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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地区是世界最大的黄土沉积区，位于中国中

部偏北，北纬 34°～ 40°，东经 103°～ 114°，西起日月山，

东至太行山，南靠秦岭，北抵阴山，总面积 64×104km2，

涉及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七省

（区）50 个地（市）、317 个县（旗），总人口 1.08 亿，其中

农业人口 7 333 万人，占总人口的 70% 以上 [1]。据 2008

年统计，国民总产值 1.85 万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3 196

元。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67 人，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

的 122.9%。水土流失面积达 45.4×104km2，占总面积的

71%，多年平均输入黄河的沙量达 16×108t 表土，使黄河

下游河道平均每年淤高 10cm。水土流失面积之广、强度

之大、流失量之多堪称世界之最。黄土高原地区严重的水

土流失和由此引发的各种生态危机，对构建和谐社会造成

了严重障碍。水土流失危害巨大，治理任务异常艰巨。黄

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面积之大、范围之广、强度之剧烈，

居全国首位。虽经多年治理，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严重的

水土流失不仅造成了生态环境恶化、土地生产能力降低，

而且大大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国家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和黄河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1  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的特点

经过多年的试验研究，归纳总结黄土高原地区主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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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表现为五个方面（表 1）。

2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危害

2.1  恶化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

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数量与质量的

总称，是关系到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

系统 [2]。生态环境问题是指人类为其自身生存和发

展，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破坏

和污染所产生的危害人类生存的各种负反馈效应。

从对黄土高原地区 1 860 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古

木和动物遗骸的考古研究发现，在距今 3 000 年前，

陕西、宁夏、甘肃一带分布有大量的林木和动植物。

我国第四纪研究者对上述地区晚全新世地层（距今

3 000 ～ 2 000 年）进行的孢粉分析结果也表明，这

一时期的花粉构成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还有少

量的木本植物花粉。据郦道元的《水经注》和 1977

表 1  黄土高原地区主要特点

类别 主要特点

水土流失面积广
黄土高原地区几乎到处都存在水土流失，其中侵蚀模数大于 1 000t/km2•a 的水土流失面积 45.4×104km2，占该区总面积的
69.99%，年均输入黄河的泥沙达 16 亿 t。年土壤侵蚀模数大于 1 000t/km2 的面积就有 29.2×104km2，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
45.01%，大于 5 000t/km2 的面积 16.6km2，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 25.59%。

侵蚀强度大

该区的自然条件是土层深厚（50 ～ 100m），土质疏松（主要是粉砂壤土），沟多沟深（每平方公里沟长 3 ～ 5km，沟深
30 ～ 50m），地面坡度陡峭（大部在 15°～ 25°之间，有的甚至 35°左右），雨量稀少、暴雨集中（大部地区年降水量
400 ～ 500mm，北部只有 200 ～ 300mm ；汛期降雨量占年降水量的 60% ～ 70%），植被稀少（原有天然林只占总面积的 6%，
到处是光山秃岭）。在这样不利的自然条件下，加上历史上不合理的经济活动（主要是毁林毁草，陡坡开荒种植），造成水土
流失中面蚀与沟蚀都十分严重。该区侵蚀模数大于 15 000t/km2•a 以上的水蚀面积达 3.67×104km2，占全国同类侵蚀强度面
积的 89%，局部地区侵蚀模数高达 3 万～ 5 万 t/km2。

流失量多
多年平均输入黄河的沙量 16×108t，筑成截面为 1 平方米的土堤，可绕地球赤道 27 圈半。水土流失使黄河水平均含沙量高
达 35kg/m3，是长江的 29 倍。

时空分布集中
6 月～ 9 月，产沙量占年产沙量的 80% 以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黄河中游 7.86×104km2 的多沙粗沙区，
该区域面积仅占总面积的 12.3%，年产沙量却达 11.82×108t，占同期黄河输沙总量的 62.8%，其中粒径大于 0.05 毫米的粗泥
沙 3.19×108t，占粗泥沙输沙总量的 72.5%。

泥沙主要来自
沟道侵蚀

该区沟壑发育，沟道侵蚀十分严重。尤其是黄土丘陵沟壑区和黄土高原地区沟壑区，崩塌、滑塌、泻溜等重力侵蚀十分活跃，
据黄土丘陵区一些小流域的典型观测，沟壑面积占总面积的 40% ～ 50%，沟壑的产沙量却占总产沙量的 50% ～ 60%。据观测，
一般土壤侵蚀模数每年每公里 2 500 ～ 10 000t，有的甚至高达 20 000 ～ 30 000t。面蚀主要产生在坡耕地上，15°～ 25°陡
坡每年每公顷流失土壤 75 ～ 150t。沟蚀中沟头前进年均 3m 左右，有的甚至一年前进 30 多 m ；在沟中由于沟底下切，加剧
了沟壑两岸崩塌、滑塌等重力侵蚀，成为小流域泥沙的主要来源。

河干断流，平均 4 年 3 断流。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后（1987 年后），几乎连年出现断流，其断流时间不断提前，

断流范围不断扩大，断流频次、历时不断增加。

黄土高原地区处在我国第二级阶梯，及由第二级阶梯

向第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黄土高原地区还是我国东南季

风和西南季风影响的边缘区，从而使降水量自东南向西

北或自西南向东北递减。黄土高原地区南北地跨亚热带、

暖温带、温带三个温度带 ；东西跨半湿、半干旱和干旱

等干湿地带，气候的地域差异性和过渡性十分显著。本

区位于季风的尾闾区，干旱与半干旱范围大，降水不稳定，

干旱、风沙频繁，天然草地与旱作农业生产能力低且不

稳定。气候的干旱与降水不稳定、黄土及风沙物质的不

图 1  水土流失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机制

年在统万城挖掘的古木残体，可以认定柏树、及侧柏、松、

杉等曾是陕北黄土高原地区的主要森林树种。直到唐代

以前，鄂尔多斯高原依然保持着山清水秀的景色。据此

可以认为，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陕

西关中之所以成为 13 个封建王朝的建都之地，最根本的

原因是当时这一地区植被茂盛，生态良好，为农业文明

的发育和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只是由于后来生态

遭到破坏，黄土高原地区逐渐落后了。20 世纪 30 年代～ 60

年代，人们对于水土流失灾害的认识还停留在对土地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方面，但在 60 年代以后，开始联系到人类

整个环境所受的影响，包括沉淀物的污染，生态环境的恶

化等（图 1）。在 1972 ～ 1996 年的 25 年间，有 19 年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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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相结合，使得本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由于自然条

件恶劣和严重的水土流失，该区长度大于 0.5km 的沟道

有 27 万多条，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达 16×108t ；目前仍

有 447×104hm2（6 700 多万亩）坡耕地，其中 25 度以上

的达 46hm2（690 万亩），是水土流失的主要发源地。目

前黄土高原地区林地面积仅为 1 200×104hm2，覆盖率远

远低于全国 18.83% 的平均水平，草场退化面积已达 1 400

×104hm2，占总面积的 22% 以上，且质量和功能日趋下降。

根据盐池县县政府、统计局、环境保护局等提供的有关资

料、外业调查数据、TM 遥感卫星影像解译成果，结合本

县生态建设的需要，利用层次分析法对盐池县生态环境质

量评价指标进行量化，确定其权重，然后根据指标等级评

价标准进行指标评分，最后依据指标权重和指标评分进行

综合评分，并计算出盐池县近 10 年来的生态环境质量等

级状况，评价结果如表 2 所示。虽然经过当地人民的努力，

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并不高。开发与保护的矛盾突出，黄土

高原地区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而环境极为脆弱，由此引发的

开发建设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趋尖锐。随着西部大开发战

略的实施，目前该区能源、化工、基础设施等项目开发建

设的规模和强度日趋加大，开发建设中忽视环境保护，边

治理边破坏、一方治理多方破坏的现象时有发生，进一步

加大了生态环境的压力，所有这些问题，是严重的水土流

失的根源，加快该区水土流失防治步伐，成为摆在全体国

民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2.2  引发黄河水患

《后汉书 ·明帝纪》：“兖豫之人，多被水患。”《元史 ·地

理志五》：“海宁东南皆滨巨海，自唐宋常有水患。”黄河流

经黄土高原，携带大量泥沙到达下游，由于下游河流比降

减小，流速降低，使得泥沙沉积，抬高了黄河河床。人们

为了防止水患，在黄河两岸加宽加高河堤，形成中国的“第

二条万里长城”。人们被动加高河堤，何时才是个尽头。“百

年一改道，三年两决口”是黄河水患史的真实写照。从有

史料记载以来一直到 1938 年花园口扒口的 2 540 年中，黄

河共决堤 1 590 多次，主河道经历了 26 次大改道和迁徙。

“黄河泛滥两千载，淹没开封几座城。”如今的河南开封低

于黄河河床 13m，历史上，已先后有 6 座开封城被黄河泛

滥所携带的泥沙掩埋。考古发现表明，在现今开封城地下

3m 到 12m 的地方，上下共叠压着魏、唐、北宋、金、明

和清代的 6 座城池，这种“城摞城”的景象是历史上黄河

多次泛滥、泥沙严重淤积的最好见证。

但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黄河没有大的改道。这一方

面说明黄河两岸人民的勤劳勇敢，另一方面也说明黄河的

水患问题也更加严重。泥沙淤积下游河床，威胁黄河防洪

安全。该区年均入黄泥沙 16×108t，约有 4×108t 沉积在下

游河床，造成河床逐年抬高，平均高出地面 4 ～ 6m，成为

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直接威胁着下游两岸广大地区人

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淤积危害严重，泥沙淤积使河床抬高，

降低了行洪能力。为了确保安全，50 年代以来已进行 4 次

加固，结果形成“越积越高，越高越险”的局面。

暴雨是我国黄土高原主要气象灾害之一。长时间的

暴雨容易产生积水或径流淹没低洼地段，造成洪涝灾害。

如 1971 年 7 月 23 日～ 25 日，府谷县普降暴雨，暴雨中

心 24 小时降水达 400mm，造成山洪暴发、交通中断，冲

垮榆府公路 71km，摧毁农田 2.7×104hm2。2002 年 7 月 4

日凌晨 2 时起，陕西省陕北地区 20 个县和陕南 9 个县出

现一次降水过程，降雨多数在 10mm 以下，子长县降特

大暴雨，县城降雨量 260mm。这次暴雨洪水造成子长县

宾馆段大桥被冲断，该桥附近供电暂时中断，栾家坪邮

电所被冲 ；清涧县三角坪至县城的公路被淹，临河街道

进水，县城交通、通讯、电力一度中断 ；延川县农贸市

场临时建筑物进水。受强对流天气影响，2009 年 7 月 16

日 20 时到 17 日 8 时陕北地区子洲县出现大暴雨，县城

降雨量 53.9mm，乡镇最大降雨量 114.6mm。暴雨灾害共

造成 9 000 人受灾，农作物、道路、房屋损毁严重，直接

经济损失达 1 200 万元。

2.3  影响水资源合理和有效利用

地球上的水资源，从广义来说是指水圈内水量的总体。

包括经人类控制并直接可供灌溉、发电、给水、航运、养

殖等用途的地表水和地下水，以及江河、湖泊、井、泉、

潮汐、港湾和养殖水域等。水资源是发展国民经济不可缺

少的重要自然资源 [3]。在世界许多地方，对水的需求已经

超过水资源所能负荷的程度，同时有许多地区也濒临水资

源利用之不平衡。水，是生命之源，也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水是人类及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质，是

工农业生产、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不可替代的极为宝贵的

表 2  盐池县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结果

年份
社会
系统

自然
系统

自然灾害、环境
污染系统

综合
评分

等级

1991 10.98 31.29 4.46 46.73 稍差

1992 11.36 31.43 4.42 47.21 稍差

1993 14.04 37.9 5.70 57.64 稍差

1994 13.90 36.95 5.6 56.45 稍差

1995 14.2 37.95 5.75 57.90 稍差

1996 14.2 37.86 5.75 57.81 稍差

1997 14.61 38.01 5.92 58.54 稍差

1998 15.53 40.07 6.29 61.89 中等

1999 16.29 41.79 6.60 64.68 中等

2000 15.89 40.66 6.45 63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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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水资源匮乏已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全球性课

题。长远来看，要冲破这个制约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只有利用海水，被冰山、冻土固化的淡水等，扩大传统的

水资源范围，树立“大水资源”的观念，这样才能突破社

会和环境条件的制约，实现水资源合理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加大科技力度，不断创新，人类才能完成“呼

风唤雨”的农业的终极革命目标。黄河天然年径流总量为

580 亿立方米，其中年径流量超过 30 亿 m3 的有渭河、洮河、

湟水、伊洛河等 4 条。黄土高原千沟万壑，且 80% 以上

是干沟，常在暴雨期间形成山洪。黄土高原径流量小，水

资源短缺，人均河川地表径流水量（不含过境水）仅相当于

全国平均水平的 1/5，耕地亩均径流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

的 1/8，是全国水资源贫乏的地区。从人均水资源分布而言，

宁夏和山西最少，人均只有 200 ～ 400m2。宁夏黄河基本

贯穿全境，北部地势相对平坦引水比较方便，对农业生产

有利，宁夏南部山区干旱、缺水 ；山西黄河流经西部和南

部边界，但受吕梁山脉的阻隔，引水困难，缺水比较严重。

同时，甘肃定西地区、陇东黄土高塬区、渭北旱塬和陕北

黄土丘陵区缺水也很严重。

黄土高原地区降水量少，蒸发量大，资源性缺水严重，

加之严重的水土流失，致使水资源承载能力和土地生产能

力大幅衰减。该区土地面积占全国的 1/3，但水资源总量

仅为全国的 2%，流域内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已达 70% 以

上，远远超过国际上公认的 40% 的警戒线，导致地下水

位下降，旱灾、河道断流等频发。同时，造成黄河水沙关

系严重失调，对黄河干流、主要支流大中型水利枢纽产生

严重的淤积影响，加剧了黄河水资源的供需矛盾，不仅直

接危及黄河的健康生命，也加大了黄河治理开发的成本。

该区水资源相对匮乏，但为了减轻泥沙淤积造成的库容损

失，部分黄河干支流水库不得不采用蓄清排浑的运行方式。

同时，每年需要 150×108m3 左右的水资源量用于冲沙入

海，影响了水资源的有效利用。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面

表 3  1991 ～ 2001 年山西省干旱灾害统计表

年份 干旱时段
受灾面积

（104hm2）
成灾面积
（104hm2）

绝收面积
（104hm2）

减产量
（104kg）

受灾范围

1991 夏秋连旱，伏旱严重 259 163 30 22.7 全省普遍受旱，中南部较为严重

1992 春夏连旱 260 3.58 全省普遍受旱，北中部较为严重，尤其是吕梁、大同和朔州

1993 春旱，秋旱严重 213 26 6 旱情严重的是南部监汾、运城等市

1994 春旱，夏秋连旱 239 64 19
6（秋粮比
上年少）

全省普遍受旱，尤其是中南部更为严重

1995 春夏连旱 227 187 3（小麦） 全省普遍受旱，中北部的大同、忻州、朔州、吕梁尤为严重

1996 春旱，夏旱严重 191 49 4 8 全省大部分春夏旱严重，运城、大同、朔州尤为严重

1997
春未连夏旱，夏秋连旱，
伏旱严重

190 120 25 28 全省普遍受旱，晋城，运城、大同、朔州尤为严重

1998 早春干旱，秋伏旱 166 81 7 13 春旱普遍严重，中北部秋伏旱严重

1999 春旱较重，夏旱 254 191 89 31 黄河沿岸及中北部吕梁、忻州等地

2000 春夏连旱，伏旱严重 209 91 30 15 全省普遍受旱，运城、临汾、吕梁等市尤重

2001 春夏秋连旱，伏旱严重 235 141 73 40 全省普遍受旱，黄河沿岸及中部受旱严重

积大而又严重，影响了降雨和土壤含水能力，致使旱灾频

繁。例如，神木县 1969 ～ 1992 年的 24 年中，100 天以上

的旱灾出现了 15 次，50 ～ 100 天的 14 次，30 ～ 50 天的

24 次，给工农业生产造成危害。20 世纪 90 年代山西省每

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旱情，其中发生重大旱灾的年份有 1991

年、1992 年、1997 ～ 2000 年（见表 3）。

2.4  危害农业生产

据统计，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全国因水土流失而损失

的耕地约 266.67×104hm2，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在 100 亿

元以上。每年流失的土壤，相当于在流失的耕地上刮去 1

厘米厚的沃土。在自然状态下形成 1 厘米厚的土层需要

120 ～ 400 年，这也就意味着土壤流失的速度比土壤形成

的速度快 120 ～ 400 倍。年复一年的水土流失使土层变薄，

土地日渐贫瘠，土地生产力大大下降，生存之本受到极大

威胁。黄土高原地区产生水土流失的土地主要有三种 ：一

是沟壑地。黄土高原地区经历千百万年的土壤侵蚀，形成

目前这种千沟万壑的面貌，现残存的塬地及台地仍不断受

到侵蚀，致使完整的地块破碎，如果不采取有效水土保持

措施，这些塬地及台地将被侵蚀殆尽。沟蚀致使许多农田

被毁，如固原县东部的切沟沟头，每年平均延伸 5.9m，1

个沟头每年可蚕食土地 133 ～ 800m2，每年被侵蚀沟蚕食

的耕地面积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二是坡耕地。如宁南黄

土丘陵区坡地，平均每年要侵蚀表土 0.5 ～ 1cm 厚，若表

层熟土以 20cm 厚计，则 20 ～ 40 年就可全部蚀完。同时

土壤侵蚀也带走大量的有机质及养分，大约 1hm2 要损失

有机质 750kg，全氮 54kg，全磷 60kg。故强烈的土壤侵蚀

致使熟土层变薄，土壤肥力降低，作物产量低而不稳，长

期徘徊在 750kg/hm2 左右。三是荒山荒坡。这些地大都用

作放牧，且绝大多数是低等草场，退化日益严重，每年流

失土壤 45 ～ 90t/hm2，一旦草皮遭到破坏，土壤侵蚀将成

倍增长。从以上三点来看，“土之不存，人将焉附”，更何

谈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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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研究，黄土高原由于地下水埋藏很深，土壤

水分主要以悬着水状态存在。因此悬着水的蒸发成为区内

土壤水量平衡的主要支出项，从而构成特殊的土壤水文状

况类型－蒸发的自成型水文状况 [4]。在此种土壤水文状况

下，通常都伴随有土层的干燥。在这类地区，土壤水分上

行蒸发性能十分活跃，降水对土层水分的补给，只能在土

层中持续短时间即行消失，从而构成以水分负补偿为特征

的土层低湿状态。土壤水分严重亏缺对植被的影响 ：此类

林地土壤最为干燥，其含水量一般为 4% ～ 8%，个别层

次有时低于 4%，接近土壤最大吸湿水。土壤水分在剖面

上分布均匀，水分曲线为一摆动垂线。雨季水分补偿明显，

补偿深度一般不超过 200 厘米。此种类型在黄土丘陵区较

为常见，其上林木多生长不良，形成低产林或“小老树”者

居多（见表 4）。

2.5  导致贫穷落后　

贫穷是个很广泛的观念。在中文里，贫、穷两字本解

作“极度不足”，日常使用里则指向“缺乏钱财，生活拮

据困乏”的道德标准，也有人认为可以从科学角度去理解

贫穷的意思。贫穷的成因包括了多种因素，从发展经济学

角度讲，贫穷就是缺乏生活机会。从公元前 500 年开始，

人口增长加快，尤其是近 500 年来人口几乎呈指数增长，

强大的人口压力导致大范围的森林砍伐与坡耕地开垦，使

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成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上述森林砍伐与坡耕地开垦这两种不利变化的累积作用，

造成对农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土壤有机质不断丧失，

而且导致黄土高原地区农民越来越贫困，导致黄河及其支

流频繁的洪涝灾害与季节性决口，并由此引发了黄河下游

省份人员伤亡与经济发展过程的中断。因而，黄土高原地

区的生态环境退化问题并非单纯是山西、内蒙古、河南、

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共 7 个省（自治区）341 个县（市）

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北方的问题。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黄土高原地区由于人口迅速增

长，粮食短缺，迫使广大农民上山开荒。虽然解决了粮食

供给不足的矛盾，但却加剧了当地的水土流失和贫穷落后

以及黄河下游干流的泥沙淤积，从而使黄土高原地区长期

表 4  主要树种林地土壤水分类型和林木生长状况

树种
土壤水
分类型

5 米剖面
土壤含水量（%）

剖面平
均含水量
（%）

树高范围
（m）

平均树高
（m）

胸径范围
（cm）

平均胸径
（cm）

胸高总断
面积范围
（m2）

平均胸高
断面积
（m2）

样地数

小叶杨 I 22.9 ～ 25.3 23.9 11.8 ～ 16 14.7 12 ～ 32.8 13.7 12.58 ～ 34.51 23.55 4

小叶杨 II 11.9 ～ 19.7 17.5 3.8 ～ 7.3 5.6 4.5 ～ 8.4 5.8 3.41 ～ 18.2 7.6 11

小叶杨 III 4.8 ～ 16.2 11.5 3.8 ～ 6.4 5.2 3.8 ～ 9.6 6.2 1.44 ～ 18.05 6.1 15

小叶杨 IV 5 ～ 9 7.2 3.5 ～ 8.8 6.4 4 ～ 12 7.2 1.6 ～ 14.7 7 8

刺槐 I 14.5 ～ 17.5 15.7 4.1 ～ 14.2 7.9 4 ～ 11.3 6.6 2.1 ～ 35.1 16.8 8

刺槐 II 8.4 ～ 11.4 9.5 4.9 ～ 11.9 8.1 4.7 ～ 12 7.7 3.6 ～ 23.9 11.6 15

刺槐 III 4.2 ～ 7.4 5.8 4.9 ～ 9.5 6.9 4 ～ 10.5 7.9 5 ～ 13.2 7.7 13

陷入“越垦越穷，越穷越垦”，使黄河下游的防洪处于被

动局面。水土流失与贫困互为因果，黄土丘陵区属国家级

贫困地区，凡是水土流失地区都是贫困地区，这里年降水

量少且集中多暴雨，缺少适时适量的水量供应，加重了干

旱程度，春季降水不足 10%，春旱连伏旱频率高，形成“三

年一小旱，五年一大旱”和“大旱大减产，小旱小减产”的

局面。干旱等自然灾害和水土流失加剧了生态的不平衡。

水土流失吞噬了大量的土地资源，著名的董志塬，自唐代

后期至今，历经 1 300 多年，损失了 580km2 的土地。坡

面各种侵蚀沟的发生和发展，是不断蚕食和分割土地的直

接原因，形成“越穷越垦，越垦越流，越流越穷”恶性循

环局面，水土流失造成耕地面积减少，土地生产力降低，

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土地资源在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

下，土层变薄，地力下降，产出很低，难以解决温饱问题，

恶化的生态环境，加剧了贫困，制约了经济发展。在国家

“八七”扶贫计划中，黄土高原地区贫困县有 126 个，贫

困人口 2 300 万人。目前仍有贫困人口近 1 000 万，是我

国贫困人口集中分布的地区之一。

3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的重点工作

3.1  继续搞好重点工程，推进区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继续按照集中、规模、示范的思路，着力抓好黄土高

原地区水土保持重点建设、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天然林

资源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建

设、陕晋蒙三角区重点抓了矿区绿化、清理煤窑、河道整

治和土焦改造示范工程、水源开发与保护、黄土高原地区

水土保持世界银行贷款项目、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建设旱

作节水农业示范基地建设、天然草原植被恢复与建设、保

护性耕作试验示范项目、晋陕蒙砒砂岩区沙棘生态建设等

等一系列生态建设与可持续农业发展工程建设。要突出抓

好重点支流治理、示范区和示范坝系建设、高科技示范园、

世行项目等重点项目建设，通过大力推行工程建设监理

制、法人负责制、招投标制、资金使用报账制和工程建

设公示制，落实配套资金承诺制和建后管护责任制，规

范建设管理程序，提高工程质量和效益，建设一批精品

示范工程，带动不同类型区、重点流域、重点区域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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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生态建设工作。同时，加快生态修复试点成果的推广，

促进大面积植被的快速恢复。抓好水土保持国债等项目，

整体推进区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确保全流域治理任务顺

利完成。

3.2  加大预防保护力度，强化监督管理工作

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预防监督保护工作范围大、涉

及面广，任务异常繁重艰巨。面对新的开发建设高潮和构

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把预防监

督放在水土保持工作头等重要的位置，依法全面加强监管，

保护生态环境，遏制人为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要进一步

加强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监督管理、技术支持三大体系建

设，不断强化水土保持预防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能作用。加

强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宣传，强化社会、舆论监督，深化

水土保持监督执法协作机制。加大开发建设项目督察和执

法检查力度，深入落实“三同时”制度，进一步提高水土保

持方案的报批率、实施率和水土保持设施的验收率。继续

强化对重点防治区的监督管理，促进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

相辅相成。加强黄河源区和子午岭、六盘山林区的预防保

护，巩固和扩大治理成果。继续抓好城市水土保持试点工作，

有效遏制城市化进程中的人为水土流失。

3.3  强力推进“淤地坝”工程建设，加快多沙粗沙区
治理

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工程建设的持续发展，将有力推

进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防治步伐，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为改善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要进一步加强淤地坝建

设管理，创新运行管护机制，不断提高工程建设质量和效益。

继续加强示范工程建设，做好技术培训等工作，全面提高

工程建设管理水平，使淤地坝真正成为黄土高原地区水土

保持生态建设的“亮点工程”。要切实加快多沙粗沙区的治

理步伐，多沙粗沙区不仅是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最为严

重、生态环境最为恶劣的地区，也是对黄河危害最大的区域，

特别是粗泥沙集中来源区危害更大，历来是黄土高原地区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黄土高原地区各有关省

（区）要把该区的治理列为重中之重，集中力量、集中投资，

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速治理进度。目前，流域机构正在加

紧编制粗泥沙集中来源区的重点治理工程项目建议书，争

取国家加大对该区治理的支持力度 [5]。

3.4  大力开展基本农田建设，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生态环境建设涉及农、林、牧、水各个方面，要做好

退耕还林种草工作，也不能操之过急，若一味的强调全面

退耕，可能会适得其反。退耕力度应因地制宜，不同部位

不同区域要区别对待。峁边线以下的沟谷、荒沟及毛沟沟

头，土干地陡，草木稀疏，应立即全退下来。土质差或地

块破碎的农地，人口密度小的地区，退耕力度可大些。而

人多地少的地区，则应在加大建设林草的同时，加快坡耕

地治理步伐，大力发展经济林果，为下步大面积退耕打下

基础。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以来，已成为西部地区改善生态

环境规模最大、受益人口最多的“德政工程”和“民心工

程”。要继续争取国家政策、资金的支持，推进重点省（区）、

重点区域的退耕还林工程深入实施。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的通知精神，坚持大搞

基本农田建设不动摇，加强水平梯田、条田、沟坝地等基

本农田建设，解决好退耕区人口吃饭问题，保证粮食安全，

为退耕还林创造扎实的基础和条件。要全面加强封禁管护

工作，加大管护措施、管护制度的落实力度，充分发挥大

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提高林草覆盖率，进一步巩固和扩

大退耕还林还草成果 [6]。

3.5  加强科研工作，提高科技支撑水平

科研工作历来是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总体工作中的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科研工作是水土保持水平的

重要标志，是培养和锻炼水土保持人材的重要途径。各地

要继续增加水土保持科技投入，加强水土保持科研机构、

队伍、人才、设备建设，建立协作研究平台，为水土保持

生态建设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近期，要按照急用先行的

原则，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粗泥沙集中来源区治理方向

及措施布局、淤地坝建设关键技术、人工治理与生态修复

比例及布局、水土流失动态监测预报等一批水土保持重大

课题的研究，力争尽快取得突破。加快水土保持示范区科

研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加大高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力度，利

用 GPS（卫星定位系统）、GIS（地理信息系统）、RS（卫

星遥感系统）、计算机、信息网络等高新技术，加快流域水

土保持监测网络建设步伐，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流域和

重点项目的动态监测，为水土保持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提

高水土保持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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