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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宁夏南部山区固原县 上黄村土地利用中存在问题的调查分析
,

拟定了该村土

地资源合理利用 的总体构思
,

农林牧优化配置方案及实施技术
。

经过 13 年的实践和监测
,

获得

了极高的可信度与显著的生态经济效益
。

同时
,

对黄土丘陵西部半干旱地区土地资源的合理利

用与高效持续农业的发展提 出了见解
。

关键词 土地利 用 优化模式 效益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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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固原上黄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模式试验
,

始于 1 9 8 3年
,

目的在于探索黄土高原西部丘

陵 平干旱区土地资源如何科学利用
,

才能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

」 固原上黄村试验前的自然经济概况及土地资源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l 、

自然经济概况
、 ,

仁验区位于黄土丘陵西部半干旱地区的宁夏南部 山区的固原县河川乡上黄村
。

沟壑纵 横
,

水土流失严重
;
气候属温凉半干旱 区

.

年均气温 7 C
,

) l o C 积温 2 5 7 3 C

地势起伏
.

,

年均降雨

,}丈稿 口期 1 9 9 6 一 0 1一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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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8m m
,

干燥度 1
.

5 5 ; 植被为森林草原 向干旱草原过渡的灌丛草原类型
.

是典型的 农牧结 合

区
。

试验 区总面积为 1 5 1 7
.

h3 m 2 .

可利用面积 1 3 81
.

hl m
Z ,

人均 1
.

g h m 之

其
「

{
」
沟坡 地

;

77 2 %

沟谷地占 6
.

3 %
.

台地 占 7
.

5写
,

非生产地占 9 %
.

农耕地 4 58
.

gh m
Z ,

人均。
.

6 小
, n 二

试验 前 ( 1 9 8 2 年 )
,

人 口 7 24 人
,

土 地 光 秃 裸 露
,

林 草 面积 率 为 3
.

1
、

;

琅 食 )
’ 一

叭 1二

5 32
.

s k g / h m
Z ,

人均 2 3 o k g
,

80 %的群众未解决温饱
,

人均收入 47
.

5元
,

大大低于 当时全 }峭仗
l `

1

人均收入 2 70 元的水平
。

1
.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1
.

之
.

1 土地利用结构比例失调
。

试验前农地占 33 %
,

林地占 2
.

1%
,

人
_

!二华 _ 占 l %
.

叔沈

坡占 64 %
,

且牧草覆盖度仅 30 %
,

年产草量 只有 5 25 一 g OOk g / h m
之
(干重 )

。

植被稀 少
·

尤能利用

率低
。

全年第一性生产量为 1 20
.

6万 k g
,

合每 h m
`
87 k3 g

,

折能 15
.

6 x 10
, 。
J

.

仅占生长季汉 一 1。

月 )光辐射量 3 5 5 6 5 x l护 J h/ m Z

的 0
.

0 4%
,

与全国平均 1%的光能利用率相差甚远
。

1
.

2
.

2 土攘疥薄
,

水土流失严 重
。

由于植被稀少
,

土壤缺少覆盖保护
,

土壤侵蚀模数高达

5 o o o t / k m
Z ,

年侵蚀厚度 4 m rn
,

流失有机质 Z I Ok g / ( h m
Z · a )

,

氮磷钾 6
.

6 Ok g / h rn
: · a 。

加之肥米斗不

足
,

广种薄收
,

以致土壤越种越疥
.

主要耕种土壤黄绵土的有机质含量仅为 5
.

0一 7
.

。 ; ;
`

k g
,

全

氮含量 0
.

5一 0
.

7 9 / k g
,

速效磷含量 5 : : 飞g / k g 左右
。

1
.

2
.

3 农林状经济结构崎形发展
.

来统物能流姜缩
。

由于实行单一粮食经营
.

1以农挤林

挤牧
,

使大农业结构极不合理
。

农业占 82
.

5%
,

林业占 1%
,

牧业占 9
.

1肠
。

物质流
,

农 业为 61
.

4万

k g
,

林业为 1
.

08 万 k g
,

牧业为 46
.

1万 k g
,

也就是说占土地 2 3/ 的林牧业的物质流 只占 1 3/ 农业

的 76 %
,

近乎成倒 比例关系
,

显然林牧业对农业的支持与促进甚弱
。

事实上
,

试区建点前林业近

乎无收入 (只约 。
.

03 万元 )
,

牧业也只有 0
.

28 万元
,

二者平均到 4 5 8
.

hg m
Z

农地上
,

每 h m
,

只有 6
.

75 元
,

无怪乎化肥
、

良种都无钱购买
。

由于林牧业物流
、

能流
、

价值流萎缩
,

必然使种植业处于孤

立无援的境地
,

以致产量低而不稳 (多年平均产量为 53 2
.

sk g
,

波动率达 40 % )
,

这是跋足农业

的必然结果
。

2 固原上黄村土地合理利用规划模式总体构思

上面 已经提到
,

固原上黄村存在的问题
,

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就 出在农业发展的主导思想

上
。

当时为了粮食
,

不惜牺牲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

生态环境的破坏失调和农林牧副各业的综

合发展
,

结果是不仅粮食没有搞上去
,

反而造成了一个严重的生态经济失调综合症
。

为此
,

我们

根据上黄村的土地资源特 点
、

优势
.

存在的生态经济 问题以及群众的生活需要等
,

在综 合考察

分析的基础上
,

应用系统工程与生态经济学理论
,

提出了上黄村土地 合理利用优化模式及建设

目标
、

途径
、

步骤和予期效益等总体构思
:

.2 1 建设 目标

合理利用土地
,

有效保持水土
;
提高旱作产量

,

实现粮食自给
;
大力造林种草

,

改善生态环

境
;
发展油

、

豆 (土豆
、

豌扁 豆 )
,

果
、

畜
,

提高经济收入
;
讲求经济效益

,

尽快脱贫致富
。

.2 2 建设途径

2
.

2
.

1 建立农林枚 用地优化结构
,

这是整治生 态失调 的基础和首要问题
。

只有通过这一

途径
,

才能实现土地合理利用与农林牧有机结 合
,

并强化系统的物能流
,

以提高 系统的总体功

能
。

2
.

2
.

2 实行提高粮食单产
、

退耕种草
、

发展牡
、

油
、

豆
、

果三 同步
。

解决群众急需粮钱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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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

使结构调整顺利进行
。

否则
,

群众迫于眼前的生活需要
,

将不愿自觉进行结构调整
。

2
.

2
.

3 研 究
、

应 用 实用增产技术
,

充分利 用水 土 和 气候 资源
.

提 高土 地 的生 产 力 和 产 出

率
。

2
.

3 建设步骤

( l) 草灌先行
,

恢复植被
,

建立 良性生态基础
,

5年时间
;

( 2) 巩固林草
,

实行农牧结合
,

提高粮食产量
,

发展牧
、

油
、

豆
、

果
.

使 系统稳定走向 良性轨

道
,

需 5一 8年
;发展高效农业

,

商品农业和生态农业
.

大幅度增加群众收入
,

由温饱型走向富裕

型
,

需 8一 10年
。

2
.

4 予期效益

近期 ( 1 9 9 0年 )
:

把试 区建成农林牧结构基本 合理
、

生态经济 良好
、

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全

国农村平均水平的示范样板
。

具体效益指标为
:

人工林草面积率达 40 %
,

水土流失减少 5。%
.

人

均收入 5 0 0元
,

人均粮 s o o k g
,

草质燃料 g o o k g
,

产投 比达 5 : l
。

远期 ( 2 00 。年 )
:

将试 区建成稳定的农业生态经济 系统
,

人工林草面积率达 5 0% 一 6 0 %
.

水

土流失减少 60 %一 80 %
,

人均木质燃料 g o o k g
,

人均粮钱双过千
,

严投 比 8 : 1
。

3 固原上黄村土地合理利用规划模式的优化方案及实施技术

3
.

1 优化方案

按照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和生态经济系统工程原理以及多 目标统筹兼顾的方法进行

设计求算 ( l )
,

上黄村农林牧土地 合理利用规划模式如表 1〔` ’
。

表 l 上黄村 1 9 8 3年至 2 。。 o年农林牧结构与经济开发战略模式分析

模模模 方方 战战 人人 用 地 结 构 ( % ))) 各 业 投 入入

型型型 案案 略略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万元 ) 六六类类类 号号 开开 数数 } 一级结构构 二级结构构构

型型型型 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
农农农农农农农 林林 牧牧 农 业业 林 业业 农业 …ha

}牧业 、 计 论论
地地地地地地地 地地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一 一一

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粮 豆豆 油油 乔木木灌木木木

现现 状状 000 农主型型 7 7 111 4 000 2 lll lll 8 111 999 l ( ))) 10 ( )))一 ( ))) 4
.

000 3
.

111 7 111 一 1
.

8 333

普普通模型型 lll 农牧型型 7 7 111 2 444 888 6 666 7666 1555 999 10 ( ))) ; 〔 ))) 4
.

了了 6
.

999 2
.

444 一 1 4 2 一 555

潜潜力模型型 222 农林型型 7 7 111 3 111 4222 2 777 6 222 l 555 2333 l 222 !!! 5
.

111 6
.

999 4
.

666 .
::

,

:
{
:::3333333 林牧型型 7 7 111 2 OOO 3 666 4 444 7 222 1 777 1 lll 1 222

…){{{
2 3

.

444 2 2
.

444 1 0
.

000

…::
.

)
} 〕〕

((((( I ))) 农牧型型 1 30 000 2 888 2 OOO 5 222 6 222 l 888 2 ( 111 2 111 }}} 4
.

555 4
.

333 5
.

999 一14
.

7 555

((((( I ))) 农 牧型型 9 1 777 2 444 2 000 5 666 7 555 1 444 l ( ))) 2 111 { 7 999 4
.

555 4
.

333 5
.

99999

((((( I ))) 农 牧型型 7 9 111 2 444 2 OOO 5 666 7 555
}

1 444 l ( ))) 2 111 }}}}}}}}}}}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ggggggggggg

方方方 经 济 效 益益益 三态效益益 效益指数数
’

蓄…
实 施施

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 经济…
、 态

…
平平
授…

年 `弋弋号号号 产值 (万元 ))) 产值结构 ( % ))) 每人平均均 年增 长率率 年有有 泥沙沙 每人人 经济脂劲 均均均

(((((((((((((((((((((((((((((((((((((((((((((((((((((((((((((((((((((((((夕石))) 机质质 减少少 平均均 指数一
····总总总产值值 净产值值 农业业林业业牧草草 草草 粮粮

脑
料料
煞咚齐齐齐

积 累累 ( 9百))) 燃料料料料料

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 k g )))
{
` k “ ’’}

、 兀 ’’’ ( % ))))) ( k g )))))))))

((())) 666 4
.

333 9 222 333 555 OOO 1 26 5 --- 12
.

555 3 0
.

555 < 111 一
——}

〔,, 5门 (少少 书
.

2 111一< (洲、
.

1 000 5 一 土9 8 0
...

11111 7 444 6 OOO 2 777 444 4 222 2 777 3 3 777 2 444 3 8 888 888 < 000 { 5 ())) 9 0 000 匀
.

8 999{。
.

8如
.

8了了 2 }19吕3一 1 9吕于于

22222 4 333 3 777 3 999 1999 2 777 l 555 3 6 111 2 444 2 3 000 444 0
.

0 333

…
5 ( ))) 9 0 000 勃

.

5 222

…
。

.

8创
.

: lll 4 19吕3一 1 9 8任任

33333 6 444 4 777 2 555 1222 3 888 2 555 3 4 000 2 444 3 0 888 777 ()
.

0 333 5 000 9 0 000 J
.

6 222}( )
.

9 3 0
.

? 888 3 尸 3 3一 1 95 〔〔

III ))) 2 7 000 1 2 1 666 2 666 l 222 3 888 2 444 5 1 444 1 `) ( ))) 1 6 6 ())) 999 ()
.

0 333 7 0 ::: 9 () 000 0
.

8 444{。
.

9习。
.

8 999 1

一一
III ))) 7 888

一::::
2 666 l 222 3 888 2 444 4 8 222 5 555 3 4 666 999 ()

.

( ) 3 333 6 () 一一9 () 000 3
.

8 444 3
.

6困6
.

8 999 1 { 1 9 9 000

... ))) 4 88888 4 222 ( ))) 4 777 l lll 5 5 000 6 333 2 1 333 999 ()
.

0 3 333 5〔) 一一g (飞( ))) 乏、
.

8 444。
.

9
岁
。

.

8 999 1 一 19 3 555

((((((((((((((((((((((((()
.

0 3 3333333333333

注
:

(t ) 模型类主要是指所使 用的参数而言
。

现状模型使 用的是 历史平均水平参数
;
普通模 型使用 的是 历

史最好年的生产 水平参数
;
潜力模型则使用潜在水平参数

。

( 2 ) I
、

l 潜模的生产力为潜力的 50 %
,

价格为 1 9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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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价
, I 潜模的 生产力为潜 力的 80 环

,

价格 为 1 9 9 。一 1 9 9 5年的平均混 合价
。

( 3) 效益指数栏中
,

经济指数包括总

产值
、

净产值
、

年增 长率
、

产投 比 4 项 内容的 加权平均状况
;
生态指数亦 同

.

即包括林草盖度
、

水土流失
、

农地有

机质年积累量
、

每人平均烬料水平 4项的加权平均状况
。

指数求算方法为
:

某 方案的实际效益数 iE / E m
a x ,

i 为

方案号
、

E 为模式的某项效益
,

m
a x
代表某项效益之最大者

。

由表 l 可见
,

农主型效益最 差
.

农林型稍好
,

林牧并重型 中等
.

而 以农牧结合型 为最好
,

其经济增长率大 于

8 %
,

产投 比大于 5
.

每入平均粮
、

油与收入水平均较好
。 “

六五
”

可以脱贫
, “

七五
”

宽裕
, “

八五
”

人均粮钱双过千
,

“

九五
”

达 小康
。

3
.

2 优化方案的实施技术

3
.

2
.

1 搞好土地优化配置
。

为直观体现模型的定位
,

按照黄土丘陵区的地貌特点及各类

土地的适宜性
,

上黄村土地优化配置的原则是
:

命草
、

坡灌
、

沟乔
、

平缓土地用作农
,

即草帽子
、

灌脖子
、

农身子
、

乔靴子
。

3
.

2
.

2 实施模式 的技术路线
。

建模初期 ( 19 8 3年至 1 9 90 年 )
.

实行一先行
、

二侧重
、

三同步

的技术路 线
。

即草灌先行
,

尽快增加绿色植被
,

提高草地载畜量
,

以实现以牧促农和农牧结 合 ;

侧重拦蓄利用雨水
、

侧重增加化肥投入
,

以 尽快提高旱农产量 ; 种草种树
、

发展牧业
、

提高粮食

单产三同步
,

以解决群众的温饱与脱贫致富及区域的生态环境问题
,

使系统的生态经济尽快进

入 良性循 环
。

建模中期 ( 1 9 9 1年至 2 0 0。年 )
,

重点抓好水
、

肥 障碍因子的突破
.

大力提高雨水和化肥的利

用率与利用效率
,

努力达到五项指标
,

即降水
、

肥料利用率达 60 % ; 水分生产效率达 9
.

o k g / m m

·

h m
Z ; 肥料生产效率达 g o k g / k g

·

h m : ;使系统的基本生产 因子一

一 水
、

肥
、

土
、

气 (光能与热量 )

协调 匹配
,

尽快实现稳定高效 (系统稳定度 由 1 7 % 提高到 60 % 以上 ) ; 并大力促进油
、

豆 (豌豆
、

扁豆 )薯
、

畜
、

果等优势产品的开发 ( 2 0 0 0年前为以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的初级开发
.

2。 。o年

后为粗深加工的深度开发 )
.

使群众达到小康
、

富裕的 目标
,

系统达到持续高效发展的水平
。

3
.

2
.

3 制定和坚 持实施综合 的配 套战略
,

做到近期与长远
、

战略 与战术
、

生 态与经济
、

治

理 与开发合理 布署
、

协调兼顾
。

根据系统所处的条件及要达到的基本 目标
,

我们将其简要总结

为六
“

以
”

方略
,

即以土地 合理利 用与农林牧优化结构 建造为基础
,

以实施农牧结 合模式为主

体
,

以雨水拦蓄利用为中心
.

以 分期实施草灌先行
,

增加化肥投入与提高化肥利用率
,

加速优势

产品开发 为突破 口
,

以市场经济为导向
、

以 脱贫
、

致富
、

奔小康为 目标
。

表 2 固原上黄村农林牧用地结构变化监测

一
1 9 8 2 一

1 9 8 5

1 9 9 0

1 9 9 5

1 9 8 5~ 1 9 9 5

平均

农农 地地 林 地地 牧 地地

小小计计 平地地 坡地地 小计计 乔木木 灌木木 小计计 人改改 天然然

333 3
.

222 王5
.

1 111 1 8
.

111 2
.

111 2
.

111 。 {{{ 6 5
.

555 1
.

000 6 4
.

555

222 2
.

000 1 5
.

1 一一 6
.

999 2 0
.

777 乌
.

111 1 5
·

6 一一 5 7
.

333 3 1
.

444 2 5
.

999

222 8
.

555 1 8
.

555 1 0
.

000 1 6
.

444 5
.

333 1 1
.

、 lll 5 5
.

111 2 9
.

000 2 6
.

111

222 8
.

000 2 2
.

666 5
.

444 2 0
.

000 4
.

999
1

1 5
.

111 5 2
.

000 2 6
.

666 2 5
.

444

222 6
.

111 一一 7
. `

444 [ 9
.

000 5
.

111 {{{ 5 4
.

888 2 9
.

000 2 5
.

888

`̀̀ 8
·

7

一一一一一 …
` 3

·

999999999

上黄村土地利用优化模式的效益监测分析

用地结构变化
〔幻

如表 2
。

调整前 ( 1 9 8 2年 ) 农地占 33
.

2%
,

林地占 2
.

1 %
,

人工与改 良草地占 1%
.

退化草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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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荒坡占 64
.

5%
。

调整后 ( 1 9 8 5一 1 9 9 5年平均 )农地占 26
.

1%
,

减少 7
.

1% (指占总生产用地
.

下

同 ) ; 林地占 19
.

0 %
,

增加 1 6
.

9% ; 人工 改良草地占 29
.

0 写
.

增加 28
.

衅石
; 退化草地与牧荒坡占

2 5
.

8 %
,

减少 3 8
.

7%
。

4
.

2 经济结构变化

表 3 固原上黄村农业经济结构变化

种植业 畜牧业 林果业 工副业
年份
(年 )

总产值
(万元 ) 产值

( 万元 )

4
.

4 8

1 3
.

0 2

4 1
.

8 1

1 3 4
.

4

6 3
.

0 8

比重
( % )

产值
(万元 )

比重
( 肠 )

川引叫州

1 9 8 2

“

六五
”

平均
“

七五
”

平均
“

八五
”

平均
’

平均

5
.

8 0

1 8
.

了Z

6 9
.

6 1

1 9 8
.

3 6

9 5
.

5 6

0
.

3 2

产值
(万元户

0
.

3

1
.

7 6

5
.

5 3

1 1
.

5 6

6
.

2 8

比重
( % )

5
.

2

9
.

4

7
.

9

5
.

8

产值
(万元 )

备注

O
.

l
.

1 0
.

2 0
. 4年连旱

O心只é .工件沙
.

…
乃了O曰07

.ō了ó勺直匕é̀

6 6
.

0 6
.

5 7 } 1 1

比重
( % )

1 2
.

1

8
.

5

1 5
.

2

1 0
.

5

1 1
.

5

5509312n16.1534676422.2n3115

由表 3可知
:

经过 13 年的调整
,

平均农业总产值增长 15
.

5倍
,

种植业产值增长 13
.

1倍
,

畜牧

业产值增长 46
.

6倍
,

林果业产值增长 1 9
.

9倍
。

基本改变了单一农业经营的局面
,

农林牧业
,

尤其

是农牧业 已取得了显著效益
,

以农牧结合为主体的优化结构模式已展现出美好前景
。

4
.

3 优化结构模式效益检验

表 4 固原上黄村农林牧优化结 构模式效益检验

年年 代代 模型检验验 人均粮粮 人均油油 人均收入入 人均柴柴 产投 比比 植被度度
黔

`
霸爵禧洁洁((((((( k g ))) ( k g ))) (元 ))) ( l o o k g ))))) (环 ))) 一 ( 环 )))

111 9 8 3 ~ 1 9 8 555 模型预浊浊 5 5 000 6
.

333 4 2 555 999 555 6 444 5 3 一一 1 9 8 2 年 人人
““

六五
”

时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均 收 入入
实实实施结果果 5 1 888 5 333 3 5 555 999 444 5 444 5 444 4 7

.

5 元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9 8 5 年 达达实实实现率 (肠 ))) 9 444 8 444 8 444 1 0 000 8 OOO 8 555 1 0 000 35 5 元
.

提提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6
.

5倍倍平平平均信度 (% ) 900000

111 9 8 6~ 1 9 9 000 模型预测测 4 8 222 5 555 6 9 222 999 555 5 5
··

9 000 1 9 8 9 年 人人
““

七五
”

时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均收 入 7 5111实实实施结果果 5 3 333 6 999 5 8 777 999 555 4 888 6 111 元
,

较 1 98 555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提 高 nnn
实实实现率 ( % )

…
1 0 0

…
1 0 0

…
5 5

1
1 0 0

…
; 0 0

1
8 9

…
6 333 倍倍

平平平均信度 (% ) 922222

111 9 9 1 ~ 1 9 9 555 模型预测测 5 1 888 8 444 1 2 0 000 999 555 5 OOO 7 000 1 9 9 5 年 人人
““

八五
”

时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均 总收 入入实实实施结果果 5 4 888 8 OOO 1 1 6 888 999 555 4 999 6 333 1 4 7 6 元
,

较较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9 8 9 提 高高实实实现率 ( % ))) 1 0 000 9 555 9 777 1 0 000 1 0 000 9 888 } 9 000 1
.

。倍倍

阮阮阮均信度 ( % ) 977777

由表 4看出
:

实施优化结构 13 年来
,

在人 口增加 2 6 %
,

作物播种面积减少 2 1
.

4% 的情况下
,

人均粮食由原来的 2 3 0 k g 增加到现在的 5 48 k g
,

增 长了 1
.

4倍 ; 人均油 由原来 的 4 Ok g 增加到现

在的 80 k g
,

增长了 1倍
; 人均收入 由原来的 47

.

5元增加到现在的 1 4 7 6元
.

增长了 30 倍 ; 人工林草

面积率由原来的 3
.

1%增加到现在的 49 %
,

增长了 1 4
.

8倍
。

模式各项指标预测的可信度均在

90 % 以上
,

且趋向高效稳定的势头
。

由于群众经济收入的大幅度增加
,

电视机的拥有量 已达农

户的 7 0% ;
有 80 %的农户都盖了新房

,

上黄村也已被县上列为奔小康示范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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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南 山区土地利用规划模式 及效 益监测

5 对黄土丘陵西部半干旱地区土地资源合理利用途径与农业持续发

展的几点认识
5

.

1 农牧结合
,

综合发展是黄土丘陵西部半干旱地区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的主体模式
.

它具有

良好的生态经济效益和抗灾能力

本规 划试验 区位于黄土高原西部
,

其地貌
、

气候
、

用地结构大体能代表宁南
、

陇东陇中
、

青

海东部和 陕西西北部等 5省 (区 )的黄土丘陵地区约 16 万 k m
,

的范围
,

约占黄土高原面积的 1 3/
,

共 54 县 1 4 87 万人
,

是黄土高原典型的贫困地区
〔 3〕 。

故固原上黄试验 区的土地资源优化利用模

式
,

将对黄土高原西部地区的农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搞好土地合理利用规划
,

是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与搞好水土保持的基础
。

上黄试区土地资

源优化利用模式
,

建于 19 8 3年
,

由于方向和措施适宜
,

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和社会

效益
、

在
“
七五

” , “
八五

”

10 年 8旱的情况下
,

模式检验结果证明
,

无论是丰水年还是干旱年
,

坚持

农林牧优化结构为中心
,

以农牧结合为主体的综合治理方向
,

效益是显著的
.

模式的抗灾能力

大大增强
。

尽管 10 年 8旱
,

粮食产量由原来的 5 32
.

s k g / b m
Z

增加到现在的 1 6 3 8
.

Ok g h/ m
’ ,

增长了

2倍
,

油料产量 由原来 的 4 12
.

s k g / h m
Z

增加到现在的 97 8
.

Ok g / h m
艺 ,

增长 了 1
.

4倍
。

以上数字说

明
,

在黄土高原西部
,

人 口密度少于 1 00 人k/ m
’

的地区
,

实施农林牧 3 , 2 : 5优化用地结构模式是

可行的
,

不仅效益显著
,

而且抗灾能力增强
,

系统稳定度大大提高
,

在大旱的 1 9 9 2一 1 9 9 5年
,

粮

油单产 比所在乡
、

县平均高出 60 %
。

5
.

2 黄土高原西部半干旱区提高农田生产力的突破口 “

关键在水
、

出路在肥
”

实施土地合理利用规划
,

关键在于突破生产限制因子的影响
,

保证规划潜在参数的实现
。

其 中最主要是水和肥的问题
。

干旱缺水与水土流失是黄土高原的两大 自然灾 害
,

二者紧密关

联
、

互为因果
,

但干旱是主导的
,

其对区域社会
、

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影响更广泛
、

更深刻
,

自然也

就成了农业生产发展的最主要障碍因子
。

说其关键
,

主要是指它不仅在数量上远比我国东部
、

南部为低
,

更为重要的是分布不匀
,

容易造成干旱与水土流失
.

使农业生产极不稳定
。

但就平均

状况来说
,

现有的降水生产潜 力又未能发挥
,

因此我们说
“

出路在肥
” ,

这就要求两者虽在不同

时期
,

不同年份可能有主有次
,

但长远来说如能应用工程的
、

生物的
、

技术的综合措施使水肥二

者匹配协调
,

方可获得最大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

当前在解决水的问题上
,

因黄土丘陵区水资源贫乏 (平均 2 5 65 m
3

h/ m
Z 〔`〕 ,

仅占全国平均数

的 9
.

8 % )
,

且埋藏深
,

加之地形起伏
.

难于实现常规的输水灌溉
,

但降水资源却相对丰富
.

平均

每 h m
Z

为 3 0 0 0一 6 6 0 0 m 3 , 〔5 〕〔̀ 〕
因此利用多种技术 (包括坡改梯

、

沟筑坝
、

水平沟
、

鱼鳞坑
、

修筑

窑窖
、

水库
、

涝池等 )拦蓄利用雨水
.

是缓解该区缺水矛盾 实现农业高效
,

提高土地生产力和系

统功能的重要途径
。

90 年代以来
.

甘肃
、

宁夏大兴雨水拦蓄利用的窑窖蓄水与节水利用工程
,

就

是解决这一问题 的突破
,

它 必将对黄土高原的治理
、

开发以及充分挖掘土地生产潜力
,

实现土

地合理利用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

在这方面
,

上黄试区在实施土地合理利用规划及农林牧优化结构建造与调控中
.

也作了一

定探索
,

先后修河水提灌小高抽一处
,

小型水库一座
、

蓄水窑窖 1 5 0眼
,

正向三水联合
、

四水调控

(地表水
、

地下水
、

天上水
、

土壤水 )的方向发展
.

初步应用节水灌溉技术
,

其效益是显著的
。

如在

干旱季节的 5月末
,

夏秋作物生长的关键期或重要时期
.

每 h m Z

补灌 2 2 5一 3 00 m 3 ,

在大旱的 19 9 5

年
,

旱地近于绝产的情况下
,

冬麦每 h m
,

可产 2 2 5。一 3 0。 。k g
,

胡麻可产 1 1 2 5一 1 5 0 Ok .g 玉米可产

6 0 0 0一 7 5 0 0 k g
,

马铃薯 7月底 8月初收获
.

可产 2 7。。 Ok g
.

均 比雨养农业增产 1倍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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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黄低温干旱的 自然条件
,

降水资源的理论潜 力可达 1 12 5~ 1 5 0 o k g 以上
,

其它地区热

量水分条件均高于或类似于上黄的条件
,

产量潜力高于此值
。

但 目前仅为 1 5 0 o k g 左右
。

怎么解

决
,

除了水就是肥了
。

上黄试验结果
,

每 h m
Z

施化肥 2 25 一 3 0 o k g (实物量 )是不会减产的
。

黄土丘

陵区 目前每 h m
Z

投化肥 1 1 5
.

sk g
,

远远不能发挥降水资源的利用
,

故提高黄土丘陵区粮食产量

除集好水用好水外仍应继续以化肥为突破 口
,

并注意 N
、

P 合理搭配
。

如能 h m
,

施 2 2 5k g
,

产量

由低产变中产 ( 2 2 50 一 4 50 0 k g )是可能的
。

增加化肥投入
,

不仅可大幅度增加粮食产量
,

而且能

促进退耕还牧还林
,

发展牧林业改善生态经济环境
。

5
.

3 发挥资源优势
,

开发优势产品
,

是顺利实现土地合理利用规划的持久保证

实现土地合理利用规划
,

需要技术的
、

物质的
、

资伞的强有 力投入
,

其来源除了国家给予必

要的扶持外
,

关键在于自身的造血功能
。

因此
,

分析认识资源优势
,

选好优势产品开发的突破
,

是至关重要的
,

否则
“

规划
”

就有可能成为
“
空话

” 。

黄土高原西部
,

因地势高亢
、

温凉少雨是其最普遍的特点
,

而土地资源丰富
,

平缓地较多又

是其最大的优势
,

两者结合就有利于发展喜凉的油料胡麻
、

粮菜兼用马铃薯
、

豌豆
、

扁豆
、

以羊

为主的草食畜牧业等
。

这些产品生产潜力大
,

市场需求多
,

群众有经营经验
,

极易适应
。

因此
,

在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的同时
,

因地制宜的大 力发展油
、

薯
、

果
、

畜
,

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和产出的商

品率
,

是 合理利用当地土地和气候资源
,

大幅度增加群众收入的必然选择
。

上黄村
“

八五
”

期间
,

引进 13 个胡麻品种
,

鉴选的蒙 78 2 2
,

内亚 2号较主栽品种宁亚 10 号增产

1 4
.

5 %一 2 7
.

1%
,

产量达 1 8 6 0一 2 0 7 o k g / h m
Z 。

其模式化栽培技术
,

1 9 9 3年 (旱年 )在 7
.

5 3h m
,

源

旱地 实施
,

平均产量 1 2 4 6
.

s k g ; 9 4年 (平年 ) 2 3
.

3h m
,

台源旱地
,

平均 1 6 3 2
.

o k g
,

均较 对照增产

50 % 一 1 00 %
。

由于品种更新
,

栽培技术提高 〔7 , ,

油料市场看好
,

试验 区的油料优势得到了较好

发挥
,

仅胡麻一项
,

1 9 9 4年试验区 人均收入 4 00 元
,

占农业总收入的 30 %以上
,

已成为迅速增加

群众收入的主导产业
。

马铃 薯早熟丰产技术
〔8 〕 ,

采用引选 良种
,

育苗芽栽
、

地膜覆盖
、

穴追肥水
,

打尖防徒
,

增施

钾
、

磷等综合措施
,

可提早两月成熟上市
,

每 h m
Z

可产 2 2 5 0 0一 3 0 0 0 0 k g
,

收益达 7 5 0 0
一

0 5 0 0元
,

已在试验 区与所在县乡开始推广
。

鉴选的适宜本地 区温凉干旱气候生长的早酥梨
、

乍娜葡萄
、

红梅杏等优 良果种
〔 , ’ ,

管理中

若加节水补灌 (每 h rn
2 4 5 o一 6 0 0 m

Z
)

,

可 3年挂果
,

5年丰产
,

每 h m
Z

收益达 2 2 5 0 0一 3 0 0 0 0元
,

是同

等农地的 5
.

4倍
。

此技术配 合推广窑窖节水灌溉
,

已在宁南 山区推广 1 33
.

h3 m Z ,

已成为发展高

效庭院经济的主要形式之一
。

牧业潜势的挖掘
,

首先在于饲草的稳定解决
。

固原试验区做了大量工作
,

10 多年来
,

坚持种

草种灌木
,

最多时
,

人工种草达 4 3 3
.

h3 m
Z ,

平均每 h m
Z

产干草 5 0 2 5k g 较退化天然草地 5 8 5k g 高

出 7
.

6倍
。 “

八五
”

期间
,

面对严重 的干旱威胁
,

采取了
“

正弹琵琶
,

以农馈牧
”

的技术路线
,

通过提

高 作物产量
,

增 加农副秸 秆
,

加上原
“

六五
”

期 间种植的 53
.

h3 m
Z

柠 条林
, “

七五
”

期 间建立的

1 33
.

h3 m ’

改 良草地
,

畜牧业仍稳中有升
,

持续发展
,

人均 4个羊单位
。

与
“

七五
”

畜牧业大发展时

期相比
,

基本持平
,

比
“
六五

”

增长 25
.

0 %
。

畜牧业总收入由 1 9 8 2年的 0
.

28 万元增加到现在的 1 2
.

14 万元
,

增长了 43 倍
。

畜牧专业户王东学家
,

1 9 9 4年仅出售羊 只皮毛一项
,

人均收入就达 50 0元

以上
,

占全家人均总收入的 40 肠
。

说明黄土高原西部地区
,

大 力进行饲草建设
,

提高饲草转化
,

其牧业较东部
、

南部都更具有潜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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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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