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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北京市继续推动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全覆盖。监测成果表明，北京市共有水土

流失面积2,171.87平方公里，土壤侵蚀类型为水力侵蚀。其中，轻度侵蚀、中度侵蚀、强烈侵

蚀面积分别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98.47%、1.26%、0.26%。与2018年动态监测结果相比，全

市水土流失面积减少了141.50平方公里，减幅6.12%。

2019年，北京市进一步强化生产建设项目造成的人为水土流失监管。全市共审批生产

建设项目水影响评价文件（水土保持方案）1,053个，涉及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2.64万公

顷。通过“双随机”检查、重大项目专项检查及日常跟踪检查等方式，结合遥感手段，实现在

建项目监督检查全覆盖。全年共监督检查3,660个生产建设项目，立案查处水土保持违法案

件249起，收缴水土保持补偿费8,822万元。

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要求，以水源保护为中心，统筹考虑水土流

失防治、面源污染控制和人居环境改善，开展小型水体近自然修复工程，系统推进生态清

洁小流域建设。2019年北京市共实施67条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工程，治理面积828.44平方

公里，沟（河）道生态修复47.26公里。向社会公布343条生态清洁小流域名录，其中山区329

条，山区生态清洁小流域达标率达到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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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北京市水务系统深入贯彻“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的水利改革发

展总基调，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治水重要论述，围绕“安全、洁

净、生态、优美、为民”的北京水务发展目标，按照水利部关于水土保持工作的部署，全面推

进水土流失治理、水土流失监测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执法等工作，圆满完成各项

年度任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北京市水土保持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北

京市水务局组织编制了2019年《北京市水土保持公报》，现予以公布。

北京市总面积16,410平方公里，全市划分为1,085条小流域，其中山区小流域576条，平

原区小流域509条。在全国水土保持区划中，北京市属于北方土石山区，其中昌平区、延庆

区、怀柔区、密云区及平谷区属于燕山山地丘陵水源涵养生态维护区；房山区、门头沟区及

石景山区属于太行山东部山地丘陵水源涵养保土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

台区、顺义区、通州区及大兴区为京津冀城市群人居环境维护农田防护区。



图1-1  2019年度北京市土壤侵蚀强度分布图

第一部分 水土流失状况 

2019年，根据《区域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技术规定（试行）》，北京市通过应用卫星遥感技

术和野外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开展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一、全市水土流失
2019年，北京市水土流失总面积为2,171.87平方公里（见图1-1、表1-1），占全市国土总

面积的13.24%。其中，轻度侵蚀面积2,138.74平方公里，中度侵蚀面积27.46平方公里，强烈

侵蚀面积5.67平方公里，分别占全市水土流失总面积的98.47%、1.26%、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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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各区水土流失面积统计表

行政区 轻度侵蚀
面积（km2） 比例（％） 比例（％）面积（km2） 比例（％）面积（km2）

中度侵蚀 强烈侵蚀
各级水土流失面积及比例水土流失

面积
（km2）

占土地
总面积

比例(%)

合     计

东城区

西城区

朝阳区

海淀区

丰台区

石景山区

门头沟区

房山区

通州区

顺义区

昌平区

大兴区

怀柔区

平谷区

密云区

延庆区

2171.87

0

0

0

1.16

6.30

4.42

215.22

528.00

0

8.94

112.61

0

436.11

146.76

451.00

261.35

13.24

0

0

0

0.27

2.06

5.26

14.84

26.53

0

0.88

8.38

0

20.54

15.45

20.23

13.11

2138.74

0

0

0

1.16

5.71

4.40

203.19

521.57

0

8.19

110.09

0

434.17

145.72

444.68

259.86

98.47

0

0

0

100.00

90.63

99.55

94.41

98.78

0

91.61

97.77

0

99.55

99.29

98.60

99.43

27.46

0

0

0

0

0.58

0.02

10.74

6.01

0

0.75

2.28

0

1.56

0.85

3.39

1.28

1.26

0

0

0

0

9.21

0.45

4.99

1.14

0

8.39

2.02

0

0.36

0.58

0.75

0.49

5.67

0

0

0

0

0.01

0

1.29

0.42

0

0

0.24

0

0.38

0.19

2.93

0.21

0.26

0

0

0

0

0.16

0

0.60

0.08

0

0

0.21

0

0.09

0.13

0.65

0.08

注：水土流失面积是指土壤侵蚀强度为轻度（含）以上的土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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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18年动态监测成果相比，全市水土流失面积减少了141 .50平方公里，减幅

6.12%。其中轻度、中度、强烈侵蚀面积减幅分别为1.67%、72.41%、85.35%。与2011年第

一次水务普查结果相比，全市水土流失面积减少了1,029.99平方公里，减幅32.17%，水土

流失呈现出由高强度向低强度变化的明显特征，其中中度侵蚀以上面积均有下降，共减

少1,422.65平方公里，减幅97.72%（见表1-2，图1-2）。

表1-2  2011年、2018年、2019年北京市水土流失面积变化情况

年份
水土流失

面积
（km2）

轻度侵蚀
（km2）

中度侵蚀
（km2）

强烈侵蚀
（km2）

极强烈侵蚀
（km2）

剧烈侵蚀
（km2）

2011年

2018年

2019年

3201.86

2313.37

2171.87

1746.08

2175.07

2138.74

1031.46

99.55

27.46

340.64

38.75

5.67

70.12

0

0

13.56

0

0

注：2011年为北京市第一次水务普查数据。

2011年水土流失面积

图1-2 北京市水土流失面积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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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2019年度北京市五大流域土壤侵蚀强度分布图

二、五大流域水土流失
2019年，北京市境内潮白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1,003.40km²，永定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269.49km²，北运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137.21km²，大清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567.82 km²，蓟

运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193 .95km²，分别占全市水土流失总面积的46 .20%、12 .41%、

6.32%、26.14%、8.93%。（见表1-3、图1-3）。

表1-3  2019年北京市五大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统计表

流  域
水土流失

面积
（km2）

轻度侵蚀
面积

（km2）
比例
(%)

面积
（km2）

比例
(%)

面积
（km2）

比例
(%)

占土地
面积
比例
(%)

中度侵蚀 强烈侵蚀

合      计

潮白河

永定河

北运河

大清河

蓟运河

2171.87 

1003.40 

269.49 

137.21 

567.82 

193.95 

13.24 

18.05 

8.57 

3.23 

26.09 

15.09 

2138.74 

994.77 

259.11 

134.52 

558.30 

192.04 

98.47 

99.14 

96.15 

98.04 

98.32 

99.02 

27.46 

5.26 

9.25 

2.43 

8.81 

1.71 

1.26 

0.52 

3.43 

1.77 

1.55 

0.88 

5.67 

3.37 

1.13 

0.26 

0.71 

0.20 

0.26

0.34

0.42

0.19

0.13

0.10

各级水土流失面积及占比



行政区
水土流失

面积
（km2）

轻度侵蚀

各级水土流失面积及占比

面积
（km2）

比例
(%)

面积
（km2）

比例
(%)

面积
（km2）

比例
(%)

占土地
面积
比例
(%)

中度侵蚀 强烈侵蚀

合     计

怀柔区

密云区

延庆区

690.69 

218.39 

322.61 

149.69 

19.68 

17.04 

21.75 

20.08 

685.11 

217.23 

318.51 

149.37 

99.19 

99.47 

98.73 

99.79 

2.83 

0.86 

1.71 

0.26 

0.41 

0.39 

0.53 

0.17 

2.75 

0.30 

2.39 

0.06 

0.40

0.14

0.74

0.04

项目
级别

行业
房地产类社会事业

及其他类 交通类水务类 电力类 合计天然气类

78

1

2

1

20

3

3

5

37

12

13

28

37

35

5

12

9

0

301

市     级

东城区

西城区

朝阳区

海淀区

丰台区

石景山区

门头沟区

房山区

通州区

顺义区

昌平区

大兴区

怀柔区

平谷区

密云区

延庆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

全市合计

55

1

0

14

39

1

1

1

9

25

5

4

16

12

1

23

19

0

226

114

17

2

3

3

5

2

1

4

2

38

6

19

4

3

10

6

4

243

27

1

1

10

7

4

23

1

6

29

6

8

18

17

0

2

1

0

161

21

0

0

6

8

0

1

4

2

3

7

2

4

12

1

7

3

3

84

4

0

0

0

0

0

0

0

3

0

0

0

19

4

1

1

6

0

38

299

20

5

34

77

13

30

12

61

71

69

48

113

84

11

55

44

7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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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水土保持监督管理 

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
1. 生产建设项目水影响评价文件（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2019年全年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影响评价文件（水土保持方案）1,053个（见表2-1、表

2-2），涉及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2.64万公顷。全市共收缴水土保持补偿费8,822万元，其中：

市级收缴6,990万元，区级收缴1,832万元。

三、重点区域水土流失
1. 生态涵养区

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北京市生态涵养区包括门头沟、怀柔、平谷、密

云、延庆五个区全域和昌平、房山两个区的山区，2019年水土流失面积为2,148.61km²，占全市水土

流失总面积的98.93%（见表1-4）。

2. 密云水库流域

北京市境内密云水库流域涉及怀柔、密云、延庆三个区，2019年水土流失面积为690.69km²，

占全市水土流失总面积的31.80%（见表1-5），占其所在潮白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的6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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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2019年北京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影响评价文件（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情况统计表
（按行业统计）

表1-5  2019年北京市密云水库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统计表

单位：个
行政区 轻度侵蚀

各级水土流失面积及占比

面积
（km2）

比例
(%)

面积
（km2）

比例
(%)

面积
（km2）

比例
(%)

中度侵蚀 强烈侵蚀

合  计

门头沟区

房山区

昌平区

怀柔区

平谷区

密云区

延庆区

2116.90

203.19

519.82

109.46

434.17

145.72

444.68

259.86

98.52

94.41 

98.78 

97.80 

99.55 

99.29 

98.60 

99.43 

26.06

10.74

6.01

2.23

1.56

0.85

3.39

1.28

1.21

4.99 

1.14 

1.99 

0.36 

0.58 

0.75 

0.49 

5.65

1.29

0.42

0.23

0.38

0.19

2.93

0.21

0.26

0.60 

0.08 

0.21 

0.09 

0.13 

0.65 

0.08 

表1-4  2019年北京市生态涵养区水土流失面积统计表

水土流失
面积

（km2）

2148.61

215.22

526.25

111.92

436.11

146.76

451.00

26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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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检查

2019年市级完成了京承高速联络线、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用房等120个建设项目“双

随机”检查，组织开展了大兴国际机场、环球影视城、陕京三线输气管道工程等531个重点建设

项目现场监督检查以及901个建设项目跟踪调查等。市区两级全年共监督检查项目3,660个。

3. 生产建设项目违法行为查处

以高分卫星遥感技术为手段，组织完成水利部下发的全市3,471处和市级4期共569处疑

似违法图斑的现场核查及违法项目查处工作。

通过采取遥感监管、“双随机”检查、重大项目专项检查等，做到“一项目一检查意见”，对

于不合格的项目全部立案处理，督促整改落实。现场发放《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违法行为

告知书》169份。

2019年共完成249个违法项目的立案查处，收缴罚款585万元。其中：市级查处案件78起，

收缴罚款240万元；区级查处案件171起，收缴罚款345万元。

4.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

2019年，全市共完成了75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见表2-3），选取

其中183个重点项目进行了现场核查。2015-2019年，全市累计验收生产建设项目1,539个（见

表2-4）。

现场检查北京怀柔前安岭铁矿有限公司
矿山开采及资源开发利用项目

现场检查新建铁路北京至张家口
城际铁路项目

表2-2 2019年北京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影响评价文件（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情况统计表
（按流域统计）

表2-3 2019年北京市各流域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情况统计表

项目
级别

流域
永定河 大清河 北运河 潮白河 蓟运河 跨流域 合 计

170

140

310

市    级

区    级

全市合计

37

171

208

87

78

165

28

22

50

8

8

16

2

0

2

332

419

751

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东配套12号地项目边坡绿化 河北张家口蔚县电厂（门头沟段）项目塔基植被恢复

项目
级别

流域
永定河 大清河 北运河 潮白河 蓟运河 跨流域 合 计

43

169

212

市  级

区  级

全市合计

40

61

101

151

298

449

49

208

257

12

18

30

4

0

4

299

754

1053

单位：个

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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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2015-2019年北京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情况统计表

市     级

东城区

朝阳区

海淀区

丰台区

石景山区

门头沟区

房山区

通州区

顺义区

昌平区

大兴区

怀柔区

平谷区

密云区

延庆区

经济技术
开发区

全市合计

332

4

13

18

25

7

24

22

15

100

58

38

48

8

23

16

0

751

321

0

1

10

1

1

4

10

4

18

56

12

12

1

7

9

0

467

57

0

0

2

0

0

1

10

6

3

16

3

7

0

3

4

0

112

59

0

0

1

0

0

2

6

3

7

10

2

19

1

0

4

13

127

27

0

0

1

2

0

0

14

1

4

15

0

9

0

1

3

5

82

796

4

14

32

28

8

31

62

29

132

155

55

95

10

34

36

18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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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深化

为优化营商环境，市水务局转发了《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

水土保持监管意见的通知》，印发《关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即办

指南的通知》和《关于开展水土保持区域评估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进一步精简申报材

料、压减审批时限、优化审批手续。同时，转变监管方式，主动上门指导，服务市交通委、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市自来水集团等重点建设单位，推进相关行业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工作。

通过强化水土保持行业监管，进一步规范了全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建设

单位法制意识明显提高，项目违法率持续下降，监督执法工作取得跨越式发展。

二、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水土保持监督管理
2019年，对全市生态清洁小流域进行现场督查，编制41条已竣工验收生态清洁小流域

管护清单，对13条小流域进行无人机核查，对11条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小流域进行

实施效果评估。督查工作采取内、外业相结合的方式，督查内容主要包括前期工作，项目进

展，项目变更，工程质量，项目建设管理，资金管理，项目档案和运行管护等。

选取42条已公布的生态清洁小流域，重点检查在生态清洁小流域沟道内私搭乱建，随

意取土、挖砂、倾倒垃圾、排放污水的行为以及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情况等。通过督查检查，进

一步加强了小流域管理和工程设施维护，提高了当地居民自觉维护水土保持设施和生态清

洁小流域环境的意识。

生态清洁小流域现场督查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合计
年度

项目
级别

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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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水土流失治理 

一、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
牢固树立以水源保护为中心、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系统化治理的工作理念，构筑

“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保护”三道防线，持续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2019年共实施

67条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工程（见表3-1），治理面积828.44平方公里，涉及海淀、门头沟、房

山、昌平、怀柔、平谷、密云和延庆8个区的41个乡镇、157个村（见图3-1）。截至2019年底，全

市1,085条小流域中，已实施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工程的小流域达到439条，其中山区423

条。北京市境内密云水库流域179条小流域中，已有138条达到生态清洁小流域标准，其中，

13条小流域在2019年实施了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工程。

2019年，市有关部门结合各自职责，共同做好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其中，市规划自然资源

委完成废弃矿山修复治理300公顷，市生态环境局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市农

业农村局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全市化学农药总用量（折百）约360吨，同比减少约

11%，市园林绿化局完成绿化造林18,760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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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2019年北京市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工程分布图

密云区蔡家洼小流域护坡 怀柔区大甸子小流域村庄美化

怀柔区大黄塘小流域树盘 门头沟区韭园小流域梯田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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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区老峪沟小流域梯田整修

平谷区酸枣峪小流域步道

延庆区慈母川小流域经济林

延庆区水峪小流域经济林

门头沟区闸西小流域河岸带治理

房山区陈家坟小流域村庄排洪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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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2019年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工程统计表

行政区

合  计

门头沟区

海淀区

房山区

67条

北安河

前沙涧排洪沟

柳林河

大工

沙涧北干渠

前章村排洪沟

罗班

南沟

西达摩

田庄沟

湫河沟

碣石

太子墓

樱桃沟

闸西

南涧沟

军庄沟

马栏

南村

高庄

堂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行政区

房山区

昌平区

 

怀柔区

上方山

东周各庄

兴隆庄沟

大西沟

口儿村

良各庄

王家园

西峰山

北流村

王家园平原

西马坊

北小营

响潭

水沟

碾子湾

得田沟

柏查子

 柏查子（水毁修复）

黄泉峪（水毁修复）

崎峰茶（水毁修复）

安洲坝（水毁修复）

大水峪（水毁修复）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2019

828.44

105.00

7.00

8.00

5.00

6.00

5.00

5.00

5.00

22.00

4.00

11.00

5.00

7.00

8.00

10.00

10.00

10.00

12.00

14.00

8.00

10.00

17.00

33.77

20.57

16.21

8.91

6.92

6.96

15.59

5.51

8.00

8.00

6.00

128.00

韩村河镇

良乡镇

南窖乡

河北镇

周口店镇

流村镇

马池口镇

马池口镇
阳坊镇

南口镇

琉璃庙镇

怀北镇

治理面积（km²） 治理面积（km²）

41个

苏家坨镇

苏家坨镇 温泉镇

苏家坨镇 上庄镇

上庄镇

清水镇

雁翅镇

妙峰山镇

龙泉镇

龙泉镇  王平镇

军庄镇

斋堂镇

潭柘寺镇

大石窝镇

霞云岭乡

北运河

大清河

大清河

潮白河

北运河

永定河

序号 小流域名称 所属乡镇 所属流域 序号 小流域名称 所属乡镇 所属流域

17 18



行政区

怀柔区

平谷区

密云区

延庆区

大水峪

邓各庄

对石

大蒲池沟

七道河

神堂峪

庙上

上台子

镇罗营

前北宫

西口外

西白莲峪

朱家峪

蔡家洼

前焦家坞

西康各庄

蛇鱼川

张家坟

西驼古

水漳

头道沟

西五里营

水峪

张山营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宝山镇

汤河口镇

长哨营乡

雁栖镇

九渡河镇

喇叭沟门乡

镇罗营镇

大华山镇 王辛庄镇

冯家峪镇

巨各庄镇

西田各庄镇

石城镇

不老屯镇

穆家峪镇

新城子镇

张山营镇

5.00

9.00

14.00

13.00

7.00

9.00

9.00

8.00

24.00

6.00

25.00

6.00

6.00

8.00

15.00

17.00

18.00

6.00

6.00

7.00

5.00

6.00

11.00

30.00

治理面积（km²）

潮白河

蓟运河

潮白河

永定河

序号 小流域名称 所属乡镇 所属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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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公园水体修复

二、水生态修复
落实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扎实推进水土保持与水生态修复工作，推动岸上

岸下协同防治，岸上突出水土流失治理，岸下以湖泊、河沟道为主修复水生态，提升河湖水

系生物多样性，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

1. 湖泊水生态修复

在以圆明园为代表的富营养浅水湖泊水体修复中，形成以沉水植物为主的生态修复模

式：通过人工培育使沉水植物覆盖度大于60%，占据优势生态位；每立方米水体配置25克

的黑鱼控制草食性鱼类数量，再适度投放螺、蚌、麦穗鱼等水生动物；通过栽植沉水植物抑

制浮游藻类生长，同时为鱼类提供良好栖息环境与食源，充分发挥生物链作用；沉水植物

过量生长时则由人工收割控制，关键时间控制节点为菹草死亡前的5月份和大部分沉水植

物消亡前的9月份。

通过修复措施环环相扣，实现了富营养物质的资源化和水质净化，圆明园水体从多年

“藻型浊水湖泊”变成了生态更稳定、更具观赏性的“草型清水湖泊”，亦吸引了鳑鲏鱼、金线

蛙等原生物种的回归，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

怀北镇



东龙湾小流域坑塘整治

在生态修复区，即坡度大于25度的远山区，采取封禁治理，修建封禁标牌和护栏，减少

人为活动。在生态治理区，村庄空闲裸露地栽植花卉，结合当地房车露营基地建设进行绿

化美化，促进民俗旅游发展；改善生产基础条件，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种植桃树、李子

等经济林，形成果品采摘园。在生态保护区，对黄龙潭、黑龙潭进行清淤，清理沟道内垃

圾；恢复湿地景观，修建码石、堆石护岸等；在浅水区种植芦苇、菖蒲等水生植物；岸坡种

植灌草，防止边坡冲刷导致水土流失。

东龙湾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成效显著。一是有效保护水源，实现沟道水系连通，恢复

自然的河道水文形态，既扩展了行洪空间，也建立了稳定的生态系统，提升了沟道水质；二

是小流域内村庄环境得到显著改善，村民生活品质得到提升；三是依托生态清洁小流域建

设成果，发展出果品生产、龙湾国际露营公园、“左邻右舍”高端民宿等产业，促进了乡村旅

游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就业和增收。流域内的东龙湾村、盆窑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民俗旅游

村，特别是东龙湾村入选了文化和旅游部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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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区后喇叭沟口小流域生态河道

2. 沟（河）道水生态修复

2019年，在海淀、门头沟、房山、怀柔、密云和延庆等6个区的47条小流域中，累计开展

了47.26公里沟（河）道生态修复。修复措施包括植物过滤带建设，码石、柳木桩、植草等生

态护坡，沟道废弃物和淤积物清理，深浅滩、急缓流、湿地等多样性生境构建，水景观、步

道、汀步、亲水平台等亲水和景观措施的建设等。

三、治理典型（东龙湾生态清洁小流域）
东龙湾小流域位于官厅水库入库河流妫水河流域，是官厅水库的重要水源涵养区，小

流域总面积11.77平方公里，隶属于延庆区旧县镇和永宁镇，涉及上磨、盆窑、东龙湾等6个

行政村，流域内旅游资源丰富，上磨村黄龙潭是妫水河的主要水源地。治理前，流域内河滨

带遭到破坏，沟道淤积，水质较差；村庄周边环境脏乱，村内缺乏景观设施，与发展旅游村

庄的环境要求有较大差距。为保护水源，改善沟道生态系统，整体提升村庄环境，近年来，

依托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工程，对东龙湾小流域进行了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

东龙湾小流域经济林、田间生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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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水土保持效益

一、蓄水保土效益
2019年，通过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整修梯田587.36公顷，新增水土保持林8.67公顷、经

济林184.86公顷，树盘22,475个，村庄绿化美化45.29公顷，新建防护坝12.03公里，修复河

滨带15.05万平方米，清理沟道堆积物5.4万立方米。各项措施累计减少土壤流失量2.05万

吨，涵养水源量23.14万立方米。

全市梯田、水平条等典型水土保持措施在减少水土流失和涵养水资源方面效益显著。

2019年，全市梯田、水平条措施共计减少土壤流失量339.53万吨，涵养水源量3,325.61万立

方米。

2019年，已完成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的生产建设项目，平均表土保护率为99.22%、平

均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98.12%、平均土壤流失控制比为1.86、平均渣土防护率为98.28%，

平均林草植被恢复率为98.13%，平均林草覆盖率为38.3%，新增雨水集蓄能力39.50万立方

米，恢复植被4,477公顷，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减少水土流失20.51万吨。

二、沟（河）道水生态修复效益
通过沟（河）道水生态修复各项措施的实施，拓展沟（河）道防洪空间，构建不同生境，逐步

恢复了沟（河）道自然属性，提高了河滨带生物多样性，保障了沟（河）道纵向连续性、横向连

通性和竖向渗透性，沟（河）道水文地貌和水质状况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

三、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综合效益
通过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各项措施的实施，提高了梯田保水保土能力，改善了乡村人

居环境，小流域出水水质达到或优于地表水Ⅲ类标准，有效支持了农村绿色产业发展，保

护了首都饮用水源，促进了美丽乡村建设，维护了河库健康生命。

2019年应用遥感、无人机和地面观测等方法，对典型小流域开展实施效果评估。结果

表明，小流域水土保持措施保存完整，各项措施均发挥较好的蓄水保土作用，林草植被覆

盖率有所提高，水土流失状况得到改善，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均有下降，沟道水质得到提

升，流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温榆河朝阳段水生态修复（温榆河公园）

延庆世园会生态植草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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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林子台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前后对比情况

2007年以来，全市共建成了5个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成为水土保持综合防治

示范、科普教育、科学研究和成果展示的社会服务窗口（见表4-1）。

四、水土保持科技示范效益
2019年，北京市鹫峰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被评为“全国水土保持科普教育基地”。

表4-1  北京市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基本情况表

年份 园区名称 地理位置 隶属
小流域

类型 面积
（hm²）

评定时间

1

2

3

4

5

50

110

120

832

170

2007年

2007年

2007年

2016年

2017年

综合防治

科普教育

科普教育

科学研究

科普教育

石匣

高庙屯

水峪嘴

北安河

云居寺

密云区高岭镇
芹菜岭村

延庆区大榆树镇
上辛庄村

门头沟区妙峰山镇
担礼村

海淀区苏家坨镇
鹫峰国家森林公园

房山区大石窝镇
下庄村

石匣水土保持
科技示范园区

上辛庄水土保持
科技示范园区

龙凤岭水土保持
科技示范园区

鹫峰水土保持
科技示范园区

云居寺水土保持
科技示范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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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区石匣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

延庆区上辛庄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

市财政局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设施的运行维护，确保示范

园区正常发挥效益。

5个科技示范园区获得科普教育基地、户外教室、实验基地等一系列称号（见表4-2）。

近年来，依托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开展了“全国大学生水土保持夏令营”、“水土保持科

普大讲堂”等不同特色的水土保持科普宣传活动。接待中小学生，生动形象地开展水土保

持科普教育；接待大学生、研究生，开展土壤、植被、水土流失和人工降雨等各类现场调查

和试验；接待市民、专家学者进行参观学习，提高水土保持意识。2019年接待6万余人。

表4-2  北京市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获得称号一览表

园区名称 获得称号

石匣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

上辛庄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

龙凤岭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

鹫峰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

云居寺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

北京市青少年水土保持户外教室

全国中小学生水土保持教育社会实践基地

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

全国中小学生水土保持实践教育基地

国家大学生校外人才培养基地

北京市青少年水土保持户外教室

北京市中小学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

延庆水土保持试验实习基地农科教人才培养

延庆县水土保持教学实验基地

北京市青少年水土保持户外教室

全国中小学生水土保持教育社会实践基地

北京市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

北京市教育科普基地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北京林业大学教学科研实习基地

北京师范大学野外实验站



房山区云居寺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

鹫峰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接待小学生水土保持户外实践

门头沟区龙凤岭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

海淀区鹫峰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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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重要水土保持事件 
1月16日-18日

3月25日
4月1日 

4月2日
4月25日

5月-12月
6月24日
6月28日

7月25日
7月26日

9月18日
9月24日

10月14日

10月25日
10月29日
11月19日
11月23日
12月3日
12月4日

12月13日

12月31日

水利部复核组对北京市2018年度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进行复核，我市顺利通过
复核。
完成北京市2018年度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实施情况自评工作。
《生态清洁小流域初步设计编制规范》（DB11/T1595-2018）开始实施。
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点优化布局调研组来我市现场调研监测点运行管理情况。
市水务局印发《关于公布北京市生态清洁小流域名录的通告（2018年版）》，向社会
公布343条生态清洁小流域名录。
我市对矿山类生产建设项目开展专项检查。
水利部下发3,471处生产建设项目疑似违法遥感图斑，我市组织开展现场复核工作。
水利部举行2018年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新闻发布会，宣布北京地区基本消
除了剧烈和极强烈水土流失面积。
水利部水土保持司来京专题调研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对《北京市水土保持条例》
做出修改并公布。
水利部副部长陆桂华、水土保持司副司长陈琴到我市海淀区调研水土保持工作。
启动北京市2019年度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实施情况自评工作。
水利部副部长陆桂华、水土保持司副司长陈琴到我市延庆区调研水土保持与水生
态修复工作。
配合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顺利完成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督查工作。
德国环保部部长带队考察中德财政合作小型水体生态修复项目。
我市举办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培训班。
北京市鹫峰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被评为“全国水土保持科普教育基地”。
水利部水保司调研我市水土保持遥感监管工作。
《密云水库水源地水质保护关键技术研究与综合防护模式集成》项目获第十一届中
国水土保持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市水务局印发《关于开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区域评估工作的通知》，率先以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试点开展区域评估。
京冀共建的22条生态清洁小流域全部建设完成，项目位于河北省密云水库上游水
源涵养区，治理面积600平方公里，为密云水库水源安全提供保障，促进京冀协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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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坡面径流场名录

全国水土保持区划
三级分区 监测点名称 经纬度 监测内容

北京市密云区石匣
坡面径流场

北京市密云区大关桥
坡面径流场

北京市怀柔区汤河口
坡面径流场

北京市昌平区下口
坡面径流场

北京市昌平区响潭
坡面径流场

北京市延庆区上辛庄
坡面径流场

北京市平谷区挂甲峪
坡面径流场

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
坡面径流场

北京市门头沟区田寺
坡面径流场

北京市门头沟区龙凤岭
坡面径流场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
坡面径流场

气象因子（降雨）、
径流、泥沙、水质

  气象因子（降雨）、
径流、泥沙、水质

  气象因子（降雨）、
径流、泥沙、水质

  气象因子（降雨）、
径流、泥沙、水质

  气象因子（降雨）、
径流、泥沙、水质

  气象因子（降雨）、
径流、泥沙、水质

  气象因子（降雨）、
径流、泥沙、水质

  气象因子（降雨）、
径流、泥沙、水质

  气象因子（降雨）、
径流、泥沙、水质

  气象因子（降雨）、
径流、泥沙、水质

  气象因子（降雨）、
径流、泥沙、水质

东经117度04分30秒

北纬40度34分39秒

东经116度48分09秒

北纬40度33分41秒

东经116度37分31分

北纬40度44分52秒

东经116度13分40秒

北纬40度20分22秒

经度116度5分38秒

纬度40度14分50秒

东经116度03分55秒

北纬40度26分55秒

东经117度05分35秒

北纬40度15分50秒

东经115度38分28秒

北纬39分56秒17分

东经115度36分01秒

北纬39度53分56秒

东经116度03分06秒

北纬39度59分17秒 

东经115度32分22秒

北纬39度46分42秒

注：坡面径流场是指布设在地形、土壤、植被有代表性的坡地上，用于观测降雨后径流、泥沙、水质等情况的集水区。

燕山山地丘陵
水源涵养生态维护区

太行山东部山地丘陵
水源涵养保土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