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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系统总结国内外水土保持措施适宜 性 研 究 成 果 的 基 础 上，深 入 分 析 了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适 宜 性 评 价 的 现 实 需

求、理论发展与不足之处；基于水土保持学、土壤学、生态学、土地利用学和经济学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水土保

持措施适宜性评价理论内涵、评价体系与方 法、评 价 过 程 和 工 作 流 程；并 建 议 在 以 小 流 域 为 单 元 的 基 础 上，结 合 实 际

加强不同类型区、多尺度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特征、评价指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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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水土保持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以

有效防治水土流失、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为

主要目的，综合了工程、林草（生物）和农业技术三大

措施，统筹了经济、生态和社会三大效益，是山丘区新

农村建设的基础工程，是中国生态建设的主要内容。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是 实 施 水 土 保 持 的 各 项 技 术 措

施［１］，是指在水土流失区，为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改

良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而采用的农业技术措施、林草

（生物）措施、工程措施的总称［２］。中国水土保持发端

于约３　０００多 年 前 的 西 周 初 期（公 元 前１６—１１世

纪），并对世界水土流失治理与水土保持工作有重要

贡献，当今世界上有关水土保持的理论和实践，多为

中国历史成就的延续和发展［３－４］。特 别 是 建 国 以 来，

经过６０多年的努力，中国水土流失治理和水土保持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４－１４］；但与水土流失治理成就相

比，在当前水土保持科技事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机遇的同时，由 于 缺 乏 强 有 力 的 理 论 支 持 和 科 学 依

据，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与推广受到了很大限制并体

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导致中国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

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水土保持实践，水土保持科技发

展面临严峻挑战，一些诸如水土保持可持续发展指标

体系、水土保持措施效益评价与综合配置、大尺度水

土流失与水土保持的格局与规律、水土流失与水土保

持环境效应评价理论与调控机理等一系列重大科学

问题与关键技术亟待加强研究［７，９，１５－１７］。而水土保持

措施适宜性评价是科学和优化实施水土保持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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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与核心，关系到水土流失的有效防治及水土保持

建设成功与否，但目前进行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评价

的研究较少，尚未形成系统的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评

价理论与方法。
本文拟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土

保持措施效益评价和适宜性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借鉴水土保持效益评价、土壤资源调查与评价、土地

评价、生态学评价及土壤质量评价等方面的理论与成

果，抛砖引玉，提出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评价的理论、
评价体系和方法，以期为中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科学决策依据。

１　研究现状

１．１　现实需求

据水利 部 统 计［１８］，截 至２００９年 底，中 国 累 计 完

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１０４．５４万ｋｍ２，其中小流

域综合治理面积累计达到４１．１４万ｋｍ２；据中国第一

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土壤侵蚀遥感普查数据［１９－２０］，虽

然中国水土流失总面积在减少，但变化不大，其中水

蚀面积与强度呈下降趋势，而风蚀面积与强度则呈增

加趋势；且中国水土流失依旧呈现出总体格局不变、
总体减少但严重地区相对集中、流失超过容流失量、
人为新增水土流失增加（开发建设项目与城市水土流

失等）、部分地区防治水土流失的措施配置不当、大量

水 土 流 失 严 重 的 坡 耕 地 未 得 到 有 效 治 理 等 特

点［１２－１３，１９，２１］；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幅员辽阔、经纬度跨

越大、地域分异性大及各地水土保持政策和投入不同

及部 分 地 区 防 治 水 土 流 失 的 措 施 配 置 不 当 等 原

因［１２－１３，２２］，导致水土保持对生态环境的修复效果存在

差异，出现一些不适宜措施，甚至出现了反弹，如南方

红壤区由马尾松构成的纯林，由于林下缺少灌木或草

本植被覆盖，土壤表面裸露，保持水土能力很弱，林下

水土流失严重［１７］，黄土高原地区的“小老树”与“土壤

干层”问题［２３－２４］，以及水土保持后期治理缺失，导致小

流域治理效益不能正常发挥作用［２５］等问题。因此，正
确评价一个小流域或区域等尺度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

效益，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显得尤为重要，是
因地制宜开展水土保持措施进行生态修复的关键。

现实需求要求我们在进行水土流失治理时，应针

对小流域、区域、分区等多尺度的生态环境条件进行

适宜性分析与评价，制订相应的、具体的水土保持措

施，可在进行水土流失防治的同时，以生态效益为核

心，建设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生态系统，最终

达到建立水土保持措施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

调并良性发展的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理论及评价体

系。同时，开展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评价的理论与方

法研究也符 合 中 国 水 土 保 持 科 技 发 展 需 求［２６］；中 国

水土保持工作由１９５０ｓ至今，经历了５个不同发展阶

段，水土保持政策在２１世纪初，结合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建设，对水土流失治理方针由“防治并重”改变

为“预防为主”（《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水 土 保 持 法》，第１
章第３条，２０１１）［４，２７］；虽然各个水土保持工作的侧重

点不同，但均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以“为生产建设服务

（即生态、经 济、社 会 效 益 兼 顾）、综 合 防 治 和 因 地 制

宜”为方针。由此可知，水土保持措施的适宜始终贯

穿于中国水土保持工作中，进行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

评价研究也是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中

国水土保持科技发展的需求。

１．２　评价发展与现状

１．２．１　理论发展　国内首先注意到并付诸于实践的

水土保持措 施 的 适 宜 性 研 究 的 是 朱 显 谟 院 士，他 积

６０余年黄土高原土壤侵蚀规律与水土保持、国土 整

治等科学研究成果并结合群众的实践经验，在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 初 所 提 出 的 黄 土 高 原 国 土 整 治“２８字 方

略”［（全部 降 水 就 地 入 渗 拦 蓄（水 用 之 则 利，弃 之 则

害），米粮下川上塬（含三田和一切平地），林果下沟上

岔（含四旁绿化和名特产品基地建设），草灌上坡下坬

（含一切侵蚀劣地）］是一个将科学、技术和工程联系

在一起，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整治

黄土高原全域的方略，并对方略实施的必要性、可靠

性及研 究 内 容 进 行 了 全 面 论 证，且 得 到 了 实 践 验

证［２８－３４］。该方略对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治理和水土

保持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对现实效益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２７，３５］。在具体的实践中总结了长期以来

治理水土流失的经验和教训，演绎出黄土高原小流域

综合治理经验，即按照水土流失的特点和规律，因地

制宜，因害设防，采取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农业技术

措施相结合，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合理利用水土资

源，优化农、林、牧结构，形成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

防治体系［３５］；提 出 水 土 保 持 型 生 态 农 业 建 设 可 以 分

为生态系统起始恢复、稳定发展和良性循环阶段３个

阶段［２７］；提出“治理与预防并重，除害与兴利结合；工

程措施与植物措施并重，乔灌结合，草灌先行；坡沟兼

裁，因地制宜；以小流域为单元，统一规划，分期实施，
综合治理，集中治理，连续治理”等小流域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方针和指导思想［４，２７］。
许炯心［３６－３７］通过对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中 退

耕还林还草治理前景、重点治理区选择问题、林草与

沟壑治理相结合等若干问题与研究需求的深入分析，
提出了水土保持有效性概念，并对包括水土保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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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宜性、保存率等水土保持有效性影响因素、内涵

与评价以及实现途径等各方面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

和论述。这是国内首先明确提出水土保持措施的适

宜性方面的概念，但未对如何进行水土保持措施适宜

性的评价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刘刚才等［３８－３９］和代

富强等［４０－４１］基于生态足迹和因子分析等方法针对紫

色土丘陵区的小流域水土保持措施的适宜性评价进

行了初步研究，基于“求—供”和“产—望”分析，提出

了“双套对偶评价指标体系”及“双套对偶评价指标差

值最小法”等评价方法，为水土保持措施的适宜性评

价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１．２．２　评价现状　虽然近几十年来对水土保持措施

适宜性方面的研究受到了重视，但与此直接相关的研

究报道较少，多数是一些间接研究。目前，国内外关

于水土保持措施的适宜性评价间接相关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水土保持措施效应的单个因素（如坡度等）适

宜性分析［４２－４３］、措 施 间 的 比 较［４４－４５］、保 护 性 耕 作［４６］、
综合效益估算与评价方法［４７－５３］、水土保持措施的采纳

程 度［５４－５６］和 保 存 率［５７－５８］、水 土 保 持 措 施 的 优 化 配

置［５９－６７］、以及利用生态自然修复的适宜性［２１，６８］，来间

接探讨水土保持措施的适应性；而与其直接相关的研

究报道主要集中在近５ａ时间内，如刘刚才等［３８－３９］和

代富强等［４０－４１］基于“求—供”和“产—望”分析，利用生

态足迹和因子分析等方法针对紫色土丘陵区的小流

域水土保持措施的适宜性评价进行了初步研究。

２　评价理论

２．１　基本内涵

２．１．１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的 适 宜 性 特 性 分 析　许 炯

心［３７］于２００１年将水土保持措施的适宜性定义为：水

土保持措施的适宜性，是指某种水土保持措施是否适

宜于当地的地理条件。是水土保持措施规划布局遵

循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影响水土保持有效

性的因素之一。
根据《土壤 资 源 调 查 与 评 价》［６９］及《土 壤 调 查 与

制图》［７０］中关于土壤适宜性的定义：是指一定土壤类

型与规定用途（利用方式）的和谐度（适宜程度）；其适

宜性高低，既受土壤自然属性的影响，也受社会经济

条件的制约。其将土地适宜性定义为一定土地类型

对某种指定用途的适合程度。
《土地资源学》［７１］与《土地资源调查与评价》［７２］将

土地适宜性规定为土壤适宜类，是指在土地潜力区的

范围内依据土地对农、林、牧业生产的适宜性划分，其
核心为反映土地适宜程度和生产潜力高低的土地质量，
在土地质量指标体系中土壤质量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知，水土保持措施的适宜性既具有土壤适

宜性特征，也含有土地适宜性特征；因水土保持措施

的多样性和综合性，其适宜性应较土壤适宜性和土地

适宜性的内涵更广。综上，水土保持的适宜性是以生

态效益（对地理条件的适宜与否）为核心，因水土保持

措施的实施同时应具备生态、经济和社会功能，故其

适宜性还应兼具经济和社会适宜性方面的性质。因

此，水土保持措施的适宜性可定义为：某种（单一）或

某些（综合）水土保持措施是否适宜于当地地理条件

（生态效益）和满足当地人民需求（经济和社会效益），
以水土保持措施的生态效益适宜性（土壤／土地质量）
为核心，比较土壤／土地质量与需求、投产效益，为评

价决策提供依据。

２．１．２　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评价分析　代富强和刘

刚才［４０］于２０１１年将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评价的概念

解释为：是指为了选择适宜性的水土保持措施，实现防

治水土流失和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通过建

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用科学的方法对不同措

施在某一特定区域的适宜程度进行的综合评价的过

程。其包括水土保持措施对区域各种条件的要求和区

域内人们对水土保持措施产出效益的期望两个方面。
《土壤 资 源 调 查 与 评 价》［６９］及《土 壤 调 查 与 制

图》［７０］认为土 壤 适 宜 性 的 评 价 是 属 于 土 壤 资 源 评 价

的范畴，其实质是分析土壤质量与土壤用途之间的关

系；具体是指根据其评价目的和土壤利用要求，包括

土壤适宜性评价（含土壤自然特性和社会经济条件分

析）和土壤自然适宜性评价（着重考虑土壤质量）。通

常情况下，土壤适宜性评价侧重于土壤自然适宜性评

价，即土壤自然特性或土壤质量与土地利用要求的匹

配程度。故土壤适宜性评价的定义为：是以特定土壤

利用为目的，评价土壤适宜性的过程。以土壤适宜性

程度和限制性强度为主要的评价依据。土壤质量评

价是土壤适宜性评价的基础，土壤用途与土壤质量的

匹配是土壤适宜性评价的核心。其关于土宜的定义

为：是指土壤剖面性状及其理化性质和局部生态环境

条件对某些作物、果树和经济植物经济性状的适宜程

度；亦即土壤在生产上表现出对某些栽培作物的经济

性状的适宜状况。土宜不同于土壤适宜性，土壤适宜

性范围较广，包括了土宜的内容。土宜是从作物的角

度出发，以作物的经济性状为主体，讨论对土壤及其环

境的要求；而土壤适宜性则是从土壤资源的角度，以土

壤资源的特定用途为主体，包括宜农、宜林、宜灌溉等

不同用途，讨论对某种利用方式或作物的适宜程度。
据《土地资源学》［７１］与《土地资源调查与评价》［７２］

中对土地评价的概念：是指针对利用目的，对土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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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进行质量鉴定和数量统计。包括适宜性（有利）
和限制性（不利）正反两个方面。因评价目标不同，可
分为多目的评价和单目的评价；依据评价成果，又分

为定性评价、定量自然评价和经济评价；而依评价时

间，分为当前适宜性评价和潜在适宜性评价；若依目的

进行分类，则包括土地自然适宜性评价、生产潜力评价

和经济评价等。以上评价都要重点考虑土地质量评

价，土地质量评价是其他土地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土保持措施的适宜性评价实质是土地利用方

式（不同水土保持措施）的适宜性评价，兼顾土壤适宜

性的评价和土地适宜性评价，建立系统科学的评价体

系，以土壤适宜性评价（土壤质量）为核心，开展自然

性适宜性评价、生产潜力评价和经济及社会评价，用

科学的方法对不同措施在某一特定区域的适宜程度

进行的综合评价的过程，以促进水土保持措施的发挥

和持续作用。

３　评价体系与方法

水土保持措施的适宜与否不仅仅是生态效益问

题，同时也是经济和社会问题，但也不应过于强调经济

效益［５３］，应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生态效益结合起

来，把水土保持与社会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以区域

生态经济为指导，服从生态规律，以生态效益为主，实
行全面规划，实现生态经济协调持续发展［４，２６］。因此，
水土保持措施的适宜性评价体系至少应由生态效益

评价、经济效益评价、社会效益评价３个方面组成。

３．１　评价目的与原则

根据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评价的内涵，该评价的

目的是为水土流失区水土流失治理开发顺利进展、可
持续发展和科学管理服务的，为水土流失分区防治、
水土保持总体布局、水土保持措施优化配置与布局调

整、实施生态修复战略和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等提供科

学依据。
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评价同样应遵循土壤质量

评价原则、土壤适宜性评价原则、土地评价原则、土地

质量评价以及土地适宜性评价原则，对适宜性做出客

观评价，增强评价成果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总体包括

一般性原则和具体原则两类，即：针对性原则、差异性

原则、限制性原则、比较原则、区域性原则、持续利用

原则、因地制宜原则、综合性与系统性原则、主导性原

则、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原则、典型性原则、生产性原则

和利益共享原则等。

３．２　评价依据

土壤调查成果与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成果是进行

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评价的重要依据；土壤质量，特

别是土壤肥力状况，是一项重要的综合指标；诸自然

因素及其综合状态将影响到水土保持措施的适宜性，
是不可缺少的内容；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及其他有关资

料，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数据。

３．３　评价分类体系

借鉴并参考ＦＡＯ《土 壤 评 价 纲 要》、土 地 适 宜 性

评价体系及其土地质量指标体系、美国农业部土壤保

持局的土地潜力分类系统、世界银行的土地质量指标

体系、《中国１∶１００　０００　０土 地 资 源 图》土 地 评 价 体

系、流域综合治理评价等［６９－７５］评价方法和指标，在研

究区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小流域、典型措施、典型

农户和典型地块进行研究，可将水土保持措施的适宜

性评价按三级分类法表示，即适宜性纲、适宜性类和

适宜性等三级系统。
适宜性纲：包括适宜纲和不适宜纲。适 宜 纲，表

示预期考虑 的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能 够 减 水 减 沙、蓄 水 积

土，持续利用所产生的效益可补偿投入，而对土壤资

源不产生不合适的破坏危险；不适宜纲，表示预期考

虑的水土保持措施不能够减水减沙、蓄水保土，且不

能够持续利用，或该措施不能产生足以补偿投入的收

益，甚至有破坏土壤资源的危险。
适宜性类：以土壤质量为 核 心，包 括 土 壤 肥 力 质

量、环境质量和健康质量３个方面［６９－７０，７４］，重点关注土

壤肥力质量，反映现阶段土壤对各种水土保持措施的

类型的适宜程度和土壤质量，根据适宜性和限制性因

素及各因素评级，按水土保持措施类型，分为宜工程措

施类、宜农业技术措施类、宜生物（林草）措施类３类。
适宜性等：以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及其他有关资料

为评价依据，通过一系列经济指标和经济度量进行评

价，即对水土保持措施进行投入和产出分析，比较不

同水土保持措施的投入和收益，决定其适宜性等级。
其实质在于土地经济评价，在评价过程中，从土地经

济属性出发，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指标和经济度量，比

较不同水土保持措施对同一土地的适宜性，或比较不

同土地利用类型对同一水土保持措施的适宜性；并分

析水土保持措施的经济可行性、生态合理性。以水土

保持措 施 的 经 济 效 果 为 标 准，划 分 为 优（高 度 适 宜

类）、良（中等适宜类）、中（临界或勉强适宜类）、差（当
前不适宜类）、劣（永久不适宜类）五等。

３．４　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

依据水土保持措施的适宜性评价目的与原则，建
议采用多层次续分的评价体系。该体系是大范围评

价中常用的方法，其特点是地域范围从大到小、效应

从宏观到微观、指标从综合到单一，逐步深入的分级

评价方法。鉴于中国水土流失治理是以小流域治理

为核心单元，所以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评价亦应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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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为核心评价单元，在此基础上应用于其他尺度评

价；评价指标体系总体上应具有一定的国家标准性，
应尽 可 能 与 现 有 的 国 家 相 关 标 准（ＧＢ／Ｔ　１５７７４－
２００８）［７６］吻合，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和采用的评价方

法应能较为全面地反映水土保持的综合效益，具有一

定的区域适 宜 性 与 借 鉴 意 义［７７］。其 中，适 宜 性 纲 的

评价指标应含水土保持措施的调水保土效益（ＧＢ／Ｔ

１５７７４－２００８）［７６］，调 水 保 土 效 益 是 水 土 保 持 生 态 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基础。具体指标为侵蚀模

数［ｔ／（ｋｍ２·ａ）］、减水减沙效益（％），其监测与计算

方法有点位监测、核素示踪法、小区法、水文法和水保

法等［４，７７］，可通过比较侵蚀模数、减水减沙效益对不

同水土保持措施的调水保土效益进行评价，确定水土

保持措施的适宜性纲，具体如表１所示。
表１　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评价适宜性纲评价指标与方法

等级 指标 监测、计算方法 评价方法

适宜
性纲

适宜纲（Ｓ） 侵蚀模数
［ｔ·ｋｍ－２·ａ－１）］
减水减沙效益／％

点位监测、核 素 示 踪 法、小 区 法、典 型 措 施、典 型 小
流域［４，７３－７４］；ＧＢ／Ｔ　１５７７４－２００８［７４］，水 文 法 和 水 保
法［７３－７５］等

对比法［７５－７８］

水土保持分析法［７５，７９］

水文分析法［７５，７９］

不适宜纲（Ｎ）

　　适宜性类的评价以土壤质量为核心，评价水土保

持措施的生态效益，重点评价土壤肥力质量，兼顾土壤

环境质量和土壤健康质量。具体指标如表２所示，包

括土壤肥力质量指标（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性质）、
土壤环境质量指标、土壤健康质量指标及相关要素［７４］。
土壤质量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下具有不同的表现，
评价土壤质量必须确定合适的时间和空间尺度，若进

行大尺度评价还应包括气候（降水量、湿润度、年均温

度、积温、无霜期、日照时间、灾害性天气等）、地质地貌

（地貌类型、岩石组成、母岩裸露状况、海拔高度、地形

部位、坡度、地表形态特征等）、水文（水源保证率、地下

水埋深、排 水 能 力、沼 泽 化 程 度、洪 涝 灾 害 等）和 植 被

（植被组成或类型、面积、覆盖率、产草量、草质等）等要

素。在进行土壤质量评价时，可根据时空要求将土壤

质量区分为“短期的、动态的”和“长期的、静态的”，通

过点位尺度和小区尺度理解土壤质量，在地块或坡面

尺度、流域尺度、区域和分区尺度上监测土壤质量，比

较并评价不同水土保持措施 的 生 态 效 益。评 价 方 法

有田 间 描 述 评 价（ＵＳＤＡ－ＮＲＣＳ）［７４］、分 等 定 级 评

价［７３，７９］、环境指 数 评 价 模 型（Ｎｅｍｅｒｏ公 式）［８１］、系 统

评价方法—土壤质量指数［８２－８３］、区域土壤质量空间变

异的地统计学评价［８４］等。
表２　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评价适宜性类评价指标与方法

等级 指标 计算、分析方法 评价方法

适
宜
性
类

宜单 措 施 类（工 程、农
业或生物）
宜双 措 施 类（工 程、农
业与生物两两组合）
宜综 合 措 施 类（工 程、
农业与生物结合）

土壤肥力
质量指标

土壤物理指标：质 地（以 黏 粒 含 量 为 代 表）、
土层厚度、根系 深 度、容 重、渗 透 率、团 聚 体
稳定性、田间持水量、土壤持水特征、土壤含
水量、土壤温度、土壤通气性等

ＧＢ／Ｔ　１５７７４－２００８［７６］土 壤 农 化
分析［８５］土 壤 调 查 实 验 室 分 析 方
法［８６］土 壤 理 化 分 析 与 剖 面 描
述［８７］土 壤 与 环 境 微 生 物 研 究
法［８８］环境监测［８９］陆 地 生 态 系 统
土壤观 测 规 范［９０］土 壤 物 理 研 究
法［９１］典型措施［４］典型小流域［４］

田 间 描 述 评 价 （ＵＳＤＡ－
ＮＲＣＳ）［７４］、分等定级评价［７３，８０］、
环境 指 数 评 价 模 型 （Ｎｅｍｅｒｏ公
式）［８１］、系 统 评 价 方 法—土 壤 质
量指数［８２－８３］、区 域 土 壤 质 量 空 间
变异的地统计学评价［８７］等

土壤 化 学 指 标：有 机 质、全 氮、ｐＨ、ＣＥＣ、电
导率、离 子 饱 和 度、可 提 取 的 Ｎ、Ｐ、Ｋ 以 及
必需微量元素如Ｚｎ、Ｂ等

土壤生物指标：微 生 物 量 碳 和 氮、潜 在 可 矿
化氮、土壤呼吸 量、总 有 机 碳、土 壤 呼 吸 碳、
土壤动物的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

土壤环境
质量指标

土壤碳和氮的储量及向大气的释放、土壤磷
和氮的储量及向水体的释放等

土壤健康
质量指标

重金属元素全量和有效性、有机污染物包括
农药的残留量、人 和 动 物 所 需 大 量 元 素（如

Ｃａ）和微量元素（如Ｆ、Ｉ、Ｓｅ等）

其他要素 气候、地质地貌、水文和植被等要素

　　适宜性等的评价从土地经济属性出发，以人类需

求为目的，通过 一 系 列 的 经 济 指 标 和 经 济 度 量，对 水

土保持措施 的 经 济 效 益 和 社 会 效 益 进 行 评 价。经 济

效益有直接经济效益指标和间接经济效益指标两类，
其中，直接经济效益是指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土地上新

增的植物产品（未经任何加工转化）产量与产值；间接

经济效益是指在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经过加工转

化，进一 步 产 生 的 经 济 效 益［４，７６，９２－９３］。获 取 上 述 效 益

值需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小流域、地块、农户进行监测；
较大尺度的效益监测则需选择优、中、差三类小流域，
并在各类小流域中选择优、中、差三类地块和农户，以

求得样本的合理代表性。在监测的基础上，还应通过

地方政府统计部门的有关资料加以验证。社会效益包

括减轻自然灾害、促进社会进步两个方面［４，７６，９２－９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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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具体指标如表３所示。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计算可参考ＧＢ／Ｔ　１５７７４－２００８［７６］中相关

指标的计算。评价方法有比较分析法、回归分析法、专
家打分法、加权平均法和经济计量模型等［７５－７６，９２－９３］。

表３　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评价适宜性等评价指标与方法

等级 指标 计算方法 评价方法

适
宜
性
等

优（高度适宜）
良（中等适宜）
中（临 界 或 勉 强 适
宜）
差（当前不适宜）
劣（永久不适宜）

直接经济
效益

单位面积年增产量、年毛增产值、年 净 增 产 值、有 效 面 积、累 计 有
效面积、累计增产量、累计增产值、人均收入增长率、产投比、回收
年限（投资回收期）、土地利用率、土 地 生 产 率、劳 动 生 产 率、单 位
投资综合效益额、单位投资效益年 平 均 额、单 位 投 资 减 少 土 壤 侵
蚀量、流域治理程度、年治理率、林草覆盖面积增长率等

ＧＢ／Ｔ　１５７７４—２００８［７６］

中国水土 保 持［４］水 土 保
持 经 济 学［９２］水 土 保 持
措 施 减 水 减 沙 效 益 计 算
方 法［７８］典 型 措 施［４］典
型小流域［４］

比 较 分 析 法、回 归 分 析
法、专家 打 分 法、加 权 平
均 法 和 经 济 计 量 模 型
等［７５－７６，９２－９３］

间接经济
效益

节约的土地面积、节约的劳工、工程的水资源增值、土地资源增值
等

社会效益

减轻自然灾害的指标：保护土地免 遭 水 土 流 失 破 坏 的 年 均 面 积、
减轻洪水危害的经济损失、减少沟 道 和 河 流 泥 沙、保 护 现 有 不 被
沙化的面积、改造原有沙地为农林 牧 生 产 用 地 的 效 益、保 护 生 产
与交通等效益、抗旱增产作用、减轻滑坡和泥石流危害的效益、减
轻面源污染的效益

促进社会进步的指标：提高土地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土
地利用结构与农村生产结构、促进 群 众 脱 贫 致 富 奔 小 康、提 高 环
境容量及其他反映群众生活水平变化的情况等

３．５　评价过程和工作流程

结合土壤资源调查与评价过程［６９－７０］、土地资源评

价工作流程［７１－７２］，水土保持措施的适宜性评价应分为

３个主要阶段，即准备阶段、调查和分析阶段、成果整

理阶段，可通过分阶段法和平等法等途径完成。具体

为综合分析待评区域的自然条件、人类需要和社会经

济条件，提出水 土 保 持 措 施 的 主 要 类 型；在 研 究 区 选

择具有代表性 的 典 型 小 流 域、典 型 措 施、典 型 农 户 和

典型地块；分析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类 型 对 土 壤、土 地 和 环

境条件的要求及其响应；通过综合调查，得到土壤／土

地质量与特征并进行比较分析；进行经济效益和投入

产出分析以及社会效益核算，确定水土保持措施的适

宜性程度和等 级，提 出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与 管 理 措 施，对

水土保持措施优化配置给出建议（图１）。

图１　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评价过程

３．５．１　确定评价范围，准备工作　确定评价的范围

和目标，收集并分析有关资料 和 地 形 图、遥 感 及 卫 星

影像等图件资料，组织评价队伍，进行实地考察，制定

评价计划，确定分析项目与分析方法、评价方法，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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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工作质量是决定评价的基础。

３．５．２　选择典型小流域，指定水土保持措施，开展野

外工作　这是整个评价工作的前提，全部评价工作将

在指定的水土保持措施下进行。在这一阶段，在较小

尺度范围内选择具有代表性 的 小 流 域、地 块、农 户 进

行监测；在较大尺度的范围选择优、中、差三类典型小

流域进行监测；并开展土壤、地形、植被和气候等自然

要素的基础调查，同时搜集确定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

时可能要用到的一切信息，包括环境资源、经济资源、
社会资源等信息，采集并组织 化 验 分 析 样 品，对 分 析

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３．５．３　成果整理阶段，确定水土保持 措 施 的 适 宜 性

分类　这一阶段主要通过对前阶段的 结 果 进 行 分 析

与评价，确定评价因子和指标，对 土 壤 质 量 进 行 分 等

定级，比较土壤质量与可能适合的各类水土保持措施

的要求和限制，统计分析、核算 并 评 价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 益，确 定 水 土 保 持 措

施的适宜性分类，为多尺度水土保持措施的调整利用

提供可能性选择，然后提交包 括 报 告 和 图 件 等 成 果，
为坡面、小流域、分区等尺度水土流失治理提供规划、
管理和决策依据。

４　结论与建议

水土保持措施是实施水土流失治理的根本，水土

保持措施在以小流域为水土流失基本 治 理 单 元 的 过

程中，逐步发展并完善，为中国 水 土 流 失 综 合 治 理 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在新时期，为能顺利实

施保护优先、分区防治、项目带动、生态修复和科技支

撑五大战略的水土保持工作，并针对当前水土保持工

作中面临的诸如中国土壤侵蚀与水土 保 持 理 论 研 究

明显滞后于水土保持实践等一系列问题与挑战，本文

根据水土 保 持 工 作 的 特 点，在 总 结 前 人 研 究 的 基 础

上，结合水土保持学、土 壤 学、生 态 学、土 地 利 用 学 和

经济学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提出了水土保持

措施适宜性评价的框架，系统总结了水土保持措施适

宜性评价分类体系、评价体系 与 方 法 及 评 价 流 程，以

期充分发挥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中的水 土 保 持 措 施 的

功能，且对全面评价估算水土保持措施在多尺度生态

系统中的服务功能价值方面的进一步 研 究 起 到 抛 砖

引玉的作用。
与水土流失治理成就相比，中国水土保持理论研

究明显滞后于水土保持实践，建议今后应与中国水土

保持监测网络有机结合，系统 研 究 中 长 期、多 尺 度 水

土保持措施的相互作用和影响，阐明小流域生态系统

中水土保持措施的作用机理；重点关注不同类型区水

土保持措施特征及其土壤适宜性和区域适宜性、小流

域水土保持措施集成配置方式对生态环境、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的影响，提出并建立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

评价理论与指标体系，为水土流失调控措施的科学选

择与配置提供理论依据。
水土保持措施的适 宜 性 评 价 中 涉 及 到 大 量 的 指

标与参数，如调水保土效益参 数、土 壤 质 量 指 标 与 因

子、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等，这 些 指 标 与 参 数 中 有 些

尚不成熟 且 获 取 较 为 困 难，会 影 响 评 价 结 果 的 可 信

性；因此，今后除需要对水土保 持 措 施 适 宜 性 评 价 的

理论进行进一步研究外，还应结合实际加强对有关指

标和参数的研究；在评价结果 的 基 础 上，对 水 土 保 持

措施的优化配置给出建议，多方面加大其应用与推广

力度，使水土流失从源头上得 到 根 治，更 好 地 推 动 生

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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