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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 3年 9月
,

我们在陕西省志丹县杏河公社李咀子沟小流域
,

用通常方法作了 1 9 8 3一 1 98 7年

的农
、

林
、

牧综合治理规划
,

得到一个经验配置农
、

林
、

牧用地的比例结构 (表 8 )
。

这个经验

配置的结构是否合理? 合理的程度又如何 ? 解答此间题
,

当然可 以付诸实践
,

然而实践需要较长

的时间
。

另一方面
,

近年来运筹学在我国经济建设上的应用有了很大发展
,

这就为获得上述的最

佳结构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有力工具
。

一旦最佳结构预先获得
,

上述间题就可迎刃而解
。

为此
,

我

们尝试应用运筹学的线性规划方法
,

对李咀子沟小流域农
、

林
、

牧用地配置结构进行优化
,

从而

获得了一定的结果
。

这个结果表明
:
最优解的总功能比经验配置的可提高一倍

,

比现状可提高两

倍
。

一
、

基本情况

(一 ) 自然方面

该小流域属黄土高原丘陵区
,

是杏子河南岸一支流
,

自南偏西向北偏东流入河道
。

流域面积
,

.

43 平方公里 (1 4 ,

14 5亩 )
。

海拔最高点 1
, 5 54 米

,

最低点1 ,

2 1 5米
。

河道地质基础为白坚纪砂岩

(基岩出露占流域面积的 1
.

2 % )
,

岩性松软
,

水流深切基岩中
。

沟谷坡处处可见浅层 滑坡和坍

塌现象
,

显示出水土流失的严重性
。

沟谷中除有较大塌地 ( 40 亩以上 ) 8块为农地外
,

绝大部分

农地在沟间梁赤上
,

居民点也随之上山 (李咀子村除外 )
。

谷间地左右两侧不对称
:
左侧支梁较

短
,

切沟多伸到分水岭附近
,

地形破碎 ; 右侧支梁较窄长
,

地形也较完整
。

简易志杏公路盘环于

右侧分水岭上
,

是一有利条件
。

本流域属温带森林草原带
,

而现在森林已荡然无存
,

只残存一些天然灌丛
,

如黄刺梅
、

扁核

木
、

酸刺
、

柠条等
。

沟坡天然牧荒地的植物有羽茅草
、

龚草
、

白草
、

胡枝子
、

草木橱状紫云英
、

阿尔泰紫莞
、

茵陈篙
、

菱篙等
,

撂荒地多长香茅草及篙类
。

流域内年平均气温8
.

2℃ ,

年平均日照时数 2 , 3 8 1
.

2小时
,

年总辐射量 1 2 5
.

0 7千卡 /平方厘米
,

年平均降雨量 4 94
.

3毫米
,

》 10 ℃积温 3 ,

53 6℃ ,

无霜期 14 。天
。

梁命顶部和垮崛处
,

偶有 零 星的

黑沪土出现
,

梁命正地广泛分布着黄绵土
,

一些沟坡的下部至基岩出露处分布有红胶泥土
。

(二 ) 社经方面

本流域包含李咀子
、

前庙峨舰
、

王新庄
、

杏树台
、

熊塌沟
、

城山
、

康家呼观等村 的 69 户
、

3 56 人 (人 口密度为 38 人 /平方公 里 )
,

有男女劳力 1 48 个
。

流域总 面 积 14
, 1 45 亩 (9

.

43 平 方公

里 )
,

垦殖指数为34
.

8 %
,

每人平均土地 39
.

7亩
,

耕地 1 3
.

9亩 , 其中三田 30 4亩
.

每人平 均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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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

现有林地 2, 6 09 亩 (乔木林 1 , 1 50 亩
,

灌木林 1 , 3 44 亩
,

经济林 n s 亩 )
,

占总 土 地 面 积的

1 8
.

5%
,

每人平均 7
.

3亩
。

现有草地 5 , 导2 0亩 ( 天然牧荒坡 3 , 9 94 亩
,

改良草地 1 ,

32 6亩 )
,

占总土

地面积的 3 7
.

6%
,

每人平均 14
.

9亩
。

非生产用地 1 , 2 77 亩
,

占9
.

0 %
。

大家畜 13 8 头 (骡 7 头
、

牛

6 8头
、

驴 6 3头 )
,

每户平均两头
。

羊 5 3 3只 (山羊 5 1 8只
、

绵羊 3 1 5只 )
,

每人平均约 2
.

3只
。

1 9 8 2

年粮食总产量 3 91
, 8 1。斤

,

每人平均 1
, 1 00 斤

。

收入 2 7
,

4 12 元
,

每人平均 77 元
,

而纯收入每人平均 32

元
。

当前自然与社经方面存在的主要 间题有
:

1
.

水土流失
。

本流域历史上造成的水土流失后果很严重
,

地形被切割得支离破碎
,

沟谷地占

总面积的 6 5
.

9 %
,

谷间地仅占34
.

1 %
。

中下游水流切入基岩 10 米以上
,

形成窄狭石槽
,

阻断两侧

的交通 (仅沟 口 有一简易桥 )
。

左侧一些切沟伸至分水岭附近
,

致使梁命地呈鳞甲状 , 右侧梁弗

呈窄条状
,

宽度在 1 16 米
,

相应的沟宽 21 3米
。

现状的水土流失还在加速进行
,

梁如农耕地中陡坡

( 2 5
。

以上 ) 耕地占2 2
.

4%
,

沟圾乱开荒地 占农地的 4
.

7 %
。

石槽日见加深
,

沟圾浅层 滑 坡
、

坎

岸坍塌随处可见
,

沟谷 日见扩张
。

据估算
,

年侵蚀模数 1
.

8万吨 /平方公 里
。

2
.

单一经营
。

流域内目前单一 经营的性质很明显
,

产值结构是
:

农作物种植业占72
.

10 %
,

林

业占1
.

13 %
,

牧业占 14
.

3 %
,

副业占 12
.

47 %
。

作物种植业的比值畸高
,

说明林牧业受 到挤压
。

目前粮食虽然每人平均 1
,

1 00 斤
,

但这是由陡坡耕种
,

乱开荒圾
,

广种薄收
,

走老路得来的结果
,

包藏着恶性循环的隐患
。

由于林牧业被挤压
,

缺柴烧 (烧掉 70 %的秸秆
,

尚 感 不 足 )
、

缺钱花

(每人平均纯现金收入仅 32 元 )
、

缺饲料
、

缺有机肥料的局面没有扭转
,

生活仍然相当穷困
。

二
、

李咀子沟小流域农林牧用地结构优化模型的建立

(一 ) 线性规划问题的一般描述
。

求一组勒的值
,

使目标函数

f ( x ) ==

刀
C j x j

j = l

( 1 )

取最大值 (或最小值 )
,

并满足

刀
a ! , X , 一 ” `

x j异 0 ,

( J = 1 , 2 , … , n )

式中
: a i一,

b : ,

C j都是给定的常数
。

(二 ) 摸型的建立

1
.

资料来源
。

本文所用的有关资料均是由实际调查中获得的
。

( 1 ) 李咀子沟在作综合治理规划中所获得的土地资源数据见表 1

衰 1 1一恤级土地类型面积

( 2 )

土 地
_

级

…
土地类型

…
面积 (亩 ,

j
土 ” 级 土地类型

!
面积 (亩 ,

台 地

塌地
、

老梯田

坡地
、

山湾地

山城地

沟抓地

基岩
、

红土崖

7
,

7 9 2

杠珊9é59自月,

8

2
,

9 9 9 1
,
3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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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不 同土地上 ( 1到飞级土地 ) 农
、

林
、

牧生产的单位面积产量及其所需 要 的 有 关资

源量见表 2 :

衰 2 各项生产的单位面权产 t 及其所摇要的资笼 , 单位
:

斤 /亩

改草顶良…
一|l

|
!注卜|

.

|

…
!农 林

I粮 } I粮 { 万粮 {万豆油
. }新修梯田 W灌 }班灌 姐灌 VII 乔

万人 }叮人
,

工草 } 工草 {

ù

noù0.二Jē11óóU

户勺9曰,上

粮 食

油豆
.

燃 料

饲 草

用材林

粪 肥

化 肥

4 0 0 2 3 6 1 2 0 0
’

2 0 0 0 0

1 2 0

nOUCnó甲
.
OU

5 6 0 3 3 0 1 6 8

0

2 8 0

1 0 0

2 0

1 2 5

2 0

2 0

0 0 0 0 6 0 0 3 6 0

0 {米
0

。
4

. /亩

0 0 0 2
,

0 0 0

0 } 0 0 !

,巨j!
0 0 0

2 0

1 , 5 0 0

I 5

1 5 2 0 0

1 5

……
…禹…

.

. 根据近年当地群众习惯
,

一般油料和豆类混种

( 3 ) 不同土地上农
、

林
、

牧单位面积产量的产值见表 3 :

裹 3 单位面积产值 单位
:
元 /亩

粮食产值 油料产值 乔木林产值 灌木林产值 人工草产值
,

改良草产值

I 级地

I 级地

丁级地

新修梯田

百级地

孤级地

5 1
。

8

2 7
。
7

1 2
。

0 1 1
。

5

2 3
。

4

6
。

6 9
。

9 9
。

8

农作物包括秸秆产值

2
.

约束方程的建立及说明
。

根据土地资源限制量
,

人 口 与 粮
、

油 平 衡
,

牲 畜 与 草
、

料平

衡
,

产量与粪肥
、

化肥平衡
,

乔木修枝
、

灌木产柴量和需柴量平衡
,

劳力与用 工 量 平 衡
,

可允

许的水土流失控制量等 8 类约束条件
,

共建 14 个约束方程
,

计 12 个基本变量
。

( 1 ) 变量说明
:

x
,

一粮食作物在 I 级地上的亩数 ,

x :
一粮食作物在 I 级地上的亩数

;

x :
一粮食作物在 F级地上的亩数 ,

x 4
一油豆在 万级地上的亩数

;

3 6



x 。

一到 1 9 8 7年新修梯田的亩数 ;

x 。

一灌木林在 F级地上的亩数
;

x
7

一灌木林在砚级地上的亩数 ;

x :

一灌木林在租级地上的亩数
;

x
。

一乔木林在孤级地上的亩数
;

x
, 。

一人工种草在 万级地上的亩数
,

x : ,

一人工种草在 硬级地上的亩数
;

x : :
一改 良草地在飞级地上的亩数

。

( 2 ) 约束条件的说明
:

土地约束
。

本流域缺少 I级土地和 V级土地
。

I
、

I 级土地全部种粮食
。

于是有方程

X ; = 2 2 ( 1 )

X
: 二 8 4 5 ( 2 )

万级土地上种粮
、

油豆
、

灌木
、

人 工种草
,

但面积不能超过 2 , 5 83 亩
,

即

x 3 + x ` + X 。 + X ; 。
成 2 5 8 3

.

( 3 )

砚级土地上种灌木
、

人工草
,

面积不能超过 1
,

105 亩
,

即

X 7 + x
, : ( 1 10 5 ( 4 )

飞级土地上种灌木
、

乔木
、

改 良草场
,

面积不能超过 7 , 7 92 亩
,

即

X : + x 。 + x : :

( 7 7 9 2 ( 5 )

要实现 1 9 8 7年每人平均
“
三田

” (水地
、

坝地
、

梯田 ) l
。

8亩的指标
,

本流域还要新 修 梯田

4 1 6亩
,

即

x 。 二 4 1 6 ( 6 )

粮食约束
。

为了满足口粮需要和提供一定量 的饲料
,

据调查
,

每人平均生产粮必须达到 1 , 2 00

斤
,

全流域 (人 口按 10 编自然增长率计算
,

到 19 8 7年有 37 4人 ) 共生产粮不小于 4 48
,

80 。斤
,

即

4 0 0 x 、 + 2 3 6 X : + 1 2 0 X 。 + 2 0 0 x
。

> 4 4 8 8 0 0 ( 7 )

油豆约束
。

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和当地群众的生活习惯
,

但又不致挤压粮食用地
,

每人平均

生产油豆不大于 100 斤
,

则全流域共生产油豆不大于 37
,

4 00 斤
,

即

1 2 0 x `
簇 3 7 4 0 0 ( 8 )

粪肥约束
。

各项生产用地的总施肥量不能超过 1 9 8 7年规划的各种家畜
、

家禽等的积肥量及其

它杂肥之和 4 , 4 1 6 ,

2 4 1斤
,

即

2 0 0 0 x , + 15 0 0 x : + 1 2 0 0 x 3 + 1 0 0 0 x
` + 2 0 0 0 x 5

( 4 4 16 2 4 1 ( 9 )

化肥约束
。

根据规划指标该小流域 19 8 7年国家供给化肥 76
, 0 40 斤

,

各项生产用地总施化肥量

不能超过此数
,

即

2 0 X ; + 1 5 X : + 1 5 X s + I Ox ` + Z OX
。
《 7 6 0 4 0 ( 1 0 )

燃料约束
。

根据调查
,

每人平均年需要燃料 (这里指薪炭林
、

乔木修枝等
,

当地群众叫硬柴 )

1 ,

00 0斤
,

则全流域 1 9 8 7年总需要量 3 74 , 。0 0斤
,

应由灌木
、

乔木修枝及油料秸秆解决
,

故有

7 0 x ` + 1 5 0 x
。 + 1 0 0x , + 1 2 5 x 。 + 2 0 x 。 = 3 7 4 0 0 0 ( 1 1)

用材林约束
。

因为用材林受立地条件的限制较严
,

据调查
,

本小流域除四 旁外
,

沟圾地 的

1/ 5宜建设用材林基地
,

即

x
。 = 1 5 5 8 ( 12 )

粗饲料约束
。

粮食秸秆
、

人工种草
、

改良草地
、

灌木林产粗饲料量不小于规划的 1 9 8 7年大家



x。

一到1 9 7 8年新修梯田的亩数 ;

x。

一灌木林在 F级地上的亩数
;

x
7

一灌木林在砚级地上的亩数 ;

x :

一灌木林在租级地上的亩数
;

x
。

一乔木林在孤级地上的亩数
;

x
, 。

一人工种草在 万级地上的亩数
,

x : ,

一人工种草在 硬级地上的亩数
;

x : :
一改 良草地在飞级地上的亩数

。

( 2 ) 约束条件的说明
:

土地约束
。

本流域缺少 I级土地和 V级土地
。

I
、

I 级土地全部种粮食
。

于是有方程

X ; = 2 2 ( 1 )

X
: 二 8 4 5 ( 2 )

万级土地上种粮
、

油豆
、

灌木
、

人 工种草
,

但面积不能超过 2 , 5 83 亩
,

即

x 3 + x ` + X 。 + X ; 。
成 2 5 8 3

.

( 3 )

砚级土地上种灌木
、

人工草
,

面积不能超过 1
,

105 亩
,

即

X 7 + x
, : ( 1 10 5 ( 4 )

飞级土地上种灌木
、

乔木
、

改 良草场
,

面积不能超过 7 , 7 92 亩
,

即

X : + x 。 + x : :

( 7 7 9 2 ( 5 )

要实现 1 9 8 7年每人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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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

” (水地
、

坝地
、

梯田 ) l
。

8亩的指标
,

本流域还要新 修 梯田

4 1 6亩
,

即

x 。 二 4 1 6 ( 6 )

粮食约束
。

为了满足口粮需要和提供一定量 的饲料
,

据调查
,

每人平均生产粮必须达到 1 , 2 00

斤
,

全流域 (人 口按 10 编自然增长率计算
,

到 19 8 7年有 37 4人 ) 共生产粮不小于 4 48
,

80 。斤
,

即

4 0 0 x 、 + 2 3 6 X : + 1 2 0 X 。 + 2 0 0 x
。

> 4 4 8 8 0 0 ( 7 )

油豆约束
。

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和当地群众的生活习惯
,

但又不致挤压粮食用地
,

每人平均

生产油豆不大于 100 斤
,

则全流域共生产油豆不大于 37
,

4 00 斤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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簇 3 7 4 0 0 ( 8 )

粪肥约束
。

各项生产用地的总施肥量不能超过 1 9 8 7年规划的各种家畜
、

家禽等的积肥量及其

它杂肥之和 4 , 4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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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2 0 0 0 x , + 15 0 0 x : + 1 2 0 0 x 3 + 1 0 0 0 x
` + 2 0 0 0 x 5

( 4 4 16 2 4 1 ( 9 )

化肥约束
。

根据规划指标该小流域 19 8 7年国家供给化肥 76
, 0 40 斤

,

各项生产用地总施化肥量

不能超过此数
,

即

2 0 X ; + 1 5 X : + 1 5 X s + I Ox ` + Z OX
。
《 7 6 0 4 0 ( 1 0 )

燃料约束
。

根据调查
,

每人平均年需要燃料 (这里指薪炭林
、

乔木修枝等
,

当地群众叫硬柴 )

1 ,

00 0斤
,

则全流域 1 9 8 7年总需要量 3 74 , 。0 0斤
,

应由灌木
、

乔木修枝及油料秸秆解决
,

故有

7 0 x ` + 1 5 0 x
。 + 1 0 0x , + 1 2 5 x 。 + 2 0 x 。 = 3 7 4 0 0 0 ( 1 1)

用材林约束
。

因为用材林受立地条件的限制较严
,

据调查
,

本小流域除四 旁外
,

沟圾地 的

1/ 5宜建设用材林基地
,

即

x
。 = 1 5 5 8 ( 12 )

粗饲料约束
。

粮食秸秆
、

人工种草
、

改良草地
、

灌木林产粗饲料量不小于规划的 1 9 8 7年大家



x 一 = 3 1 2

x
, = 0

X 一。 = 9 5 9

f ( x ) = 2 7 0
, 5 9 1 (元 )

优化的土地利用结构见表 5 。

X 右 声 X . = 0

X . ’

X l 盔

4 16

2 , 5 6 8

= 1 ,
1 0 5

X 。 :

X 2 2

1 , 5 5 8

= 3
,
6 6 6

衰 5 优化的土地利用结构 单位
:

亩

一里一
一
些一1一

— 兰一
~

一
一

{
-

合 计

卜更 里
-

)芭
{鱼更塑些}

-

—
…一翌i旦竺-

卜
~ ~

二卫二一卜
产 品 { 粮 食 ! 油 一

」1 匕

面面 积积 占总面积%%% 面 积积 占总面积%%%

444 , 1 2 666 2 9
。

222 5
,

7 3 000 4 0
。

444

乔乔 木木 灌 木木 人 工 草草 改 良 草草

其

l 级 地

l 级 地

W 级 地

新修梯田

yI 级 地

VII 级 地

2 2

8 4 5

1
, 3 1 2

4 1 6

3 1 2 9 5 9

中 1
,

1 0 5

1
,

5 5 8 2
,
5 6 8 3

,
6 6 6

由上表可见
,

这个优化的农
、

林
、

牧用地结构是农
:
林

:
牧 = 2 : 3 : 4。

该结构与现状 和 经验配
_

置的结构比较见表 8
。

为了检验上述结构的稳定情况
,

同时展望更长一些时间的发展趋势
,

我们又作了潜力模型的

优化
。

换言之
,

就是将上述模型中的现状参数
,

用可能发展的潜力参数 (表 6 ) 代替
,

从而构成

一个预测 1 9 9 2年的潜力模型
。

裹 6 潜力模型今教裹

, 粮

…
’ 粮

}
丁粮

, 油豆…。 油豆
}

新修
梯田

W灌 l ly 灌 姐灌 }孤乔
W人
工草

U人
工草

VII 改
良草

任务要求

粮食 ! 4 3 0
}

2 4 0 { 1 5 0

油料
.

0
`

0 ,

燃料
}

0
’

0 { o

饲草
1 5 8 5 3 2 5 { 1 9 5

类肥 4
,
0 0 0 {2

,
5 0 0 12

,
0 0 0

化肥 2 5 { 2 0 { 2 0

0 { 2 2 0

1 5 0 1 3 0

8 5

1 1 0

7 0 } 0

10 0 { 2 6 0

2 0 0 1 2 5 5 0

1
,

2 0 0 8 0 0 4 0 0

2
,

5 0 0 2
,

0 0 0 {4
,
0 0 0

1 5 1 5 } 2 0

5 1 0
,

9 0 0

4 7 ,
1 6 0

、

4 7 1
一

6 0 0

3
,
0 0 0

,

0 0 0

6
,
8 0 0

,

0 0 0

7 6
,

0 4 0
`

优化电算的结果见表 7
。

这个优化解的 目标函数 f ( x ) = 3 28 , 9 4 5元

3 9



衰7 潜力撰里电林结 .的土地利用给构
单位

:
亩

三二公诬…………丫萝…
二
平场奥

粮 食 { 油 豆 乔 木 林 灌 木 林 人 工 草
i

改 良 草

其
l级 地

I 级 地

W 级 地

新修梯田

可 级 地

皿 级 地

1
,

2 6 1

6 6 7 1
,

4 1 0

5 0 6

1
,

1 0 5

1
,
5 5 8 2

,
6 2 5 3

,
6 0 9

衰 8 李咀子沟小流城农
、

林
、

收用地砚 I 比较

{ 现状 ( 1 9 5 2年 ) l 经验配置 ( 1 0 5 7年 ) 匕一一
二

子或一华
一

~

月纂~ 黑
二

一
丁石一

-

} “ “
~

、 - -

一
’ `

} 一~ ~ ~
、 -

一” 现状忿教 ( 1 9 87 年 ) ( 潜力叁数 ( 19 92 年 )

{面积 (亩 ) }占总面积% }面积 (亩 ) }占总面积% {面积 (亩 ) !占总面积 % !面积 (亩 ) } 易脚器

总 面 积 ! 1 4
,

1 4 5 } 1 0 0 1 1 4
,

1 4 5 } 1 0 0 1 1 4
。

1 4 5 1 1 0 0 } 1 4
,
1 4 5 } 1 0 0

农 用 地 1
4

,
9 3 9 1 “ 4

·
9

{ ”
,

3 6 6 } “ 3
·

8 { “ ,
9 0 7 ! “ 0

·

6 … “ ,
4 5 6

{
1 7

·
4

一一厂百施万一一丽
一 }

一
-

一下一丽万
一
一一厂

一
瓦万一一- 丁一

一

玉牙丁
一一一

一

} 坝 地 1 4 7 ( } } } 】 }

, { 场 地 ! 5 5 2 { } 4 0 8 } } 4 0 8 } 1 4 0 8 }

} 塌湾地 } 2 3 6 { 1 1 1 9 } } 1 1 9 } 1 }

} 梯 田 { 2 5 7 } 6 5 0 } { 8 5 3 1 } 1
。

3 5 9 }

1 坡 地 { 3
,

3 8 0 } 2
,
1 6 7 { 1

,

5 0 5 ! 1 6 6 7 】
一

’
一

{ 谷坡地 } 95 一 { } { l } {

{ 沟 地 } 2 3 4 { ! { } { } {

! 撂荒地 } 1 : 6 } 4 … } } … {

竺
一

!
一

甩澳上立旦夕到一生斗
一

一

卫州竺竺{卫州卫到
,

兰竺{
一

竺
其 } 资岑砰 {

`
, ` 5。

{ {
` ,

9 3 6
{ l

` ,
5 7 “

{ {
` ,

5 5 8

1
…灌术林 … ` ,

3 4 4 」 4 “
,
0 5 7 … {

“ ,

5 6 6
} {

“ ,

6 2 5
{

巾
{兰济竺 !

` 5 5

… {
“ “ ; { } { }

二一弓军臀甲 , 一一共一兰一一井一
一

一

界粤老片一 i
二
毕生井竺二

一 J

{
一上竺升兰竺干二了竺书

~

丝
一

李业竺兰立些
一

其 l大然导地 .
3
,

9 9 4

I j } 1 1 1 1
山 }人工覃地

一
{

1
,
3 9 7 … !

“ ,
0 6 4

一
“ ,

5 1 5
}

牛畔垦擎共
~

望纠一斗竺料
一

一
一
牢些到导一牡

二
竺卜一

_ 早呼竺钾竺
_

….l 少
7 7 }

.

0 .0 {
l

,38
“

{ ”
也

二

匕
.

又 ,38
“

{
。 .8 !

1
,38

“
}

。 .8

4 0



纸坊沟农林牧生产结构探讨

卢志伟 包纪祥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西北农学院)

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业
,

这是彻底改变陕北面貌的战略性措施
。

有没有实现的
一

可能呢 ? 回答是

背定的
。

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从土地条件和气候条件来看
,

大力种草种树进一步发展畜牧业

是完全有条件的
,

只要采取适当的保护
、

管理措施
,

并对现有生产结构进行适当调整
,

这些都不

需要很多物资和费用
,

只要认真去做
,

小流域的系统功能就可以得到较大地提高
,

经济面貌就会

得到明显改善
。

本文就陕北杏子河流域纸坊沟治理问题来探讨农业生产结构和起步间题
,

力求在

保持生态经济稳定平衡的前提下
,

取得最佳经济效益
。

一
、

纸坊沟现状分析

1 9 4 2年左右
,

这里基本上属子梢林区
。

由于人 口的增长和各种历史原因
,

梢林被迅速砍伐
,

植被遭受严重破坏
,

水土流失愈益加剧
,

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

土地生产力急剧下降
。

黄绵土是本区的主要土壤
,

占总面积的 77
.

1%
,

质地疏松
,

易受冲蚀
。

这里年 降雨量 接近

55 0毫米
,

但分布不均匀
,

一般 7一 9月份降雨量约占全年雨量的 60 一70 %
,

且多暴 雨
,

加 上地

面起伏较大
,

从而构成水土流失的客观原因
。

纸坊沟小流域人 口增加较快
,

由 19 5 1年的 19 6人增加到 1 9 8 1年的 39 1人
,

增加了将近一倍
。

人

口密度为 48 人 /平方公 里
,

每人平均土地面积 ( 可利用 ) 27 亩
。

该流域可利用面积为 10
, 5 75 亩

,

占总面积 8 6
.

6 %
,

未利用的土地工 , 6 3 6
.

5亩
,

占13
.

4%
。

可利用面积中
,

按土地类型 分 为
:
坝地

3 0亩
,

梯田 2 9 7亩
,

塌地 1
,

0 5 9亩
,

湾地 4 8 9亩
,

坡地 3
,

0 1 6亩
,

坡孤地 8 8 6亩
,

沟狐地 4 ,
7 9 8亩

。

按

用途分
:

农地 4 , 5 2 2亩
,

占 4 5
.

6 % ;
林地 l , 3 4 2

.

5亩
,

占 2 2
.

7 % , 牧地 4 , 4 1 1
.

5亩
,

占 4 1
.

7 %
。

截

至 1 9 8 1年底
,

该小流域有大家畜 98 头
,

猪 1 15 头
,

羊 60 7只
,

每年可提供大约 46 5 ,

00 0 斤有机肥
,

平均每亩耕地 1 27 斤
。

当地的群众生活水平较低
。

据统计
, 1 9 8 1年当地群众 口粮仅 4 4 9

.

5斤
,

每人平均 生 产 粮 5 90

斤 ; 一个劳动日值0
.

72 元
,

每人平均分配现金仅有 15 元左右
,

基本上停留在 30 年 以 前 的 生活水

平
,

甚至还略有
’

下降
。

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情况有所好转
,

然而开荒扩种现象有增无减
。

从长远

看
,

群众生活的稳定提高
,

则缺乏坚实基础
。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

州卜
劝

今一卜
.

今
门
叫卜

.

碍目专“ 心
卜

.

心
月
弓卜

.

峥
月
弓卜州卜弓卜

.

奋
.

嘴洲嘴卜嘴卜弓卜
.弓卜

. 叫卜
.

峭洲叫卜州卜峥
峋

今
.

叫卜
.

峥
月叫卜

.

奋
,

叫卜
.

峥
心
嘴 . 弓卜

`

今
.

今
刁弓卜咯

.
昭冲啼~ 夺州卜

由表 6可 以看出
,

现状模型的优化解与经验配置的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
,

而且更加精确地获

得了农
:
林

:

牧 = 2 : 3 ` 4的结果
。

这个优化解的目标函数等于 27 0 , 5 91 元 (农
、

林
、

草产值 ) 比李咀

子沟现状的产值 ( 9 万元 ) 提高 2 倍
,

比经验配置的结果提高 l 倍
。

而潜力模型的优化解表明
:

农
、

林
、

牧用地的大略比仍然是农
,

林
:
牧 = 2 : 3 : 4 ,

但农用地需要在 1 9 8 7年的基础 上继续 压 缩一

些
,

牧用地需要增加一些
,

如此总功能在 1 9 9 2年还能提高 4 万余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