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服务咨询   · 我的国科网   订阅   · 收藏夹

科技资讯 节能减排 新材料 海洋技术 新能源 环境保护 新药研发 现代农业 生物技术

军民两用 IT技术 

首页  科技频道  节能减排  海洋技术  环境保护  新药研发  新能源  新材料  现代农业  生物技术  论坛  

当前位置：科技频道首页 >> 现代农业 >> 土肥植保 >> 广东省典型水土流失区生态建设研究

     请输入查询关键词 科技频道  

成果摘要： 

1 课题来源与背景 该成果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957104)，国家科技部地方重大项目(G2000-D065)，广东省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960539、940478、980012)，广东省科技攻关项目(2KM065058、99M05005、9622043-01)及中科院

广州分院、广东省科学院青年基金及野外台站基金项目，广东省科学院、广东省水利厅资助项目、深圳市环保局、国家

环保总局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联合资助项目及广州市水利局委托项目等组成。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是中国跨世纪的战略目

标。该项目在多年围绕"广东省典型水土流失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这一方向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综合研究，融合各项目

成果的精华，试图从众多成果的特殊性中揭示出普遍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以进一

步充实水土保持学科理论与体系，为成果由点到面的 推广应用提供系统和综合的学科理论指导。2 技术原理及性能指

标通过野外调查及长期定位监测试验、室内分析、建立模型、模拟计算及绘 制专题图件，系统地综合研究广东典型小

流域、花岗岩崩岗、喀斯特溶蚀、水库库区、玄武岩台地坡面、开发建设项目及其机械夷平地等多种侵蚀类型的侵蚀过

程、特征和机理等，建立典型小流域土壤侵蚀动力学模型，全面揭示广东省水土流失的宏观区域分布和发生发展规律。

在学科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实践，在典型水土流失区试验研究水土保持技术，探讨生态建设模

式；在常规调查监测的基础上，应用RS、GIS等技术，通过数字地图、遥感影像以及其 它相关的数据资料，建立土壤

侵蚀数据库与图形库，进行区域水土流失现状分析与水土保持区划，划分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并用生态功能因子改进

现有的景观影响度，对侵蚀景观进行生态影响评价等。在不同侵蚀类型区建立了野外长期定位试验站，取得了大量的试

验监测数据；建立了典型小流域土壤侵蚀动力学模型，预测预报小流域水土流失；进一步探讨并完善了基于RS、GIS技

术 的土壤侵蚀量估算、水土保持规划和侵蚀景观的生态评价方法；求算全省土壤侵蚀综合指数与降雨 侵蚀力R值等指

标；试验研究水土保持技术与生态建设模式，并推广应用；综合采用RS、GIS技术，建立土壤侵蚀数据库和图形库，用

于分析描述区域水土流失发生发展规律，并绘制各种专题图件。编写、参与编写专著4部，公开发表论文60多编，培养

博士3名。3 技术的创造性与先进性 总体构思新颖，研究体系完整，数据充足。从典型小流域到典型侵蚀区，从丘陵山

区到城市地区，从点上到面上，集小区试验与大区调查、理论与实践、微观与宏观于一体，并综合运用多学科交叉的方

法；在土壤侵蚀动力学模型、花岗岩崩岗和玄武岩台地侵蚀等方面有所创新；采用RS、GIS等技术，建立土壤侵蚀数据

库与图形库， 进行区域水土保持区划、侵蚀景观的生态影响评价以及各种专题图件的绘制。水土保持技术针对性强，

应用范围广，效益显著。4 技术的成熟程度，适用范围和安全性该成果可向政府部门提供相关的决策支持，并且直接服

务于该区域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提供定量化数据和实用技术。对全国类似地区开展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有一定的指导作

用，对其他地区开 展类似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土壤侵蚀、水土保持技术与生态建设模式研究结果在不同 的

地区有差异，各地必须结合该区域的具体情况，参照应用。成果可促进环境的改善，对环境无不良影响。5 应用情况及

存在问题该成果可作为广东省水土流失治理与生态建设的决策依据与技术支撑，用于指导该区域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为全国类似地区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提供借鉴，还可为有关科研人员提供参考。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

都存在不足之处，方法上亦不够成熟。因此，在理论上有待深入，各种实用方法与技术尚需不断充实与完善，特别是基

于RS和GIS技术的土壤侵蚀的定量化研究，不同侵蚀类型区的水土保持技术与生态建设措施，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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