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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到 简要回顾 了公路建设的水土流失影响
,

重点阐述 了公路边坡水土保持的发展历程及其研究现状
,

指 出巫待开

展的 个主要研究方向 ①开展不 同侵性环境下公路建设新增水土流失规律与土滚侵蚀动力学机理研究 ②建立不 同

区域公路建设水土保持监浏技术体系
,

发展土壤侵性的预测预报理论技术 ③加强公路建设水土流失防治体系与植被

快速建植技术研究
,

构建水土保持标准化治理模式与技术标准 ④推动公路建设水土保持损益分析及水土保持与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联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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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建设水土流失影响特征

水土流失是公路建设带来的诸多生态问题中最为突出的

一个
,

是公路建设破坏水土资源
、

改变生态环境的集中表现形

式
,

主要由在公路建设期或营运期因扰动地表
、

毁坏植被及堆

置弃渣等活动造成
,

是一种典型的人为加速侵蚀〔’ 。

公路水土

流失在空间上表现为沿公路呈离散型点
、

线状分布
,

时间上集

中在建设期和运营期并与主体工程施工进度具有高度同步

性
。

施工准备期和建设期对原地貌的破坏和扰动大
,

是水土

流失增加的主要时段 运行初期
,

一般采取硬化和绿化等防护

措施
,

在短时段内水土流失会逐步减少
。

公路建设加剧水土流

失的方式有山体开挖造成地表裸露
、

填筑路堤增加裸露面
,

取
、

弃土场产生裸露面
,

施工过程中施工便道
、

施工机械碾压及施

工人员践踏等损坏原有地表植被及水保设施
、

干扰不良地质增

加其不稳定性等
。

我国公路建设往往跨越多个类型的生态区域
,

其造成的水

土流失一般具有三大特点 一是地域具有不完整性
。

建设占用

的区域一般都不是完整的一条小流域或一面坡
,

水土流失常以

线性为主
,

水土流失类型多
、

流失严重
。

二是新增水土流失具

有不均衡性和突发性的特点
,

且在各阶段 如施工期
、

营运期

造成的水土流失量差异较大
。

三是不同的地质土壤条件
、

地形

地貌
、

气候特征区
,

造成的新增水土流失的类型
、

强度
、

流失量

存在很大差异
。

公路建设水土保持研究进展

之 路域生态建设 —从传统到现代

公路建设活动对生态环境及人类生产生活的种种不利影

响往往伴随建设
、

营运活动的全过程
,

严重时会制约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

因此
,

伴随公路建设
,

人们对路域生态工程的

〔墓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课题 洲场

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努力就从未停止过
。

路域生态工程技

术经历了从传统的人工植树种草阶段到以机械建植为主
、

人工

建植为辅的阶段川
。

我国最初的公路绿化模式就是种行道树
,

绿化技术主要是借鉴林业部门的造林技术
。

随着全国公路网

的初步形成
,

绿化的范围扩展到公路边坡
,

园林部门的种草和

铺草皮技术被引人公路领域
,

并与植树技术相结合
,

形成了公

路绿化的传统技术模式
。

高等级公路的建设促使我国公路路

域生态工程技术开始向现代化转变
,

以机械喷附为代表的新的

植被建植技术在国内许多高速公路建设中被尝试应用
,

绿化范

围也从公路边坡扩展到中央分离带
、

互通立交和服务区
,

全方

位
、

立体式
、

多功能
、

景观生态的设计理念和绿化模式正成为我

国公路路域生态建设的指导思想
。

当前
,

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

化公路路域生态工程技术体系框架结构已经初步形成
,

但公路

生态工程技术应用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

例如片面强调机械植草

技术 液压喷播等
,

而对与之配套的植被设计问题
、

客土养分

配比问题缺乏系统研究 片面强调短期效果 迅速见绿
,

大量

使用进口草种
,

忽略了植物群落的稳定性
、

自我更新能力 不考

虑区域差异
、

路段差异
,

盲目使用某种技术
,

造成返工或后期养

护困难 不能将传统技术的扦插
、

移栽等与现代技术有机结合
,

造成景观单一
、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不理想等
。

边坡保护 —从刚性到柔性

通常
,

边坡
、

弃土场
、

取料场
、

临时占地和移民安置区是高

速公路建设过程中产生水土流失的主要部位
,

各施工单元的水

土流失形式不一并对应不同水土保持措施
,

当前对边坡水土流

失问题关注较多
。

边坡也称为斜坡
,

是指表面倾斜的土体或岩

体
,

可分为天然的和人工的两种
。

天然边坡即天然形成的坡

地
,

人工边坡则是在平整场地
、

开挖基坑及修筑公路等工程中

开挖或填筑而成
。

人工边坡有 个本质特点 ①有一定坡度

②临近人工建筑物 ③它的位移和变形对建筑物可能有影

响
。

公路边坡属挖损地形和堆垫地貌为主的人工边坡系统
,

往往对水土流失总量的
“

贡献
”

最大
。

原地面角
、

边坡角
、

自然

安息角 坡帮角 是防治和控制的重点
,

人工堆置体水土流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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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程度与堆放位置直接相关
,

沟坡型弃渣场
、

沟谷 道 型弃

渣场在防治时则应做好沟坡的荷载平衡分析
。

早期传统的边

坡防护是指采取工程手段对边坡进行加固
,

防止或减轻边坡发

生对临近建筑物有危害的变形和位移
,

如滑坡
、

泥石流等失稳

情况
。

防护措施有石质
、

混凝土挡土墙和护面
,

锚杆
、

锚索
、

喷

锚
、

挂网等刚性防护
,

这些措施一般是排斥绿色植物的
。

随着

人类环保意识的增强
,

治理边坡时开始引人绿色植物即柔性防

护
。

于是
,

出现了边坡生态防护概念
,

即指单独利用植物或者

把植物与土木工程结合在一起
,

对边坡进行防护的同时也在改

善边坡生态环境
。

边坡生态防护实现了护坡
、

防止水土流失
、

恢复和改善生态的三重目的
,

成为当今工程界努力追求的新趋

势
。

近些年
,

风化岩石边坡挖沟挂网喷播技术
、

土质边坡直接

液压喷播技术等在边坡水土流失防治中被大量应用
,

公路生态

保护
、

水土保持生态恢复技术等一些项 目在我国陆续开展
。

年
,

新疆规划把布尔津一喀纳斯一白哈巴一哈巴河环型旅

游道路
、

独库公路巴音布鲁克天鹅湖道路建成旅游生态公路

年
,

穿越秦岭的西安一汉中高速公路建设提出了以人为

本
、

生态选线
、

注重生态
、

交通安全的标准 年
,

沈大高速公

路被改造成为桥涵
、

隧道景观突出
,

建筑风格典雅
,

绿化美观
,

自然和谐的生态旅游观光通道
。

水土流失防治

在高速公路边坡植被恢复过程中
,

乔木
、

灌木和草本植物

均能起到保水固土的作用
,

但不同条件下它们的作用会有很大

差异
。

因此
,

在进行边坡生态防护时
,

应因地制宜地选择合理

的植被类型和植被结构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

李青芳等 ’详细

论述了种草
、

铺草皮
、

液压喷播植草护坡
、

框格防护
、

合成材料

植被网草皮护坡
、

喷混植生植物护坡
、

绿化笼砖护坡
、

香根草生

物边坡防护技术
、

客土喷播技术等
,

认为在公路防护工程设计

中必须紧紧抓住设计对象的土质
、

水文
、

气候等特点
,

灵活采用

不同的防护形式
,

才能确保公路边坡防护的可持续性
。

研究表

明
,

公路高陡边坡生态护坡技术建植草本植被在短期内可完全

覆盖坡面
,

在中雨到暴雨的情况下
,

边坡径流系数可控制在
巧 以下

,

可抑制边坡侵蚀的发育
。

植生袋
、

土工格式防

护措施提高土壤抗冲性作用明显
,

保水
、

固土能力分别达到
、 。

随着水土保持学科的不断发展及生产实践要求

的提高
,

水土保持的经济合理性越来越受到重视
。

为此
,

水土

保持损益分析应运而生
,

并已被写人新的水土保持国家标准
,

作为水保方案审批的重要依据
。

姜德文闭 将开发建设项 目的

影响时间
、

扰动后的侵蚀强度
、

影响范围
、

可恢复程度和生产运

行期影响等 个主导因子拟合为一个综合评价模型即水土流

失影响度
,

应用显示该方法对定量分析开发建设项 目对水土流

失的影响程度是可靠有效的
。

水土流失监测

水土流失监测是所有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科研和生产

实践的基础
。

当前
,

我国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监测仍处于探

索研究阶段
,

存在监测指标体系不统一
、

监测方法和技术单一

及可操作性较差
、

监测结果的定量化与准确度不够等突出问

题
,

研究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强的监测方法
、

构建统一完善的监

测指标体系已成为当前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流失研究的重点
。

唐学文等〔’”〕采用层次结构分析模型法构建了一套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监测指标体系
,

整个监测指标体系由 个目标层
、

个控制层
、

个要素和 个指标构成
。

曾红娟等七川 提出了开

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监测指标体系及各监测指标的监测方法
,

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能较好地反映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措施的

动态变化情况
,

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与实用性
。

但总体上
,

我

国开发建设项目类型多
,

水土流失时空变化大和形式复杂
,

其

规律的掌握有较大的难度
。

只有针对不同侵蚀环境及不同类

型的建设活动
,

尽快开展水土保持监测研究
,

才能构建统一完

善的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指标体系
,

提出更为实用
、

可

行的监测技术手段
,

为全面
、

有效地防治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流

失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

水土流失预报

公路建设新增水土流失主要由破坏原植被和地貌引起的

新增水土流失
、

弃土弃渣流失
、

道路运行期间影响区新增水土

流失 部分构成
。

预测开发建设项目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量

是水土流失防治区划分和水土流失措施数量
、

标准确定及措施

优化配置的基础
,

预测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直接影响水土流失防

治的成败 ￡” 〕。

只有正确预测不同类型扰动面的土壤侵蚀量
,

才

能制定出经济
、

有效的防治措施
。

我国对开发建设项目新增水

土流失的预测研究是随着黄河中游地区大规模的开发建设而

展开的
。

世纪 年代中期
,

黄委组织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

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等单位陆续开展了黄河中游地区开

发建设项目人为水土流失调查
, “

七五
” 、“

八五
”

期间
,

在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
、

水利部水沙变化研究基金
、

黄委水土保持基金等

的资助下
,

重点进行了针对煤矿开发建设的新增水土流失及其

对环境的影响研究
,

取得了一批成果
。

目前
,

对开发建设项目

水土流失量估算采取的方法主要有 种
,

分别是通用土壤流失

方程法 比
、

类比分析法
、

专家预测法
。

当项 目区资料齐

全
、

各因子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时
,

通用水土流失方程法

可直观
、

方便地计算出新增水土流失量
,

若方程中各因子的计

算参数难以确定
,

则不宜应用 类比分析法具有简单易行
、

省时

省力的特点
,

如应用得当
,

能较准确地进行估算
,

反之则会造成

很大的误差 专家预测法仅当拟建项 目区所在区域的有关水土

流失资料十分短缺
、

无法采用其他预测方法时采用
。

另外
,

在

风蚀为主的侵蚀地区
,

新增风蚀量则一般采用公式法计算
,

可

利用项目区平均风蚀模数和风蚀面积或拜格诺公式直接计算
。

总的来讲
,

目前我国的研究成果不能满足通用土壤流失方

程的应用
,

而且该方程多适用于坡度较小的地区
,

若用在我国

特别是黄土高原地区则比较勉强 应用类比分析法时
,

采用流

域平均侵蚀模数往往不能反映开发建设区的真实情况
,

流失系

数的确定则很少考虑弃土弃渣的位置
、

形态
,

取值的随意性较

大〔” 〕。

同时
,

原生地貌条件下形成的较为成熟的水土流失防治

技术措施体系和技术路线
,

不能完全适用于开发建设项 目
,

开

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有待于开展大量的试验研究

来解决
。

巫待开展的研究内容

根据我国自然资源分布特点
、

环境问题以及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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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

今后 巧 一 年是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期
,

也

是大规模开发建设活动集中的时期
。

预计
“

十一五
”

期间随着

经济的快速发展
,

各类开发建设项 目的数量将会大幅增长
,

布

局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

其中
,

公路开发建设规模
“

十一五
”

将比
“

十五
”

增长 〔‘ 〕。
仪刃一 年间我国西部地区新建公

路将超过 万
,

随之机动车保有量也将迅猛增加
,

大规模的

公路交通建设活动对生态环境必将产生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
。

西部地区属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地区
,

生态一旦遭到破坏则很难

自我恢复
,

若保护不力其影响范围不仅是西部本身
,

而且对中
、

东部地区还会造成极大威胁
。

如何做到公路建设与生态环境

保护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

将是西部大开发成败的关键
,

路域生

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以及公路边坡的水土流失防治
,

将成为今

后公路工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

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在

公路建设中水土流失规律及防治技术的研究和生产应用方面

取得了很多成果
。

近年来
,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在中国

受到政府
、

相关学者的空前重视
,

相关的研究正在兴起
,

出现了

一些比较成熟的新技术
。

但总体上
,

目前我国对公路侵蚀环

境
、

边坡水土流失规律及防治技术
、

效果等问题的研究严重不

足
,

边坡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已成为公路建设中出现的一个全

新课题
。

我国地形地貌
、

气候复杂多样
,

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流失具

有地域不完整性
、

强度不均衡性
、

形式多样性以及危害潜在性

等特点
,

当前有关研发工作还远远不能满足生产实践的需要
。

同时
,

开发建设活动的水土流失规律与原生地貌有很大不同
,

所以较为成熟的原生地貌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技术措施体系

和技术路线不能完全满足开发建设项目的需求
,

比如研究工作

同生产实践脱节严重
,

相关研究工作还较零散
,

也不够深人

等 ” 〕。

专家呼吁
,

必须深人开展我国开发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

研究工作
,

走出单纯的
“

科学研究到科学研究
”

的误区
,

要进人

市场
,

开创水土保持科技服务
、

科技咨询工作的新局面
。

综上

可见
,

一方面我国规模庞大的开发建设已进人生态环境约束

期
,

另一方面
,

在我国开展公路边坡水土保持工程研究具有重

要的理论研究意义
、

技术创新意义和工程实践价值
,

同时具有

比较广阔的市场需求前景
。

因此
,

进一步深人开展公路建设的

水土流失规律及其预测防治技术等的研究已成为路域生态及

水土保持工作领域的重要内容
。

我们认为
,

今后应着重开展如

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水土流失规律与土壤侵蚀动力学机理研究
。

探讨不同

侵蚀环境下公路开发建设项 目新增水土流失的特点与危害以

及水土流失发生规律
、

土壤侵蚀强度等 建立和完善水土流失

与土壤侵蚀的动力学研究方法与研究体系
,

从动力学角度出发

研究和揭示这一 自然现象的客观规律
。

水土保持监测预报技术研究
。

利用航空遥感测量技

术
、

全球定位系统等
,

结合公路开发建设项目总体布局和施工

特点
、

监测小区及点位布设的条件
,

提出水土保持监测的新技

术和新方法
,

准确预测不同区域公路建设扰动面的土壤侵蚀

量
。

水土流失防治体系与植被快速建植技术研究
。

基于监

测数据
,

分析已建
、

在建的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效

果
,

归纳开发建设项目防治水土流失的优化模式
,

构建水土保

持标准化治理模式与技术标准
。

研究引进高效
、

抗逆性速生林

草种选育与快速繁育技术
,

开展路域植被养护技术研究
。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损益分析及水土保持与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关联研究
。

新的水土保持国家标准提出水土

保持损益分析
,

相关研究刚刚起步
,

巫待全面深人开展
。

同时
,

也要开展水土保持措施设计的经济合理性研究
,

提高防治水土

流失投资的效益
。

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与项目区生态环境

建设的关联度以及综合治理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及二者的关

联等也有待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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