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pen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水土保持, 2018, 6(4), 31-36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18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ojswc 
https://doi.org/10.12677/ojswc.2018.64005      

文章引用: 杨伟, 聂斌斌, 李璐, 赵辉, 金淼. 湖北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天地一体化”监管探索及探讨[J]. 水土

保持, 2018, 6(4): 31-36. DOI: 10.12677/ojswc.2018.64005  

 
 

Discussion on Supervis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Space-Earth Integration” in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Hubei Province 

Wei Yang, Binbin Nie, Lu Li, Hui Zhao, Miao Jin 
Hubei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Institute, Wuhan Hubei 

 
 
Received: Dec. 31st, 2018; accepted: Jan. 14th, 2019; published: Jan. 21st, 2019 

 
 

 
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is an important task of the water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
ments of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all localities should speed up the supervision of 
“Space-Earth Integration” in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2017, Hubei Province se-
lected six administrative counties to carry out supervision and exploration of “Space-Earth Inte-
gration” for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in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rough data 
coll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scope of responsibility,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preta-
tion marks, disturbance map remote sensing interpretation and dynamic update, compliance, the 
procedures of sex analysis, on-site review and correction of survey results have mastered the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2011-2016.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ecific proces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Space-Earth Integration” in Hubei Province in 2017,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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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管是水行政主管部门的重要工作。根据水利部要求，各地要加快推进生产

建设项目的“天地一体化”监管。2017年湖北省选择6个行政县开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天地一体

化”监管探索，通过资料收集、防治责任范围上图、解译标志建立、扰动图斑遥感解译与动态更新、合

规性分析、现场复核与调查结果修正等程序对2011年~2016年生产建设项目情况进行了掌握。本文对湖

北省2017年“天地一体化”监管的具体流程和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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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路、铁路、矿山、城镇建设等生产建设项目造成的人为水土流失问题十分

突出，加强生产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监管逐渐成为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土保持工作的重点。生产建设项目

数量多、分布分散、扰动面积大。2005~2014 年，全国每年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数量由 2.29
万个增加到 3.06 万个，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5 万 km2 [1]。如何实现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的实时监管成为水行政主管部门面临的难题。随着遥感卫星、无人机等技术的发展，利用遥感卫星、无

人机等开展“天地一体化”监管成为水行政主管部门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最有效途径[2] [3]。 
根据水利部安排，从 2017 年开始，要通过 5 年时间的监管示范和推广，各省各县(市、区)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监管示范工作做到全覆盖。2016 年 6 月，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和水土保持监测中心召开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管示范培训班，明确要求各省在 2017 年在第一批水土保持监督能力建设县优先开展

监管示范推广工作。通过采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调查与现场复核相结合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管业

务技术，建立技术规范统一、各级分工协作、监管信息系统一致的生产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监管业务模式。 
2017 年湖北省选取了武汉市蔡甸区、黄冈市蕲春县、十堰市丹江口市、襄阳市保康县、恩施州恩施

市 6 个行政县作为“天地一体化”监管示范县，统一安排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开展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天地一体化”监管探索，优化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管业务技术流程，建立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监管业务工作模式，建成生产建设项目监管信息化体系，更好地推进湖北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监督管理信息化和现代化。 

2. 工作流程 

湖北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管流程主要包括资料收集、防治责任范围上图、解译标志建立、扰

动图斑遥感解译与动态更新、合规性分析、现场复核与调查结果修正、成果入库等[4]，流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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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Hubei province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Space-Earth Integration” process 
图 1. 湖北省生产建设项目“天地一体化监管”流程图 

2.1. 资料收集 

收集 2016 年 6 个行政县 2 米分辨率红、绿、蓝 3 波段遥感影像和省、市、县三级水行政部门 2011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批复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按照生产建设项目类型进行归类

整理。 

2.2. 防治责任范围上图 

将监管区域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图矢量化，形成含空间信息和属性

信息的矢量图。参照地名、标志点、道路、河流等信息，将水土保持方案中的防治责任范围图与遥感影

像进行几何配准，对配准之后的防治责任范围图沿边界矢量化上图，录入项目名称、建设单位、项目类

型、批复机构、批复文号、批复时间、防治责任面积等属性信息。对于只有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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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文件、缺少防治责任范围图或方案中具体位置描述不明确，以该项目中心为圆心，以半径为 100 m
的圆示意性表示项目防治责任范围。 

2.3. 解译标志建立 

以县为单位，选取不同类型典型生产建设项目，开展现场调查，选择现场拍摄的照片，遥感影像上

标记照片拍摄的地点，截取遥感影像和照片，填写生产建设项目解译标志图斑编号、位置、影像特征等

信息。从而建立各监管县不同类型生产建设项目解译标志。 

2.4. 扰动图斑遥感解译与动态更新 

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进行各行政县生产建设项目扰动图斑遥感解译工作。解译对象为项目县内面

积不小于 0.1 hm2 的扰动图斑。首先通过野外调查建立各生产建设项目扰动图斑、建筑物、硬化场地等不

同地类的解译标志。然后以预处理后的遥感影像为基础，根据遥感影像特征，利用遥感或者 GIS 相关软

件，以先验知识、建立的解译标志作为参考，采用人机交互、面向对象分类等解译方法，人工勾绘生产

建设项目扰动图斑。然后参考解译标志，根据经验，利用 GIS 等相关软件人工勾绘扰动图斑。最后对解

译成果进行抽查审核和修改完善。 

2.5. 合规性分析 

通过将扰动图斑遥感解译成果与上图后的防治责任范围图进行空间叠加分析，初步判定生产建设项

目扰动合规性。步骤如下：1) 扰动图斑包含防治责任范围或扰动图斑与防治责任范围相交，判定为“疑

似超出防治责任范围”；2) 只有扰动图斑而无防治责任范围图，判定为“疑似未批先建”或者“疑似建

设地点变更”；3) 只有防治责任范围而无扰动图斑，可能为项目未开工、项目已完工或者疑似建设地点

变更，均判定为“合规”；4) 扰动图斑包含于防治责任范围，初步判定为“合规”。其中对于地点变更

的项目，可以在只有扰动图斑而无防治责任范围图的情况中发现，因此，在只有防治责任范围而无扰动

图斑时候可判定为“合规”，若在现场复核阶段发现存在“建设地点变更”的情况，再对属性进行修改。 

2.6. 现场复核与调查结果修正 

完成扰动图斑遥感解译、防治责任范围上图和合规性分析等工作的基础上，采用移动采集设备、无

人机等开展生产建设项目扰动状况现场复核工作。复核对象是面积大于 1 hm2、合规性初步分析结果为

“疑似违规”的扰动图斑，包括“疑似未批先建”、“疑似超出防治责任范围”、“疑似建设地点变更”

等三类扰动图斑。 
对于“疑似未批先建”扰动图斑，主要复核造成该扰动图斑的生产建设项目名称、建设单位、目前是

否编报水土保持方案，是否为其它项目超出批复防治责任范围的扰动部分，并收集相关佐证材料。对于“疑

似超出防治责任范围”扰动图斑，主要复核造成该扰动图斑的生产建设项目名称、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文号、

超出批复防治责任范围的扰动部分是否确实为该生产建设项目造成的扰动，是否存在设计变更及其变更报

备情况，并收集相关佐证材料。对于“疑似建设地点变更”扰动图斑，主要复核造成该扰动图斑的生产建

设项目名称、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文号、建设地点变更设计及其变更报备情况，并收集相关佐证材料。 

3. 监管成果 

6 个行政县共收集省、市、县三级水行政部门 2011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批复的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水土保持方案 392 个，对其中 370 个项目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进行了数字化上图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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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rogram collection summary table 
表 1. 水保方案资料收集汇总表(单位：个) 

监管区域 省批 市批 县批 合计 准确性上图 示意性上图 

蕲春县 10 3 134 147 91 52 

蔡甸区 6 7 32 45 28 14 

恩施市 5 81 40 121 72 39 

丹江口市 5 40 0 45 13 29 

保康县 3 4 24 31 18 5 

夷陵区   3 3 3  

合计 29 135 233 392 225 145 

 
有 1856 个图斑解译为扰动图斑，其中对 1 hm2 以上的 941 个图斑进行现场复核判断其合规性，经过

现场复核后对图斑进行成果修正，最后扰动图斑数为 982 个，其中判定为合规的图斑 63 个，占总扰动图

斑的 6.42%；判定为超出防治责任范围的图斑 75 个，占总扰动图斑的 7.64%；判定为建设地点变更的图

斑 3 个，占总扰动图斑的 0.31%；判定为未批先建的图斑 217 个，占总扰动图斑的 22.10%；判定为无效

的图斑 624 个，占总扰动图斑的 63.54%。 

4. 有效经验 

1) 生产建设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图与遥感影像进行几何配准时，充分利用图上地名、村名等信息，首

先使用奥维互动地图、谷歌影像、百度地图等软件工具获得大致经纬度信息，再对项目进行精确定位，

然后和遥感影像配准，可大大缩短几何配准时寻找同名点的时间。 
2) 注重相关人员的培训。在整个水土保持信息化区域监管工作开展前，对项目相关成员做好统一培

训和相关技术要求，通过有针对性的技术培训、交流和总结，可在现场复核前人工剔除非生产建设项目

扰动图斑，减少人工外业核查的工作量，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3) 加强先进技术的应用。所有野外复核小组均配备无人机、水土保持移动监测系统等软硬件设备，

可以极大加快野外现场复核进度。 

5. 存在问题及建议 

1) 方案收集存在困难。“天地一体化”监管的核心是通过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与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图进行空间叠加分析，根据二者的空间位置关系对生产建设项目扰动状况进行合规性判别，即判断是

否存在未批先建、扰动图斑超出防治责任范围等违法行为[5]。因此水土保持方案的收集是“天地一体化”

监管开展的前提和基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收集成为制约“天地一体化”

监管开展的突出问题。水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加快水利信息化特别是水土保持信息化的推进，实现相关成

果资料的电子化保存与管理。 
2) 方案防治责任范围图不规范。由于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图缺乏统一制图标准和规范性要求，防

治责任范围图信息缺失、数据不完整，方案、批复及上图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不一致等，导致矢量化上图

困难，很多是示意性上图，项目位置不明确，无法准确配准和判断扰动合规性。难以满足生产建设项目

“天地一体化”监管工作的上图要求。建议相关部门制定规范性制图标准，以保证防治责任范围上图工

作顺利开展。 
3) 遥感解译方法不完善。现有遥感解译方法受限于优质样本选取、算法效率和自动化程度不高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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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不能满足生产建设活动水土保持遥感监测的实时性、自动化和智能化的要求，土地利用信息提取仍

主要采用人工目视判读的方法。应充分利用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领域的先进技术，提取遥感影像深度特

征，研究基于深度特征与半监督学习的地表扰动信息自动提取技术，构建基于深度特征迁移学习的遥感

影像检测方法，形成基于深度学习的遥感影像信息提取技术平台和技术体系，提高监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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