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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水土流失已成为环境问题中严重的生态问题。由于我国自然环境的开发和树

木砍伐的利用,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导致越来越多的环境污染问题成为目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

的一个重要因素。水土保持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保障,生态环境监测已成为环保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生

态监测机构的建立为水土保持工作的顺利展开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和资源支持,也是水土保持工作进

入规范化、制度化的标志。本文对水土保持生态监测工作进行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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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soil erosion has become a serious ecological problem amo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utilization of 

tree cutting, a series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ve been caused, resulting in more and mor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and becoming an important factor restricting our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s the guarante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ask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cological monitoring agency provides strong technical and resource support for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work, and is also a sign tha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work has entered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cological monitoring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puts forward practical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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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是我国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我国实现

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对我国

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工作

有其自身的要求和特点,也具有一定的

地域特点。不同环境区域面临不同的水

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现状,也需要采取

不同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方式。水

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作为水土保持生态

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水土保持

生态环境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水土

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正

在进行中,对推动我国水土保持生态环

境监测工作的发展和进步具有积极作

用。作者在工作中深刻认识到水土保持

生态环境监测的重要性,也认真总结和

提炼了自己的工作经验。下面就水土保

持生态环境监测的相关内容进行探讨。 

1 生态环境监测概述 

1.1目标 

环境监测工作由特定组织进行。通

过特定的技术手段和设备,对区域内的

环境进行相应的监督管理工作,并将产

生的环境信息数字化,进行综合比较和

标准评价。在内容上,确定该区域的环境

状况,为后续的环保工作提供指导。环境

监测工作需要保证准确、及时、全面、

发展的基本条件,定位具体监测对象,完

成对以下内容的监督：一是生态环境监

测工作需要根据环境质量状况确定环境

质量状况。规范的评价标准；二是要聚

焦环境污染分布,定位污染源坐标,通过

对污染源的实时监测,提高污染治理的

针对性；三是控制环境容量,为预测工作

提供数据参考；四是开展环境监测工作,

是维护生态环境健康状态、控制自然资

源开发的重要手段,在社会发展过程中

具有积极的保护作用。 

1.2特征 

生态环境监测可以表现出生产性、

全面性、连续性和可追溯性的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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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生产性内容主要是指环境监测工

作中产生的数据信息；在综合特征下,

需要通过物理、化学、生物学、生态学

等学科的理论知识对环境信息进行解读,

以保证数据分析的准确性,有效性和指

导性；连续性,要求生态环境的监测长期

处于监测状态,以大量数据为基础,形成

数据规则,客观展示环境信息；可追溯性

主要体现在对环境的描述上,在对某一

环境信息进行技术采集时,可以根据其

变化全方位调用监测数据,从而保证技

术特性的充分发挥.从政策层面看,环境

监测工作既是依法执法的强制性依据,

也是体现环境管理行为公平的基本条件,

具有针对性的优势执行策略。 

2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的注意事项 

2.1注意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

作的重要性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是整个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工作的重要环节,对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工作的正常开展和成

效具有重要影响。在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中,应采取相应措施,促进水土保持生态

环境监测工作的发展。水土保持生态环

境监测的重点工作主要是宏观区域水土

流失的阶段性变化。根据区域水土流失

监测结果,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为下一

步水土保持工作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提供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战略。在监测水

土保持生态环境时,要注意监测工作的

全面性和系统性。监测工作不应仅限于

水土保持工作的完成情况,也不应仅仅

审查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数据。把预防、

保护和治理相结合,正确处理水土保持

监测工作的内部矛盾,推动完善水土保

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的完善,提高我国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水平。 

2.2注意客观处理不同行政区域之

间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不仅涉

及自然环境的分工,还涉及不同行政区

域之间的合作。不同省份根据自己的具

体情况制定相应的监测工作管理内容。各

省应根据自身情况,决定该省数据的采

集频率,系统监测、评估和公告值得认真

考虑。如果间隔太短,可能会导致监控工

作出现问题,使治理效果不明显；如果间

隔时间过长,也会影响监控工作的意义。

因此,不同省份在开展水土保持生态环

境监测时也应注意监测时间间隔,根据

本省特点和情况确定合适的时间间隔,

尽量保证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的效果

和意义。 

2.3注意处理监测数据 

土壤侵蚀的面积、分布和程度等数

据可以通过遥感监测。但是,如果要分析

水土流失的危害和水土保持的效益,就

需要通过一定的观察或调查来获得。在

实际监测工作中,点源数据的结果会接

近实际情况,但点源数据的重要性在部

分省级行政区域发布的水土保持公告中

并未体现出来。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应

正确处理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数据中

点源数据与非点源数据的关系以及公告

中的比例,发挥点源数据与非点源数据

的优势。充分利用点源数据优势,既能完

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的利用体

系,又能保证我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

测数据的客观真实性。 

3 水土保持中生态环境监测出

现的工作问题 

3.1生态环境监测技术相对落后,数

据更新速度慢 

虽然国家环保部门已经建立了多个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部门和机构,但

由于我国科技发展水平不够高,先进监

测技术没有完全掌握,更新速度不快,导

致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相对较

慢。再加上信息化建设的发展跟不上时

代的发展,难以适应水土保持工作的全

面发展。随着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不断

深入开展,现有技术的可操作性还不完

善,生态环境监测点标准和指标的不确

定性因素不断增加,检测方法和仪器不

完善和得不到及时更新等问题。 

3.2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队伍的

专业水平和业务素质有待提高 

目前,我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

技术人员尚未更换,监测人员仍为老一

辈监测人员,缺乏年轻人的新观念新技

术。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是一项技术

含量高、专业性强的工作。监测人员不

仅要掌握水土保持专业知识,还要具备

技术监测的熟练技能和经验。因此,水土

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必须有相关专业技术

人员提供技术支持。 

4 水土保持的生态环境监测

建议 

4.1注重技术和生态环境监测方法

的应用 

正确的生态环境监测方法和熟练的

技术是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的基础,

是获得监测数据和监测文字的保证。因

此,在监测过程中,要注意各环节的规范

操作,实现检测的统一、简化、协调。针

对不同的监测内容,确定不同的生态环

境监测方式和方法。例如,对水土流失严

重的地区采用3S技术,根据监测对象的

年际变化,利用GIS和GPS进行现场调查

和跟踪监测。 

4.2注重加强生态环境监测人员业

务素质,提高监测质量 

设置专业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

人员,使这部分人员既了解水土保持专

业知识,又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熟练使

用生态环境监测仪器,掌握计算机操作

和地理信息系统和GPS等多种技术的使

用。完善在职监测人员的年龄结构和知

识结构,招聘具有现代信息应用技术的

专业人才,加强水土保持方面的生态环

境监测队伍的建设。 

4.3确保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部

门主体地位,增强监测重要性意识 

由于人们固有的思维方式和陈旧观

念的影响,水土保持的生态环境监测没

有得到高度重视,导致监测工作安排不

充分。由于生态环境监测人员年龄相对

较大,思想意识低下,监测工作得不到保

障,监测工作受到阻碍,水土流失问题得

不到改善,从而加剧了水土流失的进程。

因此,要高度重视水土保持机构的设立

和监测机构的法律地位,为水土保持生

态监测部门提供专门机构和技术支持单

位。在推进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的过

程中,要加快组建生态监测部门,营造软

硬结合的工作环境,让水土保持生态环

境监测人员更好地贯彻落实相关监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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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为水土保持的合理发展提供信

息化建设性的服务保障。受人们观念的

影响,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的意识并

没有被人们广泛接受。因此,要加大水

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的宣传力度,让全

社会认识到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重要

性,真正发挥水土保持的生态作用和监

测效果。 

5 总结 

水土保持生态监测是环境保护的重

中之重。这项工作必须依法开展,注重水

土保持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

明确各项监测的任务和目的,采用不同

的先进生态监测手段,大力开展水土保

持工作,为改善我国自然环境作出突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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