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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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0”特大暴雨水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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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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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重要水土保持事件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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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效益、重要水土保持事件等五

大部分，各项数据主要来源于全市11个坡地径流场、121个降水观测点的

观测资料、实地调查数据与统计数据等。

2016年全市平均降水量660毫米，比2015年降水量583毫米多13.2%，

比多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多12.8%。7月19日至21日全市出现大暴雨，部

分地区达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降雨203毫米。

2016年本市山区坡地共产生地表径流9.58亿立方米，流失土壤913.19

万吨。其中，“7.20”特大暴雨山区坡地共产生地表径流2.27亿立方米，流

失土壤621.34万吨。

山区各项坡地水土保持设施共涵养水量35,093.00万立方米，减少土壤

流失473.50万吨。其中，“7.20”特大暴雨山区坡地水土保持设施共涵蓄水

量9,305.35万立方米，减少土壤流失254.95万吨。

2016年全市共审批涉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水影响评价文件

665个，11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2016年审批的水土保

持方案实施后，可减少水土流失11.05万吨。全年实施34条生态清洁小流域

建设工程，新增治理面积347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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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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降水及降雨侵蚀力
2016年全市平均降水量660毫米，比2015年降水量583毫米多13.2%，比多年平均降水量

585毫米多12.8%。7月19日至21日，全市出现大暴雨，部分地区达特大暴雨，平均降雨203毫

米，最大422毫米。

2016年全市年降雨侵蚀力为4,384.0兆焦耳·毫米/（公顷·小时）,其中最大值为

10,445.1兆焦耳·毫米/（公顷·小时），最小值为1,403.0兆焦耳·毫米/（公顷·小时），

西南部总体比东北部的降雨侵蚀力大。2016年年降雨侵蚀力分布情况见图1-2。

图1-1 北京市土壤侵蚀强度分布图 图1-2 2016年年降雨侵蚀力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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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典型监测点水土流失观测结果

在全市11个坡地径流场，观测降雨产流后径流量、土壤流失量以及径流中总氮、总磷和

CODMn等，部分观测结果如下：                                         

表1-1 坡地径流场降雨产流观测结果表

表1-2  坡地径流小区观测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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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流失及污染物观测
（1）产流观测

各坡地径流场降雨产流3～10次不等，11个坡地径流场累计出流66次，比2015年的93次

减少了27次。11个坡地径流场产流降雨总量175.1～442.0毫米不等。坡地径流场降雨产流情

况见表1-1。“7.20”特大暴雨时所有坡地径流场均有产流，产流降雨量从71～337.8毫米。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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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
名

坡面径
流小区
名称

观测环境（条件） 观测结果

措施
名称

坡度
（ °）

土壤

密
云
区

石匣坡
地径流
场3号
小区

50 裸地 515.0 16.5

粗骨褐
土，土
层厚度

20-30cm

7046.0 81853.89 82.4 899.4 1359.3

石匣坡
地径流
场17号

小区

50
梯田
玉米

515.0 3.5

粗骨褐
土，土
层厚度
60cm

7.2 4458.83 1.5 39.4 85.7

延
庆
区

上辛庄
坡地径
流场14
号小区

100
坡耕地
玉米

583.2 15

碳酸盐
褐土，
土层
厚度

200cm

496.21 131009.55 41.73 91.00 419.26

上辛庄
坡地径
流场19
号小区

50
鱼鳞坑
侧柏

583.2 15

碳酸盐
褐土，
土层厚
度大于
200cm

3.30 8814.93 0.55 20.27 29.32

上辛庄
坡地径
流场22
号小区

50
水平条
核桃

583.2 15

碳酸盐
褐土，
土层
厚度

200cm

11.8 16498.65 1.74 31.74 61.63

上辛庄
坡地径
流场23
号小区

50
树盘
核桃

583.2 15

碳酸盐
褐土，
土层
厚度

200cm

4.49 13423.92 1.08 23.70 30.72

降雨
总量

（mm）

土壤
流失量

（t/km2）

小区
面积

（m2）

总磷
流失量

（kg/km2）

总氮
流失量

（kg/km2）

CODMn

流失量
（kg/km2）

径流量
（m3/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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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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市山区坡地共产生地表径流9.58亿立方米，山区坡地地表径流量情况

见图1-3；流失土壤913.19万吨，土壤侵蚀较大的地区主要位于门头沟区东南部和房山区东

北部；山区坡地土壤流失量情况见图1-4、图1-5。其中，“7.20”特大暴雨山区坡地共产生

地表径流2.27亿立方米，流失土壤621.34万吨。

图1-3  2016年各区坡地地表径流量

图1-4  2016年各区坡地土壤流失量

图1-5  2016年土壤流失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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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平           房山         怀柔           门头沟         密云          平谷           延庆          丰台          海淀         石景山        顺义

 昌平           房山         怀柔           门头沟         密云          平谷           延庆          丰台          海淀         石景山        顺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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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0”特大暴雨水毁情况
2016年“7·20”特大暴雨导致全市126条小流域沟道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水毁灾害，损毁梯

田、护坡、田间生产路、绿化、排洪沟等水土保持措施共计790处。主要涉及延庆区、怀柔区、

房山区、门头沟区、石景山区和海淀区等六个行政区的42个乡镇、218个行政村。各区小流域受

灾情况见表3-1。

表1-3  水毁小流域统计表

房山区北港沟小流域梯田石坎损毁

门头沟区南沟小流域护岸损毁

怀柔区北宅小流域河道工程损毁

延庆区偏坡峪小流域干砌石挡墙损毁

̃ǋၶ̖तᮉᄫපܾึڗ෴

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2016年，全市审批涉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水影响评价文件665个，见表2-1。

涉及防治责任范围112平方公里，投入水土保持资金52.8亿元，收缴水土保持补偿费68万元。

表2-1  2016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情况表
区名 小流域数量（条） 水毁小流域数量（条） 损毁水保措施数（处）

延庆区 85 29 133

怀柔区 122 26 398

房山区 132 22 35

门头沟区 86 39 107

石景山区 8 2 16

海淀区 41 8 101

合计 474 126 790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数量（个）
合计

房地产 水务 交通 电力 天然气 旅游开发
社会事业

及其他

东城区

国家级 0 0 0 0 0 0 0 0

市  级 1 0 0 0 0 0 1 2

区  级 11 1 1 0 0 1 6 20

西城区

国家级 0 0 0 0 0 0 0 0

市  级 0 0 0 0 0 0 1 1

区  级 0 0 0 0 0 0 0 0

朝阳区

国家级 0 0 0 0 0 0 0 0

市  级 6 2 2 0 0 0 0 10

区  级 1 0 3 0 0 0 6 10

海淀区

国家级 0 0 0 0 0 0 0 0

市  级 12 3 0 0 1 0 4 20

区  级 2 5 11 0 0 4 9 31

丰台区

国家级 0 0 0 0 0 0 0 0

市  级 17 1 2 0 0 0 2 22

区  级 6 5 13 0 0 0 3 27

石景山区

国家级 0 0 0 0 0 0 0 0

市  级 3 0 0 0 0 0 0 3

区  级 0 0 5 0 0 0 0 5

门头沟区

国家级 0 0 0 0 0 0 0 0

市  级 5 1 4 0 0 2 8 20

区  级 4 0 2 2 0 1 12 21

8 9

区名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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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汽车动力总成基地
集雨池、绿化等措施

清河河道清淤工程
边坡绿化等措施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H3-03地块F3其他类
多功能用地项目透水砖、绿化等措施

亦庄新城凉水河万亩滨河森林公园
绿化等措施

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B-04、B-05、B-07地块
公建混合住宅用地（配建限价商品住房）项目

透水砖、绿化等措施

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项目
边坡防护等措施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数量（个）
合计

房地产 水务 交通 电力 天然气 旅游开发
社会事业

及其他

房山区

国家级 0 0 0 0 0 0 0 0

市  级 11 2 7 1 1 4 3 29

区  级 5 9 1 0 0 2 21 38

通州区

国家级 0 0 0 0 0 0 0 0

市  级 8 0 6 0 0 0 2 16

区  级 5 28 12 1 0 0 2 48

顺义区

国家级 0 0 0 0 0 0 0 0

市  级 3 4 1 0 1 1 1 11

区  级 9 4 0 0 0 0 0 13

大兴区

国家级 0 0 0 0 0 0 0 0

市  级 11 1 2 0 0 1 6 21

区  级 16 12 15 1 2 1 53 100

昌平区

国家级 0 0 0 0 0 0 0 0

市  级 6 2 4 0 0 0 8 20

区  级 6 5 3 1 0 0 5 20

平谷区

国家级 0 0 0 0 0 0 0 0

市  级 5 2 4 0 0 2 0 13

区  级 2 5 0 0 1 0 2 10

怀柔区

国家级 0 0 0 0 0 0 0 0

市  级 1 2 0 0 0 2 6 11

区  级 10 11 0 0 2 1 7 31

密云区

国家级 0 0 0 0 0 0 0 0

市  级 2 3 0 0 0 2 1 8

区  级 7 4 5 0 0 1 16 33

延庆区

国家级 0 0 0 0 0 0 0 0

市  级 1 5 0 0 0 1 1 8

区  级 1 4 0 0 0 0 6 11

济技术开
发区

国家级 0 0 0 0 0 0 0 0

市  级 1 1 0 0 0 0 0 2

区  级 17 1 0 0 0 0 1 19

跨区

国家级 0 0 2 0 0 0 2

市  级 0 2 6 0 0 0 3 11

区  级 0 0 0 0 0 0 0 0

合计

国家级 0 0 2 0 0 0 0 2

市  级 93 31 38 1 3 15 47 228

区  级 102 94 71 5 5 11 149 437

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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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
2016年，对大宁调蓄水库、凉水河万亩滨河森林公园、北京汽车动力总成基地、机场

南线等生产建设项目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定量评价水土流失现状及水土保持防治效益。

结果表明：6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的目标值，其中平均扰动土地

整治率99.17％、水土流失总治理度98.7％、土壤流失控制比1.17、拦渣率98.67％，林草植

被恢复率98.78％和林草覆盖率3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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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检查
对2016年以前市级批复水土保持方案（水影响评价文件）的1510个建设项目进行全面

核查，摸清了底数，见表2-2。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第三生产厂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前后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C02地块商品住房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前后

表2-2  2016年水土保持核查项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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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0 0 0 0 4 97.23 7

西城区 4 1 0 0 0 0 0 115.14 5

朝阳区 49 15 1 6 0 0 14 1322.97 85

海淀区 36 24 1 3 2 1 20 2389.50 87

丰台区 22 13 11 2 2 0 15 3975.11 65

石景山区 4 3 3 2 2 1 9 1045.51 24

门头沟区 36 9 14 2 2 2 33 1329.66 98

房山区 81 10 8 1 3 4 23 3157.76 130

通州区 76 12 4 4 4 0 54 3834.41 154

顺义区 84 9 11 0 5 1 36 7725.02 146

大兴区 105 5 5 3 0 0 25 6310.97 143

昌平区 119 8 28 6 4 4 75 16204.67 243

平谷区 26 2 1 1 0 0 19 1908.71 49

怀柔区 34 14 22 1 0 5 46 4296.54 122

密云区 17 10 8 1 1 0 40 7119.73 77

延庆区 10 4 13 8 0 0 30 3852.32 65

经济技术
开发区

7 1 0 0 0 0 1 335.34 9

合计 711 142 130 40 25 18 444 72159.94 1510

合计
（个）

行业

区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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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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百度科技园等18个建设项目“双随机”检查工作，并对检查中发现的3个违法项

目依法进行立案查处。

组织对网易北京研发中心、新机场等17个重大项目开展现场监督检查。

2016年，全市开展监督检查823次，检查项目963个。

询问笔录         检查网易北京研发中心项目

疑似违法项目现场核查检查北京新机场项目

4. 违法生产建设项目查处
针对通过遥感技术发现的疑似违法项目，组织各区投入近3000人次现场核查疑似违法

项目1364个，督促317个建设项目开展水影响评价文件编报工作。

加大违法项目查处力度，对35件违法案件进行立案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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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威慑力，增强了建设

单位水土保持知法、守法意识，极大地促进了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树立了水土保持法

律权威，有效推动了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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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2016年，111个生产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其中市级验收52个。2011-2016

年，累计验收347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见表2-3。

验收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定向安置房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中国电信北京信息科技创新园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

年度 总计 市级
怀
柔
区

昌
平
区

房
山
区

顺
义
区

延
庆
区

经济
技术
开发
区

通
州
区

门
头
沟
区

密
云
区

海
淀
区

丰
台
区

大
兴
区

平
谷
区

2016年 111 52 22 11 6 7 4 0 3 2 0 1 0 2 1

2015年 82 27 9 15 14 4 3 5 1 0 1 1 2 0 0

2014年 60 32 4 5 16 0 0 0 0 0 2 0 0 0 1

2013年 30 9 8 4 6 2 0 0 0 1 0 0 0 0 0

2012年 52 14 21 15 1 0 1 0 0 0 0 0 0 0 0

2011年 12 7 3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347 141 67 52 43 13 8 5 4 3 3 2 2 2 2

表2-3  2011- 2016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情况表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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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区漆园小流域水保林栽植

延庆区马坊小流域透水砖铺装

ʻǋපܾึڗ෴ူ

1.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
2016年我市继续以水源保护为中心，以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一体化保护为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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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

“污水、垃圾、厕所、沟道、面源污染”五同步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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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实施了34条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工程，治理面积347平方公里，涉及延庆等7个区的

27个乡镇、98个村，服务人口7.6万人。分布情况见图3-1。完成整修梯田238.57公顷，节水

灌溉121.03公顷，绿化美化119.97公顷，建设污水处理设施29处，垃圾处理设施1703个；防

护坝3.2千米，治理河库滨带6.3万平方米，沟道治理1.3公里，沟道清理5.9万立方米等。截至

2016年底，在全市1085条小流域中共实施了350条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工程。

图3-1  北京市2016年建设生态清洁小流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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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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共在全市7个山区行政区、23条小流域中开展了23.71

公里河沟道生态修复。

怀柔区前喇叭沟小流域生态河道

怀柔区前喇叭沟小流域湿地修复

20 21

密云区流河峪小流域片石铺路

平谷区清水湖小流域村庄绿化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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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密云水库库滨带治理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和关于保障水安全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密云水库水

源保护，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工作的意见》，以密云水库水源

保护为中心，构建“一环七带、百条生态清洁小流域”的水源保护格局，大力实施密云水库

库滨带建设，为首都水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一是完成刷缸工程，打好蓄水基础。库区155米高程以下清库刷缸，10.4万亩土地已全

部退出耕种。已经拆除清退一级保护区内155-160米间17家规模养殖场。

二是启动库滨带建设，构建生态防线。148-155米建造库滨带，涵养水源、净化水质，

改善库区生态环境。2016年建成库滨带一期工程2万亩。

三是加快围网工程，严控外源污染。沿库区155米高程线建设300公里永久性围网，实现

封闭管理，恢复水库自然生态。2016年建成109公里围网。

四是统筹山上山下、地上地下，推进系统治理。已经建成生态清洁小流域68条，治理4

条、79公里中小河道。对84座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改造提升，确保污水收集、处理、达标排放

及中水回用高质高效。加强地下水用途管制，封填废弃机井，严控地下水开采。

密云水库148米-155米高程库滨带工程

门头沟区水峪嘴小流域生态河道

门头沟区苇甸沟小流域亲水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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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北京市水土保持条例》施行；6月，通过北京103.9交通广播台“新闻早报”和

“新闻晚知道”栏目播放水土保持公益广告，通过《警法时空》栏目，专题解读《北

京市水土保持条例》；7月，《北京市水土保持条例释读》正式出版。

4月 北京鹫峰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被水利部评定为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

5月 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刘震司长一行来京调研，实地调研了大兴区、门头沟区生态清

洁小流域建设情况，听取了我市水土保持遥感技术推广应用情况，并给予高度肯定。

6月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对2014年京津风沙源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2015-2016年国

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项目进行督查，并赴密云区、门头沟区现场检查。

8月 林克庆副市长主持召开会议，审议了《北京市水土保持规划》，北京市发改委、

经信委、规划国土委、农委、园林局、环保局、财政局、科委、城管委等相关委办局

参加了会议。

8月 林克庆副市长到密云区调研“8.12”强降雨灾后重建工作，实地查看灾情和水毁

等情况。

9月 《北京日报》对北京市建设项目在“7.20”特大暴雨期间通过采取各项水土保持

措施取得的明显成效进行专题报道。

11月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开展对2016年度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第二次督查和2015

年度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核查，并赴延庆、怀柔、平谷3个区现场检查。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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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铁路北京

至张家口城际铁路、新建铁路北京至霸州城际铁路工程、陕京四线输气管道工程等重

大项目水土保持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12月 北京市水务局、河北省水利厅联合印发《密云水库上游河北省承德、张家口两

市五县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管理办法（试行）》。

12月 北京市房山区云居寺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通过水利部组织的国家水土保持科

技示范园区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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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效益
2016年全市共审批涉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水影响评价文件665个，方案实

施后可减少水土流失11.0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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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处，新增雨水集蓄能力26.28万立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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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2万立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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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万棵，种植野牛草、紫花苜蓿等草种2.1万亩，恢复植被6.25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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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万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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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93.00万立方米，减少土壤流失473.50万吨。其中

“7.20”特大暴雨时，山区坡地水土保持设施共涵蓄水量9,305.35万立方米，减少土壤流失

254.9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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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防洪减灾效益

经过综合治理的小流域，形成了层层设防、节节拦蓄的综合防护体系。在“7.20”特大

暴雨过程中，各类水土保持措施充分发挥了蓄水保土、缓洪拦沙作用，减轻了山洪灾害。典

型调查结果表明，治理后的小流域主沟道两岸损毁数量较少，损毁程度较轻，山区长期坚持

的小流域综合治理防洪减灾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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