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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山区小流域综合治理建设模式探讨
韦 慧

（河池市金城江区水利局，广西 河池 547000）

0 引言
河池市金城江区隶属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位

于广西西北部，属云贵高原余脉地带，地势自西北向东

南倾斜，跨中亚热带向南亚热带过渡的气候带，年平均

气温 20.4毅C，年降水量为 1470mm。依据《广西壮族自治
区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年）》中“水土流失重点防
治区划分成果表”，金城江区属于滇黔桂岩溶石漠化国

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是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

理区。

野马河小流域位于河池市金城江区河池镇境内，

小流域总面积为 32.67km2，涉及河池镇河池社区、大杨
村和大卢村共 1个社区和 2个行政村，小流域现状疏
幼残林地较多，河流淤积较严重，汛期野马河两岸受到

水流冲刷较多，水土流失面积较大，同时河池镇为广西

壮族自治区重点建设的 24个小城镇之一，河池镇红色
旅游特色小镇详细规划已经取得自治区的批复，流域

所在的河池镇政府对水土保持工作十分重视，群众对

项目实施十分拥护，积极性很高，可以确保本次的建设

任务能够顺利开展，流域具有代表性，项目实施后能够

很好起到示范作用。

1 小流域概况
1.1 地形地貌

流域总体上属构造溶蚀峰丛（林）谷地，山顶高程

多为 450耀800m，地形西高东低，河道两岸地势平坦，河
床两岸分布有较大量田地，一般地面高程为 230耀
260m。小流域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雨量充沛，气
温宜人。据附近的金城江气象站资料，多年平均气温

19.6益，多年平均降雨量 1444mm，雨季为 4—9月，多年

平均蒸发量 1464.3mm，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79%，多年
平均风速 1.8m/s，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1487.7h，无霜期
333d。
1.2 水文气象

野马河属于珠江流域西江水系的龙江河二级支

流，发源于河池镇大杨村拉新屯附近，流经河池镇镇

区、大卢村，于水任村拉岜屯收水岩潜入地下河，野马

河明流段长 23km，集雨面积为 93km2，本次拟实施整治
河段主要位于野马河流经河池镇镇区河段，整治河段

长约 1.185km。
1.3 土壤植被

流域内土壤类型主要有红壤土、黄壤土、冲积土和

水稻土。项目区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多为常绿阔

叶林、草本植被和灌木、藤类、灌丛植被，因长期受当地

居民砍伐樵釆、放牧、烧山，大部变为次生林、人工林和

农作物，小流域林草覆盖率为 77.3%，森林覆盖率为
25.0%。
1.4 社会经济

野马河小流域土地总面积 3267.47hm2，据统计，耕
地面积 386.28hm2，园地面积 55.68hm2，林地面积
2470.02hm2（其中疏幼林面积 1652.16hm2），农村宅基地
138.68hm2，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30.14hm2，难利用地面
积 186.68hm2。

野马河小流域以农业生产为主，流域内有少量企

业分布，总人口 6120人，人口密度 187人/km2，人均耕
地 0.95亩，人均产粮 260kg，农民人均纯收入约 6500元。
1.5 存在问题
首先，小流域内水土流失面积较大。小流域水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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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总面积 20.14km2，占流域总土地面积的 61.64%。其中
水土流失面积轻度流失 8.31km2，占流失面积的
41.24%；中度流失 9.50km2，占流失面积的 47.17%；强烈
流失 221.36km2，占流失面积的 6.742%；极强烈流失
0.68km2，占流失面积的 3.39%，剧烈流失 0.29km2，占流
失面积的 1.46%。

其次，流域生态系统脆弱，河道底部多年来淤积严

重。河道内淤积物以石沙为主，淤泥厚达 2耀3m。由于早
期修建护岸挡墙基础埋深不够，河水冲刷导致部分挡

墙基础被掏空，同时传统的硬质护岸使河道中动植物

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使河道水体及沿岸生态系统

遭到严重破坏，河道的抗冲击力大大削弱。另外，由于

河道常年淤积排水不畅，河床抬高，汛期河道涨水还会

漫过挡墙顶部，造成两岸农田不同程度地被冲毁掩埋，

影响农业生产，也不利于镇区的开发建设。

最后，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流域内经济条件落

后，长期以来经营活动仍沿袭着传统的自给型农业生

产方式，早期群众进行开荒耕作，导致现状疏幼残林地

较多，对生态造成一定的破坏。

2 建设模式
野马河小流域治理面积 16.52km2，结合当地的实

际情况，采取人居环境综合治理+封禁治理相结合的模
式进行综合治理，通过开展镇区和村屯环境综合整治，

全面改善和提升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

2.1 人居环境综合治理
人居环境综合治理主要以工程措施和林草措施为

主，对水土流失、镇区和村庄环境进行治理，修建完善

基础设施，达到水土保持和提升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

生活质量的目的。治理措施有河道整治工程、道路工

程、挡水坝工程、沿河景观绿化工程[1]。
（1）河道整治工程措施。
河池镇区沿野马河河岸规划以自然驳岸为主，增

加岸线景观设计，保护原生态环境，增加河岸水生植物

种植，使河岸无论在丰水期还是枯水期都郁郁葱葱，生

机盎然，同时沿岸设置亲水步道和下河码头，融入亲水

性设计理念，将河流两岸景观美化亮化。结合河池镇红

色旅游特色小镇详细规划，野马河小流域内近期打造

的旅游景区位于河池镇红军阅兵广场附近，本次河道

整治拟对红军阅兵广场附近的野马河河段实施护岸改

造及河道清淤工程。

河道整治措施主要是对野马河河池镇区段进行河

道清淤，对原护岸进行加固改造，建设生态型堤岸，整

治河段总长 1185m，采取清淤疏浚总长 1185m，河道岸
坡生态改造长 2300m（其中采取格宾网垫护坡长
1270m，新建生态混凝土挡墙长 1030m），采用 C15混凝
土加高原护岸挡墙长 380m，配套设置下河码头（台阶）
8处、排水涵管 4处。河道上游段护岸沿线比较顺直，且
岸坡坡度较缓，为同时兼顾景观生态及抗冲效果，拟对

岸坡采用“格宾网垫护坡+格宾笼护脚”改造方案，后期
再覆土绿化，治理河道下游段（550m）护岸拐弯较多，岸
坡坡度较复杂，拟采用“生态混凝土挡墙护脚”改造方

案，后期在下游设置挡水坝营造水体景观后再修建亲

水步道[2]。
（2）道路工程措施。
参照河池镇主要路网建设规划，结合本次整治河

段地形条件，河道左岸下游段及右岸大部分仍为耕地

或林地，考虑到征地及工程投资，拟在河道左岸加高挡

墙顶部新建岸顶道路长 320m，河道左岸部分已建成
6m宽的交通道路（含 4.5m宽防汛道路和 1.5m宽人行
步道），因左岸上游居民点较多，同时结合后期旅游开

发，新建道路宽度及结构与已有道路相同，道路高程与

已有道路进行衔接，修建防汛道路宽 4.5m，采用 C25混
凝土路面，人行步道宽 1.5m，路面采用透水红砖铺筑，
沿河侧设置大理石栏杆高 1.2m。

根据群众要求，本工程拟在新建及已建岸顶道路

增设太阳能路灯，每隔 10m设置一盏，共增设 53盏。在
下游河道沿河两侧新建亲水步道，长 1030m，路宽
2.0m，路面采用仿石砖铺筑，待下游挡水坝建成蓄水
后，作为亲水观景步道。

（3）挡水坝工程。
野马河小流域雨季降水增多，山区洪水涨落历时

短，水势凶猛，河道水面落差较大，镇区河段水面落差

达到 5m，为了拦蓄一部分洪水，减少洪水对河床的冲
刷，同时拦截水土流失的泥砂和顺河而下的树枝，避免

堵塞下游落水洞影响区域泄洪。枯水期河道内水量太

少，露出大部分河床，为起到调洪蓄洪的作用，同时考

虑河段水体的连续性与景观性，结合镇区旅游规划，在

整治河段下游终点处新建一座挡水坝，坝总长 21.65m，
坝体高 1m，基础最大埋深 3.0m。
（4）林草措施（沿河生态景观绿化）。
林草措施的设计原则以防洪调蓄为主，生态景观

为辅。根据设计的常水位线、洪水位线、堤岸红线以及

植物绿线的划定范围合理种植植物，避免种植阻洪植

物，在河道窄水处减少植物的种植，河道两岸减少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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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根性植物，以免植物的根基生长影响水工设施的牢

同性。结合当地自然气候，因地制宜，适地适物。注意景

观的空间性及视线通透性植物种植设计时注意营造不

同的景观空间，同时也要考虑植物景观相互之间不能

造成视觉上的障碍，不能与周边的建筑及河道形成抵

触，减少障景植物[3]。根据工程布置方案，常水位以上的
格宾网垫岸坡采用撒（喷）播草籽、常水位以下的格宾

笼基础顶部采用种植挺水植物的方式进行综合绿化，

考虑格宾网自身沉积泥沙在短期内无法形成较好的景

观效果，结合工程实际需要需在表层喷覆掺有草籽的

土，覆土厚度 20耀30cm，草籽选择为百喜草和狗牙根混
合，混播比例为 1:1，撒播草籽密度为 60kg/hm2，而挺水
植物则选择再力花和黄花鸢尾进行间植，间植距离为

1.0m，种植密度为 10株/m2。
2.2 封禁措施

根据对小流域情况的调查，主要是对小流域范围

内的疏幼林地进行封育治理。野马河小流域实施生态

修复封育治理面积 1652.16hm2，主要通过封禁措施加
强保护、防止人为干扰和破坏，对稀疏植被地区采取封

山禁伐管理，借助自然修复能力，促进植被恢复，控制

水土流失拟对具有植被恢复能力的疏幼林地进行封育

治理，小流域内土壤养分较充足，气候条件适宜，依靠

大自然的修复能力使疏林地在封禁期间提高植被覆盖

度，控制水土流失。

（1）封禁标牌。淤项目宣传公示碑 2块：拟在主要
工程措施布设区的明显位置安装项目宣传公示碑，介

绍项目的基本情况，封育区四周范围、面积、年限、方

式、措施、责任人等，主要起告知作用。项目公示碑高

1.80m，基础埋深 0.80m，宽度为 1.80m，立面厚度为
0.22m，采用砖混结构，牌面刻字标注小流域概况、范围
及主要措施内容。于封育治理标志牌 6块：在流域内交
通方便，封禁区域外围较为明显的位置设置小流域封

禁管护标志牌，封育治理标志牌上注明封育范围及主

要措施内容、封育公约等，基本按每封禁 250hm2设置
一块封育标志牌。标志牌高 1.00m，基础埋深 0.60m，宽
度为 1.00m，立面厚度为 0.15m，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牌面采用刻字大理石碑，刻字标注地块范围、措施内容

等信息[4]。
（2）明确村集体为管护主体，制定村规民约和封禁

管理制度，由当地政府行文公告，明令禁止任何人不得

擅自在封禁区内进行砍伐、采薪、割草、放牧等生产性

活动，确保封禁区内林、灌、草防护功能迅速得到恢复。

（3）根据不同的条件，分别采取全年封禁、季节封
禁等不同的封禁办法。对裸岩在 30%以上的山地、坡度
在 35毅以上的陡坡地或土层厚度 20cm以下的瘠薄山地
实行全年封禁，严禁人畜进入，并适当进行补植补种，

以利于植被的恢复。在原有树木破坏较轻，植被恢复较

快的地区，实行季节封育，春、夏、秋生长季节封育，冬

季可以开放，允许村民到林间割草、修枝，但防止只留

针叶树，消灭阔叶树，导致树种单一化、针叶化的作法。

对于植被相对较好的封育区，将其划片分段，在不影响

育林和水土保持的前提下，划出一定范围暂作为群众

樵采、放牧，其余地区实行封禁，以利于解决村民燃料、

饲料较缺乏的情况[5]。

3 效益分析
3.1 生态保护效益

工程实施后，通过工程措施和封育治理提高了植

被的自然修复能力和小流域内的林草覆盖率，年蓄水

效益为 23.17万 m3，保土效益为 0.21万 t，提高了蓄水
和保土效益，增加了地表拦蓄能力，有效地治理水土流

失，美化河道环境，减少入河泥沙，改善生态环境。

3.2 社会效益
野马河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的实施，不仅有利于

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而且还提升了河池镇的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工程实施的护岸工程、亲水观景步道、道

路等促进了小流域旅游业和田园综合体建设的发展，

对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区域经济和促进本地群众增收

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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