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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预防和水土保持,保护、改善和水土资源,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在全面展开的水土保持设施、节水、水质维护、防风固沙效果,生态

维护等功能的基础上,综合农业生产,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建设的社会经济功能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本文针对水土保持工程技术展开分

析,并讲述了如何加强水土保持工程技术管理的一系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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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土保持工程技术的分析 

1.1山坡防护工程技术。(1)山坡防护工程的作用探讨。山坡防护工程

技术在水土保持工程中发挥出的主要作用是能快速有效的改变不良的地

形条件以达到防治水土流失的积极作用,大概的流程是快速进行就地拦截

地表雨水及雪水,使其渗入到农地,林草地中,减少形成的坡面径流,增加

农作物、林草的覆盖度,减少地表蒸发量,储存土壤孔隙水分,就地拦蓄坡

地径流并引入到小型蓄水工程当中,遇到存在重力侵蚀危险的山坡地段,

能有效的发挥修筑排水工程或支撑建筑物防止山体滑坡,减少水土流失有

着重要的意义。(2)山坡防护工程技术分析。水土保持工程技术中的山坡

的防护工程的有效技术主要包括整治水平梯田、隔坡反坡梯田、水平沟、

鱼鳞坑、山坡截流沟、沟头拦水沟埂、水窖、在稳定斜坡下部的挡土墙方

面有较强的稳定性。 

1.2山洪排导工程技术。实施山洪排导工程的作用是为了发生洪水或

泥石流后减少对周边房屋建筑、周边的矿工企业、行人道路周围和农田发

生危害等不利情况。淤地坝及小型的水库通常是由坝体、泄水洞和溢洪道

三部分组成的,其防御洪水设计标准决定于工程的等级。山洪及泥石流排

导槽的设计标准,要保证排导槽在多年运行中,不出现因淤积和冲刷危害

建筑物安全的现象。在布置排导工程阶段时,要使导流堤和过流建筑物上

游端与稳定的流通区出口相接,顺应沟口流势,呈直线或大半径曲线布置。

紧接导流堤的急流槽或束流堤作成直线或大半径曲线,与排洪建筑物相交

处不要突然放宽或缩窄。一般来说,在过流建筑的下游段,如果急流槽不直

通河道,泥石流将在导流堤尾部形成新的堆积,因此要慎重选择泥沙堆积

的位置,防止对附近的农田或居民区、道路带来危害。 

1.3沟道治理工程技术。常用的沟道治理工程技术有沟头防护工程和

谷坊工程两种,这两种技术是拦截调节输沙量---拦沙坝,达到拦截淤泥的

效果,总的目标是全力建设良好农田防治工程、骨干坝、淤地坝、中小型

水库等沟道防治工程、护岸工程。实现层层设防、沟坡兼治、泥沙不出沟

的目标。沟道治理工程技术发挥的主要作用是加固沟道河床,有效的拦截

贮蓄泥沙, 大程度的防止和减轻山坡洪水的减少及泥石流灾害的不利影

响,这一技术的主要意义是为了预防沟头的前进、沟道河床的下切、减缓

沟道上游河床的下切速度、科学合理的调节山洪洪峰流量,减少山洪或泥

石流中固体物质的含量,在对沟口的冲积锥不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1.4坝库工程技术。水土保持工程技术中的骨干坝、淤地坝、小型水

库工程技术主要意义是在沟道里起到上游拦截淤泥、下游蓄水灌溉的作用,

在沟道上建设的坝体,加上坝内所淤成的土地通常叫做坝地,建设淤地坝

发挥的作用在于有效的拦截泥淤地,因为淤地坝一般情况下是不具备长时

间贮蓄功能的,加上坝体本身对下游的灌溉要求就比较弱,这样一来随着

坝体内的淤积的面积每年都在大面积的增加,久而久之,坝体与坝地便能很

快的形成整体,形象的说来,这个整体可以看做是重力式的阻挡淤泥的墙壁,

减少反滤体排水设备的目的是为了有效的排出坝内的地下水,有效的防止

坝地的盐碱化程度,提高坝坡的稳定性。建设沟道坝系体系有效的拦截淤泥,

在有水源沟道可建小型水库,以实现拦、排、蓄、灌立体化治理模式。 

2 加强水土保持工程管理的措施 

2.1在我国相关的水土保持法律修订当中,应该增加与水土保持工程

管理工作的相关内容条款,对于应该旅行的管理机构、管理资金的来源要

给与明确的规定,这样任何部门的企业都不得互相推诿,而造成水土保持

工程的管理工作的纰漏。对于水土保持工程设施相关经费的安排,要规定

恰当比例的资金去进行维护以及修缮的工作,这样才可以保证工程设施在

使用过程中的功能性。 

2.2需结合其他行业管理机制,我国水土保持工程的管理工作可以借

鉴成功的行业管理机制,比如农、林等行业,当工程完工后,像其他行业一

样将管理权移交给相关的各部门,使得水土保持工程成为固定资产,这样

可以有效保障期得到保值以及获得增值的空间。水土保持工程在进展中所

获得的费用可以用来保障期日常看护和维护的费用所需。 

2.3水土保持工程的管理费用可以通过增加工程预算的形式来实现,

在工程的概算之中,按照工程自身的性质来规定其管理费用的多少,类似

于植物的管理措施费用,这是用来保证工程完工后能够实现工程管理的目

的,由于工程管理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其费用的支出也是不可减少

的,应该予以合理的方式获取额度恰当的管理经费。 

3 结束语 

水土保持的 终目的是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尽快从法律

和体制、机制上规范水土保持工程的管理行为,确保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投

资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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