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电水利 
第 8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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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水土保持与防治水工程 
 

苏志强 

河北凯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DOI:10.12238/hwr.v8i12.5906 

 

[摘  要] 水土保持与防治水工程是确保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减少自然灾害损失的重要手段。通过深入

研究,可以制定出更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针对于此本文首先分

析了水土流失的成因,随后说明了水土保持的重要性,并针对水土保持与防治水工程开展中的挑战,例如

技术创新与资金投入的双重压力等问题,提出相对应的优化策略。通过建立灵活的水资源管理机制等优

化策略的应用,期望能为水土保持与防治水工程的建设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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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water control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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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water control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reduce the loss of natural disasters. Through in-depth research, 

more effectiv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can be developed to improve the land productivity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ecosystem. In this paper, we first analyze the causes of soil erosion, then explain the importanc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challenges of water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water control projects, such as the double pressur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apital investment.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establishing flexibl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mechanism,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help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water control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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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如今水土流失已经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它不仅导致土

地退化、生产力下降,还可能引发泥石流、洪水等自然灾害,对

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巨大威胁。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活动

的加剧,水土保持与防治水工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有效的水土

保持措施能够减缓水土流失,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同时保障农

业生产的稳定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但在当前的水土保持与

防治水工程的实践中,却面临着诸多挑战。 

1 水土流失的成因分析 

1.1自然因素 

在自然因素层面,水土流失是指地表土壤被水流、风力等侵

蚀搬运,饥饿难忍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和生态环境恶化的过程。其

中地形因素是影响水土流失的重要自然条件,由于陡峭的山坡

和不稳定的地形结构所具有的本身特性,使得其容易在降雨时

形成快速的地表径流,从而加速土壤侵蚀。地形的坡度越大,水

流的冲刷力越强,土壤被冲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次气候因素

对水土流失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当强降雨、暴雨等极端天气事

件发生时,就是引发水土流失的主要气候因素。例如当降雨强度

大时就会导致地表径流迅速增加,土壤颗粒容易被水流冲走。此

外干旱和风蚀也是气候因素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干

旱和半干旱地区,风力侵蚀作用显著。 

1.2过度的放牧模式 

过度的放牧模式是人为因素中导致水土流失的又一重要原

因。例如在一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往往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和

监管,使得当前的放牧活动超出草地的承载能力。牲畜的过度啃

食和践踏不仅破坏了地表植被,还使得土壤结构变得松散,降低

了土壤的抗侵蚀能力。当降雨来临时,没有植被保护的土壤容易

被雨水冲刷,导致水土流失。在过度放牧的地区,土壤表层的有

机质含量通常较低,这进一步削弱了土壤的团粒结构,使其更易

被雨水冲走。此外,牲畜的频繁活动还会破坏土壤中的微生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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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影响土壤的自我修复能力。土壤一旦失去保护,风蚀和水蚀

现象就会加剧,形成恶性循环[1]。 

1.3不当的农业耕作方式 

对于一些山村地区,这些地区当中导致水土流失的主要因

素是不当农业耕作方式。在这些地区,存在部分村民在农耕过程

中过度耕作,尤其是频繁的翻土的现象会极大的破坏土壤结构,

降低土壤的抗侵蚀能力。当土壤被翻松后,降雨时水流更容易冲

走表层土壤,导致水土流失。此外,不合理的种植模式,如单一作

物连作,会耗尽土壤中的特定养分,使得土壤变得松散,更易被

雨水冲刷。 

2 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2.1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的压力不断加剧,使得当前

水土保持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例如在我国的黄土高原地区,这些

地区由于长期的水土流失导致土地贫瘠,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

响。但当地政府通过实施梯田建设、植树造林和草地建设等水

土保持措施,不仅有效的减少了当地水土流失,还改善了土壤结

构提高了生产力。这些措施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增加了农

民的收入,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 

2.2减少自然灾害风险 

在减少自然灾害风险层面,水土保持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

视。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实施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来显著降低洪

水、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破坏力。例如某地

的政府通过植树造林和草地建设,增加了当地地表植被覆盖,进

而增强土壤的渗透能力减少地表径流,从而降低洪水发生的可

能性。除此之外水土保持工程例如梯田、水坝和排水沟等工程

的建立,也能够有效控制水流,减少土壤侵蚀保护农田和基础设

施免受破坏。同时水土保持措施还能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和

肥力,增强其抗旱能力,减少干旱和沙尘暴等灾害的影响[2]。 

2.3保护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危害不仅体现在物种的丧失上,还对整

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性构成威胁。当一个生态系统中的物

种数量减少,其食物链和食物网的复杂性也会随之降低,这会导

致生态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减弱。所以相关部门进行水土保持相

关策略十分关键,因为水土保持的重要性在于其可以保护生物

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是为了维护地球上的生命多样性,

更是为了确保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 

2.4改善水资源质量 

水土保持不仅对维护生态平衡和防止水土流失至关重要,

而且对改善水资源质量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在一些在

山区或丘陵地带,这些地区往往由于地表植被覆盖度低,导致发

生降雨时容易发生水土流失,使泥沙随雨水流入河流,产生水质

浑浊与泥沙含量增加。泥沙的增多不仅会降低水体的透明度,

还可能携带各种污染物,如农药、化肥等这些物质会严重影响水

质,对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造成破坏。通过实施水土保持措施,

如植树造林、修建梯田、设置水土保持工程等,可以有效地减少

地表径流,增加地表的渗透能力,从而减少泥沙的流失。例如,

在河流上游地区种植水土保持林,树木的根系可以固土防冲,同

时林冠层可以截留雨水,减少雨水直接冲击地面,降低泥沙的流

失量。此外,植被的生长还能吸收和降解一部分污染物,进一步

净化水质[3]。 

3 水土保持与防治水工程开展中的挑战 

3.1土壤侵蚀加剧与植被恢复难题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加剧,使得当前人们面临

的土壤侵蚀问题日益严重,已经逐渐成为水土保持与防治水工

程开展中的重大挑战之一。具体而言土壤侵蚀不仅导致土地生

产力下降,还可能引发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对人类居住环

境和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在这一过程中,植被恢复显得尤为

重要,但其实施却面临诸多难题。这是因为植被恢复需要适宜的

土壤条件和气候环境,而土壤侵蚀往往导致土壤结构破坏和养

分流失,使得植被难以在侵蚀后的土地上生长。 

3.2水资源分配不均与工程效率低下 

水资源分配不均与工程效率低下是水土保持与防治水工程

开展中的两大挑战。在我国水资源分布就极不均匀,南方水资源

丰富而北方则相对匮乏。这种分布不均导致了水资源在地域上

的供需矛盾,对于处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水土保持和防治水工

程的实施难度加大。例如在黄河流域,由于上游地区过度开发和

不合理的水资源利用,导致下游地区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

化。水土流失严重,河道淤积,防洪压力巨大[4]。 

3.3气候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与应对措施不足 

当前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如暴雨、干旱、洪

水和台风等这些极端事件对水土保持设施的稳定性和效能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使得现有的传统水土保持措施可能无法应对这

些极端情况,需要进行创新和升级。除此之外气候变化还可能引

起的降水模式改变,使得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更加不均匀。这不仅

影响了水土保持工程的规划和设计,还对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

利用提出了新的挑战。 

3.4技术创新与资金投入的双重压力 

在水土保持与防治水工程的开展中,技术创新与资金投入

的双重压力是不可忽视的挑战。以中国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治

理为例,该地区长期以来饱受水土流失之苦,严重制约了当地社

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技术创新方面,黄土高原的地

形复杂,降雨集中,传统的水土保持措施往往难以适应多变的自

然条件。因此科研人员和工程师们不断探索新的治理技术。然

而这些技术的研发和推广需要大量的科研投入和时间成本,这

对于资源有限的地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 水土保持与防治水工程开展中的优化策略 

4.1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 

为了应对土壤侵蚀加剧等相关问题,相关部门实施退耕还

林还草政策是其中的关键措施之一。通过退耕还林还草,往往可

以直接的减少耕作活动对土壤破坏,增加植被覆盖度从而增强

土壤的抗蚀能力。这一政策的实施需要科学规划,合理安排退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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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确保退耕土地能够得到有效的植被恢复和管理。在具体的

实施过程中,相关部门应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和土壤侵蚀情况,

制定差异化的退耕还林还草计划。例如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

可以优先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选择适宜的树种和草种,以适应当

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 

4.2提高水利工程的科技含量 

在当前水土保持与防治水工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

步,提高科技含量是实现工程优化的关键。例如相关部门可以在

建设中,通过引入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来更准确地监

测和评估水土流失的状况,为制定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利用

GIS技术可以对流域内的地形、土壤类型、植被覆盖度等进行详

细分析,从而确定水土流失的高风险区域,并针对性地设计水

土保持工程。此外采用先进的水文模型可以模拟不同降雨情

景下的径流和侵蚀过程,为水利工程的设计和管理提供数据支

持[5]。 

4.3建立灵活的水资源管理机制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水资源管理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建立灵活的水资源管理机

制显得尤为重要。比如在中国黄河流域,这些地区由于上游地区

过度开发和不合理的水资源利用,导致下游地区水资源短缺和

生态环境恶化。相关部门为了改善这一状况采取了一系列优化

策略,其中包括实施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推广节水灌溉技术、

建立水权交易市场等。例如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实施就确保了

水资源的合理分配,该策略在实施中通过建立流域管理机构,对

上游来水进行科学预测和合理调度,保障了下游地区的生态需

水和生活、生产用水。 

4.4增加政府对水土保持和防治水工程的财政投入 

为了有效实施水土保持和防治水工程,政府必须增加财

政投入确保有足够的资金支持相关项目的开展。例如在实施

中政府可以设立专项基金,将资金专门用于水土保持和防治

水工程的建设与维护。相关部门通过增加财政预算,就可以为

新技术的研发、先进设备的购置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资

金保障。 

5 结语 

综上所述,水土保持与防治水工程是确保生态平衡、促进农

业可持续发展、减少自然灾害风险、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改善水

资源质量的重要手段。面对土壤侵蚀加剧、水资源分配不均、气

候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技术创新与资金投入的双重压力,

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优化策略。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提

高水利工程的科技含量、建立灵活的水资源管理机制以及增加

政府对水土保持和防治水工程的财政投入,是当前和未来工作

的重点。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我们有望在保障生态环境的同时,

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未来,我们应继续加强科学研究,

创新管理方法,增强公众意识,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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