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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流域水土保持作为维护生态环境稳定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具有显著的生态、经济

和社会效益。本文通过对水土保持的综合效益评估,提出了小流域水土保持的主要策略,旨在为类似地区

的生态保护与治理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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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means to maintain ecological stability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mall 

watershed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has significant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main strategies for small watershed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its benefits,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in similar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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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流域是河流上游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理特征和生

态环境对于下游地区的水资源调节、生态环境维护具有关键作

用。然而,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利用、过度开发等原因,许多小流

域面临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导致土地生产力下降、水源减少、

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小流域本身的生态系

统,还会对下游流域产生连锁反应,增加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

害的发生风险。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水土保持措施被广泛应用于小流域治

理中。水土保持不仅能够防止土壤侵蚀,还能通过改善生态环

境、提高土地生产力等方式带来综合效益。本文旨在从生态、

经济和社会三个角度,系统评估小流域水土保持措施的综合

效益。 

1 小流域水土保持的概念与措施 

1.1小流域的定义与特点 

小流域一般指的是面积较小的流域单元,其地貌特征往往

以丘陵、山地为主。与大流域相比,小流域的水文过程更为敏感,

尤其在降水强度较大的情况下,容易引发水土流失问题。小流域

具有水土资源丰富、生态敏感性强、土地利用类型多样等特点,

因此水土保持措施在这一地区显得尤为重要。 

1.2常见的水土保持措施   

小流域水土保持的措施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工程措施、生物

措施和封禁治理措施。工程措施包括修建护地堤、坡改梯、兴

建水坝和沟渠等；生物措施主要包括植树造林、草地恢复、生

态农业等；封禁治理措施主要包括设置网围栏、封禁标志牌、落

实管护人员等。 

1.3水土保持措施的基本原理   

这些措施的基本原理在于通过减少坡面径流、增加土壤的

吸水能力,降低土壤侵蚀的速率,同时恢复植被覆盖,从而增强

土地的水土保持能力。这些措施在长期实施后,能够有效改善小

流域的生态系统,减轻因水土流失引发的自然灾害。 

2 小流域水土保持的生态效益评估 

2.1减少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是小流域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严重时会导致土

地贫瘠、耕作条件恶化以及河流淤积等一系列生态问题。水土

保持措施在减少水土流失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通过工程措施

(如梯田、截水沟的修建)、生物措施(如植树造林和草地恢复),

可以显著降低雨水冲刷下的土壤侵蚀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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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植树造林为例,通过种植抗蚀性强的植物,如耐旱、耐贫

瘠的草木,能够有效固定土壤,阻止坡面径流加剧土壤的流

失。研究显示,在实施植被恢复措施的小流域,水土流失量可减

少约40%-70%,而在未经治理的区域,这一比例常常远低于治理

后的标准。特别是在一些严重侵蚀区,经过多年水土保持治理,

原本年侵蚀量高达5000吨/平方公里的流域,水土流失量已降至

1000吨/平方公里以下,极大地保护了流域的土壤资源。 

2.2改善土壤质量 

水土保持措施不仅能减少土壤侵蚀,还能通过植被恢复和

土壤修复措施改善土壤质量。水土流失往往会带走土壤中最富

营养的表层土壤,导致土地贫瘠,难以维持农业生产。而通过植

树造林、草地恢复等措施,能够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改善土

壤的团粒结构,提高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 

具体而言,植被恢复能够有效涵养土壤水分,增加土壤的有

机质含量,进而改善土壤的结构和肥力。例如,在某山区流域,

植树造林措施实施5年后,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了30%,土壤的含

水率从未治理时的12%提升至18%。这不仅改善了土壤的耕作条

件,还促进了水循环,进一步增强了流域内的生态稳定性。 

2.3增加植被覆盖率 

植被恢复是水土保持中重要的生物措施之一。小流域地区

常因过度放牧、采伐和耕作导致植被覆盖率下降,进一步加剧水

土流失。通过有针对性的植树造林和草地修复,可以显著提高植

被覆盖率,从而增加土壤的稳定性,减少侵蚀风险。 

研究表明,在未治理的小流域区域,植被覆盖率通常低于

30%,而通过水土保持措施后,植被覆盖率可提升至50%以上,甚

至在部分区域可以达到80%-90%。植被覆盖率的提升不仅在短期

内有效遏制了水土流失,还为当地的生态系统提供了栖息地,恢

复了多样化的生物种群,增强了生物多样性。 

2.4生态环境改善 

除了减少水土流失和改善土壤质量外,水土保持对小流域

的整体生态环境也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流域内植被恢复后,能够

有效调节区域气候,增加降水的保留时间,减少径流的暴发性。研

究表明,水土保持措施有助于增加地下水的补给量,减缓了流域

内水文周期的波动,降低了洪涝灾害的发生频率。 

此外,河道治理、湿地恢复等措施还能够净化流域内的水质,

减少由于泥沙淤积和农业污染带来的水体富营养化现象。长期

来看,水土保持措施对维护区域内的生态健康具有极大的促进

作用,从而确保小流域的可持续发展。 

3 小流域水土保持的经济效益评估 

3.1农业生产增效 

农业生产是小流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水土保持措施

可以通过改善土地条件、增加耕地生产力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通过坡改梯和修建梯田等工程措施,能够将坡度较大的土地转

化为可耕地,增加土地利用率,减少农田的水土流失,提升农业

产量。 

例如,梯田的修建不仅能够拦截坡地径流,减少水土流失,

还能增加土壤的保水能力,特别是在降雨量较少的干旱地区,梯

田可以蓄积更多的水分用于作物生长。据统计,经过水土保持治

理后,某山区的梯田农作物平均产量提高了25%-35%,尤其是高

附加值作物,如水果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显著增加,极

大提升了当地农业的经济效益。 

3.2成本效益分析 

实施水土保持措施需要投入一定的资金和人力成本,但从

长远来看,水土保持的经济效益远大于初期的投入。在进行成本

效益分析时,不仅要考虑措施的实施成本,还应评估由此带来的

长期经济收益,如农业生产增值、减少灾害损失、旅游业收入等。 

水土保持工程的直接成本包括植被恢复、梯田修建、水渠

建设等费用,但这些成本通过减少水土流失所带来的农业损失、

降低洪水灾害风险等方面的收益,可以在几年内得到回报。某些

地区的研究显示,水土保持措施的投资回报率通常在10%-20%之

间,个别区域甚至高达30%-40%。特别是在那些农业生产为主要

经济来源的小流域,水土保持带来的农田增产效益更加明显,间

接提高了农村的整体经济水平。 

3.3旅游及生态经济收益 

随着小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水土保持措施还促进了区域

生态旅游业的发展。通过植被恢复、河道整治以及环境美化等

措施,小流域的生态景观得到了极大提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

客,推动了乡村旅游和生态旅游的发展。 

例如,在某些水土保持良好的地区,已经开发了生态公园、

观光农业、徒步旅游等项目,既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又为当

地居民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水土保持措施为旅游

业提供了优良的生态基础,生态旅游不仅能够直接带动当地服

务业的发展,还能够通过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意识,进一步推

动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的良性循环。 

4 小流域水土保持的社会效益评估 

4.1提升居民生活水平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最直接的社会效益体现在当地居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上。通过有效控制水土流失和改善农业生产条

件,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得到了稳步提升。水土保持不仅提高了

农作物产量,还为农村地区引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如参与水土

保持工程建设、生态旅游开发等。 

例如,在某些山区流域,水土保持项目实施后,农户的年

均收入增长了20%以上,尤其是在生态旅游和经济作物种植相

结合的模式下,当地居民的收入结构得到了显著改善。由于农

业增效、旅游业兴起,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能够在本地实现就业,

减少了因贫困导致的外出务工现象,改善了农村家庭的生活

条件。 

4.2促进社会和谐 

水土保持项目通常由政府牵头,地方社区广泛参与,这种政

府与社区的合作模式有效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通过与当地居

民的合作,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不仅增强了社区的参与感和归

属感,还提高了地方社会的稳定性。 



水电水利 
第 9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3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在实施过程中,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和财政支持,积极推动居

民参与水土保持项目的建设与管理,这不仅改善了社区内的公

共资源利用,还促进了农民之间的相互合作,增强了社会资本的

积累。例如,通过成立水土保持合作社、村民理事会等组织形式,

地方居民能够共同协商,参与土地治理和水资源管理,提高了基

层社会的治理水平。 

4.3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水土保持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深入人心。在水土保持措施的推广过

程中,生态教育和环保宣传同样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开展广泛

的生态文明教育,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提高了公众对生态保护

的认知水平。 

例如,在实施水土保持项目的地区,许多学校、社区组织定

期开展环保教育活动,鼓励居民和学生参与植树造林、河道清理

等实践活动。这种从小培养的生态意识,使得更多的社会成员自

发参与到水土保持工作中来,推动了整个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

进程。 

5 小流域水土保持策略 

5.1综合规划与分区管理策略 

小流域水土保持的成功实施,离不开全面的规划与科学的

分区管理。不同的小流域在地形、气候、土壤及植被等方面存

在显著差异,因此在制定水土保持策略时,需要结合流域的自然

地理条件、土地利用现状及水文特征,进行全面的综合规划,因

地制宜地选择水土保持措施。 

首先,在规划中应充分考虑小流域的空间分布特征,对流域

内不同地形单元进行功能划分,实行分区治理。例如,上游以植

被恢复和水源涵养为主,中游可进行坡改梯、修建水渠等工程治

理措施,下游则通过河道整治和湿地建设来减少泥沙淤积及改

善水质。同时,规划设计应具备灵活性和可持续性,适应区域发

展的变化。 

5.2政策支持与资金保障 

水土保持作为一项涉及广泛的社会公共事业,需要政府的

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各级政府在推动小流域水土保持时,应通

过政策引导、法律规范和财政投入等多种手段,保障水土保持工

作的顺利实施。首先,政府应制定明确的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确

保土地开发活动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严控因不合理的土地

利用导致的水土流失问题。 

其次,政府需要加大财政支持,尤其是对于贫困地区的水土

保持项目,提供专项资金,用于植被恢复、基础设施建设等。通

过政策优惠,如减税、补贴、生态补偿机制等,激励当地农户参

与水土保持工作,形成“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农民受益”的多

方合作模式。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设立水土保持基金、引入社

会资本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确保项目长期稳定运营。 

6 结论 

小流域水土保持措施在生态、经济、社会三方面的效益十

分显著。通过减少水土流失、改善土壤质量和增加植被覆盖,

水土保持措施有效提升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在经济层面,这些

措施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旅游及生态经济的发展；而在社

会层面,水土保持不仅提升了居民生活水平,还促进了社会和谐

与生态文明建设。因此,小流域水土保持措施不仅是生态修复的

关键手段,也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未来,

应加强政策支持和技术创新,推动水土保持措施的更广泛应用,

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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