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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评价的理论与方法初探 

孙李品 

扬州大学水利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摘要]现如今，我们的国家飞速发展，社会经济水平在不断提升，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而对于我们水利行业来说，

要想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存活就必须要采取一些水土保持措施，因为它不仅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也关系到人们

的生活起居。合理的水土保持措施，不仅能够保护生态环境，还能促进生态环境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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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level, 

people gradually begin to pay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blems. For our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in order to survive in this era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must take som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because it i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but also related to people's daily life. Reasonabl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can not only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t also 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loc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quality;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引言 

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工业经济也飞速前进，这

也给我国自然环境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经数据研究，

今年全国水土流失的面积高达 273.69 万平方公里，与以

往相比，虽然有适当的减少，但环境问题的解决还是迫在

眉睫。由此可见，在我们进行工业活动的时候，也要对环

境进行保护，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的长久发展。做好

水土保持就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之一。其实就是利

用多种多样的方法，对水土资源进行节约、保护，对水土

保持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解决，尽可能减小工业发展对

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1 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评价理论 

1.1 土地适宜性 

土地适宜性其实就是，土地与它的用途之间紧密相连

的关系，简单来说也是一种比较相对的概念:土地的作用

和土壤的类型之间的匹配程度。一般情况下，土地适宜性

会受到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当地自然环境状态等影

响。在现如今的学术上，对土地适应性进行全面的评价和

调整，主要根据土地的类型和用途进行适应程度，根据适

应程度，去达到和谐发展程度。这种和谐程度在某种意义

上说到地方经济发展，自然资源和人文化这些因素的影响，

导致整个土地资源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问题。政府机构和管理人员在确定水土保持措施，是要

考虑这些多种因素带来的影响，考虑到土地的事情作用，

挑选出作为合适的运用方式，对土地进行全面的使用。

管理人员通过对环境综合性进行判断，了解土地的使用

情况和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和谐程度。同时，要想保持土

地适宜性，就必须关注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属性

等，同时也能保证土地适宜性的措施能顺利实施，促进

经济发展。 

1.2 土地适宜性评价 

土地适宜性评价是进行土地利用决策，科学的制定土

地利用计划重要前提。土地适宜性评价不仅要求较高，评

价的种类也多样化，例如，目的多样化评价、目的单一化

评价、定量化评价等。不管用哪一种评价方法，都要贴近

土壤质量的实际情况，对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并执行可以实

行的土地适宜性措施。土地适应性评价在本质上主要是围

绕土地的自然特性和自然资源进行建设的，对土地的使用

质量是否符合土地资源也要进行全面的探讨和研究，管理

人员要提出相应的评价管理体系，利用科学性的评价管理

去注重土地的管理质量，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与发展进行全

面的评价。这种评价方式，在开展评价时，需要注意土地

质量，管理人员也要注意土地在水土保持后的经济发展情

况，对水土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S157&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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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前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评价的理论问题 

2.1 理论并不完善 

土地管理人员在进行理论知识创新之后，根据土地保

持措施，也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制度方案，并且在实践中取

得了一定的效果和质量。水土保持措施在建设的过程中，

效果仍然达不到理想的作用。在我国水土自然环境发展过

程中，水土保持事业性管理制度实践的效果并不明显。在

土地适宜性评价实践中，为了更加有效地达到水土资源的

充分利用，管理人员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制度和措

施。但是水土保持评价理论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水

土保持措施是一定评价理论和方法，在现阶段仍然处于初

步阶段，创新阶段，这一理论内容在建设过程中与思想结

合的，并不完善。实施者正在保证将理论知识应用在实际

管理过程中，保持水土的发展目的，但是在建设过程中，

仍然是一项隐患问题。在水土建设过程中，如何使水土保

持措施的实施与经济发展相融合，将土地资源在应用过程

中对数据信息，参数进行充分的计算和应用，已经成为了

一项重点关注的问题。但是在应用过程中，计算模型并不

完善，评价体系也不够完美，所达到的效果和质量，仍然

达不到理想的要求。 

2.2 理论缺乏操作性 

土地资源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土地适应性评价还是

水土保持措施，适应性评价理论在应用的过程中，始终是

一种理论模型，管理人员并没有将这些理论知识应用到实

际土地资源发展过程中。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外界和

内界带来的一些影响，企业需要克服一系列的问题。这些

问题在应用的过程中，对于一个应用理论来说，属于一个

致命问题。管理人员对理论创新之势制作的再好，如果无

法应用到实际中，也无法将整个土地适应性评价制度真正

的操作，仍然发挥不出土地适应性评价的意义和价值。在

理论体系操作过程中缺乏实际性的操作会对今后的考核

和评价都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也会使水土在自然控

制方面缺乏实用性。 

2.3 水土面积减少 

虽然我国开始对环境问题重视起来了，在土地资源这

方面也实施了一些措施，例如制定了 13 项水土保持管制

标准，对全国 647 万平方公里进行水土保持的严格监管，

并发现违规违法项目 11.8 万个，未批先施工的项目 5.5

万个，并对 5.2 万个项目进行处罚。水土流失面积减少

21.23 万平方公里，这些措施的实施大有成效，但在水土

保持问题这方面是一个持久战。目前，水土保持措施的评

价体系不够完善，实施水土保持的某些措施的实操性还有

待提高，实施水土保持的管理水平有待提高，但是同时也

证明了是理论知识不够充足，研究不够深入。由于我国各

个地方的水土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发展都有差异，所以

对徒弟保持设备以及配置的优化，也是十分重要的，但目

前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薄弱的。  

2.4 配套措施不完善 

一套优秀的理论体系，要想全面的应用到实际中就需

要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之间相互配合区域，进行全面的实

施和应用。在水土保持措施适应性评价理论知识上，为了

更加有效地对保持水土作用提供明显性，管理人员就要去

提供操作性的应用。但是在理论上对于水土作用操作性不

强，很难应用在实际中，这些情况也是由于配套措施不完

善而导致的。在理论体系发展过程中，缺乏配套措施，很

难使整个土地适宜性评价建设，发挥出自身的意义，会导

致理论体系不稳定。 

3 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评价的方法 

3.1 原则及目的 

一般情况下来说，如果以人的使用感受作为标准来评

判水土保持措施的适宜性，那么以水土的利用价值为前提

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进度进行评价就是适宜性评价，目

的就是评判这些措施的可实施性以及是否合理，以及这些

措施实施以后是否能对当前的问题有所解决，记录其对环

境产生的影响，并作为数据保存起来，为以后措施的实施

进行数据铺垫。例如 2019 我国的水土保持工程资金 67.8

亿，比 2018 年增加 9.7%，治理水土流失 1.32 万平方公

里造坡耕地改造 109 万亩，侵蚀沟 1930 条被治理，加固

750 座地坝，并对危险地坝进行排除。但由于各个地方的

环境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属性不同，在进行评价的时候要，

针对不同的问题，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法，面对较为重点的

问题时要具有针对性，更重要的是要随机应变、对症下药。 

3.2 适宜性评价的方法 

水土保持的适宜性评价方法需要从概括到细致，接着

再进行一个总体的评价。首先要确定水土保持适宜性评价

的目标，依据评价目标，完善评价体系，使评价体系层次

化多样化。依据较为明确的评价理论，并将实施地的多变

因素作为参考因素，例如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等，真正

做到对症下药，因地制宜。 

其次，可以观察其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持、社会发展

以及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价。生态环境的保护就是

水土保持的实现效益是否理想，这一点也是这一措施的核

心目的。例如当地土地流失是否减少，含沙量是否降低，

土地侵蚀指数是否下降等，将这些数据进行采集，与以往

的数据进行比对，分析适宜性评价方法的实施效益。土壤

质量水平也是重中之重，例如，土壤中矿物质的含量、土

壤是否可以用来种植农作物等。在进行土地保持措施适宜

性评价的时候，不要只局限于评价方法，要关注当地的，

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等差异，结合这些差异进行全面，

具体，细致的评价。 

实施前面两个以后，可将当地居民以及当地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也加入到评价过程中。例如，农户的种植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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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进行评价，并将这些评价数据记录起来，与当地政府的

数据进行比较。与此同时，还可以呼吁当地居民，提高当

地居民对水土保护的意识,这对水土保护措施适宜性评价

会产生很大的积极作用，例如，2019 年会同财政部在部

分县城，提升群众及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中央投资一

块群众投资一块以上，这使水土保护措施工程建设成本降

低 20%，增加 21%的治理任务。因此，要调动群众的积极

性，鼓励居民参与到实施过程中。 

4 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评价的发展方向 

依据我国现在的水土保持措施的适宜性评价的发展

方向来看，需要改进的方面仍有很多，如果我们对这些问

题视而不见，不仅仅是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甚至还会影

响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工业发展。水土保持措施是一

个持久战，研究人员及专业相关人士应积极参与。 

4.1 完善评价的理论依据 

如果在评价过程中没有一个真实可靠的理论依据，那

么这个评价过程可能会是模糊不清、毫无头绪的。因此，

我们要不断完善评价的理论依据，加深对相关理论依据的

研究。例如，研究当地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当地的自

然环境、自然气候、土壤质量水平，甚至是地域风俗。对

这些因素进行清晰地了解以及分析后，才能使评价过程更

加清晰准确，具有科学性。政府人员要想保证水土管理措

施的适应性，就要去加强理论评价的方法，理论评价在应

用过程中，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管

理人员需要加强理论研究的力度。在水土保护措施中，要

将适应性的评价理论与方法进行全面应用，这样可以促使

我国水土保持措施的发展。管理人员要加强理论研究，通

过加强理论研究，可以将理论和实践进行合理性和协调性

的处理。政府机构根据不同地区土地的特色和环境的差异

性，对土地资源做到因地制宜，灵活的根据生态环境进行

理论操作。 

4.2 建立可实施的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的完善也是评价过程顺利实施的一个重要

前提。评价体系不够完善，就会导致评价的结果不够理想，

这远远降低了效率。所以我们要构建一个完整、多样化的

评价体系。例如针对不同地域的地貌差异，采用不同的评

价方法；对被评价地方的针对性问题进行专业化的重点分

析，制定出专业的评价方法等，在实施以上决策的同时，

要保证评价体系贴近社会现实，保证其的可实施性、科学

性以及合理性。如果在应用的过程中，理论知识操作性不

足，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水土保持措施适应性评价的方法

理论体系不合理，会是理论知识在实施的过程中，受到另

一部分理论问题的影响导致理论知识和措施实时达不到

预想的效果。这些相互之间的矛盾，会导致理论体系在应

用过程中不合理。对此政府机构要建立一个合理的评价体

系，去提高水土保持措施适应性的评价理论和方法操作性，

根据科技实际发展情况，对理论知识进行全面创新和调整，

在进行理论创新，政权管理人员也要兼顾到评价体系的合

理性。 

4.3 优化土地保持措施的配置 

近年来我国对优化土地保持措施的配置进行了一些

研究，但对于优化配置模式、优化配置标准等问题需要更

加深入。理论体系要想科学性的应用到实处，就需要与相

对应的配套措施进行调整，水土保持措施适应评价理论与

方法，对基础建设的要求也很高，由于一些水土保持措施

和理论知识在实践应用过程中难度较大，需要管理人员在

基础设施要求上去提高理论管理体系更加科学性的实现。

它主要对土壤是否能被合理运用、水土流失对当地环境产

生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这需要

对评价的指标进行标准化，这样才能得到具体的比对数据，

才能找出最协调的组合。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在水土保持措施适宜

性评价这一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还是较多的。而近年来，随

着工业的发展环境问题也备受人们的关注。水土保持措适

宜性评价的方法如果太过单一，可能会导致评价结果不准

确，就会降低对环境保护措施实施的效率。因此，为了保

证我国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保护我国水土资源能够被充

分且有效的利用，我们必须采取以上措施，对水土保持措

施适宜性评价体系及方法进行适度的调整和完善，对相关

理论进行深入的钻研，如果能够做到以上措施，那么我坚

信我国现存的相关，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评价的问题会得

到部分改善，希望这些建议能够为我国的发展贡献一份绵

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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