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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区概况

天星桥小流域位于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境内袁位于105毅
45忆05义~106毅12忆18义E尧28毅31忆25义~28毅31忆34义N曰 海拔最高
1 448.6 m袁最低 234.0 m袁平均 1 215.5 m曰总土地面积 21.44
km2遥 它属长江流域赤水河水系赤水河干流的土城段左岸袁
直接汇入赤水河遥属新构造运动强烈尧近期不断隆起的贵州
高原北部边缘袁大娄山系西北坡袁原始高原面与四川盆地南
缘接壤的过渡地带遥在三叠系晚期袁地壳升起袁陆相沉积袁形
成侏罗系和白垩系地层遥小流域属于中山峡谷地貌类型袁地
形多属侵蚀构造型遥小流域内土壤类型复杂多样袁主要土壤
类型有山地紫色土尧水稻土袁土层厚度在 30~70 cm遥 由于受
地形形成条件的制约袁该区地带性土壤尧非地带性土壤和耕
作土壤呈交叉分布遥气候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袁气候温
和袁雨量充沛袁光照充足袁雨热同季袁无霜期较长遥 据该县气
象资料表明袁多年平均气温为 18 益袁年平均无霜期 350 d袁
平均日照时数为 1 698.7 h袁年活动积温 4 776 益袁降雨多集
中在5~9月袁 占全年降雨量的 58.9 %袁 平均河网密度为 312
m/km2袁平均年相对湿度 74 %遥 区内西高东低袁年径流量
为 3.99万m3袁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915 mm遥

天星桥小流域治理工程项目属于第七野 长治冶工程建设
项目袁于 2004年开工建设袁2005年建设完工投入运行管理遥
为了研究治理后的水土保持综合效益袁 探索小流域综合治
理的水土保持监测手段和方法袁2005年初习水县水利局委
托遵义市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站袁 对天星桥小流域进行
了水土流失的监测工作遥
2 水土保持监测

2.1 监测原则

渊 1冤系统性院遵循野 三全一综合冶原则渊 即全过程尧全方位
全面的质量管理袁综合运用常规方法和先进监测技术冤遥

渊 2冤科学性院应充分体现监测内容和监测方法的科学性遥
渊 3冤实用性院在天星桥小流域内根据各种水土保持措施

布设相应监测设施袁 要充分体现监测方法的实用性和可操
作性遥

渊 4冤标准化院标准化尧规范化是监测工作的基础和前提袁
应贯穿天星桥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动态监测的始终遥
2.2 监测内容 径流小区监测指标院径流量尧泥沙量尧植被
类型尧植被覆盖度尧植被郁闭度尧植株平均高度遥

雨量站监测指标院降雨历时尧降雨日数尧降雨量和降雨强度遥
植物样方监测指标院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袁植株高尧胸

径尧地径尧郁闭度尧覆盖度和物种种类遥
农户监测指标院家庭人口尧劳力及从事农业生产劳力尧

耕地面积及基本农田面积尧果园面积尧经济林面积尧自留山
和承包山地面积尧农作物产量尧果品产量尧家禽家畜数量及
饲料来源尧主要经济来源尧人均纯收入和劳动生产率尧产品
价格尧生活支出和农产品商品产值等遥
2.3 监测方法 地面观测法院地面观测法指在选定的典型
小流域内布设监测设施袁 通过持续的观测获取相关信息数
据的手段遥 径流量尧泥沙量采用径流小区观测法进行曰降雨
历时尧降雨日数尧降雨量尧降雨强度采用雨量计进行监测遥

调查方法院调查监测是指采用询问尧收集资料尧典型调
查尧重点调查尧普查和抽样调查等方式袁获取小流域内典型
农户尧植物样方尧作物样方和小流域自然尧社会和经济条件
等方面的资料信息遥 天星桥小流域内植被类型尧植被覆盖
度尧植被郁闭度尧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尧植株高度尧胸径尧地
径袁物种种类采用样方调查进行监测曰典型农户采用询问调
查和收集资料的方法进行监测遥
2.4 监测频率 径流小区院径流量尧泥沙量在每年汛期每
次降雨后取水样进行分析曰植被类型尧植被覆盖度尧植被郁
闭度尧植株平均高度每年调查 1次遥

雨量站观测院在降雨过程中有间歇时袁当间歇时间超过
15 min后袁间歇前后作 2次降水记录曰间歇时间臆15 min袁则
作为 1次降水记录袁并且在降雨结束后及时观测曰在遇到少
雨或无雨的天气袁每天早 8院00观测 1次即可遥

小流域的典型农户监测 1年进行 1次袁植物样方调查在
夏季进行 1次遥
3 监测结果及分析

3.1 小流域基本情况 2005年底和 2006年 11 月遵义市
水土保持监测站对该小流域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遥 调查
内容为各类土地利用面积袁水土流失面积尧强度袁植被类型
及覆盖度袁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袁总劳力和农业劳力袁人
口尧户数和人均耕地袁农村各业产值袁人均年产值袁人均年收
入袁粮食总产量袁粮食单产袁人均占有粮袁人均居住面积等遥
将调查结果进行了对比渊 表 1冤遥
3.2 结果与分析

3.2.1 小流域基本情况分析遥 表 1表明袁 农村各业总产值
2006年比 2005年增加了 32.87万元袁增长 4.6 %曰森林覆盖
率尧 植被覆盖率有所提高袁 森林覆盖率从 19.53 %提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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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赤水河流域天星桥小流域实施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工程进行了生态效益的监测分析遥结果表明院进行水土流失治理使
该小流域内水土流失得到了明显的控制袁提高了森林覆盖率袁改善了生态环境袁并且改善了流域内农户的生活尧生产条件袁提高了农
民收入遥
关键词 小流域曰水土保持曰生态效益曰监测
中图分类号 F32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渊 2007冤17-05267-02

安徽农业科学袁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粤灶澡怎蚤 粤早则蚤援 杂糟蚤援 圆园园7袁35渊17冤院5267-5268袁5312 责任编辑 张杨林 责任校对 王 淼



22.58 %袁植被覆盖率从 36.94 %提高到 38.84 %曰水土流失
侵蚀强度逐年减轻曰林地覆盖度增加遥但粮食总产量和上年
相比减少了 0.83万 kg袁通过调查访问袁农民反映主要是由
于 2006年多年难遇的旱情所造成遥
3.2.2 典型农户调查分析遥 在治理小流域内将农户按经济
水平分成好尧中尧差 3档袁然后每档进行随机抽样袁共选择
10户农户进行跟踪调查遥 其中经济水平好的选择 3户袁中
的选择 4户袁差的选择 3户遥选择的典型农户总体上能够代
表当地的生产方式和各档次的生活水平袁 他们经营的地块
安排了治理措施遥 2005年底在该小流域内确定了典型农户
并进行调查袁2006年 11月份对该小流域的典型农户继续

进行访问调查遥
调查结果显示院该小流域内人口变化不明显袁各典型农

户占有各类土地的数量不变遥图 1和图 2显示院各典型农户
2006年的粮食总产量和 2005年相比均有所减少袁 每户平
均减少了 43 kg袁减产主要是由 2006年干旱所致遥 而各典型
农户对农业的投入均有所加大袁主要是农户增加了对抗旱的
投入遥各典型农户人均纯收入总体上呈增加的趋势袁主要是
由养殖业和副业收入的增加表现出来的遥 说明该小流域通
过实施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后袁 农业产业结构得到了一定的
调整袁从以前的依靠第一产业为主向第二尧第三产业转变遥
从总体上来说袁该小流域实施治理后袁节约了部分农村劳动

力袁使得剩余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袁农民的总体收入得到
增加袁人均纯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遥
3.2.3 径流小区观测分析遥2006年是旱情非常严重的一年袁
在该小流域整个汛期共收集 6次数据袁致使 2006年小流域
的土壤侵蚀模数偏小遥在该小流域内共布设 4组径流小区袁
统计得出第 1组径流小区共收集到泥沙 14 513.46 g袁可得实
施水保林后水保林类型区的年均土壤侵蚀模数为145.13
t/渊 km2窑年冤曰荒山荒坡第 2组共收集到泥沙量 8 547.12 g袁可得
荒山荒坡上的年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85.47 t/渊 km2窑年冤曰 坡耕
地中两个径流小区为第 3组共收集到泥沙量 15 581.99 g袁可
得坡耕地上的年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155.82 t/渊 km2窑年冤曰封
禁治理区即第 4组径流小区共收集到泥沙量 6 809.21 g袁可
得封禁治理区的年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68.09 t/渊 km2窑年冤遥

通过以上各个类型区的侵蚀模数可以得出该小流域实

施治理后减少的水土流失量袁计算公式为院
吟s=吟s1-吟s2

式中院吟s 为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后减少的水土流失量渊 t冤曰s1
为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前的水土流失量 渊 t冤曰s2为实施水土保
持后的水土流失量渊 t冤遥

经计算实施水保林后减少水土流失量 26.41 t曰实施坡改
梯后减少水土流失量 66.35 t曰实施封禁治理后减少水土流失

量 114.64 t遥 整个小流域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后 2006年共减
少水土流失量 207.40 t遥同时还可以看出坡耕地水土流失最
为严重遥
3.2.4 植物样方调查分析遥2006年 11月份对该小流域进行
了植物样方调查袁 所调查植物样方类型有封禁治理尧 水保
林尧经果林遥调查内容包括造林成活率尧地径尧胸径尧植株高尧
郁闭度尧植被覆盖度尧植物种类等遥

经调查袁该小流域实施的水保林保存率为 80.5 %袁平均每
丛萌发 7株袁平均地径 2.1 cm袁平均株高 3.15 m袁覆盖度 26 %袁
长势较好曰所实施的经果林保存率为 41.67 %袁平均地径 1.2
cm袁植株最高 100 cm袁最矮 14 cm袁覆盖度 2 % 袁长势较差曰
封禁治理树种 7种袁优势种以柏木为主袁样方中 115株柏木
占 27株袁占总数的 24 %袁植被覆盖度 95 %袁另外通过现场
样方调查还发现样方内有很多刚萌发的柏木树种袁 说明通
过封禁治理能有效地提高地面植被的覆盖度袁 增加物种多
样性遥
4 结论与建议

经分析袁通过对该小流域进行水土流失治理袁该小流域
内水土流失得到了明显的控制袁较大地提高了森林覆盖率袁
改善了生态环境曰并改善了流域内农户的生活尧生产条件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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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及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遥 还要采用先进技术设备从加工
处理等环节进行优化遥这样才能最终使流通通畅袁推进农业
产业化经营袁实现生产规模化尧专业化袁加工深入化尧销售批
量化袁提高生产的效率遥
3.4 提高农产品加工水平袁增加农产品科技含量袁创建民
族品牌 提高农产品的加工水平袁能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曰加
大科技在生产加工环节的投入袁最终都会体现在产品竞争
力的提高上曰提高产品的包装水平袁能较好地做好产品的营
销曰品牌是商品的名片袁同质量尧同包装尧同服务尧不同品牌
的商品在价格上会产生巨大的差别渊 表 1冤遥

3.5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袁加快标准化体系建设的步伐 加

强铁路尧公路尧水运尧航空等设施的建设袁对于促进物流与商
流的协调发展袁具有重大的意义遥这样可以减弱物流对商流
的制约作用袁避免物流原因造成农产品商流难以进行的尴
尬局面遥

加快建立与国际相互认证的标准化体系袁 是开展农产
品国际贸易的重要环节遥 我国正在逐步健全农产品加工制
品标准袁完善检测手段袁并加强农产品加工过程中的质量安
全监督遥 我国在各地设立认证中心袁 强制推行食品安全认
证袁并于 1998年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批注成立了中国质量体
系认证机构国家认可委员会渊 CNACR冤袁在国际认可论坛大
会上首批签署了国际认可多边承认协议遥 这标志着取得中
国 CNACR认可证书袁就取得了国际同行的认可袁在质量上
实现了与国际的接轨遥
3.6 培养有理论基础尧技术过硬的复合型人才 人们在对

农林院校的认识上一直存在着某些误区袁 许多人尤其是农
村的学生在选择专业时袁往往都避开农林专业遥其原因一是
害怕将来工作环境艰苦袁二是由于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袁不愿
回到农村遥 而如今袁农村推进小城镇建设袁农林工作人员的
收入与工作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袁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袁

国家教育政策的倾斜袁也为农林专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强的
吸引力袁这些以前的冷门专业逐渐热起来遥 目前袁农林专业
甚至与农产品相关的如植物保护尧食品加工尧食品安全尧食
品化工等专业也日益火爆遥 大量专业人才的培养为整合农
业资源尧优化农产品结构尧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尧保证农产品
食品安全尧发展农产品贸易尧优化农产品流通体系有着极为
深远的影响遥
4 展望

4.1 国内市场广阔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袁国内的需求市
场随着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扩大袁 特别是近年
来呈现出对中高端产品的大量需求袁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
了广阔的空间袁这对于优化我国现有的农产品流通体系袁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遥
4.2 国际市场不断拓展 据专家预测袁 在今后的 5~10年
里袁中国农产品出口将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遥到 2010年袁中
国农产品出口额将达到 400亿美元以上遥 国际市场的需求
解决了大量农产品的销路问题袁 给构造畅通的农产品流通
体系提供了有利条件遥
4.3 企业实力不断增强 许多国内企业引入先进的技术

设备尧管理方法袁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实力袁推广野 公司+基
地冶等农产品生产经营模式袁建立标准化生产和加工体系袁
保证农产品品质遥 这对农产品的收购尧加工尧流通起到了支
持作用遥企业自身的发展袁对加快优化农产品流通体系起到
了很好的促进作用遥
4.4 国家对农产品流通逐渐重视 国家对内从税收尧法
律尧资产等多方面对农业进行扶持袁开展了信息扶农尧商标
兴农尧合同帮农等一系列助农活动袁促进了农产品流通体系
的建设曰对外加大谈判和磋商力度袁为扩大农产品出口提供
宽松尧公平的国际环境袁对企业进行政策尧资金补贴等多方
面资助袁支持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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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白砂糖产品调查

400 g白
砂糖价
值椅元

加工渊 宣
传冤成
本椅元

包装成
本椅元 加工渊 宣传冤

贡献率椅% 包装贡献
率椅%

直接出售 2.0 0 0 0 0
初级包装 2.5 0 0.05 0 22.5
深加工适度包装 5.8 0.5 0.30 84.0 56.0
品牌精品包装 6.9耀12.0 1.0 0.50 113.3耀283.3 56.7耀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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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农民收入遥但同时因治理完成后缺乏管理袁致使实施
的经果林保存率低袁长势不明显袁应加强后期管理遥

水土流失的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袁 治理措施的
实施必须使当地生态系统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

益袁而且要有实施的可行性并符合动态规律袁避免盲目的短
期行为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袁实现小流域综合治理生态尧经
济尧社会三大效益的充分发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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