的教育培训,提高他们对水土保持重要性的认识,还要与

国外进行合作与交流,引进适合我国水土保持的技术,通过

提高技术水平来提高水土保持的治理水平。

2.3加强水利工程建设控制水土流失

由于水利工程中水土流失有点状和线状之分, 所以在

采取防治措施时要因地制宜。在施工阶段,水利工程项目中

的回填区、开挖区等是需要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结合起来

的,这两种措施各有功能,把两者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可以

有效地提高地面植被的覆盖率,能够起到水土保持的作用。

在挖方区,可以通过设置截排水沟的方式来防止水土流失。

为了防止滑坡、泥石流等重力侵蚀的发生可以设置挡土墙、

抗滑桩等。在回填区,要对坡地地形进行整理,增加植被的覆

盖率。在施工阶段要注意对地表植被的保护,对施工产生的

弃渣要集中堆放在弃渣场,对弃渣场和占用的耕地、林地要

及时恢复好植被。

2.4加大水土流失的监管力度

水土流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对生态环境脆弱、水

土流失严重的区域,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植被,禁止当

地居民乱砍乱伐及毁林开荒, 防止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再次

破坏。对于那些水土流失较轻的地区,应加大保护力度,建立

监测预警体系,加强对水土流失的监测。

3林业技术措施对控制水土流失的效应与应用分析

3.1林业技术措施在控制水土流失中的效应分析

3.1.1林业技术措施对土壤进行有效固结的效应。在植

被中,之所以重点选择林业来防止水土流失,是因为一些草

本植物在生长的过程中,根系深入土壤较浅,对水的需求量

也不大,这样如果受到水流冲击,不但无法保证对土壤做到

有力的保护,还有可能自身被水流冲走,因此,草本植物对水

土流失治理无法起到真正的保护作用。而林木在生长的过

程中,因为对水资源的需求,根系生长喜欢向有水土壤中发

展伸长,在根系生长的同时,主根系一般在土壤较深的地方,

而根系的侧根覆盖范围很广, 主根系在深层地方可以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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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获取水资源,而侧根因为覆盖范围很广,可以对周围的土

壤起到良好的固结作用, 这样的生长方式十分有利于保护

水土,防止流失。

3.1.2林业技术措施有效保护水资源的效应。土壤在受

到水流冲刷后,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束缚,很容易造成土壤

流失。利用林业技术进行造林,可以利用林业有效地保护水

资源,这是因为,林木在种植后,其深层的植被根系对水资源

可以充分地吸收,同时可以将水资源进行良好的保持,从而

确保水土不易受到冲刷。

3.1.3林业技术措施维护生态系统的效应。利用林业技

术进行封山育林、植树造林的方法可以利用林业自身的特

点建立小型的生态系统,维护好自然环境,增强土壤抵抗力。

林木在生长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对水分的作用,可以产生蒸

腾作用, 而蒸腾作用可以直接增加林木周围的空气湿度,这

对于林木周围的植被生长,提供了有力的条件,促进植被的

快速生长,而草本植被以及林木得到健康生长后,会形成小

型的生态系统,加强对土壤的固结,有力地保护土壤流失。

3.1.4林业技术措施改良土壤以及调节气候的效应。林

木在生长过程中,会利用自身的特性,对土壤中的水分进行

吸收,同时会对土壤中水起到涵养的作用,这样就有利于土

壤的保湿性,增强土壤的自身抵抗性,同时,森林对气候的影

响会通过其自身的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提高空气质量,这对

预防环境恶化导致水土流失现象起到很好的效果。

3.2林业技术措施在控制水土流失中的应用分析

3.2.1营造河堤河岸防护林。在河堤和河岸处营造防护

林,可以有效减缓水流速度,防止河地和河岸的冲刷。为了有

效降低水流速度,避免水流对河岸的冲击,应该在河岸以及

坝堤处营造防护林, 护坝护堤防护林的宽度应该在 10m为

最优；要在坝堤迎水处距堤脚 2m之外以及在背水处远离

堤脚 5m处营造防护林带。

3.2.2营造水流调节林。水流调节林通常是运用于存在

坡地的位置, 并且水流调节林应当构建在坡地的中央地带,

才能够达到最佳的水土保护效果。水流调节林的构建能够

有效减缓地面上水流的速度, 并且保证地面土壤可以吸收

下渗的雨水,将地表当中的水分转变为地下水。吸水属于水

流调节林最为关键的效果,所以,在进行水流调节林栽种的

时候,必须要高度重视水流调节林的宽度。一般来说,水流调

节林的宽度应当为林带的 3倍以上, 采用这种宽度最符合

牧区的情况。而早耕地区域,因为受到横坡耕作和深耕等相

关技术的干扰, 水流调节林通常只能降低 3成左右的地表

径流,这种情况下,水流调节林带的宽度设置在 8m 左右较

为合理,倘若过宽会导致农业用地受到干扰。此外,要想充分

发挥出水流调节林的调节水分作用与吸水作用, 通常选择

共同运用根系非常发达的乔木与灌木, 采用复层林的方式

来进行防护。

3.2.3营造沟边防蚀林。沟边防蚀林的作用在于有效截

住水流, 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解林带土壤下出现的地表径流,

防止垮塌或者沟壑的不断发展。沟边防蚀林带通常运用在

侵蚀沟发展偏弱或者较为稳定的前提下, 一般选择在沟岸

1.5m处的地方建造沟边防蚀林, 而沟边防蚀林的宽度通常

为 13m左右,并且要采用紧密的结构。

3.2.4营造沟坡防护林。在部分坡度偏低,并且沟坡的坍

塌已经停止的沟坡地区上面营造防护林, 能够有效防止侵

蚀沟的不断发展。需要注意的是,针对侵蚀沟的防护林栽种,

直接播种造林的措施不实用, 一般可以选择埋干或者插条

的方式,也可以选用大苗来进行栽种。

4结束语

综上所述,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其发展过程中没

有注重环境保护的特征, 导致自然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使

得水土流失问题不断加剧, 因此对生态环境实施保护非常

重要。而通过运用林业技术措施可以有效控制水土流失,有

效改善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因此对林业技术措施对控制

水土流失的效应与应用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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