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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
“

治黄
”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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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对近几年来治黄方略的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简略分析
,

认为治黄应着

眼于整个黄河流域
,

治黄的系统观才是治黄之本
.

其中
,

黄土高原综合治理是治黄的关键
,

并提

出了黄土高原治理的对策与建议
。

关键词 治黄之本 黄河流域 黄土高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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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治黄方略简述

历史上
,

治黄曾走过单纯考虑防洪的路子
,

如分洪
、

滞洪
、

改道
、

挡洪等防洪思想
,

在当时的历

史条件下
,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但却不能有效地根除洪水的危害
,

皆为治标之策
。

据统计
,

解

放前的两 千多年中
,

黄河就决 口泛滥 1 5 93 次
,

给黄河下游的历代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
。

到了清

代
,

许承宣
、

胡定等人提出要从上 中游采取措施控制洪水和泥沙
,

但 由于种种原因却难以付诸实

施
。

中国现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先驱李仪扯等人在吸收西方水利先进经验的基础上
,

逐渐形成了上

拦下排
、

蓄泄结合
、

综合利用
、

上中下游并重的治河方略
。

建国以来
,

国家对治黄十分重视
,

每年投

入大量资金用于黄河流域的治理
,

确保黄河 40 多年安流
,

这与坚持正确的治河方略有很大的关

系
。

近年来
,

一些学者对治黄方略有些新的见解
,

其中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两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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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坝系农业是治黄之本的观点

此观点认为
,

治黄 (黄河 )必须治黄 (黄土高原 )
,

基本前提是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可以治理
,

基本措施是建立覆盖黄土高原的坝系农业
。

应该肯定
,

在小流域 内各级沟道 中布设一系列淤地坝

和水库构成的工程系统即坝系
,

在拦泥
、

淤地
、

防洪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但是把坝系农业提高

到治黄之本的高度却存在着诸多不足
。

首先
,

从治黄这一大系统的角度看
,

治黄 (黄土高原 )是治黄 (黄河 )的一个子系统
,

坝系农业

又是黄土高原治理系统中的子系统
,

是一项重要的沟道拦沙措施
,

对减少入黄泥沙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
,

但它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水土流失的产生与发展
,

与治理黄土高原减少侵蚀
、

根除水土流

失的主要 目标也有很大差距
。

坝系农业建立的再好
,

也不能替代其它系统所起的作用
,

无法单独

肩负起治理黄土高原的艰巨使命
,

又怎能作为治黄之本呢?

其次
,

将坝系农业放在黄土高原人 口一资源一环境一经济的大系统中来考察
,

也会看出坝 系

农业作为治黄之本的不全面之处
。

( l) 从资源利用与大农业的角度看
。

由于坝地面积的有限性 (最多只占流域面积的 5%一

10 % )和形成时间的长期性及坝地高产稳产的相对性
,

决定了把坝地作为主要的农业土地利用方

式是不可取的
,

仅靠坝地农业来解决黄土高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问题是不现实的
,

坝系

农业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黄土区土地利用不合理的现状
,

仅局限于水肥条件好的坝地
,

而忽略了对

坡面水土流失的治理和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
,

造成了宝贵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

也没有从大农业

的宏观角度来看待黄土高原的治理问题
,

忽视了农林牧副业的全面发展
。

(2 )从黄土高原大生态环境改善的角度看
。

干旱和严重的水土流失是黄土高原地 区生态环境

恶化的重要因素
,

坝系农业实质上是一种小范 围的种植业生态系统
,

若不结合坡面治理
,

就解决

不了坡面的土壤侵蚀 问题
,

无助于整个区域生态环境的大幅度有效的改善
。

实质上
,

坝系农业只

顾点上生态环境
,

而忽视面上的生态间题
,

是片面的
,

不符合黄土高原地 区大面积环境治理的客

观实际
。

( 3) 从黄土高原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
,

黄土高原的治理 不仅是泥沙问题
,

实际上也是一个

经济问题
,

由于坝系农业可能增产的粮食有 限 ( 80 年代中期
,

黄土高原地 区人均有坝地粮食近

12
.

s k g
,

在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 巧
.

6 万 k m
,

的粗沙产 区修建 2万座控制性骨干淤地坝
,

全部库

容淤满后
,

按 1 9 8 5 年该区人 口计算
,

人均占有坝地粮食将不足 9 0 k g )
,

远远满足不了人们多方面

的需要
。

因此
,

坝系农业在发展农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显著
,

仅靠坝系农业来发展商品生产

和农村经济是不适宜的
。

1
.

2 水土保持是治黄之本的观点

此观点认为
,

治黄的前提应该是既要保持水土
、

减轻水土流失危害
,

又要开发利用水土资源
,

大力增产粮食和林牧业产品
,

为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和商品生产服务
,

只有水土保持
,

才是解决黄

河危害
、

促进当地农业及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

无可非议
,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是减少黄

河泥沙
,

促进该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措施
,

但这一观点
.

着眼点仍是在黄河上中游的

黄土高原
,

对于治黄这一巨大的系统工程而言
,

仅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的子系统
,

也不能单独肩负

起治黄之本的艰巨使命
。

治黄问题不仅是一个泥沙问题
,

还是一个防洪问题和水沙资源的综 合利

用问题
,

即使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面积全部得到治理
,

若没有干支流的控制性骨干工程和下游防洪

体系的密切配 合
,

黄河的洪水危害和水资源紧缺仍不可避免
。

因此
,

治黄不应局限于流域的某一

个部分
,

而应着眼于整个黄河流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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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治黄的系统观

黄河的根本问题在于季节性洪水对下游的威胁
、

黄土高原产生的大量泥沙又加剧 了洪水的

灾害
。

因此
,

根治黄河水害
,

保障黄河下游长期有效的防洪安全
,

改善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
,

减少

入黄泥沙
,

合理开发利用黄河水沙资源
,

促进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成为治黄的根本 目标和

任务
。

黄河流域上
、

中
、

下游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差异很大
,

但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

存在全流域共同关心的问题
。

治黄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
,

从黄河流域的整体出发
,

正确处

理好局部与整体
、

眼前与长远
、

资源的利用与保护
、

治理与开发
、

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关系
,

上
、

中
、

下游统筹考虑
,

系统分析
,

建立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三大体系
,

即黄河干支流的控制性工程体

系
、

上中游黄土高原的综合防治体系及黄河下游的防洪措施体系
,

是治理黄河的根本
,

其中
,

黄土

高原的治理则是治黄的关键
。

千百年来的历史经验表明
:

在黄河干流无大的控制性水利工程消减洪峰时
,

极易使黄河下游

洪峰流量在短时间内猛增
,

超过河道泄洪能 力
,

从而造成决 口泛滥
。

在黄河上 中游修建大型的水

利水电枢纽
,

可起到滞洪削峰作用
,

提高下游防洪标准
,

是防洪的有效措施
。

建国以来
,

黄河干流

上 已建成 8座大 型水利水电枢纽工程
,

总库容 4 18 亿 m
’ ,

对下游的防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现正

在修建的小浪底水库
,

控制 了黄河流域面积的 92 %
,

来水量的 89 %
,

是确保黄河下游防洪安全的

关键性骨干工程
,

建成后与原有工程联 合运用
,

可有效地控制下游洪水
,

将黄河下游大堤 防洪标

准由现在的 60 年一遇提高到近千年一遇
,

基本解决洪水危害
。

上中游大型水库的修建
,

不但减轻 了下游的防洪 负担
,

而且还提供了丰富的水电和水资源
,

有力地促进了黄河流域经济的发展
。

随着人 口的增长和工业生产的发展
,

水资源的短缺已严重制

约了西北
、

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
。

黄河多年平均河 川径流量达 5 80 亿 m
, ,

是西北和华北地 区最重

要和可靠的水资源保证
。

到 1 9 90 年
,

黄河流域的灌溉面积 已发展到 53 3 万多 h耐
,

其中约 35 3 万

h m
Z

直接从黄河干流引水
,

70 %以上的工农业用水均 由干流提供
,

并为一些大城市提供了水源保

证
。

如能在下世纪初在黄河干流相继建成小浪底
、

磕 口
、

大柳树
、

龙门
、

万家寨等大型水利水 电枢

纽工程
,

将形成黄河干流工程体 系
,

黄河的径流
、

泥沙将得到较好的调节
,

下游的防洪标准将大幅

度提高
,

水资源的利用将由现在的 27 0 亿 m
, ,

提高到 3 70 亿 m
, ,

为流域内的工农业生产和城市供

水提供较高 的保证率
。

同时还应加强黄河主要支流的水资源开发
,

使有限的水资源得到 充分利

用
。

从远期发展来看
,

黄河上中游水资源的不足将严重制约这一地 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

预计到

2 0 3 0年
,

该地 区需水量将达到 5 80
.

9 亿 m
, ,

是 1 9 8 7 年的 2 倍
,

而水利工程供水能力仅达 3 92
.

9

亿 m
’ ,

供水满足率将下降到 65
.

9%
。

因此
,

开源补水
,

加快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规划和可行性研

究进度
,

并争取早 日付诸实施就势在必行
。

这是一项从根本上解决黄河上中游地区水资源供需矛

盾的重大战略措施
,

为本地 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
。

“

泥沙不减
,

黄河难治
” 。

黄河泥沙含量高的间题始终是治黄的难点和重点
,

黄土高原严重的

水土流失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
,

是黄土高原沟壑纵横
、

生态环境恶化和当地经济发展迟 缓
、

群

众生活贫困的根本原 因
,

是下游河道淤积
、

成为地上悬河的根本原因
,

也是影响黄河干支流工程

体系长期持续发挥效益的重要原因
。

因此
,

对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进行综合治理
,

从根本上改善

当地的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
,

大幅度减少入黄泥沙
,

既是 治理黄河的关键
,

又 是发展当地经济和

群众脱贫致富的根本措施
。

根据水文法和水保法的综合分析估算
,

近 20 年来
,

黄土高原水利水保

工程减沙效益显著
,

70 年代水土保持措施年均减沙约 2 亿 t
,

80 年代水土保持措施年均减沙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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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t
,

对黄河干流河道减淤
、

下游防洪和缓解河 口 延伸起到 了积极作用
。

黄河下游的防洪是治黄的长期任务
,

为了提高下游的防洪能力
,

除了加强黄河干支流工程体

系建设和黄土高原的综合治理外
,

仍应继续做好以下工作
:
( 1 )加高

、

加固
、

完善下游 的堤防工程
,

清除险点
、

险段
。

考察我国古代治河防洪思想
,

修筑堤防以阻拦洪水侵袭是历代防洪思想的主流
.

在现代科学技术水平下
,

仍然是黄河下游的主要手段
; ( 2 )加强河道整治

,

其指导思想应 以防洪为

主
,

全面规划
,

因势利导
,

重点整治
,

滩槽并治
,

达到护滩保堤的目的
; ( 3) 清除行洪障碍

,

保证洪水

顺利下泄
,

1 9 9 1 年淮河流域洪涝灾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行洪河道设 障束水
,

降低 了行洪标准
,

造

成内涝严重
。

坚持破除黄河下游河道的主要行洪障碍— 滩区生产堤
,

确保黄河防洪安全
; ( 4 )加

强黄河下游蓄滞洪区的安全建设
。

重点是避水工程
、

撤退道路
、

预警系统的建设
,

确保下游蓄滞洪

区 1 5 0 多万人 口的生命财产免受漫滩洪水的危害
。

3 黄土高原治理的对策与建议

黄土高原的治理是
“

治黄
”

的关键
,

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
,

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密切

配合
,

也是一项艰巨复杂的长期任务
。

若以 1
.

5% 的年实施进度
,

即年治理 1 万 km
, ,

实际保存

60 % ~ 70 %来安排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治理
,

可望用 50 年的时间达到初步治理
。

3
.

1 治理的指导思想

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破坏
,

导致了 目前黄土高原沟壑纵横
、

支离破碎的 自然景观和贫困落后

的社会经济面貌
,

生态破坏的根源在于该区过度增长的人 口 对 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
。

因此

黄土高原的治理不仅要重视泥沙间题
,

而应放在人 口一资源一环境一经济的大系统 中来看待
,

所

采取的措施必须保证人 口的适度增长
、

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

生态环境的改善与经济的持续发展

协调共存
,

这是黄土高原治理的宏观指导思想
,

应贯穿于各项措施之中
。

科学的规划是治理的前提
,

按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规划的要求
,

分区治理
,

化整为零
。

在各

分区内以小流域为单元
,

根据
“
兴利除害和沟坡兼治

、

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 合
、

生态效益与经

济效益相结合
”

的原则
,

全面规划
,

科学配置各项技术措施
,

形成水土保持防治体系
,

改善生态环

境
,

充分利用资源
,

促进农林牧业全面发展
,

为小流域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
。

遵循生态经济规律
,

大 力发展小流域商品经济
.

同时要注意与地方 区域经济的融合
。

这是小流域治理的基本指导思

想
,

也是黄土高原治理宏观指导 思想在小流域治理中的具体体现
。

降水
“
就地入渗

”
和

“
流而不失

”
是黄土高原治理 区配置水土保持技术措施

、

防治水土流失的

基本指导思想
,

在大量实践中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

干旱缺水和严重的水土

流失是黄土高原农业发展的关键性限制因素
, “
就地入渗

”

是根据黄土结构疏松
,

渗透能力强的

特性
,

创造一种有利 于降水入渗 的土体构型和措施
,

就地拦蓄降水使之入渗
,

形成土壤水
,

保持

土壤适度的墒情
,

以满足植物生长发育的需要
,

同时也防治了水土流失
。

这种指导思想是坡面治

理措施配置的理论依据
。

对沟道的水土流失
、

坡面 入渗 不了的径流及由此带来的泥沙
,

则需要用
“
流而不失

”

或
“
流而少失

”

的思想来指导
。

即在沟道中或滩地上
,

通过建立坝系或引洪漫地进行拦

蓄
,

就近利用
,

尽可能不形成远距离输送
,

减轻洪水泥沙对下游的危害
。

3
.

2 治理的技术措施

黄土高原的垦殖指数高达 31 写
,

土地质量低劣
,

植被稀疏
,

森林覆盖率约为 6 %
,

土地利用极

不合理
。

因此
,

需要调整土地利用结构
,

使土地资源得到合理利用
,

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生产力
。

其

中最关键的是以基本农 田为突破 口
,

把坡耕地修成梯 田
,

在沟道中建立坝系
,

有条件的兴修小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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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地和引洪漫地
,

少种高产多收
,

保证粮食自给有余
,

从而打破
“
过度垦牧 ~ 水土流失严重~ 广种

薄收~ 粮食不足
,

经济贫困~ 再度垦牧
”

的恶性循环
。

对一时无法退耕的坡耕地应采取沟垄种植
、

区田和草田轮作
、

间作套种等水土保持农业耕作措施
,

以减轻水土流失
。

林草措施是保持水土
、

改

善生 态环境
、

培育再生资源发展林牧副业的有效途径
。

造林种草要根据
“
因地制宜

,

适地适树

(草 )
、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
”

的原则
,

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制度
,

选择优 良的品种
,

提

高林草的成活率与保存率
。

在半湿润地区
,

宜发展乔木兼灌木和草地
;
在半干旱地区

,

应以灌木和

草地为主
,

灌木应 占 50 % 一 60 %以上
,

乔木主要栽在沟底和
“
四旁

” ;
在干 旱地 区

,

宜发展灌木和

草地为主
,

灌木应占 70 %一 80 %以上
。

以坝系为主的沟道工程是治沟的关键性措施
。

黄土丘陵沟

壑 区是粗沙产沙区
,

年侵蚀模数高于 5 0 0 Ot/ k( m
Z · a )

,

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占黄河总输沙量的

80 %以上
,

在该区修建坝系
,

使之控制该区面积的 70 %左右
,

并结合流域坡面治理
,

经过 50 年或

更长的时间可望实现水土流失与淤积的相对平衡
,

入黄泥沙量可减少 50 %以上
。

3
.

3 依靠法律武器制止人为的加速侵蚀

建国以来
,

黄土高原的治理取得了很大成绩
,

特别是 1 9 8 3 年被列为国家水土保持重点治理

区的无定河
、

三川河
、

皇甫川流域经过 10 年的综合治理
,

效益十分明显
。

但是
,

目前黄土高原
“

边

治理边破坏
,

甚至破坏大于治理
”

的问题仍十分严重
,

这也是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取得很大成绩而

黄河泥沙仍徘徊在 16 亿 t 的主要原因
。

据调查
,

由于 人类开荒新增加的坡耕地
,

北洛河上游
、

延

河中上游地区 1 9 50 年一 1 9 8 4 年间
,

年均新增产沙模数高达 3 00 0 t k/ m
, 。

晋
、

陕
、

蒙煤 田开发区由

于没有协调好资源开发与资源保护的关系
,

使本来就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

已影响到该区

经济的持续发展
。

神府东胜煤 田一
、

二期工程的开采
,

土石排弃量达 6
.

3 亿 t
,

据 1 9 8 7年 ~ 1 9 8 9

年的实测资料
,

每年增加入黄泥沙量约有 2 O0 0t
。

唐克丽等估计
,

如不采取积极的防治措施
,

到

2 0 3 0 年晋陕蒙接壤 区因煤 田的开采每年将增加入黄泥沙 1亿 t 以上
。

鉴于黄土高原不合理的人

类活动对土壤加速侵蚀的严重影响
,

建议
,

应大 力宣传国家的有关法律和法规
,

主要是《水土保持

法 》
、

《土地管理法 》
、

《环境保护法 》
、

《森林法 》
、

《草原法 》
、

《矿产资源法 》
,

提高 人们的法制观念和

生态意识
,

严格依法办事
,

做到有法必依
、

执法必严
、

违法必究
。

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
,

用法律来保

障合理利用与保护 自然资源
,

从而减轻或 免除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所造成的新的水土流

失
。

3
.

4 国家应从政策上予以大力支持

黄土高原的治理需要大量人力
、

物 力
、

财 力
、

科技
、

信息等的投入
,

国家应 在有关政策方面为

保证治理的顺利进行创造有利条件
。

一是继续推行户包小流域治理和
“
四荒

”
拍卖的政策

,

充分调

动黄土高原治理主体的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 二是 国家重点扶持的政策

。

占入黄泥沙 80 %的黄土

丘陵区坡陡沟深
、

支离破碎
,

治理难度很大
,

其治理效果直接影响到入黄泥沙的多少
,

建议国家将

此区治理列为国家经济开发与国土整治的重点项 目
,

拨专款支持
;三是多方投资政策

。

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
,

资金更不利于向农业投入
,

国家要采取倾斜政策确保黄土高原地区治理投资的适度增

长
,

并以此为引子
,

吸引广大农民积极投劳投资
。

对引进的外资
,

要切实采取措施管好用好
,

真正

发挥资金的最大利用效益
; 四是生态效益补偿政策

。

黄土高原治理减少了入黄泥沙
,

改善了黄河

水质
,

为黄河下游的防洪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做出了巨大贡献
。

这部分生态效益是黄土高原群众

付出巨大劳动得来的结果
,

是有价值的
,

从理论上讲
,

应当给予上中游一定的经济补偿
。

建议国家

应明确规定黄河下游受益最大的省
、

每年要从财政中拿出一定数额的资金作为补偿
,

专款用于黄

土高原的治理
。

五是加强对黄土高原综合防治技术的科学研究和科技推广政策
,

增强治理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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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
“
治黄

”
问题

性
,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5 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

努力提高人口素质

在人 口一资源一环境一经济的大系统中
,

人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
。

人 口过多和较低的人 口

素质
,

会对资源
、

环境造成很大的压力
,

对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阻碍作用
、 1 9 5 3 年 ~ 1 9 8 5 年

,

中游

黄土高原 人口增长了 1
.

18 倍
,

人 口 自然增长率高达 2
.

47 %
。 。

1 9 9 0 年
,

黄土高原的甘肃
、

陕西
、

山

西
、

宁夏四省 (区 )的人 口 自然增长率平均 1
.

74 %
。 ,

高于全国平均数 1
.

47 编
。

可见黄土高原地区的

人 口增长问题十分突出
,

必须采取切实的计划生育措施
,

有效地控制住人 口 的增长势头
。

四省

(区 )文盲半文盲人口 占 1 9
.

73 %
,

高于全国平均数 1 5
.

88 %
,

人 口素质较低
,

多数农村劳动 力不能

适应现代大农业生产的要求
。

提高人 口素质
,

首先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不适应形势的传统观

念
,

传统的
“

粮食
”

观念应转变为现代的
“

食物
”

观念
,

传统的
“

农业
”

观念应转变为
“

大农业
”

观念
,

传统的 自给 自足经济观念应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观念
。

对土地资源的利用要有生态意识和经济意

识
、

科技意识
,

不应局限于现有耕地
,

而应注重全部国土资源的开发利用
。

其次要大 力发展教育
,

为黄土高原地区经济的发展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
。

同时
,

应广泛开展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
,

以提

高广大农 民的科技素质
,

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

增加黄土高原治理的科技含量
。

水土保持技术

咨 询
系统仿真决策与预测

动态仿真 (亦称系统动力学 )是模拟社会经济
、

生态 系统动态行为的计算机仿真技术
,

是国 内外现代科学决

策和预测的有效工具
。

它改变了传统的主观臆断决策和预测方法
,

避免了决策失误和盲目性
,

提高决策效率和准

确性
,

从而节省大量人力
、

物力
、

资金和时间
,

可获得工程项 目投资 30 % 以上的间接经济效益
,

故国外称之为
“

政

策和策略的实验室
” 。

国 内自 80 年代初引进该技术以来
,

已有长足发展
,

但在某些领域还鲜为人知
。

该项 目采用

美国最新软件 P or fe ss io na l D Y N AM O lP us
,

经开发研制
,

具有完善的系统软件
、

图文显示
、

打印和连接功能
,

加之

建模技巧和经验丰富
,

能对各种实际系统的过去和未来进行研究
,

仿真有效性达 94 % 以上
。

我所从 1 9 8 5 年应用该技术完成了多项 国家攻关项 目和部门任务
,

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和陕西省科技

进步二等奖
,

已完成项 目主要有
:

( l) 黄土高原农林牧综合发展与合理布局
; ( 2) 黄土高原森林植被建设优化模

型
; (3 )黄土高原人 口粮食发展预测与对策

; ( 4) 晋陕峡谷区土地资源开发前景与对策
; ( 5) 陕西省节水灌溉区划 ;

( 6) 安塞县社会经济发展规划
; ( 7) 杏子河流域治理规划

; ( 8) 内蒙奈曼旗土地沙化发展对策
; ( 9 、神府煤田开发与

环境效应预测等
,

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

解决了用传统方法难以预见的一些实际问题
。

该项技术应用广泛
,

适用于 区域资源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
。

( l) 区域农林牧综合发展的动态优化
,

合理布局与预测
;

( 2) 流域开发治理的动态规划与效益预测
;

( 3) 区域水资源规划决策与节水灌溉农业发展预测
;

(4 )粮
、

果
、

牧业基地建设优化布局与发展预测
;

( 5) 农业
、

林业
、

牧业
、

水利
、

水土保持
、

渔业工程项 目投资决策与效益预测
。

我们热忱欢迎全 国各地有关部门和用户前来洽谈
、

咨询
,

将提供全新的服务方式
。

联系人
:

张汉雄 邮 编
:

7 1 2 100

电 话
:

( 0 9 2 0 ) 7一2 4 1 2 电 传
:

( 0 9 1 0 ) 7 1 2 2一。

电 挂
:

3 9 3 2 地 址
:

中国
·

陕西
·

杨陵
,

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