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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东北黑土区是世界仅有的三大黑土区之一，是我国重要的粮食核

心产区和最大的商品粮基地，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和“稳压

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东北黑土地保护工作，自 2015 年起，

已连续 7 年将黑土地保护纳入中央 1 号文件。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黑土地保护，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

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永远造福人民”。2020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别提出“要把黑土地保护

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把黑土地用好养好”“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

定性，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科学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加强黑土地保护，健全耕地休耕轮作制度”。《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均明确提出“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加

强东北黑土地保护和地力恢复”“科学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

2017 年，农业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水利部编制的《东北黑土地保护规划纲要》（2017-2030

年）中提出“黑土地是东北粮食生产能力的基石，保护和提升黑土耕

地质量，实施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是守住“谷物基本自给、

口粮绝对安全”战略底线的重要保障”。2021 年，农业农村部、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水利部、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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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的《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

（2021-2025 年）》中提出“针对黑土耕地出现的“薄、瘦、硬”问

题，着重实施土壤侵蚀治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肥沃耕作层培育等

措施”。新阶段，大力推进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是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落实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

战略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迫切要求，工作明确，任务艰巨。

2022 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

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东北黑土区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提出明确要求：“加大东北黑土区坡耕地和侵蚀沟水

土流失治理力度，统筹推进保护性耕作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保护好黑

土资源。有条件的地区要将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与高标准农田建设

统筹规划、同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明确：国

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和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水行政等主管部门按照

职责分工，制定和完善黑土地质量和其他保护标准。为贯彻落实黑土

地保护法和《意见》等要求，加快推进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力度，在技术操作层面亟需技术标准与之配套衔接。现有标准为 2009

年颁布的《黑土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技术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对指导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治理实践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颁布至今，

已应用 14 年，部分治理技术已过时淘汰，另有一批新技术被不断创

新总结，现行标准内容与深度已难以适应新时代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实践要求，需尽快开展《标准》修订完善，以指导东北黑土

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工作。为此，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组织对《黑

土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技术标准》进行修订。按照 2021 年版《水利

技术标准体系》要求，标准名称修改为《黑土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技

术规范》（以下简称“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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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订单位主要工作过程

2023 年 5月，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作为主编单位成立编制组，

确定参编单位和参编人员，明确参编单位内容分工。

主编单位：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主要起草人王教河，负责组

织协调和项目的整体推进。

参编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黑龙江省

水利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吉林省水

土保持科学研究院和吉林农业大学。

2023 年 6月，完成《规范》框架结构、工作大纲的初步成果。

2023 年 7-8 月，组织《规范》参编人员讨论修订《规范》框架

结构，集中编写相关章节内容。

2023 年 9月，编制完成《规范》初稿，修改完善了《工作大纲》

并申请了审查。《工作大纲》通过了水利部组织的审查。

2023 年 10 月，组织各参编单位进行集中办公，按照大纲审查意

见，对《工作大纲》和《规范》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规范》

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起草人

规范修订主要人员及其所做的相关工作说明如下。

项目组主要人员及其分工表

姓名 单位
职务/职

称
专业 工作分工

王教河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 正 高 水文水资源 组织协调、项目总负责

任 明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 高 工 水土保持 组织协调、技术负责

高 燕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 正 高 环境科学 技术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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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娟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 高 工
农业水土工

程
组织协调、项目负责

孟令钦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 正 高 水土保持
总则、术语、坡耕地水土流失防治技

术、其他水土流失防治技术

温磊磊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 工程师 水土保持 总则、术语、基本规定、运行管护

张继真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 正 高 水利工程 组织协调、项目负责

张延玲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 高 工
地图学与地

理信息系统
修改完善、条文说明

曹利远 水利部水土保持司 工程师 总则、术语、基本规定、运行管护

秦 伟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
正 高 水土保持

坡耕地水土流失防治技术、侵蚀沟治

理技术

谢 云 北京师范大学 教 授 水土保持 坡耕地水土流失防治技术

徐金忠
黑龙江省水利科学研究

院
所 长 水土保持 侵蚀沟治理技术

张 瑜
吉林省水土保持科学研

究院
高 工 水土保持 坡耕地水土流失防治技术

沈海鸥 吉林农业大学 副教授 水土保持
坡耕地水土流失防治技术、其他水土

流失防治技术

胡 伟
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

生态研究所
副研究员 土壤学

坡耕地水土流失防治技术、侵蚀沟治

理技术

二、主要内容及来源依据

（一）主要内容

本标准共 7 章和 3 个附录。

第一章总则，主要内容包括规范编制的目的、适用范围和引用标

准等。

第二章术语，规定了黑土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技术的相关术语。

第三章基本规定，规定了黑土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总体思路、原

则、各水土保持分区的防治重点和治理措施体系。

第四章坡耕地水土流失防治技术，规定了黑土区等高耕作、少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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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耕、侧垄种植、覆盖、间作轮作、深松、田埂、梯田、截排水沟、

种植水道、农田防护林、鼠道等坡耕地防治技术的适用条件、技术要

求和施工注意事项等。

第五章侵蚀沟治理技术，规定了黑土区沟头防护、谷坊、连续柳

跌水、削坡、护坡、固沟林和填埋修复等侵蚀沟治理技术适用条件、

技术要求和施工注意事项等。

第六章其他水土流失防治技术。规定了黑土区台田、竹节壕、水

平阶、鱼鳞坑、封育治理、植物缓冲带等荒山荒坡、河湖岸带防治技

术的适用条件、技术要求和施工注意事项等。

第七章运行管护。规定了运行管护对象，针对标准中的水土保持

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提出了建后管护要求。

本标准 3 个附录具体为：附录 A 黑土区水土保持区划表；附录 B

黑土区水土保持分区治理措施体系表；附录 C侵蚀沟分级表。

（二）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

1.根据黑土区水土流失防治技术的应用情况，补充了宽垄、可耕

作地埂、复式地埂、填埋复垦、半填复绿、植物缓冲带等术语。

2.根据全国水土保持区划基本功能区（三级区）的划定情况修订

了黑土区水土保持分区，补充了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总体思路、防治原

则，增加了各水土保持分区的防治重点和治理措施体系。

3.按照黑土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技术规范侧重于指导水土流失

综合防治的要求，删除了土壤侵蚀分类分级的有关内容。

4.修订补充了坡耕地水土流失防治技术、侵蚀沟治理技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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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防治技术的有关具体技术内容。

5.增加了运行管护内容，明确了运行管护对象、管护措施，并分

别提出要求。

（三）新旧标准主要技术指标对比

1.原标准 5 章 4 节增至 7 章 28 节，并增加 3个附录。

2.修订了原第 2 章“术语”，补充了部分术语。

3.删除了原第 3 章“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原第 4章“土壤侵蚀

分类分级”。

4.增加了基本规定章节，补充了防治总体思路、防治原则，更新

了黑土区水土保持分区，增加了分区的防治重点和治理措施体系。

5.将原第 5 章“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技术”修订为坡耕地水土流失

防治技术、侵蚀沟治理技术、其他水土流失防治技术三章。

6.坡耕地水土流失防治技术章节将原“横坡改垄”修订为等高耕

作，增加侧垄种植、覆盖、间作轮作、可耕作地埂、复式地埂、梯田、

截排水沟、植草水道、农田防护林等技术措施，删除了应用较少的垄

向区田技术措施。

7.侵蚀沟治理技术章节增加了沟头防护、连续柳跌水、护坡、填

埋修复等技术措施，删除了应用较少的“垡带”技术措施。

8.其他水土流失防治技术章节整合修订了原第 5章“荒坡地治理

技术”和“配套工程”两节内容，增加了水平阶、鱼鳞坑、封育治理、

植物缓冲带等技术措施，删除了应用较少的“水源工程”技术措施。

9.增加运行管护章节，明确了运行管护对象、管护措施，并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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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求。

主要技术指标对比表

2009版 2023版 差异 说明

1总则 1总则

/
1.0.1 为贯彻新发展理念……保护

黑土资源和耕地资源……
新增

新标准贯彻新形

势新要求，将贯

彻新发展理念，

保护黑土资源和

耕地资源调整到

标准编制目标

中。

1.0.3 本标准的引用标准著主要有：

《农田低压管道输水灌溉工程技术规

范》（GB/T 2003~2006）、《喷灌工

程技术规范》（GB/T 50085-2007）、

《喷灌与微灌工程技术管理规程》

（SL 236-1999）、《机井技术规范》

（SL 256-2000）

/ 取消

新标准编制过程

未引用部分原标

准引用的这部分

标准。

/

GB 51018《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

范》、GB/T 15163《封山（沙）育

林技术规程》、BG/T 18337《生态

公益林建设》、GB/T 38360《裸露

坡面植被恢复技术规程》、GB/T

51097《水土保持林工程设计规

范》、GB/T 50817《农田防护林工

程设计规范》

新增

新增防治技术引

用了这部分标

准。

2术语 2术语

2.0.2 垄向区田

2.0.7 垡带
/ 取消

垄向区田、垡带

技术措施目前黑

土区应用较少

/

2.0.2 宽垄

2.0.3 复式地埂

2.0.4 可耕作地埂

2.0.5 植草水道

2.0.7 植物缓冲带

2.0.8 填埋复垦

2.0.9 半填覆绿

新增

一些成熟、适用、

宜推广的治理新

技术

3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4土壤侵蚀分类分级
3基本规定

3.0.1按地貌类型及水土流失特点，黑

土区可分为漫川漫岗区、丘陵沟壑区、

3.0.1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总体思路

3.0.2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原则

调整、新

增

删除了原第 3 章

“水土流失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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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交错区、中低山区和平原区等 5

个水土流失防治区。

3.0.2 黑土区水土流失防治分区面积

及特点见表 3.0.2。

3.0.3水土保持分区防治重点

3.0.4宜采用新技术新材料

3.0.5分区治理措施体系

分区”和原第 4

章“土壤侵蚀分

类分级”，增加

了基本规定章

节，补充了防治

总体思路、防治

原则，更新了黑

土区水土保持分

区，增加了分区

的防治重点和治

理措施体系。

4.0.1土壤侵蚀容许流失量应为 200t/

(km2·a)。

4.0.2土壤侵蚀强度分级标准表

4.0.3土壤侵蚀强度分级，应以年平均

侵蚀模数为判别指标，在缺少侵蚀模

数实测资料时，可根据有关侵蚀方式

(面蚀、沟蚀)的判别指标进行。

4.0.4 坡耕地土壤侵蚀强度判别指标

应符合表 4.0.4的规定。

4.0.5荒山荒坡面蚀强度判别指标应

符合表 4.0.5的规定。

4.0.6沟蚀强度判别指标应符合表

4.0.6的规定。

/ 取消
其他标准另有规

定

5.1坡耕地治理技术 4坡耕地水土流失防治技术

/

4.1 一般规定

4.4 侧垄种植

4.5 覆盖

4.6 间作轮作

4.8.2 可耕作地埂

4.8.3 复式地埂

4.9 梯田

4.10 截排水沟

4.11 植草水道

4.12 农田防护林

新增

新增了一些成熟

适用、宜推广的

坡耕地水土流失

防治技术。

5.1.1横坡改垄 4.2 等高耕作

4.2.7 宽垄适用于大型集约化农场

和农村合作社。

修订

将“横坡改垄”

修订为“等高耕

作”，新增宽垄。

5.1.4 垄向区田 / 取消

5.1.3 深松耕法 4.7 深松 调整

将“深松耕法”

名称修订为“深

松”，内容也有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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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滨水植物缓冲带（植物缓冲带）

6.6 植物缓冲带

6.6.4 植物栽植密度应根据其根茎

萌发能力、生长速度等生物学特性

等设计；萌发能力强、成篱墙速度

快的植物不宜密植，否则应增加植

物栽植密度。

6.6.8 间距应保证其相邻植物带之

间坡面不发生径流冲刷，一般在地

形坡度大、土层薄、水土流失严重

地区，植物缓冲带间距应该适当缩

小，反之则增加。

调整、补

充、修订

新标准新增植物

缓冲带部分植物

栽植密度和间距

有关规定。并将

此章节调整到“6

其他水土流失防

治技术”章节中。

5.3 侵蚀沟治理技术 5侵蚀沟治理技术

/

5.1 一般规定

5.2 沟头防护

5.6 护坡

5.8 填埋修复

新增

新增了黑土区一

些成熟适用、宜

推广的侵蚀沟治

理技术。

5.3.1 柳跌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适用于集雨面积大的沟头

3 柳跌水的柳条铺设厚度为

15cm，宽度为 150~300cm。

5.4 连续柳跌水

5.4.1 适用于沟头落差大于 2m、沟

底坡度＜10°、土层深厚（一般＞

30cm）、土壤水分条件较好的中、

小型侵蚀沟。

5.4.3 连续柳跌水的柳条铺设厚度

为 15cm，宽度宜为 150cm~450cm。

连续柳跌水布设图

调整、修

订

新标准将柳跌水

修订为连续柳跌

水，修订了连续

柳跌水的宽度和

跌水布设图，规

定了连续柳跌水

适用范围。

5.3.2 削坡

1 适用于低山丘陵区和漫川漫岗

区沟壑发育、沟底下切、沟岸扩张危

害严重的侵蚀沟

5.5 削坡

5.5.1 适用于沟坡较陡、坡面破碎、

稳定性差、局有坍塌、冲蚀严重、

植被覆盖率低的沟段。

修订
新标准修订了削

坡的适用条件。

5.3.2 削坡

1）削坡的重点位置应为沟道侧坡

有天然集流槽，暴雨中有径流进入沟

道且易引起沟岸坍塌的地方。

2）削坡的沟沿上方与沟沿 2~4m

处应修封沟埂，见图 5.3.2；在集水区

较大的沟蚀区，可在封沟埂以上间隔

5~15m的地方加筑一道水平沟埂。

图 5.3.2 削坡布设图

/ 取消

新标准不再重点

强调“削坡”的

重点位置布设，

同时删除了原标

准“削坡”布设

图。

5.3.3 垡带 / 取消 应用较少

5.3.4 编织袋谷坊

5.3.5 石笼谷坊

5.3 谷坊

5.3.1 根据修筑材料，谷坊主要包

括石笼谷坊、植物谷坊、编织袋谷

坊等。

调整

新标准将编织袋

谷坊和石笼谷坊

合并，名称修订

为“谷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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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荒坡地治理技术

5.4配套工程
6 其他水土流失防治技术

5.2.1 台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适用于低山丘陵、漫川漫岗区

土层较薄、水土流失严重、地形复杂

的坡地

2）田埂高度应按拦蓄当地 10年

一遇 24h最大降水量设计。

6.1 台田

6.1.1 适用于坡度 6°~15°的水土流

失严重、地形复杂的坡地

6.3.1台田尺寸可按下列要求设计

3 田埂高度可按拦蓄当地

10a一遇 3h~6h最大降水量设计。

修订

修订了台田措施

适用条件；根据

东北的气候条件

和水土流失特

点，修订了田埂

高度拦蓄标准。

5.2.2 竹节壕（水平坑、水平槽）应符

合下列规定：

3 设计标准应按 10 年一遇 24h

最大降水量

6.2 竹节壕

6.2.3 设计标准按 10年一遇 3h~6h

最大降雨量。

3为调节坡面径流，在不栽种

植物的空壕情况下，小竹节壕的行

间距 2m～10m，大竹节壕的行间

距一般为 10m～35m；在栽植水土

保持植物情况下，小竹节壕和大竹

节壕的最小行间距可降至 1.5m和

2m。

表 6.2.3 竹节壕参数表

修定

新标准将竹节壕

部分调整至第 6

章“其他水土流

失防治技术”中；

修订了竹节壕设

计标准；新增大

小竹节壕行间距

内容；补充了竹

节壕参数表。

/

6.3 水平阶

6.4 鱼鳞坑

6.5 封育治理
新增

新增了东北黑土

区适用的造林整

地封育治理技

术。

/ 6.6 植物缓冲带

修订

从原标准“5.1.7

滨水植物缓冲

带”调整过来，

并对内容进行补

充和修订。

5.4.2 水源工程 取消 应用较少

/ 7 运行管护 新增

新增了标准中部

分水土保持工程

措施、植物措施

建后管护要求。

三、国内外相关标准对比分析

（一）拟纳入标准的技术先进性、成熟程度

开展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是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的重

要组成，是提升区域水土保持功能的重要手段，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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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东北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础，对保护黑土资源、改善生态与人居环

境、提升农业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多年来，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共同努力下，东北地区实施了一系列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在减少水土流失面积，降低土壤侵蚀强度，增

加林草面积，增加粮食产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

成效。

近十年来，在黑土地水土流失治理过程中，广大水土保持管理工

作者和科研技术人员针对不同水土流失类型分区特点以及传统治理

技术和模式在应用中遇到的问题，探索和完善出一系列成熟适用的治

理新模式和治理新技术，如可耕作地埂技术、侵蚀沟填埋复垦技术等。

纳入技术标准的技术，都是在生产实践中得到验证的、水土保持作用

显著的、被广泛应用的技术。除了新技术研究，还对原有的水土保持

技术进行了优化和完善，如复式地埂技术和多种形式的谷坊技术等，

这些技术应用和技术优化，对控制坡耕地水土流失、遏制侵蚀沟发生

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为本次黑土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技术标准

修订积累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本标准与其他标准的标准名称、适用范围和技术内容的协

调性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GB/T16453）立足全国适用范

围，从治理角度按坡耕地治理、荒坡治理、沟壑治理、小型蓄排引工

程、风沙治理和崩岗治理六方面对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程技术进行了

规定。《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 51018）同样总结了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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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及相关行业的水土保持工程设计经验，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

程设计和水土保持生态建设项目工程设计进行了规定。以上两项规范

中东北黑土区相关技术措施与现行《标准》中内容不矛盾，上述两个

规范内容比较全面，但细致不足，如复式地埂，水平阶等，特别是很

多黑土区的特有水土保持技术没有纳入进去，如填埋复垦、填埋覆绿

和可耕作地埂等，因此不能满足东北黑土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程的

实践需要。近年来，东北黑土区各地也根据各省自然禀赋、地域特征、

人文特征，以及在坡耕地治理、侵蚀沟治理建设过程中的工作经验，

制定了地方技术标准。例如《侵蚀沟秸秆填埋复垦技术规范》（DB 23/T

2272）、《侵蚀沟植桩生态护坡治理技术规范》（DB22/T 3072）、

《侵蚀沟建植饲用燕麦技术规程》（DB23/T 3179）、《连续式柳编

跌水侵蚀沟治理技术规范》（DB23/T 180）、《坡耕地水土流失生态

治理技术规范》（DB22/T 3355）、《松干流域坡耕地植物篱埂垄向

区田技术规程》（DB23/T 2490）、《侵蚀沟建植紫花苜蓿技术规程》

（DB 23/T 257）、《稳定型侵蚀沟牧草种植和仔鹅放养技术规程》

（DB23/T 2649）、《侵蚀退化黑土农田保护性耕作技术规程》（DB23/T

2984）、《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规范》（DB23/T 2768）、《沙化

草地治理技术规范》（DB15/T 1878）等。但以上地方技术标准多为

针对特定区域某一项治理技术或治理模式标准，不能全面反映东北黑

土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程治理工作需求。

本标准重点围绕东北黑土区坡耕地治理技术、荒坡地治理技术、

侵蚀沟治理技术、风蚀治理技术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建设标准，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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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总体布设内容，主要引用了《水土保持工程设

计规范》（GB 51018）、《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规范 坡耕地治理

技术》（GB/T 16453.1）、《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规范 荒地治理

技术》（GB/T 16453.2）、《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规范 沟壑治理

技术》（GB/T 16453.3）、《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规范 小型蓄排

引水工程》（GB/T 16453.4）、《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规范 风沙

治理技术》（GB/T 16453.5）、《水土保持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编制规

程》（SL 449）、《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造林技

术规程》（GB/T15776）等相关标准。在引用标准的名称、适用范围

和技术内容上做到了相互协调。

为了适应新时期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的要求，指导规范

东北黑土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程实施，本次修订拟以《黑土区水土

流失综合防治技术标准》（SL446-2009）为基础，优化标准结构，对

整体框架进行调整，针对近年来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建

设中突出问题，增加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总体思路、防治原则，更新了

黑土区水土保持分区，增加了分区的防治重点和治理措施体系，修订

完善了坡耕地水土流失防治技术、侵蚀沟治理技术、其他水土流失防

治技术，删除了不常用的措施技术，总结补充近年来水土流失综合防

治实践中成熟的措施技术和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增加了技术布设要点、

技术指标等内容。

措施布设及技术要求紧密结合《东北黑土地保护规划纲要

（2017-2030 年）》、《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202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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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乡村振兴规划，充分吸收高标准农

田建设、土地整治项目、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生态修复、退化林修

复等相关项目管理规定和技术标准。

（三）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七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水

土保持科学技术研究，提高水土保持科学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的水土

保持技术，培养水土保持科学技术人才。第三十五条明确：在水力侵

蚀地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单位和个人，以天

然沟壑及其两侧山坡地形成的小流域为单元，因地制宜地采取工程措

施、植物措施和保护性耕作等措施，进行坡耕地和沟道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在风力侵蚀地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单

位和个人，因地制宜地采取轮封轮牧、植树种草、设置人工沙障和网

格林带等措施，建立防风固沙防护体系。在重力侵蚀地区，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单位和个人，采取监测、径流排导、

削坡减载、支挡固坡、修建拦挡工程等措施，建立监测、预报、预警

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第八条明确：国务院标准化主

管部门和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水行政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制

定和完善黑土地质量和其他保护标准。

已颁布的《黑土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技术标准》（SL446-2009）

对东北黑土区从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水土流失综

合防治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但是其颁布至今已应用 14 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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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技术已过时淘汰，部分技术需要调整技术指标和参数，以及近年

来在水土流失防治实践中和科研成果中不断出现一些成熟有效的新

技术，现行标准内容与深度已难以适应新时代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实践要求。本次修订与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文件保持一致，按

照“确有必要、管用实用”的原则，开展黑土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标

准修订这项工作是十分必要。

四、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五、标准中尚存在主要问题和今后需要进行的主要工作

根据反馈意见，有针对性的开展调研和专题研究，加快修改完善。

六、标准实施建议

《黑土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技术标准》（SL 446-2009）颁布以

来，在指导黑土地保护工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保护黑土资源、

改善生态与人居环境、提升农业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

要意义，在促进减少水土流失面积，降低土壤侵蚀强度，增加林草面

积，增加粮食产量等方面工作的开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部分治理

技术已过时淘汰，另有一批新技术被不断创新总结，且被广泛应用在

黑土地的各个地区，现行标准内容与深度已难以适应新时代东北黑土

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的实践要求，需要尽快开展《标准》修订，以指

导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工作实践，推动黑土地保护和水土保

持工作高质量发展。建议相关部门加大力度支持该标准修订，早日批

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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