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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水土保持普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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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水土保持情况普查包括水土流失、侵蚀沟道和水土保持措施等 3种对象。水

土流失普查,采取宏观遥感调查与地面系统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利用土壤侵蚀模型评价不同侵蚀类型

的分布、面积和强度。侵蚀沟道普查, 利用遥感影像、DEM(数字高程模型)等基础数据得到侵蚀沟道位置,

通过野外调查和空间分析,得到侵蚀沟道面积、数量与分布。水土保持措施普查 ,利用各种基础资料综合

分析得到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的类型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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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objects o f soil and w ater conser vation in the first nat ional census for w ater resources include

soil loss, erosion channel, and soil and w ater conserv at ion measures. T he census for soil lo ss adopts the

methods of combing macr o remo te sensing survey w ith gr ound sy stem sampling survey and ut ilizing soil ero�
sion evaluat ion models to evaluate the dist ribut ion, size, and intensity of different ero sion types. Erosion

channel census uses the elementary data f rom remote sensing and DEM to gain the lo cat ion of erosion channel

and obtains the area, number, and dist ribut ion by field sur vey and spatial analy sis addit ionally. T hr ough an�
aly zing various basic data comprehensively,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n measures census acquires the types

and quant ity o f eng ineering measures and plant measures.

Keywords: soi 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census; content and indictor; technical approach

� �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全面了解水利发展状

况,提高水利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实现水资源可

持续开发、利用和保护, 国务院决定于 2010 年至

2012年开展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 普查对象为我国

境内的所有江河湖泊、水利工程、水利机构以及重点

社会经济取用水户。普查内容包括 6个专题:一是河

流湖泊基本情况, 包括数量、分布、自然和水文特征

等;二是水利工程基本情况,包括数量、分布、工程特

性和效益等;三是经济社会用水情况, 包括分流域人

口、耕地、灌溉面积以及城乡居民生活和各行业用水

量、水费等;四是河流湖泊治理和保护情况,包括治理

达标状况、水源地和取水口监管、入河湖排污口及废

污水排放量等;五是水土保持情况, 包括水土流失、治

理情况及其动态变化等; 六是水利行业能力建设情

况,包括各类水利机构的性质、从业人员、资产、财务

和信息化状况等。

作为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的一个专题,水土保持

专项普查是全国水利普查的主要组成部分,与全国水

利普查同步进行。开展水土保持普查是法律赋予水

行政主管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需要, 是国

家开展生态建设的基本依据。本次普查主要内容是



对全国水土流失、侵蚀沟道、水土保持措施现状进行

调查以及建立健全全国水土保持基础数据库。利用

普查成果,可以及时了解和掌握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对研究水土流失的规律、制定治理措施、指导全国宏

观决策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 普查目的与任务

1. 1 � 普查目的

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生态环境承载能

力弱。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口、资源、环境

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

影响当前经济增长, 危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因素。水土流失作为我国头号环境问题,已经危及到

国家的生态安全。

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水土保持专项普查将全面

调查全国水土流失、侵蚀沟道、水土保持措施现状,掌

握水土流失动态变化情况,科学评价水土保持效益及

生态服务价值, 为国家生态建设提供决策依据, 有利

于科学制定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有利于推

进水土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 有利于提高全社会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建设。

1. 2 � 普查任务

本次水土保持普查的主要任务包括 4个方面:一

是全面查清全国水土流失现状, 分析水土流失的分

布、面积和强度;二是调查不同水蚀区侵蚀沟道现状,

掌握侵蚀沟道的分布、面积及危害; 三是全面查清全

国水土保持措施现状,掌握措施的类型、数量和分布;

四是建立健全全国水土保持基础数据库,为水土保持

科研、管理和综合治理等服务。

1. 3 � 普查范围
全国水土保持普查范围, 总体上按照第一次全国

水利普查范围的要求确定, 即我国境内水利普查范

围,不同的对象普查范围有所不同。

1. 3. 1 � 水土流失普查 � 全面普查水力侵蚀、风力侵
蚀、冻融侵蚀等 3种类型的土壤侵蚀, 范围涉及我国

境内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外的其它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 3. 2 � 侵蚀沟道普查 � 侵蚀沟道的普查对象包括水
蚀区的泥石流沟道、崩岗和侵蚀沟道等 3种类型。其

中,侵蚀沟道普查范围限定在西北黄土高原的高原沟

壑区、丘陵沟壑区以及东北黑土区, 泥石流沟道普查

范围限定在西南土石山区和北方土石山区,崩岗调查

范围限定在南方红壤丘陵区。

1. 3. 3 � 水土保持措施普查 � 全国的水土保持措施普

查将全面普查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范围涉及我国境

内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外的其它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 水土保持治沟骨干工

程普查范围涉及黄河流域黄土高原, 具体包括青海、

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 7省(自治区)。

2 � 普查内容与指标设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其实施条例明

确规定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对全国水土流失动

态进行监测预报,并予以公告。公告内容包括水土流

失的面积、分布状况和流失程度, 水土流失造成的危

害及其发展趋势,水土流失防治情况及其效益。围绕

法律法规赋予水利部门的职责,本次水土保持普查针

对水土流失、侵蚀沟道、水土保持措施等 3项任务, 精

心设计了普查内容、指标以及各指标的获取方法, 做

到普查指标明确、采集方法科学、工作程序严密,抓住

全国特点, 突出区域特色。

2. 1 � 水土流失普查内容与指标

2. 1. 1 � 普查内容与指标 � 水土流失普查, 将全面普

查水土流失影响因素(包括气象、土壤、地形、植被、土

地利用等)的基本状况,评价水土流失的分布、面积与

流失程度, 分析水土流失的动态变化和发展趋势。对

于水力侵蚀、风力侵蚀和冻融侵蚀分别设计野外调查

指标,结合利用遥感影像、地形、土地利用、土壤等基

础数据经过内业处理,获得水土流失因子。

( 1) 水蚀野外调查指标。包括水蚀区日降雨量

及其野外调查单元的土地利用、植被郁闭度(或盖

度)、水土保持措施等。

( 2) 风蚀野外调查指标。包括风蚀区风速、风向

及其野外调查单元的土地利用、地表粗糙度、地表覆

被状况(包括植被高度和郁闭度或盖度, 地表表土平

整状况、紧实状况和有无砾石)等。

( 3) 冻融侵蚀野外调查指标。包括冻融侵蚀区

野外调查单元的土地利用、植被高度和郁闭度(或盖

度)、地貌类型与部位、微地形状况(坡长、坡度)和冻

融侵蚀方式等。

2. 1. 2 � 技术路线 � 水土流失普查,将充分应用统计

报送、地面抽样、遥感解译、定位查验、空间分析、模型

判断等技术方法和手段。通过统计报送获得全国

1981 � 2010年 30 a( 1981年前未建站的区域, 登记建

站以来的)降雨、风等气象资料,计算分析获取影响水

土流失的降雨侵蚀力、风力因子等外营力因素; 利用

国家普查土壤资料, 计算全国不同土壤的侵蚀特性;

利用 DEM 提取影响水土流失的地形因子; 通过对

SPOT / AST ER, HJ�1, MODIS, AMSR�E, PAL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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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遥感数据解译与反演分析获得植被、表土湿度、年

冻融日循环天数、日均冻融相变水量等侵蚀影响因子;

利用野外调查单元数据经过空间分析获得水土保持工

程措施、耕作措施因子、地表粗糙度等侵蚀因子; 利用

侵蚀模型定量计算土壤流失量, 综合分析水蚀、风蚀、

冻融侵蚀的分布、面积和强度。普查流程见图 1。

本次普查中,为获得充分的现场资料,按照分层抽

样方式确定 75 846个野外调查单元(水蚀 68 155个,

风蚀 4 924个,冻融侵蚀 2 767个)。在每个野外调查

单元内,现场调查各种水土流失影响因素的状况。

图 1� 水土流失普查流程图

2. 2 � 侵蚀沟道普查内容与指标
2. 2. 1 � 普查内容与指标 � 水蚀区侵蚀沟道普查内容

包括沟道的地理位置、沟道特征、危害等。不同的沟

道对象,普查指标不同。

( 1) 泥石流沟道普查指标:包括泥石流沟道的位

置、流域面积、主沟长度、沟道纵比、危害等。

( 2) 崩岗普查指标: 包括崩岗的位置、面积、平均

深度、沟口宽度、崩岗类型等。

( 3) 侵蚀沟道普查指标: 包括侵蚀沟道的位置、

面积、长度、纵比等。

2. 2. 2 � 技术路线 � 侵蚀沟道普查,将充分利用遥感

影像、地形分析、现场访问和勘查等技术方法和手段。

利用遥感影像与 DEM 提取侵蚀沟道基本信息, 通过

野外调查进行复核、完善, 汇总得到普查成果。

( 1) 泥石流沟道。由县级普查机构通过野外调

查获取沟口的地理位置和沟道方向,并填写活动状态

及危害等; 由省级普查机构在此基础上利用 DEM 和

遥感影像提取沟道特征属性,完成调查的汇总工作。

普查流程见图 2。

图 2� 泥石流沟道普查流程图

� � ( 2) 崩岗。由县级普查机构进行现场调查, 获得

各项指标, 由省级普查机构汇总。普查流程见图 3。

( 3) 侵蚀沟道。由省级普查机构利用 DEM 和遥

感影像提取沟道,并建立沟道清单(包括相关属性) ,

下发县级普查机构进行现场复核。普查流程见图 4。

2. 3 � 水土保持措施普查内容与指标

2. 3. 1 � 普查内容与指标 � 在本次普查中, ∀水土保持
措施#是指为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改良与合理利用水

土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所采取的工程措施和植物措

施,不包括农业耕作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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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崩岗普查流程图

图 4� 侵蚀沟道普查流程图

� � 水土保持措施普查指标包括基本农田、水土保持

林、经果林、种草、封育治理及其它措施的面积, 淤地

坝的数量、已淤地面积, 坡面水系的控制面积、长度,

以及小型蓄水保土工程的数量、长度。

水土保持治沟骨干工程是指是为提高小流域坝系

的防洪能力, 减少水毁灾害, 在沟道中修建的库容为

5. 0 ∃ 10
5
~ 5. 0 ∃ 10

6
m

3
的控制性缓洪、拦泥淤地工

程。治沟骨干工程普查指标包括治沟骨干工程名称、

控制面积、总库容、已淤库容、坝顶长度、坝高和所属项

目等。

2. 3. 2 � 技术路线 � 水土保持措施普查, 以各级政府

及其部门的统计资料、公开发布的年鉴等为基础数据

源,并结合实地抽查, 综合分析得到县级行政单位(即

以县级行政单位为单元)水土保持措施的类型、数量,

省级普查机构充分论证、复核修正, 得到普查成果。

普查流程见图 5。

水土保持治沟骨干工程普查, 以工程设计、验收

资料为基础资料,采用现场逐坝调查方法, 获取各项

指标, 并经省级普查机构复核确认。

图 5 � 水土保持措施普查流程图

3 � 普查组织与进度安排

3. 1 � 组织机构

为加强对水利普查工作的领导,国务院成立了第

一次全国水利普查领导小组, 并设立领导小组办公

室,负责普查的组织和实施工作。在领导小组办公

室,下设了水土保持专项普查工作组,具体负责水土

保持普查工作。

3. 2 � 进度安排

按照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的统一安排,普查工作

在 2010年启动, 至 2012年结束,历时 3 a。包括前期

准备、清查登记、填表登记、汇总发布等 4个阶段。水

土保持专项普查工作组根据水土保持普查特点,按照

水利普查总体安排,制定了水土保持普查各年度任务

计划。

( 1) 2010年编制普查技术材料, 完成普查试点,

开展普查培训,完成气象资料收集、基础资料整理、全

国面上的水土流失因素信息提取和野外调查单元确

定。普查技术材料由水土保持专项普查工作组组织

完成, 并按照规定分发给相关机构;基础资料由水利

部统一购置、处理,并根据普查需要分发到省级和县

级普查机构;省级普查机构, 主要负责收集和整理省

级工作必需的资料,完成水土流失野外调查单元范围

划定, 并分发相关资料,协调与指导县级普查工作;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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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普查机构,主要负责完成气象资料收集,协助做好

水土流失野外调查单元范围划定。

( 2) 2011 年全面实施普查、数据质量检查与审

核、数据报送等。县级普查机构主要负责野外调查单

元水土流失调查,侵蚀沟道实地核实和水土保持措施

统计登记等;省级普查机构主要负责野外调查单元水

土流失数据处理,侵蚀沟道提取, 水土保持措施数据

审核论证等;流域机构主要负责全国侵蚀沟道数据汇

总,流域数据抽样评估与审查,技术支持等,水土保持

专项工作组和技术协作机构负责技术支持,问题研究

与解决方案制订,数据初步汇总处理等。

( 3) 2012 年数据汇总、结果论证和成果整编发

布等,主要由水土保持普查专项工作组、流域机构、技

术协作机构等共同完成。

4 � 普查预期成果

水土保持普查成果包括反映全国水土流失、侵蚀

沟道、水土保持措施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的图件、表格、

文字报告和数据库。

( 1) 普查报告。全面总结普查工作的组织、实施

和技术等, 分析我国水土流失及其治理的布局、数量

和动态变化。

( 2) 普查图件(册)。针对不同范围、不同管理需

要,按照全国、流域、行政区划制作相关图件(册) , 为

小流域综合治理、区域水土保持规划、流域规划等提

供不同分辨率下的数据支持。

( 3) 普查数据库及其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包

括气象、地形、土壤、植被、措施等水土流失影响因素

数据, 水土流失、侵蚀沟道、水土保持措施的数据(包

括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 , 普查获得的视频、影像和音

像数据等。管理信息系统将实现普查数据的处理与

上报、普查数据存储与管理、数据分析与评价、信息查

询与应用等功能。

致谢: 本文是依据 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实施方

案(试用稿)!的∀ 水土保持普查#部分编写而成。在
此,对指导和参与实施方案编写、研讨的全体人员表

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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