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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北京市水土保持公报》主要包括水土流失监测、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流失防治、水土流失治理、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水土保持效益、

重要水土保持事件等六大部分，各项数据主要来源于全市11个坡面径流

场、121个降水观测点的观测资料、实地调查数据与统计数据等。

2017年全市平均降水量592毫米，比2016年降水量660毫米少10.3%，

比多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多1.2%。

2017年本市山区坡地共产生地表径流6.91亿立方米，流失土壤690.53

万吨。

山区各项坡地水土保持设施共涵养水量2,5040.06万立方米，减少土壤

流失450.21万吨。

2017年全市共审批建设项目水影响评价文件886个，110个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2017年审批的建设项目水影响评价文件实施

后，可减少水土流失13.78万吨。全年实施31条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工程，

新增治理面积349平方公里。

概 述



概 述

一、水土流失监测 

1.降水及降雨侵蚀力

2.水土流失及污染物观测

3.山区坡地水土流失量

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水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2.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

3.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检查

4.违法生产建设项目查处

5.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三、水土流失治理

1.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

2.小型水体修复

3.密云水库库滨带治理

4.汛后水毁小流域治理工程

5.京冀、京同共建生态清洁小流域

6.国家级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建设

四、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天地一体化监管

2.利用遥感技术辅助专家设计审查

3.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图斑精细化”管理工作

4.北京市水土保持监管信息服务平台

五、水土保持效益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效益

2.水土流失治理效益

六、重要水土保持事件

附表：坡面径流场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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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总面积16,410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积10,072平方公里。北京市土壤侵蚀类型主

要为水力侵蚀，水土流失面积3,201.86平方公里，其中轻度侵蚀面积1,746.08平方公里，中

度侵蚀面积1,031.46平方公里，强烈侵蚀面积340.64平方公里，极强烈侵蚀面积70.12平方公

里，剧烈侵蚀面积13.56平方公里。土壤侵蚀强度分布情况见图1-1。

图1-1 北京市土壤侵蚀强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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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降水及降雨侵蚀力
2017年全市平均降水量592毫米，比2016年降水量660毫米少10.3%，比多年平均降水量

585毫米多1.2%。

2017年全市年降雨侵蚀力为3,077.5兆焦耳·毫米/（公顷·小时）,其中最大值为6,506.3

兆焦耳·毫米/（公顷·小时），最小值为1,144.6兆焦耳·毫米/（公顷·小时），中部和东

部总体比西部和南部的降雨侵蚀力大。2017年年降雨侵蚀力分布情况见图1-2。

图1-2 2017年年降雨侵蚀力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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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坡面径流场降雨产流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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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流失及污染物观测
各坡面径流场降雨产流2～11次不等，11个坡面径流场累计出流72次，比2016年的66次

增加了6次。11个坡面径流场产流降雨总量75.8～363.9毫米不等。主要观测指标为降雨产流

后径流量、土壤流失量以及径流中总氮、总磷和CODMn等。坡面径流场降雨产流情况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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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径流场
名称

降雨总量
（毫米）

产流降雨
总量（毫米）

最大24小时
产流降雨量（毫米）

产流最小
次降雨量（毫米）

产生径流
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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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山区坡地水土流失量
根据全市降雨数据、坡地径流小区观测数据，利用径流曲线数模型和北京市土壤侵蚀

模型进行推算，2017年全市山区坡地共产生地表径流6.91亿立方米，山区坡地地表径流量

情况见图1-3；流失土壤690.53万吨，土壤侵蚀较大的地区主要位于怀柔、密云和房山；山

区坡地土壤流失量情况见图1-4、图1-5。

图1-3  2017年各区坡地地表径流量

图1-4  2017年各区坡地土壤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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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2017年土壤流失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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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水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2017年，全市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影响评价文件886个，见表2-1。涉及防治责任范围

255.9平方公里，收缴水土保持补偿费4,404.58万元。

表2-1  2017年生产建设项目水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情况表

    行业

   区

房地产
(个)

交通(个) 水务(个)
天然气

(个)
电力(个)

旅游开发
(个)

社会事业
及其他

(个)
合计(个)

东城区
市  级 0 0 0 0 0 0 1 1

区  级 5 7 0 0 0 0 5 17

西城区
市  级 0 0 0 0 0 0 0 0

区  级 0 0 0 0 0 0 0 0

朝阳区
市  级 15 3 1 0 0 1 5 25

区  级 1 7 4 0 0 1 0 13

海淀区
市  级 11 1 4 0 0 1 2 19

区  级 4 34 13 3 0 1 14 69

丰台区
市  级 13 2 8 0 0 0 3 26

区  级 3 20 2 0 2 0 6 33

石景山区
市  级 2 1 2 0 0 0 0 5

区  级 3 4 3 0 0 0 0 10

门头沟区
市  级 4 3 1 0 1 1 0 10

区  级 3 3 6 0 9 8 18 47

房山区
市  级 14 6 8 13 12 1 12 66

区  级 11 1 14 11 10 3 2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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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

   区

房地产
(个)

交通(个) 水务(个)
天然气

(个)
电力(个)

旅游开发
(个)

社会事业
及其他

(个)
合计(个)

通州区
市  级 6 4 7 0 0 0 2 19

区  级 5 34 22 1 1 1 18 82

顺义区
市  级 8 2 6 0 0 0 1 17

区  级 14 9 10 1 1 2 13 50

大兴区
市  级 8 3 2 1 0 0 1 15

区  级 16 11 4 33 7 3 29 103

昌平区
市  级 1 4 4 0 3 0 1 13

区  级 7 4 3 3 0 1 9 27

平谷区
市  级 3 0 3 1 0 0 0 7

区  级 5 1 1 0 2 1 1 11

怀柔区
市  级 2 0 1 0 0 0 2 5

区  级 6 2 6 1 0 0 4 19

密云区
市  级 1 2 10 1 1 0 3 18

区  级 11 20 2 3 0 2 8 28

延庆区
市  级 0 6 14 0 0 1 0 21

区  级 4 5 3 0 0 3 10 25

经济技术
开发区

市  级 0 0 0 0 0 0 0 0

区  级 1 0 0 0 0 0 0 1

跨区
市  级 0 4 8 0 0 0 2 14

区  级 0 0 0 0 0 0 0 0

合计
市  级 88 41 79 16 17 5 35 281

区  级 99 144 93 56 32 26 155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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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A03-02、A03-03、A04-
01、A04-02、A05-02地块居住、商业金融、社

会停车场库项目透水砖等措施

房山区长阳镇起步区3号地南侧居住
文化娱乐项目透水砖、下凹绿地等措施

延庆双龙路道路工程绿化等措施 北京市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东配套10号地二类居
住用地、托幼用地项目绿化、

景观水系等措施

朝阳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焚烧中心
植被恢复等措施

顺义新城第12街区西马坡政策性住房项目
嵌草砖、绿化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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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材三新产业研发中心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前后

2.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
2017年，督促北京新机场、京张城际铁路、延崇高速公路、陕京四线输气管道等204

个生产建设项目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定期上报监测报告，定量评价水土流失现状及水

土流失防治效益。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已通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建设项目，6项水土流失防

治指标均达到目标值，其中平均扰动土地整治率99.35％、水土流失总治理度99.12％、土

壤流失控制比1.24、拦渣率96.77％，林草植被恢复率97.43％和林草覆盖率33.48％，通过

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项目区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地控制，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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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检查
对2017年及以前市级批复水土保持方案（水影响评价文件）的1,826个建设项目进行全

面跟踪检查，摸清了底数，见表2-2。

表2-2  2017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跟踪检查情况表

 
房地产
（个）

水务
（个）

交通
（个）

电力
（个）

天然气
（个）

旅游开发
（个）

社会事业
及其他
（个）

防治责任范
围

（公顷）

东城区 2 4 2 0 0 0 6 172.28 14

西城区 4 1 0 0 0 0 2 190.60 7

朝阳区 68 8 1 3 0 1 15 1644.36 96

海淀区 57 26 2 2 4 2 21 10842.78 114

丰台区 40 20 17 2 2 0 20 3393.68 101

石景山区 9 3 2 1 2 1 7 387.87 25

门头沟区 44 9 17 2 2 4 37 3604.73 115

房山区 101 14 12 4 17 9 31 6672.77 188

通州区 92 14 10 5 3 0 56 5326.75 180

顺义区 95 13 8 0 4 1 30 6163.62 151

大兴区 121 5 5 2 1 0 32 6309.08 166

昌平区 130 16 35 7 4 3 80 7682.15 275

平谷区 30 5 5 1 1 1 15 1885.19 58

怀柔区 40 17 23 1 0 8 41 4107.50 130

密云区 22 26 8 2 1 2 40 7799.56 101

延庆区 11 25 17 8 0 3 31 4826.77 95

经济技术
开发区

8 1 0 0 0 0 1 348.91 10

合计 874 207 164 40 41 35 465 71358.62 1826

合计
（个）

行业

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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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水土保持“双随机”（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监督检查工

作，完成园博园、地铁19号线等72个建设项目“双随机”检查工作，并对检查中发现的违

法行为依法进行立案查处。组织对北京新机场、京秦高速等136个重大项目开展现场监督

检查。2017年，全市开展监督检查3,094次，检查项目3,352个。

检查大兴区房地产项目

利用无人机对顺义道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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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取证

案情集体讨论

4. 违法生产建设项目查处
不断加大违法项目查处力度，全年对78个建设项目进行立案查处，结案53件，罚款57

万元。

与2016年相比，2017年市级执法量增加约1倍、罚款金额增加了7倍以上、人均检查量

增加了15倍，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违法率持续降低。上述工作的开展在全社会扩大了水土保

持法律法规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了生产建设单位在水土保持方面的知法、守法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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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截至2017年9月底，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定提出之前，共组织56个市级生产建设项

目开展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与2016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2％。同时组织完成了120余个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评估工作，有力地支撑了验收工作的开展。自主验收规定出台

后，严格落实国务院、水利部相关要求，推进配置制度制订，做好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相关工

作。2013-2017年，累计验收409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见表2-3。

表2-3  2013-2017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情况表

14

验收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森林防火阻隔系统工程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北京市大兴区孙村组团三期B-07地块
二类居住用地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年度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合计

市级 9 32 27 59 56 183

区级 21 28 55 68 54 226

合计 30 60 82 127 110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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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
2017年我市继续以水源保护为中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构筑“生态修复、生

态治理、生态保护”三道防线，采取水土流失和面源污染防治措施，建设生态清洁小流域。

旨在从源头保护水资源、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实现清水下

山、净水入河入库，服务美丽乡村建设。

全年实施了31条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工程，见表3-1，治理面积349平方公里，涉及延

庆、怀柔、密云、平谷、房山、门头沟、昌平、丰台、海淀9个区的26个乡镇、48个村，服

务人口3.9万人，分布情况见图3-1。完成整修梯田469.71公顷，节水灌溉71.40公顷，村庄绿

化美化51.93公顷，新增垃圾处理设施690个，建成防护坝17.9公里，治理河库滨带1.66万平

方米，治理沟道16.7公里，沟道清理11.77万立方米等。截至2017年底，在全市1,085条小流域

中实施了381条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工程。

图3-1  北京市2017年建设生态清洁小流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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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区苇子峪小流域梯田整修 

密云区东田各庄小流域田间道路

门头沟区刘家峪小流域梯田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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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赵家台小流域谷坊

怀柔区三岔小流域采摘步道

延庆区椴木沟小流域村庄美化



Beijing Bulleti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北 京 市 水 土 保 持 公 报2017

18

区 序号 小流域名 所属乡镇
治理面积

（平方公里）

合计 31条 26个 349

延庆

1 高庙屯 大榆树镇 24

2 滴水壶 千家店镇 10

3 椴木沟 四海镇、珍珠泉乡 14

4 松树沟 大庄科乡 5

怀柔

5 三岔 渤海镇 15

6 局里 九渡河镇 13

7 二道河 长哨营乡 12

密云

8 史长峪 东邵渠镇 8

9 东田各庄 太师屯镇 17

10 荆子峪 穆家峪镇 13

11 苇子峪 北庄镇 20

12 流河峪 太师屯镇 10

平谷

13 夏各庄 夏各庄镇 10

14 彰作河 金海湖镇 8

15 南山村 南独乐河镇 15

房山 16 蒲洼沟 蒲洼乡 10

门头沟

17 西达摩 清水镇 11

18 南沟 清水镇 7

19 刘家峪沟 斋堂镇 5

20 韭园 王平镇 7

21 泗家水 雁翅镇 3

22 田寺 清水镇 10

23 湫河沟 雁翅镇 12

24 赵家台 潭柘寺镇 5

25 军庄沟 军庄镇 5

26 王平沟 王平镇 6

昌平
27 马刨泉 流村镇 12

28 老峪沟 流村镇 18

丰台
29 北小龙河 南苑乡 6

30 牤牛河 王佐镇 31

海淀 31 北安河 苏家坨镇 7

表3-1  2017年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工程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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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型水体修复
在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中，引入欧盟水框架指令和近自然河沟道修复理念，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拓展河沟道防洪空间，恢复河沟道自然属性，保持横向、纵向、竖向

连续性，改善水文状况和水质，2017年共在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丰台6个行

政区、22条小流域中开展了31.52公里河沟道生态修复。

怀柔区局里小流域河道修复

延庆区滴水壶小流域自然石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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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密云水库库滨带治理
通过采取库区退耕、库中岛清理、库滨带建设等措施，全面退出耕地10.4万亩，完成库

滨带造林2.85万亩，建设围网300公里，实现库区全封闭管理，基本实现“清水下山、净水

入库”。

密云区进一步强化上游保水，建立起密云水库上游水土保持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每年安

排水土保持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从污水、垃圾、养殖、化肥农药、沟道、重大事件等方面，

对密云水库上游11个镇164个村实施考核，有效减少上游村庄水土流失和面源污染。

密云水库库滨带围网建设

密云水库库滨带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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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汛后水毁小流域治理工程
2016年7·20特大暴雨及8·12强降雨导致全市多条小流域沟道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水毁灾

害，小流域内梯田、护坡、田间生产道路、村庄绿化、排洪沟、挡土墙等水土保持措施均遭

受了不同程度的损毁。通过小流域治理项目，2017年共对全市4个区12条小流域实施了水毁

修复工程，对水毁严重的小流域沟道进行清理整治，对护坡、挡土墙、护村坝、护地坝等损

毁工程进行了全面修复，保证了沟道行洪安全。

密云区荆子峪小流域防护坝工程修复前

密云区荆子峪小流域防护坝工程修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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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京冀、京同共建生态清洁小流域
为落实习总书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指示精神和京冀“6+1”合作文件要求，北京市水

务局和河北省水利厅联合部署实施了《河北省密云水库上游承德、张家口两市五县生态清洁

小流域建设规划（2015-2017年）》。规划范围包括承德市的丰宁县、滦平县、兴隆县，以

及张家口市的赤城县和沽源县，计划用3年时间治理600平方公里，旨在改善张承地区生态环

境，保护密云水库饮用水源，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截至2017年底，已全部完成初步设计审

批，北京市支持资金全部到位，建设完工260平方公里。

与山西省大同市水务局开展京晋合作，在永定河上游大同市浑源县选取唐峪河小流域开

展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试点。2017年建设完成全部治理任务的60%。

赤城县柳林屯小流域水土保持林

丰宁县南瓦窑小流域梯田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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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家级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建设
截止2017年底，全市共建成5个国家级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其中，鹫峰水土保持科

技示范园区，园区占地面积832.04公顷，核心区面积35.5公顷；龙凤岭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

区，园区面积4,231公顷，核心区面积120公顷；石匣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园区面积80公

顷；上辛庄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园区面积为158.54公顷，核心区面积88.4公顷；云居寺

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园区面积1,696公顷，核心区面积170.5公顷。

云居寺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

石匣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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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凤岭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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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天地一体化监管
根据水利部《全国水土保持信息化2017-2018年实施计划》等文件要求，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天地一体化”监管工作。

开发“北京市生产建设项目卫星监察系统”，完成四期高分遥感影像处理，完成

市级2,000余个项目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上图和3,000余个区级项目水土保持数据录

入，采用自动提取与人工目视判读相结合的方法提取地表扰动土图斑。通过叠加对比

分析，全年共发现疑似违法项目1,007个，全市投入2,000余人次开展现场核查工作。

水利部水土保持司、河北省水利厅、河南省水利厅、四川省水土保持局、深圳市

水务局、西安市水保总站先后调研我市水土保持“天地一体化”监管工作，水利部黄

河水利委员会邀请我市为水土保持“天地一体化”工作做技术交流。

疑似违法项目现场核查

疑似违法项目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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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遥感技术辅助专家设计审查
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与小流域工程治理措施图件叠加，通过对比分析，复核工程建设

地点和工程量，判读工程措施布设的合理性，辅助专家进行设计审查。2017年在9个区实施

的31条小流域全部应用高分遥感影像对设计开展了辅助审查。

3. 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图斑精细化”管理工作
按照水利部《全国水土保持信息化工作2017-2018年实施计划》要求，利用遥感技术、

无人机、移动终端等技术，对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实施精细化管理。

（1）系统应用

全面应用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项目管理系统，完成2011-2017年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

程共两类、58条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信息录入工作。目前，所有项目实施方案和验收信息已

录入系统，并完成了设计和竣工工程措施的矢量化上图。

（2）项目核查

在2016、2017年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项目中选取门头沟区刘家峪、韭园2条在建

小流域和延庆区马坊、门头沟区苇甸沟、南涧沟3条已建成小流域，利用无人机和移动终端

进行了核查。

（3）实施效果评价

在2015年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中，选取门头沟区鲁家滩、赵家台、中门寺3条已

竣工验收小流域，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对小流域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价。

4. 北京市水土保持监管信息服务平台
按照《全国水土保持信息化规划（2013- 2 0 2 0

年）》、北京水务信息化和《北京市水土保持规划

（2016-2030年）》的要求，编制完成《北京市水土保持

信息化规划（2017-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将实现在北京市智慧水务的总体框架下，

通过完善现有水土流失监测网络，整合现有信息资源和业

务系统，搭建集水土流失监测、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

管、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三大核心业务及水土保持公众服

务于一体的智慧水土保持监管信息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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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效益
2017年，全市共审批建设项目水影响评价文件886个，估算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

可减少水土流失13.78万吨。

（1）有序收集，高效利用雨水资源

生产建设项目落实雨水资源集蓄利用要求，设计建设集雨池、景观水池等雨水集蓄利用

设施777处，新增雨水集蓄能力15.49万立方米，有效提高了生产建设项目雨洪利用效率。

（2）科学调配，推进土石方综合利用

生产建设项目通过优化项目区地坪标高减少土石方挖填量；严格落实弃渣场水土保持措

施，共拦挡弃渣3,227万立方米，减轻对项目周边环境的影响。

（3）植树种草，合理配置植物措施

生产建设项目落实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配置，种植油松、国槐等乔木和丁香、木槿等灌木

共730万棵，种植野牛草、紫花苜蓿等草种2.5万亩，恢复植被9.5万亩。

（4）拦挡苫盖，严格落实临时防护

生产建设项目裸露施工作业面实施洒水抑尘、临时覆盖、碎石铺盖、撒播草籽等措施；

施工出入口建设洗车池、沉砂池等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共落实临时覆盖1,691万平方米，有

效抑制扬尘。

2. 水土流失治理效益
（1）山区坡地水土保持设施蓄水保土效益

山区坡地水土保持设施共涵养水量25,040.06万立方米，减少土壤流失450.21万吨。

（2）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效益

经治理的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程度达80%以上，流域内林草面积占宜林宜草面积的80%

以上，年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低于200吨/平方公里·年；流域内农耕地及果园90%以上采取了

水土保持措施；村庄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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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人民日报以《京冀“生态联治”打破壁垒》为题，宣传张承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在推动京

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率先取得突破。北京电视台、北京日报、河北日报等对张承地

区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成效进行深入报道。

5月 北京电视台锐观察节目以“小流域治理，生态和民生双赢”为题，开展生态清洁小流域专题宣传。

5月 北京市水务局联合发展改革委、财政局、规划国土委、环保局、农委和园林绿化局等7部

门印发《北京市水土保持规划》。

6月 按照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的统一要求，北京市对北京新机场、北京至张家口城际铁路、

北京东特高压站配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河北张家口蔚县电厂500千伏送出工程、张南~昌平

III500kV输变电工程、北京房山-天津南蔡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张北可再生能源柔性直流电网

示范工程等输变电项目等重大项目水土保持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8月 北京市水务局批复《北京市水土保持信息化规划（2017-2020年）》。

8月 财政部、水利部开展2016年度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绩效评价工作。北京市顺利通过审

核，得分98.48分，位列全国前茅。

9月 水土保持补偿费收缴工作在“2017年北京市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政府性基金专项检查”

工作中得到市财政局的肯定，认为：我市面对新增项目多、任务量大，建设单位主动性差等

征收难题，积极采取措施，建立“两核查一催缴”制度，基本做到了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全覆

盖，征收工作成效显著。

9-10月 市委副书记景俊海同志两次率队调研京冀合作有关工作，对张承地区生态清洁小流域

建设给予肯定和高度评价。

12月 水利部开展2017年度水土保持三项重点任务考核。北京市顺利通过各项考核，排名位列全国

前茅。

12月 正式印发《北京市生态清洁小流域管护指导意见（试行）》，为解决重建轻管、加强生

态清洁小流域建后管护工作奠定基础。

12月 2017年市政府为民办实事29条生态清洁小流域全部建设完成，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3平方

公里，涉及全市9个区的22个乡镇，62个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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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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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水土保持区划
三级分区

监测点名称 经纬度 监测内容

燕山山地丘陵水源
涵养生态维护区

北京市密云区石匣坡面径流场
东经117度04分30秒

气象因子（降雨）、
径流、泥沙

北纬40度34分39秒

北京市密云区大关桥坡面径流场
东经116度48分09秒

气象因子（降雨）、
径流、泥沙

北纬40度33分41秒

北京市怀柔区汤河口坡面径流场
东经116度37分31分

气象因子（降雨）、
径流、泥沙

北纬40度44分52秒

北京市昌平区下口坡面径流场
东经116度13分40秒

气象因子（降雨）、
径流、泥沙

北纬40度20分22秒

北京市昌平区响潭坡面径流场
经度116度5分38秒

气象因子（降雨）、
径流、泥沙

纬度40度14分50秒

北京市延庆区上辛庄坡面径流场
东经116度03分55秒

气象因子（降雨）、
径流、泥沙

北纬40度26分55秒

北京市平谷区挂甲峪坡面径流场
东经117度05分35秒

气象因子（降雨）、
径流、泥沙

北纬40度15分50秒

太行山东部山地丘
陵水源涵养保土区

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坡面径流场
东经115度38分28秒

气象因子（降雨）、
径流、泥沙

北纬39分56秒17分

北京市门头沟区田寺坡面径流场
东经115度36分01秒

气象因子（降雨）、
径流、泥沙

北纬39度53分56秒

北京市门头沟区龙凤岭坡面径流场
东经116度03分06秒

气象因子（降雨）、
径流、泥沙

北纬39度59分17秒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坡面径流场
东经115度32分22秒

气象因子（降雨）、
径流、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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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观测径流、泥沙等情况的集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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