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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普地区丘陵山地土壤退化

原因分析及防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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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论述 了金衙地区水土流失现状
,

分析了丘陵山地土壤退化的主要原因是水土流失
。

指出
:

由于森林采伐量超过生长量
,

森林植被屡遭破坏
,

森林的生态功能未能发挥
,

导致水土流失加剧
.

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区丘陵山地面积的 1/ 3 以上
,

侵蚀模数超过 2 5 00 t / k( m ,
·

a)
.

为了防治水土流

失和土壤退化
,

建立红壤丘陵山地良好的生态环境
,

应实行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
,

坚持边治

理边开发和开发与治理相结合的原则
。

关键词
:

丘陵山地 红壤 水土流失 土攘退化 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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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浙江的地形地貌和红壤生态系统的地理分区
,

成片分布有利农业开发的低丘红壤
,

最为集

中的是金 (华 )衙 (县 ) 盆地
,

而且面积最大
,

全 区低丘缓坡红壤有 4 60 万亩
,

占全省 1 0 00 余万亩的
4 0 %以上

。

近年来
,

由于各地采用边改良边利用的措施
,

并以生物改良为主
,

实行种养结合
,

广泛种

收稿 日期
: 19 9 2一 12一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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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优质牧草和肥饲兼用的绿肥作物
,

发展草山草地农业和畜牧业
,

不但把大量的草转化成肉
、

禽
、

鱼
、

蛋
,

还可以提供大量的优质肥料和作物本身生物积聚的养分
,

有效地改良了土壤
。

这一投资少
、

收效快
、

效益高
,

并能充分利用光
、

热
、

水
、

土资源的优势
,

促进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
。

对这一地区丘陵山地的开发利用
,

早在 50 年代
,

省
、

地领导就十分重视
,

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

研究
,

提出
“
以磷增氮

” 、 “
以小肥换大肥

”
和丘陵山地农

、

经
、

果作物区
“
以耕代扶

”

等一系列措施
,

取

得了显著的成效
。

如金华石门农场的红壤开发和改良利用
,

十里丰农场实行边开发利用边改良
,

常

山县原油茶试验场采用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结合
,

在水土流失严重的油茶
、

油桐幼林地
,

建立
“

油
、

肥
”

结合的千亩林间套种紫穗槐增肥改土示范基地等
,

在丘陵山地综合开发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
,

受到上级领导部门和专家们的肯定
。

金衙盆地是全国有名的红色盆地
,

由于地处湿润的中亚热带
,

受太平洋季风的影响
,

具有得天

独厚的
“

湿热同步
”
条件

,

对植物生长和土壤养分的生物积聚都十分有利
,

生产潜力很大
。

但由于植

被屡遭破坏
,

水土流失加剧
,

丘陵山地土壤退化比较严重和季节性干
,

旱都对这一地 区丘陵山地土壤

的开发利用影响很大
。

为改善生态环境
,

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
,

对丘陵山地应实行养用结合
,

集约

经营
,

并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合农经果作物区的耕作制度和综合经营措施
,

以不断提高土壤肥力和农

作物的生产力
。

一
、

水土流失现状

水土流失是丘陵山地土壤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

金衙盆地 山地土壤的主要特征是
:

土层深

厚
、

雨量充沛
、

光照充足
。

但由于植被质量下降
,

水土流失加剧
,

生态环境恶化
,

土地
“

荒漠化
”
还在发

展
。

1 9 9 1 年 n 月亚太地 区 16 国专家学者来金衙盆地考察时把大片荒漠化的山丘
,

比作
“
红色沙

漠
” 。

搞好这一地区的环境治理
,

是关系到土地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
,

也是发展农业的前提
。

金

衡盆地是一个东西走向的走廊式构造盆地
,

有其特定的 自然地理条件
,

新中国成立后
,

虽经过 40 多

年的治理开发
,

并已成为浙江重要的粮
、

经
、

果
、

畜等的生产基地
,

其
·

开发的深度和广度都已处于国

内同类地区的前列
。

但长期以来
,

存在重开发轻改良
,

即重用轻养倾向
,

水土流失和土壤退化都还没

有根本解决
,

旱涝灾害和水土流失常常给农业生产和全区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灾难
。

金衡地 区面积 19 7 70
.

k2 m
, ,

水土 流失面 表 l 衙州市等四县 (市 )水土流失现状

积达 3 9 5 5 k m
, ,

占山地面积 2 3
,

2 5 %
,

比温州市

水土流失面积 3 73 7
.

5k m
, ,

占山地面积 6
.

9 %

多 37 7 %
,

比丽水地区水土流失面积 2 Z 1 3k m
, ,

占山地面积 4
.

7 %大 4 94
.

7 %
,

比杭州市水土流

失面 积 3 0 5 0
.

7k m
, ,

占 山地 面 积 3 2
.

9 7 %小

2 9
.

4 8 %
,

比绍兴市水土流失面积 2 18 8
.

s k m
, ,

占 5 6
.

5 5 %小 4 1
.

n 肠
。

黄河流域是全国水土流

失的严重地 区
,

而浙江素有
“

小黄河
”

之称的浦

阳江和曹娥江都在绍兴市范围内
,

这是全省水

县县 (市 )))年份份水土流失面积积 强 度 流 失失 中 度度 轻 度度
(((((年 ))) (合 计 ))) (包括极强度 ))) 流 失失 流 失失

((((((( k m Z ))) ( k m Z ))) ( k m Z ))) ( k m Z )))

衙衙州市市 1 9 8 111 1 5 8 6
.

0 000 2 5 3
.

0 000 6 6 4
.

O CCC 6 6 9
.

0 000

11111 9 8 CCC 2 6 7 5
.

0 000 3 1
.

3 555 6 6 5
.

S CCC 1 9 7 7
.

8555

常常山县县 1 9 8 111 3 6 7
.

0 000 3 4
.

0 000 1 7 9
.

0

州州
1 5 4

.

0 000

11111 9 8 EEE 5 4 0
,

0 000 1 0
.

8000 1 0 5
.

g CCC 4 0 4
.

2 000

开开化县县 1 9 8 111 6 0
.

0 0000000 6 0
.

0 000

11111 9 8 666 8 7 3
.

0 000 4
.

4 000 5 3
.

7 000 3 7 9
.

5 000

江江山市市 1 9 8 111 3 9 8
.

5 000 1 0
.

0 000 1 1 6
.

0〔〔 2 7 2
.

5 000

11111 9 8〔〔 8 0 1
.

5 000 1 0
.

7 000 1 3 6
.

ZCCC 6 5 4
.

6 DDD

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

而金衙地区水土流失仅次于绍兴和杭州
,

对发展农业经济和保护生态环

境都有严重的影响
。

全区二市是全省农业综合区
,

农业经济的比重较大
,

水土流失与发展农业生产

矛盾较为突出
,

经济相对比较落后
,

而杭州和绍兴都是经济发达地 区
,

农业经济比重相对 比较小
,

看

起来矛盾不很突出
。

据衙州市应用卫 片解译分别对全市和常山
、

开化
、

江山等县 (市 )调查 (见表 1 )
。

表 1表明
:

全市



第 3 期 涛 生
:

金衙地区丘陵山地土壤退化原因分析及防治途径

范 围内的水土流失面积扩大
,

流失量增加
。

1 9 8 1 年全市轻度 以上 流失面积 1 5 8 k6 m
2 ,

占总面积

8 8 7 9
.

2 7 k m
,

的 1 7
.

9 2 %
,

而 1 9 8 6 年流失面积 2 6 7 5 k m
, ,

占总面积 3 0
.

2 3 %
,

比 1 9 8 1 年增加 1 7
.

6 8纬
,

但中强度流失面积 1 9 8 1 年 9 1 7 k m
, ,

1 9 8 6 年 6 9 7
.

1 5 k m
, ,

比 19 8 2 年减少 2 4 %
,

而轻度 流失面

积 一9 8 1 年 6 6 9 k m
, , 1 9 5 6 年 1 9 7 7

.

8 5 k m
, ,

为 1 9 5 1年的 2 9 5
.

6 4 %
。

从衙州市的情况看
,

对全市水土

流失的评价是
:

总流失面积 1 9 8 6 年比 1 9 8 1 年增加 68
.

“ %
,

而强度流失面积却下降 12
.

39 %
,

中度

流失增加0
.

2 7 %
,

轻度流失增加 2 95
.

64 %
。

各县 (市 )水土流失消长情况差异较大
。

如常山县 19 8 4

年建立水保站后
,

对广大群众开展宣传教育
,

增强了水土保持意识
,

县委
、

县政府强化水土流失防治

措施
,

明确规定 25
。

以上坡地禁止开垦
,

油茶垦复必须有水土保持措施
,

大搞植树造林和封山育林
。

1 9 8 6 年全县中强度流失面积比 1 9 8 1年分别减少 40
.

84 %和 68
.

24 %
,

轻度流失增加 1 62
.

5 %
。

开化

县 1 9 8 1 年没有中强度流失
。

但 1 9 8 6 年中强度流失面积分别达 53
.

7 o k m
Z 、

4
.

4 k m
, ,

轻度流失增加

6 3 2
.

5 %即 3 2 9
.

s k m
, 。

江 山市强度流失增加 7 %
,

中度增加 1 7
.

4 %
,

轻度增加 1 4 0
.

2 %
。

这三个县

(市 )水土流失 自然消长情况说明了三种类型
:

一是 以开化县为代表的重点林区
,

在全县范围内原来

森林覆盖率较好
,

水土流失不很严重
,

但由于森林采伐和迹地造林 中忽视了水土保持工作
,

结果破

坏了原来的植被而新的植被还 没有形成
,

加剧了水土流失
,

造成生态环境恶化
;
二是以经济林为主

的常山县
,

在长期生产实践中
,

广大群众饱受了水土流失之苦
,

在油茶
、

油桐和茶
、

桑
、

果垦复抚育

中
,

重视了水土保持工作
,

改善了生态环境
,

丘陵山地植被质量 (还有一批保土工程设施 )和土壤肥

力都有所提高
,

水土流失除轻度增加 1 62
.

5 %外
,

中
、

强度流失面积分别减少 40
.

84 %和 68
.

24 %
;

三是林
、

经
、

果综合开发的江山市
,

山区经济比较发达
,

各有关部门都比较重视水土保持工作
。

基本

解决了水土保持工作
“
一家治理多家破坏

” ,

水土流失面积虽略有增加的现象
,

一般还 比较稳定
。

二
、

土壤退化原因分析

金裔地区丘陵山地土壤退化的主要原因是水土流失
,

而造成水土流失的原因
,

除自然条件的影

响外
,

主要是人为活动造成的
,

起主导作用的是人为因素
,

而 自然条件是一种潜在的因素
。

据有关部

门观测记载
,

多年平均降雨量在 1 6 00 一 2 2 00 m m 之间
,

但年内雨量分配则随季风变化
,

4一 6 月份

的梅雨型降雨量占全年降雨总量的 44
.

2 %一 48
.

8吓
,

而 7一 9 月降雨量 占 1 8
.

7鱿一 24
.

6 %
,

仅为 4

~ 6 月降雨量的 40 %一 50 %
。

根据衙州市降雨量年实际变化情况
,

最大值和最小值之 比为 1
.

98 ~

2
.

50
,

其变异系数 C v x ~ 。
.

20
。

这里所谓水土流失的自然因素
,

主要指山地面积大
,

雨量集中
,

土壤

抗蚀力低
。

衙州市丘陵山地占土地总面积 85 %以上
,

年降雨量的 1 3/ 约 60 0 m m
,

集中在春夏之交的

5一 6 月份
,

在这时间内常有大于 s o m m 的暴雨出现
,

降雨强度大
,

对植被危害严重
,

形成水土流失
,

这对占山地土壤 33
.

4肠的黄壤
、

红壤亚类
,

侵蚀型红壤亚类及紫色土亚类等团粒结构不 良
、

土粒分

散
、

抗蚀力低的裸露山地
,

其表土层受到侵蚀冲刷后极易流失
。

其次
,

森林覆盖率虽有所提高
,

但森

林资源分布不均
,

树种结构
、

林龄结构不合理
,

荒山和疏林
、

残次林面积扩大
,

也是造成水土流失的

主要原因之一
。

据市水利局郑昌言资料
,

全市树种结构松
、

杉
、

阔叶树的比例为
:

3
:

3
: 1 ,

而林种结

构则经济林
、

薪炭林
、

防护林为
: 9 : 3 : 1

,

其中薪炭林
、

防护林为 5
: 1

,

这 显然防护林和 阔叶林比例

都太小
,

另外还有 16 6
,

7 万亩荒 山 (在水土流失严重的中部丘陵山地有 72
.

6 万亩
,

占全市荒山面积

43
.

5 % )
。

根据这一情况
,

由于各地 自然条件和水土流失的原因不同
,

因而防治水土流失也不能用一

种办法或一个模式
,

应因地制宜和因害设防
,

才能达到防治水土流失的最佳效果
。

实践表明
,

搞水土

保持也象搞经营
、

办企业一样
,

必须重视经济效益
,

并按经济规律办事
,

水土保持工 作要兴利除害
,

把侵蚀劣地办成
“

绿 色银行
”
和商品生产基地

。

这就是治理水土流失
,

防治土壤退化
,

都要与土地资

源的开发利用相结合
,

要在治理中发展经济
,

实行边治理边开发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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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防治水土流失和土壤退化的途径

首先要转变观 念
,

克服

治理工作中的等
、

靠
、

要思想

和偏面认为水土保持工作量

大面广
,

要求国家出钱
、

农民

治理的观点
。

因为治理水土

流失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一件

大事
,

必须坚持一靠自力更

生
;
二靠科学技术

。

同时要组

织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
,

如受益和 治理工程的关系
;

上游和下游的关系
;
整体和

个体之间的关系等
。

因为保

持水土
、

保护生态环境是我

国的基本国策
,

要创造一个

无水土流失
、

生态环境良好

的环境
,

必须调动广大群众

的积 极性
,

动员千军万马搞

好治山治水工作
。

为了搞好

水土流失区的抬理和防治水

土流失
,

要处理好长与短
、

治

理与开发
、

集体和个 体等关

系
。

根据各地经验
,

在治理

工作中要在
“

草
”

字上大做文

章
。

具体做法是利用水土流

失地种植牧草
,

用牧草饲养

畜 (猪
、

牛
、

羊
、

兔 )禽 (鸡
、

鸭
、

鹅 )鱼 (青鱼
、

草鱼
,

合理安排

鱼种结构 )
,

既防治了水土流

失
,

使土壤理化性状明显改

善
,

又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

益
。

牧草栽培利用
。

在我国

南部
、

中部有 6 亿亩草山草

坡
,

这些地 区多处于温暖湿

表 2 黑麦草等 17 种草 (粮 )亩产草量 (鲜重 )

牧牧 草草 栽 培 要 点点 鲜 草 产 量 (k g /亩 )))

品品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
播播播 种种 播 种种 施肥量 k g /亩亩第一次次第二次次第三次次合 计计

(((((月 ))) 方 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有有有有有机肥肥磷 肥肥肥肥肥肥

黑黑 麦 荆荆
999 点

、

条
、

州州
1 0 0 000 3 000 7 5 000 1 5 0 000 3 0 0 000 5 2 5 000

杂杂交狼尾喇喇
333 条条 2 0 0 000 5 000 2 0 0 000 3 0 0 000 5 0 0 000 1 0 0 0 000

苏苏 丹 喇喇 3 ~ 444 条条 1 0 0 000 3 000 2 0 0 000 3 0 0 000 4 0 0 000 9 0 0 000

墨墨西哥玉州州
4 ~ 555 点点 1 0 0 000 3 000 2 0 0 000 2 0 0 000 1 0 0 000 5 0 0 000

燕燕 剥剥
999 点

、

条
、

侧侧
1 0 0 000 3 000 1 0 0 000 1 5 0 000 1 5 0 000 4 0 0 000

饲饲 用 高州州
_

3 ~ 444 点点 1 0 0 000 3 000 1 0 0 000 1 5 0 000 1 5 0 000 4 0 0 000

箭箭 舌 碗 喇喇
999 点

、

条
、

侧侧
1 0 0 000 3 000 1 0 0 000 2 0 0 000 2 0 0 000 5 0 0 000

菩菩 洲洲
999 点

、

条
、

州州
1 0 0 000 3 000 1 0 0 000 2 0 0 000 2 0 0 000 5 0 0 000

大大 绿 喇喇
444 点点 1 0 0 000 3 000 1 0 0 000 2 0 0 000 2 0 0 000 5 0 0 000

紫紫 花 首州州
3 ~ 444 点点 1 0 0 000 3 000 5 0 000 1 0 0 000 1 5 0 000 3 0 0 000

草草 木 州州
3 ~ 444 点点 1 0 0 000 3 000 1 0 0 000 2 0 0 000 2 0 0 000 5 0 0 000

紫紫 穗 州州
3 ~ 444 点点 1 0 0 000 3 000 1 0 0 000 2 0 0 000 2 0 0 000 5 0 0 000

串串叶松香草草 3 ~ 444 点点 2 0 0 000 3 000 2 0 0 000 4 0 0 000 4 0 0 000 1 0 0 000

多多变小冠州州
3 ~ 444 点点 1 0 0 000 3 000 1 0 0 000 2 0 0 000 2 0 0 000 5 0 Q000

三三 叶 喇喇
3 ~ 444 点点 1 0 0 000 3 000 4 0 0 000 7 0 000 1 0 0 000 4 7 0 000

红红 豆 喇喇 3 ~ 444 点点 1 0 0 000 3 000 3 0 000 7 0 000 1 0 0 000 2 0 0 000

小小 米 草草 3 ~ 444 点点 1 0 0 000 3 000 1 0 0 000 2 0 0 000 2 0 0 000 5 0 0 000

表 3 黑麦草等五种草 (豆 )种植前后土壤肥力变化情况

牧牧草草三年平平种植前前 P HHH 全 氮氮 全 磷磷 有机质质 有效磷磷 有效钾钾
品品种种均产量量后对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

kkkkk g /亩亩亩亩 ( g / k g )))

黑黑黑 4 4 5 000 种前前 5
.

111 0
.

4 555 0
.

1 888 6
.

7 000 0
.

1 555 5 5
.

0 000

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麦草草草草 种后后 5
.

222 0
.

8 666 0
.

4 333 0
.

2 555 0
.

2 555 1 2 1
.

0 000

隋隋隋隋减%%%%% + 9 1
.

1 111 十 1 3 8
.

8 999 + 1 2 3
.

g CCC + 6 6
.

6 777 + 1 1 6
.

0 777

大大大 7 2 4 333 种后后 5
.

444 0
.

9 333 0
.

5 444 1 8
.

0 000 0
.

3 555 1 5 2
.

0 000

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豆豆豆豆 陌减%%%%% + 1 0 6
.

6 CCC + 2 0 0
.

OCCC + 1 6 8
.

6 666 + 1 3 3
.

3 222 + 1 7 1
.

4 333

箭箭舌舌 3 6 7 444 种后后 5
.

333 0
.

9 111 0
.

6 222 1 5
.

0 000 0
.

3 555 1 4 0
.

0 000

豌豌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 阳阳阳阳减写写写
+ 1 0 2

.

2 222 + 2 4 4
.

4

叫叫+
1 2 3

.

8888 + 1 3 3
.

3 222 + 1 6 6
.

0 777

杂杂交交 1 1 2 6 000 种后后 5
.

555 0
.

5 333 0
.

4 333 2 1
.

0 000 0
.

3 111 一
1 3 4

.

0 000

狼狼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尾草草草草 隋减 ,,, + 1 7
.

7 888 + 13 8
.

8 999+ 2 1 3
.

4 333+ 1 0 6
.

6 777+ 1 3 9
.

2 999

苏苏苏 5 3 6 555 种后后 5
.

555 0
.

5 222 0
.

4 555 2 5
.

0 000 0
.

3 000 1 5 2
.

0 000

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丹
草草草草 隋减纬纬纬

一

卜 1 5
.

6 666 咔
一

1 5 0
.

O CCC+ 2 7 3
.

1 333+ 1 0 0
.

0 000+ 1 7 1
.

4 333

润地带
,

牧草生长期长
,

产草量高
,

但 目前利用很少
。

如本省丽水地 区
,

草山草坡的植被覆盖率达到

7 0 % ~ 8。%
,

其中 50 %以上亩产鲜草 1 ~ 2
.

5t
。

这些牧草虽然在保持水土方面起 了 ( 下转第 4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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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近年来在协调计委
、

财政
、

农
、

林
、

水
、

电
、

气象
、

能源
、

畜牧
、

水产
、

农机
、

交通等有关部门统一行动

方面下了功夫
。

一是加强领导
,

成立有上述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
;

二是资助钱财物
,

推广新技术
。

各部门分别在资金投入
、

改造低产 田
、

品种改良
、

配方施肥
、

森林保

护
、

选种育苗
、

人畜饮水
、

兴修水利
、

气象服务
、

省柴节能
、

发展家禽
、

水产养殖
、

机具配件
、

修路通电

等方面各负其责
。

十年来
,

全县小流域水土保持治理除国家每年安排一定的补助资金外
,

县内有关

部门先后为这项工作提供包括实物在内的扶持资金 75 万余元
。

由于党的政策深入人心
,

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预防治理措施得
.

力
,

黄破县水土保持工作呈现

了方兴未艾的好势头
。

随着我国 《水土保持法 》的颁布实施
,

全县的水土保持工作将会有更大的起

色
。

(上接 第 32 页 )

一定的作用
,

但由于草质差
、

养分低
,

目前利用的只有 20 %
,

不能发挥应有的经济效益
。

只有搞好草

山草坡的改良利用并发展适应性强
、

养分含量高
、

并具有饲用
、

肥料
、

保土作用兼备的牧草 (见表

2 )
。

种草改土保肥效果也比较显著
。

据测定在黑麦草
、

大绿豆
、

箭舌豌豆
、

杂交狼尾草和苏丹草种植

前后土壤肥力变化情况
,

见表 3
。

表 3 表明
:

种植牧草以后
,

土壤肥力明显提高
。

在保持水土方面
,

一

般的侵蚀劣地
,

土壤年流失量为 54 0 00 ~ 81 0 0 o k g a/
,

但种植三年牧草以后
,

土壤年流失量为 1 7 50

一 3 o o o k g / a 。

(一 )解决金衙盆地丘陵山地的土壤退化问题
,

首先要采取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或生物和工程

结合的措施
,

解决水土流失问题
。

利用水土流失区种植牧草
,

实行种
、

养
、

沼气结合
,

可取得理想的经

济效益
、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

(二 )种植牧草的目的是为了利用
,

要实行种养结合
,

要用牧草转化肉
、

禽
、

蛋
、

鱼
,

要提高经济效

益
,

才能调动农民群众治理水土流失的积极性
。

为了加强防治水土流失和土壤退化
,

要充分发挥这

一地区的土地
、

气候
、

交通
、

劳力等优势
,

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
,

还应把种植
、

养殖
、

加工 (饲料和

农付产品 )结合
,

实行综合开发
,

是改良利用土地和防治土壤退化的有效途径
。

(三 )利用丘陵山地发展优质牧草
,

关键在于转化
,

要把牧草转化为肉
、

禽
、

蛋
、

鱼
,

实行综合利

用
,

建立生态良性循环系统
,

充分发挥这一地 区的土地资源优势
,

以提高生态效益
、

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