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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and soil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station network is the basis of soil and soil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work. At present, it has 
built 31 provincial water conservancy system management monitoring stations in Shaanxi Province, bu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uneven distribution, weak representativeness, old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and low level of autom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which cause the function of the monitoring station network to play. The author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station,	puts	forward	the	solu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unified	planning,	
scientific	layout,	 the	monitoring	network	optimization,	and	Suggestions	for	operation	management,	 in	order	to	build	the	elements	
of complete, reasonable layout, perfect function of coverag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network,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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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陕西省水土保持监测站网优化提升分析
苗斌侠

陕西省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中国·陕西 西安 710100

摘 要

水土保持监测站网是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基础。目前，陕西省建成省级水利系统管理监测站点31个，但存在站点分布不
均、代表性不强、设施设备老旧、自动化信息化水平低等问题，导致监测站网功能难以发挥。笔者在全面分析全省站网现
状的基础上，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解决思路和对策，建议按照统一规划、科学布局的原则，对监测网进行优化提升，并对
运行管理提出建议，以期建成覆盖全省的要素齐全、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水土保持监测网络，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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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土保持监测站网是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基础，承担

着水土保持第一手资料的采集、整合汇编等任务，监测站网

的科学布局与建设对于采集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分析区域水

土流失状况和水土保持治理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2 监测站网优化提升的必要性

2.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中国

共产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就生态文明建设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指明

了前进方向。《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中明

确指出：强化水土保持监测评价，构建以监测站点监测为基

础、常态化动态监测为主、定期调查为补充的水土保持监测

体系，完善全国和重点区域土壤侵蚀模型，深化监测评价和

预报预警，充分发挥水土保持监测在生态系统保护成效监测

评估中的重要作用。优化水土保持监测站网布局，按照事权

划分，明确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健全运行机制。按年度开

展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及时定量掌握全国各级行政区及

重点流域、区域水土流失状况和防治成效。

2.2 监测工作发展的要求
水土保持监测站点是分析研究和评价不同立地条件、

不同水土保持措施对土壤侵蚀影响的基础，是验证和校准水

土流失动态监测理论计算成果的唯一途径。长序列的监测数

据能够确定区域土壤侵蚀因子、优化土壤流失方程，实现土

壤侵蚀因子“本土化”的科学支撑。中办、国办 2015 年印

发的《全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要求建立空天地

一体化监测，实现监测全地域、全要素、全天候覆盖。因此，

建立定位准确、类型齐全、布局科学、数量合理的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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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站网，是监测工作发展的要求 [1]。

2.3 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中国经济社会已迈上了高质量发展之路，新阶段、新

理念、新格局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水土保持必须全面适应新

形势、新要求，坚持高质量发展和提质增效。通过监测站网

合理规划、站点观测数据积累与分析，优化水土流失模型，

提高水土流失科学治理水平，促进土地利用结构优化调整，

更加及时、全面、准确地向全社会提供不同范围、不同尺度

的水土流失状况及相关监测信息，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必

然要求。

2.4 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陕西省是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最大、侵

蚀强度最高、水土流失影响最严重的省份之一。经过多年来

坚持不懈地开展综合治理，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水土

流失面积和水土流失强度实现“双下降”，水蚀风蚀“双减

少”的态势不断巩固，但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基本面仍未改

变。2022 年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显示，全省水土流

失面积 6.26 万 km2，占国土面积 30.46%，即水土保持率仅

69.54%，低于全国平均值。陕西位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秦岭生态保护和长江经济带南水北调丹江口库

区的核心区域，尽快实施水土保持监测站网优化升级对于推

进全省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作十分迫切和必要。

3 陕西省水土保持监测站网建设现状

3.1 监测机构设置
陕西省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体系由省、市两级监测机构

和各类基层监测站构成。陕西省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作为省级水土保持监测总站，在榆林、延安、铜川、宝鸡等

10 个市设立水土保持监测分站，机构设在当地水利（务）局。

基层监测机构设在各县（区）水土保持站。

3.2 监测站点分布
依托国家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与信息系统一、二期工程

和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土保持监测工程等科研示范项目等，

目前全省已建成省管监测站点 31 个，包括 27 个水蚀站、3

个风蚀站和 1 个重力侵蚀站。按照属地管理原则，除省级直

管的 2 个站点外，其他 29 个站点由市县进行管理。除此之外，

还有 11 个监测站点和 19 个水文站隶属于流域机构或科研院

所管理，与省管站点仅进行数据共享。根据《陕西省水土保

持规划（2016—2030 年）》，按照自然和社会条件、水土

流失类型、强度、危害以及区域相似性和差异性等，全省共

分为 8 个一级功能区和 23 个二级功能区，共分布有 31 个省

管监测站点。

3.3 监测设施配置
①监测设施：监测设施包括标准径流小区、自然坡面

小区、小流域控制站、林草调查样地、气象观测场、实际样

地等。根据调查统计，27 个水蚀监测站共建有标准径流小

区 173 个，自然坡面小区 2 个，小流域控制站 19 个，气象

场 21 个，林草样地仅 3 处。现有的 3 个风蚀站中仅靖边县

黄蒿塘监测站建有人工小区 10 个、自然小区 1 处。

②自动化设备：根据统计，现有 27 个水蚀监测站点的

175 个径流小区共配置自动径流泥沙仪 45 台，平均到每个

站点 1.7 台，平均到每个径流小区为 0.26 台。现有 19 个小

流域控制站配置自动径流泥沙仪、水位雷达 8 套，平均到每

站仅 0.42 套。到目前，全省尚无监测数据收集管理平台，

仅榆林市横山区 3 个监测站的数据可以直接上传至县级信息

平台，其他安装自动化设备的监测站点，监测数据直接传输

到设备供应商平台并代为收集管理。

③观测用房：31 个监测站点中，其中 25 个建有观测用

房，面积一般在 30~50m2，面积最小的仅 5m2。

④监测人员配置：自 2016 年陕西省水利事业单位机构

改革后，各市县水土保持工作站职能有较大调整，水土保持

监测只是其职能之一。目前，全省监测队伍人员共 134 人，

其中在编人员 105 人，临聘人员 29 人负责监测站点的日常

管护。

⑤监测站点用地：除个别监测站点用地为政府划拨外，

有少数站点设在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内，土地属于长期占

用，大多数监测站点用地均采取临时租用方式，租期 10~50

年不等。

⑥站点运行现状：全省 31 个监测站点运行状况差异较

大。目前，仅 9 个站点正常运行，8 个站点勉强维持，运行

水平较差，其他 14 个站点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⑦运行经费保障情况：全省 31 个监测站点，仅延安市

宝塔区王皮湾监测站等 3 个纳入《国家水土保持监测站点优

化布局工程》的监测站点有一定的运行经费，其他站点均没

有稳定的运行经费。

4 存在问题

4.1 监测点空间布局不均，代表性不强
省管 31 个监测站点中，在 8 个水土保持一级区内共有

9 个站点，一级区内监测全部覆盖。二级分区的监测站点分

布不均，如Ⅰ 1、Ⅱ 3、Ⅳ 3、Ⅴ 5、Ⅶ 3 分区无监测站点，

出现监测空白而Ⅴ 2、Ⅴ 3、Ⅶ 2 等分区内站点较多，监测

功能相似。因此监测站点的总体布局不均。有部分站点建设

源于水土保持治理项目或科研类项目，监测设施以宣传展示

和科普教育为主，布置在水土保持示范园区内；有的监测站

上游建有水库或淤地坝，站点形同虚设；更有个别站点不具

备建站条件，根本谈不上代表性。

4.2 设施设备老旧，自动化程度低
由于监测站点初期的设施和设备配置以人工监测为主，

自动化设备非常少。到后期各站点不同程度增加了少量自动

化设备后，人工观测量明显减少，仅安装自动化设备的小区

能够自动生成数据，而大多数监测小区闲置，造成整体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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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受到影响。

4.3 设施不完善，监测水平低
除纳入国家监测站网的 3 个站点外，其他大多数站点

的设施类型单一、监测因子少、标准不统一、数据可比性差。

监测设施以标准径流小区和气象观测场为主，普遍未布设自

然坡面观测场，缺少自然原地貌水土流失状况和实际治理现

状观测，监测数据难以与实际生产应用相结合。控制站数量

远远不足，不利于通过尺度转换进行分析。另外，缺少专职

监测人员，不少站点长期无人值守，或者依靠外聘人员进行

日常管护，管理水平有限，站点运行状况堪忧 [2]。

4.4 智能化分析水平不高
到目前，还没有建成监测数据收集处理信息平台，无

法及时、全面收集全省的监测数据，监测数据智能化分析水

平较低。

4.5 运行费难以保障
全省水利系统管理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包括省级直

管和市县管理站点，均没有相对稳定的运行费用保障，31

个监测站点中仅 17 个站点正常或勉强维持运行，其他 12 个

站点则无法运行。

4.6 监测技术人员不足
全省 31 个监测站点共涉及 28 个管理单位，全部为公

益一类事业性质。其中省级直管 2 个站点，延安市、渭南市

各直管 1 个站点，榆林市横山区管理 3 个站点，其他 25 个

监测站点由其所在县级水保站管理。由于人员编制少，存在

监测机构与其他部门合署办公，严重影响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的开展和监测点的正常运行。

5 解决思路和对策

5.1 优化监测站点布局
以陕西省水土保持区划 8 个一级区和 23 个二级区为单

元，依托现有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将布设不合理且无改造提

升条件的监测站点全部舍弃，在水土流失严重且属于监测空

白的区域重新选点，按照全覆盖、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原则，

适当补充新建，科学确定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功能、类型、数

量和分布，做到二级分区监测全部覆盖。同时考虑利用境内

流域机构、科研院校的监测站点开展数据共享，避免重复建

设和资金浪费 [3]。

5.2 完善站点设施建设
在监测站点功能和设施布设方面，要充分结合区域水

土流失特点，按照区域自然地理特征、土壤类型、土地利用

方式、耕作制度、水土流失特性和治理模式、林草措施和工

程措施配置等布设人工径流小区，要重点加大自然坡面小区

的布设，开展小流域综合性监测，布设相互嵌套的控制站以

开展多功能、匹配性综合监测。监测设施设计应严格遵循有

关规范要求，注重施工质量，以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准确。

5.3 提高设备自动化水平
在完善站点各类监测设施的基础上，对监测仪器设备

进行更新升级，实现集监测数据自动采集、自动存储、自动

传输、自动处理一体化的网络系统，提高监测自动化观测、

成果质量及管理水平。

5.4 加大资金投入建立信息化管理平台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发展成果，加大资金投入，

提升监测站点自动化、信息化能力水平。另一方面，应建立

全省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信息平台和数据库，实现监测数据收

集、处理和整编、分析挖掘、应用推广、信息发布等现实功能，

更好地服务和支撑政府在水土保持政策制定、重大规划和项

目决策等方面工作，更好地服务社会经济建设。在自动化、

信息化建设推进中，要打破行业壁垒，充分与气象、水文、

测绘、农业、林业、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相关行业的数据

互联互通，实现基础资料与成果共享。

5.5 建立长效机制保障运行经费
运行经费是保证建设投资效益发挥、保证监测工作良

好开展的根本，建议尽快出台《陕西省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建

设与运行管理办法》，以长效机制巩固监测站点的基础地位，

规范站点建设与管理，保障运行工作经费 [4]。

5.6 加强技术培训，提高监测能力
要切实加强监测站点技术人员业务培训，规范数据采

集、记录、整编等技术工作，提高监测数据分析挖掘和推广

应用能力，发挥监测站点在水土保持治理、生态环境监测评

价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和功能性作用。

6 结语

全面推进陕西省水土保持监测站网优化提升工程的实

施，将构建起上下联通、内外协同、布局合理、功能完备、

系统科学、技术先进的水土保持监测体系，能够科学开展监

测工作，有效评价水土流失量、水土流失危害及其防治效果，

为构建不同区域水土流失观测数据库和土壤侵蚀模型因子

参数库提供基础数据支撑，满足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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