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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水土保持规划中重点防治区的划定
� � � 以广州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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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重点防治区的划定是区域水土保持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广州市为例,在区域水土流失综合调

查的基础上,确定重点防治区划分的原则和依据, 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基础资料, 以镇为基本单元, 在广州

市范围内划定 4 个重点治理区, 3 个重点监督区和 2 个重点预防保护区, 并指出各区的重点防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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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limit ing of key zones for soil and water loss control is an important work during soil and w ater conser-

vation plan. It is dif ferent from delimit ing of type zones for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 ion w ith an important directive

signif icat ion for recent conservat ion. With a case of Guangzhou city, based on comprehensive invest igat ion of soil

loss and correlat ive data, the key zones for soil and w ater loss control w ere delimited, including 4 key harness

zones, 3 key supervised zones and 2 protected zones. The control directions of everyone w ere also indicated.

Keywords: soi 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lan; key zones for soil loss control; Guangzhou city

� � 1998年,我国政府批准实施�全国生态环境建设

规划�,把水土保持作为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工程江

河治理的根本措施, 部署了水土保持工作,极大地加

快了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进程[ 1]。随即各级地方政

府纷纷开展各自区域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规划工作。

水土保持分区是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规划的重要

组成部分,水土保持分区是指根据区域的水土流失状

况,并考虑水土保持现状和社会经济发展对水土资源

环境的需求与影响, 在相应区域划定的具有特定水土

保持功能的、有利于水土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

的单元,以便在水土保持分区的基础上进行宏观的水

土保持规划指导。根据国家水利部�水土保持规划编

制暂行规定�( 2000)的要求, 水土保持分区主要包括

2部分内容: ( 1) 进行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分区划分,

即对规划区范围内划出重点治理区、重点监督区和重

点预防保护区( � 三区�划分) ; ( 2) 类型区的划分, 即

进行水土保持区划, 该区划是属于专题性区划, 必须

服从该区域总体规划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与其它

相关专业性区划相协调。重点防治区划分与类型区

划分有相似之处,都是在区域水土流失综合调查的基

础上,根据规划范围内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资源状

况、社会经济和水土流失特点划分不同的区域单元;

但二者又有很大区别,重点防治区划分主要是确定区

域内近期开展水土流失防治工作的重点范围, 重点防

治区不应覆盖整个规划区范围,而水土保持区划是对

整个规划范围进行类型区划分,以便在更长远的时间

段上对区域水土保持方向进行宏观指导。

本文以广州市为例,探讨区域水土保持规划中重

点防治区的划分问题。

1 � 区域概况及水土流失现状

广州市位于东经 112�57�� 114�13�, 北纬 22�

26�� 23�56�,地处广东省的中南部珠江三角洲的中心

腹地,总面积 7 434. 4 km2, 总人口为 6. 74 � 106 多,

1999年广州市国内生产总值 2. 06 � 1011元, 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达 3. 04 � 104元。广州市是广东省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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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和信息的中心。

� � 广州市属南亚热带典型的季风海洋气候,地势大

致是东北部高,西南部和南部低, 呈东北向西南和南

部倾斜状态。成土母质主要有第四纪河流堆积红土、

红色岩系、花岗岩、砂页岩和变质砂页岩等。主要土

壤类型包括:赤红壤、红壤、山地黄壤、红色石灰土和

海(河)冲积土。地带性植被为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

叶林,但天然林已极少, 山地丘陵次生林和人工林大

量出现, 针阔叶混交林和针叶林面积逐渐扩大, 甚至

还出现大面积的稀树草坡[ 2]。

表 1 � 广州市水土流失类型分类分级面积统计 hm2

总侵蚀面积 2 858. 531 1 451. 289 2 754. 711 9 444. 406 8 332. 697 24 841. 63

面蚀

轻度 0. 000 0. 000 0. 000 144. 271 236. 268 380. 539

中度 13. 201 144. 206 0. 000 65. 346 151. 930 374. 701

强度 16. 562 0. 000 0. 000 0. 000 12. 517 29. 079

小计 29. 763 144. 206 0. 000 209. 635 400. 715 784. 319

沟蚀

轻度 108. 803 158. 852 53. 363 2 208. 089 2 964. 932 5 464. 039

中度 530. 596 327. 818 650. 077 2 908. 724 3 926. 288 8 343. 503

强度 19. 898 0. 000 394. 830 531. 766 32. 429 978. 923

极强 0. 000 0. 000 142. 102 0. 000 0. 000 142. 102

小计 659. 297 486. 670 1 240. 372 5 648. 579 6 923. 649 14 958. 570

自然侵蚀面积 合计 689. 060 630. 876 1 240. 372 5 858. 214 7 324. 364 15 742. 890

采石取土

中度 80. 412 0. 000 0. 192 16. 181 0. 000 96. 785

强度 833. 133 137. 732 726. 088 240. 194 337. 954 2 275. 101

极强 0. 000 0. 000 106. 834 0. 000 0. 000 106. 834

剧烈 0. 000 0. 000 38. 065 0. 000 0. 000 38. 065

小计 913. 545 137. 732 871. 179 256. 375 337. 954 2 516. 785

修路

中度 0. 000 0. 000 65. 939 79. 415 0. 000 145. 354

强度 170. 649 37. 156 116. 441 160. 312 91. 486 576. 044

小计 170. 649 37. 156 182. 380 239. 727 91. 486 721. 044

开发区

中度 354. 608 102. 820 0. 000 161. 398 0. 000 618. 826

强度 714. 524 457. 048 246. 816 1 119. 386 518. 077 3 055. 851

极强 0. 000 0. 000 213. 964 449. 662 0. 000 663. 626

小计 1 069. 132 559. 868 460. 780 1 730. 446 518. 077 4 338. 303

坡耕地

轻度 0. 000 0. 000 0. 000 470. 094 60. 816 530. 910

中度 16. 145 85. 657 0. 000 812. 310 0. 000 914. 112

强度 0. 000 0. 000 0. 000 77. 240 0. 000 77. 240

小计 16. 154 85. 657 0. 000 1 359. 644 60. 816 1 522. 262

人为侵蚀面积 合计 2 169. 471 820. 413 1 514. 339 3 586. 192 1 008. 333 9 098. 748

� � 注: � 广州市区不包括番禺、花都区; � 资料来源为广东省水利厅�广东省土壤侵蚀遥感调查� , 1999.

� � 根据广东省 1999年土壤侵蚀遥感调查的结果

(表 1) , 广州市全市范围内共有水土流失面积为

248. 42 km
2
,占广州市土地总面积的 3. 34%, 其中自

然侵蚀为 157. 43 km
2
, 人为侵蚀为 90. 99 km

2
, 分别

占广州市水土流失面积的 63. 4% , 36. 6%。从面积

比例来看,广州市水土流失中自然侵蚀面积所占的比

重较大,接近总水土流失面积 2/ 3, 但人为侵蚀的类

型复杂多样,侵蚀强度与危害程度更大; 从侵蚀强度

看,广州市面蚀以轻度、中度侵蚀为主, 而沟蚀从轻度

到极强侵蚀均有分布,因此无论是从侵蚀面积还是从

侵蚀强度来看,都要对沟蚀加以高度重视,避免其向

更严重的水土流失类型(如,崩岗、滑坡)发展。人为

侵蚀中, 修路造成的水土流失以强度侵蚀为主, 坡耕

地侵蚀以轻度和中度为主;采石取土造成的水土流失

以强度侵蚀为主, 侵蚀模数在 5 000~ 8 000 t / ( km
2�

a)之间,特别是花都的采石取土造成的水土流失有的

地方已经达到极强甚至剧烈的程度;开发区建设产生

的水土流失也以强度侵蚀为主,开发区建设与采石取

土在广州都属于比较严重的水土流失类型,并且侵蚀

强度时空差异很大。

2 � 重点防治区划分的原则和依据

2. 1 � 划分原则

进行广州市水土保持�三区�划分除了要遵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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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一般性原则, 即区内相似性和区间相异性原则

外,还应遵循以下有关原则:

( 1) 可持续发展原则:重点防治区划分应与区域

水土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及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相结合,

并根据水土资源环境的可承受能力,合理开发利用水

土资源,并留有余地,保护当代和后代赖以生存的水

土环境,保障生态环境的结构和功能, 促进社会经济

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2) 可操作性原则: 必须结合水

土流失现状与用地现状, 与水土保持区划相一致, 做

到分区功能明确,边界清晰合理, 保留镇级行政单元

的完整性,以便于水土保持分类指导以及实施水土保

持措施与管理。( 3) 突出重点原则:重点防治区的划

分应突出 2 个重点: � 规划范围内当前水土保持治

理、监督与预防保护的重点区域; � 突出各分区内部
重点防治内容。

2. 2 � 主要依据

广州市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划分主要依据水

土流失现状综合调查基本情况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基础图件以及遥感数据等,主要有广州市水土流失调

查报告、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1996)、广州市土地利

用现状总体规划、广州市农业保护用地规划图、广州

市水土流失现状图、广州卫星影像图、广州市水源保

护区划分、广州水系分布图、广州市地形图、�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管理办法�(水利部、国家计委、国家环保局[ 1994] 513

号文)。

3 � 广州市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

各重点防治区的范围及重点防治内容见图 1。

3. 1 � 重点治理区

已经发生严重水土流失, 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破

坏的地区划为重点治理区。重点治理区通常是采石

取土、道路建设及开发区建设等人为因素造成的较严

重的水土流失地区以及水土流失强度有不断加大的

危险的地区。

广州市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包括以下几个区域:

( 1) 市区东北部重点治理区( Z1)。包括白云区的九

佛、钟落潭、良田、太和、萝岗;天河区的沙河、东圃等

7个镇。重点治理以采石取土、开发区建设、修路等

人为侵蚀为主。( 2) 番禺南沙重点治理区( Z2)。包括

番禺南沙镇范围内, 主要是以黄山鲁(海拔 295 m)为

中心的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带。重点治理主要为

石矿开采后遗留下来的开采迹地、矿坑等严重影响景

观的破坏面。( 3) 西北部重点治理区( Z3)。包括花都

区的赤泥、狮岭、芙蓉、梯面;从化市的鳌头、龙潭等 6

个镇。主要是采石取土、瓷泥矿开采、修路等人为侵

蚀,以及以沟蚀为主的部分自然侵蚀。( 4) 流溪河中

游重点治理区( Z4)。包括从化市的神岗、街口、城郊、

温泉、江埔、灌村、桃园等 7 个镇。神岗、街口、城郊、

温泉 4镇重点治理公路、河流沿线的人为侵蚀,江埔、

灌村、桃园 3个镇重点治理以沟蚀、面蚀为主的山地

自然水土流失。

图 1� 广州市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

3. 2 � 重点监督区

在城市开发建设中具有水土流失潜在危险的地

区。已建成区、开发在建区和列入城市建设规划但尚

未动工的地区,均应列入重点监督区范围。尤其是一

些开发区建设相对集中的地方,大面积连片准备大规

模开发的地区,人为活动强烈、自然环境相对脆弱、极

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地区。重点监督区通常位于城乡

结合部或城市扩展迅速的地区。

重点监督区包括: 京广沿线重点监督区、增城

324国道沿线重点监督区、东南部重点监督区。

( 1) 京广沿线重点监督区( J1 )。包括白云区的

石井、新市、江高、蚌湖、龙归、雅瑶、神山、人和、竹料

及花都的新华等 10个镇。交通干线密集地区, 城市

建设发展比较迅速, 应注意做好水土流失重点监督。

( 2) 增城324国道沿线重点监督区( J2)。包括增城市

的镇龙、永和、中新、朱村、荔城等 5个镇。监督对象

(下转第 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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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 厚层基材的主要化学指标 � 对坡面植被生长

有重要影响的化学指标包括厚层基材的有效养分、

pH 值、阳离子代换量( CEC)等。表 3为厚层基材的

一些主要化学指标。

表 3� 厚层基材的主要化学指标

有效氮/

( mg�kg- 1 )

有效磷/
( mg / kg)

有效钾/
%

pH 值
CEC

( cmol�kg- 1 )

4. 07 183 0. 18 7. 38 41. 6

� � 由表 3知, 厚层基材的有效养分含量都远高于优

良的耕作土壤, pH 值处于中性状态( 6. 5~ 7. 5) ,阳离

子代换量大于 20 cmol/ kg[ 7] , 属于保肥能力强的基

质,而且,由于厚层基材主要为含丰富有机质的高原

泥炭组成, 故可源源不断提供给植物生长所需的养

分,完全可以满足植物长期生长的需要。

5 � 结 � 论

( 1) 采用厚层基材喷射技术对岩石边坡进行生

态防护是可行的, 厚层基材能够经受暴雨的冲刷,

BPR混合草种可以迅速地覆盖坡面, 起到稳定边坡

浅层的作用;

( 2) 厚层基材喷射种植基各组分的配合比例比

较合理, 厚层基材的主要物理、化学性质均能达到植

物正常生长所要求的标准。

(上接第 40页)

主要是 324国道沿线开发区的建设裸露地表产生的

人为水土流失。( 3) 东南部重点监督区( J3 )。包括黄

埔区(长洲镇除外)及番禺区的化龙、新造、南村、大

石、钟村、市桥、石基 7个镇。该区地势平坦,城市建

设后备用地比较充足,房地产及城市基础建设发展较

为迅速。

3. 3 � 重点预防保护区

自然资源相对集中, 对整个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和

可持续发展关系密切的地区归入保护区。水土流失

重点预防保护区通常是水源保护区、植物资源保护

区、农业用地保护区、城市绿化保护区、旅游观光保护

区等所在地。

重点预防保护区为: 流溪河水库库区重点预防保

护区、近郊重点预防保护区。

( 1) 流溪河水库库区重点预防保护区( B1 )。包

括吕田、东明、黄龙带林场、流溪河林场 4 个镇(场)。

流溪河的源头,原始植被茂密, 水土保持功能完善, 应

严格实施水土保持重点保护。( 2) 近郊重点预防保

护区( B2)。包括白云区的同和镇, 芳村区的东教镇,

海珠区的新窖镇和黄埔区的长洲镇。广州市的近郊

和�市肺�所在地,对广州市城区的生态环境保护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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