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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安

本文将陕北黄土高原分为 个农业生态经济系统
,

笔者从土地利用结构
、

生物群落
、

产

值结构
、

能量在食物链中流动和转化效率
、

粮田氮素循环
、

作物水分利用率
、

水土保持效益

等方面来分析各系统的生产力
,

通过典型事例来论证观点
,

并指出今后发展的方向
。

从现状

分析结果来看
,

以延安市庙沟为代表的梁状丘陵果林农牧系统
,

由于大力发展章果生产
,

经

济效益最高
,

年人均纯收入达 元
,

比周围村高 倍
,

目前百亩果园供养 人
,

比百亩草地供养人数高 倍
,

至  年可供养 人
。

以米脂县泉家沟为代表的命状丘陵果

粮副牧系统
,

由于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退耕还林种草
,

年土壤侵蚀模数 由 年 代 的

七 降低到 七
,

年人均纯收入 元
,

比周围村增加 倍
,

目前百亩果

园供养 人
,

比种粮食多供养 人
,

至 年可供养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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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黄土高原有 25 个县
,

45
5 个乡镇

, 总土地面积79 99o.8k m
2,

n 9 9 8
.
6 万亩

,

人 口密度

55 人/k m
“ 。

据榆林
、

延安两地区的区划资料
,
分为六个农业生态经济区

:
(一) 长城北部防风

固沙牧林农区
,

面积18 lo7.3 3k m
2 ;(二 )榆林南部赤状丘陵果牧农副区

,
面 积22 05 9.3 3K m

2;

(三) 黄河沿岸土石山枣粮经作区
夕 面积4 958

.
73 k m

“
;

( 四) 延安北部梁 状 丘 陵 果 林 农 牧

区 ,
面积15 7 41

.2k m
“;

(五 ) 子午岭梁山林特 区
,
面积15 650

.
67 k m

2; (六 ) 延 安 南 部 高

原沟壑烟果粮油区
, 面积3 473

.54k m
2。
我们从1988年开始在陕北建委资金的扶持下

,
在 各 区

内选择典型村推广农业生 态经济系统技术
,
并形成各具特色的生态系统

夕 现将其特点和生产力分

析如下
:

一
、

几种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特点

(一) 段家湾防风固沙牧林农系统 该村位于榆林市北部麻黄梁乡
,

68 户
,

2
44 人

。

总 土 地

面积18 326 亩
,
沙 漠占80 %

,
黄土丘陵占20 %

。

人 口密度20 人/k m
“ 。

年平均气 温7
.9℃ 夕

无 霜

期150天
,
年降雨量 36 3m m

,

土壤侵蚀模数由70年代的5 00 0 t/ (k m
“ ·

a
) 降到 3 s0 0 t/ (k m

“ ·
a

)

。

从1983年开始治理沙漠
,
逐步走上 以畜牧为主

,
牧林农系统开发的 道 路

, 1 9 9 0 年 人 均 纯 收 入

498.6元
, 比周围村增加 1 倍多

, 比19 87 年增加2
.9倍

。

段家湾防风固沙牧林农系统 的 特 点 是
:

( 1 ) 以养羊为主的畜牧业生产已成为主导产业
,
其比重 占总产值的43

。

8
%

;
( 2

) 以柠条为主

的林地面积占总土地的49
.7 % ; ( 3 ) 粮食自给有余

,
1 9 9 0 年人均占有粮520

.5k g
。

(二 ) 泉家沟饰状丘陵果粮副牧系统 该村位于米脂县桥河岔乡
, 1 81 户

,
6

87 人
, 总上地面

积6 310亩
,
人 口密度 163

.6/k m
“ 。

年平均气温8
.4℃ ,

无霜期165天
,
年降 雨 量45im m

。

土 壤

侵蚀模数由60年代的16 ooo t/ (k m
“ ·

a
) 降低到现在的3 oO0 t/ (k m

“ ·
a

)

。

泉家沟从 1950 年 开 始

列为陕西省黄土高原治理研究所科学实验区
, 1 9 8 6年列为国家重点项目 《黄土高原综 合 治 理 研

究》 实验区
。

1 9 9 0 年人均纯收入656
。

4 元
, 比周 围村增加 1倍

, 比1980年增加 2 倍多
。

泉家沟 果

粮副牧系统的特点是
: ( 1 ) 苹果收入

.与总产值26
.1% ; ( 2 ) 农副产品加工劳务输出收入 占总

产值33
.9 % ; ( 3 ) 粮食自给有余

, 1 9 9 0年人均占有粮476
.3k g

。

1 9 8 6 年 9月榆林地委
,
行署决

定在全区推广泉家沟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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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玉家畔土石山枣粮经作系统 该村位于佳 县 城关 镇
,

n 3 户 , 4
37 人

, 总 土 地 面 积

4 55 5亩
,
人 口密度145

.7人/k m
“。

年平均气温9
.9 七,

无霜期170 天
,
年降雨 量395 m m

,

土 壤

侵蚀模数由60年代的25 000乞/ (k m
Z ·

a
) 降为6 000七/ (k m

Z ·
a

)

。

1 9 9 0 年人均纯收入367
.8元

,

比

周围村增加41 %
,

比19 87年增加 2 倍多
。

玉家畔枣粮经作系统的特点是
: ( 1 ) 红枣面积 占总面积

8.8 % ,
产值

.夕总产值的28
.3 % ; ( 2 ) 粮食基本 自给; ( 3 ) 副业加工收入占总产值的17 %

。

( 四 ) 庙沟梁状丘陵果林农牧系统 该村位于延安市枣园乡
,

10 0 户
, 5

46 人
, 总 土 地 面 积

10 81 4亩
,
人口 密度75

.8/k m
Z。
年平均气温9

.4 ℃ ,
无霜期 18 2天

,
年降 雨 量 55 6

.9m m , 年 蒸

发量 1 658
.9m m

.
侵蚀模数 由六十年代的15 ooo t/ (k m

“ ·

a
) 降 为5 o oot/ (k m

艺 ·
a

)

。

1 9 8 4年 以

来
,

在陕北建委的扶持下
, 走出了一条退耕还林 (果)

,

良性循环的新路子
,

1 9 8 9 年 9月 10 日江泽

民总书记视察了庙沟村
。

1 9 0 0 年人均纯收入1 166
.7元

,

比周围村增加1
.9倍

, 比1983年 增 加4
.2

倍
。

庙沟果林农牧系统的特点是
: ( 1 ) 果园人均 4

.2亩 ,
苹 果 收 入 人 均915

.8元
,

占总 收 入

54 .9 % , ( 2 ) 森林覆盖率达52
.7 % ; ( 3 ) 粮食自给有余

,
1 9 9 0 年人均 占有粮595

.2k g
。

( 五) 冯家坪石质低山丘陵林特农牧系统 该村位于宜川县集义镇
,

1
62 户 ,

58 7 人 , 总土地

面积18 750 亩
, 人 「I密度47 人/k m

“ ,
年平均气温10

.5℃,
无霜期19 0天

,

年降雨 量 577 m m
,

侵

蚀模数由六十年代1 O00 t八k m
Z·

a)

,
降为520七八k m

Z ·

a)

。

冯家坪林特农牧系统的持点是
: ( 1 )

花椒
、

苹果
、

柿子
、

核桃等经济林1 748 亩
,
人均 3 亩

,

产值占总产值26
.9% ; ( 2 ) 以次生林为主的

森林覆盖率达55
.7 % ; ( 3 ) 粮食自给有余

, 1 9 9 0 年人均 占有粮467
.2k g , 人均纯收入375

.6元
,

比周围村增加25%
。

( 六) 胡村高原沟壑烟果粮油系统 该村位于洛川县后子头乡
, 1 71 户 ,

82
4 人

,

总土地面积
5 400亩 ,

人 口密度228
.9人/k m

“ ,
年平均气温9

.2 ,C ,
无霜期190天

。

年降雨 量 637
.3m m , 上

壤侵蚀模数由六十年代 7 000 t/ (k m
Z·

a
) 降为 4 900七/ (k m

“ ·

a

)

。

1 9 9 0 年人均纯收入941
.9元

,

比

周围村增加31 %
夕 比198 5年增加1

.5倍
。

胡村烟果粮油系统的特点是
: ( 1 ) 烤烟面积400 亩

,
产

值26
.65万元

,
占总收入24

.0% ,
人均32 3

.4元; ( 2 ) 苹果生产发展较快
,
人均 果 园 1

.1亩 ,
收

入占总收入19
.8% ; ( 3 ) 粮食自给有余

, 1 9 9 0 年人均 占有粮661
.4k g ; ( 4 ) 运输加工实 现 了

专业化机械化
。

二
、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生产力分析

(一 ) 土地利用结构与生产力 凡植物种群结构复杂
,
营养层次多

,
食物链长并联结成 网的

农业生态系统
,
其稳定性强

,
生产效益高

。

衡量农林牧用地结构是否合理的标准是
: ( 1 ) 充分

发挥资源优势
,
使其尽可能转化为较高的生产力

,
并能保持资源的永续利用

; ( 2 ) 具有比较稳

定的有互补作用的系统抗逆力 ,
( 3 ) 使生物与环境

、

生物与生物之间协调发展
,

互相促进
,
共

同提高
。

从表 1看 出
,

洛川县胡村烟果粮油系统
,
人多地少

,
自然条件较好

,
农林牧用地基本合

理
,
农林牧生产地平均亩产值达 231 元

,
居6种生态系统经济效益之首

。

泉家沟果粮副牧系统
,
植

物种群结构复杂
,
各种生产地平均亩产值达151

。

4 元
, 比1980年增加5倍

。

段家湾牧林农系统
,
由

于沙漠比重大
,

_

上地质量差
,
农林牧生产用地平均亩产值仅12

。

2 元
,
但是与1983年未进行造林种

草前 比
, 亩产值增加 3 倍多

。

( 二) 生物群落与土地生产力 生物群落是一个结构单位
,
也是一个功能单位

。

它的结构特

点和变化规律直接影响土地的生产力
。

从作物分布看
,

段家湾以糜子为主
,

搭配薯谷豆
, 泉家沟

、

玉家畔以谷子为主
,

搭配薯豆
;
庙沟以谷子

、

大豆为主
,
搭配玉米

、

糜子
、

荞麦
; 胡村以小麦

、

烤烟

为主
,

搭配玉米
、

油菜
。

从果林种群结构看
,
段家湾以柠条为主

,
搭配苹果

、

杳
、

柳
、

杨
;
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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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90年土地利用结构与生产力

川村胡洛榆 林
段家湾

米 月旨
泉 家 沟

佳 县
玉家畔

宜 川
玛家坪

安沟延庙

总 面积 (亩 )

人 均占有地 (亩)

18 23 6 1 6 3 10

7 4
。

7

1
9

。

2

一

作 物
面积

构成

面积

魂句J戈

上盯积

构成

面积

构成

面积

构成

(亩)

(% )

(亩 、

( % )

(亩)

(% )

(亩 少

( % )

(亩 )

(;百)

17 58

27
。

9

黑 …
‘

默 ,
‘

黑 …
5
翼

;;{:…::{:{:;{;…::{;
经 济 林

316

5
_
0

48()

10
_
5

2300

21
。

3

1
7 4 8

9

。

3

9 1 0

1
6

.

8

n
�

80

OU
.氏UnOI、r‘

乔 灌 林
8800

48
。

3

l 只8 0

2 1
。

9

6
8 2

1
5

。

0

3
4

0 0

3
1

。

4

8
7 0

8

4 6

。

4

1 0 0 0

1 8

。

5

牧 地
5400

2
。

9
6

1 2
7 5

2 0

。

2

4 5 t

1
0

。

0

1 5 6 7

1 4

。

5

1
4 4

0

7

。

7

6
4

6

1 2

。

0

1卜上产地
2906

15
。

9

1 5 8
1

2
5

_

O

1 8 3 9

4 0

。

3

1 5 4 7

1 4

。

3

3 7 5 0

2 0

。

0

6 0 0

1 1

。

1

总 生产 地亩产泣 (元)
‘2

·

2

}

‘5 ‘
·

‘

{

”‘
·

‘
98

。

2 2 1

。

0 2 3 1

。

0

表2 不同生物种群结构与土地生产力

段家湾
群 落

泉 家沟
群 落

玉家畔
群 落

玛 家坪
群 落

胡村群落
沟庙群 落

亩 产 (k g )

生产能量 (千卡/( m
”·

a)

百亩地供养人数 (人)

144
。

3

8
6 5

5 7

。

7

2 1 4

。

9

1 2
8 8

8
5

.

9

1 2
9

。

4

7 7 6

5 1

。

8

1 6 2

。

5

g 肠

65
‘

0

8 9

。

5

5 3 7

3
5

。

8

3 0 8

。

6

1 8 5 1

1 2 3

种业植

亩 产 (k g )

产值 (元 / 亩
·

年)

389

380

140

146

178
。

3

1 7
8

。

3

6 3

。

8

4 8

。

4

9 3

。

4

2 4 0

.

八0no,上11

经济林

百亩地供养人数 (人) 44
。

6

草地载畜量 (羊单位/百亩 )

4

35
。

2

3 6

。

5

1 5 0

8
5

。

5

1
2

。

1

9 2

。

9
1

6 8

。

5 1 3 1

。

8

,

,月任
62
。

9仓o

,土Otl

次级生产力 (元 / 亩
·

年 ) 15
.
2 19

。

2 1 4

。

2 7 7

。

4

百亩草地供养人数 (人) 3
。

8 2 2

。

6 2
1

。

4 4

。

8 3

。

6 1 9

。

4

注
: ( l ) 每人一年按以100 万千卡 (2740 千卡/天 ) 的食物量计算

( 2 ) 每人一年的年生活费按产值400 元 (纯收入260 元) 计算

(3 ) 包括套种经济作物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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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990年各系统的产值结构与生活水平

一
‘

…
‘

段 家

一
…

一…
玉

’

一
’

\

! 一 ” · · 家 土兀
.

…
一丽石飞觅

)
一…一妥

一

瓜一硫
一

亨晶
一
{一

赢
一

…
一

扁丽‘一赢万
一

几几丽
一

丽
一

露
一

)

一

需万
一

…
一

砚
一

干平
一

平
一

丽一磊该一
68
飞冀:
-

:…花里:贾:…
‘

:: :

!
‘8 72

: { :…
702:!:…5005:…: 842:…: 2201:!:

笠…蕊笼:……
814::;}

‘15 1

: : :…
381
:::
3。

:

。

:

}
2 0 4 6

: :

5。

: : :

黑…二::卖:…
201::: 2423::;

1
‘2 1

: : :

1
‘3 0 1

: : :

”5 1

: : :

‘5 0 1

: : :

人均纯收入 《
、

元)

人均
,
与有粮 (k g )

498
·

6 一 656·

凌 ’
3 6 7

·

5 2 0

.

5
{

4 7
6

.

3

1

3 0 5

.

l ]
6 6

。

7
3
丁5
.
6 9 4 1

。

9

1
5

9
5

。

2 4 6 7

.

2
6 6

1

。

4

沟以苹果
、

柠条为主
,

搭配梨
、

槐
、

柳
、

杨
; 玉家畔以枣树为主

,
搭配柠条

、

槐
、

杨; 庙沟以苹

果
、

刺槐为主
,
搭配桃

、

山碴
、

杨柳
; 冯家坪以花椒

、

杨树为主
,
搭配栋

、

胡枝 子; 胡 村 以 苹

果
、

杨树为主
,
搭配刺槐

。

在畜牧结构方面
,
段家湾以沙打旺

、

养羊为主
,

搭配首藉和驴
、

马
、

猪 , 泉家沟
、

玉家畔以首楷
、

养羊为主
,
搭配牛

、

驴
、

猪; 庙沟以篙茅
、

养羊为主
,
搭配首楷和

驴
、

猪
、

羊; 玛家坪以针茅和养牛为主
,
搭配茅和羊

、

猪
;
胡村以灌木草丛和养 牛 为 主 ,

搭 配

驴
、

马
、

猪
。

从表 2 看出
,
泉家沟百亩果园能供养95 人

, 比种粮食供养人数高出10
.6 % , 比畜 牧 业 高 出

3.2倍
。

胡村作物单产较高
, 百亩农地供养123 人

, 比种苹果始果期供养人数高 1 倍多
, 比养殖业

高 5
。

3 倍
。

(三 ) 产值结构与农 民生活水平 各个农业生态系统的自然条件不一样
,
其产值的 比例也有

差异
, 农民的生活水平

,
既受自然条件的限制

,
也与系统内结构合理与否有关

。

庙沟村人均纯收

入达1 166
.7元

, 比其它系统都高
, 主要是苹果面积大

,
其收入 占总收入的 54

.9 %
。

同时兼 顾 了

生态和社会效益
,
他们的经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

见表 3
。

( 四) 能 t 在食物链中的流动和转化效率 农业生态系统中能量的流动
, 主要看能量输入

,

贮存以及做功相互之间的关系
。

尽量减少能量的消耗
,

提高能的转化利用效率
。

人们通过种植作

物
,
苹果

、

牧草等绿色植物把太 阳能转化为生物能
,
贮存在粮

、

油
、

烟
、

果
、

草等初级产品中
。

一部分为人类直接利用
。

另一部分
,
如秸秆和牧草

, 只有通过饲养家禽转化为肉
、

蛋
、

奶等次级
.

生产品
,
才能被人类利用

。

再通过人力
、

畜力及工业能投入
,
保证物质良性循环

。

从表 4 看出
,

泉家沟亩投入辅助能24
。

3 万千卡
,
其中工业能占47 %

,
产出食 物能86

。

3 万千卡/亩
,
产 投 比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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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55

,
转化效益最高

。

表4 1990年能l 的输入与产出及转化效益

千卡/ 亩
.
年

项 口 段 家 湾 泉 家 沟 ! 玉 家 畔 冯 家 坪

月任n
�一QaU八八�01�UnOO口

15753714424590能28
Q口八O月任月吮no4COS曰‘41C1O工a月佳0�,l

,
1
0
曰

O自飞上月任
2
CO

no一了7CH八O
�入J1
.
工,
11了1占八0nD�zQ口nOO曰nC11乃rOUnDCU月任,工门了no洲口4

月任,工
0

1.上11
7
八“O�,工A

月

八ng曰nOI上勺�no

11CO
3

n乃
0
月任OU,10口八0CCla口0CU

‘
j.生Od
4
1口八nCOtl,1La月性,创

4
111了巧自Q自�匀O曰门了40

�q曰01门了Q�11口曰OG八CO�日任
,
土�a

11户雌�a

11nn�
n
COlaCOnn
7
tl

朋78304247448517484
n口�Clla
40
�‘�a
34S

CC
,
L
,
ICj

27

O月氏U一卜U

0
八OQ口q曰n
�0011
28

乃
Ot了�口2
1.1OU口曰八日一annCO

日味O曰q曰月长八0
4n3

10月任nOI工01
9
CO�0

71
�月1ngO曰六O

,上月自�石8

,

力力肥能计

机业

人畜有工介
辅输入助能

粮 油秸秆

水 果

畜 产 品

合 谁卜

8 2 4 3

1 9 4 3

2 6 9 52

7 7 35

44 8 7 3

1 45 8 65

37 5

11 07 5

1 5 8 .2 15

输出食能物

食物能/输入辅助能 3
.
52 3

。

5
5

2

。

6
7

3

。

2 6 3

。

0 4

…}

…{!{
{
1

…
1

…2
。

9 6

( 五 ) 粮 田的氮素循环与生产力 农业生态系统氮素的输入与输出比例
,

可 以衡量生态系统

养分平衡状态和予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

比值小于 1
,
氮素入不敷出

,
消耗地力

,
影响生态系统

的稳定
, 当比值超过 2 以上

, 比值越大
, 效率越低

。

从表 5 看出
,
庙沟村1990年由于风调雨顺

,

粮食大丰收
,

氮素稍有入不敷出
,
略有消耗地力现象

。

玉家畔由于遭早灾
,
氮素回收率较低

。

其

余四个生态系统氮素循环处于基本平衡状态
。

有利于生态系统的稳定
。

表5 1990年粮田氮素的转化及效率

半良食 亩产

(k g 飞

亩氮投入 (k g ) …每
1 k g 氮 }

项 日
有毛几肥 无机肥 合计 }产粗 (k g )

亩氮产 ‘I‘

!

氮素 回收率

…
投入/产 出

(k g ) { (% ) { (k g )

段 家 沟

泉 家 沟
·

玉 家 畔 {

庙 沟

冯 家 匀乙

胡 村

144

214

。

3 4

。

O
2

。

0 6

。

0 2 4

.

1

。

9 2

。

5
6

。

5
一 3 只

.
1

4
。

3 3

6

。

4 5

7 2

。

9 9

。

…
八口曰U八O�rC曰OU

,上

l约
。

4

1

2

。

5
5

。

5

’
2 3

。

5

2 1 6

.

7 2

。

9 3

。

2 6

,

3
5

。

5

3

。

8
7

6

。

5 0

}

2
{

1

.

3
9

一

2 J
l

·

0
1

4

…
‘

·

4 2

6 一 0.94

89.5 2
.
5 一 0

.
3 2 .8 { 犯

.
0 } 2

.
69

308
.
6 1 5

。

0
一 8

.
6 1 3

.
6 2 2

.
5 } 9

.
2 6 ] 6 8

.
1

1
。

0 4

1

。

4 7

( 六) 粮食作物的水分利用率 植物每合成 1 9干物质一般需要200 ~ 800 9水
,

谷子
、

高粱蒸

腾系数较小
,

小麦
、

大豆
、

洋芋蒸腾系数较高
。

但是蒸腾系数的大小不是不变
。

植物本身通过关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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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卷曲叶片来减少蒸腾
。

植物根吸水最高气压是 15 个大气压
,

这时的土壤含水量使植 物 发 生 萎

蔫
。

植物根的吸水压也是可变的
, 土壤含水量高时

,

吸水压变低
, 反之 , 吸水压则增高

。

所以 ,

在现实生产中
,
提高作物水分利用率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

从表 6 看出
,
胡村

、

泉家沟作物水分利

用率较高
, 每Zm m 能生产粮食0

.
43 一 。

.
4 9 k g

,

冯家坪水分利用率较低
,

辱m m 水仅 生 产 粮 食

O 。

1 6 k g
,
增产潜力很大

。

表6 13沁年粮食作物的水分利咫率

项 目 … …… 玉 家 畔 冯 家 坪 { 胡 利

n曰
s
n自”U
-八UJ
Jta

nn

:

O曰O勺口口
0

nn
1.1

粮食亩产 (k g )

年降雨量 (m m )

耗水系数 (m m /k g )

水分利用率 (k g /m m )

水的能效益(千卡/m m
.
亩)

水肥效益 (k g /m m
·

亩)

144
。

3
!

2 1 4

3
6 3

。

0 5 0 1

。

9

。

0

叮卜Qt J 口

4 3

3 0 8
。

6

3 9 5

。

0 5 7 0

。

0

。

5 2

。

4 0

。

6 3

.

3
8

6 9

5 7 7

6

。一aC舀nUCO

:

1 5 9 0

1 1
。

9 3

1 7 1 6

1 2

。

8 7

3 1 0

。

8 3

1
5

2
1

1 1

.

4 1

。

O

4 5

1
6

。

5

6 5 1 4

.

6 3

三
、 “

八五
”

期间发展的方略和 目标

(一) 段家湾防风固沙牧林农系统发展方略 保证人均 3 亩基本农田
,
人均占有粮SOOk g

,

大力发展畜牧生产
,
从提高草地的单产入手

, 同时增加柠条等灌木林的郁闭度
,

使百亩草地的载

畜量
,

由现在的35
。

2 羊单位增加到50 个羊单位
, 总数达到2 70 0羊单位

。

在畜禽结构方 面
, 以 发

展白绒山羊为主
,
结合发展养猪

,
使畜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 50 % 以上

。

同时适当发展苹果
、

红枣

等经济林
, 沟道沿岸发展用材林

,

争取 1995年达到木材自给有余
,

人均0
.
02 m

3 ,
力争1995年 人

均纯收入达到1 00 0元
。

(二) 泉家沟如状丘陵果粮副牧系统发展方略 稳定人均基本农田 2 亩
,
保证人 均 占有 粮

40 0~ 50 ok g
,
积极发展苹果生产

,
果园面积由目前的人均。

.
46 亩

,
增加到 0

.8亩
,
提高果园管 理

水平
,
争取苹果总产在12 万k g 的基础上翻一番

,
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 工

,
使 副 业 收入 比 重由

33.9% 增加到 40 %
。

在畜牧业方面
, 主要是改放牧为舍饲与轮牧相结合

, 充分利用有限的草源
,

改 良畜种
,
提高经济效益

。

争取1995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 20 0元
。

( 三) 玉家畔土石山枣粮经作 系统发展方略 稳定人均基本农田 2 亩
, 人均 占有粮400 k g,

集中力量扩大红枣面积和提高单产
,

争取红枣总产由现在的 7 万 k g增加到17
。
5 万k g

,

产值由现 在

的人均此。元增加到400 元
。

畜牧业生产以舍饲为主
,
结合轮流放牧

。

争取1995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800元
。

( 四 ) 庙沟梁状丘险果林农牧系统发展方略 争取基本农田人均2
.5亩

,

人均粮食50 0k g
。

人

均果园4
.2亩

,
集中精力提高果园单产

,
亩产由现在178

.3
魄

,
提高到870 k g

, 总产由41 万k g 提

高到20 0万k g
,
产值由41 万元增加到20 0万元

,
力争1995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3 000 元

。

( 五 ) 冯家坪石质低山丘陵林特农牧系统发展方略 要求人均基本农田达到 3 亩
,
人均占粮

50 Ok g
。

大力发展花椒
、

苹果
、

柿子
、

核桃等经济特产
。

要求森林总覆盖率在56 % 以上
,
花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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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1 50 0亩
。

人均经济林面积
,
由现在的 3 亩发展到 4 亩

。

花椒亩产力争达 到30 k g
, 总 产4

。

5

万k g
,

产值54 万元
,

人均90 0元
。

力争1995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 000 元
。

( 六) 胡村高原沟壑烟果粮油系统发展方略 保证人均基本农 田2
.
5亩 , 人均占有粮50 0 k g

,

积极发展烤烟和苹果生产
。

烤烟面积稳定在人均 0
.5亩左右

。

苹果面积由现在人均1
.1 亩 增 加 到

1.5亩 , 即由910 亩增加到 1 30 0亩
。

烤烟产值由人均323
.4元增加到400 元

,

苹
_
果产值由人均 267 元

增加到534 元
。

争取1995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 600 元
。

i 〕
;
砍三

。

西安
:

参 考 文 献

黄土赤梁沟壑区开发治理在于建立各类农业生态经济休 系
.

《黄土高原开发治理 研 究》
,

西省科学技术出版社
,

1 9 9 0 年

(上接第39 页)

科学保水与用水相结合的措施当然不限于上面的两条
。

从大的方面讲
,

土地合理利用的原则

和农牧结合的道路应当坚持
,

中
、

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和林草建设需要继续推行
,

作物和品种的改

良也必须加强
,

这些都与水的保持和利用密切相关
,

现在的问题在于
:
我们应当寻求达到这一 目

标
,

当前可在广大地 区应用的主要技术措施
。

( 有些已经存在
,

但要加以明确
、

完善和组装)

黄秉维先生最近发表文章强调
:
能充分利用降水保持土壤的高产农业是

“既能消除水力侵蚀

又能充分利用降水的高产旱作农业
, ”

他认为
,

这是解决两个区域 (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 ) 三大

问题 (黄河决溢的危险
,

农业生产低而不稳
,

水资源供应不足) 的关键
。

由于黄秉维先生这一见

解的启迪
,

作者才想到
、

也才敢于将近几年形成的上面一些想法冒昧提出
,

清水土保持界的领导

和专家批评指正
。

设置在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内
,

正在筹建中的国家
“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早地农业实验室

”

是研究防止水土流失和提高旱农生产两方面的基础问题的
,

中国科学院曾反复强调应明确这两个

间题之间的
“接 口 ” ,

并规定了两者必须紧密结合的研究方向
。

本文所提出的一些看法和意见也

许有助于对该实验室的重要性及其研究任务的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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