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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土保持和水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与水有关的生态建设

也是水利部新时期改革发展的新要求。为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水土保持与水生态文明的关系,充分发

挥水土保持在水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水土保持与水生态文明概念、内涵的阐述,分析了水

土保持与水生态文明的区别与联系,明确了水生态文明建设中水土保持核心内容：一是水土保持功能的

维护和提高,二是水土保持功能的保护与恢复。对我国现阶段的水土流失情况以及水土保持生态自然修

复与文明建设的策略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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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na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trengthening water-relate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s also a 

new requirement of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new period. In 

order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cepts and connotation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 betwee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defines the core content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irst, the maintenance and improvemen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functions, and second, th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function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oil erosion in China and the strategie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re discussed and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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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保监测及科技示范园区建设高歌

猛进。一是做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和成

果应用工作。全力完成国家和省监测预

报任务,及时掌握水土流失动态变化,按

时上报数据信息。某国家水土流失动态

监测与公告项目典型小流域已更新了自

动气象观测站和野外径流泥沙自动测量

系统,为切实提高水土保持监测水平提

供了坚实保障。二是加强对国家水保科

技示范园区建设与管理工作。做好生态

建设与日常管护工作,兴建井房、砖铺地

面、更换护栏、整修凉亭、清理垃圾,

维修维护园区基础设施,美化亮化生态

景观,更加符合部、省科技示范园区建设

新标准,进一步提升了国家水土保持科

技示范园区建管水平和整体形象,展现

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新成果。 

1 生态文明建设与水土保持之

间的联系 

水土保持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

本国策,想明白水土保持的重要性,首先

要懂得水土保持的作用对象——水土流

失的现状情况,现今,我国已成为全世界

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各省

都有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分布广泛,危

害严重。水土流失,即由于流水的冲洗,

土壤不断被侵蚀、沉淀。一般来说,自然

侵蚀发生缓慢,最终达到相对平衡的状

态。调查表明,我国山地、丘陵、部分、

城市和沿海地区水土流失范围较大。由

于我国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加之人们

不有效、科学地利用水土资源,使我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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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流失面积未得到有效控制,仍呈现扩

散分布状态,流失问题还很严峻,新的水

土流失情况仍不断发生,我们的防治任

务依然任重道远[1]。水土保持,通俗来讲

就是预防和治理水土的流失,利用科学

方法和技术手段干预及利用水土资源,

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的生产活动和社

会公益事业[2]。指避免水土发生流失,

改善与保护丘陵、山区、风沙地区,改良

土壤,使其具有较高的经济、社会收益,

为建设良好的生态系统做准备。常见的

水土保持方法主要有三种：林草手段、技

术手段和工程手段[3]。生态文明是指人

类继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呈现的是一

种新的文明形态和一种伦理化文明。实

现自然、社会与人类的有机结合和共同

进步,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提出生

态文明,就是要让人类拥有美好的生存

环境和家园。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

面落实具体行动,努力建设文明、友好、

无污染的社会[4]。 

2 对水土保持生态自然修复的

认知 

2.1概念 

对于我国土壤环境受侵蚀较严重的

地区,应对其进行科学策略的有效制定,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缓解生态系统所承受

的压力,对于缓解工作的开展,还需要得

到生态学各项理论知识的支持,让受损

区域能够进行自我调控,从而实现生态

系统的修复,这样不仅有利于生态情况

的恢复,还有利于实现水土资源的有效

维护。在对自然生态进行修复的过程当

中,还需要对自我调控的原则进行相应

的坚持,并且把修复能力当作主要的目

标,主要策略坚持以人工调控为主,以此

来对其进行相应的保护工作,同时要对

水土与社会资源的科学利用进行重视。对

于部分地区出现的生态自然破坏问题,

可以使用人工草地建设、退耕还林、水

土流失防护等措施,让生态系统的自我

调控与修复能够具有着保障的基础上,

才能够对水土自然生态资源的修复进行

实现,以此来对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与生

态环境进行有效提升[1]。 

2.2修复要点 

要想让自然修复工作能够得到更好

的进行,就需要在部分地区落实各项工

作要点,并且把人工建设与生态建设进

行有效的结合,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

与自我调节提高重视程度,同时还需要

把人工建设放置到辅助位置当中,且对

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进行功能性的重点

修复与调控,除此之外,还需要在确定对

修目标之后,针对性制定修复措施,同时

应更加重视水土资源流失问题的治理,

并且应坚持因地制宜的生态产业体系建

设。部分地区要巩固耕地退林等建设成

果,还需要坚持对各项水土资源的节约

利用,通过深层次的改造,让生态环境遵

循因地制宜的原则,构建生态产业体系。

此外,还需要结合水土流失的具体情况,

针对性制定修护方案,以多种方式解决

水土流失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改善生态

环境的整体质量。 

3 水生态文明建设中水土保持

的核心内容 

水生态文明建设涉及范围很广。除

进行最优配水、节约用水和严格水资源

管理的制度设计外,水土保持领域的核

心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土壤的

框架内保护和恢复环境水资源；另一方

面,生态水利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的核

心内容是：第一,保持和改善水土保持功

能,使生态水源保护和修复领域的不同

水土保持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第二,水土

保持功能的保护和恢复,即搞好水土保

持工程的实施,水土保持规划及后续规

划的实施。我们平常所了解水土保持的

涵养功能,实际上就是保持水土的主导

功能和相应的社会经济功能,这一功能

是由一定的区划决定的,是为了保证水

土保持的正常功能而不会退化；改善功

能,就是对不符合要求的功能区采取措

施,使其功能得到改善,如造林、改造现

有荒废的土地、改变树林草被的结构、创

建清洁的河流、改善水土保持系统的涵

养功能和水质功能。 

4 我国现阶段的水土流失情况 

我国目前的水土流失情况非常严重,

近年来,我国每年土壤流失约50亿t,占

世界陆地入海泥沙总量的1/3~1/2。其中,

长江流域的土壤侵蚀量为24亿t,黄河流

域为22亿t。水土流失还造成了土地的石

漠化、荒漠化、干旱化、贫瘠化及污染

化。水、土对人类生存来说是十分重要

的。然而在人们利用水、土进行生产活

动时,水土流失的现象时常发生。水土流

失是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它不仅会引

起其他次生灾害,而且会使自然环境进

一步恶化,最终使得整个生态系统失衡。

中国的陆地面积约960万km2,其中40%的

国土受到风蚀,5%受到混合蚀。不仅如此,

沙漠化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据统计,

由于水土流失,中国一年约有50亿t的土

壤发生严重流失现象[5]。水土流失是制

约人类生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环

境问题,不仅会阻碍城镇化的发展和进

步,而且会威胁城镇的交通安全。此外,

高山、深谷的水土流失是最为严重的灾

害。据统计,中国目前有600多个县面临

着水土的流失。水土流失对经济发展的

影响无法衡量,对生态的影响会更加严

重。水土流失深深影响着生态。如果不

及时、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势必会严重

阻碍区域经济和生态发展,降低土壤生

产农产品的能力,最终破坏生态的平衡。 

5 水土保持生态自然修复与文

明建设的策略 

5.1与生态产业进行结合发展 

在水土保持生态自然恢复过程中,

应对水土流失防治和农民经济发展进

行相互协调,作为整体工作的目标。此

外,农牧业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应紧

密结合,同时还需要按照当地实际情况,

探索一条生态产业与水土修复的结合

发展的新途径,从而实现水土流失地区

生态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部分水土流

失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乱砍乱

伐与耕地扩大化情况导致的,其主要根

源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限制,使农民经

济效益无法实现,如果生态产业能够结

合,就能够对部分经济的提升进行相应

的推动,从而对大部分生态问题进行解

决,然后根据有效实施监督措施与经济

政策,就能够让生态自然修复得到有效

的实现。 

5.2做好分区布局与建立措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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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保方针是水土保持规划方针的重

要组成部分。水保规划分区应充分考虑

水保地区的需要,尽可能与区域水保工

作相协调,准确定位水保功能的位置。地

域性政策措施是水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区

域水土流失防治的总规。从水土保持部

门的职责出发,分析了当前我国水土流

失现状,进而发现水土保持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并根据不同的任务分析各部门

在土地和水资源供应方面的不足。在区

域水土保持制度方面,应该包括保护、养

护和改进水土保持制度的措施,就同林

业部门对天然森林的保护；对生态林的

保护建设,退耕还林一样。中心布局是根

据国家、省政府划定并公布的水土流失

重点防治区,对不同保护对象进行目标、

任务和生态化水土保持保护规模的综合

规划。通过典型调查与分析,并根据不同

区域的水土保持功能定位,水土流失防

治操作类型和主要技术体系应为：主要

防治工程规划重点内容如下：最重要的

防治工程应以水文明生态规划为基础,

结合区域水土保持工作实际,合理确定

最重要防治工程的分布与范围。节水、

生态保护和水环境质量是水土保持的基

本功能,尤其是江河水源地、重要饮用水

水源地、湖泊两岸、水库等与生态水域

建设密切相关的水源地。 

5.3水土保持、建设文明生态 

世界重视环境问题,在召开的各种

国际首脑环境会议中,都会谈及保护环

境、发展绿色经济的话题。今天,一个非

常重要的问题需要重视：经济发展的同

时,绝对不能够破坏环境。如果破坏了环

境,等于是破坏了我们生存的、依赖的家

园。因此,一定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环

境。尤其是保护水土,不让其流失。统筹

和调节保护环境、人类生存和经济发展

三者的关系,呼吁全人类重视水土流失。

要求每个人都要身体力行,从身边的小

事做起,从每个人日常生活和工作做起,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土流失问题,构建

文明和谐的生态环境。水土保持既能够

促进山区经济发展,又能有效地防止水

土流失。不仅如此,水土保持还是一项基

本的经济政策。水土保持不仅能够使人

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逐渐和谐,而且可以

大大改变全社会的管理模式,促进经济

高效、科学地发展,最终实现生态、经济

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水土保持对全球经

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不仅如此,水土保持

的过程也是系统的。因此,在实践中必须

体现其特点,促进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最

大化。 

5.4生态自然修复体系完善 

在我国水土保持生态自然修复的过

程当中,还有着效低的问题,这也使得修

复过程中的效能较低,同时也就使得修

复的效率下降,修复的速度也变得十分

迟缓,然而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利用是存

在着底线的,不然就无法满足经济发展

的需求,然而要是生态环境的修复速度

超过生态环境的利用速度,就会使生态

环境不断恶化,这也说明提升自然修复

速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要想提

升水土保持生态自然修复体系系统性,

就需要加强各个环节的衔接,让自然生

态的修复效率能够整体性提升,这对部

分水土防治事业也具有重要意义。 

6 总结 

综上所述,在生产实践中应用水土

保持方法,不仅能为经济发展各个环节

带来新机遇,还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水

土保持、经济发展二者之间不可分离、相

辅相成、相得益彰。只有科学合理地协

调二者之间的关系、一致发展,才能充分

发挥水土保护应有的功能作用。此外,

还要在实践中做到顺应、尊重、保护自

然环境和资源,只有这样,生态文明建设

与经济发展才能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最

终创造更加美好、文明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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