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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聪（水利部水土保持植物开发管理中
心主任）：水土资源作为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水土流失是指在水力、风力、重力及冻融等自

然营力及人类活动作用下，水土资源和土地生

产能力遭到破坏和损失，包括土地表层侵蚀及

水的损失。在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大多数地

区的自然生态处于相对平衡状态，水土流失也

较 为 轻 微 。 但 是 随 着 人 口 增 加 ，人 类 活 动 增

多，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水土流失也随之发生

和加剧。

根据引发水土流失的主要作用力不同，水

土流失类型主要有水力侵蚀、风力侵蚀和冻融

侵蚀三种。其中，水力侵蚀是指土壤及其母质

或其他地面组成物质在降雨、径流等作用下，发

生破坏、剥蚀、搬运和沉积的过程。从全国分布

来看，水力侵蚀在全国 31 个省（区、市）均有分

布，是我国分布面积较广、危害最严重的水土流

失类型。据水土流失动态监测，2021 年全国水

力侵蚀面积为 110.58 万平方公里。风力侵蚀是

指风力作用于地面，引起地表土粒、沙粒飞扬、

跳跃、滚动和堆积，并导致土壤中细粒损失的过

程 。 风 力 侵 蚀 主 要 分 布 在 我 国“ 三 北 ”地 区 。

2021 年全国风力侵蚀面积为 156.84 万平方公

里。冻融侵蚀是指土体和岩石因反复冻融作用

而发生破碎、位移的过程。冻融侵蚀主要分布

在青藏高原、大兴安岭、天山山脉和阿尔泰山地

区 ，在 我 国 其 他 地 区 也 有 零 星 分 布 ，但 面 积

不大。

造成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有自然因素和

人为因素两大类。自然因素主要指我国复杂多

变的气候类型和地形地貌特征等。人为因素主

要指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和开发、城市发展和工

程建设等，如毁林毁草、滥垦滥牧、开荒扩种、陡

坡耕作、开矿修路及弃土弃渣等活动。

水土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客观存在

的自然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这与我国强烈的

新构造运动、多山的地形特点和季风降水的不

稳定等诸多自然因素有关。有研究成果表明，

我国现有水土流失面积为 267.42 万平方公里，

其中有相当比例由自然因素造成。122.92 万平

方 公 里 是 不 宜 治 理 或 不 需 要 治 理 的 ，剩 余 约

144.5 万平方公里，最终也只有 52 万多平方公

里有望彻底“销号”，其余的只能通过治理实现

强度降级。例如，青藏高原是我国冻融侵蚀分

布的主要区域，生态环境脆弱，虽然人为活动

较少，但冻融侵蚀始终在发展，若要对其进行

治 理 ，难 度 极 大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讲 也 无 需 治

理 。 塔 克 拉 玛 干 沙 漠 和 库 布 齐 沙 漠 ，戈 壁 广

布，风力侵蚀严重，彻底消灭水土流失不现实，

也不可能。综合考虑水土流失规律、自然地理

条件以及技术经济等因素，我们认为，这些区

域治理水土流失，最好的办法就是严格保护，

减少扰动和破坏。

人类不合理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近代以来

造成水土流失的主导因素。随着我国人口增

加，经济社会发展，农业活动逐渐活跃，加之后

期开矿、修路、工程建设等不合理利用，都在一

定程度上造成或者加剧了水土流失。这就要求

我们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为要的工作要求，在加

大预防保护力度的同时，严格生产建设工程和

生产建设活动水土保持监管，切实看住人为造

成的新增水土流失，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

生活方式。在水土流失防治过程中，要坚持系

统治理、综合施策，大力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

打好“减量、降级、控增”组合拳。

严重的水土流失将导致水土资源破坏、生

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加剧，威胁我国生态安

全、防洪安全、粮食安全和饮水安全。防治水土

流失，目的就是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缓解

资源环境约束，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总体来讲，水土保持意义重大，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水土资

源是生态系统良性演替的基本要素和物质基

础。水土保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系统治理，以工程措施“搭台”，以乔灌草

结合、针阔混交的水土保持林为“主角”，通过

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合理配置、有机结合，显

著 提 高 治 理 区 植 被 覆 盖 率 ，完 善 植 被 生 态 系

统 ，可 有 效 控 制 水 土 流 失 ，维 系 生 态 环 境

安全。

二是江河治理的根本措施。水土流失产生

的大量泥沙，造成湖库淤塞、河床抬高，直接导

致“小流量、高水位、多险情”现象发生，加剧防

洪压力。水土保持通过工程措施的层层拦蓄和

植被的覆盖保护，能形成完整的防护体系，在拦

蓄部分径流、削减洪峰流量的同时，可有效拦截

进入江河湖库的泥沙，守护江河绿水长流。

三是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粮食安

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粮食生产离不开水

土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障。通过实施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可将坡耕地改造为梯田，并配套

农田道路和水利设施，有效提高土地生产力，

为粮食稳产高产提供重要保障。水土保持在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同时，还能够提供大量农

副产品，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物

消费需求。

四是面源污染防治的有效途径。我国绝

大多数水源地在山区、水土流失地区，水土流

失作为载体在输送大量泥沙的同时，也输送了

大量化肥、农药和生活垃圾。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在蓄水、保土、保肥的同时，还拦截、过滤和

吸收大量有害物质，从而减少进入水体的面源

污染物，改善水质，能为防治面源污染筑起安

全屏障。

水土流失的成因是什么？

怎 样 认 识 水 土 保 持 的 重 要

意义？

张宇清（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院长）：
水土保持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推进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绿色发

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推进美丽中国建

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为了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我国陆续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

2021 年，水利部办公厅印发《水土保持“十四

五”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推动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由减量降级向提质增效转变，人为水土流失监管

由重点监管向全面管控转变，水土保持监测由水

土流失面积强度监测向注重管理需求的全面精

准监测转变，发展动力由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

动、数字化驱动转变。2022 年，水利部办公厅印

发《“十四五”时期智慧水土保持建设工作方案》，

提出要建立水土保持数据标准及管理规则，加快

推进全国土壤侵蚀模型研发，完善全国水土保持

信息管理系统，持续深化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同

年 ，印 发《全 国 水 土 流 失 动 态 监 测 实 施 方 案

（2023—2027 年）》，以水土保持管理需求为牵引，

全面强化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完善提升监测

评价体系与能力，充分发挥水土保持监测在政府

决策、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公众服务中的作用。

2022年 1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新时

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水土保

持工作作出系统谋划和总体部署，进一步明确全

面加强水土流失预防保护、依法严格人为水土流

失监管、加快推进水土流失重点治理、提升水土

保持管理能力和水平。今年 2 月，水利部、农业农

村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清洁小

流域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用 5 年时间，全国形

成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的工作格局，用 10 年

至 15 年时间，全国适宜区域建成生态清洁小流

域，实施治山保水、治河疏水、治污节水、以水兴业

等任务。上述政策文件，对于推动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提质增效、保障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持续发

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总体上看，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经由上世纪

80年代的 367万平方公里减少至目前的 267.42万

平 方 公 里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占 国 土 面 积 比 例 由

38.48%下降到 28.15%，降幅超过 10 个百分点，水

土保持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状况得到根本性转

变。黄河流域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经

过多年治理，黄土高原地区的生态环境已经发生

根本性变化，1.81 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得到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由监测以来最严重的 45 万

平方公里减少到 23.13 万平方公里，黄河输沙量

大幅减少，历史性实现了黄土高原主色调由“黄”

转“绿”。甘肃省庆阳市董志塬腹地的南小河沟，

沟壑纵横，流域内有沟谷 183 条，过去水土流失

面积曾经占流域总面积 80%以上，旱涝灾害和沙

尘暴频繁发生。经过几十年治理，如今林草覆盖

率超过 80%，草木葱茏，风景秀丽，成为水利风景

区，被誉为“董志塬上的花果山”“黄土高原上的

一块翡翠”。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成效卓著。我国在小流

域综合治理方面已历经 30 余年的摸索和实践，逐

步探索出一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模式。生态清洁

小流域建设源于北京，是以小流域为单元，以水系、

村庄和城镇周边为重点，以山青、水净、村美、民富

为目标，山水林田路村统一规划，治山、治水、治污

协同推进，统筹实施水土流失治理、流域水系整治、

生活污水和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培育和发展乡村

特色产业的一种综合治理模式，是小流域综合治

理的深化与发展。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近 4000

条具有示范意义的生态清洁小流域。在这些流域

范围内，水土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流域水系通畅洁

净，人居环境显著改善，乡村特色产业得到培育和

发展。以北京市平谷区挂甲峪村为例，这里不仅

乡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并且成为现代化生态文

化旅游景区。北京市门头沟区炭厂村也从曾经的

荒沟变成集生态旅游、观光采摘、休闲娱乐为一体

的生态经济沟道，成为产业转型的成功案例。

建立完备的水土保持监测体系，水土保持管

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通过对地面监测站点

的持续建设和不断优化，天地空一体化监测手段

不断完善，我国已连续 5 年实现国土面积水土流

失动态监测年度全覆盖，可以定量掌握县级行政

区及国家关注重点区域的水土流失动态变化情

况。此外，数字化、网络化、智慧化开始应用于水

土保持的各项工作中，水土保持监管能力显著

增强。

近年来，我国水土保持工

作取得哪些成效？

莫沫（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
心主任）：水土流失预防保护是指为

防止水土流失发生、发展，预先采取

的各项工程建设和管理活动的总

称。其主要目的和作用是对生态环

境良好，但水土流失潜在威胁较大

区域，依据实际情况，采取禁止和限

制开发等保护性措施，尽可能减少

对地表的扰动，控制水土流失发生、

发展。同时，对可能产生水土流失

的人为活动，包括农业生产活动以

及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城

镇建设等各类生产建设活动，实行

严格监管，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水土

流失及可能发生的危害。

近年来，我国全面加强水土流

失预防保护。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坚持生态优先、保

护为要、自然恢复为主，加大水土流

失预防保护力度，从过度干预、过度

利用向自然修复、休养生息转变，守

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增强生态系

统水土保持功能。以水土保持重点

预防区及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区、水源涵

养区、水蚀风蚀交错区等为重点，全面实施

水土流失预防保护，充分依靠生态自我修复

能力加快水土流失防治速度。综合考虑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把预防保护置于

优先地位，从政策与管理着眼，加大工作力

度，推动水土流失状况和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重点抓好水土流失源头防控，按照国

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要求，结合生态、农

业、城镇空间及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

田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区三线”空间格

局，建立健全水土保持空间管控制度，分类

分区明确不同管控要求，从源头预防和减轻

水土流失。着力提升林草生态系统水土保

持功能，把林草地作为水土流失“减”的重

点，加大林草地水土流失预防保护和修复，

不断巩固提升林草生态系统质量和

稳定性，充分发挥林草固土保水作

用和水土保持功能。

《全 国 水 土 保 持 规 划（2015—

2030 年）》划分的 23 个国家级水土

流失重点预防区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110.3 万 平 方 公 里 ，占 国 土 面 积 的

33.8%，十年来减少了 9.4 万平方公

里。《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

25 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现有水

土流失面积 106.4 万平方公里，占国

土面积的 27.7%，十年来减少了 10.1

万平方公里，生态系统水土保持功

能持续提升。

依法严格人为水土流失监管。

重点落实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

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聚焦有效管

住人为水土流失增量提出政策措

施。建立生产建设项目全链条全流

程监管体系，严格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审批，对不符合水土保

持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等要求的不

予许可。加强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

况和设施自主验收核查的跟踪检

查，采取现场检查、书面检查、“互联

网+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在建

项目全覆盖。实行水土保持信用监

管，对生产建设单位、技术服务单

位、施工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根据情

形列入水土保持“重点关注名单”或者“失信

黑名单”，对水土保持违法失信行为实行联

合惩戒和社会监督。实施水土保持遥感监

管，构建一套“天上看、地面查、全覆盖”的监

管 模 式 ，及 时 发 现 并 依 法 查 处 违 法 违 规

行为。

2019 年以来，全国年均审批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8 万多个，依法督促指导

生产建设项目落实水土保持措施 34 万多

个。通过实施水土保持遥感监管，近年来共

依规查处违法违规项目 12.6 万个，水土保持

违法违规项目数量和扰动面积实现“双下

降”，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和设施验收数量实

现“双提升”，生产建设项目造成的人为水土

流失得到有效遏制。

王治国（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教
授）：党中央高度重视水土保持工作，我国形成

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区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经

验与模式。特别是从 1983 年国家对黄河流域

的无定河、三川河、皇甫川和定西县，海河流域

的永定河上游等 8 个水土流失重点区实施水

土保持重点工程建设以来，相继实施长江上游

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工程、珠江上游南北盘江石

灰岩地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试点工程、东北黑

土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等多项重点工程。水

土保持重点工程建设坚持以小流域为单元，山

水田林路统一规划，治理与开发、生态与经济、

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近期效益与远期效益相

结合，国家投资、地方配套、社会参与，“谁治

理、谁保护、谁受益”，示范引领，以点带面，取

得了显著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项目实施区

域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林草植被覆盖率显

著增加，维护和提升了水土保持功能，减少了

入河入库泥沙，改善了生态环境，有效推动了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和脱

贫攻坚等国家战略部署，持续推进西北黄土高

原区、东北黑土区、西南岩溶区、京津冀地区、

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三峡库区等重点区域小流

域、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立项实施黄土

高原塬面保护、病险淤地坝除险加固、黄河粗

泥沙集中来源区拦沙等工程建设。仅“十三

五”时期，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 5.17 万平方公里，实施坡改梯 31.1 万公

顷，病险淤地坝除险加固 2562 座，治理侵蚀沟

6000 余条，建成生态清洁小流域 1500 个，累计

超过 1000 万名贫困群众从中受益，年可增收

约 50 亿元。截至 2020 年，黄河粗泥沙集中来

源 区 ，建 成 淤 地 坝 1.21 万 座 ，修 建 梯 田 面 积

17.87 万公顷，造林 9.8 万公顷，人工种草 1.1 万

公顷，封禁治理 32.97 万公顷，小流域综合治理

面积 125 万公顷，粗沙输沙区产沙输沙明显减

少。通过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工程带动示范，形

成了多部门协作、全社会参与，共同治理水土

流失良好局面，实现了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

“ 双 下 降 ”，生 态 系 统 多 样 性 和 稳 定 性 显 著

提升。

陕西省米脂县高西沟村总面积 4 平方公

里，20 度左右坡耕地占耕地面积 90%以上，经

过 70 多年的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坚持

沟坡兼治、治坡为主，坡面修筑水平梯田、营造

水土保持林和以苹果为主的经济林，沟道修建

淤地坝，形成坝系，使荒沟变成旱涝保收、高产

高效的基本农田。全村打淤地坝 121 座，修蓄

水池 7 个，建起水库 2 座，建成苹果采摘园、盘

山梯田观光点等景点，促进农业生态旅游发

展 ，2021 年 全 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到 18860

元，高于全县平均水平 4378 元，探索出一条黄

河中游丘陵沟壑区水土流失治理、生态保护与

建设和乡村振兴之路。

福建省长汀县曾经水土流失面积 975 平

方公里，水土流失率为 31.5%，严重的水土流失

导致生存环境恶化，贫困加剧。为此，历届县

委、县政府坚持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常抓不

懈，一届接着一届干，着力恢复植被，采取“山

顶戴帽、山脚穿鞋、中间系带”的治理模式，多

层次精准治理，对早期恢复的针叶林进行林分

结构调整，形成针阔混交林，对坡地林下水土

流失实施治理，打造银杏公园、柑橘园，建设水

土保持科教园、生态示范林，水土流失治理效

果 突 出 。 2020 年 全 县 水 土 流 失 率 下 降 到

6.78%，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该县注重发挥水

土保持效益，建成一批林禽、林花、林药、林菌

种养结合的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大力发展生态

旅游、健康养老产业，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 18149 元，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引领和带动

了全县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又如南安市实施

的檀溪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除对

530 公顷水土流失面积实施综合治理外，强化

清淤整治、生态护岸、亲水步道、景观绿化等建

设，建设安全生态水系 3206 米、生态护岸 2492

米，亲水步道 711 米、绿化带 2492 米。项目实

施后每年可增加蓄水效益 19.53 万立方米，保

土 0.6 万吨，实现了“河畅、水清、岸绿、安全、生

态”，初步实现传统小流域治理提档升级，迈向

了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

四川省资阳市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项目，

实施坡改梯配套蓄水引排水工程，不断提升田

间蓄水灌溉能力，将昔日跑水、跑土、跑肥的

“三跑田”变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

治理区农民人均增收 3000 元，昔日的荒山荒

地变成了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青海省湟中区实施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工程，大力修建梯田，发展旱作农业和特

色产业，探索出了“梯田+马铃薯”“梯田+油

菜”“梯田+中药材”等多种发展模式，促进粮食

增产和农民增收，项目区形成整齐划一的梯

田，田间道路四通八达，实现了机械耕种和收

割，带动中药材种植，实现农民增收。当地卡

阳村在修建梯田的基础上，相继建成花海、徒

步场、旅游专线公路等，农业生态观光旅游村

建设初具规模。

我国在全面加强

水土流失预防保护方

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各地积极探索水土流失重

点区域治理，形成了哪些值得

借鉴的宝贵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