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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在北京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作用

  北京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都, 又是向现代化目标快速发展的国际化大都市, 良好的生态系统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北京赢

得了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新理念, 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政府已明确提出, 建设首都生

态屏障,实现首都青山、碧水、绿地、蓝天和建成生态城市是北京发展的目标。  

  1 危及生态环境的突出问题 

  北京全市总面积1万6800km2, 地处华北平原北端, 属半干早半湿润地区。由于地处燕山山脉与太行山脉交汇地带, 山高坡陡, 土层浅薄, 

植被覆盖率不高, 同时受季风气候控制, 降雨时空分布不均, 春季干旱少雨, 汛期降雨集中。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 由于山区开矿、修

路、挖砂、采石、建度假村和别墅区及不合理的人工设施建设, 导致土壤的加速侵蚀和局部环境的极度恶化。干旱、水资源短缺、沙尘暴活

动频繁以及水土流失严重等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北京市经济发展和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主要因素之一。 

  (1)干旱。北京素有“十年九旱”之称。据新中国成立前580年史料记载(1368-1948年),共发生较大旱灾407次,基本上是3年2次。近几年

来, 1999年则是北京历史上少有的干旱年份,讯期降雨量仅225mm,只及多年同期平均降雨量的49%；2000年全年降雨为435mm,虽比1999年有所

增加, 仍比多年同期减少33%。 

  (2)水资源短缺。北京是一个严重缺水城市, 水资源短缺, 已成为影响和制约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根据市水务部门关于《北京

市水中长期供求计划报告》预测,市域尤其是市区缺水自2000年至2010年乃至2030年还将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 

  (3)沙尘暴频繁。据史书记载, 北京早在元代就出现了沙尘暴, 历经元、明、清三代而不断。民国年间, 北京的风沙活动进一步加强, 在

北京城郊甚至出现了流沙堆积。1949年全国解放后, 北京的风沙活动一直没有间断。20世纪50年代,北京平均年风沙活动达60.5d；到了60年

代,风沙活动突然增多, 每年风沙活动为26d；70到80年代之间, 风沙活动时强时弱。90年代北京的沙尘暴活动有所缓和。沙尘暴的频繁活动

已经成为危机北京生态环境安全的严重问题。 

  (4)水土流失严重。北京水土流失严重, 多年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1200-1600t/km2。 

  2 水土保持在保障生态安全中的作用 

  (1)保护生态屏障。土壤和绿色植物是保障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当绿色植物遭到破坏时, 即是生态系统失衡的开始。当土壤层被完全流

失时, 也丧失了植被再生的基础, 导致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破坏了生态安全。加强水土保持, 大力植树种草, 扩大绿色植被；治理水土流失, 

防治泥沙危害, 是保证生态安全的根本。 

  (2)涵养水源蓄水保墒改善水环境。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既增加了区域水资源数量, 又提高了质量。通过采用水土保持措施可以拦蓄雨

水, 涵养水源。同时, 有效减少水中泥沙和其他杂质, 起到净化水源、改善水环境的作用。据调查表明, 新中国成立50年来, 各项水保措施

累计拦截泥沙13亿t, 经过治理的流域拦沙效益都在60%-70%左右。 

  (3)改善生态环境, 提高抗灾减灾能力。严重的水土流失是诱发灾害和加剧灾害规模与程度的重要原因。水土保持措施可提高环境的抗灾

能力, 起到降低灾害频率、减轻灾情的作用, 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以避免灾害的发生。治理区的林草覆盖率平均提高20%-30%,削减洪峰50%；

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了20%-30%,土地利用指数提高30%-35%。对水土保持减灾作用的调查表明,在1991年和1998年的特大洪涝灾害中, 经过综

合治理的小流域, 都发挥出巨大的抗灾减灾作用。 

  (4)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坚持以小流域为单元, 山水林田路统一规划, 以村户治理和管护为基础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把小流域作为一个系

统加以研究, 运用系统工程理论, 结合流域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状况, 对小流域内的农林牧副渔各业的比例进行科学的调整, 使其经济和产

业结构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不仅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 而且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有利于保护环

境和维护生态平衡。 

  3 北京在水土保持生态环境中取得的成就 

  几年来, 北京市水土保持工作贯彻“预防为主, 全面规划, 综合治理, 因地制宜, 加强管理, 注重效益”的指导方针, 以防治水土流

失、改善生态环境为中心, 以保护首都饮用水源、自然和人文景观为重点, 以提高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为目的,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土壤侵蚀模数由2500t/km2降低到1500t/km2。尤其是市政府针对1997年严重干旱暴露的问题,大搞山区水利富民工程以来, 出台了一系列的治

理开发“四荒”资源的优惠政策, 一律落实土地延包期30-50年不变。通过小流域综合治理,实施水利富民, 综合开发, 北京市水土保持呈现

出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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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济效益。北京各典型小流域经过治理后, 农林牧副渔各业得到全面发展, 结构趋于合理, 当地收入有所提高。 

  (2)生态效益。北京各小流域治理后效益十分明显, 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 控制了水土流失, 提高了森林覆盖率,防洪抗灾能力得到加

强。提高了流域内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提高了生物多样化, 美化了环境, 净化了空气。如密云、怀柔两座水库的治理, 有效地减少了入库泥

沙对水库的淤积和由土壤侵蚀带来的水质污染, 特别为延长水库寿命, 确保水质达到国家地表水Ⅱ类标准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水土流失治

理, 土地利用指数提高了30%-35%。 

  (3)社会效益。通过综合治理,各小流域都获得了较大的社会效益。部分小流域在治理的基础上,发展了林牧区、林果区、果粮区三大经济

区和采矿、建筑、工业和旅游等多种开发项目。如黄峪口小流域的高标准、高效益、多功能、全方位的治理模式, 将小农经济推向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同时减少了灾害频率, 保护了水库水源免受污染, 保障了大城市的饮用水卫生安全；

治理后耕地集中, 节省了劳力, 推动了外出搞建筑行业的发展和旅游业的发展；治理后, 森林覆盖率大大提高, 青山绿水, 空气清新, 吸引

了青少年来水土保持科学示范区考察。 

  4 结论与建议 

  (1)水土保持投入资金偏低, 应加大水土保持投资力度。当前, 北京虽然加大了对水土保持的投资力度和采取了各种的优惠政策,“以山

水林田路全面规划, 综合治理”,“水利富民、五小水利水保工程”为代表的小流域综合治理开发, 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

是, 政府的投资力度不大。投资较少必然导致工程标准偏低, 北京地区坡面工程一般采用10-20年洪水设计标准, 骨干工程采用30年一遇洪水

设计标准。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力度较大, 工程标淮相应较高。水土保持不仅关系北京的生态安全, 更直接影响我国“绿色奥运”的实

现, 政府应当继续增加投资的力度, 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地搞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 

  (2)监督执法相对薄弱, 应强化法制观念意识和执法力度。当前, 在水土保持领域中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的情况时有发生, 要解决这个问

题, 除了加强执法机构的建设,强化法制监督外, 也应增强每个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意识。目前, 某些治理过的区域仍存在再次被破坏的现象, 

其根本原因在于有些群众有法不依, 政府监督机制薄弱, 执法不严。管理部门的宣传还有待加强。因此, 应当继续加大有关法规和环境保护

的执法力度, 扩大宣传, 应当特别加强向广大民众的宣传。可以效仿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 每年增加专门的预算开支, 采用印刷材料或通过

新闻煤体等方式向广大民众做好水土保护宣传, 使水土保持深入人心,加强群众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3)水土保持工作要坚持生态效益与社会经济效益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土保持既要以生态效益为中心, 又要兼顾经济效益。水土保持生态

环境建设, 总体规划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来取得单纯的经济效益, 然而没有经济效益就没有群众的积极性, 那么建设成果就难以巩固, 生态

效益就难以维持长久。水土保持也应改变简单的闸沟垫地等形式, 要体现人文和景观学, 美化和谐生态环境。目前, 由于投资偏低, 有些水

土保持措施虽然起到了水土保持作用,但是有些工程措施与环境格格不入, 破坏了环境美感。作为大都市的北京, 水土保持作为生态环境建设

与实现“绿色奥运”的基础, 治理观念应当有所改变, 更多的重视水土保持措施与周围环境的和谐。 

  (4)从保障生态安全和实现“绿色奥运”的战略角度出发, 做好北京水土保持工作。生态安全一旦遭到破坏, 不仅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 

而且会直接威胁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我国首次将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作为一项战略目标,就是要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上升到与民族兴衰和国家

存亡这个高度来对待。 

  水土保持是提高土地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的结合点,它是山区粮、果、畜及其他综合开发的牵动性工程, 是山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

重要内容, 是调动农民开发建设山区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是山区农民尽快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是山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是推动

山区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措施。 

  作者简介：李冬杰（1978-）, 女, 硕士研究生。 

  来源：《北京水利》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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