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土地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的基本要素。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合理利

用和保护每一寸土地尤为重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土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无可替代

的基本资源。保持水土资源，防治土壤侵蚀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孕育了不同类型的土壤侵蚀。水力侵蚀在

我国分布最广，以风积过程为主形成的黄土高原是土壤侵蚀最强烈的区域，承受着明显

的水力侵蚀过程；广袤的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地表干燥，植被稀少，风力侵蚀明显；

海拔最高的青藏高原，是全国冻融侵蚀最集中的区域。在人类社会对资源环境由被动适

应到高强度利用再向协调发展的转变过程中，区域土壤侵蚀不断变化。2010 年 12 月 25
日颁布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明确要求对全国水土流失进行动态监测。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我国有数千年的发展史，人类活动历史长、强度大、影响广。

水土流失作为我国的头号环境问题，导致耕地受损、土地退化、洪涝灾害加剧、区域生

态环境恶化，给国民经济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危害，成为影响我国可持续发

展战略实施的重要不利因素之一。我国历来重视水土保持工作，过去近百年来，持续开

展了以土壤侵蚀为主要对象的观测、调查、监测与评估等研究工作。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先后进行了 4 次全国范围的土壤侵蚀调查与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的第一次

全国土壤侵蚀调查，首次公告了全国范围的水土流失状况；90 年代后期开展的第二次全

国土壤侵蚀调查全面采用遥感技术，建设了第一个中国土壤侵蚀数据库，以 1∶10 万比

例尺的矢量数据方式，反映了 1995 年的中国土壤侵蚀状况，水利部 2002 年 1 月 21 日发

布了《全国水土流失公告》；21 世纪初完成的第三次全国土壤侵蚀遥感监测，第一次系

统地掌握了我国土壤侵蚀的动态变化情况；直到近年完成的第四次全国土壤侵蚀调查工

作，积累了大量的成果，有效地支持了我国的水土保持工作。 
    以 1995 年中国土壤侵蚀数据库为基础，2006 年启动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国家生

态恢复重建的综合监测评估关键技术研发”和 2013 年启动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国家

生态系统观测评估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等先后支持了全国土壤侵蚀动态遥感监测与数

据库更新，2014 年初完成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2010 年的中国土壤侵蚀时空数据库建

设，包括 20 世纪 80 年代末、1995 年、2000 年、2005 年、2010 年等 5 期土壤侵蚀数据

库和其间 4 个时间段的土壤侵蚀动态数据库。该数据库的建设与更新中充分利用了中国

1∶10万比例尺土地利用时空数据库和中国 1∶25万比例尺土地覆盖时空数据库的优势，

系统、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人类活动对区域环境的影响，这些数据库

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奠定了科学数据基础。 
    2012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要求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在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新形势下，协调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成为永恒的主

题，进一步加强水土流失治理和水土保持工作有现实价值和长远意义。土壤侵蚀作为人



类活动促进下的地貌塑造过程，为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为

了展现我国土壤侵蚀的现状及其变化，更好地支持环境保护工作，编写了《中国土壤侵

蚀遥感监测》。 
    《中国土壤侵蚀遥感监测》是基于多次开展中国土壤侵蚀遥感调查与监测成果完成

的，土壤侵蚀动态监测与数据库更新重视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侵蚀的影响，按照时间序

列和流域分析了中国土壤侵蚀的时空特点，共分为 13 章。第一章土壤侵蚀遥感监测由张

增祥、汪潇、赵晓丽、施利锋撰写，介绍了土壤侵蚀遥感监测的技术方法和中国开展的

土壤侵蚀遥感研究工作。第二章中国土壤侵蚀由赵晓丽、张增祥、汪潇、鞠洪润撰写，

概括了 2010 年中国土壤侵蚀的基本特点。第三章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2000 年中国土壤

侵蚀变化由徐进勇、胡顺光、陈国坤撰写。第四章 2000－2005 年中国土壤侵蚀变化由易

玲、左丽君、陈国坤撰写。第五章 2005－2010 年中国土壤侵蚀变化由温庆可、汪潇、曾

甜撰写。第六章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2010 年中国土壤侵蚀变化由汪潇、赵晓丽、张增祥、

曾甜撰写。第七章松辽河流域土壤侵蚀及其变化由温庆可、赵晓丽、鞠洪润撰写。第八

章海河流域土壤侵蚀及其变化由赵晓丽、易玲、施利锋撰写。第九章黄河流域土壤侵蚀

及其变化由徐进勇、胡顺光、李娜撰写。第十章淮河流域土壤侵蚀及其变化由左丽君、

刘芳、徐进勇、李娜撰写。第十一章长江流域土壤侵蚀及其变化由左丽君、汪潇、李敏

敏撰写。第十二章珠江流域土壤侵蚀及其变化由胡顺光、徐进勇、左丽君、李敏敏撰写。

第十三章中国土壤水蚀－风蚀交错区由温庆可、张增祥、赵晓丽、李敏敏撰写。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土壤侵蚀监测与广东省合并完成，故未单独叙述。《中国土壤侵蚀遥感

监测》的编写方案和写作提纲由张增祥等完成，全书统稿由张增祥、赵晓丽、左丽君、

温庆可、汪潇等共同完成。 
    我国土壤侵蚀千变万化，影响因素众多，《中国土壤侵蚀遥感监测》仅仅对最近时期

的土壤侵蚀状况及其变化进行了宏观介绍，如有疏漏或不当，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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