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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清区南部山区是济南市地表水来源地和地下水补给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水源地水土流失的监

测和治理!有利于保证济南市的用水安全"本文利用
$>#?@

模型!应用
!"#

和
$#

技术!对长清区南部山区进行

了水土流失研究"研究发现本区水土流失程度较轻!水土流失严重区集中在山区#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水土流失

程度不同!荒草地水土流失最为严重#最后根据本区存在的
*

种治理模式提出了不同的治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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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以优质丰富的地下水闻名"有着%泉城&

的美誉"其地处鲁中南低山丘陵与鲁西北冲积平原

的交接带上"地势南高北低'地形可分为三带(北部

临黄带"中部山前平原带"南部丘陵山区带"独特的

水文地质结构使济南南部山区成为济南泉水补给

区'南部山区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补给地下水"南

部山区地下水直接补给区面积达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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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补给

区面积为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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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南部山区地表水是济南

市城市和工业的重要水源'因此南部山区对于济南

市的城市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社会和经

济的发展"用水量急剧增加"济南已经成为缺水城

市"若没有南部山区充足的补给"城市供水将面临威

胁'所以有必要涵养水源地"加强南部山区的保护"

防止南部山区的水土流失"从而加强地下水补给和

增加地表水的流量'长清区南部山区为济南市南部

山区的西片区"面积占整个南部山区的一半"本文对

长清区南部山区水土流失研究"以为水土流失防治

和区域规划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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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概况与数据资料

长清区位于山东省中部"东倚黄河"距济南市区

%%E=

"是省城济南的近郊区'区内辖有
*

个办事处"

五镇二乡"总面积
&&.,E=

%

'南部山区包括张夏镇+

万德镇+归德镇+双泉乡+马山镇+五峰山街道办事处

和孝里镇"其总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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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清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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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处中纬度地带的

山东内陆"距渤海+黄海较远"东面受胶东丘陵和鲁中

南山区阻隔"故呈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四季

分明"春季多干旱#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

季少雨雪'降雨多集中于
D

$

(

月"且多为暴雨"降雨

侵蚀力较大"是造成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年平均气

温
&)/,H

'

"年平均降水量
D%)/&==

'该区属暖温带

落叶阔叶林带"植被多为人工营造林+荒草地和农作

物'人工营造林柏树居多"农作物则有小麦+玉米+大

豆 +谷子+红薯和花生等'近年来营造了大量的苹

果+桃+杏+核桃+板栗+李等干果林地'

研究区数据资料包括
&I+

万地形图+

J@K

+土壤

类型分布图+逐月降雨数据及
%''+

年
*

月
&)

日的

AK

影像"并于
%''D

年
,

月份进行了野外调查'调

查内容包括土地利用方式+植被覆盖+农作物种植"

农田分布及管理措施"同时进行了
!B#

测点"以建

立遥感影像解译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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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及因子计算

土壤侵蚀预报模型是土壤侵蚀监测预报的核心

工具"从模型的种类来看"可分为经验模型+数理模

型+随机模型+混合模型+专家打分模型和逻辑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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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经验模型和数理模型的研究应用较多"近

几十年以经验模型的
>#?@

!

>:37LM9;2#632?699@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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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36:

$及其改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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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

应用"因此本文选择了
$>?#@

模型作为水土流失

量计算模型'修正的通用土壤流失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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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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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为年土壤流失量#

"

为降雨侵蚀因子#

#

为土壤侵蚀因子#

$

为坡长因子#

%

为坡度因子#

&

为

地表覆盖与管理因子#

'

为水土保持措施因子#文中因

子的计算利用
!"#

和
$#

技术来实现"具体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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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计算

降雨是引起水蚀土壤侵蚀的直接因子"其直接产

生雨滴溅蚀+地表水冲蚀"是土壤侵蚀过程的基础'

自从
S39<T=L3LM

和
#=3PT

)

*

*提出经典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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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以

来"国内外研究者对其进行了改进和简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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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

研究区资料缺乏"选择了
S39<T=L3LM

和
#=3PT

提出的

利用多年各月平均降雨量推求
"

值的方法"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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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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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月平均降雨量!

==

$#

'

为年降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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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计算

土壤可蚀性
#

值表示土壤被侵蚀的难易程度"

是影响土壤流失量的内在因素"其数值大小由土壤

本身组成决定'

#

值的计算方法有
S39<T=L3LM

诺

谟图法)

)

"

,

*及不同研究者推导的地区性的计算方

法)

(

*

'基于卜兆宏等)

&'

*研究的我国主要山地土壤

的可蚀性因子
#

值"王立红和秦艳红)

&&

*研究的济

南市南部山区部分土壤的
#

值"结合收集的土壤资

料"确定了研究区土壤的
#

值!表
&

$'

表
&

!

土壤可蚀性
#

值

土壤类型
#

值 土壤类型
#

值

普通棕壤
'/'*.*

潮褐土
'/'*.D

棕壤性土
'/'*()

褐土性土
'/'++&

普通褐土
'/'+&&

普通潮土
'/''+%

石灰性褐土
'/'+)'

湿潮土
'/''*'

淋溶褐土
'/'*+%

半固定风沙土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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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因子计算

长度和坡度因子
$%

综合反映了地形因素对土

壤侵蚀的影响"土壤侵蚀量一般随着坡长和坡度的

增大而增大'

$

和
%

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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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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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坡长因子#

!

为坡长#

.

为坡长指数"

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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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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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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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为细沟侵蚀和纹沟侵蚀的比值"其计算

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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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为坡度角#

坡度因子
%

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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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为百分比坡度

由于
$%

因子野外测量获取需耗费大量的人力

物力"也不便于
$>#?@

模型在大区域范围内的应

用"

JL9=LP

和
!67LM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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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L=6MPL2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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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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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

技术计算了
$%

因子"文中计算

采用了
Z;:$L=6MPL2

等)

&*

*的方法!以下简称
Z;:

方法$"

Z;:

方法是将
$%

因子的计算计算机化'首

先用
CM<!"#

软件对本区的
J@K

数据进行填洼"从

而便可以计算坡度因子
%

#接着对填洼后的
J@K

计算每个栅格的水流流向"从而计算出每个栅格的

坡长"然后迭代的计算每个栅格的最长坡长'把计

算出的坡长带入公式!

)

$"计算出坡长因子
$

'把坡

长因子
$

和坡度因子
%

相乘即得到了
$%

因子值'

/0%

技术为计算
$%

提供了快捷方便的方法'

)/*

!

&

因子计算

&

因子反映农作物种植和管理对土壤流失的影

响"其大小由作物种植种类及轮作特点+植被覆盖

度+作物残余物的管理及降雨侵蚀前期的土壤湿度

等因素决定'这些影响因素与地区的土地利用和耕

作特点密切相关'结合前期野外调查"采用监督分

类的方法对遥感影像进行分类'在分类过程中"将

J@K

数据作为一个波段参与分类"以提高林地类

别和水旱地的分类精度"最后获得水浇地+旱地+阔

叶林+针叶林+灌木林+荒草地+水体+城乡工矿居民

用地和裸岩地
(

种土地利用类型数据'结合研究区

轮作特点+降雨和土壤侵蚀量月份分布"对每种土地

利用类型的年均
&

值进行了估算!表
%

$'

)/+

!

'

因子计算

研究区内水土保持措施主要是土地的平整和梯

田的修筑'水浇地一般位于坡度较小+地块平整+交

通方便的区域"地块四周有土垄'旱地则多位于坡

度较大的山坡之上"多根据地形对坡地进行了梯田

化"土地平整"面积不大且分散"地块四周有防止水土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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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的土垄'阔叶林大部分是果园地"一般是由旱

地转化而来"具有和旱地一样的水保措施"稀疏树下

套种低矮旱作作物'其他的土地覆盖类型则基本没

有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根据区内水保保持措施特

点"对每类土地覆盖类型进行了
'

因子赋值!表
%

$'

表
%

!

&

"

'

因子值

类型
&

值
'

值 类型
&

值
'

值

水浇地
'/& '/&

荒草地
'/%) &

旱地
'/% '/*

水体
' '

阔叶林
'/&% '/+

裸岩地
& &

针叶林
'/'+ &

城乡工矿
'/'% &

灌木林
'/&+ &

居民用地

*

!

结果与分析

将各因子栅格按照模型相乘获得研究区水土流

失侵蚀模数图"根据水利部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将研究区水土流失程度分为
D

级!图
&

$'

图
&

!

研究区水土流失强度分级图

!!

*/&

!

水土流失特征分析

研究区水土流失分等级统计见表
)

'从图
&

和

表
)

可以看出"总体上水土流失程度轻"水土保持能

力好'微度和轻度侵蚀位于平坦的山谷及平原地

区"多为水浇地+居民地和交通用地区域"占区域总

面积的
,+/(W

'中度以上强度侵蚀则位于低山丘

陵的中上部"多为旱地+荒草地和林地的分布区域"

仅占总面积的
&*/&W

'由此可以看出研究区水土

流失与地形地貌特征紧密相连"低山丘陵是水土流

失防治的重点区域'

表
)

!

水土流失统计表

等级 面积!

E=

%

$ 百分比!

W

$

微度
*.D/*) +&/**

轻度
)&(/%. )*/*D

中度
D./++ ./%(

强度
)D/DD )/(D

极强度
%'/D* %/%)

剧烈
+/.. '/D%

!!

*/%

!

水土流失与土地利用的关系

水土流失与土地利用紧密相关"探讨二者关系

有利于将有限的物力和人力投入到具体的水土流失

区域"尽快地减少水土流失'从表
*

可以看出"除荒

草地和裸岩地外"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侵蚀等级都

在微度和轻度'剧烈等级以裸岩地居多"由于裸岩

地一般处于山体的中上部"水土保持措施难以实施"

其所占区域面积较小"因此没有必要对其进行水土

保持工程改造'荒草地则占据了轻度侵蚀以上等级

的绝大部分"是本区水土流失防治的重点'

表
*

!

水土流失与土地利用关系#单位!

E=

%

$

等级 水浇地 旱地 阔叶林 针叶林 灌木林 荒草地 水体 城乡工矿居民用地 裸岩地

微度
&)'/,' (%/.( (D/.& ./.& '/*) ./D, ,/.% &)'/.* '/,D

轻度
'/%% &&*/,& *&/+& ('/'. '/%) D./%& '/'' */DD '/+D

中度
'/'' &/&( '/.' D/D* '/&& +./,& '/'' '/'' &/&'

强度
'/'' '/'% '/'& '/&' '/'+ )+/%+ '/'' '/'' &/%*

极强度
'/'' '/'' '/'' '/'' '/'% &,/DD '/'' '/'' &/(D

剧烈
'/'' '/'' '/'' '/'' '/'' &/D) '/'' '/'' */&*

+

!

治理措施建议

本区耕地多具有良好的水保措施"阔叶林+针叶

林和灌木林水土流失较轻'由于本区是土石山区"

荒草地多位于山体中上部"开发难度较大"在水土流

失严重的夏季其植被覆盖度在
)'W

$

.'W

间"无水

土保持措施"因此如何把荒草地治理好是本区水土

保持工作的重点'

经调查获知"本区各镇之间水土流失治理方式

和力度存在明显的差别"同一镇不同村间也有明显

的不同'治理方式总体有当地政府治理模式+政府

引导模式+荒山地拍卖治理模式和荒山承包模式'

政府治理模式主要采用组建造林队的形式来执行"

区内仅万德镇有"但其规模小"治理能力有限'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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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模式则是对于旱地的退耕而言"多是在旱地栽

种经济类树种"此模式在各镇都存在"是旱地水土流

失治理较为普遍的方法"也是农民增收的来源"具体

如张夏镇的杏树林+万德镇的柿子和栗子林"马山镇

的樱桃和玉桃林等'荒山拍卖治理模式则是把荒山

以拍卖形式对外承包"规定承包区内要进行一定的

植树造林"对造林面积进行了确定'承包区内的旱

地将进行种树"并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同时雇佣本

地农民进行植树造林及承包区内的开发活动'一般

承包人为旅游或房产开发商"其在改造治理当地水

土流失的同时也破坏着植被'荒山承包模式一般是

由村民承包村内范围内的荒山"对荒山进行治理同

时收益'因为可以发动广大群众来治理"此模式应

该是最为有效的模式"但由于资金和承包政策问题

而得不到大范围的推广'

荒草地的治理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法...全

部种植树木"应根据自然条件和植被分布规律对其

进行治理'对于适宜种植树木的区域"根据可能的

治理模式"考虑树种的选择"生长及保土持水性能'

此区域不同林种的保水性阔叶林大于针叶林"具体

到树种为刺槐林大于侧柏林"侧柏 林 大 于 黑

松)

&.

$

&,

*

'政府治理模式和荒山地拍卖模式主要考

虑树种的持水性和耐旱性"应该对于山体中下部+条

件较好的荒草地种植生长速度快+根系发达+落叶易

腐烂的树种"本地白杨和梧桐树可以选择#对于其他

适宜种树的荒地"则选择耐旱+适应能力强的刺槐+

柏树+黑松'政府引导模式应考虑树种的经济效益"

能给本地农民带来增收"从而达到治理水土流失的

目的"各镇都有不同的种植树种"近几年已形成一定

规模的干鲜果基地'但调查发现"一方面存在滞销

现象"一方面加工层次较低"收益低"这需要当地政

府的努力"从而引导群众加大种植面积'荒山承包

模式树种的选择应考虑经济效益"选择耐旱的干鲜

果作为种植树种"如核桃"栗子+枣等"最为重要的是

落实承包的优惠政策及承包年限问题'

D

!

结束语

通过以上研究发现(

!

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将

!"#

+

$#

和水土流失模型结合"可以有效的评估水

土流失状况'文中除
"

因子是用经验公式得出外"

其他因子的计算均采用
!"#

和
$#

技术'

!"#

主要

用于数据的处理和数据空间分析"

$#

主要用于信

息的提取"即土地利用类型的获取'

"

从研究结果

来看"本研究区水土流失程度轻"微度和中度侵蚀占

总面积的
,+/(W

'水土流失与地形地貌特征相连"

山谷和平原区水土流失程度低"山区水土流失严重#

土地利用影响水土流失程度"本区以荒草地水土流

失最为严重"是水土流失的重点治理区域'水土流

失的治理过程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治理模式"应根

据采用的治理模式的不同"考虑治理的方式+树种的

选择'各种治理模式中应防止出现水土流失的加重

和现有环境的破坏"并落实治理中存在的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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