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6 卷第 l 期
1 6 9 9年 2 月

水土保持通报
B ull

e ti o n
f 5

0 11 a n
d W

ate rC o nse r v ati o n
·

V
o
l

.

1 6 N o
.

1

F e
b

.,

1 9 9 6

黄土高原重点水土流失区土地利用分区

宋桂琴 王 丽芝

(中国
赞
学
吐
水土保持研究所

.

陕西杨陵
·

7 1 2 1。。 )

水 利 都

摘 要 该文 以合理利 用重点水土流 失区土地资源
、

防治水土流失
、

保护耕地和发展经济为 目

的
,

应用模糊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土地利用分区
。

划分出 3个区
、
7 个亚 区

,

并简述了各区概况和

土地利用方向
。

关键词 黄土高原 模糊聚类 土地利用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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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区的意义

分区亦即区划
。

区划有两种类型
,

一类属于理论性的
,

目的在于认识自然
,

揭示 自然规律
,

为生产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

如中国综 合自然区划 (初稿
、

黄秉维
,

19 5 9 年 )
,

中国自然区划 (罗开

富
,

1 9 5 4 年 )
,

中国气候生产潜力区划 (陈明荣
,

1 9 8 4 年 )等
; 另一类是应用性的

,

它是在揭示 自

然规律的基础上
,

结合生产实践的需要
,

划分出一定层次的区域单元
。

土地利用分区即属后一

种
,

它是按照土地生态环境要素特点与农业生产相适应的原理
,

进行聚类划界
,

探讨土地利用

方向
,

提出开发与保护土地资源的措施
,

直接服务于生产
。

黄土高原重点水土流失区涉及 1 06 个县 (市
、

旗 )
,

东西跨 8 个经度
,

南北跨 6 个纬度
,

气候

收稿 日期
: 1 9 9 6一 0 1一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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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

土地类型结构
、

土壤侵蚀强弱及人类的干扰强度等
,

都制约着土地利用方式和产业结构
。

划分土地利用区不仅便于从宏观上进行生产布局
,

而且对微观土地利用起指导作用
。

根据多年的实践我们认为
,

在水土流失区
,

土地利用规划与水土保持规划密不可分
。

原因

是
,

人为加速侵蚀主要是土地不合理利用导致的
;而防治侵蚀最基本的措施 自然是土地的合理

利用
。

因此
,

在土地利用分区中
,

每个区的土地利用方向无不蕴存着保持水土的内涵
。

2 分区的理论依据及分区原则

2
.

1 理论依据

土地利用分区是按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要素相适应的原理进行地域上的聚类划界
。

其中

首先涉及的是环境要素
,

环境要素的分布及特征
,

是 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地域间的地理分异规

律
,

这就是土地利用分 区的理论依据
。

地理分异规律中的地带性规律
,

主要是由于太阳能按纬

向呈不均匀分布造成的
,

这是最本质的分异
,

由此才导致一系列生态因素的不均匀性
。

因此
,

地

带性分异规律成为许多地理学方面区划的基本依据
,

土地利用当然不例外
; 非地带性因素有陆

地与海洋的相对位置
、

海拔高度及地面的相对高度等
,

它们又导致了太阳能
、

风能
、

降水等的二

次分配
。

无论是地带性与非地带性规律都是不可改变的
,

对分区起着控制作用
。

2
.

2 分区的原则

分区原财随分区 目的而定
,

土地利用分区的 目的是 为了合理的利用土地
,

从而获得高效

益
。

为此
,

制定以下原则
:

2
.

2
.

1 发生学原则
。

现代土地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地理历史过程
,

这一过程 目前仍在延

续
,

但是缓慢的
。

对人类来讲
,

可以认为土地类型的结构与形态是相对稳定的
。

因此
,

土地的本

质属性基本上是原始发生过程的产物
。

譬如
,

陕北黄土丘陵是中生代的盆地
,

到新生代经过周

边断陷
、

中部整体不连续上升
,

以致形成黄土堆积时的多层性
、

黄土地貌的复杂性 (田泽生等
,

1 9 70 年 ) ; 渭北高原与陕北丘陵之间的大断裂
,

成为这两个 自然区域地形
、

土壤植被的天然分

界线
。

2
.

2
.

2 综合性 原则
。

首先是 自然地理因素的综合
,

在区划时对环境因子的相对一致性要

综合考虑
。

如
,

在一般情况下热量与降水有很好的相关性
,

但在非地带性因素作用下却往往出

现反常
,

这时就需要进行多因素的综合
,

以确定分区界线
。

其次是 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的

综合运用
,

在多数地区二者是一致的
,

土地条件差
,

就导致生产 力低
、

人 口密度小
。

这是又 一种

形式的地带性规律
。

在人 口剧增
,

农业生产用地 日益减少的今天
,

土地利用 已不能单纯决定于

自然条件了
。

2
.

2
.

3 兼顾利 用与治理 相 结合 的原则
。

本区存在的诸多问题
,

如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

土地生产力低
、

生态环境恶化等
,

根源在于严重的水土流失
。

土壤侵蚀强度和类型的差异
,

对土

地利用配置
,

资金投入等措施都将产生影响
,

因此
,

分区时不能忽视
。

3 分区方法

3
.

1 分 区参数的选定

参数选定是分区的关键
。

在土地资源存在的空间内
,

几乎所有的自然要素都与农业土地利

用发生关系
,

因相关的程度不同而提供了遴选的可能
。

如土壤中的动物与微生物
.

对植物 生长

有种种作用
,

但作用不明显
; 而降水量的作用却是举足轻重的

。

因此
,

需要按一定的原则选定
.

才能保证分 区既达到予期 目的
,

又能减少工作量
。

其基本原则
,

是选择那些对土地第一性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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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明显的制约作用
,

或对农林牧业生产布局
,

以及农村经济发展起指示作用的因子
,

这些因

子涉及 自然和社会经济两个范畴
。

自然方面包括直观可辨的景观型因子
,

如地形
、

土壤
、

植被

等
,

还包括无形的能量型因子
,

如光
、

热
、

湿润状况 (以降水量表示 )等
。

社会经济因子关系到人

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

如人 口密度涉及区域环境容量
;土地生产力关系土地利用方向与改造措施

的选择
。

所选因子既可以是能够直接获得的原始数据 (地面坡度
、

气温
、

降水量… )
,

也可以是间

接导出的再生数据 (积温
、

干燥度… )
。

在热量指标中
,

因为单一因子难以反映客观实际
,

譬如同

样的积温
,

有的属于持续 日期长
,

有的则属于 日期短而气温高
,

因此
,

需同时选用气温
、

无霜期

等
。

按上述的原则和方法
,

共选择 10 个因子作为分区参数
,

其中自然方面 7 个
:

坡度 < o3 的土

地面积 比例
、

不宜耕种土壤的面积 比例
、

风沙土地面积比例
、

) l o C积温
、

极端低温
、

无霜期及

年降水量
。

社会经济方面的 2 个
:

农业人 口密度和土地生产力
。

3
.

2 模糊聚类的基本原理与应用

聚类分析是数理统计中的一种多元分析方法
。

用以确定若干样品彼此之间的亲疏关系
,

根

据其亲疏关系程度的不同而客观地定型分类
,

最后得到反映个体间亲疏关系的分类系统
。

对于存在着人 口
、

土地生产力
、

土地类型
、

气温
、

降水量等诸多差异的区域
,

其间存在着大

量模糊关系
,

根据经验很难判断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似程度
,

选用模糊聚类的分析方法对其进行

分类
,

使之做到定量化
,

会更好地揭示区域特征
。

为了更科学地
、

切合实际的分类
,

要求统计的

指标具有实际意义
,

其次要有较强的分辨力和区域的代表性
。

我们这里选定的需要被分类对象的论域 U 为 10 6 个县 (样品 )
,

10 项指标 (变量 )
。

为了较

快较好的分类
,

根据多年的专业经验
,

将聚类因子作加权处理后
,

缩减为 27 个样本 10 个变量
.

其数据矩 阵如表 (略 )

3
.

2
.

1 原始数据的标准化
。

由于各代表点统计指标的变量量纲不同
,

对分类的影响大小

也不同
,

所以需要进行标准化处理
。

这里采用极差标准化
,

即
:

在「o
,

1〕闭区间有
:

X
,

一 X
`
m a x

工 ` , n a x 一 x ,
m i n

当 X
`

一 X
, n a x 时 X = 1

,

X
`
~ X

` , n i , ,

时 X = O

3
.

2
.

2 计 算模糊相 似矩阵
。

原始数据经标准化处理后
,

得相似矩阵
,

把相似系数压缩到 O

至 l 之 间 得 模 糊 矩 阵
,

把 此 矩 阵 记 为 尺
,

它 具 有 反 身 性
,
.r

,

~ 1

(j 一 1
,

2
,

… …
,

m ; i 一 1
,

2
,

… …
, , , )

,

具有对称性
1
一 , ,

一 七
,

为了使它具有传递性
:

R
·

R = R Z

仁 R

需对 R 进行有限次褶积
,

即 R ~ R ,

~ R `

… … R ZK
= R K

为止
。

则 尺
’

= ( y
’

i , )
,

“
, n

R
’

便是一个具有模糊分类的等价关系矩阵
。

3
.

2
.

3 分类
。

求隶属度 入的截矩阵
。

由于 R 具有模糊等价关系
.

对于 入任 [ 0
.

1」
,

所得的 入

也一定具有等价关系
,

即可确定一个 入水平的分类
。

逐步找出 R 的不同 入值
,

随 入值的大小从

细到粗逐步并类
。

随 入值的下降
,

最后归并为一类
。

经 由 B A SI C 语言编写的程序处理后
,

最后

得动态聚类图 (略 )

当 人一 0
.

9 8 2 5一 0
.

9 9 7 5 为一大类
。

包括
: 1 3

.

6
,

一6
,

2 0
.

14
,

2 7
,

2 1
,

2 4
,

1 5
,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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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入一 0
.

9 9 2 5一 0
.

9 7 2 5 时为第二大类
。

包括
: 1 9

,

2 2
,

2 3
,

2 5
,

2 6
,

2 7
.

1 1
.

8
,

9
,

10
.

4
.

5
.

3
。

当 入= 0
.

9 4 7 5一 0
.

9 3 7 5 时为第三大类
。

包括
: 2

,

7
,

1
,

1 8
。

结果划分出 3 个 区
、

7 个亚区
,

见模糊聚类分区综合表 (略 )和土地利用分区 图 (略 )

4 各区土地利用与生产发展方向

4
.

1 渭北种植业为主
,

适度发展水果亚区 ( I ,
)

该亚区南至黄土台源 (因照顾行政界线的完整性而包含部分台源 )
,

北界晋陕黄土丘陵
,

西

起陕甘交界
,

东至吕梁山南端西麓
。

总面积 36 1 6 2
.

k3 m Z ,

农业人 口密度 1 35 人k/ m
Z ,

是人 口较

稠密的区域
。

地貌是千沟万壑的破碎源景观
,

其间有突出于高原面的基岩残山
。

主要地貌类型

是源
、

梁和沟谷
。

根据 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
,

本区的生产发展方向
:

在稳定提高粮食产量的前提下
.

发展多

种经营
,

与之相适应的要确定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
。

4
.

1
.

1 稳定根 田 面积
,

提 高单产
。

本 区农 用地生产力在水土流失区居较高水平
。

因此
.

粮

食生产就不能只把 自给作为 目标
,

而是要提供一定量的商品粮
。

按土地报酬递减的特性
.

提高

单位面积产量是有限度的
。

因此
,

粮食生产需要有较稳定的耕地面积作保证
。

目前全区 人均耕

地 0
.

3 h5 m
2 。

如果人 口按计划增长和正常的非生产性 占用耕地
,

在近期 内不至于出现耕地危

机
〔 1〕

。

但要防止盲 目乱占耕地的现象
,

并以政策法规引导农民珍惜耕地也是必要的
。

在占有一

定量耕地的前提下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

是增加粮食总量的可靠保证
。

通过用地与养地相结

合
,

增加能量和科技投入等措施提高生产率
。

同时要重视秋杂粮生产
。

4
.

1
.

2 适 当发展经济作物 等
。

在过去的几年中
,

烤烟为农民和地方财政作出了贡献
.

今后

仍然可作为本区发展经济的途径之一
,

在适宜烤烟生长的区域相对集中发展
。

目前存在的问题

是经营过于分散
,

不仅造成劳力
、

资金
、

能源 (煤 )
、

土地等的浪费
,

而且由于技术问题
,

往往高产

得不到高效
。

油料
、

瓜果都有相当的适宜范围
,

这些既是当地人民生活必需的
,

也是以短养长的

财源
,

尤其是瓜果
,

应根据市场需求
,

适当发展
。

4
.

1
.

3 适度发展果园
。

目前果园
,

特别是苹果似有发 展过快的势头
,

据陕西 日报 ( 1 9 9 4

年
.

12 月 n 日 )报道
,

目前陕西省已有 2 6
.

6 7 万 h m
z

苹果
,

全部挂果后
,

全国每人将分得 10 余

k g
,

而且还在继续发展
,

难怪有专家屡屡发出呼吁
。

说明在发展果业问题上
,

该进行适当引导

了
。

否则
,

不仅销售将 出问题
,

还要侵占大量耕地
,

冲击粮食生产
。

4
.

1
.

4 附属性 畜牲业
。

即基本靠种植业的副产品喂养
,

以使役和积肥为 目的
,

以 自消费为

主的发展模式
,

在农业人 口密度较大的本区即属此类型
。

另外有些县有大面积的夭然草地和林

地
,

有条件发展商品畜牧业
。

如宜君县看 准了目前牛 肉市场行情
,

1 9 9 4 年仅此一项户均收入

80 0 余元
,

使低产值的天然草地身价倍增
。

4
.

1
.

5 用材与保护生态环境相 结合 的林业
。

本区沟坡水土流失严重
,

造林是最有效的防

治措施
。

目前经济效益低
.

保水保土效益比较显著
。

据长武县鸦儿沟径流观测站资料
,

植被覆

盖度为 95 %的小区比 45 %的小区流径减少 62
.

5 6%
,

冲刷量减少 91
.

1 8写
。

今后应加强抚育更

新
,

提高经济效益
。

4
.

2 陇东种植业
、

果牧林综合发展亚区 ( I
:
)

地处径河中偏上游
,

西起六盘山西麓
,

东至子午岭
,

南起甘陕交界
,

北至环 (县 )华 (池 )黄土

丘陵
,

含庆阳等 10 个县 (市 )
。

总土地面积 2 0 2 99
.

sk m Z ,

农业人 口密度 1 20 人 k/ m , 。

地貌由黄

土源
、

沟谷
、

梁赤等类型组成
。

长期的流水侵蚀
.

使古高原面被千沟万壑分割
.

唯一保存最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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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该 区中部的董志源
.

面积 9 10
.

7k m “
川

。

4
.

2
.

1 以 种植业 为主
,

根食生 产放在首位
。

本区根食生产还有潜力
,

在基本农田建设
.

施

肥与管理方面都没有达到高标准
。

川源地区应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
,

梁命丘陵地建设高标准基

本农 田
,

退耕不宜种植的土地
。

控制非生产占用耕地
,

保证基本农 田的相对稳定
,

实现粮食 自给

有余
。

4
.

2
.

2 充分利用草地 资源
,

发展见效快的畜枚业
。

本区除西峰市
、

宁县
、

径川和平凉等人

口稠密区域以外
,

其余人均草地在 o
.

h3 耐 以上
.

因此
,

畜牧业还可以逐步提高商品率
。

我国畜

产品的社会需求
,

将在相当长的时期 内处于增长态势
,

种草养畜可作为本 区不衰的经济来源
。

.4 .2 3 发展 多种经营
。

充分利用占总面积 60 环以上的林草地
,

发挥本区树种与草种资源

丰富的优势
,

提高林牧产值
。

优化各业内部结构
,

如耕地中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
,

牧业 中的畜禽

合理结构
,

农户种大田并兼顾家庭副业
。

往往一个环节的突破
,

就会使封闭的经济系统得以启

动
。

4
.

3 晋陕农林草合理配置重点保持水土亚区 ( l ;
)

该 亚 区 位 于 黄 土 丘 陵 区 东 部
,

西 界 子 午 岭
,

含 晋 西 14 县 和 陕 北 18 县
,

总 面 积

68 32 8
.

k4 m
, ,

农业人 口密度 67 人 k/ m
Z 。

东部分布一系列褶皱断裂中低山
,

以断层与黄土丘陵

相接
,

西部子午岭为覆有薄层黄土的基岩中山
,

黄河纵贯其中
。

4
.

3
.

1 建设基本农田
、

保证根食 自给
。

水平梯田是基本不受限制
、

普遍能修建的基本农

田
,

可作为农田基建的主要内容
。

坝地受地形条件限制较大
,

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尽量发展
。

农

田基建的 目标是逐渐消除坡耕地
。

对基本农 田采取保护措施
,

严格控制占用
。

近期若能达到 人

均 0
.

1 h3 m
“
标准较高的基本农 田

,

再加上一部分实施水土保持耕作法的缓坡耕地
,

保证粮食

自给是可行的
。

4
.

3
.

2 充分利 用草坡发展畜收业
。

该亚区的基础条件是草坡面积大
,

应因地发展商品型

畜牧业
。

目前产值很低的草地
,

只要加强管理
,

会很快提高生产 力
。

水平沟种草
、

封 山育草
、

补

种优 良牧草
、

科学放牧等多项措施综合运用
。

4
.

3
.

3 挖掘土地生产潜力发展多种经 营
。

千沟万壑的土地
,

绝大多数是可以利用的
。

配

置合适
,

效益也很明显
。

作物要引进优 良种
,

如米脂黄土高原治理所
,

多年来引种了芦笋
、

黄花
、

醋栗
、

沙棘
、

玫瑰等多种作物
,

有些 已成功并加工成果品
。

更可取的是这些作物能利用 2 5
“

以上

陡坡
。

关于水果的发展问题
,

宜选择对气候和土壤等条件最适宜的品种
。

4
.

4 宁南陇东粮食 自给商品畜牧业重点水土保持亚区 ( l
:
)

该亚区西界为清水河与祖历河分水岭
,

西北界子午岭
,

北抵风沙区
,

南至甘宁省界
。

含固原

地区六县和 陇东北部 (华池和环县 )
,

总面积 29 86 6
.

gk m
艺 ,

农业人 口 密度 63 人 k/ m
Z 。

最高海拔

六盘山主峰 2 9 28 m
,

其余大部分为 13 00 一 2 00 o m
。

地 貌类型以黄土覆盖的丘陵为主
,

其间夹

有六盘 山
、

月亮 山
、

南华山
、

云雾山等中低山地
。

4
.

4
.

1 种植业 向集约化方 向发展力争根食 自给
。

坡缓谷宽是本亚区土地形态特点
,

且有

较多的河谷川地
、

盆捎 地
,

需将陡坡耕地退为牧草地
,

人均保 留 0
.

hZ m Z

的耕地
,

建成高标准的

基本农田
。

只要产量达到 2
.

25 一 3 t h/ m Z
(据王立祥等研究该亚区降水生产潜力

:

小麦 1 84 5一 3

1 6 5k g / h m
’ ,

玉米 4 3 2 0一 4 5 3 o k g / hm
Z
) [ 3〕 ,

粮食 自给是有保证的
。

4
.

4
.

2 充分利用草地资源 发展商品 畜收业
。

合理利用草地资源
,

具有防止土地退化和发

展畜牧业商品生产的双重意义
。

4 30 m m 左右的年降水条件
.

牧草的生产潜力是较大的
。

固原上

黄村刘峡现沙打 旺第 3 年鲜草产量高达 2 5
.

5t h/ m
Z (李立

.

1 9 9 。年 )
。

再辅之以改良天然草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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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山育草轮牧
,

对牧草生长都有很好的效果
。

4
.

5 陇中种植业为主
,

果牧综合发展亚区 ( 1 3
)

该亚区位于黄土高原重点水土流失区西南部
,

含平凉市辖的华亭
、

庄浪
、

静宁 3 个县
.

夭水

市辖 6 县 (市 )
,

定西地区的陇西
、

渭源
、

通渭
,

共 12 个县 (市 )
,

总土地面积 26 38 5
.

kI m
2

.

农业

人 口 密度 1 71 人 k/ m
Z ,

是全区人 口密度最大的区域
。

主要地貌类型有中低 山地
、

梁筛和河谷
。

粱赤一般海拔高 1 5 00 ~ 2 1 00 m
,

相对高差 1 00 一 20 0 m
。

谷底形成多级阶地
,

成为农业利用的

基本 田
。

4
.

5
.

1 发展集约农业实现根食 自给
。

该亚区有悠久的种植历史
,

粮食品种丰富
,

利于轮作

倒茬
。

首先必须在短期内改善土地生产条件
,

实现基本农田化
,

扩大水浇地面积
。

在基本农田

上增加投入
,

使粮食单产上一个新台阶
。

其次要保证基本农田不受侵占
,

合理安排非生产用地
。

4
.

5
.

2 山 区合理利 用单场发展 畜牡业
。

人工种草与合理放牧相结合
,

市场需求与本地条

件相结合
,

在近期 内养殖黄牛
、

细毛羊
、

肉用羊等牲畜
,

形成一定规模后再发展加工业
,

会得到

很好的经济效益
。

张家川现在已经成为较大的皮毛集散地
。

4
.

5
.

3 中部建设果品生产基地
。

夭水
、

秦安一带有悠久的果树栽培历史
,

具有品种多
、

质

量好
、

产量高等特点
。

为了解决运输和保鲜问题
,

必须发展储藏和加工业
。

4
.

6 陇西发展灌溉农业 多种经营亚 区 ( I
;
)

位于重点水土流失区最西部
,

含定西
、

白银
、

靖远
、

会宁
、

兰州
、

榆中
、

永靖 7 个县 (市 )
,

曾
、

面

积 25 O2 0k m
, ,

农业人 口密度 88 人k/ m
Z 。

主要地貌类型是流水侵蚀黄土丘陵与流水侵蚀中低

山
,

海拔高 2 0 00 m 以上
。

海拔高
、

高差大是地形的显著特点
。

4
.

6
.

1 多途径建设基本农田 基本解决根食问题
。

首先是开发水利资源
,

扩大灌溉面积
.

该

亚 区今后还需增修大型提水骨干工程
,

在现有基础上再增加 50 %的水浇地
,

人均 可达到 。

07 h m
, ,

基本可以满足农业人 口的粮食需求
。

沙田是当地群众创造的旱作方法
,

应进一步发展
。

降水量在 4 00 m m 以上的区域
,

修水平梯田
、

培肥
,

据定西高泉沟试验 区资料
,

1 9 9 0 年梯 田单产

已达 2
.

85 t/ h m
, 。

这样
,

农业人 口的粮食问题可以稳妥地解决
,

同时也控制了水土流失
。

4
.

6
.

2 综合利用 土地资源发展经济
。

除耕地外
,

还有占总面积 3 0 %一 60 %的产值很低的

草地
,

如果能适地适品种种植牧草和灌木
,

并恢复原有优 良草种的生产力
,

就可以有计划地养

殖肉用牛和细毛羊等草食牲畜
,

同时也能解决部分农村燃料来源
。

除粮田外
,

种植一些油料及

瓜果类
、

百 合
、

各种蔬菜等
,

使土地生产潜力得到充分发挥
。

4
.

7 黄土
、

沙化丘陵商品畜牧业防治土地退化区 ( 皿 )

本 区位于黄土丘陵区以北
,

西起宁夏同心县
,

东到晋蒙交界
,

呈东北— 西南走向的狭长

带
,

是黄土分布的北缘
。

行政区划含 内蒙 5 个县 (旗 )
、

陕西省 5 个县 (市 )和宁夏 2 个县
。

总面

积 “ 1 77
.

kZ m
, ,

占全区的 24
.

3 %
。

农业人 口密度 35 人 k/ m
, ,

是人 口密度最小的区域
。

地貌属

于长城以北的鄂尔多斯高原的东南部
,

属于西北鄂尔多斯地台向东南黄土丘陵的过渡带
。

该区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生态系统功能弱
,

各种用地
,

各个产业之间缺乏互补作用
。

如果能

在农业用地结构和经营管理上有所突破
,

可以建成粮食自给
、

畜牧业商品率高的良性循环的农

业生态系统
。

4
.

7
.

1 压缩耕地
,

少种高产
。

本区人 口密度小
,

不存在人多地少的土地危机
。

按农业人 口

计
,

多数县 (旗 )人均耕地 。
.

67 h m
2

左右
,

而且许多耕地面临着低产退化的危机
。

因此
.

必须将

质量差的首先退耕育草
。

质量 比较好的耕地生产潜力很大
。

首先对这部分土地增加投入
。

另

外
,

再适当增加基本农田
,

修梯 田
、

引水拉沙
、

整治滩地扩大灌溉面积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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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均基本农 田增加到 0
.

1 h3 m
2

以上
,

完全可以解决粮食 自给问题
。

即使局部有困难
,

还 可以

在区内调剂
。

4
.

7
.

2 保护天然植被
,

增加人工植被
。

针对草场退化的趋势
,

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

营造

以牧场防护林为主的林业防护体系
;采取轮牧

、

改 良草场 等科学管理措施
,

有重点地培育高产

优质的人工草场
,

对丘陵草地实行封育办法恢复生产力
。

在政策方面给予支持
,

对大面积沙荒

地的治理应实行 国家集体个人三结合
,

鼓励个人承包
。

有了稳定高产的草场
,

既遏制了土地退

化
,

又使畜牧业的发展有可靠的保证
。

4
.

7
.

3 因地制宜地进行土地的 多种利用
。

遵循生物多样性的原则
,

按土地类型和水热 条

件特点
,

进行多品种农林草的合理配置
,

实施科学的轮作倒茬
,

在增加植被覆盖度
,

改善生态环

境的同时
,

还能丰富群众的物质生活
,

增加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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