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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该文论述了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农业生态环境现状及恶化的原因
.

提出发展生态农业是

改善生态环境的根本战略 ,发展教育是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
。

建设自给型谷物乔材

业
,

水保型草灌业
,

商品型牧果业是发展该类型地区农业经济
、

改善生态环境的基本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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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生态环境破坏现状

历史发展到 今天
,

严重的生态问题 已引起全人类的关切和担优
。

位于黄土高原北部
、

黄河中游

地区的陕西北部
,

其严酷的生态环境已给这块古老文明的土地带来严重后果
。

目前
,

该区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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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每年仍以 。
.

2 %的速度增加
,

石质山地约 7 Zo ok m
, ,

占总面积的 9 %
,

土壤侵蚀模数高达 0
.

4 ~

2.5 万 t / (k m
Z · a )

。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
,

总面积约 6
.

7 万 k m
, ,

区

内土壤侵蚀模数高达 1~ 3 万 t / (k m
Z ·

a)
,

每年向黄河输送泥沙 7 亿 t 左右
,

约占黄河年平均输沙

量 16 亿 t 的 43
.

8 %
〔, , ,

据中国科学院西北水保所杏子河流域综考资料
,

水土流失面积 1 3 8 2 k m
, ,

占

总土地面积的 93 %
,

平均土侵蚀模数达 1
.

48 万 t / (k m
, ·

a)
,

年均输沙量 2 9 82 万 t
。

年均大暴雨

0
.

8次
,

1 9 7 0 年至 1 9 8。年 n 年间
,

旱年占总年数的 81
.

8 %
。

平均年发生冰雹 2 次
,

年均冰雹 日数

1
.

8天
。

年平均大风 7 ~ 12 次
〔2 , 。

农业 自然灾害频繁
,

生态环境恶化
,

给 当地群众带来灾害
,

人均年因

自然灾害损失近 20 。元
。

二
、

长期垦荒造田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根据历史资料和考古结果表明
:

秦汉以前
,

陕西北部曾是森林茂密
、

水草丰盛
、

土地肥沃
、

流水

清澈
、

环境优美的游牧区
。

秦汉以后
,

由于移民充边和军屯制度的推行
,

陕北的森林和草原开始受到

人为破坏
。

隋唐垦荒加剧
,

使处于边缘地带的陕西北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

明朝对陕北乃至

整个黄土高原森林和草原的破坏是前所未有的
。

从各方面的考古资料来看
,

陕北的原始森林大约在

明未清初时已不复存在
。

建国后随着人 口的迅速增长和广种薄收的耕作制度
,

森林和草原进一步遭

到 破坏
。

1 9 7 7 ~ 1 9 7 9 年
,

延安地 区为使粮食总产翻番
,

3 年开荒 1 80 万亩 (3 年内农耕地扩大 了

15 % )
,

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

如今垦荒造 田在这一地区以及其它地区仍未完全禁止
。

森林和草原是维持 山区生态平衡的主要因子
,

破坏森林和草原即破坏 了水源和保持水土的条

件
,

从而导致水土流失
,

造成风沙
、

早灾
、

山洪
、

泥石流
、

冰雹
、

霜冻等自然灾害的不断扩大
。

两千多年

来不断加剧的垦荒造田引起的水土流失
,

使这一地区昔日平旷的原野不复存在了
。

三
、

改善生态环境是一项紧迫而长期艰巨的任务

在人类早期
,

由于人 口稀少
,

人类尚可从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地 区转移到其它地 区生活
,

而现

在的问题是世界上到处住满了人
,

没有新的处女地可供迁移了
,

如何协调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
,

是我们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
,

恢复生态平衡
,

特别是恢复山区生态平衡已是当今最紧迫的任务
,

也

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

因为
,

1
.

就历史而言
,

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长达数千年
,

甚至数万年的

历史过程
,

其恢复同样需要长期几代人的努力
; 2

.

植被一旦遭到破坏
,

恢复则需要很长时间的演替

过程
。

据研究
,

草原破坏后
,

恢复需要 30 一 50 年或更长时间
,

而森林破坏后
,

要恢复到原来的程度则

需要 100 年或数百年
,

在人类进行经济活动的同时
,

植被的恢复则需更长时间
; 3

.

生态环境破坏后
,

要恢复生态系统平衡
,

则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
,

投入的数量就是发达地区也很难在短时期

内解决
,

更何况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地区
,

又常常是最贫困的山区
。

4
.

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地区
,

主

要在文盲集中的落后山区
,

要恢复生态系统平衡
,

首先要解决群众的认识问题
,

这对落后地 区来说
,

本身就是一项长期而艰 巨的任务
; 5

.

生态建设是一项新工作
,

许多技术和体制尚不健全
,

所 以在今

后的实际工作中
,

可能会出现反复
。

因此
,

我们既要反对那些认为山区生态环境历来如此
,

而不重视

的观点
,

同时也要避免急于求成的短期行为
,

只有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
,

经数代人坚持不懈

地努力
,

才能使陕北的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改善
。

四
、

发展生态农业是改善生态环境的根本途径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

农业内部结构被逐渐区分开来
,

土地经营被视为土地~

粮食 (~ 家畜)一人类不闭合的简单输出
,

这种只强调粮食生产
,

而忽视其它产业配合的传统农业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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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最大错误
,

就在于它忽视了山区自然环境的复杂性和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

片面地把农业经营活

动禁锢在极有限的耕地上
,

这种长期掠夺式经营
,

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
,

粮食生产因失去

良好的生态屏障而徘徊不前
。

生态农业的思想正是吸取了传统农业的这一教训
,

特别强调利用人

类
、

生物及环境之间能量转化和生物之间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
,

合理地利用当地资源
,

建

立综合发展
、

多级转化
、

良性循环的高效农业体系
。

大力发展种植业与养殖业
,

环境保护与土壤培肥

相结合
,

农
、

林
、

水
、

牧及其产品加工
,

以及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相互渗透和混合经营的生态农业
,

同时也是改善山区生态环境的途径
,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只有走生态农业的道路
,

把眼前利益与长

远利益结 合在一起
,

农
、

林
、

水
、

牧综 合发展
,

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相结合
,

才能使生态环境得到改

善
,

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农业经济徘徊不前的局面
。

五
、

发展教育
,

振兴科技是改善生态环境的出路

人类文明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来源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

新石器的磨制
,

金属器具的使用
,

蒸气

机的诞生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的革命
。

陕北生态环境的根本改善
,

同样取决于科学和技术的进
·

步
,

面对劳动力素质差的广大农村
,

若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出
,

若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当地群众的温饱问题
,

若没有发达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生态意识
,

就不可能建设生态农业
。

所以

说发展教育
,

振兴科技是改善陕北生态环境的根本出路
。

普及教育
,

开展扫盲运动
,

提高当地群众

(特别是当地领导千部 )的素质已刻不容缓
。

六
、

建设自给型谷物乔材业
、

水保型草灌业
、

商品型

牧果业是改善生态环境的基础
1

.

粮食生产的好坏是发展其它经济的基础
, “

兵马未动
,

粮草先行
”

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

陕北虽

为森林和草原过渡带
,

但水资源条件差
,

每 Ik m
,

面积占有水量仅为 3
.

”一 9 : 51 万 m
3 ,

是全国平均

水平的 1 3
.

6纬~ 3 2
.

5 %
。

土壤贫痔
,

有机质
、

全氮
、

全钾
、

全磷含量仅 5 ~ 1 0 9 / k g
、

0
.

79 / k g
、

15 ~

209 /k g
、

1一 29 / k g
,

这给当地粮食生产带来极大困难
,

粮食生产有
“

十年九不收
”

的说法
。

而水平梯
、

田亩产 10Ok g ,

川
、

台
、

坝
、

炯地亩产 4。。k g 已是现在一般技术条件下能够实现的
。

将目前人均 3
.

23

亩 (包括城市人 口在内)
,

0 ~ 1 50 耕地 (其中水平梯 田 1
.

08 亩
,

川
、

台
、

坝
、

炯地 0
.

58 亩
,

坡地 1
.

57

亩 )全部建设成基本农田
,

即可使人均产粮由现在的 2 60k g 提高到 50 0k g
。

随着农业技术进步和水

利水保措施的实施
,

粮食单产将会有突破性进展
,

从而实现人
、

畜及工业用粮的自给
。

群众有了充足

的粮食
,

才能停止垦荒造田的破坏行为
。

2
.

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

而且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

陕北虽然水土资

源条件很差
,

但对灌草生长影响并不显著
,

不论单品种营造或多品种草灌混交均生长良好
,

而且人

工灌木林和草灌混交林的成本仅是人工乔木林的 30 %
。

以灌草为主的水土保持措施
,

无论在技术

上
,

还是经济上都是可行的
。

在广大的荒坡地和退耕地采取由南向北乔木 比例递减
,

灌草比例递增
,

同时沿沟道多植乔木
,

随着山地海拔升高
,

而减少乔木 比例
,

形成 山顶牧草为主
,

山腰灌木为主
,

沟

道乔木为主
,

乔
、

灌
、

草相结合的平面
、

立体生态模式
。

这不仅符合当地自然条件
,

同时可多层次利用

光源
,

抑制水土流失
。

而且这样布局所形成的灌丛草原对解决当地居 民生活用能和发展放牧业创造

了有利条件
。

灌草将成为这一地区
,

乃至黄土高原北部地区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生物措

施
。

3
.

陕西北部气候温和
,

土地资源丰富
。

年平均气温 8
.

1一 9
.

3 ℃
,

昼夜温差 10 一 16 ℃
,

) 10 ℃的

年积温 3 2 0 7
.

8 ,C
,

年 日照时数 2 4 4 5
.

2 一 2 9 2 8 h
,

年降水量 4 3 8
.

4 一 5 7 2
.

3 m m
,

且 8 5 %以上集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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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 0 月份
,

无霜期 1 5 1一 1 8 6 天
,

海拔 1 2 0 0 ~ 1 4 0 0 m
,

黄土层厚度达 5 0 一 2 0 0 m
,

土壤耕性较好
,

孔

隙度 60 纬左右
。

自然条件适宜苹果
、

梨
、

山杏
、

山桃
、

山植
、

大枣
、

花椒等多种经济树种的生长发育
。

洛川苹果
、

延川大枣
、

宜川花椒久负盛誉
,

畅销中外市场
。

据延安市调查结果表 明
:

当地经济林的经

济效益比烤烟
、

花生
、

油菜
、

大豆等经济作物高 4一 5 倍
,

有
“

一亩果园十亩田
”

的说法
。

目前陕北人均

(包括城市人口 在内)拥有果园 0
.

14 亩
。

必须退耕的宜果耕地 (15 ~ 25
。

坡耕地 ) 2
.

15 亩
,

若将这些

宜果耕地退耕营造果园
,

按 目前平均亩产 Z o okg 计
,

人均年产水果可达 4 ook g 以上
,

而亩产 3 0 00 ~

5 o o ok g 已是当地许多果农达到的产量
。

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
,

果品销

售市场前景乐观
,

果品业将成为该地区发展商品生产
,

脱贫致富的最关键措施之一
。

陕北 自然条件相对 比较适宜于牧草生长
,

而且土地资源丰富
,

人均土地 24 亩 (包括城市人口 在

内)
,

夭然草地 12
.

6 亩
,

人工草地 0
.

2 亩
,

25
。

以上必须退耕还林还章的坡耕地 2
.

47 亩
。

目前天然草

场亩产鲜草 25 0 一 3 0 0 k g
,

经封育改良后可达 500 一 7 0 Okg
,

人工草地亩产鲜草 8 1 5k g
,

人均草畜 1
.

7

~ 2
.

4个绵羊单位
,

生猪 0
.

2 头
,

畜产品商品率已达 50
.

2 %一84 %
,

佳米驴
、

陕北细毛羊属国 内有名

的优良畜种
。

肉羊
、

肉牛
、

肉驴
、

细毛羊
、

粗毛羊
、

半细毛羊
、

绒羊发展潜力很大
,

前景广阔
.

据有关资

料分析表明
:

天然草场采取草灌混交
、

封育等改良措施可提高载畜能 力 1 倍以上
,

季节畜牧业 (如把

陕北家畜放牧与南部关中平原肥育相结合 )可使畜牧业生产效益提高 3一 10 倍
,

加之其它技术措施

的实施
,

家畜生产能力将成倍增长
,

畜牧业将成为本地区主导 产业之一
。

但必须清楚
,

陕北粮食短

缺
,

猪
、

畜的发展应受到限制
,

以自给的原则避免人畜争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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