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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水土保持监测点径流小区存在问题与优化对策

顾再柯
,

刘凤仙
�贵州省水土保持监侧站

,

贵州 贵阳 � �� � � ��

摘 要 � 分析了贵州省水土保持监侧网络与信息系统一期工程建成的 � 个监侧点的坡面径流小区在运行

观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

总结了监测点径流小区建设在布局
、

设计和施工中存在的不足
。

建议在新的监测

点建设中
,

要从减轻现场观侧劳动强度和减少运行维护工作� 的角度出发
,

认真搞好选点工 作
,

相对集中

布局径流小区
,

优化观侧便道和集水设施的设计
,

加强施工监怪与管理
,

提高施工质最和精度
,

高标准地建

设水土保持监侧点
,

为监侧点的长期可持续运行和维护莫定墓础
�

关 � 询 � 水土保持 , 径流小区 � 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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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贵州省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监测网

络和监测点建设情况

贵州省地处长江
、

珠江两大水系上游
,

是全国唯

一没有平原支撑
,

喀斯特面积分布最广
,

水土流失最

严重
,

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西部 山地省份之一〔‘〕
。

贵

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

绝大部分地区年平均降雨

t 在 1 20O m m 以上
,

且 主要集中在 4一9 月
。

山高

坡陡
,

降雨集中
,

人地矛盾突出
,

垦殖率高
,

水土流失

比较严重
。

据 2000 年全国第二次土壤侵蚀遥感调

查[
, ]

,

全省水土流失面积为 73 179
.
01 km , ,

占全省国

土面积的 41
.
54 %

,

年土壤侵蚀量 2
.
52 X 10

‘
t

,

年均

侵蚀模数 1 432 t/( km Z
·

a)

。

贵州省历来重视水土

保持工作
。

早在 1980 年
,

根据治理水土流失的实际

需要
,

铜仁地区水利局和安顺市水利局先后在松桃牛

郎和西秀区三股水就建立了水土保持试验站
,

开展水

土保持试验研究
。

这两个试验站锻炼和培养了一批

水土保持工作者
。

相应的多年观测成果 已刊布
,

为全

省早期的水土保持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为了搞好全省水土保持监侧工作
,

1 9 9 6 年 12 月
,

贵州省成立了贵州省水土保持监侧站
,

是省水利厅直

接领导的正处级事业单位
。

先后开展了全省水土流失

现状调查
,

取得了相应的科技成果
。

进人 21 世纪
,

国

家高度重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

2 0
02 年

,

水利部成立

了水土保持监测 中心
,

统一组织开展全国水土保持监

侧工作
,

并启动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信息系统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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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
。

按照水利部部署
,

贵州省按照三定方案和

机构
、

人员
、

经 费
、

办公场地
、

监测场地
、

监测点
“

六 到

位
”

的要求
,

加强了贵州省水土保持监测站机构建设
,

扩充编制
,

增加人员
,

9 个市(州
、

地)相继成立了水土保

持监测分站
,

规划了以遵义浒洋水
、

龙里羊鸡冲等监测

分站所属的监测点为骨架
,

辅以相关水文站点为主的

贵州省三级水土保持监测网络
。

并积极开展了长治
、

珠治等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和开发建设项 目的水土保持

监测工作
。

在一期工程建设中
,

贵州省依托重点水土

保持治理工程监测
,

多渠道筹集资金
,

在原牛郎和三股

水监测点的基础上
,

分期分批建成了遵义浒洋水
、

龙里

羊鸡冲
、

玉屏野鸡河
、

贵定云雾
、

平坝凯掌
、

毕节石桥等

6 个监测点
,

现在 8 个监测点相继投人正常观测阁
。

在参与具体管理这些监测点的过程中
,

我们切实

体会到观测工作的艰苦
,

也认识到现有监测点建设中

存在的一些不足
。

全 国水土保持监 测网络信息系统

二期工程将于 20 09 年启动
,

贵州省计划新建 24 个监

测点
,

为此
,

通过分析近几年来全省各监测点在观测

运行和维护等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

对监测

点的建设在规划
、

布局
、

设计和施工中提出建议
,

供新

建监测点借鉴和参考
。

2 贵州省水土保持监测点径流小区观

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由于建设经验 的不足
,

先期建设 的径流小区主要

考虑技术上的要求
,

而对建成后的观测方便和管理方

便考虑不足
。

在规划布局
、

设计施工中存在的一些不

足
,

对后期管理带来不便
,

有的甚至成 了大问题
。

分

析和研究解决这些问题
,

有利于在二期工程建设中借

鉴
,

把二期监测点径流小 区建设得更 好
,

充分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
。

2

.

1 径流小区布局分散

在 已建成的监测点中
,

有相当一部分径流小区都

成分散型布局
,

在实际观测中所经路程较长
。

浒洋水

监测点修建的 22 个径流小区
,

分别集中布置在 4 个

不同的半山坡上
,

相距较远
,

从一个 山坡走到另一个

山坡
,

空手走完所有径流小 区得花半小时 以上
;
毕节

石桥监测点修建 31 个径流小区分散在 4个不同的山

坡上
,

单程都需要 l h
,

客观上增大 了观测 的工作量

和劳动强度
,

降低了观测工作效率
。

2

.

2 径流小区之间没有道路连接

现有监侧点径流小区观侧攀路大多数是利用当

地原有的土路
,

有的小区甚至没有专门的道路
,

只能

从农民的耕地中穿越而过
。

由于观测活动都是在降

雨之后
,

道路泥宁易滑
,

行走困难
。

一些 相对集中的

地方也修建了连接道路
,

但没设梯步
,

这样的路面时

间一长就长青苔
,

雨后更滑
,

行走十分困难
。

2

.

3 径流小区集水设施设计欠合理

现有的径流小区的集流设施均采用一级分流池

和集流池配套使用
,

但是分流池尺寸普遍偏大
,

大多

数的长
、

宽
、

高都在 l m 以上
,

有的达 Z m
。

但实际观

测中
,

径流小区的径 流仅集中在分流池里
,

大多数情

况只占分流区一半容积
,

几乎没有流到集流池
。

而取

样的时候
,

要把分流池中的水搅匀
,

需要很大的力气
,

体力消耗很大
,

取样 也不方便
,

还存在一定的危险
。

而分流功能很少用到
,

集流池利用率不高
,

也不同程

度造成了设施的浪费
。

2

.

4 径流小区集水设施设计欠合理

现在建成的径流小区
,

由于分流池尺寸过大
,

在

厘定分流实验中
,

要把分流池的水装满到分流孔的位

置
,

并以一定流速往分流池中注水
,

分别测量各孔流

量
,

这样的用水量在野外难以满足
,

给实验带来极大

的困难
。

另外
,

分流孔不规范
,

有的安装一节铁管或

塑管
,

有的直接打成小孔
。

同一分流池上的分流管或

小孔 出水 口 不在同一水平
,

在池壁中倾斜度也不一

致
,

势必导致排水流量相差较大
,

增大测定工作的复

杂程度
,

给分流系数的测定工作带来不便
。

2

.

5 排水设施不匹 配

现在建成的径 流小区
,

绝 大部分布设在坡耕地

上
,

有的地方坡度还较大
,

但大部分没有修建相应 的

排水沟
,

取样过后清空集水设施时排出的水就近冲刷

径流小区和集水设施基础
,

久而久之
,

形成冲沟
,

导致

集水设施基础不稳
,

增大维护工作量
。

这些水到处乱

流
,

冲毁下方农地
,

造成局部水土流失
,

引起承包附近

耕地的农户不满
,

有损行业形象
。

2

.

6 观测队伍不稼定

贵州省 已建成投人观测的 8个监测点
,

牛郎和三

股水有正式的编制和工作人员及工作经费
。

如牛郎

水保站现有编制人员 12 人
,

管理房约 600 m ,
; 三股

水保站现有编制人员 9 人
,

管理房 320 m Z
,

都是财政

全额拔款的事业单位
。

而其它 6 个监测点都没有固

定的工作人员
,

建设之初就计划聘用当地有文化的农

民进行观测
。

实践表明
,

由于当地农民责任心不强
,

农活忙以及对劳动报酬的期望值过高等诸多原因
,

往

往不能保证观测质量
。

以上几个监测点都不 同程度

地多次更换观测人员
。

人员每更换 一次就要组织培

训一次
,

大大增加了工作负担
。

这也是当前监测点运

行管理中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

目前
,

我站正积极采取

措施探索好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式
,

以期较为妥善地

解决这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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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优化水土保持监测点径流小区

建设的建议

水土保持监测点基础设施的建设 只需几个月或

半年就能完成的
,

但其后期的运行和管理任重 而道

远
。

在今后的监测点径流小区建设中
,

要高度重视项

目的后续管理工作设计
,

加强项 目可持续运行和维护

的研究
,

确保监侧点径流小区高标准
,

规范化建设
,

充

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效益
。

3

.

1 注 , 水土保持监侧点的选址

水土保持监测点径流小区 是长期观测的基础设

施
,

其选点除满足技术方面的要求外
,

需兼顾考虑相对

较好的交通条件
,

以方便长期运行和维护[4]
。

贵州省

现有的一些监侧点交通不便
,

给运行和管理带来不少

麻烦.还应考虑其征地较为顺利
,

最好是利用现有权属

的土地
,

避免征地中引起的麻烦
。

例如
,

贵州省在建的

下司监测点
,

初步设计审批后即开始征地工作
,

历时两

年
,

至今用地问题仍未解决
。

此外
,

还应考虑群众基础

较好
,

当地能有相对稳定的观测人员参与观测和管理
。

现有的观侧点对聘用当地农民观测的事情估计过于乐

观
,

导致每次更换观测人员仍不能解决实质问题
。

应

充分利用和依托现有水土保持试验站
、

水文站和科研

机构的墓地及其人员技术优势
,

建设标准较高
,

观测队

伍稳定的水土保持监测点
.
贵州省在现有站点建设

中
,

充分利用了 33 个水文站和 4 个科研单位现成的场

地和人员建设水土保持监侧点
,

较好地解决了新建监

侧点遇到的问题
,

这个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
。

3

.

2 径流小区布局宜相对主中

监测点的径流小区布局分散不仅会引起修建连接

道路的工程t 大
,

而且直接增大了后期观测中的路程
,

从而延长观测时间
,

增大观测强度
。

因此
,

一个监测点

上径流小区布局要相对集中
,

以便提高观测效益
。

3

.

3 优化集水设施设计

在径流小区的集水设施设计中
,

应充分利用分流

功能
,

合理确定集水设施的尺寸
,

利用分流池和集流

池
,

减小分流池和集流池 的容积
,

减轻取样的劳动强

度
,

降低取样的危险性
,

必要时可考虑二级分流
。

3

.

4 , 视观侧道路建设

如果径流小区布局分散就会引起修建连接道路

的工程t 大
,

因此
,

在考虑径流小区布局相对集中的

情况下
,

应修建相应 的观测便道
,

尽 可能地把径流小

区连接起来
.
以方便观测和运行维护

,

路面以糙面和

梯步为主
,

方便行走
,

提高安全性
,

减少劳动强度
。

3

.

5 做好观侧设施的排水沟建设

径流小区的排水主要包括径流小区的排水和径

流小区以外的排水两个部分
。

径流小区以外的排水

主要是小区上部集雨面积来水的排放
,

这部分水往往

会冲毁小区围埂
,

使基础裸露引起垮塌
,

应在小区周

围修建截排水沟
,

把这部分水排出小区之外
。

小区内

的排水主要是在降雨过程中一些分流池的分流
,

以及

在每次观测后都要排空集流池和分流他中的水
,

这些

水也应有相应的排水沟排出
,

否则
,

任其乱流
,

必然会

冲毁其它地方
,

造成水土流失
,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

3

.

6 加强径流小区施工的监份和检查验收

贵州省现有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的施工建设主

要 由当地的施工队伍来完成
,

由于起步阶段
,

各地分

站尚不具备管理能力
,

所以全部由省站统一管理
,

但

省站具体负责监督和检查的人手少
,

有的兼顾不过

来
,

导致有的设施修建中关键部位的精度控制不到

位
,

如一些分流池的分流孔大小不均
、

位置不在同一

平面
,

部分池底不平容易积水
,

放水阀安装位置过高
,

水放不干净等
。

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观测数据的可

靠性和合理性
。

以后监测点径流小区的建设应加强

监测设施关键部位施工精度的控制
,

特别是随着以后

径流小区集水设施设计的优化
,

施工难度将会加大
,

精度要求也会更高
,

更应加强对这些关键部位施工的

监督和检查
,

严把验收关
,

保证设施修建的质量和精

度
,

为后期观测奠定 良好的基础
。

4 结 论

水土保持监测是一项基础的水利工作
,

也是一个

长期艰苦的工作
。

全国水土保持网络和信息系统二

期工程已进行了规划选点工作
,

计划 2009 年开始建

设
。

在全国水土保持网络和信息系统二期工程中
,

贵

州省计划新建 24 个监测点
,

充分借鉴现在径流小区

建设的经验
,

对搞 好二期工程建设有着十分重 要意

义
。

在具体的监测点设计中
,

如何优化集水设施设计

和后期运行管理设计
,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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