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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水土流失定量遥感方法研究所取得的新进展及其在太湖流域的应用结果。显

示出该法具有快速、准确、省钱和实用的特点。建成了可供长期使用的太湖流域苏皖区水土流失定量遥感

监测系统,还有 1996、1997、1999年的全区、分县市统计的土壤年流失量、侵蚀模数、流失强度等级面积、防治

强度类型面积和相应最终成果图等。依据太湖流域苏皖区的监测结果,讨论了水土流失的空间和时间变

化、应用领域等。土壤年流失量及流失面积的增减,与监测年的降雨侵蚀力 R 密切相关。凡土壤年流失量

大的年份,次年很可能出现水质恶化和蓝藻爆发,表明监测结果将在太湖水质面源污染增量监测与治理中

发挥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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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土壤年流失量为监测目标的水土流失定量遥感方法, 其监测模型可与美国 RUSLE 相媲美[ 1, 2]。

自1995年经专家鉴定、获奖后,通过山东、福建、江西等地推广应用, 显示出它具有省、地、县和小流域、

中流域级的应用能力( 7. 8~ 10@ 104 km2) , 监测结果与水文站测算值比达到 83%的一致性, 为应用区的

流失治理和依法定期监测、公告提供了有效手段和依据[3~ 5]。在完成由江苏省资助的太湖流域项目时,

为使该法更快更准更省和更实用,特对它作了改进、完善研究。经更完善后的水土流失定量遥感方法,

在经费和作业人皆少的情况下,还提前完成原定计划,达到了预期目标。

1  水土流失定量遥感方法新进展
111  模型因子算式及其软件研究的新进展

( 1) 改进了土壤粒级换算方法   在利用土壤普查理化分析数据计算土壤可蚀性(K )值时,原定量

遥感方法采用图解法才可转换为国际制土壤粒级, 但需费时长和伤眼的操作。为此特研究出一套土壤

粒级换算式 ,只花 2 天就顺利完成太湖流域 207 个剖面的土壤粒级国际制的精确转换。图解法转换的

粒级只能达 0. 1, 而粒级换算式计算的则可达 0. 01。在所建的一套土壤粒级换算式中, 最简单的是

2~ 0. 1 mm粒级百分数 d 的转换式

d = b # dc ( 1)

式中 dc为土壤剖面机械组成表中 1~ 0. 05 mm 粒级百分数; b 为系数,小数点后取 9 位。

( 2) 完善了模型因子算式算法   为提高监测模型各侵蚀因子的计算精度, 对其分别进行了完善

研究,使之既适应于省级也适用于小流域, 既适用于已应用的省地县, 也可供尚未应用的水蚀区应用[ 6]。

例如,降雨侵蚀力( R)因子,在增加了广东、甘肃、黑龙江、浙江等地, 连同原有七省十几个试验站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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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年 5214 次侵蚀性降雨资料后,检验和改进了 Rn 新算法的基本关系式,变成如下降雨侵蚀力最佳算

式 R j

R j = 0. 1281 # I30B # P f - 0. 1575 # I30B ( 2)

式中 I 30B为侵蚀性降雨最大 30 分钟雨强的年代表值, P f为汛期月份总雨量, 它们均作了更适合侵蚀实

际的算法规则的改进[ 7]。

( 3) 完成水土流失定量遥感方法系统中有关软件的升级   为减少运算操作, 提高出监测结果的

运算速度和整个成果的质量,对该系统中的有关软件作了升级研究。例如, 像元地形因子 LS i软件, 已

从福建南安应用时的Ver. 3. 0升级为 Ver. 3. 1。与其相配的 DEM制作软件 ,也改进升级为较适用于多水

系的南方地区。软件升级后,各方面的效果十分明显。就速度而言,同一幅 1B10 万(相当于 2 000 km2 )

的 DEM 数据仅需时 13 分钟,而此前在 586/ 120Mc机上要 13小时才可完成 LSi运算, 提速 63倍。整个成

果质量也有较大提高,就成果图而言, 江西、福建就比早应用的山东省的好, 而太湖流域又比江西、福建

的好。

112  操作技术研究的新进展

( 1) 改进了已有资料图件的输入编辑方法   经研究和实验证明, 采用改进的屏幕编辑输入作法,

可免去墨描、铅描已有图件或手工编侵蚀因子图等工序, 而可直接对收集资料图扫描输入。这项改进,

既缩短工时、加快进度, 又不存在无法查验的墨铅描线时产生的大量偶然和系统误差, 更节省了经费。

在太湖流域苏皖区,对于土壤图、土地利用图和各地各年降雨侵蚀力 R 值图, 正是采用这种输入编辑方

法才得以使进度加快的。

( 2) 改进了作业流程   上述方法的改进、完善和系统软件的升级等,使微机处理数据组的能力大

增,为改进作业流程提供了可能。山东省、福建泉州晋江流域的作业流程都只能以 1B10 万图幅或约相

当于 1B10 万图数据组的一个县市区为处理区, 最后再拼接成全省或全泉州市晋江流域。如此处理, 对

处于跨不同图幅的山丘而言,则会影响 LSI 的数值精度。在太湖流域苏皖区的作业流程, 改进为将全区

作为一个处理区,先获得全区结果, 再按省市县界分割获得各省市县的监测结果。这不仅能加快进度、

提高侵蚀因子计算精度,而且更有利于所建系统在首次监测后更快实现后续应用的重复监测。

2  在太湖流域的应用
211  太湖流域苏皖区概况

依据地表径流最终汇入太湖的原则,划定该项目的研究作业区,涉及江苏省苏南五市、安徽省郎溪

和广德两县、浙江省长兴和湖州两县的太湖湖面和少许湖堤岸地。其西、西南、西北、南西均以分水岭为

界;其北和东北也以分水岭和较高路基的公路、铁路为界; 其东以京杭大运河西岸公路为界;其东南和南

以平望镇至南浔镇河道北岸公路、省界和太湖南岸湖堤为界。其涉及的作业面积约 20 000 km2, 研究区

面积为 11 341. 185 3 km2。

该区最高山位于宜兴南边界的黄塔顶( 612 m) ,位于周边550~ 350 m 的山丘有四顶山、伍员山、高丽

山、髻山、茅山、长山等,还有不少散布于太湖畔的 350~ 250 m 高低丘陵, 一般平原区地面高程为 2~

3 m,最低处是马山镇北围垦田高程负 1m。整个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该区水系密如蛛网,水域所占面积共有 3 407. 693 4 km2, 其中太湖湖面为2 395. 665 9 km2。湖水经

望虞闸、浏河闸、太浦闸等水闸流出与长江、黄埔江、钱塘江相通。在汛期, 尤其是海水大潮时,打开水闸

长江水会倒灌入湖。区内除西北部外有 80%的水系可通航, 只是近 20 年因河床淤泥增多,重载船易被

搁浅受阻。湖水面多年平均高程 3. 2 m,最高达 5. 3 m。

该区气候属东亚亚热带海洋性湿润季风区, 四季分明,雨量充沛, 年均降雨量约 1 100 mm,年际变化

大, 年内多集中在 5~ 8 月,且暴雨次数多、历时长, 尤遇台风时多暴雨,是该区水土流失、河湖淤积严重

的动力源,也是导致 1991 年特大洪灾和 1999 年洪水的主因。

该区土壤,山丘多发育于变质砂岩、石灰岩风化物、下蜀黄土和第四纪红土等母质,平原多为河湖相

冲积沉积物母质,第二次土壤普查图上将其分为黄棕壤、红攘、石灰土、紫色土、水稻土、潮土、沼泽土等

七个大类, 14 个亚类, 207 个土属或土种。大多数土壤的质地为粉土,且有机质含量不高, 使该区易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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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和较易蚀土壤占全区陆地 83. 06% [ 8]。这表明该区土壤易被侵蚀, 在多暴雨年份水土流失严重。

该区植被,在山谷、缓坡和广大平原区,主要是长期耕种轮作两熟的稻麦,在尚未围垦的湖荡湿地为

芦苇草地;在 10~ 20 m 的岗地和 5~ 15b坡地,多为人工栽培的红薯、豆类、蔬菜等旱作物和甘橘、杨梅、

板栗、茶叶等果园作物; 在低山丘陵区,自然植被比较繁茂, 有属常绿阔叶林的青刚栎、石栎、冬青、豹皮

樟、大叶楠、木荷等,也有属针叶林的马尾松、杉木树等, 其中还有人工栽培的成片竹林。该区水热条件

较好, 凡土层厚处,一旦停止耕作当年就可恢复 50% ~ 60% 的草灌植被, 而薄土的采石或开矿区则较

难。植被有抵御暴雨击打、迳流冲刷的保土贮水作用, 而在多暴雨时翻土的旱作坡地和顺坡茶园则会加

剧水土流失。

总之,太湖流域向为我国富庶宝地, 经济发展迅速, 既是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区,又是各种工矿交通企

事业高度发达区。然而,太湖水质在严重恶化、洪灾频发等令人堪忧的景象, 则表明该流域是我国地道

的生态环境脆弱区。

212  研究资料
本研究所需资料业有: 1) .全区 1B5万和 1B10 万共 23幅地形图, 并在平原区增补了大量来自 1B1万

图的地形高程信息; 2) .苏南五个市 1B20万和安徽省两个县 1B5 万土壤类型图及其含有理化分析数据
的土壤志; 3) .苏州市 1B25万和常州镇江无锡南京四个市 1B10 万及安徽省两个县 1B5万约在 1996 年编

绘的土地利用图,也使用了句容、丹徒、高淳 1B5 万土地利用图; 4) . 西部 1996、1999 年春和东部 1997、

1998年夏的 TM 卫星遥感数据; 5) .天目湖代表站 1996、1997、1999 三年降雨自记纸摘读降雨特征数据和

23 个一般站这三年的汛期总雨量。此外, 尚有全太湖流域 1964 年~ 1988 年共 25 年降雨侵蚀力( R) 值

图及相应降雨资料。上述资料图,比例尺变化大, 且有的专业图的几何精度不高, 使数据处理难度增大。

213  结果分析
经完善的水土流失定量遥感方法,在太湖流域苏皖区的应用结果有:

2131 1 建成可更新的水土流失综合信息库   该信息库既有监测模型和防治强度预报模型中各侵蚀
因子像元图,也有便于更新复合配准或配置用的 DEM、水系、土地利用三大类、配置 DEM 的遥感影像和

便于成果图整饰与统计用的政区界交通地名注记等像元图。这些像元图虽以行列座标显示,但可以行

列坐标迅速算出相应像元的地图坐标。有了水土流失综合信息库中的基本信息,开展每年小监测或定

期大监测是很方便的。

2131 2 定期监测系统   所建成的水土流失定量遥感监测系统,是这次研究的最重要结果。它由可满

足各侵蚀因子像元图的更新和按模型运算出监测与预报结果所必需的自研专用软件集成,可供太湖流

域苏皖区实现每年小监测或定期大监测时长期使用。该系统具备图像、图形处理功能,凡具有 64 MB以

上内存的微机都可运行。

每年小监测,只需在年底时摘读代表站当年降雨特征数据和收集 23 个一般站的汛期月降雨总量

后,就可更新降雨侵蚀力( R)因子像元图, 而其他因子像元图被看作为不变, 那末最多花一周时间运行

该系统,就可获得当年全区和各省市县区的土壤年流失量、部颁标准[ 9]各流失级的面积等监测与预报结

果。

定期大监测,除摘读和收集自上次大监测以来各年降雨资料并用各年的 R 均值更新R i图外, 还需

购买遥感数据,并运行该系统, 先对其实施与配置 DEM 的遥感图像复合配准,然后与土地利用三大类图

一道对植被作物覆盖与保土措施因子 CPi图的更新, 最终顶多十天时间就可获得上次大监测以来的全

区和各省市县区的土壤年均流失量、部颁标准各流失级的面积等监测与预报结果。当在新遥感图像上

发现有大片新开发区或新造陡坡地、已坡改梯治理区等土壤和地形都有变化时,则需先到实地采土样分

析、用差分 GPS 实测出地形变化处的 XYZ值,然后运行该系统对 DEM和各侵蚀因子像元图进行局部更

新处理,最终获得监测与预报结果就需一个月 ,但肯定更准确。

2131 3 首次监测与预报的结果   太湖流域苏皖区的首次监测, 使用的是 1996 年降雨资料和 1996(西

部)、1997(东部)年遥感数据( TM)及用TM对 DEM、土壤、土地利用等更新后的资料。运行监测系统按监

测模型[1]运算所获得的首次监测结果为全区土壤流失量图 THA96,用其统计的全区和各省市县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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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流失量、土壤侵蚀模数 M和各级流失面积,如表 1。1996 年是该区平雨年,其 R i均值与 1964~ 1988年

共25年 R i均值相近, 故首次监测结果很有代表性。按部颁标准 / 由流失量y级别0将THA96 转换为水

土流失现状图,参见( 1) (图 1)。按预报模型运
[ 1]
算获得的首次防治强度预报结果, 有预报图 THYC96 和

用其统计的各级面积,参见( 1) (图 2)和表 2。

( 1) /用定量遥感方法监测与防治太湖流域的水土流失0总结报告(江苏省水土保持办公室和江苏省科工委 2000

年存档资料)

表 2 太湖流域苏皖区防治强度预报各类面积( km2)统计 (依据 1996年流失量监测值和 25年 R 均值)

Table 2  Forecasting areas of different conservation regions in Taihu-Lake catchments in 1996

地区 Region
水  域

Water area

无需治理区

Better
conservat ion

预防监督区

Monitoring
region

需要治理区

Need control
loss region

急需治理区

Urgent ly need

control loss
region

  小  计
  Total

南京 市 9. 466 2 128. 538 9 49. 954 5 0. 506 7 188. 466 3

镇江 市 86. 553 0 1 172. 366 1 228. 138 3 10. 091 7 0. 082 8 1 497. 231 9

常州 市 531. 188 1 2 670. 260 4 515. 378 7 14. 552 1 0. 236 7 3 731. 616 0

无锡 市 844. 507 8 1 549. 094 4 423. 147 6 8. 149 5 0. 624 6 2 825. 523 9

苏州 市 1 919. 250 0 854. 127 9 151. 701 3 4. 417 2 0. 433 8 2 929. 930 2

安徽 省 5. 337 0 81. 456 3 35. 521 2 0. 774 9 0. 002 7 123. 092 1

浙江 省 11. 391 3 27. 018 9 5. 777 1 0. 783 0 0. 354 6 45. 324 9

全流 域 3 407. 693 4 6 482. 862 9 1 409. 618 7 39. 275 1 1. 735 2 11 341. 185 3

2131 4 后续的监测与预报结果   在首次监测与预报后,为进一步了解该区在旱、涝年的水土流失变

化和检验所建监测系统后续应用效果,特开展了全区的小、大监测。小监测使用的是 1997 年 THR97 值

图,其它侵蚀因子图与首次监测的相同, 运行监测系统只需 3 天就获得全区流失量图 THA97和部颁标

准流失现状图THAC97和防治预报图 THYC97,其成果图和统计结果参见( 1) (图 3、4)和表 3、表 4。1997

年是该区的干旱年,全区土壤流失量、全区侵蚀模数M、强度流失以上面积、需治理区和急需治理区的面

积,均比 1996 年少。

大监测使用的是 1999 年THR99值图和 1999 年(西部)、1998 年(东部)的TM遥感数据, 运行监测系

统一周时间后,获得的大监测与预报结果有全区土壤流失量图 THA99、水土流失现状图THAC99 和防治

强度预报图THYC99, 以及用它们统计的结果,分别参见( 1) (图 5、6)和表 3 和表 4。1999 年属涝年, 且发

生了洪灾,全区土壤流失量、强度以上流失和需治理、急需治理的面积均比 1996年大。

2131 5 应用结果的可靠性   依据监测结果与水文、水保站实测值的一致程度, 是全面评价应用结果

可靠性的最为可信的方法。山东、福建等地的应用结果, 正是采用这种方法才被得到肯定的。然而, 太

湖流域苏皖区 24个水文站历来没有采水样实测泥沙的数据,这使全面评价应用结果的难度增大。幸而

在 1999年 1 月 23 日~ 2000 年 2 月 12 日用标桩法周年实测了土壤流失量及其影响因素, 每个标桩的实

测数据与水保站所建一个径流小区的实测值等效[ 10]。这次周年实测结果如表 5。从表 5 可知,在 1999

年降雨侵蚀力作用下,黄棕壤(黄刚土)全年裸土的年流失量(即 M)最大可达 114 114 t km- 2 ,草丛植被

变化于 0~ 80%的人工全垦竹园黄棕壤(黄沙土)为 32 918 t km- 2; 凡实测的土壤年流失量(表 5) ,在 1999

年监测结果THA99像元图都可查找出,并在表 3 有所反映。因此,用标桩法周年实测结果至少可局部

肯定太湖流域应用结果的可靠性。其全面监测的精度, 因方法更完善肯定比山东省的 83%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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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太湖流域苏皖区 1997和 1999年防治强度预报各类面积( km2)统计1)

Table 4  The forecasting areas of various conservat ion regions in 1997 and 1999 inTaihu-Lake catchments

防治强度类型
Conservation

type

水  域
Water

area

无需治理区
Better conservat ion

预防监督区

Monitoring
region

需要治理区
Need control loss

急需治理区

Urgently need
control loss

1997年  1999年 1997年  1999年 1997年  1999年 1997年  1999年

小  计
Total

全流 域 3 407. 6934 7181. 330 4 6 023. 2158 731. 5974 1513. 6695 19. 0899 339. 5367 1. 474 2 57. 0699 11341. 1853

  1) 分别依据 1997年流失量监测值及该年 R值和 1999年流失量监测值及 25年 R 均值预报

表 5  太湖流域苏皖区天目湖站附近各测区土壤年流失量及其影响因素实测结果( R= 315. 1) 1)

Table 5 Results observed for soil annual los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aihu-Lake catchments ( R= 315. 1)

测区

Region

标桩号

No. of file

土壤年流失厚度

Annual thickness

of soil loss

(mm)

土壤可蚀性

(K )值

K-value of soil

erodibility

土壤容重

Soil volume
weight

( g cm- 3)

坡  度
Slope

(b ')

坡长

Slope length

( m)

土壤年流失量
Annual soil loss

( t km- 2)

Ó 北坡

1

2

3

4

5

3. 1

3. 5

3. 1

9. 0

4. 0

0. 491 2

0. 491 2

0. 491 2

0. 491 2

0. 491 2

1. 38

1. 38

1. 38

1. 38

1. 38

38 20

47 10

51 20

62 10

39 00

3. 6

3. 0

2. 4

2. 2

3. 9

4 278

4 830

4 278

12 420

5 520

Ó 中坡

6

7

8

9

11. 9 

8. 5

2. 5

12. 7

0. 620 2

0. 620 2

0. 620 2

0. 620 2

1. 48

1. 48

1. 48

1. 48

68 20

67 00

20 00

63 10

3. 9

3. 9

0. 9

0. 8

17 612

12 580

3 700

18 796

测区

Region

标桩号

No. of file

土壤年流失厚度

Annual thickness

of soil loss

(mm)

土壤可蚀性

(K )值

K-value of soil

erodibility

土壤容重

Soil volume
weight

( g cm- 3)

坡  度
Slope

(b ')

坡长

Slope length

( m)

土壤年流失量
Annual soil loss

( t km- 2)

Õ 22 30. 48 0. 339 2 1. 08 29 20 14. 0 329 18 

Ö 路边坡 23 46. 32 0. 218 7 1. 47 37 00 2. 2 68 090. 4

24 12. 74 0. 218 7 1. 47 32 50 2. 4 18 727. 8

25 20. 94 0. 218 7 1. 47 40 50 2. 8 30 781. 8

26 28. 44 0. 218 7 1. 47 49 40 2. 8 41 806. 8

Ó 中坡 13 60. 4 0. 667 4 1. 43 10 00 27. 7 863 72 

14 79. 8 0. 667 4 1. 43 7 00 30. 4 114 114 

15 59. 0 0. 667 4 1. 43 5 40 17. 4 843 70 

16 11. 0 0. 667 4 1. 43 31 30 1. 7 157 30 

  1) 除测区Õ植被覆盖率从冬全垦后至周年实测时变化于 0~ 80%外,其它测区皆为裸土。土壤可蚀性( K )值通

过采土分析算得。参与实测者:溧阳市天目湖镇茶亭村詹水新、尤维忠

2131 6 太湖流域苏皖区的水土流失   ( 1) 太湖流域苏皖区水土流失的分布   依据 1996 年监测结

果(图 2) (1)和THA96统计的详表中(1)各县级市强度以上流失面积及其占该市陆地总面积的排序, 水土

流失严重的县级市依次为无锡市的市辖镇区(强度以上流失面积 12. 06 km2 ,占陆地总面积 7. 60%、轻度

1 期 卜兆宏等: 水土流失定量遥感方法新进展及其在太湖流域的应用 7    



以上流失面积占陆地总面积 31. 1% )、苏州市的吴县( 46. 70 km2, 7. 33%、25. 4% )、无锡市的宜兴( 101. 96

km2 , 6. 79%、25. 1% )、镇江市的句容 ( 15. 79 km2, 6. 03%、36. 6% )、常州市的溧阳 ( 66. 03 km2, 4. 68%、

30. 7% ) ;这五个县级市的流失量占全区的 76. 6% ,其中强度以上流失面积则占全区的 83. 6%。

依据 1997年监测结果,水土流失严重的县级市依次为无锡市的宜兴和市辖镇区、苏州市的吴县、镇

江市的句容、常州市的溧阳; 其流失量占全区的 75. 9% ,其中强度以上流失面积则占全区的 83. 6%。

依据 1999年监测结果,水土流失严重的县级市依次为苏州市的吴县、无锡市的市辖镇区和宜兴、常

州市的溧阳、镇江市的句容; 其流失量占全区的 77. 5% , 其中强度以上流失面积则占全区 81. 1%。

综合分析三年监测结果表明:无锡市的市辖区、宜兴和苏州市的吴县, 是该区最严重的流失区。这

三个县市的强度以上流失区分布于环太湖山丘, 离太湖湖面最近。

( 2) 太湖流域苏皖区水土流失的时间变化   从各年监测结果可知, 土壤年流失量和各级流失面

积是很不同的,这反映了该区水土流失的年间变化,是符合水土流失实际的。造成水土流失年间变化很

大的原因, 首先是由与旱平涝相关的全年降雨侵蚀力( R) 值决定[ 11]。属该区旱年的 1997 年 R 值为

151. 50(变化于 126~ 261)、平年的 1996年 R 值 232. 91( 178~ 301)、涝年 1999 年 R 值 265. 15( 208~ 428) ,

而相应年的全年土壤流失量的比是 0. 714B1B1. 896。其次是该区土壤可蚀性(K )值平均为 0. 3767[ 8]比山

东、福建应用区的大, 使水土流失年间差异对 R 值的变化十分敏感。当 R、K 值不变时, 植被作物覆盖

率与保土措施的变化则是水土流失年间差异的重要因素。水土流失的年内变化,主要由年内各月 R 值

决定[12]。以 1999 年为例, 6~ 9 月汛期 R 值为 272. 54,是非汛期 R 值的23. 4 倍。可见,旱作坡地改种免

耕或少耕作物、增加表土覆盖率是减少全区水土流失的十分重要措施。

3  结  语

11 水土流失定量遥感方法在模型因子算式、算法、软件等改进升级后具有科学先进、快速准确和省
钱实用的特点。

21 水土流失定量遥感方法具备在省、地、县和大、中、小流域以同一精度监测的能力。
31 水土流失定量遥感方法的监测结果, 符合水土流失的年度变化实际。

41 水土流失定量遥感方法的监测结果除供水土保持应用外 ,在水质面源污染量监测和防洪减灾等

领域都有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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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RESS OF QUANTITATIVE REMOTE SENSING METHOD

FOR ANNUAL SOIL LOSS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AIHU-LAKE CATCHMENTS

Bu Zhao-hong  Tang Wan-long  Yang Lin-zhang  Xi Cheng-fan

( 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 , ChineseAcademy of Sciences, Nanj ing 210008, China)

Liu Fu-xing  Wu Jia- yu  Tang He-nian
( Off ice of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 Jiangsu Province , Nanj ing 210029, China)

Summary

  The advance of quantitative remote sensing for monitoring annual soil loss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aihu-Lake catchments wa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The form of the model for monitoring soil losses in

the method is as good as the RUSLE. The application results of modified method include not only the total

losses of annual soil erosion, statistic data of different grades and soil erosion map and forecasting map of

soil conservation intensity in 1996, 1997, 1999, but also monitoring system in long- term. Themonitoring

results of Taihu-Lake catchments application again showed that the QRSM is more accurate, more rapid

and more economic than original QRSM in the applications Shandong province and Quanzhou city of Fujian

province. The variance character of time, space of soil annual losses and the application spectrum of mon-

itoring results, and the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of water quality were discussed according to monitoring

results in Taihu-Lake catchments. With the work of monitoring soil losses in our country, theQRSM will

be widely used in soil erosion region and shows its economic, ecological and social benefit.

  Key words   QRSM, Monitoring, Soil annual losses, Forecasting, Conservation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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