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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土流失直接关系国家生态安全。
严重的水土流失，是生态恶化的集中反映，已成为我国生态环境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加强水土流失防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一项长期的战
略任务。
2005年7月至2007年5月，水利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联合开展了“中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综
合科学考察”，组织生态、环境、资源、法律、政策等方面的专家，对我国重点水土流失区进行了全
面的综合科学考察。
在此基础上编写的《中国水土流失防治与生态安全》全面评价了我国水土流失现状与发展趋势，总结
了长期以来水土流失防治的主要成效与经验，梳理了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防治对策。
这一成果，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生态保护与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水土流失面广量大，产生的危害严重，影响深远。
水土流失不仅导致土地退化、毁坏耕地，制约山丘区经济社会发展，使人们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而
且加剧江河湖库淤积和洪涝灾害，恶化生存环境，加剧贫困，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不仅影
响当前发展，而且影响子孙后代的生存。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水土保持工作，采取多种措施防治水土流失。
水土保持法律、法规体系和监督执法体系不断完善，人为水土流失逐步得到控制；不断加大资金投入
，在长江上游、黄河中上游、环京津地区、珠江上游等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国家重点治理工程；多渠
道、多形式增加投入，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
经过广大干部群众和水土保持工作者近60年的艰苦努力，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
治理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进入江河的泥沙大幅度下降。
通过开展水土保持，改善了生态环境，有效保护了水土资源，土地生产力犬幅度提高，区域经济得到
发展。
同时，在长期的水土保持实践中也积累了丰富的防治经验，为今后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工作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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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首次全面介绍全国范围内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的著作。
全书共分七章和两个附件，较全面地反映了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特点与危害、水土流失变化趋势，
并对当前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提出了今后进一步加强改进的
建议。
     本书可供水土保持监督管理人员、水土保持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水土保持监理、监测单位
从事水土保持技术服务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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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考察组由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主任郭索彦担任组长，水土保持监测
中心为承担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松辽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委员会、淮河水利
委员会、海河水利委员会和太湖流域管理局等七大流域机构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土保持机构
作为协助单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农
业与农村委员会，部分高校和科学院所的院士、专家及学者数百人次参加了本专题科学考察活动。
此次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科学考察活动先后进行了面上调查统计工作、典型调查和重点考察工作。
面上调查统计工作涉及除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之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联动参与单位有
七大流域、32个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水土保持机构（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土保持处），297个地级
市（区）和2400多个县级水土保持机构共同参与了以县为单位逐级统计的调查工作，前后参与面上调
查的总人数达9000多人。
典型调查工作按东北、西北、华北、东南和西南五大片分别进行，由松辽流域、黄河流域、海河流域
和长江流域的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具体负责，各流域机构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土保持机构协
作完成。
重点考察活动由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组织，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长江水利委员会水土保
持局、陕西省水土保持局、四川省水土保持局、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
勘测设计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黄河上中游管理局、黄河水利科学
研究院水土保持研究所、长江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煤炭工业环境保护办公室、北京交通大学、西
安理工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分别参加了四川和陕西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的开发建设项目水
土流失科学考察活动。
在考察活动和报告编写期间，先后邀请了铁道部、中国有色冶金设计总院、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煤炭工业环境保护办公室、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中国水电顾问集团
公司、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学者
以及水利部水土保持方案评审专家召开了10余次专家咨询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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