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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滑坡分布与环境关系的探讨

聂世平 王志旭

(地质矿产部成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中心 )

扭 共

长江流城现已研究过的滑坡有 1
,
203 处

,

主要分布在上游西部地区
,

数扭多
,

规 棋大 ,

其次是中部地区
,

规棋多为中小型
,

但涪陵一南津关的长江两岸斜坡部分地区有上千万立方

米的大型和特大型滑坡 , 东部区滑坡分布更少
,

规模以几万到几十万立方米居多
。

这是由于

新构造活动
、

岩土体稳定性
、

斜坡形态
、

降雨强度
、

河流侧向傻蚀和人为活动对斜坡变形的影

响所致
。

随着经济和工程活动增多
,

流城内的滑坡有急剧发展趋势
。

滑坡是一种重要的常见的山地环境地质灾害
,

它常危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安

全
。

为了认识和征服滑坡灾害
,

前人对滑坡做了许多研究
。

前几年
,
为了长江流域的综合利用规

划
,
地质矿产部组织流域内各有关地质单位编制了长江流域环境地质图系

,
其中有关图件的部分

内容都涉及到滑坡灾害的研究
。

我们仅依据对这方面所了解的资料及西南山地灾害资料
,
就长江

流域滑坡分布与环境的关系做一些分析研究
,

目的在于寻找长江流域滑坡的区域分布规律
。

一
、

滑坡分布区域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流
,

全长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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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
,

面积 180 万平方公里
。

由江源到江 口跨越了我国大陆地貌三级巨大阶 梯 区 (图 l)
,

即甘

肃武都一云南小江一线以西为西部高原高山区 (简称西部区 ) ,甘肃武都一云南小江一线以东至宜

昌一都匀一线以西为中部中低山丘陵区 (简称中部区 ) , 宜昌一都匀一线以东为东部丘凌平原区

(简称东部区 )
。

这三大阶梯区的自然环境差异极大
,

滑坡的分布受其地域控制非常明显
,

现已

研究的 l
,

20 3处滑坡
,

主要分布在以下的区域
:

1
、

西部区的金沙江
、

雅碧江
、

大渡河等中下游段
,

峨江
、

涪江和嘉陵江支流白龙江等上游

段
。

2
、

中部区的嘉陵江上游段
、

长江干流的涪陵一南津关段
、

汉水西段
。

3
、

东部区的玩水和资水的上游地区及赣江的中上游地区
。

二
、

滑坡分布规律

(一 ) 长江流域的滑坡主要在西部区
,

数量多
,

规模大 , 中部区的滑坡数量比西部区少
,

规

橄多为中小型
,

但涪陵一南津关的长江两岸斜坡的少数地段有上百上千立方米的滑坡 , 东部区的

淆坡分布数量比中一西部区更少
,
且规模较小

,

几万至几十万立方米居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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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滑坡越发育的地区
,

滑坡多相对密集呈带状分布 , 滑坡不太发育的地区
,

滑坡相对皇

零徽分布
。

根据现有资料
,

滑坡密集带分为
:

百部区
:

1
、

金沙江中下游滑坡密集带 (包括干流及龙川江
、

普渡河
、

小江
、

黑水河
、

西澳河
、

渗鱼

河
、

普隆河等支流的岸坡区 )
。

此带范围大
,

滑坡发育
,
大型至特大型规模的滑坡多

,

如禄劝普福

山崩
,
体积达 4

.

5亿立方米
。

2
、

3
、

30

金沙江上游白玉一德荣干流滑坡较密集带
。

雅奢江支流木里河上游无童河 (即理塘地区 ) 滑坡较密集带
。



4
、

雅碧江
、

雅江一麦地龙干流滑坡密集带
,

上千万立方米大型滑坡居多
,

如唐古栋滑 坡 达
:

6
,
5 0 0万立方米

。

5
、

雅碧江
、

金江一南坝干流滑坡密集带
,

大于 10 万立方米有 157 处
,

10 0万立方米以上 10 处
。

6
、

雅奢江支流鲜水河的炉霍一道孚滑坡密集带
,

长 1 35 公里有 22 2处滑坡
,

其线密度 1
.

6个 f

公里
,

规模小
,

5 万立方米以下占80
.

2 %
。

7
、

雅碧江支流安宁河下游滑坡较密集带
,
规模多为小型

。

8
、

大渡河丹巴一沪定滑坡密集带
,

其规模多为中小型
,

部分有达 1
,
000 万立方米以上

。

9
、

大渡河汉源一峨边滑坡密集带
,

现有 40 一 60 处
,

规模达数百万至上千万立方米
。

10
、

大渡河支流牛日河甘洛一普雄滑坡密集带
,

在 76 公里成昆铁路线路内
,

有滑坡 38 处
,

线密

度高达 0
.

5个 /公里
。

规模大于 10 万立方米的 18 %
,

最大的是 630 万立方米
。

1 1
、

眠江上游汉川一镇江关滑坡密集带
,

滑坡特别发育
,

汉川至茂坟仅 43 公里
,

出现的滑坡
`

有 20 多处
。

12
、

氓江支流黑水河中下游滑坡较密集带
。

13
、

峨江支流杂谷脑河中下游滑坡较密集带
。

14
、

氓江支流马边河上游滑坡较密集带
。

15
、

涪江上游平武滑坡密集带
。

16
、

嘉陵江支流白龙江中下游滑坡密集带
。

中部区
:

l
、

龙泉山背斜两冀滑坡较密集带
,

在 23 8公里的渠道两侧产生滑坡 360 余处
,

滑坡体积多在
1 万立方米以下

,

少数体积较大
。

2
、

长江涪陵一南津关干流滑坡较密集带
,

在 5 30 余公里内
,

统计的滑坡 12 7处
,

规模较大
,

有半数大于 100 万立方米
,

上千万立方米有 20 多处
。

3
、

嘉陵江上游支流西汉水西礼盆地滑坡较密集带
。

4
、

嘉陵江上游阳平关一凤县滑坡较密集带
,

宝成铁路线 15 5公里 内 就 有 滑 坡 63 处
,

规 模
小

,

多在 1 万立方米以下
。

5
、

嘉陵江支流东河滑坡较密集带
。

6
、

渠江上游南江一通江滑坡较密集段
。

7
、

汉江中游宁强一石泉滑坡较密集带
。

8
、

汉江上游紫阳一白河滑坡较密集带
,

安康至 白河有滑坡30 多处
,
多为中小型规模

。

9
、

汉江上游支流任河的城 口一高观寺滑坡较密集段
。

10
、

乌江下游彭水一黔江滑坡较密集段
。

1 1
、

川黔铁路线的重庆一秦江滑坡较密集段
,
重庆市滑坡达 40 多处

,

28 %在 10 万 立 方 米 以

上
。

12
、

川黔铁路线的遵义一贵阳滑坡较密集段
,

在 130 公里内
,

有滑坡 51 处
。

13
、

湘黔铁路线的小龙洞一刘家山滑坡较密集段
,

在 68 公里线路内有滑坡 25 处
,

规模小
,

效
百至上千立方米

。

东部区
:

滑坡密集带 (或段 ) 少
,

除少数铁路线段和中山区有密度稍大一点外
,

其余均零散分布
。

1
、

湘黔铁路新店一望江滑坡较密集带
,
在 83 公里线路内有滑坡 34 处

,
近半数在 10 万立方米



、

以上
。

2
、

枝柳铁路周安坝一施榕溪滑坡较密集段
,

在 22 公里线路内
,

有滑坡 10 多处
,

规模多在数

十万立方米以上
。

3
、

武功山滑坡较密集区
。

(三 ) 多数滑坡密集带分布与山地深切河谷斜坡带
、

软土软岩
、

活动断裂
、

地震
、

暴雨等区

带的展布相一致
,

小数滑坡较密集带分布与山地铁路
、

过水渠道等人类工程活动一致
。

(四 ) 在自然的滑坡中是以岩质滑坡为主
,

大约占 60 %
,

土质滑坡占4 0%
,

而人为的滑坡是

以土质滑坡为主
,

大约占70 %
。

.

(五 ) 滑坡体积绝大多数在 1 00 万立方米以下
,

约占总数的 74 % , 而大于 10 0万立方米的大型

滑坡主要分布在西部高山和中部区的北部中山峡谷区
,

约占 70 %
。

(六 ) 西部区的泥石流沟的后缘多数是滑坡分布区
,

为泥石流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来源
。

三
、

滑坡分布与环境的关系

(一 )滑坡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

滑坡是山体斜坡变形破坏的一种类型
。

山体斜坡无疑是产生

借坡的先决条件
,

平坦的地形上是不可能出现滑坡的
。

斜坡是地壳表层具有侧向临空面的地质体
,

是人类从事山区经济和工程活动所涉及的地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可 称为
“

斜坡环境
” 。

滑 坡的

产生与
“
斜坡环境

”
直接相关

,

研究滑坡分布实质上是研究
“

斜坡环境
” ,

研究斜坡体的稳定性及

斜坡失稚后的危害性
。

斜坡体稳定与否是直接受斜坡体的应力状态控制
,

如果斜坡体的下滑力大

于抗滑力
,

那么斜坡体必然产生下滑
。

斜坡体的应力状况是在地形 (即临空条件 )
、

岩 (土 ) 体性

质
、

构造活动以及与暴雨
、

地震
,

人为工程活动等因素的制约下而变化
。

滑坡的产生和发展
,
是

受请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

长江流域面积广
,

跨越了许多地质
、

地貌
、

气象
、

水文等不同单元
,

“斜坡环境” 极其复杂
,

差别悬殊
,

才出现了长江流域滑坡分布的地域性与分带性
。

用下面的一

些基本情况就可以说明
,

长江流域西部
、

中部和东部滑坡分布与这些环境条件的关系
。

1
、

新构造活动对斜坡变形的作用
。

长江流域西部和中部的高山
、

中山峡谷的滑坡密集带和

较密集带地区
,

新构造活动表现为地壳隆起 (或掀斜抬升 ) 的速度和幅度都较大
。

现今氓江上游
,

弃竣江支流白龙江和大渡河
、

雅鲁江
、

安宁河
、

金沙江
、

小江
、

则木河
、

鲜水河等
,

这些南北向
、

北

西向
、

北东走向滑型的断块活动强烈
,

断裂带延伸远
、
规模大

,

构造应力值高
。

据一些地展解释

的地应力反映
,

最大主应力多近东西向 (局布地段变为北东或北西向)
,

与南北向的河流直交
,

斜坡带的残余应力向临空方向回弹
,

使斜坡应力失衡
。

这是南北向主干河谷段滑坡
、

崩塌严重的

一个盆要原因 , 在上述活动断裂带上
,

地震活动时有发生
,

展中地展烈度可达 9 一 10 度以上 (图

2 图3)
,

成为地展带
。

在地震活动中
,

因地震力的作用
,

地震动幅值和频谱随地形变化
,

位于山脊顶

部或陡凸坡部位遭受山体共震或山体内体波多次反射
,

位移
、

速度
、

加速度的放大效应增强
,

触

发斜坡体失稳成展害
。

所以在地震时
,

高烈度 (大于 7 度 ) 区产生滑坡多
,

这种现象在许多地展

带反映出来
。

如 19 7 3年 2 月 6 日炉霍 7
.

9 级强震
,

地展力作用产生 1 37 处滑坡 , 滑体多小型
,

在

5 万立方米以上的约 8 0
。

2%
,

10 万立方米 以上有 7 处
,

最大80 万立方米
,

多数为土质滑坡
。

说明新

构造活动带对滑坡密集带的空间和时间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
。

2
、

岩《土 )体的稳定性对斜坡体的变形作用
。

滑坡体总是在抗滑力极低的软弱层或软弱面上滑

动
,

这是产生滑坡的物质基础
。

长江流域西部和中部的高山
、

中山和低山丘陵区
,

大面积地分布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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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岩
、

砂板岩
、 “

红层
”
砂泥岩及砂页岩等岩类 (图 4 )

。

岩层走向常常与斜坡走向一致或交角

较小 (是因为褶皱构造和顺层断裂控制岩体走向的缘故 )
。

上述岩类含泥质或云母质较高
,

层理

和节理发育
,

岩石强度低
,

易于风化和被水软化
。

坡体中的平缓软弱面对应力传播起着明显的阻

辐作用
,

成为应力相对集中带
。

层理 (或节理 ) 及软弱泥化夹层 (特别是倾向河谷时 ) 易成为滑

带
,

所以这是产生基岩滑坡的基本条件
,

如雅碧江
、

大渡河和长江涪胶一南津关等滑坡密集带挽

多属这种情况 , 泥质岩类
、
千枚岩类的风化层较厚

,

加之断裂作用
,

斜坡上的岩体破碎
,
常在料

坡坡脚或阶地后缘堆积较厚的残坡积碎石土
。

因母岩的关系
,

这类碎石含泥质或云母质成分高
,

含

水性好
,

力学性质差 (在滑带上取土试验
,

内聚力和摩擦角都较低
,

0 、
_

小值分别 在。
.

19和 8
.

以

下 ) ,
易沿土内部剪切面或基岩面滑动

,

如眠江
、

雅碧江上游这种情况较多 , 更新世 形 成 的服



缩土
,

包括在安宁河
、

雅碧江
、

金沙江和大渡河中下游等河谷局布高阶地分布的半成岩的粉砂质
`

泥岩
“

背格达
”

组和四川盆地西部丘陵河谷区高阶地上
“

成都粘土
”

及汉江沿岸阶地与岗地上的粘

土等
。

这些土的成因类型复杂
,

含亲水性矿物高
,

具有中一弱的胀缩性
,

易含水而透水性差
,

易干

裂及遇水软化泥化
,

以塑性变形为主
,

常见的C值为。
.

18 一。
.

8
,

小值 1 6
。

一 3。
” ,

当含 水量 增 加

5 %
,

则 C值衰减25 一 55 %
,

中值衰减20 一 42 %
,

属于易滑地层
。

这说明在这类土所分布的斜坡地

带份坡较多的原因
。

丁丁丁丁lllllll
{{{{厂厂厂

(孟孟孟……………
止止止止止

OOO 了了

田 :

戈江流场戈相对洲岛头叉
了

比咯图
沈 摘。 ` 中囚翎阮召公洲叻户断 . 自 ,

图 ` 长落流月长月乡降角多位耗咯图

3
、

斜坡形态对斜坡变形的影响
。

不同的料坡形态
,

影响斜坡变形的程度和变形方式就有所
一

不同
,

较平级的斜坡不易变形
,

而较陡的斜坡就容易变形
,

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不 同的斜坡形态
,

3 4



坡体的临空面附近的应力场的变化不 同
。

据 1 9 7 0年斜茨
、

斯特西等人用有限单元法计算
,

斜坡体的

临空面周围
,

因坡体积有弹性应变能释放而产生卸荷回弹
,

引起斜坡带的应力重新分布
。

愈靠近

临空面
,

最大主应力接近平行于临空面
,

最小主应力则与之直交
,

坡高增高
。

这种特性愈强
,

坡脚

和坡缘不一样
,

坡脚附近最大主应力显著增高
,

且表层愈高
,

而最小主应力明显降低乃至为零
,

甚至

转为拉应力
,

形成一最大剪应为增高带 (当谷底宽度小于 0
.

8倍坡高时
,

坡脚最大剪应力随着底宽度

缩小而急剧增大 )
。

这是坡体中最容易产生变形和破坏的部位
,

所以出现与坡面或坡底面平行的

压制拉裂面 , 坡缘附近
,

坡面的径向应力和坡顶面的切向应力可转为拉应力 (大致出现在离坡脚

2 / 3坡高处 )
,

形成一张力带 (随坡角变陡
,

张力带的范围有所扩大 )
。

故这些部位的坡 体 易被

拉裂
,
形成与坡面近于平行的拉裂面

。

可见坡形对斜坡变形起着极其重要的制约条件
。

根据这个道

理
,

长江流域西部和中部的滑坡密集带和较密集带地区的斜坡形态
,

有利于斜坡变形
。

因属于高

山和中山峡谷地形
,

地壳抬升高
,

使河谷下切深
,

斜坡高度大
,

几百米乃至上千米
。

坡度陡
,

达

30
。

以上
,

一般都在 4 00
、

5 a0 , 河谷的底宽很窄
,

多呈 “ V ” 字形
。

河床 纵 坡 降 大
,

为 5 一

10 编
,

反映了地形起伏大
,

一般变化率达 50 一 100 米 /公里
,

甚 至 2 00 一 300 米 /公 里 (图 5 )
。

另

外
,

由于受南北向和韭西向活动断裂带的控制
,

大型主干河流多沿南北向及北西向发育
,

易于受

东西向应力作用
。

由于这种有利变形的坡形状态
,

西部高山和中部中山的峡谷区出现滑坡等山地

自然地质灾害相当严重
。

4
、

降雨强度对斜坡变形的影响
。

暴雨是斜坡变形产生滑坡的重要触发条件
,

其原因是暴雨

时
,

使斜坡体中的含水层 (或带 ) 水量猛增
,

地下水位迅速抬高
,

增大了静水压力
、

孔隙 (或裂

隙 ) 水压力和浮托力
,

改变了暴雨前斜坡体的应力状态
,

造成降低斜坡体中软弱含水带的抗滑力
,

增大了下滑力
,

引起斜坡变形
,

出现滑坡
。

长江流域除西部河源和高原区外
,

其余均受东西季风

的影响
,

年降雨量多在 1
,
000 毫米以上 (图 6 ) , 个别地区

,

如雅安年降雨达 2
,
0 00 毫米以上

,

且

降雨时间分配变化大
,

大部分集中在夏季风盛行时期 ( 5 一 9 月 )
,

往往一个月的降水量可占全年

降水量的 1/ 4一 1 / 2
,

而一个月的降水量又往往分配到几次降水量的过程中
。

加上地形和气旋的影

响
,

在一些地区 日降雨强度大
,

常形成暴雨 中心
。

其降雨强度的变化
,

是四川盆地周 边中山一低山

区雨强大
,

高山
、

高原及丘陵区雨强较小
,

山脚小而山顶大
。

所以日最大雨强度
:
大渡河

、

雅碧江
、

金

沙江上游小于 50 毫米 , 这些流域的中下游和眠江
、

嘉陵江上游 10 。一 150 毫米
,

接近盆周边缘超过

20 0毫米 , 湖北西部
,

从 巴东 10 0毫米到鹤峰达 16 5毫米
,

从兴山 93
.

5毫米到 五 峰 达 369
,

7毫 米 ,

汉江宁强 146
.

4毫米
,

紫阳 16 4毫米
。

前面叙述的那些滑坡密集带和较密集带也多数分布在降雨强

度大的暴雨地带
,

所以滑坡分布较多
。

降雨和滑坡的关系
,

涉及到降雨强度大和降雨 持 续 时 闻

长
,
容易出现滑坡

。

产生滑坡的临界降雨强度值随着不 同的坡形
、

岩 (土 ) 体性质和 滑 动 面 性

质
,

`

这个临界降雨强度值是不 同的
。

据有关资料初步认为
,

在大范围内
,

过程雨大 于 300 毫 米
,

日雨强大于 200 毫米
,

时雨强大于 20 毫米以上
,

一些滑坡可以启动
。

所以在 1 9 8 1年至 1 9 8 3年 的 降

雨高峰年中
,

在川北红层区
,

峨江
、

嘉陵江
、

汉江
、

青江
、

涪陵一南津关长江干流等区域
,

发生

了成千上万个滑坡
,

说明幕雨对斜坡变形是一个不可忽示的趋动因素
。

5
、

河流的倾向侵蚀对斜坡变形的影响
。

河水的侧向冲刷
,

谷坡坡脚的坡体遭到破坏而被侵

蚀掉
,

斜坡坡体的应力状况发生变化
,

坡脚的阻滑力减弱
,

下滑力增大
,

使斜坡变 形
,

产 生 滑

坡
。

这个因素在上述的滑坡密集带或较密集带中
,

对滑坡的产生起了积极的作用
,

如峨江上游
、

雅袭江
、

大渡河
、

川江和三峡等地区所出现的滑坡
,

多数都有河水冲刷坡脚才出现滑坡
。

至于东部地区的滑坡
,

因东部地区的自然环境不同
,

表现为地壳差异升降
,

新活动断裂少
,



他展不十分活跃
,

地形平缓
,

以低山一丘陇一平原为主
,

滑坡出现少
,

但在雪峰山
、

武功山
、

武

夹山等中低山河谷斜坡地区
,

因变质和 `红层 , 等岩类的软弱夹层和风化层
,

若层理节理发育
,

峻空条件好
,
在暴雨的触发下

,

也出现了一些小型滑坡体
,

对岸坡和交通影响极大
。

(二 ) 滑坡分布与人为环境的关系
。

这主要是在斜坡变形的易滑地段
,

因采矿与修建铁路
、

公路` 水渠及房屋等人类工程和经济活动
,

开挖斜坡坡脚或挖空 坡体内部 (或被水体浸泡 )改变
,

斜坡原有应力分布
,

降低斜坡体的抗滑力
,

加大了下滑力
,

使坡体失稳而滑动
。

这些滑坡包括新的
,

清坡产生及老滑坡的复活
。

属于这类性质的滑坡主要在长江流域的 中部和东部
,

因为中部和东部

人类开发早
,

经济发达
,

工程活动多
,

人为的营力在斜坡上的作用强
,

如流域内 13 条铁路干线区段

发育 576 处滑坡
,

渡口市的 50 多处滑坡
,

重庆市的 20 多处滑坡
,

湖北黄陵背斜周边约 300 平方公里

范围内采矿出现 30 多处滑坡 (如远安县盐池河磷矿大崩滑 ) 等
,

基本上都属人为开挖型滑坡
。

都

江堪人民渠等水库边岸再造出现的滑坡例证也不少
。

这里说明了滑坡的产生
,

除了研究自然环境

外
,

还要注意研究人为环境
。

这些都说明了
,

长江流域的滑坡密集带或较密集带的分布
,

是受上述诸因素的综合影响结果
,
·

对于一个具休滑坡以哪些因素为主
,

哪些因素为次
,

得具体分析
。

四
、

长江流域滑坡分布对未来发展的宏观预测

前已述及滑坡的产生总是离不开较高陡的斜坡
、

斜坡体中的软弱带或软弱面
,

以及水的渗入

与地表水的冲刷侵蚀
,

地震的震动
,

人为的开挖等基本条件和触发因素
,

宏观预测长江流域滑坡分

布未来发展
,

其本质就是分析研究长江流域的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的变化
。

1
、

在没有人类的经济和工程活动影响的地区
,

自然环境中的地质环境变化
,

如构造活动
.

地形变化
、

岩 (土 ) 体变质等非常缓慢 (但软弱岩石的风化作用软快 )
,

较大的地屁周期也是在

百年以上
,

对滑坡分布比较快的变迁作用不大
。

所以前面认定的那些滑坡密集带和较密集带的分

布变化不会很大
。

2
、

近年来
,

全球性的大气层热温效应比较突出
,

使气候反常
,

在空间上和时间上 的 变 化 明

显
。

这种影响也涉及到长江流域
。

据有关专家认为
,

因人类活动愈发展
,

对大气层的影响就愈加弧

烈
,
产生暴雨的周期变短

,

雨强增大
,

促使原来滑坡密集带中的滑坡产 生
,

老的滑坡复活
,

滑坡较

密集带可能变成密集带
。

3
、

随着四化建设的加快
,

长江流域的西部
、

.

中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必然加速
,

人类的各种各

样的经济和工程活动
,

包括矿产开采
、

铁路和公路修建
、

大规模的水坝水库和水渠的修建
、

山地

城市 (或集镇 )的发展
、

森林的砍伐等处理不当
,

改变了山体斜坡形态
,

造成许多人为滑坡的产生

(这种教训不少 )
,

这个情况一定要估计到
。

特别是在四川盆地的周边红层地区
、

攀西地区
、

重

庆至三斗坪的长江干流地区等
,

这种情况就会更严重
。

因此
,

要加强保护和治理地质环境的措施
,

减少滑坡等山地灾害的发生
。

, 匆 文 暇

〔 1 〕 地质矿产部
: 《长江流域环货地质图系》

,
1 8 85年 12 月

。

〔幻 地质矿产部
“
六五 ” 重点科研攻关项目

: 《西南
、

西北崩滑灾害山区斜坡稳定性研究》 等有关资料
,

1 9 8 7年
。

C S 〕 成都地质学院 张悼元等人编著
: 《工程地质分析原理》

,

地质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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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6 页 ) 再扩大
,

应控制在 20 % 以下
。

8
、

农林牧的综合发展要纵观全周
,

离晚远胭
,

有利于资派的未续利用
。

由于该县林牧 业 基

础较差
,
在本世纪末以煎

,

造林和种草面积的增长速度应分别保持在 2 5%和 20 %
,

才不致影响粮

食生产
,

以后应 逐步减慢
。

这样
,

在本世纪末农林牧的土地利用结构分别 调 整 到 37 %
、

17 %
、

4 6% , 2 0 3 0年控制在 40 %
、

30 %
、

30 %左右
。

近期农地退耕速度稳定在 l 一 2 %
,

以免产生系统

结构失调和粮食总产下降的逆转趋势
。

4
、

产业结构润组应括序渐进
,

各业增长速度保持一定比例
。

从现在到本世纪末
,

农业总产值

平均增长率为 10
.

4 %
,

以后则逐渐减缓降到 5
.

2%
,

其中副业增长速度为 7一 9 %
,

且有逐 步提

高的趋势
。

农业内部
,

在
“ 七

·

五
”
计划末

,

种植业 比重可降到60 %
,

本世纪末降到40 %左右
,

20 3 0年降到 30 %以下 (图 2 ) , 副业和林牧业比重相应增高
。

农业投资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

适当增加林牧副业投资比重
,

而投资主要依靠农业本身扩大 生产
。

农业 收入中用于扩大生产的投

资比例保持在 5 一 7 %
,

这样
,

国家对农业投资在 2 00的三以前呈 3 1乡石的增长趋势
,

以后变为 2 %

的递减趋势
。

(下转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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