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小流域综合治理管理模式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小流域综合治理管理模式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8461458

10位ISBN编号：7508461452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时间：水利水电出版社

作者：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中心，西北工业大学资源与环境信息化工程研究所　著

页数：124

字数：111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小流域综合治理管理模式研究>>

前言

　　水土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资源，水土资源的有效保护和持续利用，关系到国家、民
族的兴衰存亡。
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类与水共生、利用、抗争的发展史。
进入21世纪，和谐发展成为我国社会进步的原动力，积极探索小流域综合治理管理模式，促进小流域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前实践民生水利的重要任务。
　　多年来，我国各个流域不同水土流失类型区在治理水土流失的实践中，遵循以小流域为单元综合
治理的技术路线，综合分析流域（区域）自然资源条件和生态环境状况，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经济发
展要求，因地制宜，不断创新，积极探索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实路径，在不同生态类型
区探索和实践多种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治理管理模式，以水土保持为重点的小流域综合治理管理工作成
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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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国小流域治理管理项目（CWMP）”子项目“小流域可持续发展综合治理管理模式研
究”的主要成果为基础，介绍了我国小流域综合治理管理典型实践模式，建立了我国小流域综合治理
管理模式的系统框架，分析了小流域综合治理管理模式前期规划、实施管理、后期完善动态过程的实
践经验和操作要点，并对小流域综合治理管理模式实施的法律政策环境，行政管理体制、运行机制、
绩效考核制度和技术支撑等给出了对策建议。
　　本书研究成果能够为从事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专家学者和相关工作
人员提供借鉴和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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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小流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严重的水土流
失已成为我国头号环境问题。
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92万km2，占国土总面积的37.2％，年均流失土壤约50亿t。
水土流失几乎遍布全国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不但发生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而且平原地
区和沿海地区也存在；不仅发生在农村，在城市、开发区和交通、工矿区也大量产生。
从水土流失的流域分布来看，严重地区主要分布在长江、黄河、珠江、海河、淮河、太湖、松辽七大
流域的上中游地区，尤以长江、黄河上中游分布面积最广。
水土流失对我国的国土、防洪、粮食、饮水和生态安全已构成严重威胁。
　　1.1　水土流失形势严峻　　1.1.1　七大流域水土流失总体形势　　我国七大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流失类型，如表1.1所示。
由表1.1可知，从水土流失面积占流域面积的比例来看，我国黄河流域、松辽流域和长江流域所占比例
排在全国七大流域的前三位，水土流失面积很广，形势尤为严峻。
　　1.1.2　水土流失主要特点　　严重的水土流失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严重影响，不仅
恶化了当地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而且对下游地区造成极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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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小流域综合治理管理模式研究》研究成果能够为从事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管理理论研究和实
践工作的专家学者和相关工作人员提供借鉴和参考作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小流域综合治理管理模式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