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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水土保持是我国山区发展的生命线，是国土整治、河湖治理的根本，是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

下，水土保持应该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保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城市水土流失问题日益显现，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水土保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

法》的实施，水土保持工作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加快推进水土保持生态文明

建设的战略任务更为紧要和紧迫。 

淄博市水土保持工作在市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全会精神，

以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淄博”为主线，以生产建设项目监督管理为重点，借鉴

先进经验，推动工作落实，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保证淄博市水土保持工作健康有序地开展，2014 年 11

月，淄博市水利与渔业局组织淄博市水利勘测设计院的业务骨干，认真分析淄博市水

土保持现状，2015 年 1 月形成了《淄博市水土保持规划思路大纲》；在广泛征求各区

县意见的基础上，2015 年 9 月完成了《淄博市水土保持规划（初稿）》；2015 年 9 月

17 日，山东省水利厅发布《关于征求〈山东省水土保持规划〉意见的函》（鲁水保便

函[2015]29 号），我院根据《山东省水土保持规划》（征求意见稿）对淄博市水土保持

规划进行修改，于 2015 年 11 月完成《淄博市水土保持规划（征求意见稿）》；根据各

区县反馈的修改意见于 2016 年 11 月完成《淄博市水土保持规划（送审稿）》，当月通

过专家评审；2016 年 11 月 24 日《山东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 年)》由山东省人

民政府颁布鲁政字[2016]270 号文批复，根据山东省水土保持规划及专家评审意见于

2017 年 4 月完成报批稿前征求意见稿，根据淄博市有关单位反馈的修改意见于 2018

年 4 月完成报批稿；根据市政府要求，将规划水平年改为 2017 年，规划时间改为

2018-2030 年，于 2018 年 6 月完成《淄博市水土保持规划（2018-2030 年）》报批稿。 

本规划对目前淄博市的水土流失现状和水土保持现状进行分析，将淄博市水土保

持进行分区，并根据分区的特点进行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制定合理的水土保持措施，

并且制定了预防措施和综合监管措施，提高淄博市水土保持综合防治水平。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得到淄博市有关单位、各区县水务局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在

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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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合概述 

1.1  淄博市概况 

淄博市位于山东中部，南依泰沂山麓，北濒九曲黄河，西邻省会济南，东接潍坊、

青岛。辖张店、淄川、博山、周村、临淄 5 个区，桓台、高青、沂源 3 个县，1 个国

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 1 个省级文昌湖旅游度假区，总面积 5964.92km2，2016

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468.7 万人。 

淄博市是一个山区、丘陵、平原、黄泛区地形地貌齐全的地区，整个地势南高北

低，以齐河—广饶断裂为界，以南属鲁西台背斜鲁中隆起区，以北属济阳坳陷区。淄

博市河流众多，淄博市地跨黄、淮两大流域和山东半岛独流入海水系（属黄海流域山

东代管片），从南到北分布有淮河流域的沂河、黄河流域的大汶河、山东半岛水系的

弥河、小清河、支脉河等五大水系。 

淄博市地处暖温带，属半湿润半干旱的大陆性气候区，2016 全市年平均气温

14.3℃，平均降水量为 685.5mm，陆地蒸发量一般在 450～540mm，以南、西南风为

主，年平均风速 3.3m/s，水资源有地表水和地下水。大气降水是水资源的主要补给源。

全市水资源总量 12.42 亿 m3。土壤类型主要有棕壤、褐土、砂姜黑土、潮土、盐土五

个土类，在植被分区上属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域。淄博市农用地面积 4096.50km2，

建设用地面积 1497.17km2，其他土地 371.26km2。 

1.2  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情况 

至 2010 年底，淄博市水土流失面积 1644.5km2，其中水力侵蚀面积 1641.7km2，

风力侵蚀面积 2.8km2。据统计，至 2017 年底，全市尚有水土流失面积 1169.6km2。 

从全市水土流失面积变化情况对比分析，从 1985 年至 2017 年水土流失面积下降

趋势明显，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起到了明显成效，水土流失状况总体明显好转。但是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任务依然很重、人为水土流失依然突出。 

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取得新的进展、水土保持机构建设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

力度进一步加大、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建设成效显著、水土保持监测工作进展顺利。 

1.3  现状评价与需求分析 

通过对淄博市现状进行评价，淄博市土地资源短缺，人均耕地面积少，土地利用

率和产出率比较低；水资源短缺、时空分布不均、水质污染、水环境问题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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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环境压力较大，再加上森林覆盖率低等因素，生态比较脆弱；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水土流失面积依然较大，人为水土流失尚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尚不全面，水土保持法规体系和监督管理机构有待进一步健全。 

通过需求分析来看，我们需要继续推进生态清洁型、生态经济型、生态安全型、

生态景观型等“四型”小流域建设，加强生态良好区的预防监督、生态脆弱区的综合

治理、重视城市水土保持工作，建立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完善水土保持法规体系和监

督管理机构，提高淄博市水土保持综合防治水平。 

1.4  规划指导思想、原则和总体目标任务 

规划指导思想：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大历届全会精神为指导，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以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为主线，充分发挥水土保持在改

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发展农村经济，维护和改善生态与人居环境，促进河湖治理，

保障生态安全、防洪安全、饮水安全和粮食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坚持预防为主、保护

优先，注重自然恢复，坚持全面规划、因地制宜，突出综合治理，制定与自然条件和

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水土保持方略与布局，构建科学合理的水土流失防治战略空间

格局，强化监督管理，创新体制机制，实现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系统可持续维

护，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支撑。 

规划的基本原则：坚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坚持整体部署，统筹兼顾；

坚持分区防治，合理布局；坚持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坚持制度创新，加强监管；坚

持科技支撑，注重效益。 

规划水平年：基准年为 2017 年，近期水平年 2020 年，远期水平年 2030 年。 

规划总体目标和任务：规划期内（2018-2030 年）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758km2、重点预防面积 295km2。 

1.5  水土保持总体布局 

1.5.1  区域布局 

根据省市的有关规定，结合淄博市土壤侵蚀现状及水土保持工作状况，确定本次

规划的分区为沿黄平原风力侵蚀区、北部平原水力侵蚀区、中部丘陵水力侵蚀区、南

部低山水力侵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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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1                  淄博水保规划分区一览表 

序号 分区 总面积（km
2
） 

1 沿黄平原风力侵蚀区 830.75 

2 北部平原水力侵蚀区 1451.37 

3 中部丘陵水力侵蚀区 1079.04 

4 南部低山水力侵蚀区 2603.76 

 合计 5964.92 

深入开展河流上中游等重点区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加快坡耕地综合整治，大力

开展生态清洁小流域、生态秀美小流域建设，组织“矿山复绿”专项行动，着力抓好

生态脆弱区的恢复和治理。减少入河湖泥沙，防治面源污染。加强重要水源涵养区、

江河源头区、生态保护区预防保护，综合运用截污治污、河湖清淤、生物控制等措施，

开展生态脆弱河湖治理修复等重点治理工程，分区进行布局。 

1.5.2  重点布局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

果》（办水保[2013]188 号）、《山东省水利厅关于发布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

治理区的通告》，淄博市的淄川区（含文昌湖区商家镇）、博山区和沂源县属于沂蒙山

泰山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本规划根据水土流失调查结果复核划定“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将淄博市分为水土流失重点预防保护区和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淄博市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包括：国家湿地公园 1 个、省级风景名胜区 1

个、省级湿地公园 2 个、省级地质公园 1 个、省级森林公园 1 个、市级饮用水源保护

区 8 个、国有林场 1 个、市级水源地 2 个、市级地质地貌保护区 5 个、省级及以上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21 个、重要城市公园 16 个，面积 299.19km2。 

淄博市市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包括：张店区（含高新区）的沣水镇和湖田街道；

临淄区的齐陵街道和金山镇；周村区（含文昌湖区的萌水镇）的王村镇、萌水镇，面

积 256.07km2（镇的国土面积扣除属于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的面积）。 

1.6  预防保护 

规划期内完成重点防治面积295km2，其中：近期（2018-2020年）规划防治面积

65km2，远期（2021-2030年）规划防治面积230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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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预防保护工程 3 项，主要包括黄泛风沙区预防保护工程、水源地预防保护工

程、河流源头预防保护工程。 

1.7  综合治理 

规划期内共治理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758km2，其中近期（2018-2020 年）

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192km2，远期（2021-2030 年）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面积 566km2。 

重点治理工程 4 项：革命老区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工程、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工程、水系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局部水土流失集中区治理工程。 

1.8  水土保持监测 

监测站网建设内容包括监测站网和信息管理系统两部分，其中监测站网由 1 处

市水土保持监测站、12 处水土保持监测点（其中包括 10 处常规监测点、2 处临时监

测点）构成；信息管理系统包括信息网络系统、监测应用系统、数据库和安全体系四

部分。同时建立良好的水土保持监测管理运行机制，建成完善水土保持监测机构，培

养监测机构技术人才，全面开展全市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1.9  综合监管 

高效协调的综合管理机制是实现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体现，规划从监督管理、

科技支撑、基础设施与管理能力建设三个方面，建立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为中心的高

效协调的综合监督管理机制。  

1.10  水土保持投资及实施效果分析 

匡算总投资 7.26 亿元，其中预防保护工程投资 1.19 亿元，综合治理工程投资 5.66

亿元，水土保持监测投资 0.2 亿元，综合监督管理投资 0.21 亿元。 

近期投资 1.61 亿元，远期投资 5.65 亿元。 

规划近期（2020 年）共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192km2、重点预防面积 65km2，

新增蓄水效益 593 万 m3，新增保土效益 38 万 t，全市林草覆盖率提高 1.59%，年增

经济收入 2300 万元，水土资源得到高效保护和利用，防灾减灾预防保护功能显著增

强，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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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保障措施 

为使规划得以顺利实施，提出法规保障、政策保障、组织管理、投入保障、科技

保障等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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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情况 

2.1  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淄博市位于山东中部鲁中山地与鲁北平原的交接地带。国土总面积 5964.92km2。

市域形态南北狭长，东西较窄。最大纵距 151km，最大横距 87km。 

淄博市辖张店、博山、淄川、周村、临淄五个区和桓台、沂源、高青三个县以及

高新区、文昌湖旅游度假区，共有 58 个镇、30 个街道、507 个居委会、3056 个村委

会，2016 年年末，常住人口 468.7 万人。 

2.2  自然概况 

2.2.1  地形地貌 

淄博市是一个山区、丘陵、平原、黄泛区地形地貌齐全的地区，整个地势南高北

低，南部及东西两翼山峦跌宕，中部低陷向北倾伏，相对高差千余米。以胶济铁路为

界，以南大部分为山区，丘陵，岩溶地貌发达；以北大部分为山前冲积平原和黄泛平

原，土地平坦肥沃。 

2.2.2  地质 

淄博市以齐河—广饶断裂为界，以南属鲁西台背斜鲁中隆起区，以北属济阳坳陷

区。 

2.2.3  气候气象 

淄博市地处暖温带，属半湿润半干旱的大陆性气候区，有显著的大陆性气候特征，

四季分明。2016 全市平均气温 14.3℃，较常年偏高 0.8℃。全市平均历年最大年降水

量为 1297.6mm（1964 年），历年最小年降水量 345.1mm（1989 年）。淄博市水面年蒸

发量在 1000～1300mm（E601 型）之间。以南、西南风为主，年平均风速 3.3m/s。 

2.2.4  河流水系 

淄博市地跨黄、淮两大流域和山东半岛独流入海水系（属黄海流域山东代管片），

从南到北分布有淮河流域的沂河、黄河流域的大汶河、山东半岛水系的弥河、小清河、

支脉河等五大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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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土壤植被 

土壤  全市土地总面积 5964.92km2，土壤类型主要有棕壤、褐土、砂姜黑土、

潮土、盐土五个土类，分别占 13.6%、62.5%、7.5%、16.2%、0.2%。  

植被  淄博市原始森林已破坏殆尽，现有植被为次生林木、农作物及草类。淄博

市森林覆盖率 30.49%。 

2.3  自然资源 

2.3.1  水资源 

根据《淄博市水资源公报》（2016），淄博市 2016 年水资源总量 124181 万 m3，

水资源模数 20.82 万 m3/km2，人均水资源量为 265m3/人，亩均水资源量为 395 m3/亩。 

2.3.2  矿产资源 

淄博市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全市已发现矿产 50 种（含亚矿种），已探明储量的

25 种（含亚矿种）。 

2.3.3  生物资源 

生物资源种类繁多。据不完全统计，共有生物 615 科、3753 种。 

2.4  社会经济概况 

2.4.1  社会经济 

2016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4412.01 亿元，粮食总产 166.4 万吨；实现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 274.1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4%，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3099.8

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155 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345.38 亿元，城市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36436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15674 元。  

2.4.2  土地利用现状 

2016 年，淄博市全市土地总面积 5964.92km2。全市农业用地 4096.50km2，建设

用地 1497.17km2，其他土地 371.26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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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水土流失现状 

通过全省遥感普查，至 2010 年底，淄博市共有水土流失面积 1644.5km2，占全市

面积的 27.6%，其中水力侵蚀 1641.7km2、风力侵蚀 2.8km2，据统计，至 2017 年底，

全市尚有水土流失面积 1169.6km2。 

表 2.5-1                   2017 年淄博市水土流失面积表     
序号 名称 修正后面积（km

2
） 

1 高青县 0.6 

2 桓台县 2.6 

3 张店区（含高新区） 3.8 

4 周村区（含萌水镇） 8.0 

5 临淄区 9.7 

6 淄川区（含商家镇） 236.0 

7 博山区 231.8 

8 沂源县 677.1 

9 合计 1169.6  

淄博市水力侵蚀面积主要集中在南部低山丘陵区，且以中度以上侵蚀面积为主。

在各区县中沂源县水力侵蚀分布面积较大，桓台县水力侵蚀分布面积最少。 

淄博市风力侵蚀面积主要集中在高青县和桓台县，以轻度风蚀为主。 

从轻度和中度侵蚀面积来看，沂源县、淄川区（含文昌湖区商家镇）、博山区面

积较大，最小的是桓台县和高青县。 

2.6  其他情况 

1、禁止开发区 

禁止开发区包括国家级禁止开发区和省级禁止开发区。 

淄博市国家级禁止开发区共有 4 类 6 处，包括 1 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3 处

国家森林公园、2 处国家湿地公园和 1 处国家地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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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                    国家级禁止开发区 

保护类别 名称 区县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山东省博山风景名胜区 博山区 

国家森林公园 
原山国家森林公园 博山区 

鲁山国家森林公园 博山区 

国家湿地公园 
马踏湖国家湿地公园 桓台县 

五阳湖国家湿地公园 博山区 

国家地质公园 鲁山国家地质公园 沂源县 

淄博市省级禁止开发区共 6 类 33 处，包括 2 处省级自然保护区、2 处省级风

景名胜区、4 处省级湿地公园、2 处省级地质公园、4 处省级森林公园和 19 处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 

表 2.6-2                       省级禁止开发区 

保护类别 名称 区县 

省级自然保护区 
鲁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博山区、沂源县 

原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博山区 

省级风景名胜区 
淄川省级风景名胜区 淄川区 

马踏湖省级风景名胜区 桓台县 

省级湿地公园 

沂河源省级湿地公园 沂源县 

织女湖省级湿地公园 沂源县 

千乘湖省级湿地公园 高青县 

文昌湖省级湿地公园 文昌湖区 

省级地质公园 
潭溪山省级地质公园 淄川区 

马踏湖省级地质公园 桓台县 

省级森林公园 

汞山省级森林公园 临淄区 

沂源县鲁山省级森林公园 沂源县 

峨庄古村落省级森林公园 淄川区 

织女洞省级森林公园 沂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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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6-2                       省级禁止开发区 

保护类别 名称 区县 

市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北下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淄川区 

天津湾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博山区 

城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沂源县 

北刘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沂源县 

南闫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周村区 

口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淄川区 

齐陵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临淄区 

杨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周村区、淄川区 

宝山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周村区、淄川区 

磁村岭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淄川区 

源泉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博山区 

市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神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博山区 

鱼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沂源县 

桓台城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桓台县 

芝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沂源县 

永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临淄区 

新城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桓台县 

太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淄川区、博山区 

大芦湖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高青县 

 

2、重点（要）生态功能区 

根据《山东省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淄博市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主要包括

沂河源头水源涵养生态功能保护区和马踏湖（麻大湖）洪水调蓄生态功能保护区。 

根据《山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淄博市重点生态功能区范围包括博山区和沂源

县。 

3、 其他重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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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其他重要区域共有 7 类 81 处，包括 3 处省级及以上生态公益林、4 处国

有林场、1 处市级自然保护区、2 处水源地、12 处市级地质地貌保护区、33 处省级

及以上重要文物保护单位和 25 处重要城市公园。 

表 2.6-3                      其他重要区域 

保护类别 名称 区县 

省级及以上生态公 
益林 

沂源县生态公益林 沂源县 

博山区生态公益林 博山区 

淄川区生态公益林 淄川区 

国有林场 

淄博市原山林场 博山区 

临淄区垢皋林场 临淄区 

沂源县鲁山林场 沂源县 

织女洞林场 沂源县 

市级自然保护区 峨庄自然保护区 淄川区 

市级水源地 
大武地下水富集区 临淄区 

刘征水源地 临淄区、淄川区 

市级地质地貌保护区 

蟠龙山保护区 高新区 

黑铁山保护区 张店区、高新区 

花山风景区 高新区 

炒米山保护区 张店区 

萌山水库保护区 周村区、淄川区 

太河水库保护区 淄川区 

马鞍山保护区 淄川区 

红旗水库保护区 沂源县 

三叶虫化石地质遗迹保护区 沂源县 

田庄水库保护区 沂源县 

鲁山保护区 沂源县、博山区 

土门溶洞群保护区 沂源县 

省级及以上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磁村瓷窑址 淄川区 

寨里窑址 淄川区 

北沈遗址  淄川区 

前来遗址 淄川区 

省级及以上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马鞍山抗日遗址 淄川区 

上端士民居建筑群 淄川区 

西股民居建筑群 淄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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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6-3                      其他重要区域 

保护类别 名称 区县 

省级及以上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昌国城址 张店区 

浮山驿遗址 张店区 

彭家遗址 张店区 

齐长城 沂源县 

东安古城遗址 沂源县 

院峪墓群 沂源县 

西顾庄遗址 沂源县 

前埠遗址 桓台县 

王渔洋墓 桓台县 

唐山遗址 桓台县 

解家遗址 高新区 

后赵遗址 高青县 

狄城遗址 高青县 

店子北遗址 高青县 

店子南遗址 高青县 

商家遗址 周村区 

颜文姜祠（元至清） 博山区 

孙氏墓园（明清） 高新区 

临淄齐国故城 临淄区 

后李遗址 临淄区 

尧王遗址 临淄区 

田齐王陵 临淄区 

稷山牧群 临淄区 

高阳故城 临淄区 

桐林遗址 临淄区 

董鍺遗址 临淄区 

重要城市公园 

芦湖公园 高青县 

桓台县文体公园 桓台县 

红莲湖湿地公园 桓台县 

留仙湖公园 淄川区 

柳泉湿地公园 淄川区 

莲花山公园 博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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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6-3                      其他重要区域 

保护类别 名称 区县 

重要城市公园 

峨嵋山公园 博山区 

博山人民公园 博山区 

淄博市人民公园 张店区 

张店儿童公园 张店区 

莲池公园 张店区 

齐盛湖公园 张店区 

猪龙河湿地公园 张店区 

火炬公园 高新区 

卧霓山公园 高新区 

孝妇河湿地公园 周村区 

周村人民公园 周村区 

天香公园 周村区 

淦河公园 周村区 

胜炼公园 临淄区 

峰山公园 临淄区 

沂河源水景公园 沂源县 

水上乐园 沂源县 

胜利山公园 沂源县 

历山公园 沂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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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状评价与需求分析 

3.1  现状评价 

3.1.1  土地利用评价 

土地利用中还存在着不少矛盾和问题，制约着淄博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第一，

耕地后备资源不足，开发难度大。第二，耕地锐减，质量下降。第三，水土流失和土

地污染较重，生态环境比较脆弱。  

3.1.2  水土流失消长评价 

从全市水土流失面积变化情况对比分析，从 1985 年的 3103km2 下降到 2005 年的

2209.7km2，再下降到 2010 年的 1644.5km2，再下降到 2017 年的 1169.6km2，水土流

失面积下降趋势明显，水土流失状况总体明显好转。此外，随着全市经济社会的发展，

各类开发建设活动日益增多，水土流失总体呈现面广量大的特点，且土壤侵蚀程度在

中度侵蚀以上。 

3.1.3  水土保持现状评价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呈现了精品小流域越来越多、治理工程质量

和效益显著提高、投入水平不断提高的特点。 

3.1.4  水资源丰缺程度评价 

淄博市总体属资源性缺水城市，水资源总量不足，人均、亩均水资源占有量偏低，

水少人多地多，水资源与人口、耕地资源严重失衡，这是造成淄博市水资源供需矛盾

十分突出的主要原因。同时，水资源的年际变化很大，地区分配也有较大差别，加之

水资源污染日趋加重，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比较突出。 

3.1.5  饮用水水源地面源污染评价 

长期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但严重威胁耕地资源，造成耕地面积减少、耕地质量下

降，也造成了水源地水体较为严重的污染。 

3.1.6  生态状况评价 

水土流失严重，土地和水资源短缺，再加上水质污染、森林覆盖率低等因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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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全市生态脆弱区域面积较大，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生态状况总体上较为脆弱。 

3.1.7  水土保持监测与监督管理评价 

全市水监督管理机构不断完善，监督执法能力不断加强，人为水土流失治理成效

突出，但尚存在根据新水土保持法要求更新配套相应地方规范性文件不及时、水土保

持监督管理机构不健全等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全面落实提升。 

3.1.8  评价结论 

通过对全市土地利用、水土流失、水土保持现状、水资源丰缺程度、饮用水水源

地面源污染、生态状况以及水土保持监测与监督管理等 7 方面的评价，全市土地资源

短缺，人均耕地面积少，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比较低；水资源短缺、时空分布不均、

水质污染、水环境问题较为突出；资源环境压力较大，再加上森林覆盖率低等因素，

生态比较脆弱；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水土流失面积依然较大，人为

水土流失尚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尚不全面，水土保持法规体系和

监督管理机构有待进一步健全。 

3.2  需求分析 

3.2.1  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需求分析 

水土保持通过水土资源的有效治理与保护，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夯实农业生

产发展基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 

3.2.2  生态安全建设与改善人居环境需求分析 

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维护生态安全，打造美丽家园，是水土保持必须担当的

重要任务。通过水土保持能够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维护生态安全，有效改善和提

升人居环境。 

3.2.3  河湖治理与防洪安全需求分析 

如何维护河床不抬高、河道不破坏、河水不断流、水质不污染的健康河流，防治

洪水灾害，是水土保持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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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水源保护与饮用水安全需求分析 

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水质、保障饮水安全，是当前水土保持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3.2.5  社会公众服务能力提升的需求分析 

近年来，水土保持监测和监督管理工作成效突出，但尚不能完全满足为全市社会

公众提供高质量服务的需求。 

3.2.6  需求分析评价 

我们需要继续推进生态清洁型、生态经济型、生态安全型、生态景观型等“四型”

小流域建设，加强生态良好区的预防监督、生态脆弱区的综合治理、重视城市水土保

持工作，建立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完善水土保持法规体系和监督管理机构，提高淄博

市水土保持综合防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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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目标、任务和规模 

4.1  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大历届全会精神为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

明理念，以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为主线，充分发挥水土保持在改善农村生产生活

条件和发展农村经济，维护和改善生态与人居环境，促进河湖治理，保障生态安全、

防洪安全、饮水安全和粮食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注重自然

恢复，坚持全面规划、因地制宜，突出综合治理，制定与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相

适应的水土保持方略与布局，构建科学合理的水土流失防治战略空间格局，强化监督

管理，创新体制机制，实现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系统可持续维护，为经济社会

全面协调发展提供支撑。  

4.2  规划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坚持整体部署，统筹兼顾  

3、坚持分区防治，合理布局 

4、坚持突出重点，分步实施  

5、坚持制度创新，加强监管 

6、坚持科技支撑，注重效益 

4.3  规划水平年 

规划基准年为 2017 年，规划近期水平年为 2020 年，远期水平年为 2030 年。 

4.4  规划任务和目标 

规划总的任务是防治水土流失，保护和建设林草植被，保护耕地资源，改善农村

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水源涵养能力，改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减少进入江河湖库泥

沙，维护饮用水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近期目标（2018-2020 年）与山东省水土保持规划、淄博市水系生态建设目

标相协调，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192km2、重点预防面积 65km2，水土流失面

积和侵蚀强度有所下降，人为水土流失有效控制，林草植被得到有效保护与恢复，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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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建成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水土保持生态经济发展格局。  

——远期目标（2021-2030 年）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566km2、重点预防面

积 230km2，中度及以上侵蚀面积大幅减少，人为水土流失得到全面防治；林草植被

得到全面保护与恢复；基本建成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水土保持生

态经济发展格局。 

分解到各区县的规划任务见表 4.4-1。 

表 4.4-1             淄博市水土保持规划目标任务指标             单位：km2 

区县 
近期（2018-2020年） 远期（2021-2030年） 规划期（2018-2030年） 

预防 治理 预防 治理 预防 治理 

高青县 3 0 10 0.5 13 0.5 

桓台县 10 0.5 40 1.5 50 2.0 

张店区 4 0.5 10 0.5 14 1.0 

高新区 2 1 7 1 9 2.0 

周村区 4 4 10 2 14 6 

文昌湖区 2 3 15 10 17 13 

临淄区 5 4 13 4 18 8 

淄川区 5 56 40 118 45 174 

博山区 15 40 50 108 65 148 

沂源县 15 83 35 320.5 50 403.5 

小计 65 192 230 566 295 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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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体布局 

5.1  区域布局 

5.1.1  水土保持区划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区划（试行）》，淄博市临淄区、张店区（含高新区）、沂源

县、桓台县、淄川区（含文昌湖区商家镇）、周村区（含文昌湖区萌水镇）和博山区

属于鲁中南低山丘陵土壤保持区，高青县属于黄泛平原防沙农田防护区。 

在全国、省级水土流失类型区划分的基础上，结合淄博市特点，将淄博市水土流

失类型区划分为 2 个大区、4 个亚区。 

一级分区划分为 2 个大区：①分为风力侵蚀区；②水力侵蚀区。 

二级分区划分为 4 个亚区：①沿黄平原风力侵蚀亚区；②北部平原水力侵蚀亚区；

③中部丘陵水力侵蚀亚区；④南部低山水力侵蚀亚区。 

表 5.1-1                   淄博市水土流失类型分区 

一级
区划 

水土流失
亚区 

包括范围 面积（km
2
） 

Ⅰ风
力侵
蚀区 

Ⅰ1 沿黄
平原风力
侵蚀亚区 

高青县：木李镇、青城镇、芦湖街道、常家镇、田镇镇、花沟
镇、黑里寨镇、唐坊镇、高城镇 830.75 

Ⅱ水
力侵
蚀区 

Ⅱ1 北部
平原水力
侵蚀亚区 

桓台县：索镇街道、城区街道、果里镇、马桥镇、唐山镇、田
庄镇、荆家镇、新城镇、起凤镇 
张店区：马尚镇、南定镇、傅家镇、中埠镇、房镇、车站街道、
公园街道、和平街道、科苑街道、体育场街道 
高新区：四宝山街道 
周村区：北郊镇、南郊镇和大街街道、青年路街道、丝绸路街
道、永安街街道、城北路街道 
临淄区：金岭镇、敬仲镇、皇城镇、凤凰镇、齐都镇、朱台镇、
闻韶街道、雪宫街道、辛店街道、稷下街道 

1451.37 

Ⅱ2 中部
丘陵水力
侵蚀亚区 

张店区：沣水镇和湖田街道 
周村区：王村镇 
文昌湖区：萌水镇、商家镇 
临淄区：齐陵街道和金山镇 
淄川区：般阳路街道、松龄路街道、双杨镇、洪山镇、昆仑镇、
淄川经济开发区、将军路街道、罗村镇、岭子镇、寨里镇 
博山区：城东街道、城西街道、白塔镇、域城镇 

1079.04 

Ⅱ3 南部
低山水力
侵蚀亚区 

博山区：石马镇、山头街道、八陡镇、源泉镇、博山镇、池上
镇 
淄川区：太河镇、龙泉镇、西河镇 
沂源县：南麻街道、历山街道、南鲁山镇、鲁村镇、悦庄镇、
大张庄镇、燕崖镇、中庄镇、西里镇、东里镇、张家坡镇、石
桥镇 

2603.76 

小计 5964.92 



 

20 

5.1.2  分区防治方向及措施 

深入开展河流上中游等重点区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加快坡耕地综合整治，大力

开展生态清洁小流域、生态秀美小流域建设，组织“矿山复绿”专项行动，着力抓好

生态脆弱区的恢复和治理。减少入河湖泥沙，防治面源污染。加强重要水源涵养区、

江河源头区、生态保护区预防保护，综合运用截污治污、河湖清淤、生物控制等措施，

开展生态脆弱河湖治理修复等重点治理工程，提高水土保持蓄渗能力。 

5.2  重点布局 

5.2.1  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 

5.2.1.1  涉及淄博市的国家级、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

果》和《山东省水利厅关于发布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通告》，淄

博市的淄川区（含文昌湖区商家镇）、博山区和沂源县属于沂蒙山泰山国家级水土流

失重点治理区，总面积 3335.87km2，重点治理面积 1144.9km2。 

表 5.2-1            淄博市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基本情况表 

序号 涉及区县名称 涉及乡镇名称 

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总面积（km
2
） 

重点治理面

积（km
2
） 

1 淄川区 

般阳路街道、松龄路街道、双杨镇、

洪山镇、昆仑镇、淄川经济开发区、

将军路街道、罗村镇、岭子镇、寨

里镇、太河镇、龙泉镇、西河镇 

960.06 
236.0 

2 文昌湖区 商家镇 41.91 

3 博山区 
城东街道、城西街道、白塔镇、域

城镇、石马镇、山头街道、八陡镇、

源泉镇、博山镇、池上镇 
698.11 231.8 

4 沂源县 

南麻街道、历山街道、南鲁山镇、

鲁村镇、悦庄镇、大张庄镇、燕崖

镇、中庄镇、西里镇、东里镇、张

家坡镇、石桥镇 

1635.79 677.1 

 小  计  3335.87 1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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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 

1、淄博市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淄博市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包括：国家湿地公园 1 个、省级风景名胜区 1

个、省级湿地公园 2 个、省级地质公园 1 个、省级森林公园 1 个、市级饮用水源保护

区 8 个、国有林场 1 个、市级水源地 2 个、市级地质地貌保护区 5 个、省级及以上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21 个、重要城市公园 16 个，面积 299.19km2。 

2、淄博市市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淄博市市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包括：张店区（含高新区）的沣水镇和湖田街道；

临淄区的齐陵街道和金山镇；周村区（含文昌湖区的萌水镇）的王村镇、萌水镇，面

积 256.07km2（镇的国土面积扣除属于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的面积）。 

表 5.2-2             淄博市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划分表 

区县名称 位置 面积（km
2
） 备注 

高青县 

千乘湖省级湿地公园 

8.72 

省级湿地公园 

大芦湖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市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后赵遗址、狄城遗址、店子北遗址、

店子南遗址 

省级及以上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芦湖公园 重要城市公园 

桓台县 

马踏湖国家湿地公园 

13.99 

国家湿地公园 

马踏湖省级风景名胜区 省级风景名胜区 

马踏湖省级地质公园 省级地质公园 

桓台城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市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新城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市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前埠遗址、王渔洋墓、唐山遗址 
省级及以上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桓台县文体公园、红莲湖湿地公园 重要城市公园 

临淄区 

汞山省级森林公园 

264.07 

省级森林公园 

齐陵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市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永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市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临淄区垢皋林场 国有林场 

大武地下水富集区 市级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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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2             淄博市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划分表 

区县名称 位置 面积（km
2
） 备注 

临淄区 

刘征水源地 

 

市级水源地 

临淄齐国故城、后李遗址、尧王遗

址、田齐王陵、稷山牧群、高阳故

城、桐林遗址、董鍺遗址 

省级及以上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胜炼公园、峰山公园 重要城市公园 

周村区（含

文昌湖区

萌水镇） 

南闫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5.48 

市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杨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市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宝山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市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文昌湖省级湿地公园（文昌湖区） 省级湿地公园 

萌山水库保护区（文昌湖区） 市级地质地貌保护区 

周村区（含

文昌湖区

萌水镇） 

商家遗址 
省级及以上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孝妇河湿地公园、周村人民公园、

天香公园、淦河公园 
重要城市公园 

张店区（含

高新区） 

蟠龙山保护区（高新区） 

6.93 

市级地质地貌保护区 

花山风景区（高新区） 市级地质地貌保护区 

黑铁山保护区（张店区、高新区） 市级地质地貌保护区 

炒米山保护区 市级地质地貌保护区 

昌国城址、浮山驿遗址、彭家遗址、

解家遗址（高新区）、孙氏墓园（高

新区） 

省级及以上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淄博市人民公园、张店儿童公园、

莲池公园、齐盛湖公园、猪龙河湿

地公园、火炬公园（高新区）、卧

霓山公园（高新区） 

重要城市公园 

小计 2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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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               淄博市市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划分表 

序

号 

区县名

称 
涉及乡镇 面积（km

2
） 

土壤侵蚀

强度 

水土流失面

积比（%） 

中度以上水

土流失面积

比（%） 

1 
张店区

（含高

新区） 
沣水镇和湖田街道 40.38 中度 1 23.0 

2 临淄区 齐陵街道和金山镇 79.04 中度 2 34.4 

3 

周村区

（含文

昌湖区

的萌水

镇） 

王村镇、萌水镇 101.93 中度 4 49.0 

小计 256.07    
注：表中面积为镇国土面积扣除镇内的属于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的面积。 

5.2.2  水土流失防治要求 

5.2.2.1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重点预防区以保护现有植被和水土保持设施为主，同时做好局部水土流失严重区

的治理工作，应建立健全管护机构，强化监督管理，减少人为扰动；在局部实施抢救

性治理的同时，在面上利用大自然的力量实施生态修复、封山禁牧，减少诱发水土流

失危害的可能性和程度。  

5.2.2.2  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需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依靠政策、投入和科技进行小

流域综合治理，并在严重部位实施坡改梯等专项水土保持治理工程，以改善当地生产

条件，提高群众生产和生活水平，通过重点治理促进退耕还林（草），满足经济社会

发展对生态环境的需求。 

5.3  监督管理布局 

根据《山东省水土保持规划》，淄博市的临淄区、张店区（含高新区）、周村区（含

文昌湖区萌水镇）、淄川区（含文昌湖区商家镇）、博山区、沂源县、桓台县属于山丘

区；高青县属于风沙区。淄博市没有其他水土流失易发区。



 

24 

6  预防保护 

6.1  预防范围 

预防保护范围为整个淄博市国土面积，重点是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河流源

头区、重要水源地，河流两岸以及湖泊和水库周边，侵蚀沟的沟坡和沟岸；水土保持

区划中水土保持功能为水源涵养、生态维护、水质维护的区域；水土流失严重、生态

脆弱的地区；崩塌、滑坡危险区及泥石流易发区；其他需要重点预防保护的区域。 

6.2  预防保护对象 

指在预防范围内需保护的林草植被、地面覆盖物、人工水土保持设施。 

6.3  预防保护规模 

规划期内完成防治面积295km2，其中：近期（2018-2020年）规划防治面积65km2，

远期（2021-2030年）规划防治面积230km2。 

6.4  措施体系及配置 

在预防范围特点分析的基础上，根据预防对象发挥的水土保持主导基础功能，按

照“大预防、小治理”的原则进行措施体系配置。 

6.5  重点预防保护工程 

以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为主兼顾其他区域，规划确定了黄泛风沙区预防保护

工程、水源地预防保护工程、河流源头预防保护工程3项重点预防保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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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1                    重点预防保护措施一览表 

序

号 

治理措

施 

近期预防(2018-2020年) 远期预防(2021-2030年） 规划期

（2018-2030

年）预防面积

（km
2
） 涉及区县 面积（km

2
） 涉及区县 面积（km

2
） 

1 
黄泛风

沙区预

防保护

 

高青县 3 高青县 10 13 

2 
水源地

预防保

护工程 

博山区、淄川

区、文昌湖区、

沂源县、桓台县 
32 

博山区、淄川

区、文昌湖区、

沂源县、桓台

县 

140 172 

3 
河流源

头预防

保护工

 

沂源县、博山区 15 沂源县、博山

区 
40 55 

 合计 50 190 240 

6.5.1  黄泛风沙区预防保护工程  

范围：项目范围为高青县。 

任务：治理措施主要是以整地改土、灌排工程、桥涵、道路工程为主的工程措施

和以农田林网、经果林、防风固沙林为主的植物措施，并配以林粮间作套种、秸杆还

田、增施有机肥等农业技术措施，增加土地产出率。 

规模：规划防治面积13km2，其中近期（2018-2020年）规划防治面积3km2（预防

面积2.5km2、治理面积0.5km2）、远期（2021-2030年）规划防治面积10km2（全部为

预防面积）。 

表6.5-2                   黄泛风沙区预防保护工程布局表 

涉及区县 
预防保护面积（km

2
） 

近期 (2018-2020年) 远期(2021-2030年） 规划期（2018-2030年） 

高青县 3 10 13 

6.5.2  水源地预防保护工程  

范围：项目范围为淄博市重要的地表水水源地，以及新城水库、马踏湖等重点湖

泊周边。 

任务：充分发挥自然修复能力，以水源地保护、涵养水源、水环境整治为主，同

时辅以水土流失防治及面源污染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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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规划防治面积172km2，其中近期（2018-2020年）规划防治面积32km2（预

防面积25km2、治理面积7km2）；远期（2021-2030年）规划防治面积140km2（预防

面积95km2、治理面积45km2）。 

表 6.5-3                   水源地预防保护工程布局表 

预防保护对象 涉及区县 

预防保护面积（km
2
） 

近期 

(2018-2020年) 

远期 

(2021-2030年） 

规划期 

（2018-2030年） 

太河水库 淄川区 5 40 45 

萌山水库 文昌湖区 2 15 17 

石马水库 博山区 5 15 20 

田庄水库 沂源县 5 15 20 

红旗水库 沂源县 5 15 20 

新城水库 桓台县 5 15 20 

马踏湖 桓台县 5 25 30 

  合计 32 140 172 

6.5.3  河流源头预防保护工程  

范围：项目范围为淄博市境内主要河流源头区，如沂河、孝妇河、淄河。 

任务：以封育保护为主，辅以综合治理，以治理促保护，控制水土流失，提高水

源涵养能力。 

规模：规划防治面积55km2，其中：近期（2018-2020年）规划防治面积15km2（预

防面积10km2、治理面积5km2），远期（2021-2030年）规划防治面积40km2（预防面

积27km2、治理面积13km2）。 

表 6.5-4                   河流源头预防保护工程布局表 

预防保护对象 涉及区县 

预防保护面积（km
2
） 

近期 

(2018-2020年) 

远期 

(2021-2030年） 

规划期 

（2018-2030年） 

淄河源头 博山区 5 10 15 

沂河源头 沂源县 5 20 25 

孝妇河源头 博山区 5 10 15 

  合计 15 4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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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治理规划 

7.1  治理范围 

以国家级和市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为核心，兼顾其他区域，主要包括：沿黄平

原风力侵蚀区、北部平原水力侵蚀区、中部丘陵水力侵蚀区、南部低山水力侵蚀区；

涉及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等特定水土流失区域；造成土地生产力下降，直接影响农业

生产和农村生活，需开展土地资源抢救性、保护性治理的坡耕地区域；水土流失程度

高、危害大的山洪滑坡泥石流潜在危害区域。 

7.2  治理对象 

治理对象是需要采取综合治理措施的侵蚀劣地和退化土地。 

7.3  治理规模 

本规划确定规划期内共治理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758km2，其中近期

（2018-2020 年）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192km2，远期（2021-2030 年）完成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566km2。 

7.4  措施体系及配置 

在对综合治理对象特点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治理对象发挥的水土保持主导基础功

能，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进行措施体系配置。 

7.5  重点治理工程 

以国家级和市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为主、兼顾其他区域，规划确定了革命老区

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工程、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水系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

和局部水土流失集中区治理工程 4 项重点治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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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1                    重点综合治理措施一览表 

序号 治理措施 

近期治理 远期治理 综合治理

面积

（km
2
） 涉及区县 

面积

（km
2
） 

涉及区县 
面积

（km
2
） 

1 革命老区水土流失治

理工程 
淄川区、博山

区、沂源县 
136 

淄川区、博

山区、沂源

县 
328 464 

2 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工程 
  

博山区、淄

川区、沂源

县 
32 32 

3 水系水土保持综合治

理工程 
临淄区、周村

区 
3 

淄川区、文

昌湖、沂源

县 
60 63 

4 局部水土流失集中区

治理工程 全部区县 31 全部区县 79.5 110.5 

 合计 170 499.5 669.5 

7.5.1  革命老区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工程 

根据《山东省水土保持规划》，淄博市革命老区有 3 个，为淄川区（含文昌湖区）、

博山区、沂源县，本规划确定规划期内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464km2。 

规划近期（2018-2020 年）实施淄博市淄川区、博山区、沂源县水土保持重点工

程，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36km2。 

规划远期（2021-2030 年）实施淄博市淄川区、博山区、沂源县水土保持重点工

程，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328km2。 

表 7.5-2                  革命老区重点治理工程布局表 

涉及区县 

重点治理面积（km
2
） 

近期 (2018-2020

年) 
远期(2021-2030年） 

规划期（2018-2030

年） 

淄川区 48 64 112 

博山区 8 80 88 

沂源县 80 184 264 

合计 136 328 464 

7.5.2  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 

规划坡改梯专项工程治理总面积 32km2。 



 

29 

规划远期（2030 年）实施淄博市淄川区、博山区、沂源县，完成坡耕地治理工

程 32km2。 

表 7.5-3                  坡耕地重点治理工程布局表 

涉及区县 
重点治理面积（km

2
） 

远期(2021-2030年） 规划期（2018-2030年） 

淄川区 8 8 

博山区 8 8 

沂源县 16 16 

合计 32 32 

7.5.3  水系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 

根据《山东省水土保持规划》，规划淄博市水系生态建设水利重点项目，位于淄

川区（含文昌湖区）、周村区、临淄区、沂源县，水系水土保持工程治理水土流失面

积 63km2。 

规划近期（2018-2020 年）实施周村区、临淄区水系水土保持工程，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 3km2。 

规划远期（2021-2030 年）实施淄川区、文昌湖区和沂源县水系水土保持工程，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60km2。 

表 7.5-4                    水系重点治理工程布局表 

涉及区县 

重点治理面积（km
2
） 

近期 (2018-2020

年) 

远期(2021-2030

年） 

规划期（2018-2030

年） 

淄川区   10 10 

文昌湖区   5 5 

周村区 2   2 

临淄区 1   1 

沂源县   45 45 

合计 3 60 63 

7.5.4  局部水土流失集中区治理工程 

规划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10.5km2，其中近期（2018-2020 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31km2，远期（2021-2030 年）治理 79.5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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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5               局部水土流失集中区重点治理工程布局表 

涉及区县 

重点治理面积（km
2
） 

近期 (2018-2020

年) 
远期(2021-2030年） 

规划期（2018-2030

年） 

临淄区 3 4 7 

张店区 0.5 0.5 1 

高新区 1 1 2 

博山区 10 20 30 

周村区 2 2 4 

淄川区 8 21 29 

文昌湖区 3 5 8 

沂源县 3 24 27 

高青县 
 

0.5 0.5 

桓台县 0.5 1.5 2 

合计 31 79.5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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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监测规划 

8.1  监测工作规划目标 

2018 年至 2020 年，建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水土保持网络；水土保持监测的

自动化采集程度明显提高；基本建成功能完备的数据库和应用系统，实现各级监测信

息资源的统一管理和共享应用；初步建成水土保持基础信息平台；初步实现土流失重

点防治区动态监测全覆盖，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得到全面落实，水土流失及其

防治效果的动态监测能力显著提高，实现对水土流失及其防治的动态监测、评价和定

期公告。 

2021 年至 2030 年，建成淄博市水土保持基础信息平台，实现监测数据处理、传

输、存储现代化，实现各级水土保持业务应用服务和信息共享；淄博市不同尺度水土

保持监测评价有序开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健康发展；各项水土保持监测工

作持续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全面为各级政府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调整经济发展格

局与产业布局、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8.2  监测站网 

8.2.1  站网布局 

确定设 12 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常规监测点 10 处、临时监测点 2 处）。 

淄博市水土保持监测站网建设工程总体布局包括如下二级： 

第一级：市级水土保持监测站； 

第二级：12 处监测站点，其中包括 10 处常规监测点（9 处水蚀监测点和 1 处风

蚀监测点）、2 处临时监测点。 

此外，水土保持监测资质单位负责对水土保持生态建设项目和生产建设项目的水

土保持监测工作，作为全市水土保持监测站网进行水土保持监测的必要补充。 

2018 年至 2020 年，对现有的郝峪监测站点进行升级改造，新建新城 1 处径流场、

利用水文站马尚、源泉 2 处，建设 2 处临时监测站点。2021 年至 2030 年，建设朱家

庄控制站 1 处，新建白塔、南麻 2 处径流场、利用水文站东里店、岔河 2 处，风蚀监

测点田镇 1 处。淄博监测点类型及分布详见表 8.2-1。



 

32 

表 8.2-1             淄博市水土保持监测站网规划建设一览表 

规划时间 

水蚀监测点 风蚀监测点 临

时 

监

测

点 

总

数 控制

站 

站

数 
径流场 

站

数 
利用水文站 

站

数 
名称 站数 

2018-2020 郝峪 1 新城 1 马尚、源泉 2   2 6 

2021-2030 朱家

庄 
1 白塔、南麻 2 东里店、源泉 2 田镇 1  6 

小计  2  3  4  1 2 12 

8.2.3  站网建设内容 

水土保持监测站网建设内容包括监测设施设备和信息管理系统两部分，其中监测

设施设备由市水土保持监测站和 12 处水土保持监测点（水蚀 9 处、风蚀 1 处，2 处

临时监测点）二级构成，相关水土保持监测资质单位开展的监测工作作为流动监测点

对监测站网进行必要补充；信息管理系统包括信息网络系统、监测应用系统、数据库

和安全体系四部分。 

8.2.3.1  水蚀监测点建设 

全市共建设水蚀监测点 9 处，其中控制站 2 处、径流场 3 处、利用水文站 4 处。 

8.2.3.2  风蚀监测点建设 

根据淄博市实际情况，本次规划建设1处风蚀监测点。布设在山东省风力较为严

重的黄泛平原区，为高青县田镇。 

8.2.3.3  临时监测点建设 

规划 2018-2020 年全市设立 2 个临时监测站点，均利用现有水文站点。 

8.2.3.4  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信息管理系统包括信息网络系统建设、监测应用系统建设、数据库建设和安全体

系建设。 

8.3  监测能力规划 

水土保持监测能力建设要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测行业管理规章制度体系，建立良

好的水土保持监测管理运行机制；建成完善水土保持监测技术标准体系；依托高等院

校和科研院所，开展水土保持监测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推广，提高水土保持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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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加大对各级监测机构技术人员的培训，满足开展水土流失监测的人才需求；建

立信息畅通、气氛活跃的水土保持技术交流与合作机制。 

8.3.1  监测机构规范化建设 

为了保证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持续健康有序的开展，有必要开展水土保持监测机构

的规范化建设，监测机构规范化建设主要包括机构的人员编制、监测经费、监测用房、

监测设备等方面。 

8.3.2  监测点标准化建设 

监测点标准化的建设内容包括：①按照监测点的类型，进行标准化建设，配置先

进实用的监测设备。②建设工作必需的生产生活用房及其他附属建筑物。③建设生产

必须的供水、供电、交通、通讯设施，配备必要的设施、设备维护检测工具和设备；

④建设标准化的观测标志，标、牌、点齐全。⑤监测工作人员一般不少于 3 人，应具

有良好的技术支撑和年龄结构，保证监测工作的稳定和持续发展。⑥监测点运行经费

应纳入地方财政预算。⑦监测点管理制度健全，建立了工作管理、档案管理、设备管

理、监测成果报告、数据与成果管理等制度。 

8.3.3  监测管理制度体系建设 

规划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管理、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建设与管理制度、水土保持

动态监测制度、水土保持监测公告制度、水土保持绩效评价与考核制度、监测成果认

证制度等制度的建设。 

8.3.4  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各级监测机构要建立良好的技术培训机制，加强水土保持监测技术队伍建设，定

期组织水土保持监测技术培训。同时，加速培养各类水土保持监测人才，并采取人才

引进等方式，全面提高水土保持监测人员的生产能力和业务技术水平。 

8.4  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应包括水土流失定期调查项目，重点防治区、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生产

建设项目等动态监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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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综合监管 

9.1  监督管理   

从水土保持规划相关工作、水土流失预防工作、水土流失治理、水土保持监测、

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水土保持技术服务等方面提出监督管理措施。 

9.2  科技支撑 

继续提升 2 处包括科学试验、科技展示、成果推广、技术辐射四大功能的水土保

持科技示范园（淄博市博山区天佛山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淄博市玉黛湖水土保持

科技示范园区），为淄博市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同时加强科普教育及

水土保持培训工作。 

9.3  基础设施与管理能力建设 

从切实提高水土保持决策能力建设、抓好水土保持监督管理能力建设县建设、提

高水土保持监测站网标准化建设、信息化建设四个方面，进行基础设施与管理能力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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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投资匡算及实施效果分析 

10.1  投资匡算 

匡算总投资 7.26 亿元，其中预防保护工程投资 1.19 亿元，综合治理工程投资 5.66

亿元，水土保持监测投资 0.2 亿元，综合监督管理投资 0.21 亿元。近期投资 1.61 亿

元，远期投资 5.65 亿元。 

10.2  实施效果分析 

规划近期（2020 年）共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192km2、重点预防面积 65km2，

新增蓄水效益 593 万 m3，新增保土效益 38 万 t，全市林草覆盖率提高 1.59%，年增

经济收入 2300 万元，水土资源得到高效保护和利用，防灾减灾预防保护功能显著增

强，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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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实施保障措施 
从法规保障、政策保障、组织管理、投入保障、科技保障等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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