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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流域农林牧业土地利用规划的数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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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小流域 自然条件
、

土地利用
、

治理措施和生产状况的综合分析与评价
.

定量化研

究了土地利 用结构的动态变化与方式
。

影响土地利用结构的主要 因素有坡地面积
、

土地利用 总

面积
、

总投入
、

梯 田或台地面积
。

模型预测结果表明
:

小流域总产值在 1 9 9 4 一 2。。。 年间将以

1 4
.

5 % 的年均增长率增长
。

农林牧业土地利用规划 的最佳比例分别是 52
.

14 %
,

大于 30 %和不

超过 15 %
。

关键词 小流域 土地利用 优化结构 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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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流域概况
L l 地貌类型

黄家二岔小流域位于黄河 中游地区的黄土高原中心地带
,

宁夏回族 自治区西吉县西部
.

面

积为 5
.

7 k m
, ,

是葫芦河最大支流滥泥河的源头
。

地貌属黄土丘陵沟壑区
.

主梁又被垂直于主沟

且相互平行的沟谷切割
,

形成以梁为主的丘陵沟壑地形
。

由于地面物质组成或外营力等原因
.

收 稿 日期
: 1 9 9 6一 () l一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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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南北坡地形 及沟谷形态均有很明显的差别
。

海拨高 180 6一 2 1 3 5 m
,

西高东低
,

阴坡 比较平缓
.

坡面 比较完整 ; 阳坡较陡
,

坡面破碎
。

沟壑密度为 1
.

23 k m k/ m
Z ,

流域平均坡度为 1 80
.

地面坡度

组成见表 1
。

表 l 黄家二岔 小流域坡度分级及分布比例
〔 ,’

坡度级 1 1 1 w v 讥 、-

坡 度 。一 3
0

3 ~ 5
0

5一 8
0

8~ 1 5
0

1 5一 2 5
0

2 5一 3 5
0

> 3 5
。

面积 ( h m
Z

) 1 9
.

8 1 2 1
.

3 3 4 5
.

2 2 2 1 9
.

2 4 1 5 8
.

2 4 8 5
.

9 9 2 0
.

1 8

百分数 ( % ) 3
.

5 0 3
.

7 0 7
.

9 0 38
.

5 0 2 7
.

8 0 1 5
.

1 0 3
.

5。

L Z 土地利用及生产状况

黄家二岔小流域土地类型较多
。

1 9 8 2 年以前
.

未治理的坡耕地每年土壤流失量 1 16
.

4 6t /

h m
Z ,

1 9 8 2 年流域农业用地为 3 42
.

67 h m
“ ,

占总面积 60
.

2 %
,

其中坡耕地占 92
.

4 2 %
.

梯田 台地

占 7
.

5 8肠
。

因受气候影响
,

该流域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春小麦
、

土豆
、

豌豆
、

筱麦和胡麻等生长

期短的作物
。

人均耕地 9
.

7 亩
,

劳均耕地 28
.

9 亩
,

耕作粗放
,

粮食产量低而不稳
。

梯 田台地多

年平均产量 8 2 5 k g / h m
“ ,

坡耕地仅 3 45 k g h/ m 艺 ,

全流域年平均 总产量 1 1 12 0 0 k g
.

人 均占有粮

2 1 7
.

8 6 k g
。

林业用地 10
.

o hZ m “ ,

占总面积 1
.

7母%
。

树种单一
,

缺乏抚育管理
.

流域内的牧业用地主要

是用于放 牧的荒草坡地
,

生长有以禾本科为主的草类
。

由于燃料严重缺乏
,

群众常年铲草皮
、

挖

草根
,

加之过度放牧
,

致使草的长势越来越差
,

覆盖度在最盛期也 只有 3 0 %
.

产草量仅为 18 o k g

一 6 0 o k g / h m
Z 。

由于草场逐步退化缩小和产草量的极端低下
,

使牧业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

全流

域有大牲畜 87 头 (牛 30
、

驴 40
、

骡 1 5
、

马 2 )
,

羊 94 头
,

且
.

羊的品种较差
.

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

和增加群众收人的需要
。

牧业为当地群众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

平均年收入 1 28 7
.

5 元
。

流域

内基本无副业
,

其生产无门路
,

缺乏资源
,

交通运输不便
.

产品无交换
。

农林牧业用地 比例 34
.

2 : 1
·

O : 1 1
.

7〔 1〕 。

从各业产值比例来看
,

1 9 8 2 年流域 内总产值为 1 18 82 9
.

0 元
,

其中
,

农业占 95 %
.

林业占

1
.

5 %
,

牧业占 3
.

5 %
。

生产 力水平很低
。

人均收入 50 元
.

人均 口粮 12 5 k g
,

人均燃料 4 3 9k g (包

括秸秆
,

蓄粪 )
。

国家平均每年拨救济粮 70 o ok g
.

救济款 1 2 60 元
。

L 3 小流域治理状况

黄家二岔小流域从 1 9 8 3 年开始综合治理以 来
.

农业生产结构从根本上得到调整
.

土地利

用率由治理前的 60
.

9 %提高到 1 9 9 3 年的 98
.

6 %
.

土地利用趋于合理
。

农
、

林
、

牧用地 比例由治

理前的 1 : 。
.

03
: 0

.

34 调整到 1 9 9 3 年的 l : 。
.

56
: 。

.

22
,

在流域 内累计人工造林 1 23
.

h6 m
2 .

人工

种草 1 98
.

4 h m
Z ,

在坡度 1 5
。

一 30
“

的退耕造林地和荒坡造林种草地上修筑反坡梯田和隔坡水平

条
、

带 1 9 0
.

3 h m
“ .

修筑水平梯 田 1 81
.

h7 m Z
(净面积 1 67

.

hZ m 二 )
.

同时修筑谷坊群 68 座
,

沟道打

坝 3 座
,

由于各项治理措施的实施
,

小流域内农
、

林
、

牧业的发展条件逐步得到改善
。

随着小流域生产条件的改善
、

良种的应用和劳动 人 口的逐年增加
.

提高小流域农林牧业产

出的关键是优化
、

调整土地利用结构
。

因此
,

在调查
、

监测年土地利用状况及相应的农林牧业产

出的基础上
,

定量化分析两者的关系并做好土地利用规划是有重要意义的
。

2 土地利用状况与生产力的关系分析
在黄土高原地 区

.

小流域土地利用状况是反映小流域系统农林牧业生产变化和农业结构

合理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

并部分反映了水上流失治理程度和小流域总体生产力的大 小
。

土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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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结构的合理 化程度
,

主要反映在产值的变化
_

l二
.

通过对产值及相应的土地利用结构做优化分

析
,

就能找出进一步提高小流域土地产出的途径
〔 2 〕 。

.2 1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以不同时期大 比例尺遥感信息源为依据
,

辅以野外调查
,

对黄家二岔小流域几个典型年度

的土地利用现状作了调查
,

结果见表 2
。

表 2 黄家二岔小流域典型 年度土地利用状况 ( 环 )

年份
(年 )

退 耕
造林

荒山

造林

退耕

种草
荒山

种草

坡耕

地

台地

佛田
荒草

坡

沟道

草地
水库

居 民

区

1 9 8 2

1 9 8 6

1 9 9 0

1 9 9 3

1
.

7 6

1 2
.

8 3

1 3
.

1 6

1 3
.

0 7

0

1 0
.

0 1

1 0
.

2 8

1 0
.

2 8

O

1 0
.

4 2

1 0
.

7 0

3
.

6 5

0

1 8
.

8 7

2 4
.

1 2

1 2
.

6 7

5 5
.

5 5

2 3
.

4 7

O

O

4
.

5 6 1

1 4
.

5 7

3 6
.

4 4

5 5
.

0 4

2 7
.

4 3 8
.

9 7

4
.

2 5 3
.

4 3

0 3
.

1 2 0

0 3 1 0

0
.

2 8

0
.

6 9

0
.

6 9

0
.

6 9 0

1
.

4 4

1
.

4 4

1
.

4 8

1
.

5 0

从表 2 可以看出
,

退耕造林
、

荒 山造林
、

退耕种草
、

荒山种草
、

台地梯田面积占小流域总面

积的 比例呈增加的趋势
,

造林面积比例 由 1 9 8 2 年的 1
.

7 6 %增加到 19 90 年的 23
.

44 %
,

提高了

12 倍多
。

人工种草由 。 增加到 34
.

82 %
,

台地
、

梯田面积由 4
.

50 %
.

提高到 36
.

44 %
,

提高了近

7倍
,

与此 同时
,

坡耕地和荒坡面积所占比例分别 由 5 5
.

5 5旦石和 27
.

43 %减低为 O
。

对解决干旱

地区水源问题有重要作用的水库所占比例也比 1 9 8 2 年提高了 1
.

43 倍
。

到 1 9 9 3年
,

由于农业

生产发展的需要
,

台地
、

梯田面积增加
,

草地面积缩减
。

土地利用现状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小流域

生物
、

工程措施的实施情况
,

更重要的是体现出生态条件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程度
,

其具体

效果则反映在农林牧业土地利用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方面
。

2
.

2 土地利用结构 的动态变化及分析

由于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的限制
,

资源缺乏
.

农民收入 的绝大部分来源于农林牧业生产
。

从 1 9 8 6 年开始虽然有了劳务收入
,

但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农林牧业生产
。

因此
,

深入研究该流域

的农
、

林
、

牧各业的生产力动态变化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

2
.

2
.

1 土 地利用 结构的动态变化
。

表 3 为黄家二岔小流域 自 1 9 8 2 年至 1 9 9 3 年间土地

利用现状 的动态序列
。

可以看出
,

林业用地面积逐年上升
,

由 1 9 8 2 年的 1 h0 m 2

上升到 1 9 90 年

的 13 o h m
Z ,

牧业用地面积大体维持在一个水平上
,

而农业用地则由 1 9 8 2 年的 34 2
.

63 h耐 下降

到 1 9 90 年的 20 7
.

Z o hs m Z ,

到 1 9 9 3 年又上升到 3 16
.

93 h澎
。

土地利用率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

1 9 9 2 年以后
.

增加到 98
.

6 %
。

2
.

2
.

2 影响土地利 用结构动态变化的 因素分析
。

影响土地利用结构的因素包括 自然因素
、

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等
。

主要的有
:

台地和梯田

面积
,

坡地面积
,

农业用地与生产用地的比例
,

牧业用地与生产 用地的 比例
,

流域的总投资
.

总

产值等几项指标
。

表 4 是各影响因子的数据表
。

据王冬梅等人研究
,

影响土地利用结构的因素

主要是
:

坡地面积
、

土地利用总面积
、

占地比重
、

流域的总投入
、

总产值及台地梯田面积
。

.2 3 产值预测与分析

小流域系统的总产值和农林牧业的产值是综合反映小流域投入产出水平和生产发展水平

的指标
,

总产值更为全面地反映了小流域系统当年的生产能 力
。

2
.

3
.

1 总产值预报 利用黄家二岔小流域从 1 9 8 3 年的总产值资料建立 G M ( 1
,

1) 模型

如下
:

A ( k + l ) ~ 1 4 3
.

4 3 8 8 e o ’ 3 5 , 58 3 k

一 1 3 1
.

5 5 5 8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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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0
.

2 4 28 G o od

表 3

1 98 3年 1 9 5一年

尸 一 1
.

0 G O口d

黄家二岔小流域土地利用现状动态变化序列表

项 目 1 982 年 1 98 5年 一 98 6年 1 9 5 7年 1 9 58年 1 9 5 9年 1 9 90 年 1 9 9L年 一 9, 2 年 1 , 9 3 年

林业面
积 (卜m Z ) 10

.

0 1 5 5 5
.

1 5 3 1 3 0
.

2 4 5 1 3 0
.

2 4 5 1 2 7
.

6 8 0 1 3 0
.

1 8 8 1 3 0
.

1 8 8 1 3 0
.

1 8 8 1 3 3
.

6 0 8 1 7 9
.

9 2 0 1 7 3
.

9 2 0 1 7 6
.

6 0 0

占地 比

例 ( % )
l

。

7 6 9
。

6 8 2 2
.

8 5 2 2
。

8 5 2 2
.

4 0 2 2
.

8 4 2 2
.

8 4 2 2
.

8 4 2 3
.

4 4 3 1
.

6 0 3 0
.

4 0 3 1
.

6 0

牧业面
积 ( h m Z)

2 0 7
.

4 8 0 2 3 8
.

4 6 0 2 1 3
.

0 0 9 2 1 3
.

0 0 9 2 10
.

7 8 6 2 2 5
.

2 6 4 2 2 5
.

2 6 4 2 2 5
.

2 6 4 2 1 6
.

2 6 0 6 6
.

9 2 0 6 7
.

6 7 0 6 8
.

7 1 0

占地 比

例 ( % 》
3 6

。

4 0 4 1
.

7 8 3 7
.

3 7 3 7
.

3 7 3 6
.

9 8 3 9
.

5 2 3 9
。

5 2 3 9
.

5 2 3 7
.

9 4 1 1
.

7 0 1 1
.

9 0 工2 0 0

农业面
积 ( h m Z ) 4 2

.

6 2 7 2 6 6
.

8 1 7 2 1 6
.

8 8 5 2 1 6
.

8 8 5 2 1 6
.

8 8 5 2 0 2
.

4 0 7 2 0 2
.

4 0 7 2 () 2
.

4 0 7 2 C 7
.

7 0 8 2 9 4
.

2 7 0 3 2 1
.

3 3 0 3 1 6
.

9 3 0

占 地比
例 ( % )

6 0
.

1 1 4 6
。

8 1 3 8
。

0 5 3 8
.

0 5 3 8
。

U S 3 5
。

5 1 3 5
。

5 1 3 5
.

5 1 3 6
。

4 4 5 l
.

b 5 6
。

3 0 5 5
.

6 0

非生产面
积 ( h m Z)

9
.

8 1 5 9
.

8 1 5 9
。

8 2 7 9
.

8 2 7 1 4
。

6 4 9 1 2
.

0 4 4 1 2
.

0 4 4 1 2
.

0 4 4 1 2
.

3 5 8 2 8
.

8 9 0 7
.

7 5 0 7
.

7 5 0

占地 比
例 ( % 》 7 2 1

。

7 2 7 2 1
.

7 2 2
。 、 5 7 2

。

1 1 2
.

1 1 2
.

1 1 2
.

1 7 5
.

0

土地
利用率 ( % ) 5 6

.

5 3 6 0
.

5 8 8 7
。

4 4 8 6
。

3 7 8 6
.

3 7 9 0
.

6 3 9 1
.

0 4 9 5
.

5 4 9 1
.

2 9 5
。

0 9 8
.

6 9 8
.

6

表 4 土地利用结构动态变化影响因素表

年份

(年 )

台地梯 田

面积 ( h m
之

)

坡地面积

( h m
Z )

土地利用

总面积 ( h m 全 )

农业用地

生产用地

牧业用地

生产用地

总投 资

(万元 )

总产值

(万元 )

1 9 8 2

1 9 8 6

1 9 9 0

2 6
.

0 8 9

8 3
.

1 6 9

2 0 7
.

7 9 9

3 1 6
.

6 3 5

1 3 3
.

5 7 9

0

3 2 2
.

2 2 0

4 9 2
.

3 1 0

5 6 0
.

0 8 0

0
.

6 1 2

0
.

3 9 1

0
.

3 7 2

0
.

3 7 0

0
.

3 8 0

0
.

3 8 8

8
.

6 2 7

3 1
.

0 5 6

2 7
.

7 2 3

1 1
.

8 8 3

3 2
.

3 7 7

5 3
.

9 7 5

预测结果如表 5 所示
。

表 5 黄家二岔小流域总产值统计与预报

年份
(年 )

总产值
(万元 )

1 9 8 2 1 9 8 3 1 9 8 4 1 9 8 5 L9 8 6 1 9 8 7 1 9 8 8 1 9 8 9 1 9 9 0 1 9 9 1 1 9 9 2 1 9 9凡

1 1
.

8 8 3 1 4
.

0 0 5 1 9
.

0 4 2 2 7
.

0 6 8 3 2
.

3 7 7 4 4
.

3 0 4 4 6
。

8 3 5 4 3
.

3 6 4 5 3
.

9 7 5 5 6
.

2 4 7 6 8
.

4 7 7 8 2
.

0 3 3

年份
(年 )

总产值
(万元 》

1 9 9 4 1 9 9 5 1 9 9 6 1 9 9 7 1 9 9 8 1 9 9 9 2 ( ) 0 0 2 0 ( ) l 2 0 0 2

9 2
.

8 5 3 1 0 6
.

3 5 4 1 2 1
。

8 1 9 1 3 9
.

5 3 2 1 5 9
.

8 2 0 1 8 3
.

0 5 9 2 0 9
.

6 7 7 2 4 0
.

1 6 4 2 7 5
.

0 5 6

从表 5 中看出
,

黄家二岔小流域总产值在 1 9 9 4 年 ~ 2 0 0 2 年的 9 年时间里
,

呈持续增长的

趋势
,

年均增长率为 14
.

5 %
。

2
.

3
.

2 总产值与农林牲业 用地面积的多元 回 归分析
。

农林牧业生产是小流域总产值的基本来源
,

种植业
,

林业
、

牧业用地是约束和反映其产出

高低的重要指标
。

因此
,

产值变化同农林牧业用地面积之间必然存在一定函数关系
。

总产值

( y ) 与农业用地面积 x(
1

)
,

林业用地面积 (二
2

) 和牧业用地面积 (二
3

) 的回归结果如下

Y = 一 1 3 0
.

1 3 8 7 十 1
.

7 0 5 4了 l
十 3

.

0 9 0 8 x :
+ 0

.

8 6 6 6 x :
( 2 )

偏相关系数
r l

= 0
.

3 3 1 2
, r :

一 0
.

4 9 2 9
, r 3

一 0
.

1 7 4 1

复相关系数 R 一 0
.

8 9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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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一 方差 一 1
,

剩余方差 ~ 0
.

1 9 2 1

可 以看出
,

总产值同农林牧业土地利用面积复相关显著
,

偏相关系数依数为
r :

>
r ;

>
r 3 。

可见
,

总产值变化同林业用地面积有较为密切的关 系
,

扩大林地和农地面积将促进总产值的提

局
。

2
.

4 农林牧业产值与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分析
黄家二岔小流域 自从综合治理以来

,

对农林牧业土地利用比例做了调整
,

因而也影响了农

林牧业产值的变化
。

各年土地利用 比例及产值见表 3 和表 6
。

为了寻求获得产值最大值的土地

利用结构
,

我们建立了农林牧业产值与土地利用比例的函数关系
,

并求极值
。

表 6 黄家二 岔小流域农林牧业产值动 态序列

臀 1 9 8 2 1 9 8 3 1 9 8 4 1 9 8 5 1 9 8 6 1 9 8 7 1 9 8 8 1 9 8 9 1 9 9 0 1 9 9 1 1 9 9 2 1 9 9 3

农业 产
值 (元 )

8 2 3 2 7 8 9 3 3 2 1 1 1 2 9 5 1 1 7 5 1 3 1 6 4 9 9 7 1 5 3 9 6 5 17 7 2 9 5 1 2 3 0 1 1 2 3 6 () 0 4 2 0 5 5 3 2 2 7 4 1 3 1 2 9 8 8 4 2

林业
产值 (元 )

1 1 8 0 4 6 1 4
.

3 13 7 ( ) l 4 5 0 0 4 5 1 2 6 5 1 1 7 5 3 1 1 1 82 1 4 1 2 6 9 8 7 1 0 0 6 26 1 2 7 74 6 1 4 0 5 8 5 14 4 7 3 9

牧业
产值 (元 )

3 5 3 2 3 4 6 1 0 2 6 5 2 4 1 1 0 8 1 6 7 1 0 6 5 5 7 1 5 5 9 () 6 1 5 1 4 1 3 1 5 5 8 5 4 17 6 2 3 9 1 8 4 0 5 5 2 0 3 0 3 7 2 0 7 1 5 1

2
.

4
.

1 原理

设 二。
~ b 。

十 认x l
+ 久xz

式中
: 二。

— 产值
; x ,

— 用地面积比例
; 二 2

一 二 1 2

首先计算出 牙
、 ,

王
2 ,

艺x ; ,

艺x : ,

艺x l ’ ,

艺x Z , ,

艺x l

燕

出系数

L l ,
= 艺x 1 2

一 1 /
,:

( 艺二
·

;
)

2

L I :
一 乏x 2 2

一 1 /
, 2

( 艺二
`

2
)

2

L
2 1” = 艺二

: x :
一 l /

, : ( 艺 x ,
) ( 艺 x :

)

L l x 。
= 艺二

,二
·。
一 1 / n ( 公

1
) ( 公

。
)

L声
。
一 艺燕 x 。

一 1 / n ( 艺x Z
)( 公

。
)

用行列式求出 b l 、

b :

值
:

b ,
一 乙1

/ 。

b :
~ △:

/乙

( 3 )

b0
,

b , ,

b Z

— 系数
。

友
,二。 ,

艺x Z x 。 ,

艺x 。 ,

艺x 。 2 , , : ,

至
。 。

由此求

、声、 ,
产、

,
少、尹、 JJJ任一匀冷匕7

.

只U/、̀

f了、
了̀、了吐、

( 9 )

( 1 0 )

LLLL

一一
乙

L l了。 L l x 。

L Z了。 L Z了。

LLLL

式中
: 乙 ,

-

b。
一 了。

一 阮x l
一 久x :

( 1 1 )

解之得二次抛物线方程
:

子
。
一 b。

十 仇x ,
+ 热x , 2

根据求极值的原理
,

利用式 ( 3) 可求出使产值得最大值取的土地利用比例
。

对式 ( 3) 求导得

子
。 `

~ 乃,
+ 2乙2二 l ,

令 扮
。`

= o
,

则 x ,
- 一 b :

八 2b
: )

,

扮
。 I,

一 2b
2

若 21,
2

< 。
,

则

子
。~

二

一 b。
十 认x ,

+ b声 } ~ b。
十 b l

(一 b l

/ (2 b Z
)) 十 b:

(一 b :

/ Z b :
)

2
一 b 。

一 b , 2

八 4 b : )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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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

2农林收 业最佳 用地比例计算 利用上述原理求得
。

() l农业产值 (Y户 与农地面积比例 (二砂
。

Y, = 一 3 2 0 4 8 0
.

4 + 1 9 8 2 7
.

5 9 x 、 一 1 8 9
.

15 4 5二又 ( 1 3 )

当 二、 一 5 2
.

14
.

即农用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5 2
.

14 % 时
,

Y 、 有最大值
:

Y 、
= 1 9 9 1 6 4

.

8 6 (元 )
,

如图 ( 1 ) 所示
。

( 2) 林业产值 ( y :
) 与林地面积比例 x(

:
)

Y :
= 一 9 3 6 6

.

0 1 + 2 0 9 9
.

Z 1 4 X
: + 7 5

.

0 0 3X 乙 2 ( 1 4 )

使 Y *

) o 的条件是 X
:

妻 3
.

9 2 ( 3
.

92 % )
。

否则
,

林业产值将出现负值
,

随着 X
:

的继续增加
.

Y :

一直上升趋势
,

如图 2 所示
。

2
.

4
.

3状业 产值 ( Y z了
) 与状地 面积 比例 ( X

z ,
)

Y 。 一 2 6 9 8 1 7
.

1 一 6 5 3 9
.

8 3 4 X
。 + 5 8

.

7 5 2 X
衬 2

( 1 5 )

当 X
, ,
一 5 5

.

6 6 ( 5 5
.

6 6铸 ) 时

Y l l , l 。

~ 8 7 8 2 5 (元 )

当 X
l ,
一 。 时

,

X
l ,

有最大值 Y I ,
= 2 6 9 8 1 7

.

1
,

从 曲线图上看出
,

黄家二岔畜牧业发展的基本方略
,

一是将牧业用地控制在较小范围
.

另

0
八U八U血“OnùnónùnùUOQ切

仁DJ,,妇

ǎ很乞一à妇礼怕
.

翎抢

2 0 3 0 4 0 5 0 6 0 7 0

农地面积比例 (呱 )

8 0 9 0
一b 2 0 3 0 ` 0 5 0 6 0 7 0 8 0 , 0 1 0 0

林地面积 比例 ( % )

八U00门
én曰nn口d六L-

ǎ暇乞一à尽润忆引邻

图 l 农业产值与农地面积 比例函数关系图 图 2 林业产值与林地 面积 比例函数关系图

一是小流域走以畜牧业为主 的路子
。

方法当然不能是将畜牧业面积 比例减小为零或扩大到 10 。 %
,

具体数 量有

待根据农业和林业的畜力
、

有机肥 及群众生活方 面的需要
,

做进一步研究
。

到 1 9 9 3年为止
,

黄家二 岔小流域农

地面积比例 为 5 5
.

6 %
.

农业 总产值达 2 9 8 8 41
.

6元
,

高于理论计算值 ( 1 9 9 1 64
.

86 ) ;
林地面积 比例为 31

.

。 %
.

林

业产值达 1 4 4 7 3 9一元
,

高于理论计算值 ( 1 2 7 7 8 7
.

5 0 7 )
。

扣 除物 价因素影响 外
,

根据 1 9 9 0一 1 9 9 3年的监 测结果

分析
,

总的趋势是增加农
、

林地面积可 以提高产值
。

从控制水土流失
,

提供小流域
“

三料
”

的角度计算
,

林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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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应在 3。 %以上 (计算见另文 》
。

因此
.

牧业 用地 面积 比例就是 0 1环一 15 %
。

以这种产业结构按 目前的生产水

平计算
,

小流域总产值将达到 65
.

39 万元 以上
。

3 结 论
25030D200150

( 1) 黄家二岔小流域 自 1 9 8 3年综合治理以来
.

林业用地面积逐年上升
,

牧 业用地面积在 1 9 91 年 展

之前维持在 3 “
·

。 %左右
,

农 业用地面积在 ` ” “ 2一 孟
` 9 9 3年 ’可是减少趋势

。

`” 9 3年之后又 有增 ”口
,

土地 彗
利用率则从 1 9 8 2年的 5 6

.

5 3 %增加到 1 9 9 3年的 98
.

娜

6 %
。

( 2) 坡地面积
、

土地利用总面积
、

占地 比重
、

流

域的总投入
、

总产值和 台地梯田 面积是影响土地

利用结构的主要 因素
。

小流域总产值同农林 牧业

土地利用面积 的多元 回归分析表明
.

扩大林 地和

10 2 0 3 0 t o 50 6 0 7 0 8 0 9 0 10 0

牧地面积比 例 ( % )

图 3 牧业产值与牧地面积 比例函数关系图

农地面积将促进总产值的提高
。

( 3) 农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 5 2
.

0 %时
,

农业产值最大
;
林业用地

面积 比例必须在 3
.

92 %以上
,

产值才会增加
;
牧业用地面积比例在 5 5

,

66 %
,

时
,

产值取得最小

值
。

根据黄家二岔小流域人口
,

土地和农作物产量发展情况
,

将牧业用地 比例控制在巧%左右
,

农业用地 比例保持在 5 2
.

41 写
,

尽力扩大林业用地面积 比例
,

使占土地总面积的30 %以上
,

就可

能取得现有条件下小流域总产值最大值
。

本文是作者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

论文全部工作是在导师王礼先教授
、

孙立达教授指导下完

成的
,

在此深表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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