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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中部地区水土保持规划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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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陕西中部既是传统农业的发祥地
.

也是黄河中游水土流失的重点地区之一
。

该文在探

讨该地区水 土流 失规律的基础上
,

选用偏离一份额分析法进 行了分区分类研究
,

提 出了该地 区

水 土保持的 目标与对策
。

关键词 水土流失 水土保持 划 区分类 目标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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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概况

陕西 中部地区以省会西安为中心
,

陇海铁路西段为轴线向两侧延伸
,

东起撞关港 口
,

西至

宝鸡峡
,

南倚陕南秦巴 山区
,

北界陕北黄土高原
,

是一个西部狭窄闭合
.

三面环山
,

向东敞开的

盆地原区
。

全 区土地面积 63 7 2 8k m
2
(其 中

:

山地丘陵占 45 %
、

川道平原 占 5 5% )
,

水土流失面积

收稿 日期
: 95一 0 8一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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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 6 3 km
2 ,

占土地总面积的 66
.

6%
。

辖 58 个县 (市
、

区 )
,

其中 25 个县属于黄河中游 1 3 8个水土流

失重 点县
,

土壤侵蚀模数 50 0一 3 50 0 t k/ m
, 。

农业人 口 1 56 9万
,

农村劳 动力 8 02 万个
.

地
、

人
、

劳

分别占陕西总数的 31 %
、

5 8%和 61 %
。

因此搞好该区水土保持规划
,

实行综 合治理
.

不仅对提高

该区的农业生产力
,

促进农业持续发展大有裨益
,

而且对陕西农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

2 水土保持规划原则和原理

2
.

1 规划原则

2
.

1
.

1 生 态效 益和经 济效 益相结合
。

以生态效益为前提
,

经济效益为 目的
.

使综合治理在

不影响生态平衡的条件下
,

注重经济效益
,

增加农民收入
。

2
.

1
.

2 宏观效益与微观效 益相 结 合
。

按照
“

着眼长远
,

立足当前
,

全面规划
,

统筹安排
,

分

期实施
,

滚动发展
”

的精神
,

正确处理当前生产与远景发展之间的关系
,

在规划具体项 目时要以

短养长
,

先易后难
,

量 力而行
,

循序渐进
,

力争当年规划
,

当年实施
,

当年见效
。

2
.

1
.

3 综合治 理与开发 利 用相 结合
。

根据土地类型的多样性和适宜性
,

及水土流失规律
,

因地制宜
,

合理安排好每一块土地的经济用途
,

使农林牧渔各业生产用地各得其所
。

2
.

1
.

4 资源合 理配 置 与结构 优化相 结合
。

充分发挥中部地区资源优势和发展农业的各种

有利条件
,

克服资源制约的障碍
,

将重点放在资源 合理开发利用和优化农业结构方面
,

科学组

织协调地区经济结构
,

使水土保持走向标准化
、

区域化
、

专业化和现代化
。

2
.

1
.

5 系统与环境协调 发展相结合
。

水土保持综 合治理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
.

该系统的

产生源于绿色植物的流量
,

而绿 色植物又是能量转换和大循环的起点
,

因此它是一种生物
、

环

境与经济
、

技术相互协调和资源综合利用的优化过程
,

这就要求将多种效益作为系统的出发点

和归宿点
,

按 自然法则和社会经济规律办事
,

最大限度地增加产出的同时
.

实现经济优质高效
。

.2 2 规划依据

( 1) 水土流失规律是 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反映
.

是地域分异规律在水土保

持方面的具体体现
,

因此
,

地域分异规律是规划的基本理论依据
。

( 2) 地形地貌决定着水热分配和土壤
、

植被的分布
,

从而构成水土流失的地区类别
,

进而决

定着土地利用方向
,

而土地利用结构 又决定着农业经济结构
.

因此我们以农业经济结构的相似

性与有差异性作为水土保持划区分类研究的主要指标
。

.2 3 原理与方法

2
.

3
.

1 基本原理
。

偏离一 份额分析法 ( S h i f t 一 S h a r e
M

e t h o d )是美国学者 D u ;飞 n 等人 6 0年

代创立
,

80 年代完善并广泛运用于区域与城市经济结构分析中的一种有效方法
.

它具有描述现

在
、

解释原因
、

揭示未来发展趋势的作用
.

与其它方法相 比具有综合性
、

动态性和科学性三大特

点
。

一是它将区域经济变量分解为份额因子 ( t h e n a t l。 n a l g r o w t h e f f e C t )
、

结构因子 ( t h e in d u s -

f r ia l m i x e f f e e t ) 和竞争力因子 ( t h e t : r
f a : :

s
h a r e e f f e C t )

,

从多角度说明经济发展和衰退的原因
,

评价经济结构的优劣和 自身竞争 力的强弱而具有综 合性
; 二是它把经济发展变化视为一个动

态过程
,

分析的是某一时段 内结构变动与未来趋势的内在机理和原因而具有动态性
;三是它以

高一级 区域经济发展为参照系来研究分析某一 区域的经济结构和 比较优势
,

立足点高
、

视野

宽
,

使结论更加具有科学可靠性
。

为此
,

本文选用此法对中部农业经济结构加以分析
,

选择具有

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部 门进而确定未来经济发展的合理方向和结构调整原则
.

以便从侧面探

讨其在水土保持研究方面的应用前景
。

2
.

3
.

2 数学模型
。

假设 中部地区各县 (市
、

区 )在经历了 [ O
,
t ]时段之后

,

农业经济总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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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均已发生了变化
,

始末期经济总规模为 b
,

,

。

和 b
.

, ,

按传统方法把农业划分为农
、

林
、

牧
、

副
、

渔 5大产业部 门
.

以 戈
.

瓜 ,, 表示 i 县 (市
、

区 ) i ~ 1
,

2
,

…
,

58 第 j 个产业部门的经济规模 (j 一 1
·

2
·

…
, ,:

)
、

B
。

B
,

和 B
,

,

。 、

B
, . ,

分别表示中部地 区同期内的经济总规模与第 J 个产业部门的经济总规

模
。

则
:
i 县 (市

、

区 )第 J 个产业部门的变化率 ir , ~
b

,少
.

,
一众j

,

。

全区第 j 个产业部门的变化率 R
,

一
B 二 ,

一 B 少
.

。

B
,

.

口

_ b
、 _ 。

B
、 , ,

_
.

_
、

_
,

二 _ _
、 、 、 、 ,

~
、 _

_
、

一 一
, .

一 ~
, , 、

~
, , 。 _

用 b `
,

一立号业进行标准化处理
,

这样 i 县 (市
、

区 )第 j 产业部门的增长量 G
, ,

一 .bj
,

,

一气
,

。

B
。

~
’ J ” ” 卜

` 目~ 一
’

一 ”
’

~
`

” ` ’

一
’ ` , ’ “ ’

一
一

J
一

’ ` 卜 ` 曰 ` -

一
一

` 了

一 N
, ,

+ 只
,

+ 及
,

其中
:

N
i ,

一口
, , ·

凡

尸 i,

一 (阮jP 一 夕
, ,

)
·

R ,

D
。 ,

一 b
『 ,

.

。 ·

(r
, ,

一 R
,

)

从
,

— 份额分量 (平均增长效应 )
:

指 i 县 (市
、

区 )标准化的产业部 门按 全区的平均增长

率发展所发生的变化量
。

八
,

— 结构偏离分量 (产业结构效应 )
:

指 i 县 (市
、

区 )产业部门比重与全区相应部门比重

的差异 引起的 j 部门增长相对于全区标准所产生的偏差
。

只
,

愈大
,

说明部门经济对经济总量

增长的贡献愈大
。

D
。

— 竞争力偏离分量 (份额效果 )
:

反映县 i( 市
、

区 )j 部门增长速度与全 区相应部门增

长速度差别引起的偏差
,

其反映部门的相对竞争能力
。

及
,

愈大
,

说明 i 县 ( 市
、

区 ) J 部门竞争力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愈大
。

那么 i 县 (市
、

区 )总的经济增量 G
:

一 乙
.

,

一 b
,

.

。

一 N
,

+ P 、
+ 几

其中
:

N
,

一
,

蓦叭
, ’

凡
,八一

,

圣
,
(乙lj 一 “

’

种 jR
,
几一三

b l’
·

(
犷 lj 一 jR )

、 K 」
.

。

一

瓮
K 卜 1

一

瓮
则 i 县 (市

、

区 )对于全区的相对增长率

鱼
:

旦
b 1

.

。

B
。

艺 K
J~ l

乏 B ,
.

,

少= 1

= 飞V 一
才

全K
,

.

。

·

B ,
. ,

·

B ,
. 。 全召

,
.

。

仓K
,

.

。

·

B
,

.

,

其中
:

W -
了~ 1

全B
,

.

,

J = l

乏 K
, , 。 .

B .j 。

艺 B j,o

全K
,

.

。

·

B ,
, r

J ~ 1

乞 K
办 。 ·

Bj
.o

, ~ 1

W
、 u

分别为结构效果指数和竞争效果指数
。

2
.

3
.

3 结果评 判
。

先建立 S hi ft 一 s h a r e 分析表 (表略 )
,

再加以分析
。

( 1) 总体效果评判

G
:

愈大
,

L > 1
,

说明 i 县 (市
、

区 )农业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全区平均水平 ; G 较大
,

L < 1表示

慢于全区平均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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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愈大
,

W
l

> 1
,

说明 i 县 (市
、

区 )农业经济结构 比较好
,

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大
,

朝

阳的增长快的产业部 门比重大
; P 、

较大
,

W
l

< 1
,

反之
,

说明农业衰退的夕阳产业部门比重大
.

农业经济结构必须进行调整
。

D
:

愈大
, u > 1

,

说 明 i 县农业各产业部门总的增长势头大
,

有较多的部门发展迅速且具有

很强的竞争力
,

在全区的地位不断上升
,

反之竞争能力差
· ,

地位呈不断下降趋势
。

( 2) 部 门优势评判

1
.

当 R ; > 0时
,

N
` ,

> 0说明 j 部门为全区性增长部 门
,

否则当 尺 , < o时
,

则 凡
,

< 。为全区

性衰退部 门
。

1
.

当 阮
,

.

。

一 口
` , > o

,

R ,

> 0时
,

尸
, ,

> o说明对于全区性增长部门 j
,

i 县 (市
、

区 )在该部 门中

所占比重较大
; 当 b,j

. 。

一夕
. , ) 。

,

而 jR < 。时
,

尸。 < 0说明对于全区性衰退部 门
,

i 县 (市
、

区 )在该

部门的比重较大
; 当 八

,
.

。

一 b’ ` , < 0
,

jR > 0时
,

尸、 ,

< o说明对于全 区性增长部门
,

i 县 (市
、

区 )在该

部门比重较小
;

皿
.

当 八 ,一 R ,

> o时
,

及
、 > 。

,

表明 i 县 (市
、

区 )j 部门是相对增长部门
,

否则 八
,

一 jR < 。时
.

几
, < o

,

反之
。

( 3) 对 比分类

依据
s hi ft 一 s h a r 。

分析表
,

绘制
s hi ft 一 s h a r c

分析图
,

评判各产业部 门的类别
。

1
.

部 门优势分析图
:

以 j产业部门总增长优势 P DI
J

( P DI
J

一 iP
,

十 iD
,

) 为横坐标
.

以份额分量

NI
J

为纵坐标建立直角坐标系
。

1
.

部 门偏离分量分析图
:

以竞争偏离分量 D
I J

为横轴
,

结构偏离分量 iP
」

为纵轴建立直角坐

标系
。

两图均用两条倾斜度 为 45
。

的等分线把坐标系分为 8个扇面
,

且依次用 S 、 、

5 2… … S ,

表示
.

然后标上各县 (市
、

区 )农业各产业部门及总体在坐标系中的位置
,

根据所在扇面就可进行对比

分析和划区分类
,

识别其总体结构优劣及竞争力强弱以及确定出具有竞争 力的优势部 门或主

导产业
。

其评判标准见表 1
、

表 2
。

表 1 部门优势分析图评判标准 表 2 偏离分量分析图评判标准

标 准
类 别 扇 面

—
—

—
扇面

标 准

优势 趋势

类 别
竞争力 (或趋势 )

正增长

衰退

正增长

负贡献
负贡献

衰退

较好部门

一般部门

较差部门

S
,

S 2

S
3

S
;

S
5

S
5

S
: 、

5
5

基础

很好

较 好

差

较好

较好

差

很差

较强

很强

发展较快

地位下降

很差

发展很快

缺乏 (无 )

有有无有无无5
4356

卜5555
S较好部门

一般部门

较差部门

最差部门 5
7 、

S
a

最差部门

3 区域划分与特征

根 据 S SM 模型原理与要求
,

我们将中部地 区 58 县 (市
、

区 ) 作为研究对象 i( ~ 1
,

.2 … 5 8 )
.

以 1 9 8。~ 1 9 9 3年为分析时段 (t 一 1
,

.2 二 1 3 )
,

用产值指标反映其发展规模和速度
,

并逐一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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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 计算过程略 ) 最后根据相似性原则加以归类和总体效果综合评价
,

可得 出如下结论
:

( 1) 中部地 区按 农业经济结构中的优势产业部门和竞争力强弱大致可分为四大类
,

其各自

特征 见表 3
。

①农林牧结 合型
:

包括黄陵
、

富县
、

宜 川
、

洛 川
、

宜君
、

耀县
、

铜 川城区
、

铜川郊区
、

韩城
、

澄

城
、

白水
、

蒲城
、

淳化
、

旬 邑
、

长武
、

彬县
、

永寿
、

礼泉
、

乾县
、

麟游
、

凤翔
、

陇县
、

千阳
、

太 白
、

凤县 25

个县 (区 ) ;

②农牧渔结合型
:

包括临渭
、

临撞
、

长安
、

蓝田
、

华县
、

华阴
、

撞关
、

大荔
、

合阳 9个县 (市 ) ;

③农牧结合型
:

包括眉县
、

岐 山
、

扶风
、

杨陵
、

武功
、

周至
、

户县
、

兴平
、

高陵
、

径阳
、

三原
、

富平

1 2个县 ( 区 ) ;

①农牧副结合型
:

包括雁塔
、

霸桥
、

未央
、

莲湖
、

新城
、

碑林
、

闰良
、

秦都
、

渭城
、

渭滨
、

金台和

宝鸡 12 个县 (区 )
。

( 2 ) 10 余年来
,

各类型 区的农业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

其 中农牧和农牧渔结合型发展

速度高于中部平均水平
,

区位优势处于上升趋势 ; 农牧副结 合型
,

发展速度低于中部平均水平
,

区位优势呈下降趋势
。

( 3) 农牧和农牧副结 合型农业经济结构较好
,

而农林牧和 农牧渔结合型结构较差
。

前两者

今后主要是增加农业竞争力
,

而后两者尽管结构有所改善
.

仍需下大功夫优化农业结构
,

从较

强的竞争力优势入手
,

积极发展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
.

以促进结构优化
。

( 4) 从各类型区的地理分布
、

地形地貌特点和水土流失特征
,

我们将中部地区归纳为高原

沟壑
、

平原川道
、

台原 阶地和城郊工矿四个水土保持区
,

各区的水土流失情况及经济结构特征

见表 3
。

表 3 中部 地区各水土保持 区特 征对比表

水土保持
区类别

水土流失强度 侵蚀模数 结构特 征
优势
产业

次优
产业

高原沟壑区

台原阶地区

次
、

中

中
、

轻

1 0 0 0 ~ 3 0 0 0

5 0 0 ~ 2 0 0 0

农林牧结 合型

农牧渔结合型

平原川道区 2 0 0 ~ 5 0 0 农牧结合型

城郊工矿区 不 明显 < 20 0 农牧副结合型

林业

渔业

农业

牧业

副业

农
、

牧

农
、

牧

牧业

农业

牧
、

农

较差

优 良

优良

较好

4 区域治理对策

4
.

1 高原沟壑水土保持区
。

该区北接陕北黄土高原
,

南与平原川道区相连
。

具体治理措施是
:

4
.

1
.

1 开展以治原改 土 为中心的 农 田 墓本建设
。

兴修水平捻地
,

改造旧式台田和平整深

翻改土
,

改造中低产田
,

建设稳产高产基本农 田
,

普及推广水土保持耕作法
,

实行科学种田
,

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力
。

4
.

1
.

2 植树造林
,

以 小流域 为单元
.

开展综合 治 理
。

原面以农 田防护林为主
、

沟坡以水土

保持林为主和破碎原 区的核桃
、

柿子
、

花椒等经济林基地
,

以苹果为主的优质高产果品基地
。

4
.

1
.

3 种草养畜
,

农牡结 合
。

充分开发利用荒山
、

荒沟和 荒坡资源
,

广种 首藉
、

绿肥
、

沙打

旺等牧草种植
,

改良天然草地
,

建设人工草场
,

积极建设秦川牛
、

奶山羊商品生产基地
。

4
.

2 台原阶地水土保持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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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中部地 区水土保持规 划初探

该区位于渭河
、

洛河和黄河交汇的三角地带
,

是中部地区的粮
、

棉
、

渔主要产 区
。

具体治理

措施
:

一是要加固堤防
,

治理滩地
,

营造护岸林
、

护滩林
,

搞好综合治理
,

保护农 田
; 二是要渠路

林相结合
,

建设林 网园田 ; 三是全面绿化沟坡
,

营造固沟林
、

护坡林
,

积极发展经济林
,

有效地控

制水土流失
; 四是搞好土壤改良

,

防止盐渍化进一步扩大
。

4
.

3 平原川道水土保持区
。

该 区位于渭河两岸冲积平原 之上
,

地势平坦
,

治理措施
:

一是大搞方田林网
,

实行粮果
、

粮

桐间作及营造速生丰产护岸林带
,

抓好河岸综合治理
,

保护现有农 田
;二是充分利用地表水和

地下水
,

挖潜配套
,

科学用水
,

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基本农 田和粮
、

油生产基地
,

为发展一优

二高农业创造条件
。

三是积极发展葡萄
、

梨等经济 杂果
、

栽桑养蚕
,

改善生态环境
,

维护生态平

衡
。

4
.

4 城郊工矿水土保持区
。

该区 位于西安
、

咸阳和宝鸡三大中心城市郊区
,

地势 比较平坦
,

水土保持措施
:

一是统一规

划
,

合理 布局
,

综合治理
; 二是依据其地域的特殊性

,

因地制宜
.

以绿化
、

美化环境为主
,

搞好园

林规划
,

积极发展观赏园艺
、

花卉等经济植物
,

既改善生态环境
.

又丰富城乡居 民物质文化生活

水平
,

提高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

另外
,

近年 因城市水泥地面面积增加暴雨排水问题

也应列入议事 日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