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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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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建设问题是当前黄土 高原综合治理一个十分重要和突出的问题
。

笔

者综合多年科学研究和实验资料
,

分析了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的紧迫性
,

指出了黄土高原

水土流失的严重破坏性 ; 论述了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的区域特征
,
并列举了黄土 高原地 区

安塞
、

长武
、

固原三个试验区生态环境建设的实例
。

最后提 出了关于黄土高原强化生态建设

亚需研究的若干关键科学技术问题
。

关健词
:

黄土 高原 J
、

流域 水土流失 生态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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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的紧迫性

1 9 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的 《人类环境宣言 》 ,
提醒人们

: “
现在 已达到历史上这

样一个时刻
:
我们决定在世界各地的行动时

,
必须更加审慎地考虑它们对环境产生的后果

。 ”
从

联合国 《人类环境宣言 》 发布至今已将近 20 年了
。

回顾近 20 年来走过的路程
,

我们看到
,
在发展

中国家
,
由于人口压力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 导致了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
给这些国家带来

了极为严重的环境生态间题
。

中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 1 9 9 1年 2 月在 《人 民日报》 国际 部 举 办 的

“
当前世界科技动态与报导座谈会

”
上的发言中指出

,
环境承受人类活动的能力是有限的

,
超过

一定限度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恶化不可逆转
,
形成恶性循环

,
最终危及到人类 自身的生存

。

所 以保

护生态环境已是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
,
它影响到工农业发展方向

,

是关系到社会和经济能不能保

持稳定和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
。

关于我国生态脆弱地区的环境改善
, 污染治理和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

,
将是 90 年代环境科学

优先发展的领域
。

因而
,
未来 10 年

, 即到本世纪末
,
对于生态脆弱 的黄土高原地区

,
其生态环境

建设的任务将十分艰巨
,
为此

,
研究提出

“
适合这些地区气候条件与地理特征 的不同类型生态结

构 ; 确定总体战略 , 建立良性循环的生态示范区 , 同时加强对区域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的研究 ; 使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力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
并使人民群众得到实惠

” ,
将是 90 年代面临

的重大课题
。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
黄土高原又是我 国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地区之一

。

在这里
,
生态环境一

旦遭到破坏
,
要重新建立 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

,
就要付出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取得的所谓

“
经济

效益
”
高得多的人力

、

物力
、

财力加以补偿
。

土壤侵蚀的防治就是突出的一个例子
。

土壤侵蚀是

当今世界面临的危及人类生存条件的生态环境问题
。

我 国黄土高原是世界上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地 区之一
。

土壤侵蚀对黄土高原造成的生态环境坏

破及其严重后果
, 已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
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 1 9 8 7年 5 月发布的 《中国 自然保

护纲要》 提出
: “

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黄土高原灾害多
、

生产力低
、

人民生活贫困
。

这种状况巫

待采取措施加以扭转”
。

1 9 9 1年 6 月份
,
应我国政府邀请

,
来自41 个发展中国家的部长

,
在北京

举行的
“
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 ” 发表的 《北 京宣言 》 中

, 认为水土流失是发展中国

家面临的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
,
也是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可见
,
加强黄土高原 的生态

环境建设
,
控制水土流失

,
扭转生态环境恶性循环的被动局面

,
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 同时也

是维护当代和子孙后代生存条件至关重要的大事
。

二
、

水土流失是黄土高原地区具有严重破坏性的环境生态问题

土壤侵蚀不仅使遭受侵蚀危害的地区深受其害
,
还给社会带来 巨 大 的 宏 观经 济 损 失

。

为

此
,
美国农业部土壤保持局 1 9 8 5年 5 月份与资源保护基金会曾联合召开

“
土壤侵蚀的宏观经济损

失
”
专题讨论会

,
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

。

据不完全统计
, 土壤侵蚀每年给美国带来的宏观

经济损失达 60 亿美元
。

在我国
,
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造成的宏观经济损失究竟有多大 ? 目前还难

以定量估计
,
现仅就水土流失的严重破坏性

,
加以简要论述

。

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土壤肥力退化
,
产量低下

。

据统计
,
黄河年平均输沙量高达 16 亿 t左右

,

此外
,
还有 6 亿 t泥沙拦蓄在坝库和其它水土保持工程之中

,
因而

,
这一地区的产沙量要 超 过 22

亿 t
。

在这种情况下
,
该区土壤侵蚀严重的 43 万 k m

Z的土地上每年流失肥沃表土 的厚度平均达 到

。
.

cs m
。

按这样的侵蚀速度大约 30 年就要侵蚀掉一层耕作层土壤 ( 1 c5 m )
, 因而该 区 的 坡 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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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不可能形成爬沃的耕作层土壤
。

随着人口 和社会需求的增加
,

耕地面积不断扩大
, 而扩大耕地

主要是靠开垦草地
、

草坡和林地来实现的
。

据西北水保所的研究表明
:

农耕地的侵蚀虽较林地大

豹倍到 60 倍
,
林地和草地开垦之后

, 当年侵蚀量就增加至 30 倍
。

由于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

破坏 , 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 导致了该地区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

, 即水土流失引起土 壤 肥 力 退

化
,

土壤退化又迫使农民不得不依靠广种薄收来获取必需的粮食
,

’

然而广种薄收又带来 了更为严

重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的 日益恶化
。

黄河中游地区大量泥沙下泄
,
造成下游河床不断淤积抬高

。

在入黄泥沙 16 亿 t 中有 4亿七淤积

于下游河床
,
致使河床普遍高出地面 3 ~ s m ,

河南开封段高出城区达
.

s m ,
成为举 世 闻 名 的

“
地上河

” 。

据历史资料记载
,
在解放前二千多年中

,
黄河决 口泛滥 1 59 3次

,
平均 3 年两决 口

,

较大的改道 26 次
,
对下游地区带来无穷的灾难

。

解放以来
,
党和政府对黄河安危十分重视

,
使黄

河安流 40 余年
,
为了确保下游安全

,
黄河大堤已进行过 3 次加高加固

, 这不仅耗费了国家 巨额资

金
,
而且造成

“
越淤越加

,
越加越险

” 的被动局面
。

严重的水土流失还造成土地资源的破坏
。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 的基础
,
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

流失破坏了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
,
使可利用土地变得越来越少了

。

据对 照 1 9 6 7年和 1 9 7 9年两期航

片
,
对宁夏固原地区 17 条沟道对 比分析

,
这一地区沟头前进速度每年达 3

.

52 m ,
最高达 1 5

.

7 m
。

甘肃的董 志源
,
素称

“
甘肃粮仓

” 。

据考证
,
在唐代东西宽 34 k m ,

而现在最宽处 仅 有 1 8 k m ,

最窄处不 到 0
.

s k m , 1 3 00 多年来
,
由于沟谷蚕食

,

使源面面积缩小到不及原来 的 l / 3
。

水
’

土 流

失之危害可谓瞩 目惊心 !

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水库淤积
。

建国以来
,
黄河中游水库建设发展很快

。

截止 1 9 7 5年
, 山西

省 1 0 00 万 m “ 以上的大中型水库 17 座
,

总库容 1 2
.

8亿 m “ 。

自1 949 年至 1 9 7 5年
,
因淤积损失 库 容

2 5%以上 (折合 3
.

2 0亿 m
“
) ; 陕西省 1 0 0万 m ” 以上的水库 1 5 0座

,

总库容 1 3
.

2 5亿 m “ ,

损失 3 1
.

6%

(折合 4
.

2 9亿 m “ ) ; 甘肃 4座中型水库
,
总库容 9 2 0 0万 m 3 ,

损 失 6 0% (折 合 5 5 2 0万 m 3 ) ,

内蒙古 自治区的 19 座中小型水库的总库容 2
.

69 亿 m
3 ,
损失 31 % (折合 8 44 o m 万 3 )

。

综上所述
,

陕
、

甘
、

晋
、

内蒙 4 省 (区 ) 部分水库的累积库容为 2 9
.

6 6亿 m
“ ,
而于 26 年间淤积损失库容 8

.

78

亿 m
“ ; 占累计库容 的 30 %

。

三 门峡水库由于泥沙淤积
,
不仅大大降低了综合利用功能

,
而 且 还

造成渭河下游河道河床抬高
,
带来严重的防洪问题

。

严重的水土流失加重了区内干早程度和干旱出现的频率
。

据记 载
,
自1 9 3 4 年 至 1 9 7 0年 37 年

中
,

陕西省榆林地区发生 了 15 个大早年
,
占统计年数 的4 0

.

5% ; 在 1 9 5 1至 1 9 7 0年间
,
20 年中延安

地区只有 3 年不早 ; 榆林地区则几乎年年都有程度不 同的千早
。

甘肃天水 地 区 从 1 8 8 8年 至 1 9 5 7

年
,
70 年间

,
发生较大旱灾 3 4次

,
平均两年一次

。

由此可见干旱已成为黄土高原 发展农林牧生产

的严重威胁
。

三
、

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的区域特征

黄土高原地处我国腹地
,
是东部经济区向西部经济区过渡的一个中间地带

。

这一地 区的生态

环境建设与持续发展
,

将对振兴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
,
对根治黄河和保障黄淮海平原安全

, 以及

为华北平原的经济建设创造 良好 的生态屏障
,
均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

我 国黄土高原以综合治理为特点的生态环境建设
,

经过 3。多年的反复实践
,
人们越来越认识

到
,

黄土高原的治理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生态经济工程
。

自
“ 六五 ” 以来

,
尤其是

“ 七五 ”
期间一

些新兴学科
,
如系统科学

, 系统工程学
、

生态学
、

生态经济学
, 以及遥感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在综

合治理黄土高原中得到推广应用
,
从而在理论上和技术上更加丰富了综合治理的内涵

,
特别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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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学观点在综合治理中得到明显加强
,

因而在综合治理中
, 更加重视生态环境整怡与农业自然资

源合理利用的有机结合
,
把防治水土流失寓于生态环境建设之中

,
从而有效地促进 了黄土高原生

态环境建设与持续发展
,
促进 了水土保持事业的发展

。

黄土高原以其独特的黄土地貌和严重的土壤侵蚀受到国内外科学界的关注
。

在这类地区
,

通

过综合治理整治生态环境较之平原地区要更加困难
,

任务更加艰巨
。

在黄土高原实施生态环境建

设
,
具有以下区域特征

:

(一 ) 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将是今后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形式 暴雨径流

是黄土高原发生强烈土壤侵蚀的基本营力和促进重力侵蚀发展 的重要因素
。

在侵蚀作用下形成的

侵蚀地貌主要由十分发育的各类侵蚀沟谷所构成
。

据不完全统计
,
在黄土高原 > I k m 长的沟谷共

有 30 余万条
, 全区的沟道总长度超过 1 00 万 k m

。

因此 ,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

,
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

建设
,
实质上就是沟道小流域系统的生态环境建设

。

所 以
, 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

,
将是

今后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 的主要形式
。

(二 ) 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生态环境建设
, 必须以有效控制水土流失为前提 黄土高原数十万

条沟道小流域都是完整 的侵蚀产沙与输水输沙的系统
。

定位试验表明
,
黄土丘陵区坡 耕 地 是 小

流域泥沙 的主要来源地
,
尤其是各谷坡部位的切沟

、

冲沟对产沙产流影响更大
。

在黄土源区沟谷

侵蚀是主要的侵蚀方式
,
尤其是发生在沟谷中的重力侵蚀

,
常常形成大量而集中的产沙

。

这些都

是侵蚀产沙的主要部位
,

是水土保持的重点
。

因此
, 开展 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生态建设

,
其减沙效

益将是评价建设实效的一个重要方面
。

通过水土保持措施的优化配置
,
使水土流失得 到 有 效控

制
,

应该是黄土高原这一生态脆弱地区实施生态环境建设前提
。

(三 ) 强化生态环境建设应重视人口与资源和环境承受能力相平衡 小流域作为 一 个 复 合

生态经济系统
,
由于人口失控

,
超过了农业 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

,
在这种情况 下

,
为了维

特农民最低水准 的生活需求
,
而对土地资源采取 了掠夺式的开发利用

, 因而造成土地退化
,

产量

下降
,
毁林毁草

,
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环境生态 问题

。

人口
、

粮食
、

资源
、

环境间的矛盾 日趋

尖锐
,
形成了恶性循环

。

为 了维持小流域生态系统的相对平衡
, 必须科学地预测这一系统的农业

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
。

因此
,

合理利用土地
, 调整土地利用结构

,
协调与平衡人和土地之

间 的矛盾
,

是改变生态经济失调
,

缓和人口
、

粮食
、

资源
、

环境之间矛盾的中心环节
。

( 四 ) 实施生态环境建设应重视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农业体系 黄土高原是我国主 要 低 产 区

之一
。

今后随着人 口增长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
粮食供需矛盾将会更加突出

。

实践证 明
,

粮食低

产 的局面不改变
,

实施小流域生态环境建设就难以达到预期的 目标
。

因此 ,
在黄 :..-[ 高原实施生态

环 境建设
, 必须充分注意中低产 田的改造

。

考虑到黄土高原作为生态环境脆弱地区
, 水肥资源严

不足 ,
农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等特点

, 因此在这一地区实施生态环境建设
, 应重视建立资源节

约型 的农业伪系
, 即节水

、

节肥
、

节油
、

节 电
、

节地
,
据此制定治理开发中低产田的技术改造规

范
。

(五 ) 合理 改造和利用坡地资源
, 提高土地资源的总休生产力 黄土 高 原 的 坡 地 面 积 很

大
,
尤其在黄土丘陵 区 > 1 5

。

的陡坡地平均占到总土地面积的 60 %左 右
, 因此

,

如何合理改 造 和

利用坡地资源
,
对提高土地资源 的总体生产力和实施生态环境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

黄土高原坡地

生产力低
,
但却蕴藏着 巨大的生产潜力

。

根据定位研究结果
,

在荒坡草地改造为人工 林 草 地 之

后
, : 匕地生产力可大幅度提高

,

其净地上初级生产量比荒坡草地高 3 一 9 倍
。

坡耕地是区内农耕

地的主要类型之一
。

坡耕地修成梯 田不仅可使降水就地入渗拦蓄
,

有效的控制水土流失
,

而
.

日为土

壤培肥创造了有利条件
,
从而从根本上扭转 了坡耕地土壤肥力趋于退化的发展方向

。

在黄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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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 区把坡地治理与开发纳入生态建设轨道
,
充分发挥坡地资源的优势

,
将会收 到 发 展 经

济
,
增加收入

,
改善生态环境等多重效益

。

四
、

黄土高原综合治理与生态建设的实例
“ 一

七五 ”
期间

,
由国家支持在不同类型区建立的综合治理试验示范区 (生态试验示范区 )

夕

以丰富的试验研究成果和具有科学依据的实体模型
,
向人们展示 了良性生态系统的良好 经 济 效

益 ,
说明了强化生态环境建设

,
对改善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重要意义

。

现 以安塞
、

固原
、

长武三

个试区试验结果为例
,

就黄土高原生态建设 问题进一步讨论
。

(一 ) 在 以赤状丘陵为主的黄土丘陵区建立
“
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

”

— 安塞试 区
“
水土

保持型生态农业
” 的科学内涵是 以强化降水就 地拦蓄入渗

, 防治水土流失为中心
,

以 土 地 资 源

合理利用为前提
,

以恢复植被
,
加强林果建设和基本农田建设为关键措施

,
实现农林牧协调发展

和生态经济 良性循环
,
最终建成生态

、

经济和水土保持效益相统一 的农业生态系统
。

安塞试区通

过试验研究
,
提出了

“
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

” 三阶段发展模式
, 即逐步恢复阶段

、

稳定发展阶段

和 良性循环 阶段
。

实现这三个发展阶段模式的指标
,
如表 1 所示

。

表 l
“
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

”
三阶段发展模式的主要指标

实现各阶段发展

模式的主要指标
逐步恢复阶段 稳定发展阶段 良性循环阶段

治理程度 ( 占应治理面积百

分数 ) ( % )

人均基本农田 (亩 /人 )

人均耕地 (亩 /人 )

粮食单产 ( k g /亩 )

林果草面积与效益 ( % )

减沙效益 ( % )

达到治理标准的年 限 (年 )

4 0以上 4 5~ 60

1
。

5~ 2
。

0

6 ~ 8

6 6 ee 90

> 60 %
,

逐步受益

50% 以上

5 一 1 0

80以上

1 一 1
。

5 > 2
.

0

8 ~ 12 4
。

6

4 5~ 6 5 1 25~ 1 50

25%左右 > 60 %
,

产值占农业总产优
的主导地位
有效控制

5 ~ 15

目前
,
安塞试 区纸坊沟流域

, 已进入发展模式的第二 阶段
,
初步建立起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

’

模型
,
农林牧用地比例已趋向合理

,

由1 9 8 5年 的 l : 0
.

46 : o `

92 调整为 l : 1 : 1
.

2 ; 人均基本农 田;

已达 2 亩
,
实现了粮食自给自余

,
同时养殖业 也有较大发展

, 良种率 已达 60 %以上 ,
人均纯收入

.

由 1 7 0元增加到 5 00 元 (不变价 )
,

人均产粮 45 Ok g ,
减沙效益 已达 50 % 以上

。

(二 ) 在宽谷缓坡梁状丘陵为主的黄土丘陵 区进行的
“
水土保持与农林牧优化结构

” 试验研

究—
固原试区 该试验研究是在宁夏南部黄土丘陵区的上黄村进行 的

。

他们按照不 同 地 形 部
·

位
、

不同土地类型具有水
、

肥
、

热量空间分层镶嵌规律
,
在丘陵起伏地形上

,
设计了农林草合理

用地的镶嵌配置模式
, 同时利用线性规划数学模型确定了农林牧优化用地比例

。 “ 七五 ”
期间

,

4 年实验结果证明
,
试区提出的 《农林牧优化结构模式》 科学性强

,
可信度达 92 % ,

系统的物流

较
“ 六五 ”

提高60 % ,
能流提高工17 %

,

价值流提高 36 % ,
较建模前提高 7 , 3倍 (采用 1 9 8 5年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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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比价 ),
详见表 2 和表 3

。

表 2 固原试区上黄村农林牧优化结构模型检验结果

人均粮 人均油 }人均收入 人均柴 植被度 减沙效益 系统总体功

模型检验 产投比

( k g ) ( k g ) (元 ) (百 k g ) ( % ) ( % ) 能增值 ( % )

检验年限年

19 89年人均收

入 按 可 比 价
为 85 7 元

,

较
19 85年提高
65%

nù1占O口OU八0八0尸a
8
0甘ó念4只é6 9 2

5 8 7 9

10 0

5
。

4

10 0八U

一口O甘n
ù一勺6

电1Qé八合一日ù一匕n乃ǎ日ù连舀一匀,上

1 9 89

模型预测

实施结果

( 1 99 0年 )

( 19 89年 )

实 现 率 ( % )

平均信度
`

( % )

表 3 固原试区不同时期系统物
、

能
、

价三流 比例

初 期
“
六五

”

( 19 8 5年 )

“
七五

”

( 19 89年 )

}
“
七五 ”

}
“
七 五 ” 比

}
} 比 初 期 }

“
六五 ,

{

1
( % ,

}
(% ,

}
备 注

1
1

....` ......于..一

…( 19 82年 )

物质流 (万 k g )

能量流 ( 10 7 k J )

价值流 (万元 )

1 2 0
。

55

3 6 6
。

7

2 2 9
。

8 1 36 7
.

9 1 为统一起见
,

按 19 85年 价

格计算的产值
。

4 97
。

2 1 07 9
。

1

20 ,

}
十 6 0

·

`

1 9 4 1 + 1 17

6
。

9 9 4 2
。

79 5 8
。

17 + 7 3 2 . + 3 5
。

9

该模型是在考虎资源
、

环境
、

生态
、

经济等 20 多个条件平衡约束下
,
按照统筹萧顾

,
治理与

开发
,
生态与经济相结合的原则进行设计的

。

该试验研究说明
,
根据生态学阐明的生物与环境相

适应原理
,
在以综合治理为特征的生态环境建设上做到因地制宜

,
将会收到 良好的生态经济和水

土保持效益
。

.

(三 ) 在黄土场 区建立 ,’ 高效生态经济系统
”

— 长武试区 长武试区地处黄土 高 原沟 壑

表 4 长武试区王东沟流域 “ 七五
朋
攻关和 系统效益实绩

a
六五 ”

单产 ( k g /亩 )

人均
·

( k g /灭 )

16 5
。

2

3 89
。

1

222 30
。

555 23 1
。。

///// 2 1
。

333

///// 5 0
。

555

///// 9 777

2223 1
。

222

222 1
。

333

2 74

4 6 2
。

6

57
。

2

13
.

2

1 4 4
。
7

7 6
。

4

一 5 1
·

钊
/ 一

3 13
。

5 10
。

6

…
9

}

8 9
。

8

31
。

3

.

9曰一óU一n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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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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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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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U八0
.

nù2

!|日广l卜睁|卜

仅蚀模数 ( t / 胶 m
Z ) < 1 00 0

1 57
。

3

1 8
。

2

1 8 60

0
`

4 25
。

2 3
。

1

50 6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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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指标一幻45一5030

157 0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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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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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通过对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的综合分析
,
确定现阶段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建设应着眼

于土地利用结构的优化
,
并把保护土地资源

,
全面提高土地生产力作为生态建设的 目标

, 以粮经

果林为发展方向
,

养殖业保留为动力转化— 副业型
,
最终建成高原沟壑区类型的高效农业生态

经济体系
。

`

同时考虑到
,
试区内占土地面积 72 %的沟坡

, 土地生产力低
,
试区把沟坡开发

,
全面

提高土地生产力
,

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放在重要位置
,
把沟谷土地系统中土地质量较好者经营生

态经济双效益林
,
> 40

。

陡坡营造水土保持林
。

经过 5 年建设
,
使系统功能有了明显提高

, 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
现将该试区综合治理和

生态建设的实效列于表 4
。

上述三个试区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
给人以启迪

,
说明在建设过程中

, 只要按

照客观规律对农林牧各业进行合理的设计与调整
,
实施 以水土保持措施为中心的各项治理措施的

优化配置
,
在黄土高原不同类型 区实现生态环境 由恶性循环向 良性循环的转化

,
是完 全 有 可 能

的
。

五
、

关于黄土高原强化生态建设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

根据近 40 年来的科学实践和近年来的科学考察与定位试验研究
,
从宏观决策考察

,
西北水保

所提出了黄土高原整治的
“
环形结构

” 的设想
, 即整个黄土高原地区由两个环带 (外环带和内环

带 ) 和一个中心区组成
。

外环带由沿黄土高原地区四周及其毗邻地区的土石 山与石质 山 地 所 构

成
, 即沿恒山一五台山一太行山一秦岭一 日月 山一贺兰山一阴山等山系形成一条环带

。

在这个环

带上
,
森林

、

草地面积大 ) 植被覆盖度高
,
历来是林业生产基地

,
生物资源 比较丰富

,
故称之为

“
绿色环带

” ; 内环带沿 区内陇海一同蒲一京包一包兰一兰西 (宁 ) 等铁路干线通过的平原和盆

地及其毗邻地区所构成
。

本环带农业开发历史悠久
,
粮食生产水平高

,
潜力大

,
历来是供应城市

粮食主副产品的主要基地
,
称之为

“
金色环带

” 。

中心区大致以长城为界
,
分为东南部丘陵区和

西北部风沙区
。

该中心区水土流失
、

风沙灾害严重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
,
但区内土地资源比

较丰富
,
光照条件较好

夕
发展牧业

、

果品
、

豆类有相当大的潜力
,

`

是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

关于黄土高原生态建设问题从全局考虑
,
应 以如何把握好整个地区的生态经济特 点 为 出发

点
。

黄土高原地区作为我国生态脆弱地区之一
,
其生态环境建设 的进程

,
不仅对局地环境将会产

生重大影响
,
而且对陆地生态系统及全球变化的影响也有着一定关系

。

因此
,
在实施生态环境建

设过程中
, 应重视 以下科学技术 问题的研究

。

(一 ) 黄土高原
“ 两环一区

”
的生态结构与总体战略规划 1

.

外环带建设防护— 水源涵

养林体系及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可行性与前景 ; 2
.

内环带发展节水型高产农业及在 黄 土 高 原

解决粮食供需平衡中的作用
; 3

.

中心区实施 以防治水土流失为前提的小流域生态建设 的有效途

径
。

(二 ) 不同类型 区以重点流域为单元
,

研究人为活动对俊蚀产沙的正负影响
,
发展趋势与前

景预测

(三 ) 不同类型区林草植被建造布局及提高生态经济效益的综合技术体系

(四 ) 不同类型区区域生态建设与经济持续发展的研究

(五 ) 不同类型区粮食增产潜势
、

人口 的环境容盆与实现粮食自给的条件

(六 ) 晋陕蒙工矿开发区环境演变趋势预测和工矿 区生态示范区的建立

(七 ) 生态环境建设实效 的评价体系
、

评价方法及应用

( J、 ) 加强区域土壤侵蚀过程研究与全球变化研究相结合 土
·

壤
,

侵 蚀 是一个世 界 性 的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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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据估计

,
全球每年从大陆注入海洋的泥沙约 1 50 一 20 0亿 t ; 其中我国入海泥沙 1 7

.

8亿 t ,
约占

全球入海泥沙的 l / 1 0
。

因此 ,
根据 I G B P 的主要研究内容

,
从陆地生态系统角度出发

,
加强区域

土壤侵蚀过程研究与全球变化研究的结合
,
有着重要意义

。
1

.

水土流失地区植被的破坏与重建

对大气的影响 ; 2
.

区域风蚀过程与土地沙漠化过程的研究 ; 3
.

土壤侵蚀引起陆地生产能力蜕

变的研究 ; 4
.

工矿发展对生态脆弱地区环境影响与环境修复 , 5
.

黄土高原 自然侵蚀过程反映

的气候演变信息记录与过去环境记录的重建 ; 6
.

黄土高原土壤自然侵蚀与人为加速侵蚀对产沙

量的影响 ; 7
.

人类活动在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中作用与黄土高原区域治理对策 , 8
.

黄土高原综
.

合治理过程对局地环境的影响与环境演变的长时间系统观测
。

根据多年来的研究成果
,
尤其是近年来的科学实验

,
我们认为

,
综合治理黄土高原应将强化

生态环境建设
,
控制水土流失作为中心环节

,

把建设各具特色的生态农业体系作为目标
。

在实施生

态环境建设过程中
,

应坚持以小流域为单元
,
将其作为一个生态系统

,
遵循生态学原理

, 运用系
·

统工程方法进行设计
,
提出优化的用地比例

,

并在实施过程中注意如下技术关键
:

首先要加强基

本农田建设
,

增加肥料投入
,

提高粮食单产
,
其次是坚持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

、

农业耕作措施相

结合
,
实现功能互补

,
有效地防治水土流失

;
第三要重视生态经济效益与水土保持效益的提高

。

我们设想
,
如果在黄土高原不同类型区建立起各具特色的生态农业体系

,
其农业生态环境定能显

著改善
,
农林牧生产必将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

本论文有关安塞等三试区资料均引自各试 区试验报告
,
特此说明

,
并致谢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