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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任务是通过现场调查和地面观测等手段，对

施工期和林草恢复期的水土流失状况和水土流失治理情况、防

治措施的质量与效果进行监测，了解工程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

变化，及时对造成水土流失的项目进行处理，合理安排水土保

持措施并分析实施效果，为工程验收评价提供科学依据。临涣

闸及配套工程位于淮北市濉溪县南部包浍河流域，临涣集下游

约13km处，是一个拦蓄包浍河过境洪水，为淮北市煤化盐化

一体化项目和包浍河沿岸灌溉提供水源的供水控制工程。笔者

结合本次临涣闸及配套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对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监测等问题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1  监测场布置

水土保持监测观测场的布置考虑其代表性，一般选取取

土场的开挖面、弃土场的堆垫面及导流渠的边坡等，但实际

应用中，也要考虑到：安全性，应尽量远离居民区以免被破

坏；持久性，即受施工干扰较小，尽可能保持完整的边坡；

可读性，即保证精度的情况下，便于测量。在开发建设项目

监测中，常用的地面观测场有小区观测场，控制站，简易水

土流失观测场，简易坡面量测场等。监测场选址前应征求施

工单位的意见，考察工程实际情况，选取受施工干扰小，远

离居民活动的代表性区域。

2  监测方法实际应用操作

开发建设项目水保监测方法有调查监测、场地巡查、地

面观测等。调查监测主要适用于已发生的措施，基本情况的

掌握，以及无法实地监测的对象或资料，以普查法和抽样法

为主；场地巡查适用于时空变化复杂，难以定位监测的项

目，多用于临建工程，取土料场，弃土弃渣场等；地面观测

适用于扰动面、弃土弃渣等形成的水土流失坡面的测定，得

到的水土流失量数据最为直接。实际监测中以上监测方法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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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使用。结合本次临涣闸及配套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仅

对简易水土流失观测场和简易坡面量测场两种地面观测方法

实际应用试做探讨。

简易水土流失观测场实际操作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场地面积的确定：简易水土流失观测场面积要根据坡

面面积而定，坡面面积较大可取5~10m×5~10m，较小可取

3~5m×3~5m，具体根据实际而定，同时要考虑避免周边来水

的影响。

②钢钎读数的量取：土壤为团粒结构，加之新土颗粒大

小不等，表面粗糙不平，给量取带来一定的难度。此次临涣

闸及配套工程水保监测的做法是布设钢钎时，将钢钎周围的

土适当弄平，读数时，测尺放于钢钎垂直坡向的正侧面处，

以减少误差。

③差值数据的处理：最后得出的差值数据，个别钢钎可能

是负值，这往往是位于坡下部的钢钎，由于坡中上部的土壤流

失到下部堆积所致。由此存在一个问题，即：沉降数据是取正

值局部区还是取全区平均值合理。笔者认为取全区平均值较为

合理，因为从长期来看，全区的土壤流失量总体是正值，即堆

积是暂时的，如果取正值局部区，则流失值比实际偏大。

④钢钎的保存：与监测场布置有关，选址较安全，则钢钎

保存较好，另外也要考虑测量时容易寻找。此次临涣闸及配套

工程水保监测采取的方法是：初布小区时钢钎均留有5~8cm高

度，并在顶部涂上红漆。每次监测过后要将中上部的钢钎钉下

归零；而下部钢钎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暴露过长应适当钉

下，否则不动。(切忌归零，因为归零后，下次监测时钢钎很

可能被中上部流失的土壤所埋没而找不到)对于个别被破坏

的，要及时补钉上。每次监测后要注意标明处理后数据。

简易坡面量测场实际操作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选址问题：应选择暂不扰动的、能保存一段时间的开

挖面或堆垫面，在坡面的上中下部均匀布设或从坡顶至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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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量测。本次临涣闸及配套工程水保监测在导流明渠上下

游边坡各布置了一个简易坡面量测场，结合具体边坡情况，

分别是2.5m×2.5m、10m×8m，从坡顶至坡底全面量测。

②侵蚀沟的测量：多次降雨后，坡面会形成不同程度的

侵蚀沟，沟长较容易测得，但是沟宽沟深是不均的，一般取

沟的上、中、下部三个沟宽沟深量测值的平均作为侵蚀沟深

度和宽度值。

③流失量的计算：通过量测侵蚀沟的体积，得出侵蚀量

并通过沟蚀占水蚀的比例计算出流失量。沟蚀占水蚀的比例

取值一般在50%~70%。

3  扰动地表面积测算

扰动地表面积指的是因工程建设而破坏了原有地貌情况

的占地面积，包括工程的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一般情况下

扰动地表面积与项目建设区面积是一致的，但是在水库工程

等含有枢纽工程的保护用地，且保护用地内植被完好，可以

达到占地，却没有被扰动。测量仪器常用GPS，全站仪等。

本次临涣闸及配套工程水保监测由于是水闸工程，部分

边界是水面，测量所得面积比实际偏小，后需要乘以一修正

系数或估测加大。不同施工期的扰动地表面积量测值也有可

能不同，我们以施工中期量测值为准。最后测得各分区扰动

地表面积还要进行内业计算及调整。监测扰动地表面积与方

案中预测的扰动面积肯定是不同的，一般小于方案中预测的

扰动面积。

4  水土流失量计算

对于简易水土流失观测场，《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

(SL277—2002)里规定：土壤侵蚀量的计算公式为：

A＝ZS/1000cosθ

式中

 A——土壤侵蚀量(m3)；

 Z——侵蚀厚度(mm)；

 S——水平投影面积(m2)；

θ——斜坡坡度值。

新堆放的土堆，若钢钎不与土体同时沉降，则实际侵蚀

厚度为：

Z＝Z0－β

式中

Z——实际侵蚀厚度(mm)；

Z0 ——观测值(mm)；

β ——沉降高度(mm)。

在实际运用时，最后需要的是水土流失量。水土流失与

土壤侵蚀是有一点区别的：土壤侵蚀指水力，风力，重力及

其与人为活动的综合作用对土壤、地面组成物质的侵蚀破

坏、分散、搬运和沉积的过程；水土流失通常指水力作用下

造成水、土资源的损耗，着重反映侵蚀的后果，主要指水与

土的流失量。因此，从严格规范要求来说，水土流失不能涵

盖侵蚀类型、侵蚀过程、侵蚀与资源环境演变的关系等。但

是一般情况下，可以认为二者基本类同，水土流失量可由土

壤侵蚀量计算得到。

在实际应用中，要得出水土流失量(t)，不仅要知道土壤

侵蚀量(m3)，还要测出土壤容重(g/cm3)。且钢钎一般是随新土

一同沉降的，故不用公式(2)修正。在公式(1)中， S/cosθ即斜

坡面积，则公式(1)可写成A＝ZS斜/1000，则侵蚀厚度Z应是垂

直于斜坡的厚度，而与《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中所指的“铅

垂方向”不符，分析可能是因为综合考虑沉降所以用铅垂方

向。实际操作中，我们采取垂直坡面打钢钎，直接用坡面面

积。(坡度测量不能漏，最后求侵蚀模数要用到)

通过水土流失简易观测场或简易坡面量测场测出的仅是

坡面的侵蚀模数(t/km2·a)，并不能真实反映整个所测区域的

侵蚀模数。实际操作中，我们采用面积比例法，即坡地投影

面积占整个监测分区面积的比重乘以坡面侵蚀模数得到监测

分区的侵蚀模数。总水土流失量计算如下：

总水土流失量＝∑(侵蚀模数监测分区×面积监测分区)

5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监测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的指标体系包括扰动土

地整治率、水土流失总治理度、土壤流失控制比、林草覆盖

率、拦渣率、植被恢复系数六项，指标数值因防治标准不同

而异。防治标准按项目所处水土流失防治区和区域水土保持

生态功能重要性划分为三级。防治指标数值在施工建设期和

试运行期也有所不同。在施工建设期只需监测土壤流失控制

比和拦渣率两项指标，其它指标均涉及到植被恢复措施。其

中土壤流失控制比指的是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治理后的平均

土壤流失量与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的容许土壤流失量之比。

对于施工建设期，一般采用设计水平年的项目区综合的平均

土壤侵蚀模数/项目区的容许土壤流失量即可。

6  结 语

水土保持监测是水土保持的一项基础工作。20世纪80年

代以后，水土保持监测工作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观测

手段和设备有了一定的改善，新的观测试验站点陆续投入运

行，地面观测在全国不同侵蚀类型区展开。同时，随着遥感

技术的普及，水土流失遥感调查的研究开始出现。然而，水

土保持监测尚有许多地方需要不断的理论研究及实践去发展

和完善。笔者结合本次临涣闸及配套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

作，仅对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场布置、监测方法实际

应用操作、扰动地表面积测算、水土流失量计算、水土流失

防治目标监测等相关问题谈了一些粗浅的认识，以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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