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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与浙江山水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 

李跃军 1,2    孙虎 1 

（1.陕西师范大学 旅游与环境学院，西安 710062； 

2.台州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 

【摘 要】水和土是山水旅游资源本身及其依存环境构成的物质要素，水土的流失会降低山水旅游资源品位或资

源依存的环境质量，缩短旅游资源的有效利用时间，从而降低山水旅游资源利用价值。浙江是我国山水旅游资源比

较突出的省份，“山水浙江”作为浙江旅游的重要品牌，应该重视水土流失对山水旅游资源的影响，为此要采取预

防监督机制、重点治理、加强山水旅游区环境管理的水土保持措施。 

【关键词】水土保持；山水旅游资源；浙江；水土流失 

水和土或是山水旅游资源构成的物质要素，或是山水旅游资源依存的环境要素，水土流失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山水旅游资

源的原有属性，从而降低山水旅游资源的利用价值；反过来，不遵循山水旅游资源利用规律，开展不合理的旅游活动，必然会

加剧山水旅游区的水土流失。前人对于旅游活动中对景区造成的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问题已有一些研究
[1，2]

，但水土流失对旅游

资源开发利用的影响的研究在国内仍为数不多。因此，研究水土流失对山水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浙江是我国山水旅游资源比较突出的省份，在一些景区已经出现了水土流失危及旅游资源质量的现象，应该重视山水旅游区的

水土流失问题。 

1 山水旅游资源是浙江旅游资源构成的核心 

浙江境内众多名山，山岳虽不及我国北部和西部诸省的名山雄伟险峻，但因“水”，形成了峰峦迭嶂、山清水秀的景观。按

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风景区 119处中，浙江有 11处名列其中，占全国比重为 9.24%，居全国首位。还有省级风景名胜区 35处，

国家级森林公园 20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7处，它们大多是山水相伴，或是以山体构成旅游景观的骨架和主景，或是以水体作

为构景核心因素，或是以山水兼而有之，或是因山水的映衬而显其美，为游客创造出美好意境。不仅如此，山水通过多种要素

给游客以多方面的美感，首先表现为它们或以独特的形态展示特殊的景观地貌，或以重峦叠嶂的山体显示层次感，或以郁郁葱

葱的植物显示灵气美。如天台山主峰华顶峰，四周群山层层相裹，状如百叶莲花；雁荡山山体“群峰峥嵘”，岩体多棱、多角、

多面、多姿、多变，创造出“雁荡天下幻”的美感。其次，浙江山水既有江河、瀑布、滴泉、洞溪、海洋、山中云雾等的动态

造景，又有湖泊、山体、象形岩石等的静态造景。总之，浙江山水旅游资源数量多、等级高、美感特征显著、构景要素齐全而

具有突出地位，是“山水浙江”旅游形象的资源基础，也是与江苏园林和上海都市结合成一组互补的长三角旅游板块的关键要

素。 

2 浙江水土流失对山水旅游资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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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国家，2004 年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 356 万 km
2
，占国土面积的 37.1%

[3]
。据第 4 次应用卫星

遥感技术普查水土流失状况的成果显示，浙江省共有水土流失面积 13654.13km
2
，占国土总面积的 12.95%，估算每年的水土流失

总量高达 6000多万吨。虽然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但在个别地区也是相当严重的，如温州市水土流失面积达 2873.53km
2
，占该市

总面积的 23.45%，丽水市、杭州市的水土流失面积分别为 2242.51km
2
、1989.72km

2
。 

2.1 当前浙江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 

水土流失是地球表层的土壤在水力、风力、冻融和重力等外营力作用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的各种破坏、分离、搬运

和沉积的现象。当前浙江水土流失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并且在新时期出现了一些水土流失的新动向。 

2.1.1 农业经济活动是造成水土流失的主要人为因素 

浙江是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人口密度大，对土壤资源的依赖程度较高，对地表的影响较剧烈，较频繁。许多农业地

区积极发展柑橘、杨梅、枇杷等经济林，2000年时全省经济林面积为 1764万亩，占林地总面积的 21%强，而经济林的涵水保土

功能不及枫香、木荷等阔叶混交林
[4]
。还有在坡地上开发的果园、茶园，当地老百姓不接受园地长草的种植方式，每年都要将园

地里的草锄掉，一年中多次翻耕，好一点的是用除草剂，但多数是用锄头，造成土壤流失严重，形成了泥沙的策源地。即使在

浙江众多的农业观光园中，也较少采用水土流失预防措施。因此，农业经济活动是造成水土流失的一个重要的人为原因。 

2.1.2 大型的非农工程项目建设是造成浙江水土流失的新动向 

近几年，城市化、交通、采矿等大型建设项目对水土的流失影响也很大。由于经济的发展，浙江省城市化发展迅速，各级

城镇规模都在扩大，城区的基础建设、房地产开发及开发区都在大规模建设中，而对弃土、弃渣大多没有很好地采取围遮、挡

护等水土保持措施，从而引起部分地区沙尘弥漫，水土流失。高速公路、康庄大道工程，山区、丘陵的村庄修机耕路等，开挖

的土石方顺坡倾倒，一下雨极易塌方。例如金温铁路，土石方很大，挖填过程中就破坏了瓯江的原生态。为了工程建设需要，

石材矿随处可见，开采点存在滥采乱挖现象。一些矿产地的森林植被被损坏，水土流失现象较为严重。 

2.1.3 超载的旅游活动和不合理的旅游设施建设加剧了山水旅游区的水土流失 

浙江山水旅游区游客量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旺季时总是人满为患，众多的游客对旅游区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如杭州灵

隐寺、瑶琳仙境等著名景区，在旅游黄金周时，日游客量达几万人次，在景区有限的范围内要容纳那么多的游客，必然会造成

或加剧土壤板结、树木损坏、根茎暴露、水质污染、动植物种群成分改变以及生物多样性下降等问题。也就是说，旅游活动可

能对土壤和植被造成干扰和破坏，甚至改变土壤结构，降低了植被的蓄水保土作用，进而引发水土流失并影响到土壤侵蚀速度。

另外，在旅游区中修建道路、桥梁、停车场、楼堂馆所、索道等人文景观及服务设施，由于工程量大，占地面积也大，必然会

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例如，在千岛湖景区修建了索道，修建过程中会带来水土流失，修建索道后由于大量

游客进入梅峰景区，景区附近土体和植被经常被游客任意践踏和破坏。 

2.1.4 降雨强度大是浙江水土流失最重要的自然原因 

浙江全省年平均雨量在 980～2000mm之间，一年中有春雨期、梅雨期、台风雨三个汛期，多集中在 5～8月份，降水较为集

中。比如 2005年的“麦莎”台风，台州平均降水量达 217mm，温州平均降水量达 128mm，其中台州的临海平均降水量达 298mm，

温州的乐清平均降水量达 322mm。强降雨量容易产生地表径流，在水土流失区对土壤冲刷非常严重。同时，浙江台风频繁，高强

度降雨多，在山区极易产生山洪和泥石流，据省气象局和省国土资源厅全年联合发出的 3级以上地质灾害预报达到 32次，在 2004

年的“云娜”台风中，乐清市北部山区 3个乡镇受其影响，发生了特大山洪及泥石流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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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水土流失对山水旅游资源价值的影响 

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导致生态环境失调，河床淤积、库容萎缩、湖泊变浅、水质变差，地貌景观异化，植被覆盖率下降，这

不仅会直接影响流失区的旅游资源质量，而且也会影响非流失区的旅游资源质量，如上游流域水土流失，对下游河川、海洋等

水体旅游资源的影响。因此，浙江水土流失的严重性将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山水旅游资源的利用价值。 

2.2.1 降低了山水旅游资源品位 

浙江省各流域中，水土流失面积最大的是钱塘江流域，流域内水土流失情况最严重的是鳌江流域，其他的各大流域也存在

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上游流域的水土流失导致了各大河流、湖泊、入海口和海滨地区海水泥沙量较大，下雨时各条河流成了

“黄河水”，河道抬高，水污染加重，水体有机元素增多，改变了水体构景的原有美学要素。在雁荡山、天台山、普陀山、天目

山、莫干山、括苍山、雪窦山等以名山为主体的旅游地，水土流失就会影响这些景区的奇岩异石、青山绿水、瀑布、植被等自

然景观要素，而杭州西湖、富春江—新安江、东海海滨风光、楠溪江等以水体为主体的旅游地则会受到上游流域水土流失沉积

物带来的影响。如古代文人称颂为“小三峡”的富春江，根据 2003年浙江水资源报告，这个河段大部分时间水质仅为Ⅲ类；又

如以秀美著称的杭州西湖水质也仅为Ⅳ类，据 2003年杭州西湖疏浚工程资料，疏浚的底泥达 280m
3
，这些泥沙大多是 50年来沉

积而成，平均每年达 5 万 m
3
。可见，河道和湖泊的水质变差除了主要来自工业污染排放以外，水土流失带来的泥沙和污染物也

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2.2.2 降低了资源依存环境质量 

水土流失不仅影响山水旅游资源的主体部分，也对资源存在环境构成威胁。一些景区游步道被冲得坑坑洼洼，山沟和河道

淤泥沉积，近海海域海水混浊不堪，降低了资源依存环境质量，从而影响了景区雄、犷、幽、秀、幻、清、艳、奇等美感观赏

效果。天台石梁景区、临海桃渚景区、浙东大峡谷等地，每次雨后，游步道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刷，而谷地却淤积，如果不经常

加以清理，虽然不影响旅游资源的核心部分，但会降低游客观赏意境的效果。又如，钱塘江潮，潮水依旧，仍能产生“壮观天

下无”的景象，但游客现在能看到的是混浊不堪的海水一浪高过一浪，其中的重要原因与上游流域水土流失带来的大量泥沙和

污染物是分不开的。总之，土壤和水体是构成浙江山水旅游资源生态环境的最基本要素，必须进行有效预防和治理，防止水土

流失对旅游资源依存环境的破坏。 

2.2.3 削弱了旅游资源的文化性和观赏意境效果 

文化内涵是旅游资源的灵魂所在，越是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资源越具有开发价值和生命力。浙江山水不但以绚丽的自然山

水取胜，而且还蕴藏着无数赞美自然山水的游踪墨迹、摩崖碑刻、诗词对联等文化景观。如在浙东“唐诗之路”旅游线的山山

水水中，共有 432位唐代诗人留下 2000多首诗篇；普陀山、莫干山等也有类似情况。但是，水土流失改变了景观美感，难以再

现古人描述的意境效果，从而削弱了旅游资源的文化性。如“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日出江花红

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富春江“小三峡”，“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杭

州西湖。但因水质变差，文人描述的美景都难以完全再现了。 

2.2.4 缩短了旅游资源发挥效用的时间 

浙江的河流属于亚热带季风区山区性河流，水量出现季节变化是自然现象。但由于各流域上游的经济林和农业用地面积较

大，锄草、耕作等农业活动频繁，植被涵养水土和调节径流能力下降，使各大河流枯水期延长，而平水期缩短，并且对河流的

洪峰调节能力也降低，从而缩短了河川旅游资源观赏时间。对于瀑布旅游资源，山体保水能力的降低，直接减少了许多浙江山

区景区瀑布的水量，从而降低了瀑布的观赏时间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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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促进浙江山水旅游资源保护的措施与建议 

一个地区的水土流失有可能影响附近地区的环境，即使不是发生在旅游区的水土流失也有可能危害附近旅游区的山水旅游

资源。因此，为了山水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必须对浙江水土流失进行全境整治。 

3.1 普及水土保持意识，采取预防监督机制 

水土保持是浙江山水旅游资源保护的基础、保障、前提和关键，要加强“水土流失是头号环境问题”的认识。一要对具有

侵蚀潜在危险的土地实行预防保护，防止水土流失的发生与发展；二要对工矿、交通、城镇开发等生产建设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规范开发建设行为；三要进行广泛深入的水保法宣传，普及全民水保法制意识，提倡公众参与水土保持工作；四要建立监测网

络，定期和不定期开展水土流失调查，特别是对危害山水旅游资源品位的水土流失进行重点预防；五要坚决贯彻水土保持与主

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的“三同时”制度，使水土保持步入规范化管理轨道。 

3.2 有重点地抓好现有水土流失的治理 

浙江水土保持存在面大而资金少的矛盾，必须要有重点地进行治理，达到以点带面。可以通过确立生态修复工程、生态建

设示范工程和生态公益林建设工程等生态工程进行重点治理，从而带动周边水土流失的治理。实践证明，依靠生态工程是防止

水土流失的有效手段，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大面积水土流失的初步治理和生态恢复。对于农业活动频繁的地区，要改变传统的

耕作方式，改梯壁除草为割草或化学除草，茶树、果树根部周围采用稻草等覆盖。从土地类型治理上看，要重点治理坡耕地的

水土流失，据统计，浙江省水土流失面积中有 3/4分布在坡度 25度以下的缓坡地带，由于频繁的经济开发利用，水土流失较为

严重，单纯依靠生态工程难以奏效，因此必须采取以坡面水系整治为重点，扎实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工程建设。 

3.3 不同区域地形特征采取不同治理手段 

对于山地地区，要根据山地条件，宜林则林，宜果则果，做到近山低山种茶、种果，陡山远山造林、栽竹。对于十五度以

下的坡耕地治理，要从控制降水形成的地表径流着手，采取修建坡面截水沟、蓄水池、排水沟与相互沟通配套的坡面水系整治

措施，既治理降水时形成的水土流失，又可以适量蓄水以解决干旱时的灌溉用水。但要考虑排水的畅通性，防止汛期时坡地临

时性水流对泥沙的冲刷。对于大于 15度以上的坡耕地应该退耕还林；对于平原地区，要做好护岸建设和绿化工作，防止河岸坍

塌、河道淤积。 

3.4 加强山水旅游区环境管理 

第一，减少游客在旅游旺季对山水旅游区的影响和破坏。可通过增加旅游区的景点来分散游客，鼓励游客淡季出游，达到

对超载景区进行时间和空间的分流，减少因过度使用对生态环境与水土流失造成的影响。第二，加强对游客的宣传和诱导，控

制游客行为，减少游客行为导致水土流失加剧的可能性。如对野营、攀岩、登山等破坏性较大的旅游行为集中于个别景点和规

定线路，控制游客旅游活动行为方式，从而减少水土流失。第三，应尽量减少土木工程建设，加强裸露地绿化，增大植被覆盖

度，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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