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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丘陵区生态农业建设规划初探

彭阳县 白岔村生态农业建设规划与实施效益

郭 扶 国
(宁夏 回族自治区彭阳县科委

·

彭 阳县
·

7 5 6 5 0 0)

滴 要 宁南彭阳县黄土丘陵半干早 区的白岔村
,

自 1 9 7 9年开始综合治理
。 “

八五
”

开始依据

生态学原理与系统工程 的方法
,

进行 了生态 农业建设的规划设计
。

经过 3 年的实施验证
,

于

1 9 9 3 年取得了显 著的生 态经济效益
,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达到 .7 。 %
,

林草覆盖面积 50 %
,

森林

覆盖率 19 %
;
人均有粮 4 O 0k g

,

人均纯收入 4 08 元
。

全村 97
.

2 % 的农 户解决了温饱
,

有 13 % 的

农 户人均有粮超 s o o k g
,

纯收入超 1 0 0。 元
.

关键词 土地类 型 镶嵌配置 生态农业 线性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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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弓} 言

宁夏的生态农业试点和科学实验
,

在联 合国粮食计划署和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 及区 内

外大专院校的积极配合下
,

先后在南部黄土丘陵半干旱区和中部低山丘陵荒漠干旱 区
.

开展了

不同规模
、

不同类型的生态农业 试点
。

其中
,

固原的上黄和陶庄
、

西吉的黄家二岔
、

盐池县的四

墩子
、

彭阳县的白岔
,

在试验研究和示范推广等方而均取得一定成就
。

本文根据白岔村生态农

收稿 日期
: 1 99 6一 () l 一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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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建设的实践
,

从农业生态学和 系统工程学的原理出发
,

提出了半干旱黄土丘陵区生态农业建

设的理论模式及技术途径
,

以期对促进我国黄土高原地 区资源开发
,

环境保护
,

经济发展有所

裨益
。

2 治理前 ( 1 9 78 年 ) 白岔村自然经济概况

.2 1 自然资源概况

2
.

1
.

1 地理位置
。

白贫村位于宁夏南部黄土陵区
,

经度 10 6
0

4 1
`

一 1 0 6
0

4 7
, .

纬度 3 5
0

5 1
’

一

3 5
“

5 5 , ,

海拔 1 5 0 0一 1 7 4 6 m
。

2
.

1
.

2 地形 地貌
。

沿东西 向一条分水岭将全境分为两个 区域
。

地貌为梁状丘陵
,

土地类

型以梁筛坡地为主
,

在冲沟沟头上方及两侧分布有壕撑地和沟台地
。

2
.

1
.

3 气候
。

属温带半干旱气候区
。

年均气温 S C
,

) 10 C 积温 2 8 00 C
,

无霜期 1 71 夭
。

年降雨量 5 0 9
.

4 m m
,

四季分配依次为 4
.

6 %
、

24
.

5 %
、

5 9
.

6 %和 n
.

3 %
。

年干燥度 1
.

55
。

2
.

1
.

4 土攘
、

植被
。

土壤为黄土母质发育的黑沪土与黄绵土
,

土层深厚
.

质地疏松
。

植被

为灌丛草原
。

农作物 以冬小麦为主
,

占总播种面积的 60 %
。

.2 2 社会经济概况

2
.

2
.

1 人 口
、

面 积
。

全村辖 n 个村民小组
,

34 0 户
,

1 97 1 人
.

7 8 0 个劳动 力
.

总土地面积

3 1k m
2 ,

人 口密度 6 3 人 / k m
Z 。

2
.

2
.

2 土 地利用现状
。

有农耕地 1 7 7 3 h m
2

.

林地 1 3 3h m
Z 、

人工草地 1 6 8 1: t二 2 。

分别占曾
、

土

地面积的 5 7
.

2 %
、

4
.

3 %和 5
.

4 %
。

2
.

2
.

3 农业生产
。

多年平均粮食总产 30 万 k g ( 1 9 年资料 )
.

单产 4 5 0 k g h/ m : 。

全村大家

畜饲养量 5 78 头
,

猪
、

羊饲养量发别为 3 00 头
、

80 0 只
。

畜牧业商品率极低
。

2
.

2
.

4 产值与收入
。

多年平均农村社会总产值 60
.

4 万元 ( 19 年资料 )
,

人均产值 4 0 5 元
。

农民人均纯收入 24 0 元
。

属典型的贫困地区
。

2
.

3 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2
.

3
.

1 经济结构畸形
。

全村以种植业为主的畸形发展比全县情况更加突出
。

农村社会总

产值中
,

农业产值占 98
.

6 %
。

农业总产值中
,

种植业占 8 6
.

8 %
.

林果业
、

畜牧业和副业仅占 1 3
.

2 %
。

2
.

3
.

2 水 土流失严 重
。

林草覆盖度仅为 5 % ; 3 3
.

1 % 的天然草地实为轮垦地和牧荒坡
.

为

退化草场
; 占总播面积 60 % 的夏粮用地

.

在秋雨季节地面裸露
。

加之乱垦滥牧
.

植被稀少
.

呈童

山灌灌的景观
。

沟岸坍塌
,

沟头延伸
,

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

侵蚀模数达 7 50 o t / (k m
: · a )

。

2
.

3
.

3 群众生活 困难
。

突出表现
“
四料

”
(燃料

、

饲料
、

肥料
、

木料 )俱缺
.

粮食产量 低而不

稳
,

大部分农户不能稳定解决温饱
。

3 白岔村生态农业建设规划设计的指导思想与 目标

.3 1 指导思想

依据生态学原理与系统工程学的方法
.

有以下三点

3
.

1
.

1 强化 第一性生产者
。

生态学阐明第一性生产者是绿色植物
。

地面光秃
·

意味缺乏

第一性生产者
。

要发展生产
,

振兴经济
,

必须首先种草种树
,

增加植被覆盖
.

同时使农作物生长

茂密
,

以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生态系统
。

3
.

1
.

2 生物与 环境相 统一
。

牛态学阐 明生物与环境相适应性原理
,

根据当地起伏丘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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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上水
、

土资源在三维空间分布的规律性 与其二者的谐拍性
,

均体现于土地类型的集 合体上

面
,

坚持因地制宜原则
,

合理配置农
、

林
、

牧业用地
,

需要根据土地类型的镶嵌规律
,

做到适地适

种
。

3
.

1
.

3 农业 生 态来统总体最优
。

采用系统工程学中的优化方法
,

建立线性规划数学模型
,

确定保证方案总体最优的农
、

林
、

牧业用地 比例
。

3
.

2 总体 目标

以市场为导 向
,

合理配置 区域 内的自然
、

社会资源
,

逐步形成以种植业为基础
,

养殖业
、

加

工业为龙头
,

区域支柱产业和社会化服务为支撑 的大农业
、

大市场
、

大流通新格局
。

力争本世纪

末
,

把试验 区建成农林牧结构合理
,

生态经济效益优化
,

群众生活达到小康的科技示范样板
。

主

要生态经济指标
,

林草覆盖度 60 % 以上
,

土地单位生物产量提高 5倍以上
,

人均产粮 5 0 k0 g
,

人

均纯收入 1 0 00 元
。

4 白岔村生态农业建设规划设计方法

生态农业是一个集 自然
、

经济
、

社会于一体
.

的生态经济系统
。

为了实现总体 目标
,

做到子系

统协调
,

总功能最佳
。

我们设计了定量 (数学模拟 )模型和定位 (实地配置 )模型
。

分别研究系统

内农林牧业各占比例之大小和地面配置之规律
。

在设计和建模中
,

尽量使两者紧密结合
,

互为

补充
,

使模垫与实体接近
,

具有可操作性
。

4
.

1 数学模拟模型

采用系统工程学中线性规划的原理和方法
,

将有关的 自然
、

社会资源作为约束条件
,

以求

满足生态
、

经济的多 目标要求
。

以 39 个方程
,

56 个变量
,

系统农业总产值为目标函数进行模型

设计
。

应用电子计算机多次模拟
,

经综合评审
,

选择最优实施方案
。

其总体结构扣除非生产用

地的 比例为农业占 35
.

0 %
。

林业占 35
.

1 %
,

牧业 占 29
.

9 %
,

其概略比例简称为
“

三三制
” 。

新结

构的突出特点是
:

加强以农 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建设
,

开发以杏子为主的林果业和以肉牛

为主的畜牧业
。

其要点是
:

4
.

1
.

1 来统有 良好的生态效 益
。

表现在
: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 80 % 以上
,

土壤侵蚀模

数控制在 1 即 0t k/ m
`

以 内 ;调整粮
、

豆
、

草轮作比例
,

建立合理的轮作制度和农田生态系统 ;
修

建坡面水保工程
,

增加技术能量投入
,

提高水分利用率 ; 满足群众基本生活需要
,

使人与环境发

展相平衡
。

4
.

1
.

2 系统有 良好的经济效益
。

表现在
:

以生物量和总产值相兼表示的系统总体功能最

大
; 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合理配置

,

投资少
,

收入高
,

产投 比大
。

4
.

1
.

3 来统符合动态规律
。

表现在
:

合理组装并不时进行调整
.

同时积极推广应 用先进实

用农业科技成果
,

不断提高土地生产 力
,

满足人 口 增长要求
,

具有长远的稳定性
。

4
.

2 实地配置模型

农
、

林
、

牧业的用地配置为一级结构
.

农林牧各业 内部的组成与配置
,

如农作物种类与品种

的布局
,

林型树种的组成与分布
、

畜禽种群结构为二级结构
。

本模型的设计以一级结构为主
,

兼

顾二级结构的配置方法如下
:

4
.

2
.

1 土 地类型划分
。

土地类型是按土地的 自然属性与人文因素结 合形成的综合体划分

的植物生态环境类型
,

它是土地资源利用研究的基础
。

根据土地资源调查
,

结合当地群众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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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
,

白岔村的土地可分成 n 个类型
:

台地
、

淤坝地
、

梯 田
、

梁命缓坡地 (分阴坡和阳坡
,

下同
。

坡

度 < 1 5
。

)
、

梁如陡坡地 (坡度 1 5
。

一 2 5
。

)
、

梁命抓地 (坡度 > 2 5
。

)和沟抓地 (谷缘线 以下均属之
.

坡度> 2 5
。

)
。

4
.

2
.

2 农
、

林
、

牡用 地配置 的原则
。

主要有三点
:

一是因地制宜原则
。

要求在土地利用上

做到
“
宜农则农

,

宜林则林
,

宜牧则牧
” 。

土地的适宜性是一个相对概念
,

而且有很强的针对性
,

就农
、

林
、

牧业用地而言
,

是否适宜的判断标准是
,

某种类型的土地进行某种经营时
,

能否长期
、

安全
、

有效地利用
,

是否对邻 区土地有不利影响
。

能长期
、

安全
、

有效利用且对邻区土地无不利

影响则宜
,

反之则不宜
。

这是实地配置农
、

林
、

牧各业用地的基本依据
。

二是
“

寓生产于防护
”
原

则
。

就是将容易导致水土流失的农耕地置于林
、

草的防护之中
。

农
、

林
、

牧业生产必须配合相应

的水土保持措施
,

加上林
、

草本身防护性能的互补性
,

通过农林牧用地的合理配置
,

建成一个高

效完善的水保防护体系和农业生态体系
。

三是必须保证群众生活的基本需要
。 “
民以食为天

” ,

所以农
、

林
、

牧各业用地的配置必须建立在实现
“

两个稳定
”

(稳定发展粮油生产
,

稳定增加群众

收入的基础之上
。

4
.

2
.

3 农
、

林
、

状用地配五 的方法
。

亦有三点
:

一是把农地配置在最好的土地上
,

这既是解

决群众吃饭问题的需要
,

也是 由土地的适宜性所决定的
。

白岔村宜农土地类型有台地
、

壕坝地
、

梯 田和梁饰缓坡地
。

二是把人工种草纳入农 田轮作制中
,

建立稳定的牧草生产基地
,

退耕的梁

弃陡坡地实行草
、

林带状间作
。

三要把林业建成农
、

牧业生产的保护体系
,

土地类型有梁命抓

地 (薪炭林 )
,

梁卯陡坡地 (林草间作 )
、

梁赤缓坡地 (农 田地埂经济林 )和沟抓地 (用材林 )
:

用这

种方法配置的农
、

林
、

牧各业
,

镶嵌分布
,

互为依存
,

相得益彰
,

共同发展
,

称之为镶嵌配六

5 实施效益

5
.

1 农村产业结构趋向合理

1 9 9 3 年 同治理 前 的 1 9 7 8 年相 比
,

农
、

林
、

牧业 用地 占总土 地 面 积 的百 分 比
,

分 别 由

57
.

2 %
、

4
.

3 %
、

5
.

4 %调整 为 45
.

5 %
、

23
.

5 %和 20
.

0 %
。

农业总产值 由 27
.

1 万元提高到 1 5 6
.

5

万元
,

农业 内部林牧副业产值 比重 由 7
.

1 %上升到 43
.

3 %
,

种植业 内部经济作物 比重 由 1 2
.

5写上升到 25 %
,

农村社会总产值 中非农产值 比重由 1
.

4 % 上升到 1 9
.

3 %
。

初步形成了以粮食

生产为主
,

多种经营并举的格局
。

5
.

2 农业生态环境明显改观

陡坡地退耕还林还牧
,

缓坡地农 田林网林带
,

壕坝地生物
、

工程措施结合
,

沟抓地速生用

材林护坡
。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现 已达到 70 % 以上
,

林草覆盖面积 50 %
,

森林覆盖率 1 9 %
,

为农

业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农业生产稳定发展
。

5
.

3 林业经济效益成倍增长

以杏子为特色的经济林成为群众收入的支柱产业
,

1 9 9 3 年林业收入 30 万元
,

比 1 9 7 8 年

增长 15 倍
,

其 中杏产品收入 22 万元
,

仅此一项人均收入 20 0 元以上
。

5
.

4 畜牧业产值增长
、

商品率提高

采取退耕种草和荒山荒坡补播改 良的办法
,

全村建成 6 7 h0 m
2

优质高产人工草地
,

其中农

田轮作草 1 3 h5 m
2 。

畜牧业产值由 3
.

3 万元增加到 1 1 0
.

8 万元
,

群众从畜牧业中获得的收入由

0
.

42 万元增加到 28
.

7 万元
.

畜牧商品率由 2
.

7 % 提高到 20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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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5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随着农村农业结构的调整
.

农
、

林
、

牧 ,
IL生产呈现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

,

群众温饱 问题基本

解决
。

19 9 3 年
,

人均有粮 4 。。k g
.

人均纯 收入 4 08 元
。

全村 9 7
.

2 %的农户解决温饱
; 1 3 %的农户

人均有粮超 SO o k g
,

人均纯收入超 1 o 0() 元
。

6。 % 的农户盖起了瓦房
,

加固了旧窑洞
,

添置了新

家俱
。

5
.

6 走出了具有山区特色的扶贫开发路子

通过 15 年的生态农业建设
.

白岔村走出了
“

调整产业结构
,

退耕种草种树
,

大力发展畜牧
”

既恢复生态
,

又发展经济的扶贫开发之路
。

以杏子为主的林果业
.

以肉牛为主的畜牧业
,

成为当

地群众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

.

邵护
邓

矛倪刃哪
护 、 口 倪币

、

下书护 i郊沪佗尹 、 砚与尸 与穿 、 甲、 日气尽
.

间扩 勺了
日

沐沪
邱

护 .

郊孑、 萨今夕角F 、 尸身尸
.

、日叹书沪勺夕邹
护、 夕

.

认2 、 夕夕沂曰认之乍牺卜两2 {萦丫粥竺乡沂
.

马眨竺勺尸 下币乍身叹

(上接 第 1 5 6 页 )

6
.

3 万家寨水利枢纽水土保持方案中牛朗贝沟拦沙坝反滤排水应用

万家寨水利枢纽位于黄河中游的晋蒙交界地区
,

是一防洪
、

供水
、

发电等综合性大型水利

工程
`

牛朗贝沟为黄河一级支流
,

流域面积 1
.

1k4 m
, ,

沟 口距万家寨大坝轴线 0
.

k4 m
,

沟内布设

有枢纽工程施工期的砂石料加工系统
,

拦沙坝主要是防止砂石系统加工骨料过程中产生的粉

尘流失
,

流失的粉尘将污染黄河水质
,

增加治黄难度
,

在枢纽开发建设区为一重要的水土保持

工程
。

该坝主要用堆石建成
,

为了防止粉尘从堆石空 隙中流失
,

设计采用 。 9。

为 0
.

0 46 m m
、

5 0 0 9 / m
,

的针刺土工织物
,

能够满足粉尘反滤要求
。

采用此法后
,

施工简单
,

减少工程量和节省

投资
。

该坝设计已完成
,

正组织力量实施
。

7 结 论
土工织物代替砂石料或结合砂石料反滤排水

,

在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程中是完全可行的
,

在编制水土保持规划或水土保持方案时
,

用前述的方法设计
,

结 合实际情况灵活应用
,

将取得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可以肯定
,

随着水土保持工程的大规模建设
,

土工织物将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

本文得 至.l水利部黄委会黄河上 中游管理 局规划设计研 完院 马慕铎 高级 工程 师指导
,

特此

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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