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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土保持监测是开展水保工程中的重要环节,其能够准确获取到工程项目中的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同时对工程中的水土流失情况与变

化趋势进行监测,进而及时发现工程项目中的隐患问题,制定有效的防治措施。文章以新疆水利厅水土改良实验场水保工程为例,针对工程项目

的水保监测方法进行研究,首先阐述了工程概况,介绍了水保工程的监测目的与内容,其次提出具体的水土保持监测方法,并且制定相应的保障措

施。最后对水土保持监测方法的综合效益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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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是全国水土流失情况最为严重的地区,构成水土流失的主要因素

为洪涝灾害、降雨分布不均、土地沙漠化以及大风危害等。在水土流失与

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下,对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近些年

随着水土保持意识的推广与普及,新疆水利厅水土改良实验场不断设计各

类水保工程,并且对水土保持监测技术方法进行优化革新,对新疆水土流

失防治工作提供大量的宝贵经验。基于此,文章结合新疆水利厅水土改良

实验场水保工程,针对新疆水土保持监测方法再次展开研究。 

1 工程概况 

水利厅水土改良实验场水土保持重点工程位于昌吉市,工程综合治理

面积为370.10hm
2
,主要包括水土保持林、经果林、伴林道路、围栏工程以

及配套滴灌工程。受自治区水利厅水土改良实验场委托,在施工过程中针

对周围区域的水土流失情况进行监测,一方面要保证工程项目的顺利完成,

另一方面要准确控制水土流失范围。确定水土保持林、经果林、伴林道路

为本工程水土流失的重点监测区域,各布设一处调查监测点,这样可以从

具体工程环节入手,针对水土流失情况进行准确判定,同时还要根据问题

的严重程度制定相应的防治措施。此外相关监测结果也能够为该工程水土

流失防治和水土保持设施安全运行提供技术依据。 

2 水土保持监测的目的与内容 

新疆水利厅水土改良实验场水保工程的监测目的在于通过对项目建

设过程中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完成情况和植物措施实施效果进行动态监测,

从而为项目水土保持专项验收提供依据,积累项目建设期水土保持方面的

数据资料和监测管理经验。 

该水保工程的监测内容为调查项目区水土流失治理措施的整体推行

效果,同时还要针对内部的林木的保存率与成活率等基础数值进行准确监

测,通过对工程施工周围的变化情况进行准确掌握,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

计算出项目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度、保土量以及植被覆盖率等指标值。针对

主要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例如在对水土保持实施情况与成果进行分析时,

需要结合成本投入与后期利润效益问题进行研究,采取在工程项目中实际

勘测的方式,还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采用典型调查与抽样调查的方式,这样

可以从工程项目涉及区域的地形地貌等情况入手,利用水土保持监测方法

对水保工程的顺利完工提供保障。 

3 水土保持监测方法 

新疆水利厅水土改良实验场水保工程中的水土保持监测以《水土保持

监测技术规范》(SL277-2002()为基础,同时结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制定

针对性的水土保持监测方法,具体方法如下： 

3.1环境现状及监测方法。采用降雨记录仪器对降雨量进行统计分析,

同时还要搭配降雨量监测设备,在工程项目施工期间对降雨总量进行监测,

结合水土流失情况来计算出降雨对整体环境的影响效果与程度。因此需要

与工程周边的水文站寻求帮助,以此来收益期间内的气温、风速以及天气

变化等数据资料,以此来对水保工程及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测定,为水土保

持监测工作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撑
[1]
。 

在针对地貌与地形的水土流失情况进行监测时,要根据实际环境情况选

择经纬仪或全站仪,同时还要应用GIS测量技术与GPS定位技术,根据准确位

置情况进行水土流失情况的监测,这样才能对施工期间的扰动情况进行准确

收集,以及对弃土等情况进行统计,具体可以采用实地调查法进行监测
[2]
。 

在针对林草覆盖率进行测算时,可以采用网格监测法。首先要针对测定样

地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并且将其划分为10等分样地,采用测针方式对每

份样地展开监测,如果发现覆盖情况,则将结果记录为1,如果没有发生覆盖情

况,则将结果记录为0,最后将所有结果相加除以小样方的总数,就可以得到测

定样地的实际覆盖率。在此过程中可以将样方的尺寸草地设定为1m×1m,将灌

木丛设定为3m×3m,将林地设定为10m×10m,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图1  网格监测法 

3.2风蚀监测方法。在针对水保工程的进行风蚀情况监测时,可以采用

监测小区法,也就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选择典型范围来明确监测区域,同

时还要选择其他小区进行对照分析,这样能够更加准确的得到两个区域的

风蚀差异情况。具体监测设施为钢钎,监测规格情况具体如图2所示。通过

对钢钎顶部距地面之间的距离变化情况,以此来准确测定该网络区域中的

水土流失情况,需要在每次观察中以毫米量进行计算。此外,为合理降低人

为扰动对监测结果准确性的影响,需要在监测区域外用铁丝网进行围栏防

护,将网格区域与外部环境完全隔离,同时在监测小区及对照小区内树立

警示牌,以此来减少外在环境对监测结果的破坏
[3]
。 

3.3水蚀监测方法。在针对水保工程进行水蚀监测时,可以采用径流小

区法,也就是将待监测区域设计为矩形,实际方向需要与等高线平行,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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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水平投影监测时可以实现全程监测模式,由于监测期间坡度问题可

能会受到水土流失情况的影响,因此要对坡度流失区域设置监测装置与集

流槽,根据内部的泥沙情况可以分析出坡度整体流失情况,集流槽需要与

引流槽紧挨着,通过导流槽将泥沙与水源引入径流区域,随后根据工程项

目区域的降雨与产流情况,对径流池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以此来判定水

流情况对水保工程的具体影响数值。 

 

图2  风蚀监测小区法 

此外,还可以在径流小区周围设置边界墙,保证边墙的高度超出地面

20cm以上,同时在上缘处向小区外设置60°的倾斜角度,在边墙外侧设置

排水槽,在每次暴雨过后对径流池内的泥沙含量进行测量,并且结合多次

记录进行综合分析,通过对每次自动计量的雨量与泥沙含量进行结合分析,

能够推算出水保工程的水蚀影响效果,具体情况如图3所示。 

 

图3 水蚀径流小区设计方案 

4 水保工程的成果要求及保障措施 

新疆水利厅水土改良实验场水保工程中的水土保持监测,需要定期制定

阶段性的监测评价,编写分析报告,并且及时报送当地水土保持主管部门。水

体保持监测每年进行一次资料整理,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报告结果制定相应的水

土流失防治措施与建议,这样能够从本质环节强化水土保持工程的应用效果。 

与此同时,还要配合水保工程制定相应的保障措施,在技术、管理以及

投入等方面为工程作出保证。首先是对水土流失监测数据的准确性作出保

证,这也是水土监测工作的基础环节,同时还要与相关的水土管理部门建

立沟通交流关系,对该项目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情况与环境变化情况进

行实施监测,一旦发现工程项目中未能按照水土保持计划执行时,需要及

时进行改正。在开展水保工程建设时,受委托的单位还要委派具有监测资

质的人员担任监测任务,以此来保证水土保持监测结果更加准确,能够为

水保工程提供可行的参考依据。最后是投入保障措施,为保证水保工程中

水土保持监测的顺利实施,需要得到建设单位的投入保障。建设单位依据

水土保持方案估算监测费用,并且与监测单位签订合同,以此得到充裕的

活动资金,为水土保持监测技术的高效开展作出保证。 

5 水土保持监测效益分析 

由于水土监测技术的顺利开展,有效提升了新疆水利厅水土改良实验

场水保工程的综合效益。具体如下： 

在经济效益方面,随着方案实施后项目的经济效益得到显著提高。根

据项目生产现状可知,灌溉条件得到改善,保水、保土效果提高,水环境和

土壤环境得到改善,依据现有科研成果和典型流域的调查结果,确定各项

措施的增产定额：水保林5.5m3/hm
2
,再根据当地市场价格,即枝条0.2元

/kg,将各个单项措施得出的经济效益相加进行计算。本次经济效益计算期

为10年,前三年乔木林经济效益为0,故人工营造乔木林从第四年起计算效

益,果林从第四年开始计算效益,按现行市场价格的比例计算,项目区水土

保持各项工程实施生效后,平均每年可增加经济收入55.06万元。 

在社会效益方面,随着方案实施后项目区水土流失情况减轻。当地林草

植被的覆盖率大幅度提高,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控制。项目区及其附近的自然

灾害明显减少,同时项目的实施为当地农民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促

使农村剩余劳力的高效利用,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当地经济的综合发展。 

在生态效益方面,首先改善项目区土壤理化特性土壤的物理结构及化学

性质,土壤中的水分、氮、磷、钾和有机质含量均增加,为作物增产创造良好

条件。其次是增加植被覆盖率,改善生态环境本项目实施后,项目区林地覆盖

度提高,在项目区周边形成绿色生态屏障,减轻大风天气对科研和农业生产

的危害,项目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最后是改善项目区及周边的小气候本工

程实施后,可有效减少大风扬尘发生的几率,土壤可以明显得到改良和保护,

这样有利于地表植被的修复。据有关资料,每公顷森林平均一年可释放氧气

729kg,吸收固定二氧化碳1012kg。经计算,本工程建成后每年将增加释放氧

气3.49t,吸收固定二氧化碳4.85t,项目区空气质量将明显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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