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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庄小流域系统环境容量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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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该文通过分析研究小流域系统的环境容量
,

给出了王 家庄小流域系统在稳定状态下所能

供养的最大人口数量
,

同时给出了与之相适应的适度人 口 数量
,

使小流域综合治理建立在一

个可靠的科学基础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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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小流域系统的环境资源

(一 ) 地理分布 王家庄小流域位于山西省 沁源县的东南部
, 属长治 市 所 辖

夕 地 处沁河上

游
,
位于东经 1 22

0

2 2 / 4 8 ,’
一 1 1 2

0

2 6 尹 2 8 ,’ ,

北纬3 6
0

2 4 产 2 8 1,

~ 3 6
“
2 7 / 0 8 l’ ,

海拔为 9 9 9
.

8 ~ 1 2 8一 o m
,

相对高差为 2 8 1
.

2 m , 流域东北高而西南低 , 呈不规则的菱形状
。

(二 ) 土地资源 王家庄小流域总面积为 16 3 53 亩 ,
其中农耕地为 4 14 8

.

4亩 , 林地 5 5 22
.

8

亩 (包括国有林 4 5 6 4
.

1亩 ) ,
沟坡荒草地为 6 2 4 5

.

3亩 ,
村庄

、

道路
、

河道等为 4 3 6
。

4 亩
。

该流

域母岩为红砂页岩
,
其土壤垂直分布为山地淋溶褐土

、

砂页岩质 山地褐土
、

红黄土质山地褐土
、

黄土质褐土性土
、

耕种冲积浅色草甸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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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气候资滚 流域内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60 3 m m, 7
、

8
、

9 三个月降水量 占全 年 降水

量的 65 % ; 最大降水量为 86 9m m ,
最小为 3 8 2

.

9m m ,
降水年际变化大

。

历年平均水面蒸发量为

1 5 0一
。

Zm m
。

年平均 日照时数为 2 5 19
.

7 h
,

日照率为 5 7% ; 太阳总辐射量为 4
。

9 0 X 1 0
“
~ 5 9

。

g x

1 0 “
J / ( e m

Z ·
a )

,
其中生理辐射量为 2 9

.

5 X 2 0 “
J / ( e m

Z ·
a ) , 占年总量的 5 0%

。

无霜期为 1 6 0天
。

年平均气温为 8
.

1℃ ,

极端最低气温为 一 3 0
.

2 ℃ ,
最高为 37

.

5℃ ; ) o ℃的积 温 为 3 6 8 8 ℃ ,
)

1 0℃的活动积温为 3 0 78
。

O℃ ,
多年平均风速为 2

.

0 m / s
。

( 四 ) 生物资源

1
。

森林资源
:

该流域除国有林外
,
有油松林 5 19

。

3亩 ,
分布于低山阴坡上

;
杨树林 2 61 亩 ,

刺槐 2 3亩
, 分布于河道两岸

。

居民区附近有早柳
、

国槐
、

桑树
、

椿树等零星植种
。

2
.

作物资源
:

流域中的作物有小麦
、

高粱
、

玉米
、

谷子
、

大豆
、

油料等
。

3
。

牧场和饲料资源
:

该流域天然荒草坡有 6 2 4 5
.

3亩 ,
草种主要是篙类

,
禾本科的黄背草

、

狗尾草
、

蓟草
、

白羊草等
, 豆科的草木梅

、

山豌豆
、

紫花首落
、

山黑豆 ; 另外有达乌里黄芭
、

鬼

针草
、

益母草
、

车前草等
。

4
.

野生及家养动物资源
:

野生动物有山猪和野兔
,

对树木
、

牧草和作物危害极大 , 家养动

物有
: 牛

、

驴
、

马
、

羊
、

鸡等
。

(五 ) 水资源 该流域有一条季节性的河流
,
流量微弱

,
分布于流域 口 , 利用前景不大

。

(六 ) 矿产资源
、

景观资源 矿产
、

景观等其它资源均无
。

二
、

小流域系统的社经概况

流域内总人 口为 1 1 10 人
, 16 2户

, 54 7个劳力
,

人 口密度为 1 02 人 / k m
“ 。

流域内 大牲 畜 1 82

头 ,
猪 93 头 ,

羊 18 6只
,

鸡
、

鹅
、

鸭
、

兔等 1 9 87 只
。

流域内农业生产结构单一
, 以种植业为主

,

人均粮食 2 5 4 k g
,

人均收入 47 0元
。

三
、

小流域系统环境分析

该小流域系统气候条件可以满足农作物生长需要
, 一作有余

,
两作不足

。

林牧业生产条件比

较优越
, 主要的乔木林有油松

、

杨树
、

刺槐
,
林龄为 中

、

幼林 , 牧坡草地主要是灌木草丛类
, 生

产力中等
,
亩产青草 23 o k g ,

载畜量为 15 只羊 /百亩
。

土地资源比较丰富
, 土地利用现状见表 1

。

从表 1看出
, 农耕地的土地质量较好

,
其中川地

、

梯 田占 59
.

4% , 流域内的耕地均为早地
。

生活用水不受限制
,
但生产用水受到一定的限制

。

流域中
,

农业用地面积占总上地面积的 2 5
.

3%
、

林业用地占3 3
.

8 %
、

牧业用地占3 8
.

2 % ,
.

土地利用率为 59 %
,

荒坡占地比例较大
,

利用潜力较大
。

从该流域的产业结构来看
:
农业占6 6 %

、

林业占0
.

84 %
、

牧业占8
.

4 %
、

副业占5
.

6%
、

其它

占 2 9
.

2 6%
。

农业占地比重大
,
林牧业比重较小

,
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

,
商品率不高

。

从该县对当地经济和生产发展要求考虑
:

该流域今后的发展方向应以粮食生产为基础
,
在稳

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
,
大力发展牧业

,
充分利用草场资源

,
林业以发展经济林为主

。

充分利用离

县城近
、

交通方便的优势
,
搞好劳务输出及建筑

、

运输和各种加工业
,
实现农林牧副工综合发展

的 目标
。

1 。

除交售一定的公粮外
,
粮食自给有余

;

2
。

油料
、

蔬菜 自给
,
并能提供一定数量的商品

;

3
。

果 品自给
,
并提供一定数量的商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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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肉类 自给
,
并争取成为该县的肉食品基地

。

表 l 王家庄小流域土地利用现状表

面 积 (亩 )

农 业用地

川地

梯 田

坡耕地

4 1 48
。
4

1 4 0 4
。

3

1 0 57
。

7

1 6 86
。

4

2 5
。

3

33
.

9

2 5
.

5

40
.

6

no4nD

…
Qd门若n乙nùdl一O,林业用地

村有林

国有林

5 52 2
。

q

9 58
.

7

4 5 64
。

1

牧业用地

非生产用地

灌草坡 6 2 4 5
。

3

Od召ù6
11

49曰飞

村庄

道路

河道

38
。

2

2
。
7

59
。

6

14
。

8

25
。

6

总面积 (亩 ) 1 6 3 53 土地利用率 ( % ) 59 %

四
、

小流域系统农业结构的调整

(一 ) 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 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是在土地利用规划基础上进行的
。

按建立

的多 目标优化治理模式对小流域土地利用结构进行调整
,
到实施完成后

,
小流域土 地 利 用 结构

为
:

农业用地面积 3 6 8 2
.

2亩
,

占2 3
.

1% ;
林业用地 7 9 30

.

0亩
,

占4 9
.

8 % ; 牧业用地 4 30 4
.

2亩
,

占

2 7
。

1%
。

从土地质量看
,
治理后农业用地中坡耕地全部修成梯田

,
林业

、

牧业用地也都相应地配置了

各种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 土地质量得到提高

,
土地生产潜力得到了较大的发挥

。

(二 ) 产业结构调整 建立一个合理的农村产业结构
,
是该流域全面发展的基础

,
使各个部

门协调发展
,
充分发挥流域系统的整体功能和效益

。

从副业生产情况看
,
该地区的副业主要包括采集药材

、

沐副产品
、

粮食加工和手工业
,
从发

展前景看
,
采集药材和林副产品已有一定规模

,
但受资源的限制

, 发展前途不大
,
加工业发展不

够 ,
有一定的发展潜力

。

其它产业包括建筑业
、

运输业
、

生产性劳务支出
、

商业
、

饮食业
、

服务

业等
,
从该流域所处区域的 自然经济状况看

夕
有一定的发展潜力

, 应逐步扩大
,
并形成一定的稳

定规模
。

通过治理和调整
, 预计产业结构将达到

:

农业 占30 %
、

林业占 15 %
、

牧业占40 %
、

副业

及其它 占15 %
。

五
、

小流域系统土地资源的生产能力和产出状况预估

(一 ) 土地资源的生产能力 该小流域土地资源的生产能力是根据该地区的实际情况
, 以现

实的土地生产潜力为标准
,
按照实际可能的经济技术水平及与之相适应的农业栽培

、

经营
、

管理

措施所决定的作物产量来估算的
。

以这一标准和优化模型结果进行了2 0 0。年系统土地资源的生产

能力预测
,
见表 2

、

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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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储

土地资派的生产能力预泥裹

积 量 年生 长
一

鼠
种植 J也类

( m
Z )( m 3 )

128
`

2 9

树槐杨刺

油 松

造 林 地

15 5
。

7 9

8 11
。
4 50

。
5

表 3土地资派的生产能力顶浦衰

总 产 量 {亩 产 量

(万 k g )( } k g )种植地 类

贾且百l一百且百l

6 7
。

7 9

2 2
.

0 5

500

4 50

4 0 5

4 0 0

8 0
。

52
理 0 0 0

4 0 0 0

1
。

9 3 5

2 0 0

10 0

I

I

1性丽皿

00 5绷4 000 35ǔ 0008 0000 5
水 果 2 1

。

9 3 5

FV一 IF硬一顶

人工 牧草 6 6
。

2 9

半人工牧草 2 3
。

8 0 5

( 二 )小流域系统的产出状况预估 根据土地利用规划的结果和
.

一

L地资源生产能力的预测
,

对各种产量预估
:

1
.

种植业
。

种植业估算为
:
粮食 1 2 15 万 k g , 油料 1

.

9 35 万 k g , 蔬莱 8 0
。

5 2万 k g
,

水果

12
.

9 3 5 k g ,
木材为 1 0 9 6

。

1 6m
“ ,
牧草 9 0

。

7 3万 k g
。

2
.

养殖业
。

根据规划
,
小流域系统内的畜群结构为

: 牛 6 05 头
,
羊 2 3 80 只

,
猪 3 27 头

。

依据出栏率
、

屠宰率
夕
平均斤数

,
小流域系统年产肉类将达到

:

肉类总产量为 9
.

75 万 k g , 其
`
}
’

牛肉 4 8 0 0 0 k g ,
羊肉2 8 9 1 7 k g

,
猪肉 2 0 6 0 1 k g

。

3
.

其它产业
。

根据小流域系统的发展规划
,
其它产业的收入预计将达到 25 万元

,
其中副

业 7万元
,

其它 18 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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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

小流域系统人均消费水平的确定和估算

根据小流域实际情况
,
流域系统的消费可分为

:

一是流域系统的 自给消费 ; 二是流域系统的

现金消费
。

(一 ) 小流域系统自给消费水平的确定和估算 小流域系统的自给消费包括
:
粮食

、

蔬菜
、

油料
、

肉类
、

木材
、

水果等
,
根据实际座谈

, 以符合当地人民要求和承受能力为依据
,
确定 以下

-

人均年 自给消费标准
:

口粮 3 0 0 k g
、

蔬菜 2 0 0 k g
、

油料 2 0 k g
、

肉类 2 0 k g
、

木材 0
.

2 m
“ 、

水果 15 k g 。

(二 ) 小流域系统的现金消费水平的确定和估算 小流域系统的现金 消 费 包括
:

食 品
、

服

装
、

住房
、

燃料
、

用品及其它
,
文化生活和教育及生产资料等

。

通过规划后小流域的现金消费结构为
:

食品 占4 1
.

7 %
、

衣着 13
.

9%
、

住房 8
.

3%
、

燃料 8
.

3%
、

生活及其它 1 3
.

9%
、

文化生活及教 育

1 3
。

9%
。

生活资料消费
:

根据各种投入产出关系
,
估算为 15 0元 /人

·

年
。

因此 ,
该小流域系统的现金消费水平为 5 10 元 /人

·

年
。

七
、

小流域系统环境容量的分析与评价

(一 ) 人口预洲 王家庄小流域现有人 口 1 1 10 人 ,
其中男 5 77 人

,

女 5 38 人
,
按计划 生 育模

型 I 计算
, 2 0 0 0年小流域发展人 口数为 1 2 0 8人 (见表 4 )

。

王家庄小流域各年度人口顶洲表

年度 (年 ) { 19 89 } 19 9 0 1 99 1 { 19 9 2

1。。 3

1
19 04

1
1。。 5

…
19 0 6

19 97 19 9 8 } 1 99 9 } 20 0 0

预测人 口 1 1 116 1 1 1 2 7 1 1 3 6
1 1 4 6

…
, ` 5 6

{
“ 63

1
, , 7。

…
“ 73

1 1 80 11 90

和一l一…

(二 ) 供求关系和环境容 , 通过供求关系和环境容量计算
,

小流域内最大允许人 口 数量为

2 5 6 4人
,

适度发展人 口数量为 1 2 08 人
, 人 口控制 目标为 1 2 08 人

。

小流域总产 出为 2 34 95 0元
,

人均消费水平为 9 15 元 /人
·

年
。

表 5 供求关系和环境容 t 表

项 目 供给量 需求量 盈亏量 可负担人 口数量

nl几,八 孟0八O八D

…

…一

……粮食 (万 k g )

蔬菜 (万 k g )

油料 (万 k g )

肉类 (万 k g )

木材 (m
“ )

水果 (万 k g )

现金 (万元 )

货币折算 (元 )

1 2 1
。
5

8 0
。
5 2

1
。

9 3 5

9
。

7 5

1 0 96
。

16

1 2
。

93 5

2 5
。
0 0

3 4 9 4 5 0

57
。

3 4

4 1
。

6 5

2
。

2 4 1

4 15

4 15

1

61

1 92 8 8 20

+ 6 4
.

1 1

+ 3 8
。

8 5

一 0
。

4 8

+ 7
。

33 5

+ 85 4 5 6

+ 1 1
。

1 2 5

一 3 6
。
6 1

+ 4 20 6 30

1 2 08 + 2 13 7

1 2 08 + 1 94 2

1 2 08 一 2 40

1 2 08 + 3 66 7

1 20 8 + 4 27 2

1 208 + 7 4 16

1 20 8 一 7 18

1 2 0 8 + 1 3 5 6

(下转第1 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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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理 , 没有充分开发利用起来

,
还有待于进一步建设

,
提高草场的生产力

。

实行饲草 加工 调 制 技

术
,

有效地进行草畜转化
,
可 以充分挖掘饲草资源的生产潜力

,
扩大载畜量

。

(二 ) 畜牧业经济效益分析 畜牧业经济在农业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

试区在水土保持草

业建设 的保障下
, 经几年的品种改 良

、

畜禽结构的合理调整及科学饲养管理技术的引导
,
使畜牧

业在 1 9 8 9年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
,
产值由 1 9 8 5年的 1

.

42 万元 (占农业产值的 10 % )
,

提高为 24
.

13 万元 (占农业产值的32
.

8% ) , 人均纯收入为 2 6 4
.

3 7元
。

提供 畜 粪 4 69
.

7万 k g , 由

于畜粪增多
, 粮食产量增加

,

林草生产力提高
, 使全流域农林牧得到全面发展

。

因此
, 抓好畜群

结构调整和品种改 良
, 种草养畜

, 兴牧促农
, 农牧结合是皇甫川流域水土保持与发展畜牧业中心

环节
。

六
、

结 论

(一 ) 皇甫力1流域发展畜牧业生产是水土保持林草建设 的归宿
。

保护资源就等于保护牛羊
。

只有有计划地建设和使用土地资源
, 将牲畜数量 严格控制在饲草资源增长水平以下

,

才能从根本

上消除土壤侵蚀和抗风蚀 的能力
。

(二 ) 皇甫力}流域发展畜牧业生产必须在水土保持 的前提下
, 以草定畜

, 改 良品种
, 形成合

理的畜禽结构
,

应用科学饲养管理方法提高饲料利用率及牲畜商品率
,

推广饲草加工调制技术
,

扩大饲草资源
,
加强疫病防治工作

,
使畜牧业持续稳定地发展

。

(三 ) 随着时代 的发展
, 社会需要畜牧业生产 向着商品化方向发展

,
在饲料资源允许的范围

内
,
大力提倡发展短期畜牧业

,
力争 以最小的投入

,
换取最大的产值

。

(四 ) 皇甫川流域应在提高粮食单产的前提下
,
大力发展林草业

,
有效地控制土壤侵蚀

。

通

过种草养畜
,
使水土保持与畜牧业协调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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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分析与评价

1
。

从表 5 可 以看出
, 2 0 0 0年仅粮食一项能负担 3 3 45 人

, 为小流域人 口 的 2 倍以 上
, 除 满

足需要 ( 口粮和饲料粮外 ) 可提供商品粮 6 4
.

1 1万 k g
,

平均每人能提供商品粮 5 3 o k g
。

2
。

蔬菜
、

油料
、

水果
、

木材等农林产 品除满足小流域需要外
, 还能大量出售

,
实现了该小

流域全面发展的 目的
。

3
。

油料略有短缺
, 应扩大油料种植面积

。

4
。

小流域 以农业为主
。

因此 , 从工副业现金收入上还不能满足小流域要求
, 通过农产品的

出售 , 可以弥补其不足
。

5
.

以价值为标准
, 经过折算

,
该小流域的环境人 口容量为 2 56 4人 , 治理后环境容 量 远远

大于小流域实际人口 数量
,
小流域系统处于 良性循环状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