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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悠久的人类活动，我国发育了多种多样的水土流失，流失面积广、强度大
，严重影响着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存生活质量。
加快水土流失防治，以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社会建设，实现生态文明，对水土保持监测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为了规范水土保持监测技术和方法，提高水土保持监测成果质量，我们编写了这本《水土保持监测理
论与方法》。
本书系统总结了我国几十年来水土保持监测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介绍了国外水土保持监测的先进技术
和方法，内容涵盖了水蚀、风蚀、冻融侵蚀等主要水土流失类型及其影响因素、流失状况与危害、水
土保持措施及其成效的监测，以及监测技术管理等。
其中，既有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的基本理论，也有各种指标监测和检验基本理论需要的技术和方法；
既有传统的、成熟的原形监测技术和方法，也有近年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新技术和新方法；既有小尺度
的径流小区和试验场径流泥沙测验与数据处理方法，也有大尺度的区域水土流失分布、面积与强度评
价方法。
有些监测方法虽然正在探索、尚在讨论完善之中，也给出了现阶段主要成果、应用以及发展方向，尤
其是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技术、信息自动获取与传输技术及其集成设施设备，使得水土保
持监测变得快速而且准确，大大提高了监测的动态性、现势性，真正实现了水土保持监测的精确定位
、精准定量。
本书在编写中，既考虑了理论的系统性，又兼顾了方法的实际操作运用；既有监测数据的采集，也有
监测成果的汇总、交流与管理。
力求结构层次清晰，文字通俗易懂，计算公式简明准确，图表适宜扼要。
本书第一章 由郭索彦、刘秉正、郑粉莉编写，第二章 由郑粉莉、侯庆春、刘宝元编写，第三章 由郭
索彦、李智广、张光辉编写，第四章 由刘秉正、李智广、张光辉编写，第五章 由何兴照、喻权刚、
郭索彦编写，第六章 由杨勤科、刘宝元编写，第七章 由严平、展秀丽编写，第八章 由张平仓、刘晓
路、刘纪根编写，第九章 由郭索彦、刘宪春、李智广编写。
全书由郭索彦、刘秉正统稿。
限于我们的实践范围、知识水平和思考深度，书中难免会有遗漏、不足和错误之处，诚望广大读者不
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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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总结了我国水土保持监测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介绍了国外水土保持监测的先进技术和方法，
内容涵盖水土保持监测理论基础、监测网络体系、监测指标体系、监测技术与方法体系，包括水蚀、
风蚀、冻融侵蚀等主要水土流失类型及其影响因素、流失状况及危害监测的理论和方法，涉及坡面径
流小区、小流域和区域等不同的空间尺度，以及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开发建设项目的水土
保持监测。
    本书章节结构符合我国水土保持监测实际，文字朴实易懂，计算公式简明准确，图表适宜扼要，是
水土保持监测技术人员必备的工具书。
可供各级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监测机构、管理部门参考使用，也可作为相关高等院校和研究
院所教学研究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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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科学性原则水土流失的发生和发展既受自然因素影响，也受人为活动因素制约，水土保
持生态建设的核心是保护和利用水土资源，防止侵蚀，改善生态环境，发展和提高生产力，从实际出
发，配置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水土保持监测面对复杂的流失类型、方式和多种多样水土保持措施，必须用水土保持理论作科学分析
，把侵蚀成因与侵蚀特点结合起来，把宏观特征与微观表现结合起来，科学选择监测方法，合理配置
监测设施，及时而准确地实施监测，才能抓住关键，透过现象揭露本质，把握土壤侵蚀规律，掌握水
土保持要领，实施针对性的综合治理。
坚持科学性原则即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原则、实事求是原则，要把对土壤侵蚀规律、影响因素、变
化特征与危害的认识与监测项目的内容、监测过程及监测区域、方法统一起来；要把人为活动的方式
、特点、区域分布和监测的范围、监狈4重点与监测的时间、空间调配统一起来；要把各项治理措施
的规格、结构及配置与监测典型、监测时效与频次统一起来等，实施有效的、及时的、精确的监测，
取得真实、可信的监测结果。
（二）系统性原则水土保持监测包括影响水土流失因素监测、水土流失状况监测、水土流失灾害监测
、水土保持措施及效益监测四个方面，无论对某一侵蚀类型和侵蚀方式，还是对坡面、小流域、区域
的不同尺度，还是工程项目、重点治理，均应包含这四个方面的监测，组成完整的水土保持监测系统
，才能回答诸如侵蚀类型、侵蚀强度、减沙机理、效益大小等问题，疏漏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实现
完整的监测目的。
水土保持监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国家已建立了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体系，颁布了一套组织、管理
法规、制度。
这一体系既是水土保持监测数据采集、传递、整编、交流和发布的数据交换网络，又是一个可从公用
数据网络及相关监测网络获取信息，并向社会各层次提供信息和开放的网络。
因此，系统性原则不仅涉及监测的项目内容，还要满足监测网络体系中采集、传递、整编等要求，适
应社会不同层次的需求。
（三）实用性原则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措施监测成果，以及水土流失预测预报都是为土壤侵蚀防治、
生产建设、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等服务的，因此监测的目标要明确，内容要完整，方法要实用，手段
要能适应不同情况，以便能够取得满足需要的监测成果。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水土保持监测方法也有了新的发展，监测的内容和指标也在不断丰富和拓展，
除了传统的监测方法、内容、指标外，还积极鼓励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深化和发展水土保持科学。
限于我国当前的技术经济条件以及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应该选用可操作性强、容易实施、简捷实用的
方法和运算灵活方便、指标容易获得的模型，这样能够快速推广、分析应用，推进水土保持监测的精
度提高、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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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土保持监测理论与方法》是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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