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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是国务院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国家资源环境调查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水利系统的一件大事。2010 年至 2013 年，甘肃省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严格按照

国务院水利普查办公室的统一要求，在省水利普查领导小组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各级普查

机构密切协作，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普查任务。全省共确定清查对象 55.8 万个，详

查普查对象 14.7 万个，完成空间数据标绘对象 7.1 万个，整理归档普查档案案卷 1.2 万卷。

为充分反映我省水利普查成果，便于广大用户全面了解、查阅和使用普查成果，让普

查成果有效服务于全省社会各界和广大水利系统干部职工，省水利普查办公室按照国务院

水利普查办公室对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成果体系建设工作方案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组织

人员编制了甘肃省第一次水利普查成果集。

本成果共分 10 卷 27 册，编者力求通过文字、数据、图册、照片等方式多角度立体反

映三年来我省水利普查工作在组织实施、综合协调、培训宣传、技术调查、数据采集、质

量控制方面的点点滴滴，做到图文并茂、数据翔实、文字简洁，具有综合性、资料性、实

用性特点。该成果集汇聚着三年多来全省各级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的辛勤劳动和努力，凝

聚着大家的心血和汗水。

水土保持情况普查成果是甘肃省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成果集第六卷，包括《水土保持

情况》、《水土保持情况（简）》和《水土保持情况普查数据汇编》三册。该卷全面地反

映了我省水蚀、风蚀及冻融侵蚀三种类型土壤侵蚀的分布、面积和强度，侵蚀沟道的位置、

数量分布及面积、长度、沟道纵比等特征；基本农田、水土保持林、经济林、种草、封禁

治理等各类措施面积以及淤地坝、坡面水系、小型蓄水保土等工程措施情况。

限于编辑经验和水平，本报告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热忱希望各级领导、各界专家、

广大水利工作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在以后普查成果开发应用中逐步完善。

在此，向所有参与和支持全省水利普查工作的单位、领导和个人致敬！

　   　　　　　　　　　　　　　　　　　　

　　　　　　　　　　　　　　 　   甘肃省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3 年 12 月

ＱＩＡＮＹＡＮ

前　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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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普查对象与内容

一、普查对象及范围

本次水利普查任务中，我省水土保持普查对象包括土壤侵蚀普查、黄土高原侵蚀沟道普查和水

土保持措施普查 3 项，普查范围涉及全省 14 个市（州）86 个县（市、区）。

（一）土壤侵蚀普查

１．野外调查

土壤侵蚀的普查对象包括水力侵蚀、风力侵蚀和冻融侵蚀三种类型，不包括其他类型的侵蚀。

按照分层抽样方式，确定我省的普查任务为野外调查点 1442 个（水蚀调查点 1138 个，风蚀调查点

281 个，冻融侵蚀调查点 23 个）, 普查范围涉及全省 14 个市（州）83 个县（市、区）。

２．侵蚀力因子调查

侵蚀力因子调查内容为收集相关气象数据，包括日降水量数据和风速风向数据。其中：

日降水量数据：收集全省除嘉峪关市、敦煌市、金塔县、瓜州县、肃北县和阿克塞县以外的共

13 个市（州）81 县（市、区）1981-2010 年 30 年的日降水量数据。

风速风向数据：收集嘉峪关市、永登县和古浪县 1991-2010 年，每年 1-5 月和 10-12 月，共 20

年 4 个时段的风速和风向数据。

（二）侵蚀沟道普查

侵蚀沟道的普查对象是指因水土流失尤其是沟蚀而形成的沟道，不包括其他类型的沟道。

侵蚀沟道普查范围为我省黄土高塬沟壑区和黄土丘陵沟壑区，涉及兰州、白银、天水、定西、平凉、

庆阳、临夏 7 市（州）47 个县（市、区）。详见表 1-1。

（三）水土保持措施普查

水土保持措施的普查对象是指为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改良与合理利用水土资源，改善生态环

境所采取的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不包括耕作技术措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主要包括基本农田（包

括梯田、坝地和其他基本农田）、淤地坝、坡面水系工程和小型蓄水保土工程等，水土保持植物措

施主要包括水土保持林、经济林和种草等。

水土保持措施普查范围覆盖全省 14 个市（州）的 86 个县（市、区）。在本次普查中，对水

土保持工程措施中的治沟骨干工程进行重点详查，普查范围涉及 7 个市（州）的 57 个县（市、区）。

详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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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查对象上下限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的《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实施方案》中，依据

普查成果形式，对土壤侵蚀、侵蚀沟道和水土保持措施三种普查对象分别设定了上下限。详见表 1-3。

三、普查内容及指标

（一）土壤侵蚀普查

土壤侵蚀的普查内容包括调查土壤侵蚀影响因素（包括气象要素、地形、植被、土壤、土地利用等）

的基本状况，评价土壤侵蚀的分布、面积与强度，分析土壤侵蚀的动态变化和发展趋势。普查指标如下：

市（州） 县（市、区）

名称 数量 名称 数量

甘肃省 7 47

兰州市 1 城关区、七里河区、西固区、安宁区、红古区、永登县、皋兰县、榆中县 8

白银市 1 白银区、平川区、靖远县、会宁县 4

天水市 1 秦州区、麦积区、清水县、秦安县、甘谷县、武山县、张家川县 7

定西市 1 安定区、通渭县、陇西县、渭源县、临洮县、漳县 6

平凉市 1 崆峒区、灵台县、庄浪县、静宁县、泾川县、崇信县 6

庆阳市 1 庆城县、环县、华池县、合水县、镇原县、西峰区、正宁县、宁县 8

临夏州 1 临夏市、临夏县、康乐县、永靖县、广河县、和政县、东乡县、积石山县 8

表 1-1　侵蚀沟道普查范围表

表 1-2 　甘肃省治沟骨干工程普查范围表

市（州） 县（市、区） 数量

甘肃省 　 57

兰州市 城关区、七里河区、西固区、安宁区、红古区、永登县、皋兰县、榆中县 8

白银市 白银区、平川区、靖远县、会宁县、景泰县 5

天水市 秦州区、麦积区、清水县、秦安县、甘谷县、武山县、张家川县 7

武威市 古浪县、天祝县 2

定西市 安定区、通渭县、陇西县、渭源县、临洮县、漳县、岷县 7

平凉市 崆峒区、泾川县、灵台县、崇信县、华亭县、庄浪县、静宁县 7

庆阳市 西峰区、庆城县、环县、华池县、合水县、正宁县、宁县、镇原县 8

临夏州 临夏市、临夏县、康乐县、永靖县、广河县、和政县、东乡县、积石山县 8

甘南州 临潭县、卓尼县、碌曲县、夏河县、合作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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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对象 上下限

土壤侵蚀
成图最小图斑不小于 2mm×2mm（根据影像空间分辨率、工作底图比例尺确定工作下限，包

括象元个数、图斑大小等）。

侵蚀沟道
西北黄土高原区侵蚀沟道长度不小于 500m，东北黑土区侵蚀沟道长度不小于 100m、不大于

5000m；若沟道跨过 50km2 小流域，则不作为侵蚀沟道。

水土保持措施

基本农田、水土保持林、经济林和种草的面积不小于 0.1hm2，封禁治理面积不小于 10hm2，其

他面积不小于 0.5hm2。

淤地坝库容不小于 1 万 m3、不大于 500 万 m3。

线状水土保持措施（坡面水系工程）长度不小于 10m。

表 1-3　水土保持情况普查对象的上下限情况表

１．水蚀普查指标。包括水力侵蚀区县级行政区划单位辖区内的典型水文站点的日降水量、坡

长坡度、土壤、土地利用、生物措施、工程措施、耕作措施。

２．风蚀普查指标。包括风力侵蚀区典型气象站的风向与风速、土地利用、地表湿度、地表粗糙度、

地表覆被状况（包括植被高度、郁闭度或盖度，地表表土平整状况、紧实状况和有无砾石）。

３．冻融侵蚀普查指标。包括冻融侵蚀区县级行政区划单位辖区内的典型水文站点的日降水量、

日均冻融相变水量、年冻融日循环天数、土地利用、植被高度与郁闭度（或盖度）、地貌类型与部位、

微地形状况（坡度、坡向）、冻融侵蚀方式。

（二）侵蚀沟道普查

侵蚀沟道的普查内容包括沟道的位置、几何特征等，普查指标包括侵蚀沟道的起讫经度、起讫

纬度、沟道面积、沟道长度、沟道纵比。

（三）水土保持措施普查

１．水土保持措施普查指标包括基本农田（包括梯田、坝地、其他基本农田）、水土保持林、

经济林、种草、封禁治理及其他治理措施的面积，淤地坝的数量与已淤地面积，坡面水系工程的控

制面积和长度，以及小型蓄水保土工程的数量和长度。

２．水土保持治沟骨干工程普查指标包括治沟骨干工程名称、控制面积、总库容、已淤库容、

坝顶长度、坝高和所属项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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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普查技术路线与工作流程

一、土壤侵蚀普查

土壤侵蚀普查综合应用野外分层抽样调查、遥感解译、统计报送、模型计算等多种技术方法和

手段进行。主要工作环节包括资料准备、野外调查、数据处理上报、土壤侵蚀现状评价四部分，普

查技术路线见图 2-1，工作流程见图 2-2。

（一）资料准备

１．基础资料获取与处理

从国家级水利普查机构获取遥感影像、1 ∶ 50000 数字线划图（DLG）、土地利用图（国土二调数据）

等基础资料；购买土壤侵蚀普查野外调查单元已定义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的 1 ∶ 10000

数字地形图（无数字地形图区域购买纸质图进行数字化处理，无 1 ∶ 10000 地形图区域，则使用国

务院水利普查办下发的 1 ∶ 50000 数字地形图）；对纸质地形图进行数字化处理，形成数字地形图。

２．确定野外调查单元位置

风蚀、冻融侵蚀野外调查单元范围均为 1km×1km。根据国家级普查机构下发的野外调查单元

图幅号，选择每幅 1 ∶ 10000 地形图中心网格附近 1km×1km 的范围，作为风蚀和冻融侵蚀野外调

查单元位置。如果野外调查单元落在水域、裸岩、居民点、特殊用地等其中之一的土地利用类型之

上，则在中心网络附近重新选择野外调查单元位置，并在地形图底图上准确勾绘其范围，单元面积

（1km×1km）不变，同时记录新的野外调查单元中心点的经纬度地理坐标，在普查表 P503 表“野

外调查单元编号”之后注明“重选”字样。

水蚀野外调查单元若在平原区，范围为 1km×1km，调查单元位置确定方法同风蚀野外调查单元；

若水蚀野外调查单元处在山丘区，则在尽可能靠近中心网格的区域，选择 0.2 ～ 3km2 的闭合小流域

作为野外调查单元。

３．野外调查工作底图

利用收集到的 1 ∶ 10000 和 1 ∶ 50000 的数字地形图，以野外调查单元位置为中心，制作 A4 幅

面野外调查单元工作底图，并下发至县级普查机构。

４．建立普查数据存储目录

按照国家级水土保持专项普查培训班教材要求，建立土壤侵蚀野外调查数据存储目录并下发至

县级普查机构。

５．收集基础资料

收集各有关县的日降水量、风速和风向等气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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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土壤侵蚀普查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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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野外调查

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实地到达野外调查单元，在调查单元工作底图上，勾绘地块边界、填写野

外调查表、拍摄景观照片等；对野外调查数据成果，及时完成内业整理。具体方法按《第一次全国

图 2-2　土壤侵蚀普查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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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普查培训材料 之六》规定操作。

７．数据处理上报

对野外调查单元调查数据进行处理，包括复核、录入及数字化等工作，由市、县两级普查机构完成。

县级普查机构负责整理上报水蚀、风蚀或冻融侵蚀野外调查表（纸质和电子版）、水蚀或冻融侵蚀

野外调查清绘图、景观照片等，其中嘉峪关市、永登县和古浪县需上报风速风向数据；市级普查机

构负责审核县级普查机构上报的数据，汇总野外调查单元水土保持措施、数字化野外调查成果图、

建立地块属性表，按国务院水利普查办规定格式上报各县土壤侵蚀野外调查单元普查成果；省级普

查机构对各市级机构经过审核后上报的普查成果组织复核，确认符合规定后，上报国务院水利普查办。

８．普查表填报与审核

（１）土壤侵蚀普查表共包括 4 类 5 张

全国水利普查气象数据登记表（日降水量）

表号 P501-1；81 个县（市、区），每县（市、区）每年 1 张；

全国水利普查气象数据登记表（风速风向）

表号 P501-2；有关市、县每年 8 张；

（２）全国水利普查水蚀野外调查表

表号 P502，每调查单元 1 张；

（３）全国水利普查风蚀野外调查表

表号 P503，每调查单元 1 张；

（４）全国水利普查冻融侵蚀野外调查表

表号 P504，每调查单元 1 张。

（二）野外调查单元布设

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国务院水利普查机构使用工作底图版本问题，国务院水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函，将分配给青海省的 17 个风力侵蚀点和 10 个冻融侵蚀点任务安排由我省酒泉市阿克塞县负责完成；

另外，在国务院水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实际下发的任务坐标位置中，给张掖市肃州区多安排了 1 个调

查单元。因此，我省风力侵蚀野外调查单元总数由 263 个调整为 281 个，冻融侵蚀野外调查单元总数由

13 个调整为 23 个。在水力侵蚀野外调查工作底图制作过程中，因甘南藏族自治州的 12 个单元和陇南

市文县的 13 个单元无基础图件，经请示国务院水利普查办，取消了该 25 个单元的普查任务，因此，

省水利普查野外单元总数由普查实施方案中的 1163 个调整为 1138 个。调整后，我省土壤侵蚀野外调

查单元总任务为 1442 个。详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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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甘肃省土壤侵蚀野外调查点分布表

市（州） 县（市、区） 水力侵蚀 风力侵蚀 冻融侵蚀 合计

甘肃省 79 1138 281 23 1442

兰州市

市辖区 3 3

永登县 13 13

皋兰县 25 25

榆中县 32 32

小计 73 73

嘉峪关市
市辖区 3 3

小计 3 3

金昌市

市辖区 3 3

永昌县 14 14

小计 17 17

白银市

市辖区 28 28

靖远县 13 19

会宁县 14 14

景泰县 15 15 30

小计 70 21 91

天水市

市辖区 18 18

清水县 21 21

秦安县 18 18

甘谷县 15 15

武山县 20 20

张家川县 11 11

小计 103 103

酒泉市

玉门市 26 1 27

肃州区 9 1 10

敦煌市 17 17

金塔县 10 10

肃北县 15 1 16

阿克塞县 32 10 42

瓜州县 33 33

小计 142 13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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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1　甘肃省土壤侵蚀野外调查点分布表

市（州） 县（市、区） 水力侵蚀 风力侵蚀 冻融侵蚀 合计

张掖市

甘州区 9 9

肃南县 4 2 6

民乐县 1 1 2

临泽县 7 7

高台县 10 10

山丹县 13 13

小计 1 43 3 47

威武市

凉州区 12 12 24

民勤县 21 21

古浪县 9 9 18

天祝县 16 13 3 32

小计 37 55 3 95

定西市

安定区 37 37

通渭县 30 30

陇西县 25 25

渭源县 20 20

临洮县 27 27

漳　县 23 23

岷　县 36 36

小计 198 198

陇南市

武都区 48 48

宕昌县 34 34

成　县 17 17

康　县 30 30

文　县 35 35

西和县 18 18

礼　县 41 41

两当县 13 13

徽　县 27 27

小计 263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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