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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闽山地丘陵区水土保持区划及治理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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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土保持区划是科学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制定水土保持规划的重要依据，将在较长时间内有 效 地

指导水土保持规划和水土保持工作。在全国 水 土 保 持 区 划 背 景 下，在 水 利 部 太 湖 流 域 管 理 局 的 统 一 指 导

下，完成了浙闽山地丘陵区水土保持三级区 划 分。在 三 级 区 划 分 的 基 础 上 提 出 了 适 合 该 区 的 水 土 流 失 治

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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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土保持区划是在土壤侵蚀类型区划和自然地

理区划的基础上，根据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情况、水土

流失特点、水土保持现状的区域分异规律，将区域划

分为若干个水土保持区［１］，并结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特点、区位特征、科技水平，因地制宜地提出不同区域

的生产发展方向和水土流失治理要求，以便指导各地

科学地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水土保持区划是制定规划的重要依据［２］，将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有效指导水土保持规划和水土保持工

作，它强调的是指导性、大原则和水土流失治理的方

向和途径［３－４］。我国早期的水土保持区划工作主要集

中在黄土高 原［５－６］，１９５５年 黄 秉 维 编 制 了《黄 河 中 游

流域土壤侵蚀区域图》。随后，辛树帜等在其１９８２年

出版的《中国水土保持概论》中较早的划分了中国水

土流失类型 区。１９９６年 发 布 的《土 壤 侵 蚀 分 类 分 级

标准》中，全国土壤侵蚀类型区按土壤侵蚀外营力的

不同类型将全国 土 壤 侵 蚀 区 划 分 为３个 一 级 区 和９
个二级区，其中浙闽山地丘陵区处于以水力侵蚀为主

的类型区中的南方红壤丘陵区。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水利

部以［２０１０］５４０号 文 批 复《全 国 水 土 保 持 规 划 任 务

书》，任务书明确将水土保持区划作为此次水土保持

规划任务中的首要工作内容。根据全国水土保持区

划一、二级分区结果，全国水土保持区划等级分为三

级，包括８个一级区（即：东北黑土区、北方风沙区、北
方土石山区、西北黄土高原区、南方红壤区、西南紫色

土区、西南岩溶区、青藏高原区）和４１个二级区。其

中浙闽山地 丘 陵 区 为 南 方 红 壤 区 中 的 一 个 二 级 区。
本研究按照《全国水土保持区划导则》［７］要求，在太湖



流域管理局统一指导下，结合浙闽山地丘陵区自然地

理特征、水土流失和区域生态功能特点，进行浙闽山地

丘陵区三级区划分，提出该区水土流失防治方向和治

理模式。三级区划对于完成全国水土保持区划，指导

该地区水土保持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１　浙闽山地丘陵区基本概况

１．１　自然环境状况

浙闽山地丘陵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濒临东海和

南海，土地总面积１．７２×１０５　ｋｍ２。该区属于亚热带

季风气候，四 季 分 明，雨 量 丰 沛，区 内 多 年 平 均 气 温

１８～２０℃，≥１０℃积温为４　５００～６　５００℃，多年平

均降水量为１　４００～２　２００ｍｍ，年 平 均 日 照 时 数 为

１　７００～２　４００ｈ，无 霜 期 约 为２６０～３５４ｄ，最 大 风 速

２４．０～５２．３ｍ／ｓ。该区地势由内陆山区向沿海地区

倾斜，地貌类型以低山丘陵为主，内陆大部分为山地

丘陵区，沿海地带分布有低平的冲积平原。成土母岩

主要有火山砾岩，变质岩，花岗岩等。土壤类型多样，

地带性土壤主要有红壤和黄壤，还分布有粗骨土、水

稻土、潮土、滨海盐土等类型。植被种类繁多，生长旺

盛，地带性植被主要有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针叶林、针
阔混交林等。地表水资源总体较为丰富，但水资源时

空分布不均。

１．２　社会经济状况

该区主要涉及福建全省，浙江省的宁波市、温州

市、金 华 市、舟 山 市、台 州 市 和 丽 水 市。涉 及１５市

（区），１３０个县（区、县）。总人口５　８０３．５７万，人口密

度３３７ 人／ｋｍ２，农 作 物 播 种 面 积２　３３２．９１ｋｍ２。

２００９年国内生产总值２３　２０６．５２亿元，人均ＧＤＰ为

３９　９８７元，其中农林牧渔业产值１　７６３．６９亿元，占该

区ＧＤＰ的７．６％。该 区 地 方 财 政 年 收 入 总 计 为

９８４．１７亿元。区域发展实行分类指导，合理调整和优

化产业布局，大力推进产业带建设，趋向于区域、城乡

共同发展。

１．３　水土流失现状

该区 侵 蚀 类 型 多 样，大 部 分 地 区 以 水 力 侵 蚀 为

主，个别地区存在重力侵蚀。福建省部分地区崩岗侵

蚀剧烈，局部存在花岗岩和红黏土侵蚀劣地；沿海地

区海蚀形态发育，存有极少量的风蚀。另外，人类生

产生活和对自然资源的开发造成该区水土流失日益

严重。该区水土流失面积为１．７７×１０４　ｋｍ２，占总面

积的１０．２９％，侵 蚀 强 度 以 轻 度 和 中 度 侵 蚀 为 主，轻

度和 中 度 侵 蚀 面 积 分 别 为７　７８９．４１和６　４０７．４７
ｋｍ２，分别占该区总面积４４％和３６％。

２　水土保持三级区划分

２．１　区划目的

明确浙闽山地丘陵区水土流失状况和水土保持

情况，在全国水土保持区划一、二级分区的基础上提

出三级分区方案。明确三级区的水土保持功能、水土

流失防治方向及防治模式。

２．２　区划原则

（１）区内相 似 性 和 区 间 差 异 性 原 则。即 依 据 区

内相似性、区间差异性，将自然条件、水土流失情况、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和社会经济条件相似的地区划分

为同一个三级区。
（２）主导因素和综合性相结合原则。即以保土，

水质维护，防灾减灾等主导因素为主，兼顾综合性因

素进行确定。
（３）以地带性因素为主，兼顾非地带性因素的原

则。即区划考虑土壤、植被、气候等地带性因素的同

时，兼顾非地带性因素。
（４）定量研 究 与 定 性 分 析 相 结 合 原 则。即 三 级

区划考虑分地貌特征、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特征、土地

利用结构、土壤侵蚀强度、水热指标等定量指标和水

土流失、当地群众治理的迫切程度和治理成效等定性

分析相结合。
（５）县级行 政 边 界 基 本 完 整 原 则。即 区 划 范 围

以县为单元进行划分。

２．３　主要基础数据

主要数据包括：（１）地貌特征指标（如海拔、相对

高差、特征地貌等）；（２）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特征指标

（如人口密度、人均纯收入、人均ＧＤＰ、工业产值比例

等）；（３）土地利用结构特征指标（如耕垦指数、森林

覆盖率、林草覆盖率等）；（４）水土流失防治需求和特

点（如坡耕地治理、小流域综合治理、崩岗治理、石漠

化防治等）；（５）土 壤 侵 蚀 强 度 和 程 度（土 层 厚 度）；
（６）水热指标（≥１０℃积温、多年平均降水量）。

２．４　水土保持区划方法

（１）采用定性分区 和 定 量 分 区 相 结 合 的 方 法 进

行分区划界，边界的确定应满足县级行政边界的完整

性的要求。
（２）以特定地理单元和地貌单元为分区基础，适

当考虑流域边界、水资源分区界和省界，以及历史传

统沿革，确定分区界线。
（３）采用地理信息 系 统 及 统 计 分 析 等 方 法 进 行

分区。

２．５　水土保持功能评价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区划导则》，水土保持基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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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分为水源涵养，土壤保持，蓄水保水，防风固沙，生

态维护，防灾减灾，农田防护，水质维护，拦沙减沙和

人居环境改善１０类。水土保持基础功能采用以下方

法步骤进行评价。
（１）水土保持功能 评 价 采 取 定 性 与 定 量 相 结 合

的方法。
（２）统筹考虑国家 主 体 功 能 区 规 划 和 生 态 功 能

区划。
（３）建立水土保持 三 级 区 基 础 功 能 评 价 指 标 体

系，对指标信息进行收集和提取。
（４）采用层次分析方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依据

给定的指标分级标准，对指标进行打分。权重值及指

标分解标准参考全国水土保持区划导则（试行）。
（５）定性分值与权重的乘积求和为定性分值；定

量指标分值与权重的乘积求和为定量得分。定性得

分与定量指标得分之和即为该功能的综合得分。计

算公式为：

Ｐ＝ｐ·ω＋∑
ｎ

ｉ＝１
αｉ·ωｊ

式中：Ｐ———综合得分；ｐ———定性分值；ω———定 性

权重；ｎ———参 评 指 数 个 数；αｉ———各 项 指 数 得 分；

ωｊ———各项指标权重。
（６）根据综合得分的高低对各个功能进行排序，

取综合得分最高的一或二种功能作为三级区的主导

基础功能。

２．６　水土保持三级区命名

水土 保 持 三 级 区 命 名 采 用 多 段 式 命 名 法，采 用

“地理位置＋地貌类型＋水土保持主导功能”的方式

命名。一级区采 用 罗 马 数 字，二 级 区 采 用 罗 马 数 字－
阿拉伯数字，三级区采用罗马数字－阿拉伯数字－阿拉

伯数字和主 导 功 能 符 号；主 导 功 能 符 号 为 水 源 涵 养

（ｈ），土壤保持（ｔ），蓄水保水（ｘ），防风固沙（ｆ），生态

维护（ｗ），防灾减灾（ｚ），农田防护（ｎ），水质维护（ｓ），
拦沙减沙（ｊ）和人居环境改善（ｒ）。
２．７　研究区水土保持区划结果

浙闽山地丘陵区共划分为６个三级区。分别为

浙东低山岛屿水质维护人居环境维护区，浙西南山地

保土生态维护区，闽东北山地保土水质维护区，闽西

北山地丘陵生态维护减灾区，闽东南沿海丘陵平原人

居环境维护水质维护区，闽西南山地丘陵保土生态维

护区。水土保持区划三级区划分结果及６个三级区

的水土流失治理模式详见表１—２。

表１　浙闽山地丘陵区水土保持区划三级区划分结果

三级区命名 三级区代码 面积／ｋｍ２ 范 围 指标阈值

浙 东 低 山 岛 屿 水
质 维 护 人 居 环 境
维护区

Ⅴ－５－１ｓｒ　 ２３　３０６
浙
江
省

宁波市 海 曙 区，江 东 区，江 北 区，北 仑 区，镇 海
区，鄞州区，慈溪市，余姚市，奉化市，象山县，宁
海县；舟山市定海区，普陀区，嵊泗县，岱山县；
台州市 椒 江 区，路 桥 区，黄 岩 区，三 门 县，临 海
市，温岭市，玉环县；温州市瓯海区，龙湾区，鹿
城区，乐清市，洞头县，瑞安市，平阳县，苍南县。

水质维护（５．６３）
人居环境改善区
（５．３３）

浙 西 南 山 地 保 土
生态维护区 Ⅴ－５－２ｔｗ　 ２９　２２２

浙
江
省

丽水 市 莲 都 区，松 阳 县，云 和 县，龙 泉 市，遂 昌
县，景宁畲族自治 县，庆 元 县，青 田 县，缙 云 县；
金华市磐 安 县，武 义 县；温 州 市 永 嘉 县，文 成
县，泰顺县；台州市仙居县，天台县。

土壤保持（６．９６）
生态维护区（６．３５）

闽 东 北 山 地 保 土
水质维护区 Ⅴ－５－３ｔｓ　 １０　３５５

福
建
省

宁德 市 寿 宁 县，福 鼎 市，福 安 市，柘 荣 县，霞 浦
县，蕉城区，福州市罗源县，连江县。

土壤保持（５．６６）
水质维护区（５．３４）

闽 西 北 山 地 丘 陵
生态维护减灾区 Ⅴ－５－４ｗｚ　 ４７　３４９

福
建
省

南平 市 武 夷 山 市，光 泽 县，邵 武 市，顺 昌 县，浦
城县，松 溪 县，政 和 县，建 瓯 市，建 阳 市，延 平
区；三明市梅列区，三元区，将乐县，尤溪县，泰
宁县，建宁县，沙县，明溪县；宁德市周宁县，古
田县，屏南县；福州市闽清县，永泰县。

生态维护（７．３０）
防灾减灾区（６．５２）

闽 东 南 沿 海 丘 陵
平 原 人 居 环 境 维
护水质维护区

Ⅴ－５－５ｒｓ　 ２０　２２９
福
建
省

福州 市 鼓 楼 区，台 江 区，仓 山 区，晋 安 区，马 尾
区，闽侯县，长乐市，福清市，平潭县；莆田市荔
城区，城厢区，涵江区，秀屿区；泉州市丰泽区，
鲤城区，洛江区，泉港区，惠安县，南安市，晋 江
市，石狮市，金门县；厦门市思明区，湖里区，翔
安区，同安区，集美区，海沧区；漳州市芗城区，
龙文区，漳浦县，云霄县，东山县，龙海市。

人居环境改善（６．２０）
水质维护区（４．５３）

闽 西 南 山 地 丘 陵
保土生态维护区 Ⅴ－５－６ｔｗ　 ３２　７９４

福
建
省

龙岩市新 罗 区，漳 平 市，连 成 县；三 明 市 宁 化
县，清流 县，永 安 市，大 田 县；莆 田 市 仙 游 县；
泉州市德 化 县，永 春 县，安 溪 县；漳 州 市 长 泰
县，诏安县，南靖县，华安县，平和县。

土壤保持（６．９６）
生态维护区（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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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浙闽山地丘陵区６个三级区的水土流失防治需求及治理模式

三级区 水土流失防治需求及治理模式

浙东 低 山 岛 屿 水 质 维 护
人居环境维护区

（１）水土流失防治需求。① 实施重要水源地上游预防保护措施，通过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控
制面源污染；② 规范城市周边采石、取土活动，加强开发建设活动监督管理。
（２）水土流失治理模式。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坡耕地治理模式，城市水土流失治理模式。

浙西 南 山 地 保 土 生 态 维
护区

（１）水土流失防治需求。① 保护现有植被和自然生态系统、维护２５°以上陡坡地的生态环境平衡，
减轻自然灾害；② 加强低丘缓坡地，尤其是 坡 耕 地、园 地、经 济 林 地 水 土 流 失 综 合 防 治，改 善 农 业
生产条件。
（２）水土流失治理模式。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坡面水系治理模式，坡耕地治理模式。

闽东 北 山 地 保 土 水 质 维
护区

（１）水土流失防治需求。① 控制山地开发利用，保护水土资源；② 积 极 改 进 茶 园 种 植 方 式，建 设
生态茶园，防止茶园水土流失；③ 加强开发建设活动监督管理。
（２）水土流失治理模式。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坡面水系治理模式。

闽西 北 山 地 丘 陵 生 态 维
护减灾区

（１）水土流失防治需求：① 重点以闽江一级支流及两岸、自然保护区为重点预防保护对象，以达到
涵养水源、防灾减灾的目的；② 发展经济，解决农村能源问题，采用农村小水电、沼气、煤气等能源
替代薪材，避免破坏植被造成的水土流失；③ 加强低丘缓坡地，尤其是坡耕地、经济林地水土流失
综合防治，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２）水土流失治理模式。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坡面水系治理模式，坡耕地治理模式。

闽东 南 沿 海 丘 陵 平 原 人
居环境维护水质维护区

（１）水土流失防治需求：① 实施重要水源地上游预防保护措施，控制面源污染；② 将监督管理工
作放在首位，加强开发建设项目水 土 保 持 方 案 的 管 理，按 照“谁 建 设、谁 保 护，谁 造 成 水 土 流 失、谁
负责治理”的原则，促进开发业主限期进行治理，治理重点上应做好弃土、弃渣的拦蓄、边坡的维护
以及裸露地表的植被恢复等。
（２）水土流失治理模式。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城市水土流失治理模式。

闽西 南 山 地 丘 陵 保 土 生
态维护区

（１）水土流失防治需求。① 宁化、长汀、清流一带重点进行紫色土质地改良，实施林下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② 安溪、华安等县改善崩岗区生态环境，有效治理崩岗侵蚀区水土流失。
（２）水土流失治理模式。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崩岗治理模式，林下水土流失治理模式。

３　结 论

（１）水土 保 持 区 划 与 水 土 保 持 规 划 的 区 别 和 联

系。水土保持区划是在综合分 析 不 同 地 区 水 土 流 失

发生、发展、演化过程以及地域分异规律基础上，将侵

蚀区域划分为若干个各具特色的区块，以阐明水土流

失综合特征，指出不同区域农业生产和水土保持治理

方向、途径和原则，以便指导各 地 科 学 地 开 展 水 土 保

持工作。水土保持规划是指在水土保持区划基础上，
根据一个地区或一个流域水 土 流 失 的 原 因、规 律、程

度及其特点，制定合理的土地 利 用 结 构 和 布 局、整 体

布属和系统配置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确定规划措施的

实施顺序和进度安排，并对其 实 施 后 的 生 态、经 济 和

社会效益做出预测。从基本概念上理解，水土保持区

划是水土保持的前期基础工作，是制定规划的重要依

据。具体而言，规划是对区划中某一类型区水土资源

的管理、水土保持措施的配置 与 布 局，以 及 通 过 水 土

保持实现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途 径 等 制 定 的 一

套科学方案。从时间尺度上来讲，水土保持区划将在

相当长的时间内有效指导水土保持规 划 和 水 土 保 持

工作，水土保持 区 划 的 时 间 可 以 是２０～３０ａ或 者 更

长，而区域性的水土保持规划一般为１０ａ。从侧重点

来讲，水土保持区划强调的是指导性、大原则，指出水

土流失治理的方向和途径。而 水 土 保 持 规 划 侧 重 于

整体布属和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系统配置，也是实施

水土流失治理项目的重要依据。
（２）水土 保 持 区 划 需 解 决 的 主 要 问 题。水 土 保

持区划重点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划定水土保持

区。划定的水土保持区应该是能够反映分类指导，体
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特征。二 是 提 出 水 土 流 失 防

治需求和治理模式。水土流失 防 治 需 求 着 重 要 体 现

本区域内对水土流失治理的倾向，为水土流失治理指

明方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 引 起 水 土 流 失 外 部

因素的变化，水土流失治理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水

土流失治理模式着重体现治理的方式，是当地在水土

流失治理过程中积累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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