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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了解全国水利发展状况、提高水利服务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国务院于2010年启动了第一次全国

水利普查工作，水土保持专项普查是此次普查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水利部组织下，北京师范大学和中科院成都山地

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等单位作为第一次全国水土保持专项普查的国家级技术支撑单位，共同承担着“全面查清土壤侵

蚀分布、面积与强度，掌握土壤侵蚀动态，为国家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提供决策依据”的重要任务。为此山地所成

立了由所长牵头的工作组，经过近两年的工作，截止2011年底，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与进展。 

2010年11月，山地所成立了以所长邓伟为组长、陶和平研究员任项目负责人、刘淑珍研究员为技术负责人的领

导小组，在山地所数字山地与遥感应用中心负责下，联合山区发展中心、元谋站等部门，抽调了30余名科研骨干全

力参与此项工作。 

目前项目组已取得如下成果：一是在冻融侵蚀方面，制定了全国冻融侵蚀的普查标准，编制了普查技术细则，

该细则已于2011年4月通过国家评审；代表国家普查办完成了全国冻融侵蚀普查数据准备、野外调查和数据处理阶段

的质量控制工作；建立了冻融侵蚀模型，完成了半数冻融侵蚀关键因子的数据处理和收集；完成了8省（自治区、新

疆建设兵团）冻融侵蚀普查培训、实施指导和数据验收工作；二是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和四川省水土保持专项普

查工作提供系统的技术支撑，协同其完成了4504个调查单元（占全国冻融侵蚀调查单元的56%、水力侵蚀调查单元的

10%和风力侵蚀调查单元的12%），野外行程累积约18万公里，取得成果已上报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办公室。 

2012年，山地所水土保持专项普查团队将再接再厉，重点对全国冻融侵蚀数据进行系统集成、评价与分析，在

全面完成第一次全国水土保持专项普查任务的基础上，为国家相关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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