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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special	climatic	conditions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Xinjiang,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ropose	comprehensive	control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popularizing	soil	and	soil	
conservation	technology,	such	as	vegetation	restoration	and	soil	conservation	technology;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and	grassland,	
restore	ecological	vegetation,	reduce	soil	erosion,	and	carry	out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s	in	key	areas,	such	as	building	shelter	
forest	and	planting	green	fertilizer,	enhancing	soil	conservation	capacity;	establishing	soil	and	soil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system,	
and	monitor	soil	and	soil	loss	in	real	time.	Through	modern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the	soil	erosion	situation	
in	Xinjiang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an	b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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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疆地区由于气候条件以及地理环境特殊，导致出现较为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已经影响了当地的生态环境；现需分析水
土流失现状和影响因素，提出综合治理现代化对策，比如推广水土保持科学技术，比如植被恢复和土壤保持技术；实施退
耕还林还草，恢复生态植被，减少水土流失；在重点区域开展生态修复工程，比如建设防护林和种植绿肥，增强土壤保持
能力；建立水土保持监测体系等，实时监测水土流失状况。通过现代化综合治理对策，可明显改善新疆地区的水土流失状
况，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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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新疆地区，位置在中国西北部，是一个地理环境多样、

生态资源丰富，但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近年来，由于自然

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新疆的水土流失问题逐渐加重。

水土流失不仅会造成土地资源的退化，还对当地的生态环境、

农业生产乃至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 [1]。对水土流失

问题，实行现代化综合治理对策，提高水土保持的科技技术，

更新治理理念，促进生态修复，改善新疆地区的水土流失状况，

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效果，促进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2 新疆地区水土流失现状分析

2.1 自然条件的影响
首先，新疆的气候条件十分特殊，属于典型的干旱和

半干旱气候。年降水量少，且分布不均，导致土壤中的水分

很容易蒸发，土壤经常处于干燥状态。在缺乏水分的情况下，

土壤颗粒间的粘结力减弱，容易被风或水侵蚀，进而造成水

土流失。其次，新疆的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包括高山、盆地、

沙漠等。特别是在山地和丘陵地区，地势陡峭，土层较薄，

植被覆盖差，导致增加了水土流失的风险 [2]。一旦遭遇强降

雨或融雪，水流冲刷力增强，很容易带走表层土壤。最后，

新疆的土壤质地也会导致水土流失。有些地区土壤疏松，有

机质含量低，缺乏天然的抗蚀保护层。这些土壤在风力或水

力作用下，很容易发生侵蚀，造成水土流失。

2.2 人为活动的干扰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新疆地

区中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加剧了水土流失问题。首先，过度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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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随着畜牧业的扩张，过度放牧会导致草场退化，地表植

被破坏，土壤的保护层被削弱，增加风蚀和水蚀的风险，使

土壤容易被风或水带走，加剧了水土流失。其次，过度开垦。

在农业生产中，大量的土地被开垦出来。但是，不合理的耕

作方式和缺乏科学的农田管理导致土壤结构破坏，土壤保持

水分和养分的能力下降，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最后，滥

砍滥伐。人们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会砍伐大量的树木，进而

减少地表的植被，破坏土壤的保护层，进而导致土壤更容易

受到风力和水力的侵蚀，加剧了水土流失的程度。

2.3 缺乏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
尽管新疆地区中，存在较为严重的水土流失，但是仍

然缺乏有效的水土保持的措施。

首先，经济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有些先进的水土保持

技术很难在新疆地区进行推广和应用，导致很多地区仍然应

用传统的、效果有限的水土保持方法，无法有效改善水土流

失问题 [3]。其次，有些地区对水土保持的重视程度不够。由

于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投入，导致没有制定长期、科学的水土

保持规划和实施方案，导致水土保持工作缺乏系统性、连续

性和有效性，无法从根本上控制水土流失。最后，公众对水

土保持的意识不足。由于缺乏相关教育和宣传，许多人没有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破坏水土资源，进而在日常生活中缺乏

足够保护水土资源的自觉性和行动力。

水土流失见图 1。

图 1 水土流失图

3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现代化对策

3.1 治理前的准备工作
在进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作之前，需做好充分的准

备，主要包括科学规划、深入调研、技术储备、资金以及政

策落实情况。首先，开展全面的调研工作，需要详细了解当

地水土流失的现状、成因及影响，主要需收集与分析当地的

地形地貌、气候特征、植被状况、土壤类型等多方面的数据。

同时，还需了解当地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水土流失对当地

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其次，做好科学规划。根据调研结果，

需要制定出详细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规划，明确治理目标、

治理区域、治理措施及实施步骤。规划需注重因地制宜，根

据当地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理技术和方法。再次，做好技

术储备。需关注和研究先进的水土流失治理技术，比如生物

治理技术、工程治理技术等，并加强技术研发和推广。同时，

培养一批具有专业技能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水土保持人才，为

治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持。最后，落实资金以及政策 [4]。

3.2 推广水土保持科学技术
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被应用到水土

保持领域，促进防治水土流失工作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在

推广水土保持科学技术过程中，要加强科技研发，不断优化

和完善水土保持技术体系。通过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内外先

进技术，结合新疆地区的实际情况，研发出更加适合当地的

水土保持技术。其次，要积极开展水土保持科学技术的宣传

和培训 [5]。通过组织培训班、研讨会等活动，提高当地居民

对水土保持技术的认识和了解，增强水土保持的意识。同时，

还可以利用现代传媒手段，比如网络、电视等，广泛宣传水

土保持技术的重要性。最后，要建立健全水土保持技术的推

广体系。政府需加大对水土保持技术推广的支持力度，建立

专门的技术推广机构，配备专业的技术推广人员。

3.3 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
通过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有利于恢复植被，提高土壤

保持能力，从而减少水土流失。首先，要明确退耕还林还草

的目标和范围。政府需制定明确的规划和实施方案，确定

哪些区域适合退耕还林还草，并制定具体的时间表和任务目

标，有利于保证政策的有序实施和有效推进。其次，要完善

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政府需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比如提

供资金补贴、税收减免等，鼓励农民积极参与退耕还林还草。

同时，建立健全监督检查机制，保证政策落实到位，防止违

规行为的发生。再次，加强技术指导和培训。政府需组织专

家和技术人员，提供退耕还林还草的技术指导和培训服务，

帮助实施人员掌握正确的种植和管理方法，提高植被的成活

率和覆盖率 [6]。最后，要注重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

在推进退耕还林还草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当地农民的生产生

活需求，通过发展生态农业、林下经济等方式，实现生态保

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3.4 水土保持的预防措施
采取有效的水土保持预防措施，不仅有利于减少水土

流失的发生，还能保护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加强植被保护和恢复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植树造林、

种草等措施，增加地表植被覆盖率，提高土壤抗蚀能力。同

时，加强植被管理，防止过度放牧和滥砍滥伐，保证植被的

健康和生长。其次，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合理规划和布局农

用地、林地和草地，避免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对坡耕地等易水土流失区域，需应用梯田、坡面防护措施，

减少水土流失的发生。再次，加强水土保持工程建设。通过

修建拦沙坝、谷坊等工程设施，拦截泥沙，减少水土流失 [7]。

同时，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的维护和管理，保证设施长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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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最后，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研发和推广适合当地实际

情况的水土保持技术，比如生物治理技术、工程治理技术等，

提高水土保持的效果。

3.5 加强生态修复工程建设
在水土流失问题上，加强生态修复工程建设，不仅是

治理水土流失的有效手段，还是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措施。生态修复工程建设的核心为恢复和增强生

态系统的功能。在建设过程中，需精准识别水土流失严重的

区域，制定科学合理的修复方案。在生态修复工程中，可通

过植树造林、种草等措施，增加地表植被覆盖，改善土壤结

构，提高土壤保持水分和养分的能力。同时，还可以利用生

物工程技术，培育适合当地生长的优良植物品种，促进植被

的恢复和生长。在生态修复工程建设中，还需注重科技创新

和技术进步。通过引入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提高修复工程的

效率和质量。例如，利用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精准监

测水土流失的状况和变化，为修复工程提供科学依据。另

外，还可以研发和应用生态修复新材料和新技术，提高修复

效果，降低成本。最后，加强生态修复工程建设还需要社会

各界的共同努力。政府需推动生态修复工程的建设和实施。

企业需参与生态修复工程的建设和管理。社会各界也需提高

公众对生态修复工程的认识和参与度。

生态修复工程见图 2。

图 2 生态修复工程图

3.6 建立水土保持监测体系
建立现代化、系统化的水土保持监测体系是保障水土

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生态环境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首先，

水土保持监测体系需覆盖全面，保证对水土流失状况进行全

方位、多角度的监测，主要包括对不同区域、不同地形的监

测，以及对不同时间尺度的水土流失变化进行动态跟踪。其

次，监测体系需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提高监测的准确性和

效率 [8]。比如，利用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等现代科技手段，

实现对水土流失的实时监测和数据分析。先进的监测技术能

够提供更为精准、全面的数据支持，有利于更好地了解水土

流失的状况和趋势。最后，监测体系还需与治理措施相结合，

形成有效的反馈机制。通过对监测数据的分析，可及时发现

水土流失问题，并制定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同时，监测数据

还可以用于评估治理效果，进而优化治理方案。

4 结语

新疆地区中由于地理环境比较特殊，加上滥砍滥伐，

过度开垦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在水土流

失的综合治理中，需应用现代化对策，大力推广退耕还林还

草政策，增加绿色植被覆盖，可以有效减缓雨水对土壤的冲

刷，加强水土保持措施，推广水土保持的科学技术、预防措

施，进而改善水土流失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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