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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坡地径流场的规划与设计

—
以北京市为例

袁爱萍
,

路炳军
,

段淑怀
��

�

北京市水土保持工作总站
,

北京 �� � � � ��

摘 要 � 坡地径流场是水土流失监测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坡地径流场规划设计的关键是目的明确
,

监

测技术路线清晰
,

管理方便易行
。

以北京市坡地径流场的规划和建设为例
,

从规划 目的
、

原则及径流小区

的配里等方面
,

对坡地径流场的规划设计进行了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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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水土保持工作总站 自 1999 年成立 以来
,

将水土保持监测作为主要业务之一
,

确定了监测的技

术路线与发展 目标
,

逐步恢复与新建了 n 个坡地径

流场 127 个径流小区
,

开展 了水土流失观测
,

发布了

年度水土流失监测公报
,

研究建立 了北京市土壤流失

方程式
,

为推动水土保持事业发展起 到了奠基 的作

用
。

本文以北京市水土流失监测 网络的建设历程为

例
,

对坡地径流场的规划与设计进行探讨
。

1 北京市坡地径流场的建设目的

1.1 履行法律法规斌予水保部门的职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 》
,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

络管理办法》
,

《北京市实施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土保

持法 >办法》中等都有明确要求
,

水行政主管部门建立

水土保持监测网络
,

开展水土保持监测
,

发布水土保

持公告
,

向社会报告全市水土流失 的动态变化〔’〕
。

1

.

2 为北京市水土保持公报提供基础数据 、

北京市水土保持公报是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向

社会发布北京市年度水土流失状况
,

水土流失治理及

效益等有关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载体
,

为保障公报数

据的科学合理
,

需建立完善的水土流失监测网络
。

1

.

3 为建立北京市土坡流失方程积爪数据

土壤流失方程是定量评价水土资源发展动态
,

指

导综合治理规划和评价 水土流失治理效果的重要技

术工具
。

为了补充观测资料的不足
,

建设观测点
,

参

照美国通用土壤流失方程
,

研究建立北京市土壤流失

方程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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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科学研究提供试验基地

为探索北京地区水 土流失及面源污染发生发展

规律
,

了解各种 自然与人为因素在水土流失过程中所

起的作用及相互之间的定性 和定量关系等各种科学

研究提供试验基地
。

2 规划的指导思想

(1) 围绕发布北京市水土保持公报和研究建立

北京市土壤流失方程两条主线进行规划设计
。

( 2) 整合已有资源
,

节约投资成本
。

对 已有的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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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场进行整修与恢复
,

并人监侧网络
.

(3) 统筹规划
,

有效控制
。

在各个水土流失类型

区设径流场
,

确保径流场的典型性与代表性[a]
,

达到

监测全市水土流失状况的 目的
。

( 4 ) 交通方便
,

易于管理
。

3 北京市坡地径流场的设计

3.1 北京市地理概况

北京市位于华北平原北端
,

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

交汇处
。

主要由西部山地
、

北部山地和东部平原三大

地貌单元构成
。

全市总面积 16 807
.
8 k m Z

,

其中山区

面积 10 417
.
5 k m , ,

占全市总面积的 62%
。

北京市属海河流域
,

从东到西分布有
:
蓟运河

、

潮

白河
、

北运河
、

永定河和大清河 5 大水系
。

北京市土壤共划分为 7 个大类
,

17 个亚类
。

7 大

类土城分别为山地草甸土
、

山地棕壤
、

褐土
、

潮土
、

沼

泽土
、

水稻土和风砂土
。

地带性土壤为褐土
。

北京市行政区划为 18 个 区 (县)
,

其中山区有门

头沟区
、

房山区
、

平谷区
、

怀柔区
、

密云县
、

延庆县和昌

平区
,

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山区县
。

通过遥感调查
,

北京市 2000 年土壤侵蚀面积为

4 o88
.
gl km , ,

以轻度侵蚀 为主
,

轻度侵蚀 面积为

2 974
.
7o km 2 ,

占土坡侵蚀面积的 72
.
75%

。

中度侵

蚀面 积为 I n 4
.
21 km , ,

占总 土壤 侵蚀面 积 的

27
.
25 写

。

无强度以上等级的土城侵蚀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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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市水土流失监侧的技术方法

在北京市土壤流失方程式建立之前
,

建设由径流

场和小流域沟道控制站为主的地 面水土流失监测网

络
,

用监测点的数据
,

在 G IS 和 R S 技术的支持下
,

推

算到所代表的类型区
,

分析全市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

效益状况[3]
。

北京市土坡流失方程式建立之后
,

在全

市以 4% 的抽样率
,

布设采样点
,

用模型计算采样点

的土集侵蚀量
,

推算到代表样方上
,

利用 G IS 技术
,

计算全市土壤侵蚀状况
。

3

.

3 坡地径流场的设计

3
.
3
.
1 径流场数t 及位 1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

,

北京市在水利部海委
、

北京市科委课题的支持下
,

先

后建设 了房山蒲洼
、

密云石匣与大关桥
、

怀柔汤河 口

与三渡河
、

门头沟 田寺等 6 个坡地径流场
。

课题结束

后
,

部分径流场中断了观测
,

但是基础设施还比较完

好
,

在规划中纳人了监测网络
。

按照规划原则
,

综合考虑北京 的 5 大流域
,

7 个

山区县
、

北部山区和西部山区等地理单元
,

以及交通

与管理等因素
,

在平谷挂甲峪
、

昌平下 口
、

门头沟清水

及担礼
、

延庆上辛庄等新建 5个径流场
。

形成 了基本

完善的水土流失监测网络(详见表 1)
。

衰 l 北京市坡地径流场分布情况

序号 径流场名称 小区数t 区县名称 流 城 地貌单元

1 石 匣

2 大关桥

3 汤河 口

4 三渡河。

5 下 口

6 上辛庄

7 挂甲峪

8 清 水

9 田 寺¹

10 担 礼

11 蒲 洼

注
:
¹ 径流场中为自然不规则小区

。

密云县
潮白河流城

怀柔区
北部山区

昌平区

延庆县

平谷区

北运河流城

永定河流城

蔺运河流城

门头沟区

房山区

永定河流城
西部山区

大清河流城

110OJ‘.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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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径流小 区的配 1 根据观测 目的
,

将径流小

区分为
:
自然植被小区

、

水土保持措施小区
、

坡耕地小

区
、

坡度坡长小区
、

标准小区
。

( l) 自然植被小区
.
自然植被小 区的设计依据

是《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S L 19O
一

96 )

。

主要用于

如下几方面
。

¹ 推算各区(县 )轻度侵蚀和中度侵蚀

区域的水土流失及污染物流失t ;º 作为对照小区
,

推算坡面水土保持措施如鱼鳞坑造林和水平条造林

的拦沙蓄水效益
,

减少污染物流失的效益
,

» 研究 不

同植被筱盖度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

推算北京市土壤流

失方程式中植被夜盖因子
。

从前两个用途考虑
,

在每

个区县的径流场中
,

通过控制坡度和植被租盖度
,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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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
,

条件较好的石匣
、

汤河 口
、

上辛庄
、

担礼设计了

坡长为 10 m 和 20 m 的标准小区
。

3

.

3

.

3 气象观测 2 000 年土壤侵蚀遥感调查结果

表明
,

北京市土壤侵蚀类型为水力侵蚀
。

因此
,

在每

个径流场中
,

配里 1个自记雨量计
。

在规模较大的径

流场中
,

建设气象观测场
。

雨量的数据用于侵蚀性降

雨的研究以及用于计算北京市土壤流 失方程 中的降

雨侵蚀力
。

4 建 议

坡地径流场是地面水土流失监测 网络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
,

其规划设计合理与否
,

关系到监测数据的

代表性
、

科学性与可靠性[e]
。

明确目的是做好径流场规划设计的前提条件
,

只

有这样才能保证观测数据发挥最大效用
。

径流场的

规划设计要充分考虑当地 自然条件和水土保持措施

现状
。

交通方便与易于管理是径流场选址 的重要条

件
,

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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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设计建设一个 中度侵蚀 级别的小 区
。

在规模较小

的径流场中
,

不设计轻度侵蚀级别的小区
,

利用坡度

公式
,

将中度侵蚀级别的小 区的侵蚀量换算至轻度侵

蚀级别小区上
,

这样可以满足前两个用途
。

在新建的上辛庄和担礼两个径流场设计多个不

同植被筱盖度的自然植被小区
,

用于水土流失及污染

物流失规律性 的研究[’]
,

为北京市土壤流失方程式研

制提供观测数据
。

( 2) 水土保持措施小 区
。

水土保持措施小区主

要用于如下几方面
。

¹ 推算每年坡面水土保持措施

的拦沙蓄水及减少污染物流失的效益 ;º 推算北京市

土壤流失方程式中水土保持措施因子的值
。

通过调研
,

北京市各区 (县 )坡面水土保持措施主

要有
:
鱼鳞坑造林

、

水平条经济林
、

梯田玉米
、

封禁
、

种

草等
,

在西部山区有石坎梯 田
。

在每个径流场至少设计 1 个鱼鳞坑造林小区和

1个水平条经济林小区
,

为市县两级水土保持公报提

供数据
。

在规模较大的径流场布设较为完善的水土保持

措施小区
,

例如石匣
、

担礼
、

上辛庄
、

汤河 口 和蒲洼
,

可

以为研究水土保持措施的效益及建立土壤流失方程

提供数据
。

( 3) 坡耕地小区
。

坡耕地 小区主要用 于推算梯

田的水土保持效益
。

在每个区县的径流场
,

布设一个

坡耕地小区
。

(4 ) 坡度坡长小区
。

坡度坡长小 区主要用 于研

究坡度和坡长因子的值
,

为北京市土壤流失方程式的

建立服务
。

由于坡度和坡长因子 的规律研究比较成

熟
,

只在上辛庄布设这类小 区
,

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和

规律性的验证
。

( 5) 标准小 区
。

标准小 区主要用 于推算北京市

土壤流失方程式中土壤可蚀性因子 的值[sj
。

在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