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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规划是农业区划的深入和继续
。

特别是今天
,

要在黄土高原扭转以粮为纲
、

单一经

营的影响
,

大念
“
草木经刀 ,

土地利用的综合规划工作需要广泛开展起来
。

自五十年代 以来
,

我

们在黄土高原丘陵区的许多地方
,

先后作了将近 3 0个社队生产单位或小流域的规划工作
,

有了一

些看法
。

现在
,

考虑到为当前的需要服务
,
试论 以下几个问题

。

一
、

关于土地利用规划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

据胡耀邦总书记最近有关开拓大西北的讲话精神
,

黄土高原治穷致富之道
,

在 于 “
反 弹 琵

琶” ,

念
“
草木经

” 。

这应作为我们作这种规划的指导思想
。

回顾以往
,

黄土高原在抓农业上受到以粮为纲
、

单一经营的影响
,

一味垦种陡坡 (25
。

以上)
,

乱开荒狐 (3 0
.

以上 )
,

扩大耕地
,

挤压林草
,

以求粮食增加
。

结果事与愿违
,

被挤压的林牧业
,

无力支持作物种植业
。

单一经营的作物种植业孤掌难鸣
,

越想以粮为纲
,

粮越上不去 ; 同时招致

严重的水土流失
,

生态和经济均处于恶性循环
。

恶性循环下去
,

何谈生产翻身
,

何谈生活改善
。

现在得改弦易辙
,
树立农林牧相结合的思想

,

以种草种树为重点
。

种草种树
,

恢复植被
,

林木蔚

然
,

保持水土
,

生态环境自然得以改善 ; 种草种树
,

兴牧兴林
,

牧兴林兴
,

家有燃 料
,

畜有 草

料
,

地有肥料
,

副有原料
,

生活自然得以翻身 , 种草种树
,

表面上不是抓粮食
,

实质上是从根本

上抓粮食
,

为粮食增产创造了必要条件
,

粮食也自然能够上去
。

这就是我们所体会 的 “
反 弹 琵

琶
”

的内涵
,

念
“
草木经 , 的真谛

。

这一指导思想适应整个黄土高原
,

特别对解决黄土丘陵区当前

生态经济上存在的问题十分切中
。

二
、

关于当前自然与社经方面土地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黄土丘陵区的自然与社经在土地利用上存在的问题不少
,

但归根结蒂主要问题有二
:
自

然方面为水土流失间题 , 社经方面为单一经营问题
。

这两个间题又有着密切的联系
。

1 、

水土流失
。

历史上造成这个地区的水土流失后果很严重
,

地形 已被切割得支离破碎
。

主

要为水蚀
。

以陕北杏子河为例
,

据统计
,

全流域共有 1 00 米以上的沟道 8 万余条
,

总长度 10
, 5 9 4

。

9

公里
,

其中 1 公里以上的沟道 9 48 条
。

沟道密度 5 一 6 公里 /平方公里
,

河 (沟 ) 谷地占总面积的

6 5
.

0 %
,

谷间地只占3 5
。

o %
。

年平均侵蚀模数 14
,

。00 吨 /平方公里
,

年
_

平 均 向延 河 输 送 泥 沙

2
,

88 1
.

%万吨
,

约占延河总输沙量的 1 / 4 左右
。

此外
,

下游沟道多分布老滑坡体 (塌 地)
,

上

游河源区新滑坡体很活跃
,

说明了重力侵蚀也是严重的
。

当前的水土流失在历史上流失的基础上

正 日益加剧
。



又如
,

宁南固原县东部丘陵区
,

单是冲沟沟头前进对较好农地燎
、

撑
、

墒地的蚕食为害就十

分严重
。

根据我们用新
、

老航空像片所作对比量测
,

那里的沟头前进速度年平均为5
.

32 米
,

最严

重的李寨科沟为 10 米 /年
,

赵新庄沟 为15
.

7米/年
。

黄土丘陵区水土流失更为严重的区域是无定河流域的绥德
、

米脂一带和黄河峡谷区的佳县
、

吴旗一带
。

那里年侵蚀模数在30
, 0 00 吨 /平方公里左右

。

2
、

单一经营
。

黄土高原普遍存在单一经营间题
,

而黄土丘陵区目前单一经 营 的 恻质更明

显
。

再以杏子河流域为例
。

据 1 9 8 1年统计
,

那里的产值结构是
:

作物种植业 占8 7
.

67 %
,

林业占

1
.

84 %
,

牧业占7
.

21 %
,

副业占3
.

28 % (后三者合计占12
.

33 % ) , 又如宁南固原县在大农 业的

总收入中
,

作物种植业占6 9
.

3 %
,

林业占4
.

6 %
,

牧业占1 6
.

9 %
,

副业占9 . 2% (后三 者 合 计 占

3 0
.

7 % )
。

作物种植业比值畸高
,

说明林
、

牧业受到挤压
。

由于林
、

牧业被挤压
,

形成
“
三料

”
俱缺

、

经济贫困的局面
。

从黄土高原经过治理
,

农业结构较好的社队 (如曲裕大队等 ) 情况看
,

作物种

植业与林牧副三业产值之比有的趋于各占一半
,
有的后者大于前者

。

单一经营反映到土地利用上是农地所占比重很大
,

杏子河流域平均农 地 占总 土 地 面积 的
4 1

.

0 % (即垦殖指数 )
。

据估算
,

全流域农地中
:
梁命陡坡耕地 (2 5

.

以上 ) 平均占 10
.

7 %
。

在

有些小流域
,

如李咀子沟
,

陡坡耕地占农用地的2 2
.

4 % , 沟狐地 (3 0 。以上 ) 乱开荒占农用地 的

28
.

2 %
。

陡坡耕地和沟圾乱开荒地本来是适宜种草造林的土地
,
现在作为农用地说明

,

农业从地

盘上挤压了林草 ; 又因一味扩大耕地
,
广种薄收

,
.

无力人工培肥
,
有些地方

“
卫生由

”

占耕地的

一半以上
。

种
“
卫生田

” 的结果
,

地力衰退
,

最后只得撂荒长草
,

靠天然培肥
。

所以现有陡坡拱

地的一部分 (约 1 / 5 一 1 / 4 ) 不是固定的
,

而乱开荒地更是开开撂撂
,

实行轮荒制
。

轮荒的结

果
,

使天然牧荒地的草质
、

草量都不断下降
,

15 亩不足养好一只羊
。

有句农谚说
: “山大沟深树没

脑
,

撂荒地里长着香茅草
” 。

这种香茅草牲畜是不吃的
。

这说明农业又从地力上剥夺了畜收业
。

宁南的情况也与陕北相似
,
而陕北无定河流域因人 口密度大 (1 50 人/平方公里左右) 吏比延河流

域垦殖指数高
,
约在 50 一60 % (按市亩计算)

,

所以情形更加严重
。

甲
、

如前所述
,

单一经营势必在土地利用上是以农地挤草地
、

挤林地
,

而草地
、

林地 的 被挤 缩

小
,

在生态上招致水土流失 日益严重
,

环境恶化 ; 在社经上 招致
“
三料

”
俱缺

,

处境贫困
,

形成

恶性循环
. ,

土地合理利用规划需要切中解决上述两个问题
。

三
、

关于土地合理利用向题

如上所述
,

当前黄土丘陵区土地利用的现状是单一经营的
, 、不合理的

。

在土地利用规划工作

中需要进行调整
,

使其合理化
。

我们所理解的合理化
,

第一
、

要能切实解决生态经济上存在的主

要问题 , 第二
、

农林牧在用地上必须因地制宜
,

才能提高其生产力
。

为了实现上述两点
,

我们甜

要讨论以下的问题
。

1 、

黄土丘隆区的土地类型
。

黄土丘陵区面积为2 3
.

6万平方公里
,

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绝大

部分
,

到处都有分布
。

根据地貌学者研究的成果和当地群众经验
,
这里的土地类型

,

首先分为河

(沟 ) 谷地和谷间地
。

河 (沟) 谷地又可分为河川地和沟坡地
。

为实用起见
,

也可分 为三 大系

统
: 梁介地 (即丘陇区的谷间地

,

群众称正地 )
、

沟坡地和河川地
。

梁赤地又分梁 筛 盖 (8
.

‘

议

下)
、

梁赤坡 (2 50 以下)
、

梁筛抓 (或山圾地 ) (2 50 一息5 ,)
、

山湾地 (2 50 以下)
,

另外途有

构撑地
、

嫣地 (也称为 犷 舰) 也属梁弃坡地内, 沟坡地又分为土沟城地 (3 5
。

以上 ) 石沟坂地
、

派



地 (1 5
“

左右)
、

塌湾地 (2 5
。

一20
.

)
、

坝地 (平) 和沟台地

5
。

以下)
、

台地 (l。
。

以下)
、

滩地 (10
.

以下 ) 和河床等
。

(1 5
。

以下) 等 ; 河川地又分为川地

2
、

土地评级
。

土地评级因目的而异
。

作为土地合理利用规划来说
, 只要摸清土地对农 (作

、

林 (树木)
、

牧 (草) 的适宜性
,

就可以满足要求
。

致于土地对三业内部布 局 (二 级 布

的适宜性问题则是另一码事
。

因此
,

近年来我们在黄土丘陵区作土地利用规划时对土地的适

宜性是作 8 级制评级的
。

例如
,

在志丹县李咀子沟所作的土地评级的结果如下
:

川地 (小川) 1 级 河滩地
、

沟滩地 V 级

台地
、

坝地 I 级 山圾地 砚级

好塌地
、

好梯田 I 级 土沟圾地
、

粗骨土沟圾地 飞级

盖地
、

坡地
、

山湾地 万级 石沟圾地
、

红土崖呱地
·

现级

以上 I
、

I
、

1 级土地为宜农地
,

可为永久性农地
,

建成高产田 , F级地对农业是不太适宜

的
,

只要经过改造治理
,

如修成水平梯田后 (修后升级 )
,

才适宜农用
。

但对种草
、

种灌木很适

宜 , V 级地一般宜林用
;
砚级地宜草

、

宜灌
;

1 级地宜林 , 1 级地不宜农林牧用
,

一般只是采石

料的场所
。

3
、

农林牧用地配 t 的原到与方法
。

所谓配置就是指在地面上如何摆法
。

我们认为
,

黄土丘

陵区农
、

林
、

牧用地配置的原则应是在地面上镶嵌起来
,

称之为镶嵌结构
。

这样作
:

第一
、

符合因地制宜的总原则
,

因为这里土地类型分布的特点是分层镶嵌的
,

大而言之梁赤地

与河 (沟) 谷地相间排列
,

小而言之
,

疙梁地与绝槽地互为更替
。

一面坡有缓坡地也有陡坡地
,

一

块塌有面向沟的
,

也有背依呱的
,

如此等等
。

甚至数步之间土地类型有所变化
,

从而对农
、

林
、

牧 (草 ) 用地的适宜性也相应不同
。

所以
,

在配置上不能一刀 切
。

第二
、

镶嵌配置才能置容易招致水土流失的农耕地于林
、

草的防护之中
,

而林
、

草本身的防

护性能又能互补
,

相得益彰
。

再加上农地采用水土保持措施 (农田基本建设与水土保持耕作法 )
,

在这个镶嵌结构的防护体系下
,

水土流失就可以从根本上得到控制
。

同时
,

在这个结构中的农
、

林
、

牧 (草)
,

均符合因地制宜原则
,
其生产力也均能提高

,

而且是农
、

林
、

牧相结合的
、

综合

发展的生产体系
。

这也就从根本上可扭转单一经营的局面
。

实际上镶嵌结构是寓生产于防护的结

构
。

实现镶嵌结构的具体方法
。

因为适宜于农地用的 I
、

I
、

I 级地一般都分布在河川
、

沟道底

部
,

故农用地应 自下 向上选定
。

这一条既是选定农地的原则
,

也是方法
。

如果河川
、

沟 道 底 部

I
、

I
、

! 级土地不能满足粮食自给的需要
,

就可选定梁命缓坡地F级上地作农用地
,

这也需要

自低一级梁赤上选定
。

如果低一级梁弗的万级地仍不能满足时
,

依次向上继续选定
,

直到满足为

止
。

剩下的万级和砚级地就多分布在高一级梁赤上
,

宜种草
、

种灌木
,

作牧用地
。

V 级地
、

班级

地也是宜林地
,

它们的分布一般是镶嵌于上述选定的农用地
、

牧用地之间
。

班级地 目 前对 农
、

林
、

牧都不适宜
,

暂不考虑利用
。

这样的配置作出后
,

就是一个农林牧用地 镶嵌的多种经营综合

发展的规划方案
。

4 、

农林收用地比值结构问压
。

上边我们讨论了配置结构
,

但还有一个农
、

林
、

牧用地的比
-

值结构问题
。

这个间题较为复杂
,

各地的自然与社经情况不同
,

要求三者的比值也会不同
。

正确

地解决这一间题
,

需要从生态经济原则出发
。

如前所述
,

这里生态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 水 土 流

失
,

环境日益恶化
;
经济方面最紧迫的问题是

“
三料

”
俱缺

,

摆脱不了贫困处境
。

也如前所述
,

生态与经济间题的交点在于这里缺乏植被
。

由此可见
,

解决生态与经济两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的

关键在于念
“
草木经

” 。

当然
, “民以食为夭

” ,

这里的粮食生产决不能放松
,

但应 有 一 个 限



度
。

这个限度就是以粮食自给 (丰
、

歉平均) 为限度
。

如无此限度
,

念
“
草木经

”
是不可能的

,

而且还得继续破坏
。

具体确定一个生产单位或一个流域的农
、

林
、

牧用地比值
,

不可能有一个通用的公式
,

只能

按具体情况来定
。

我们认为
,

应用运筹学方法
,

根据规划地 区的具体资料 (参数)
,

建立数学模

型
,

电算求最优解
,

加以确定
。

例如在杏子河
,

我们对该流域上
、

中
、

下游三个不 同的自然经济

单元
,

建立了线性规划数学模型 (另文)
,

得出最优解 (表 1 )
。

裹1 杏子河流域农林收用地比值结构救学摸型的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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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
,

可作为本流域在具体规划中农
、

林
、

牧用地比值调整的参考
。

最近我们所作的志

丹县杏河公社李咀子沟的规划
,

其中1 9 8 7年农
、

林
、

牧 用 地 比值 结 构 是
:
农为2 3

.

8%
,

林为

30
.

3 %
,

牧为 36
.

1 %
,

余为非生产用地
。

这个比值结构的概略比是农
:
林

:

牧 = 2 · 3 : 4
。

这是参
考了上述最优解

,

用通常的经验方法作出的结果
。

李咀子沟1 9 8 7年达到杏子河流域中游的1 9 9 2年

标准
,

是因为该小流域作为杳子河流域治理 中先走一步的试验点
,

在治理上需要加快的原故
。

另

外
,

关于李咀子沟农
、

林
、

牧用地比值结构
,

我们随后特别用线性规划方法
,

建立了一个从 I 级

地 (该流域缺少 I级地) 到班级地作农林牧用地配置
,

并包括人口与粮油平衡
、

牲畜 与 草料 平

衡
、

产量与肥料平衡
、

劳力与用工量平衡等
,

共计 14 个约束方程
,

12 个变量
,

_

以种植业总产值为

目标函数的数学模型 (另文)
。

经 电算
,

这个模型的最优解 (19 8 7年) 是
:
农地为2 0

.

6%
,

林地
为 2 9

.

2 %
,

牧地为4 0
.

4 %
。

这个最优解基本上与上述经验配置的结果一致
,

而且更加精确地获得

了农
:
林

:
牧 = 2 : 3 : 4 的结果

。

这个最优解的目标函数等于2 7万多元 (种植业总产值)
,

比李咀

子沟现状 9 万元提高 2 倍
,

比经验配置的提高 1 倍
。

这说明上述经验配置的结果
,

还有很大的改

进潜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