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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提出生态清洁小流域概念的基础上，根据生态清洁小流域的功能定位和建设目标的差异，明确了江西省生

态清洁小流域分类的基本原则，并分别以水源地保护、水土流失治理、人居环境改善、自然景观提升等为主要影响因素，
提出了生态清洁小流域三步分类法。 据此将生态清洁小流域分为水源保护型、生态农业型、宜居环境型、休闲旅游型等

４ 个类型，并应用三步分类法对江西省完成的 １１ 条生态清洁小流域进行了分类，为江西省及南方红壤区生态清洁小流

域的分类和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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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流域既是地理结构单元，也是生态经济单元与

资源开发利用管理单元。 因此，开展以小流域为单元

的农业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是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有效途径［１－２］。 随着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提

出，作为小流域生态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清洁小

流域建设方兴未艾，但生态清洁小流域概念、分类及其

建设理论体系、建设技术等诸多实际问题还有待探讨。
由于地形、地貌、气候等因素的差异，自然界小流域的

形态和演变过程表现出极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于

其中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来说同样如此。 因此，有必要

对众多的生态清洁小流域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实
现对小流域的建设管理进行分类指导、规划和建设，从
而提高小流域治理水平。 目前对生态清洁小流域的分

类研究报道很少，国内仅在北京等少数地区开展过分

类研究［３］，其中杨坤等［３］ 提出了北京生态清洁小流域

分类分级建设的目的和总体思路，柳金杰［４］ 提出分类

合理建设和谐宜居、休闲观光、水源保护、绿色产业 ４
种生态清洁小流域，但均未细化分类的具体方法和步

骤，难以直接应用，且关于分类方面的研究多是针对北

方的情况。 综上所述，开展南方红壤区，特别是江西省

生态清洁小流域分类研究十分必要和迫切。

１　 生态清洁小流域的概念

１．１　 生态清洁小流域概念的由来与发展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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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不断提升，人们对环境的认识不断提高，对清洁水

源、良好生态环境及人居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水土

保持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着力于防治水土流

失、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小流域综合治理，面临着内容

的拓展和标准的提升。 北京市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进行生

态清洁小流域治理试点，生态清洁小流域的概念由此

提出［５］。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水利部在北京组织召开生态清

洁小流域治理工作座谈会，正式使用生态清洁小流域

这一概念。 毕小刚等［６］ 提出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生
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保护”三道防线的理论和方法。
黑龙江省延寿县通过国家生态清洁型小流域试点工程

建设提出了“生态修复、综合治理、生态农业、生态保

护”四片防治区域的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体系［７－８］。
丹江口水库治理提出以“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缓

冲”为治理思路，在面源污染控制上突出“荒坡地径流

控制、农田径流控制、村庄面源污染控制、传输途中控

制、流域出口控制”的五级防护模式［９］。 通过分析各地

区的实践成果，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有工程、生物、耕
作和自然修复等几个方面的技术措施，大部分技术措

施都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而设定的［１０－１１］。
２００８ 年，北京市在总结多年生态清洁小流域工作

经验的基础上，以地方标准《北京市生态清洁小流域技

术规范》（ＤＢ１１ ／ Ｔ ５４８—２００８）的形式将生态清洁小流

域定义为：流域内水土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合理配置和

高效利用，沟道基本保持自然生态状态，行洪安全，人
类活动对自然的扰动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之内，
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人与自然和谐，人口、资源、环境协

调发展的小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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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 １ 月，水利部发布《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

技术导则》（ＳＬ ５３４—２０１３），为生态清洁小流域的建设

与管理提供了指导，明确生态清洁小流域是在传统小

流域综合治理的基础上，将水资源保护、面源污染防

治、农村垃圾及污水处理等结合到一起的一种新型综

合治理模式。 其建设目标是沟道侵蚀得到控制、坡面

侵蚀强度在轻度（含轻度）以下、水体清洁且非富营养

化、行洪安全，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小流域。
１．２　 生态清洁小流域内涵分析

１．２．１　 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是传统小流域综合治理的

创新和发展

同一般的小流域一样，生态清洁小流域具有小流

域的基本属性，即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经济系统，包括自

然、社会和经济等三方面内容，具有一般系统的整体

性、目的性、层次性和动态性。 生态清洁小流域是水土

保持学在小流域治理中的应用和实践，是水土保持学

的延伸与发展［１２］。 生态清洁小流域作为传统小流域

综合治理的新发展，是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深化与提升。
１．２．２　 生态清洁小流域由“一保”变为“两保”

由“一保”变为“两保”，即由传统的水土保持向水

土保持与水源保护并重转变，从单纯服务农业生产向

服务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转变，承担起保护饮用水源、提
高综合防灾减灾功能、促进宜居环境建设及人水和谐

的任务。
１．２．３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须实行分类指导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与传统小流域综合治理在思

路、理念、目标、措施等方面都有不同［１３］。 相对于传统

小流域综合治理，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具有建设内容

更加丰富、防治措施更加完善、防治成果更加集成的特

点［１４］。 对于不同区域、不同功能定位的小流域，其达

到生态清洁小流域的途径和方式，以及需要采取的措

施不尽相同，必须因地制宜，实行分类指导［１５］。
１．２．４　 生态清洁小流域的首要任务是水质清洁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水环境污染加剧，资源

型、水质型缺水问题越来越严重。 鄱阳湖是我国第一

大淡水湖，具有蓄水、泄洪、纳污、灌溉等多种功能，对
于稳定江西省整体环境至关重要。 但是近年来鄱阳湖

水质呈下降趋势，水环境污染已成为江西省经济社会

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因此，保护鄱阳湖“一湖清

水”，从源头上开展治理，保护、改善水环境是江西省生

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的首要内容［１６］，即生态清洁小流域

首先是“水质清洁”，其次才是产业清洁、村庄清洁等。
１．２．５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具有包容性

生态清洁小流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生态清

洁小流域建设以小流域水质清洁作为主要评价指标。

因此，为达到小流域水质清洁，必须首先治理好流域内

的水土流失，并控制面源污染、管理并处理好农村垃圾

及污水。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内容涉及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水资源保护、生态修复、小型河流整治、面源污染

防治、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等。 因此，生态清洁小流域建

设要与“美丽乡村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以
“改善生态、服务民生”为出发点，建立良性互动、可持

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
１．３　 生态清洁小流域概念比较分析

为生态清洁小流域明确一个科学准确定义的最大

挑战来自于流域系统本身的复杂性。 生态清洁小流域

作为“经济－社会－环境”三维复合系统，涉及内部众多

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而流域本身是一个不断与外部进

行信息和能量交流的开放系统，这就提高了生态清洁

小流域定义的难度。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作为在传统

小流域综合治理基础上，将水土资源保护、面源污染防

治、农村垃圾及污水处理等结合到一起的一种新型综

合治理模式，在新形势下急需对其进行科学、准确的定

义，并明确其建设目标［１７］。
《北京市生态清洁小流域技术规范》 （ ＤＢ１１ ／

Ｔ ５４８—２００８）和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技术导则》
（ＳＬ ５３４—２０１３）虽然对以往的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进

行了一定的概括和总结，表达了生态清洁小流域要达

到的一种理想境界，体现出了一种近自然治理的理念，
但是要么未能体现小流域水、土、生物和人的“经济－
社会－环境” 三维复合特点，要么未能体现治理措施和

发展方式改变人为活动的重要性，因此关于生态清洁

小流域的概念和定义并不是很完善，未能充分体现生

态清洁小流域的本质内涵。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针对的不是单一的水土流失

治理问题，更要充分考虑小流域生态、经济、社会及人

与自然的整体性。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与小流域治理

最大的不同是：在自然性中加强了水的保护，在社会性

中加强了针对具有水土资源的村庄和人行为的管理。
基于此，本研究将生态清洁小流域定义为：以小流域为

单元，以流域内自然承载力为基础，采取生态的治理手

段和协调的管理措施调整人的行为方式，使流域内的

水、土、生物等资源利用合理与配置优化、治理措施与

景观相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的新型治理模式。

２　 生态清洁小流域的分类方法

以江西省生态清洁小流域为研究对象，以小流域

治理目标为分类依据，分别以水源地保护、水土流失治

理、人居环境改善、自然景观提升等为主要影响因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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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类研究的基础，提出由小流域治理和发展目标功

能定位组成的生态清洁小流域的三步分类法（详见图

１）。

图 １　 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

２．１　 类型划分

根据江西省各地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的特点和主

要实施内容，立足小流域的主要功能和建设目的，根据

功能重要性程度的不同，选取对小流域水土资源综合

利用最重要的水源地保护、水土流失治理、人居环境改

善、自然景观提升等 ４ 个主要影响因素为分类依据，采
用三步分类法，将生态清洁小流域分为水源保护型、生
态农业型、宜居环境型、休闲旅游型等 ４ 个类型。

（１）水源保护型。 该类小流域涉及县级以上饮用

水源保护区，多位于江河干流及重要支流的上游，并且

在流域规划的水功能区划中属于保护区或保留区。 主

要功能和目的是保护县级以上饮用水源，需要对该类

小流域进行保护式的综合治理。
（２）生态农业型。 该类小流域位于农产品主产

区，虽然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经济欠发达，但具有适宜

种植的良好条件，可发展特色产业以提高农民收入。
（３）宜居环境型。 该类小流域涉及水生态文明

村、新农村建设点等重点村庄区域，且村庄集中，人口

密集，人居环境的改善成为其主要目标。
（４）休闲旅游型。 该类小流域地理位置优越，交

通便利，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可以开展自然风景旅

游、民俗文化游，以及观光体验农业、农家乐等旅游产

业。
２．２　 步骤与方法

（１）第一步。 鉴于生态清洁小流域的首要任务是

水源保护，因此第一步的判定标准为小流域范围内是

否有县级以上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水库、取水点等水源

地，若有则首先直接归类为水源保护型。 对于特殊情

况，即对于县级以上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水库、取水点等

水源地不在小流域范围内，但是在小流域附近的情况，
符合下述条件的小流域也可归类为水源保护型。 具体

标准为：按照《江西省生活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办法》
《江西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实施细则》
等，取水点上游 １ ０００ ｍ、下游 １００ ｍ 范围为“饮用水源

一级保护区”，在一级保护区上界起上溯 ２ ０００ ｍ 的水

域和取水点一侧的滩地及迎水面堤脚向背水面延伸

１００ ｍ 的陆域分设“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在取水点

上游 ２ ０００ ｍ 处设“饮用水源准保护区”。
（２）第二步。 在无县级以上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水

库、取水点等水源地的前提下，判断小流域治理的主要

功能和目的是否是发展特色农业以提高农民收入，判
定标准为是否是地方农产品主产区，是否经济欠发达

且具有适宜种植的良好条件。 如果符合条件，则归类

为生态农业型。
（３）第三步。 在不能归类为水源保护型、生态农

业型的前提下，判断小流域治理是否以村庄人居环境

整治为最重要功能和目的，判定标准为村庄集中，人口

密集，有水生态文明村、新农村等重点村庄。 如果符合

条件，则归类为宜居环境型。
（４）通过上述步骤不能归类为水源保护型、生态

农业型、宜居环境型的小流域划分为休闲旅游型生态

清洁小流域。 该类型小流域交通便利又具有丰富的旅

游资源，不仅可以开展自然风景旅游、民俗文化游及观

光体验农业等旅游产业，而且可为城市居民休闲提供

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的区域，在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的

同时，结合发展农家乐，吸引市民休闲度假，可取得很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２．３　 方法应用

利用生态清洁小流域三步分类法，对在江西省范

围选取的 １１ 条小流域进行了分类，结果见表 １。
归类为水源保护型的有：广昌县盱源小流域、会昌

县林苏小流域、星子县庐山垅小流域、寻乌县九曲湾库

区水小流域。
归类为生态农业型的有：赣县枧田小流域、兴国县

三角小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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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类为宜居环境型的有：庐山区金桥小流域、章贡

区华林河小流域。
归类为休闲旅游型的有：宁都县钩刀咀小流域、上

犹县园村小流域、安远县官溪小流域。
表 １　 生态清洁小流域分类结果

县（市、区） 小流域 分类步骤 符合的条件和指标 分类结果

广昌县 盱源 第一步 　 盱源小流域位于抚河源头

会昌县 林苏 第一步 　 小流域内的石壁坑水库是县城居民的饮用水源水源保护型

星子县 庐山垅 第一步 　 位于饮用水源地（中型水库———观音塘水库）上游 ２ ｋｍ 范围内 水源保护型

寻乌县 库区水 第一步 　 位于县城主要饮水水源———九曲湾水库上游地区

赣县 枧田 第二步 　 水土流失面积比为 ４０．８０％，远大于全省平均水平 １５．８７％，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远低于全省
平均水平 生态农业型

兴国县 三角 第二步 　 水土流失面积比为 ３８．１４％，远大于全省平均水平 １５．８７％，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远低于全省
平均水平

庐山区 金桥 第三步 　 水生态文明村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点 宜居环境型
章贡区 华林河 第三步 　 新农村建设点

宁都县 钩刀咀 第三步 　 小流域所在镇为江西十大休闲旅游小镇

安远县 官溪 第三步 　 小流域内的龙头村，２００８ 年被评为全省“最优美乡村”，２０１４ 年被评为江西省二十佳“休
闲旅游秀美村庄”、赣州市首批“特色村庄” 休闲旅游型

上犹县 园村 第三步
　 园村是客家文化名村，有客家门匾、东坑造纸坊、“夹皮沟”、森林小铁路、大金山漂流等颇
有价值的旅游资源。 该小流域正打造“以茶园观光为主，兼有客家风情、休闲农庄、水上漂
流”等项目于一体的 ＡＡＡＡ 级乡村旅游景区

３　 结　 论

本研究明确了生态清洁小流域的概念与分类方

法，以小流域治理目标为分类依据，以水源地保护、水
土流失治理、人居环境改善、自然景观提升等主要影响

因素为基础，提出由小流域治理和发展目标功能定位

组成的生态清洁小流域的三步分类法，将生态清洁小

流域分为水源保护型、生态农业型、宜居环境型、休闲

旅游型等 ４ 个类型。 并应用三步分类法对江西省 １１
条生态清洁小流域进行了分类，为江西省及南方红壤

区生态清洁小流域的分类和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

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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