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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划定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是建立水土保持空间管控制度、落实差别化保护治理措施的必然要求。 选取

了湖南省慈利县和衡阳县分别开展湖南省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试划定工作,划定结果表明:直接

采用《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范围划定技术指南》推荐指标,划定结果严重超出基准参照值,需要增

加区域特性指标;对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划定增加水土保持率区域特性指标,对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划定

增加耕地、园地面积占比区域特性指标,通过调整区域特性指标标准,划定结果产生了明显的变化,新增区域特性指标对

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定的结果具有较高敏感度;水土保持率指标和耕地、园地面积占比指标分别按所在县平均

值提高 10%后,划定结果接近基准参照值且空间分布合理。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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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宋楠,郭俊军,李国桢. 湖南省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试划定探讨 [ J] . 中国水 土 保持, 2024
(10):54-58.

　 　 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包括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

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

法》规定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划定的区域。 水土流失

重点防治区的划定是因地制宜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前

提和基础,也是各级水土保持规划的核心内容[1] 。
2015 年,国务院批复的《全国水土保持规划( 2015—
2030 年)》明确了 40 个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
其中: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17 个,涉及 631 个

县级行政区,面积 49. 44 万 km2;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

预防区 23 个,涉及 460 个县级行政区,面积 43. 92 万

km2[2] 。 湖南省共涉及 2 个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

区(湘资沅上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武陵山国

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共计 29 个县级行政区,重
点预防区面积 7

 

164. 3
 

km2;涉及 1 个国家级水土流失

重点治理区(湘资沅中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

区),共计 26 个县级行政区,重点治理区面积 7
 

585. 5
 

km2。 目前,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成果只明

确到各防治区所涉及的县级行政区名单和面积规模,
各防治区的具体范围还尚未“落地”,我国水土流失重

点防治区的划定工作从实际应用层面上讲还尚未完

成[3] 。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22 年

12 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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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建立水土保持空间管控制度、落实差别化保护

治理措施的要求,在全国水土保持规划的基础上,完成

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具体范围的划定势在必行。
湖南省是全国水土保持空间管控有关重点区域试

划定工作的试点省份,本研究通过探讨湖南省慈利县、
衡阳县两个代表县分别开展的湖南省国家级水土流失

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范围的试划定工作,研究国

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具体范围划定的方法和指

标,以期为全国范围的划定工作提供参考和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慈利县属于武陵山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位于湖南省西北部,隶属于张家界市,地处武陵山脉东

部边缘, 澧水中游, 地理位置为 29° 04′ ~ 29° 42′ N、
110°28′~ 111°20′E,土地总面积 3

 

492
 

km2。 全县整体

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为湘西北武陵山区向洞

庭湖滨湖平原过渡的地带。 境内地表水系发育,除澧

水干流外,长度在 5
 

km、流域面积在 5
 

km2 以上的河流

有 96 条,分属于澧水和沅水两大水系。 慈利县地处中

纬度,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光热充足,雨量充

沛,无霜期长,严寒期短,四季分明,全县多年平均气温

16. 8
 

℃ ,多年平均降水量 1
 

404. 2
 

mm,多年平均蒸发

量 1
 

186. 0
 

mm。 慈利县属亚热带落叶阔叶林区,2022
年全县林草覆盖率为 73. 84%。 根据 2022 年水土流失

动态监测成果,慈利县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663. 27
 

km2,
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18. 99%;水土流失面积中轻度

497. 72
 

km2、中度 115. 40
 

km2、强烈 34. 89
 

km2、极强烈

14. 03
 

km2、剧烈 1. 23
 

km2。
衡阳县属于湘资沅中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

区,位于湖南省中部偏南,隶属于衡阳市,地处湘江中

游,地理位置为 26°52′ ~ 27°23′N、110°59′ ~ 112°45′E,
土地总面积 2

 

559
 

km2。 衡阳县地处南岭上升和北部

洞庭湖下陷的过渡地带,衡邵盆地中部,南岳衡山西南

面,境内地貌呈“三山夹一盆”的格局。 境内地表水系

发育,最大地表径流为湘江一级支流蒸水,长度在 5
 

km、流域面积在 10
 

km2 以上的河流有 81 条,总长

1
 

277. 6
 

km,均属湘江水系。 衡阳县地处中纬度,属亚

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热量充

足,春温多变,夏秋多旱,严寒期短,暑热期长,全县多

年平均气温 18. 6
 

℃ ,多年平均降水量 1
 

218. 7
 

mm,多
年平均蒸发量 1

 

445. 6
 

mm。 衡阳县属中亚热带常绿阔

叶林北部亚地带植被区,2022 年全县林草覆盖率为

56. 46%。 根据 2022 年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衡阳县现

有水土流失面积 428. 36
 

km2,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16. 74%;水土流失面积中轻度 363. 71
 

km2、中度 49. 12
 

km2、强烈 12. 02
 

km2、极强烈 3. 33
 

km2、剧烈 0. 18
 

km2。

2　 材料与方法

2. 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涉及水土流失、土地利用、地形坡度、小流

域划分成果等数据。 其中,水土流失、土地利用、地形

坡度、植被覆盖度数据采用 2022 年度水土流失动态监

测数据;同时,基于数字高程模型( DEM) 数据,运用

ArcGIS 软件进行汇水分析和河网分析,初步划分县域

小流域边界,并通过卫星遥感影像、现场复核等方法对

小流域边界进行修订,然后根据划分的小流域边界最

终成果,采用 ArcGIS 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统计各小

流域的林草覆盖率、坡度≥15°的土地面积比、水土流

失面积占比、中度及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占比、水土保持

率,以及耕地、园地面积占比等指标。
2. 2　 技术路线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 年)》和《湖
南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 年)》,慈利县国家级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面积 608. 15
 

km2,衡阳县国家级

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面积 297. 79
 

km2,但均仅有面积

值,无空间分布情况,本次试划定以此为基准参照值进

行划定,对结果进行分析和评价。
根据《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范围划定技术指南》 (以下简称《技术指南》)的要求,
湖南省国家级重点防治区划定以小流域为基本单元,
通过定量判定和定性复核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划定。 在

定量判定中以《技术指南》推荐的指标和标准为基础,
并辅以湖南省区域特性指标,通过将不同的试划定结

果与基准参照值进行比对,确定湖南省区域特性指标

和标准,最终建立湖南省国家级重点防治区划定指标

体系。
2. 3　 划定方法

2. 3. 1　 试划定指标体系

湖南省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试划定指标体

系包括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其中定量指标又包括《技

术指南》推荐指标和湖南省区域特性指标。 对于湖南

省区域特性指标的选取,本研究认为水土流失轻微、水
土流失潜在危险大的区域为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同
时参考全国水土保持规划时的指标,将重点预防区湖

南省区域特性指标确定为水土保持率;重点治理区为

水土流失严重,急需开展重点治理和提质增效的区域,
根据湖南省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湖南省中度及以

上水土流失面积主要集中在耕地和园地,因此经专家

多方论证,将重点治理区湖南省区域特性指标确定为

耕地、园地面积占比。 湖南省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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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试划定指标体系见表 1。
表 1　 湖南省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试划定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定量指标
《技术指南》推荐指标

　 小流域林草覆盖率、坡度≥15° 的土地面
积比

　 水土流失面积占比、中度及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占比

湖南省区域特性指标 　 水土保持率 　 耕地、园地面积占比

定性指标 　 是否为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地
　 是否为林下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是否是已开展初步治理、需
要提质增效的区域

2. 3. 2　 试划定指标标准确定

对于《技术指南》推荐指标,直接采用《技术指南》
建议标准,其中武陵山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技术指南》 推荐指标的建议标准为:林草覆盖率≥
75%、坡度≥15°的土地面积比≥50%;湘资沅中游国

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技术指南》推荐指标的建

议标准为:水土流失面积占比≥15%、中度及以上水土

流失面积占比≥15%。 而对于湖南省选取的区域特性

指标的标准,则通过试算法进行确定,水土保持率和耕

地、园地面积占比指标分别按全县平均值提高 5%、
10%、15%进行试算,将试算结果与基准参照值进行比

对,测定湖南省区域特性指标的敏感度,并按照与基准

参照值规模相当并且不超出基准参照值规模的原则确

定区域特性指标标准。
2. 3. 3　 试划定流程

1)基于数字高程模型( DEM) 数据,运用 ArcGIS
软件进行汇水分析和河网分析,初步划分县域小流域

边界,并通过卫星遥感影像、现场复核等方法对小流域

边界进行修订,小流域面积控制在 5 ~ 50
 

km2。 经复核

调整,慈利县最终划分为 113 条小流域,衡阳县最终划

分为 70 条小流域。
2)运用 ArcGIS 软件空间分析功能,将县域小流域

矢量边界与水土流失数据、地形坡度数据、土地利用数

据进行空间叠加分析,分别统计出慈利县各小流域的

林草覆盖率、坡度≥15°的土地面积比、水土保持率等

指标,以及衡阳县各小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占比,中度

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占比,耕地、园地面积占比等指标。
3)筛选出同时满足定量指标标准的小流域,统计

其总面积,并与基准参照值进行比对,按照与基准参照

值规模相当且不超出基准参照值规模的原则确定区域

特性指标的标准。
4)按照确定的区域特性指标标准,对被初步纳入

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小流域进行调查复核和

定性分析,开展现场实地调查,综合分析开发建设、农
业农村发展、生态保护与水土流失预防、综合治理的关

系,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

(2015—2030 年)》确定的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

的面积,合理确定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范围,
确保将有必要实施水土流失预防保护和重点治理的区

域纳入。

3　 结果与分析

3. 1　 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试划定结果

3. 1. 1　 定量划定

本研究以小流域为基本单元,共选取 4 组定量指

标进行慈利县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试划定。 4
组试划定结果与基准参照值比对情况见表 2。

表 2　 慈利县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试划定结果 km2

指标
基准参
照值

试划定
结果

　 ①林草覆盖率≥75%、坡度≥15°的土地面
积比≥50%(仅采用《技术指南》推荐指标) 608. 15 1

 

516. 34

　 ②林草覆盖率≥75%、坡度≥15°的土地面
积比≥50%、水土保持率≥85. 44% (区域特
性指标,比全县平均值 81. 37%提高 5%)

608. 15 790. 81

　 ③林草覆盖率≥75%、坡度≥15°的土地面
积比≥50%、水土保持率≥89. 51% (区域特
性指标,比全县平均值提高 10%)

608. 15 453. 19

　 ④林草覆盖率≥75%、坡度≥15°的土地面
积比≥50%、水土保持率≥93. 58% (区域特
性指标,比全县平均值提高 15%)

608. 15 27. 44

　 　 由表 2 可知,直接采用《技术指南》推荐指标试划

定结果严重超出基准参照值,不满足划定要求。 在

《技术指南》推荐指标基础上增加不同取值的水土保

持率区域性指标后,划定结果不同程度地大幅降低,说
明水土保持率指标对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划定

结果具有很好的敏感度。 其中采用林草覆盖率≥
75%、坡度≥15°的土地面积比≥50%、水土保持率≥
89. 51% (比全县平均值提高 10%)的指标划定结果,
满足与基准参照值规模相当并且不超出基准参照值规

模的划定原则,且空间分布合理,因此本研究采用该组

定量划定结果。
3. 1. 2　 定性复核

由于定量划定结果与基准参照值还有一定差距,
因此根据划分方法,将不满足定量指标但满足江河源

头区、重要水源地等定性指标的小流域纳入国家级水

土流失重点预防区范围。 经分析,慈利县有 4 条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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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涉及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地等有必要实施水土流

失预防保护的区域,应纳入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

区范围。
3. 1. 3　 划定结果

根据确定的试划定方法,慈利县被划定为国家级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的小流域共 19 条,占地 574. 37
 

km2,划分情况见图 1 及表 3。

图 1　 慈利县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范围

3. 2　 湖南省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试划定结果

3. 2. 1　 定量划定

本研究以小流域为基本单元,共选取 4 组定量指

标进行衡阳县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试划定。 4
组试划定结果与基准参照值比对情况见表 4。

由表 4 可知,直接采用《技术指南》推荐指标试划

定结果严重超出基准参照值,不满足划定要求。 在

《技术指南》推荐指标基础上增加不同取值的耕地、园
地面积占比区域性指标后,划定结果不同程度地大幅

降低,说明耕地、园地面积占比指标对国家级水土流失

重点治理区划定结果具有很好的敏感度。 其中采用水

土流失面积占比≥15%,中度及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占

比≥15%,耕地、园地面积占比≥34. 94%(比全县平均

值提高 10%)指标的划定结果满足与基准参照值规模

相当并且不超出基准参照值规模的划定原则,并且空

间分布合理,因此本研究采用该组定量划定结果。
3. 2. 2　 定性复核

根据划分方法,将满足林下水土流失严重、已治理

区域需要提质增效等定性指标的小流域纳入国家级水

土流失重点治理区范围。 经分析,衡阳县满足定性条

件的小流域均已在定量分析阶段初步纳入国家级水土

流失重点治理区范围,无需新增。

表 3　 慈利县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划分情况

小流域
编号 面积 / km2

重点预防区划分指标 / %

林草
覆盖率

坡度≥15°的
土地面积比

水土
保持率

说明

007 45. 95 81. 23 77. 51 69. 44
043 23. 95 86. 57 72. 08 86. 42
076 32. 76 70. 46 73. 28 90. 73
088 18. 52 82. 19 76. 10 79. 21

　 按照位于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地等定性指标划入

013 13. 56 83. 16 68. 9 90. 81
014 41. 01 83. 14 69. 61 90. 13
015 22. 27 87. 80 82. 86 90. 56
019 35. 97 91. 76 84. 45 92. 58
026 47. 66 82. 71 52. 14 92. 39
038 44. 26 86. 26 58. 11 92. 34
045 36. 62 83. 27 48. 17 90. 55
049 46. 94 82. 34 55. 77 90. 56
067 27. 44 93. 97 87. 05 94. 6
073 21. 42 91. 62 63. 44 93. 58
083 18. 22 82. 95 70. 44 90. 55
092 34. 24 87. 05 61. 66 92. 52
106 24. 89 87. 16 47. 30 90. 00
109 13. 73 94. 90 79. 77 92. 39
110 24. 96 94. 81 75. 27 91. 93

　 按照林草覆盖率≥75%、坡度≥15°的土地面积比≥50%的
《技术指南》推荐指标及水土保持率≥89. 51%的湖南省区域特
性指标,纳入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合计 574. 37

3. 2. 3　 划定结果

根据确定的试划定方法,衡阳县划定为国家级水

土流失重点治理区的小流域共 7 条, 占地 252. 40
 

km2,划分情况见图 2 及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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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划定结果分析评价

根据试划定结果,慈利县国家级重点预防区试划

定面积为 574. 37
 

km2,较全国和湖南省水土保持规划

确定的国家级重点预防区面积 608. 15
 

km2 减少了

5. 55%;衡阳县国家级重点治理区试划定面积为

252. 40
 

km2,较全国和湖南省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国

家级重点治理区面积 297. 79
 

km2 减少了 15. 24%。 由

于全国水土保持规划采用的是 2015 年第一次全国水
表 4　 衡阳县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试划定结果

km2

指标
基准参
照值

试划定
结果

　 ①水土流失面积占比≥15%,中度及以上
水土流失面积占比≥15% (仅采用《技术指
南》推荐指标)

297. 79 471. 77

　 ②水土流失面积占比≥15%,中度及以上
水土流失面积占比≥15%,耕地、园地面积占
比≥33. 35%(区域特性指标,比全县平均值
31. 76%提高 5%)

297. 79 366. 50

　 ③水土流失面积占比≥15%,中度及以上
水土流失面积占比≥15%,耕地、园地面积占
比≥34. 94%(区域特性指标,比全县平均值
提高 10%)

297. 79 252. 40

　 ④水土流失面积占比≥15%,中度及以上
水土流失面积占比≥15%,耕地、园地面积占
比≥36. 52%(区域特性指标,比全县平均值
提高 15%)

297. 79 219. 60

图 2　 衡阳县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范围

表 5　 衡阳县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划分情况

小流域
编号

面积 /
km2

重点治理区划分指标 / %

水土流失
面积占比

中度及以上水土
流失面积占比

耕地、园地
面积占比

017 41. 10 16. 53 20. 82 37. 80
021 33. 09 15. 31 16. 73 36. 66
031 43. 26 30. 80 21. 10 41. 40
034 41. 37 29. 46 15. 29 48. 50
039 33. 18 18. 73 17. 55 46. 42
040 44. 30 18. 92 15. 09 51. 06
070 16. 10 20. 41 16. 29 45. 70
合计 252. 40

利普查的水土流失数据,而本次试划定采用的是 2022
年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数据,经过几年的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湖南省水土流失面积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因此重

点防治区面积不同程度的减少符合现实情况。 同时根

据《技术指南》的规定,全国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各省

两区面积可以省内平衡,省涉及总面积原则上不出现

大的变化,本次划定成果接近基准参照值且空间分布

合理,符合要求。

4　 结论与讨论

1)划定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是建立水土

保持空间管控制度、落实差别化保护治理措施的必然

要求。 湖南省选取了慈利县和衡阳县分别开展国家级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试划定工作,根
据试划定结果,直接采用《技术指南》推荐指标划定结

果严重超出基准参照值规模,因此直接采用国家推荐

指标和标准不能完成国家级重点防治区的划定,必须

增加区域特性指标。
2)本研究对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划定增

加水土保持率区域特性指标,对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

治理区划定增加耕地、园地面积占比区域特性指标。
通过调整区域特性指标标准,划定结果产生不同程度

的明显变化,说明水土保持率指标和耕地、园地面积占

比指标对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定的结果具有

很好的敏感度。 根据湖南省试点县划定结果,水土保

持率指标和耕地、园地面积占比指标分别按所在县平

均值提高 10%后,划定结果接近基准参照值且空间分

布合理,对湖南省及全国其他省份的国家级重点防治

区的后续划定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3)由于大尺度范围内县域自然条件和水土流失

特性的差异性,不同县域间采用的划定指标和标准可

能导致划定结果存在差异,因此各省在开展国家级水

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定过程中,应从全省的尺度论证

划定指标和标准的可行性。

[参考文献]

[1]
 

王海燕,赵永军. 关于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标准的几

个技术问题探讨[J]. 中国水土保持,2015(12):61-63.
[2]

 

李子轩,邹海天,赵辉,等. 县域尺度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域划定方法[J]. 中国水土保持科学,2018,16(6):56-63.
[3]

 

蒲朝勇.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做好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

[J]. 中国水土保持,2017(12):1-6.
收稿日期:

 

2024-02-12
第一作者:

 

宋楠(1987—),男,湖南长沙人,高级工程师,硕士,
主要从事水土保持规划和设计研究工作。
E-mail:

 

6986351@ qq. com
 

(责任编辑　 杨傲秋)

·85· 中国水土保持 SWCC　 2024 年第 10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