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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小流域治理建设中植物措施的作用
谢 勇

（霍邱县水利局，安徽 六安 237400）

小流域治理方法是生态流域的关键性治理手段之一，并且能

够以 100km2的积水面积为单位，对该区域的山水、林田以及道路
等环节开展有效的治理措施，从而利用造林、护草以及修建梯田

等方法，加大植物措施的治理力度，并在相互促进的基础设施

上，促进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建设。

1 建设小流域治理的优势
1.1 降低自然灾害的程度
农业以及农产品的生产和经济，当遭到自然灾害的不良影响

时，会严重降低农业经济的增长。因此，及时开展小流域治理工

作，并结合农业生产区域的实际情况，发挥当地自然资源的优

势，再对治理工作进行全面规划，有助于切实解决水土流失、土

地沙漠化等问题。小流域治理不仅能够提升水源的涵养功能，还

可以改善土壤的性质，逐步提高森林的覆盖率。

1.2 优化农村的生产环境
为了实现小流域治理的稳步发展，因此应在结合农村实际情

况的同时，为农户提供有效的特色农产品生产措施，从而达到优

化经济生产格局的目的。除此之外，农户应积极开展果林种植等

特色化经济林建设项目，并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在实现农村经济

多样化发展的基础上，提高小流域治理区域内的植被覆盖率，切

实改善农村的生产环境。

1.3 缓解水土流失问题
由于对土地格局的改变，对生态环境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使

水土流失问题日益严重，不利于农业经济以及生态工程的发展。

随着小流域治理建设的逐步落实，治理人员可以根据治理区域

的特点，开展全面化、阶段性以及区分化的治理工作，以此来达

到缓解水土流失问题的目的，降低自然灾害对社会群众生产生

活的影响，为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1.4 提升地域的经济效益
小流域治理建设工作是结合区域的自然资源以及综合性的

生态环境治理手段，从而解决区域内的环境问题，不仅能够有效

提高水资源的使用率，还可以缓解用水问题，并满足社会生活的

用水需求，切实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小流域治理建设还可以为

农业经济构建新型的发展格局，实现水资源的良性循环利用，提

升治理区域的经济效益。

2 小流域治理建设过程中植物措施的作用
2.1 增强植被生态绿化技术的效果
植被生态绿化技术主要是利用滨河植物的美观以及观赏价

值，实现对河道的绿化。滨河植物茎、叶以及花的观赏价值很强，

且都属于陆生植物，因此在通常情况下被种植于河岸的岸坡以及

岸顶部位。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属于水生植物，河水与岸边的

交界处是为其最佳的种植位置。陆生植物具有缓解河水冲刷效

力的作用，不仅可以达到涵养水系的目的，同时也具有降低空气

污染以及噪声污染等生态效益。

2.1.1 陆生滨河植物种植
由于陆生植物的长势与喜水性不同，可以结合其观赏性价

值，设计出合理的种植方案，并在种植的过程中体现空间感以及

层次感。为了避免岸坡绿化的僵硬种植布局，因此应采用自然化

的设计，并结合当地的植物种类开展栽种工作，再利用合理的种

植技术，提高植株的成活率。

2.1.2 水生植物的种植
水生植物的种植工作同样属于维护河流生态平衡的重要组

成成分之一，并且与陆生植物一样具有独特的观赏价值，其主要

摘 要：土地改造的多样化发展，逐渐引发了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因此在对小流域的综合治理过程中，主要包括洪
水防治、水体保护、水体生态、景观整洁以及监管治理等多方面内容。 由于小流域地区的气候特点，使其在治理建设环节具
有特殊性质，从而再结合生态环境治理、流域的防洪治理、对水体质量的净化治理、对污染源的管控治理以及治水技术的
管理措施等内容，实现了对生态环境的改善。 利用植物措施开展小流域治理建设工作，有助于在改善水质的基础上，增强
生态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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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区域被设置在河流、湿地以及河岸的交接面之上。水生植物

主要包括沉水、挺水、浮叶以及漂浮植物等，加之其植株具有直

立挺拔、光合作用强以及庇荫的作用，因此成为造就水面以及水

下景观的基础。

2.2 增强集水整地技术的效果
2.2.1 利用鱼鳞坑的整地方法
鱼鳞坑整地技术是有效改善水土流失问题的关键方法之一，

利用此项技术开展整地工作，有助于实现整地工序的高效性。在

治理区域达到 15°的山坡位置以及土地的梁脊地带，挖掘出呈鱼
鳞状交叉排列的月牙形土坑，并确保其蓄水能力能够达到相应

标准，再将土坑内部蓄满种植所需的水量，在确保种植能力以及

密度规划达标时，才能开展林木种植工作。

2.2.2 利用水平沟的整地方法
水平沟与鱼鳞坑具有相同的防止水土流失的效用，但其另一

个主要作用是蓄水。因此水平沟在一般情况下是沿着等高线位置

建造于山坡之上，并将其规格保持在 1.6~2.2m之间，确保截流沟、
蓄水沟的间距在 1.1m左右，行间距为 2.5~5.5m，并在间隔位置建
立土挡设备，从而达到间隔丘陵地带水流以及坡面径流的目的。

2.2.3 利用机械设备开挖整地
利用机械进行开沟工作，不仅可以使沟槽的深度、宽度以及

地面部分更好地契合施工要求，同时还能够确保土量的均匀抛

洒。利用机械对沟槽进行整理，并结合农作物的生长需求，开展

生态化的治理措施，再通过差异化的开沟要求，确保农田治理效

率的稳步提高。一般情况下，沟槽的行距为 1.8~2.8cm，且与地面
部分齐平的宽面口规格为 78~98cm，地面宽为 25~27cm，深度设
置为 32~42cm。
2.3 对生态治理效益的作用
2.3.1 增强蓄水、拦沙的效果
以某小流域治理工程为例，此流域内的林冠层能够有效拦截

大约 9.8%的年降水量，并在截留之后可以减少大约 290万 m3的
坡面径流量。封闭式的育林区域落叶层的厚度为 2.8cm左右，且
每年的落叶重量可达到 310~1650kg，从而实现了良好的蓄水效
果，并将储水量保持在了 0.5~1.6t之间，为后期的林木生长提供
了充足的水源条件。不仅如此，对小流域的治理建设还可以有效

达到拦截泥沙、降低侵蚀的目的。在封闭式的育林基地开展林地

补植工作后，可以使土壤环境的被侵蚀力度以及流失问题有所

缓解。另外，此项工程的开展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减洪水的峰

值，降低由于洪水等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

2.3.2 提升了生态、社会以及经济效益
以某植物治理工程为例，其小流域地区的林业场地随着治理

工作的开展，逐步增加至 112hm2，再加上基础的补植、封闭式育
林基地的转化，使该地区的森覆盖率从 8.1%提升到了 28.2%，在
种植面积上实现了很大的跨度。相关人员在开展治理工作的同

时，在各项环节融入了有效的专业技术与建设措施，使水土流失

的面积锐减，并增强了植树造林的整体效果。植物治理措施的有

效运用，可以在提升生态效益的同时，为社会群众带来良好的经

济收益，并对社会以及经济效益的积累具有积极作用。

3 发挥小流域治理建设效果的方法
3.1 统筹规划小流域治理建设方案
在开展小流域治理建设工作之前，应对周围区域展开全面的

勘察调研，并将有效方法落实到治理的各个环节当中。首先应打

造专业的治理团队，为水土防护项目提供有力的人力以及技术

支持；其次应结合区域的实际情况，设计出符合地域发展的治理

措施；接着还需要合理的规划区域的农业、林业以及畜牧行业的

发展规模，调整发展比例，并为各个行业制定可行的发展方针；

最后还需要对垄地、田埂、梯田以及植物带等进行划分，确保退

耕还林工作的有序实施，避免水土流失问题。

3.2 秉承“因地制宜”的原则
小流域治理建设工程涉及的范围较广，且区域性的气候条件

各不相同，因此在治理工作开始之前，应秉承着“因地制宜”的原

则，结合各区域之间的特征以及联系，制定严密、精细化的综合

治理措施，为创造生态经济效益提供保障。由于小流域各功能区

之间具有过渡地带以及居民区，也应将这两类地区的治理内容

纳入治理建设的范畴之中，进一步推进小流域治理工程的发展

进程。小流域区域的群众可以利用农田集约化的经营模式，在保

障农业经济稳步增长的基础上，对水、草条件进行改善，并强化

土地的养蓄能力。

4 结 语
小流域治理建设手段的效率较高，能够同步提升社会、经济

以及生态效益，因此，在开展实际的治理工作时，应深入研究小

流域的植物治理建设措施当中的各项技术，并结合操作特点以

及治理区域的环境条件，对小流域治理区域内容进行统筹规划，

再合理地对区域化的经营行业进行划分，增强植物治理措施的

良好效果。除此之外，还应在治理的过程中，充分调动社会群众

的参与积极性，将区域化的治理责任落实到个人，再对工作的内

容进行精细化管理，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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