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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海原试区土地构成要素分析的基础上
,

根据土地质量的特点和差异性
,

进行了土地

类型划分
,

并阐述了各种土地类型的形态特征和生产性能
。

经过调查分析
,

掌握了土地利用现

状和特点
,

揭示出当前土地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最后
,

根据区域土地质量特点和植物的生

态条件提出土地合理开发利用的模式和实施方法
.

关键词 海原试区 土地类型 土地利用 合理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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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
八五

”

重点攻关课题
“

宁南半干旱偏旱区农业持续综合发展研究
”

试验示范基地—
海原试区

,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清水河流域的海原县李旺乡二道沟村
。

试区面积 1 62 2
.

25

h m
Z ,

人 口 1 8 9 1人
,

人 口密度 1 1
.

6人 / k m
Z 。

1 土地构成要素分析

L I 地质基础

宁夏南部地区位于黄土高原西北部
,

六盘山北端
,

平均海拔 1 50 0一 2 o 00 m 左右
,

是黄土

高原海拔最高的地区之一
。

构成该区土地骨架的基底是鄂尔多斯地台
,

中生代 为一内陆湖盆
,

收稿 日期
: 1 9 9 5一 08 一 17

,

本 文是国家
“

八五
”
重 点攻关课题

“

宁南半干旱偏 旱区农业持续综合发展研究
”
部分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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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了巨厚的砂页岩
。

白奎纪末的燕山运动
,

盆地缓慢上升
,

遭受剥蚀夷平
,

至渐新世形成准平

原
。

中新世末地台急剧上升成为高原
,

出现强烈的河流下切侵蚀
,

上新世上升趋于停止
,

河流侧

蚀加强
,

形成宽浅的河谷
,

由于构造运动的不连续性
,

河流形成 3一 5级阶地
。

上新世到更新世

初
,

地台再次加速上升
,

沟谷侵蚀加强
,

高原面与河流阶地被完全破坏
,

形成梁赤起伏
,

沟谷纵

横的地表形态
。

第四纪在原有地形上覆盖了厚层黄土沉积
。

其后
,

经过历史上漫长的流水侵蚀
,

风力作用和人为活动的影响
,

逐渐形成今天的宽谷长梁黄土地貌
。

土地类型就是在这样的基础

上形成并发生着分异
。

L Z 地貌形态

海原试区的地貌由清水河河谷冲积平原和黄土梁命丘陵组成
。

海拔高度 1 4 35 ~ 1 78 5 m
,

由东向西依次为清水河二级阶地
,

三级阶地
,

黄土梁赤
,

其间分布着众多的侵蚀沟谷
。

二级阶地

高出河床 20 ~ 30 m
,

海拔 1 4 35 一 1 46 o m
,

地形平坦开阔
,

微向河床倾斜
,

构成河谷冲积平原的

主体
。

三级阶地高出二级阶地 30 一 40 m
,

海拔 1 49 0一 1 5 50 m
,

被现代黄土干沟和冲沟切割
,

但

形态较完整
,

地形平缓
。

四级阶地以上演变为丘陵
,

与黄土地貌相连
,

形成以卯为主的梁卯地

形
,

海拔高度大于 1 60 0 m
,

相对高差 1 0 o m 左右
,

顶部较平缓
,

向下变陡
,

坡度一般为1 50 一 30
。 。

海原试区沟谷发育
,

地形破碎
,

特别是横切三级 阶地的五条大沟
,

深 40 ~ 60 m
,

宽 80 ~ 300 m
,

坡度多在 35
。

以上
,

大部分超过 4扩
,

崩塌滑坡频繁
。

不同的地貌类型
,

水土流失
,

温度状况
,

土壤

性质
,

土地利用方式均不同
,

导致土地产生分异
,

形成不同的类型
。

L 3 气候条件

海原试区气候的基本特征是
:

日照强
,

气温低
,

降水少
,

蒸发量大
。

平均气温 6
.

9℃
,

最热 7月

平均气温 19
.

6℃
,

最冷 1月为一 6
.

9℃
,

) 10 ℃积温 2 41 0 ℃
,

无霜期 16 d0
。

年降水量 3 57
.

4 m m
,

最 多年为 6 n
.

7 m m
,

最少年仅 1 69
.

2 m m
,

7一 9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61
.

6%
,

冬季不足

2 %
。

全年 日照 时数 2 7 86
.

h5
,

日照百分率 63 %
,

太 阳辐射强度 5 90
.

3 K J / k( m
, · a )

.

蒸发量 1

5 55
.

95 m m
,

是降水量的4
.

4倍
,

相对湿度 52 %
。

这样的水热条件决定了本地区土地资源的生产

能力低
,

植物有效生长期较短
,

作物无法露地越冬
,

适宜种植耐寒耐早品种
,

农业生产的稳定性

较差
。

水蚀和风蚀成为土地形成分异的主要动力
,

对土地利用产生重大影响
。

1
.

4 土壤

海原试区土壤类型有黑沪土
、

黄绵土
、

淤土和少量红粘土
,

主要特点是质地较粗
,

砂粒含量

> 5 5鲍 k/ g
,

粘粒不超过 1 80 9 k/ g ;
养分含量低

,

0一 20
c m 土层平均有机质含量为 7

.

14 9 / k g
,

全

N 0
.

5 9 9 / k g
,

碱解 N 3 3
.

1 6m g / k g
,

速效 p 4
·

1 2m g / k g
,

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水分缺乏
,

Zm

土层含水量全年平均在 1 3 0 9 k/ g 以下
。

阳离子交换量小于 12
.

sc m ol / k g
,

保水保肥性能极差
。

1
.

5 植被

海原地区 自然植被为草原向荒漠的过渡类型
,

由丛生小禾草
、

小半灌木组成
,

主要植物种

类有短花针茅
、

大针茅
、

冷篙
、

早熟禾
、

红砂
、

锦鸡儿
、

蔷状亚菊
、

刺旋花等
。

自然植被主要分布在

沟坡和坡度较陡的梁赤坡地
,

覆盖率不超过 20 %
。

阶地和较平缓的梁弗坡大部开垦种植
,

形成

人工植被
,

栽培作物有小麦
、

胡麻
、

谷子
、

糜子
、

洋芋
、

冰豆等
,

近年来
,

发展了一些构祀和苹果
。

人类活动对海原地区土地资源也有重大影响
,

人工平整土地
,

修筑梯田
,

发展灌溉
,

改变了原始

地貌的起伏状况和水热条件
,

使土地性质发生了变化
,

形成新的土地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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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原试 区土地资源及其合理开 发

2 土地类型划分及其特性

2
.

1 土地类型划分

土地类型是指不论面积大小
,

性质均一的土地单元
。

它是土地资源的基础
,

反映着土地资

源的属性特征和地域差异
。

土地类型划分就是根据土地的属性和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

按

照其相似程度
,

对土地单元进行类群归并
,

使同类群的单元尽量相似
,

不同类型的则尽量相异
,

从而构成一个有序排列的体系
。

经过野外调查分析研究
,

遵循综合性
,

主导因素和生产实用性原则
,

确定海原试区土地类

刑分类系统和划分指标如表 1
。

表 1 海原试区土地类型分类系统

聋李翌」一三竺兰翌
l ,

.

梁如盖地

l :
.

梁如缓坡地

I :
.

梁弗陡坡地

I 二 梁弗皿地

I :
.

缓坡沟坡地

l :
.

中坡沟坡地

I :
.

陡坡 沟坡地

I
` .

崖皿地
1

5 .

坪地

1 6
.

梯地

I :
.

河床
l :

.

坝地

I :
.

河川地

I 二 川台地

指 标

沟缘线以上的所有土地
,

坡度小于 4 00
,

土层深厚
。

处在梁弗顶部
,

坡度小于 8o
,

侵蚀较弱
,

以溅蚀和面蚀为主
。

梁娜盖地 以下
,

坡度小于 1 50
,

以面蚀和细沟侵蚀为主
,

侵蚀较轻
。

坡度 l 5’ ~ 25
。

的梁如坡地
,

侵蚀中等
,

以细沟和浅沟侵蚀为主
。

坡度> 25
。

的梁弗坡地
,

侵蚀强烈
,

浅沟发育
,

并有小切沟
.

位于沟缘线和坡脚线之间的地段
,

坡度一般在 3 50 以上
,

侵蚀强烈
。

坡度小于 1 50 的沟坡
,

侵蚀较轻
,

位于沟 口附近和沟坡上部
。

坡度 1 5
。

~ 25
。

的沟坡
,

侵蚀较强
。

坡度 25
。

一 35
。

的沟坡
,

侵蚀强烈
。

坡度大于 35
。

的沟坡
,

侵蚀剧烈
。

沟坡中部坡度小于 8o 的古代沟谷
。

沟坡上修建的梯 田

位于河流两岸的河床
,

河漫滩和河流阶地
,

地面平缓
,

侵蚀微弱
。

现代河流常水位以下的部分
。

沟谷中人工修建的土坝淤积后形成的土地
.

冲积
、

洪积物构成的河流低阶地
。

黄土夜盖的河流高阶地
.

梁地弗类

沟坡地类一L河谷地类

2
.

2 土地类型组合结构

由于形成土地类型的 自然条件呈一定的规律性变化
,

因此土地类型的分布也就不是杂乱

无章的
,

而是按一定顺序排列
,

从而形成特定的组合形式— 土地组合结构
。

通过研究土地类

型组合结构
,

可以了解各类土地的分布位置
,

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

物质及能量流动
,

从而合理

安排用地结构和面积 比例
。

2
.

2
.

1 面积组合结构 面积组合结构是指各类土地的面积及其间的数量对比关系
,

海原

试区土地类型的面积组合结构如表 2
。

由表 中数据可以看出
,

该 区土地类型以河 (沟 )谷地为主
,

占总面积的 45
.

8 0 % ;
沟坡地次

之
,

占 3 0
.

8 4 % ; 梁赤地最少
,

仅为 23
.

36 %
。

沟坡地中崖皿地占地面积最大为 2 01
.

0 h5 m
2 ,

占总

面积的 1 2
.

39 % ;
梁赤皿地占地面积也较大

.

为 1 5 4
.

hl m
Z ,

占总面积的 9
.

50 %
。

2
.

2
.

2 空间组合结构

( 1) 阶梯式结构
:

随着正负地貌的不同和海拔高度变化
,

每一组地形部位上发育着一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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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近似的土地类型
。

所以从河床到梁命顶部
,

土地类型的更替就犹如阶梯一样
,

依次排列
:

河川

地— 沟坡地— 川台地— 梁赤陡坡地— 梁饰盖地
。

表 2 土地类型面积统计

占总面积

百分率 (% )

类类型名称称 面积积 占总面积积

…
代”” 类型名称称

((((( h m
Z
))) 百分率 ( % )))))))

梁梁命地地 3 7 999 2 3
.

3 666

…}}}
崖皿地地 2 0 1

.

0 555

梁梁命盖地地 2 5
.

9 555 1
.

6 000

}
且 ’’

坪地地 2 1
.

666

梁梁筛缓坡地地 8 1
.

0 555 5
.

0 000

}
里 222

梯地地 8
.

111

梁梁筛陡坡地地 1 1 7
.

999 7
.

2 777

}
l ,,

河 (沟 )谷地地 7 4 333

梁梁筛皿地地 1 5 4
.

111 9
.

5 000

}
’ `̀

沟床床 6
.

555

沟沟坡地地 5 0 0
.

2 555 3 0
.

8 44444 坝地地 1
.

3 555

缓缓坡沟坡地地 5 2
.

555 3
.

2 44444 河川地地 2 9 4
.

555

中中坡沟坡地地 7 5
.

5 555 4
.

6 77777 川台地地 4 4 0
.

6 555

陡陡坡沟坡地地 1 4 1
.

4 555 8
.

7 22222 合计计 1 6 2 2
.

2 555

1 2
.

3 9

1
.

3 3

0
.

5 0

4 5
. “

8 0

0
.

4 0

0
.

0 8

1 8
.

1 5

2 7
.

1 6

1 0 0

( 2) 重复对称式结构
:

试区土地类型受沟谷切割的影响
,

从南到北
,

下列土地类型依次交替

出现
:

川台地— 沟坡地— 沟床地— 沟坡地— 川台地
。

2
.

3 土地类型的形态特征及其评价

2
.

3
.

1 梁赤地类 梁赤地类是指沟缘线以上的所有土地
,

主要分布在仅家坪
、

毛家洼一

线以西的区域
,

包括圈圈梁
、

大疙瘩山
、

黄家 山
、

王家洼
,

坡度 o5 ~ 3 00
,

其中有 50 %以上的土地

被开垦
,

其它为荒草生长
,

植被覆盖度低
,

土质松散
,

水土流失严重
,

在迎风坡
,

风蚀危害也较明

显
,

侵蚀模数达 5 0 00 一 10 o 00 t/ k( m
, · a )

。

土壤养分含量低
,

水分缺乏
。

梁弗地类根据坡度和部

位分为 4个亚类
:

( 1) 梁赤盖地
:

零星分布在各个梁如顶部
,

坡度 5
。

一 o8
,

侵蚀较弱
,

以风蚀和面蚀
、

细沟侵蚀

为主
。

养分贫乏
,

有机质含量低
。

由于海拔高
,

土壤水分极差
,

已不能作为农耕地使用
,

现在多为

荒草地
,

但植被稀疏
,

地面覆盖度极低
。

加以人工管理
,

可成为较理想的草地
。

( 2) 梁筛缓坡地
:

分布在梁筛盖地以下的梁如坡以及与川台地接壤处
。

坡度 < 1 50
, ,

以细沟

侵蚀为主
。

土壤疏松多孔
,

耕层较厚
,

由于地理位置高
,

水分缺乏
,

养分含量低
,

风蚀严重
。

大部

分开垦为农田
,

种植小豆
、

谷子
、

糜子
、

土豆等
。

这类土地从其特性来看
,

不适宜作农耕地
,

种植

农作物
,

降低土地 自身的生产潜力
,

雨季来临
,

地面接近裸露
,

造成严重水土流失
。

( 3) 梁赤陡坡地和梁如孤地
:

此二者是梁如坡地的主体
,

坡度 > 1 5
“ ,

其中坡度 > 2 5
“

的地占

有相当比重
。

以浅沟侵蚀为主
,

并有小切沟分布
,

水土流失严重
,

侵蚀模数 8 0 00 ~ 10 0 00 t/

k( m
Z · a )

。

土壤发育差
,

熟化层薄
,

水分缺乏
。

由于坡度较陡
,

尤其是梁筛皿地
,

用于耕地和人工

草地均不适宜
。

目前大部分为荒草地
,

植被盖度极低
。

使用中应以栽植灌木林和改 良草地相结

合
,

并辅 以一定的工程措施
。

2
.

3
.

2 沟坡地类 沟坡地类位于沟缘线到坡脚线之间
,

主要在黄土冲沟
、

干沟中分布
。

沟

谷狭窄
,

坡度陡峭
,

一般在 3 5
。

以上
。

沟坡地水土流失严重
,

地面切割破碎
,

崩塌和陷穴等地貌较

多 ; 耕层极薄
,

土壤 以沟坡黄绵土为主
,

夹有红粘土
,

养分贫痔
,

发育很差
。

目前主要为荒草生

长
,

缓坡地段和梯田有少量耕地和灌木林
。

( 1) 缓坡沟坡地和中坡沟坡地
:

主要分布在河川地和川台地交接的沟坡
,

北坪村北的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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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和沟缘线附近
。

地面较完整
,

土壤发育稍好
,

耕层较厚
,

土壤养分除 P 含量相对较高外
,

其余

均属中等
。

水土流失强度中等
,

侵蚀模数 6 o 00 t / k( m Z : a )左右
。

以细沟侵蚀为主
,

是本区较好

的牧业用地
。

( 2) 陡坡沟坡地和崖皿地
:

主要分布于黄土沟坡上
,

坡度陡
,

地面破碎
,

滑坡
、

崩塌频繁
,

水

土流失极其严重
。

占地面积较大
,

为区域土地总面积的 20 %
,

土壤类型为沟坡黄绵土
,

养分含量

极低
,

发育差
。

这两类土地 目前很难利用
,

以工程措施改造后可种植灌木和牧草
。

( 3) 坪地和梯田
:

坪地是沟坡上坡度小于 8
。

的古沟谷
,

主要出现在杜家沟和五道沟 内
,

水土

流失较轻
,

土壤有所发育
,

水分条件较好
。

梯 田一般修建在坡度小于 1 5
。

的沟坡上
,

田面狭窄
,

水

土流失微弱
。

这两类土地土壤条件虽较好
,

但由于分布零散
,

交通不便
,

一般不用作农耕地
,

以

种植人工牧草为宜
,

并营造一些水保灌木林
。

2
.

3
.

3 河 (沟 ) 谷 地类 海原试 区河 (沟 )谷地类地面平整
,

侵蚀微弱
。

其中河川地形态完

整
,

地表以现代冲积洪积物为主
,

质地相对较粗
,

保水性能差
。

近年来有 103
.

0 h2 m
2

改造为水浇

地
,

占河川地的 35 %
,

成为主要的农业生产基地
。

川台地为第四纪黄土覆盖在河流阶地上形成

的土地类型
,

受现代流水作用影响
,

切割成条块状
;土壤发育较成熟典型

,

质地细
,

养分含量高
,

水土流失轻微
,

只在沟坡附近有土壤侵蚀
,

是本区最主要的旱作土地
,

其 中有 24
.

3 h9 m
2

发展为

水浇地
,

占该类的 5
.

5%
。

河川地和川台地因地面平整
,

集中连片
,

是本区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

一般旱地产量 7 50 一 1 50 0 k g / hm
, ,

水浇地产量 4 50 0 k g / h m
Z

以上
,

适宜种植小麦
、

胡麻等农作

物和栽植构祀
。

3 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3
.

1 土地利用现状

经过野外实地调查制图和室 内测量统计
,

海原试区土地利用现状如表 3
。

表 3 土地利用现状面积统计

土土地利用形式式 面积 ( h m
,
))) 占地比例 `% ,

{{{
土地利用形式式 面积 ( h m

Z

))) 占地比例 (% )))

111
.

耕地地 8 6 7
.

0 777 5 3
.

4 555

1
4

·

草地地 6 4 7
.

5 999 3 9
.

9 222

nnn
.

水浇地地 1 2 7
.

4 111 7
.

8 555

1
4`

·

沟坡 草地地 3 7 3
.

6 555 2 3
.

0 333

111 1 1
.

河川水浇地地 1 0 3
.

0 222 6
.

3 555

…
4 .2 梁弗草地地 2 7 3

.

9 444 1 6
.

8 999

111 12
.

川台水浇地地 2 4
.

3 999 1
.

5 000

1
5

·

居 民
、

工矿 用地地 4 5
.

1 999 2
.

7 888

111 2
.

早耕地地 7 3 9
.

6 666 4 5
.

6 000

1
5`

·

农村 居民点点 4 2
.

3 777 2
.

6 111

111 21
.

河川旱地地 1 2 9
.

9 888 8
.

0 111

}
5 2

·

企事业单位位 1
.

8 222 0
.

1 111

11122
.

沟坝旱地地 1
.

8 777 0
.

1 222

}
5 3

·

特殊用地地 1
.

0 000 0
.

0 666

111 23
.

沟台旱地地 1 8
.

7 222 1
.

1 555

}
“

·

交通用地地 1 9
.

2 888 1
.

1 999

111 2 4
.

沟坡旱地地 1 0 5
.

7 444 6
.

5 222
}
“ `

·

铁路路 2
.

0 888 0
.

1 333

111 2 5
.

j l冶 旱地地 3 8 9
.

2 999 2 4
.

0 000

}
“ .2 公路路 0

.

8 666 0
.

0 555

1112 6
.

梁弗旱地地 9 4
.

0 666 5
.

8 000
}
6“

·

简易公路路 0
.

7 444 0
.

0 555

222
.

园地地 2 2
.

6 666 1
.

4 000

}
“ 4

·

大车路路 1 5
.

6 000 0
.

9 666

2221
.

苹果园园 1 2
.

3 111 0
.

7 666

}
7

·

水域域 1 2
.

2 999 0
.

7 666

2222
.

构祀园园 1 0
.

3 555 0
.

6 444

}
7`

·

水渠渠 4
.

3 999 0
.

2 777

333
.

林地地 8
.

1 777 0
.

5 000

…
7 2

’

河 ““ 7
.

9 000 0
.

4 999

3331
.

乔木林林 0
.

2 999 0
.

0 222 }合计计 1 6 2 2
.

2 555 1 0 000

333几范木林林 7
.

8 888 0
.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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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土地利用特点和存在问题

3
.

2
.

1 土 地人均 占有童大
,

但开发潜 力不 高 本 区共有土地 1 6 2 2
.

2 5 h m
Z ,

人均 0
.

86

hm
, 。

目前共开发利用 96 6
.

7 hm
Z ,

土地的开发利用率 5 9
.

59 %
。

其中非农业用地 68
.

86 h m
, ,

占已

开发地的 7
.

12 %
。

未利用地 6 55
.

61 hm
Z ,

包括沟道和天然荒草地
,

这些地大部分位于坡度 > 2 5
“

的坡地上
,

其中坡度 > 45
“

的荒草地占 30 %以上
,

由此可以看出
,

本地区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率

中等
,

但后备资源不足
,

适宜开发的土地较少
。

在已开发利用的土地中农业用地占地 比重较大
,

今后开发土地的途径主要是地区内部产业结构调整
,

合理安排使用现有土地资源
。

3
.

2
.

2 耕 地 面 积 大
,

林枚 业 用 地 少 在 8 97
.

hg m
Z

农用地 中
,

耕地 占 96
.

57 %
,

园地 占

2
.

5 2肠
,

林地占 0
.

91 %
。

牧业用地主要是草 田轮作的首楷地 86
.

7 hl m Z

和天然荒草地
,

将天然草

地按利用率 20 %估算
,

折合1 29
.

hZ m
Z ,

共约 2 16
.

2 h3 m
, 。

区域农
、

林
、

牧用地结构 比例为 28
.

12 , 1

: 7
.

01
。

从以上 比例可以看出
:

耕地占地比例很高
,

其中有一部分为坡度较大的土地
。

牧草地占

地面积较小
.

大部分为夭然草地
,

未能充分 合理利用
。

在整个被利用土地中
,

林地面积极少
。

显

然
,

农林牧用地结构不合理
,

比例失调
,

农业生产波动性较大
。

3
.

2
.

3 植被覆盖度低
,

水土流失严重 此类多发生在沟坡地及梁命陡坡地上
,

由于坡度

较陡
,

土壤发育差
,

水分缺乏
,

植被 自然生长能力较差
,

一般天然草地覆盖度在 20 %以下
,

耕地

盖度也超不过 3 0 %
。

夏粮 用地 8月起就开始裸露
,

此时又是降水最多的时期
,

地面没有植被保

蓄拦截水分
,

水土流失严重
,

土壤侵蚀模数平均高达 8 o 00 t/ k( m
Z · a )以上

。

导致生态环境 日益

恶化
。

3
.

2
.

4 管理粗放
,

只 用不养 海原地区人均土地占有量大
,

长期以来形成了管理粗放
,

投

入水平不高的习惯
,

远离村庄和坡度较大的耕地基本不施肥
,

化肥施用量几乎等于零
。

轮作倒

茬土地安排很少
,

加上土地的限制性
,

许多土地多年不倒茬
,

致使养分含量下降
,

肥力水平降

低
,

产生病虫危害
。

大部分夭然牧草地基本处于无人管理状态
,

任其 自然生长
,

任意放牧
,

产草

量低
,

利用率差
。

4 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土地资源研究的最终 目的是合理开发利用土地
,

优化农林牧用地结构
,

建立起高效优质的

土地生态经济体系
。

.4 1 土地开发利用原则

海原试区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原则是
:

以减少水土流失
,

提高环境质量
,

稳定区域生

态系统为前提
;
根据土地的本质属性和适宜性能

,

合理安排各业用地 比例
,

最大限度地发挥土

地的生产潜力
; 同时要以获取最佳经济效益为 目的

,

经济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
。

.4 2 合理利用土地方案

根据上述原则与海原试区土地资源的特点和利用现状
,

以及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社会经济

持续发展的趋势
,

在满足该地区人民对粮食
一

需要量的基础上
,

实行以人工种草为突破 口
,

发展

畜牧业和青草饲料业为中心
.

增加肥料积 累和经济收入
,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

提高粮食产量的

区域土地利用模式
。

按照这一指导思想
,

制定出海原试 区土地利用方案如表 4
。

4
.

2
.

1 农耕地 农耕地主要安排在地形平坦
,

土壤养分含量较高
,

有灌溉条件的水浇地

和现在虽无灌溉条件
,

但土地质量较高的河川地
、

川台地上
。

按此方案
,

现有耕地中分布在各类

坡度较大
,

水分
、

养分缺乏的耕地应逐步退耕
,

还林还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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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土地利 用方案

利利用形式式 耕 地地 园地地 林 地地 草 地地 非生产用地地 难利用地地

人人均面积 ( h m Z ))) 0
.

2~ 0
.

2 555 0
.

0 555 0
.

0 5~ 0
.

1 000 0
.

3~ 0
.

3 555 0
.

0 555 0
.

111

规规划面积 ( h m Z ))) 4 0 0 ~ 5 0 000 1 0 000 1 0 0~ 2 0 000 6 0 0 ~ 7 0 000 1 0 000 2 0 000

占占地 比例 (% ))) 4~ 555 lll l ~ 222 6~ 777 lll 222

注
:

按 2 0 0 0年时人 口 2 0 0 0人计算
。

4
.

2
.

2 果园 方案规划果园 l o o h m
Z

左右
,

主要发展本地特产构祀
。

宜安排在光照充足
,

积温高的地段
,

并要求灌溉方便
。

同时
,

适当发展适宜当地旱生特点的苹果和杂果
,

以满足人民

生活需要
。

4
.

2
.

3 林地 该区林地主要是种植灌木林
,

其功能是防风固土
,

改变现有的生态环境
,

控

制系统动态平衡
。

林地一般要布置在风蚀严重的风 口
、

山顶和坡度较大的沟坡上 ( 2 5
“

~ 3 50 )
。

在居民地周围
,

农田 内部可植栽一些乔木林带
,

既美化环境又保护农 田
。

4
.

2
.

4 草地 草地是本区土地利用的主体
,

面积将占到总面积的 35 % 以上
,

其中人工草

地占3/ 4~ 4/ 5
,

重点是发展豆科牧草
,

一般安排在坡度 25
。

以下的坡地和川台地上
。

4
.

2
.

5 柞农业用地 主要包括居民点
、

交通及水域用地
,

现在 已接近规划要求
,

主要依靠

布局调整解决所需土地
。

居民地 目前分布零散
,

浪费现象严重
,

应加强规划管理
,

用地面积不能

再扩大
;交通用地只要改造现有道路即可

;
水域用地将扩大一部分

,

主要是处于三级阶地上的

川台旱地要发展灌溉
,

需修建引水渠道和抽水建筑设施
。

按照以上方案
,

该区将形成沟坡梁如以牧草为主
,

草灌结合
,

河川地以农为主
,

间杂果园
,

以牧养农
,

以果促农
,

农牧结合的区域土地生态系统
。

4
.

3 土地开发实施途径

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实质是土地结构调整
,

它是一个逐步完成的过程
,

需要根据地 区特点

及经济能力稳步合理地分期实施
。

4
.

3
.

1 减小耕地面积
,

退耕还牡还林 实施土地结构调整
,

首先必须是减少耕地面积
,

将

各种坡耕地和零星分散的耕地退耕种草
,

并逐渐将川台地的耕地面积压缩
,

种植牧草
。

为了保

证耕地减少但不降低粮食产量
,

要求在退耕的同时
,

增加农业投入
,

依靠科学技术
,

提高单产水

平
。

如使用优良品种
,

改善栽培管理措施
,

增加肥料投入
,

合理施用化肥
,

精耕细作
,

改善生态条

件等方法
,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保证人民群众对粮食的需求
。

4
.

3
.

2 大 力种植枚草
,

促进畜牡业发展 将退耕下来的土地
,

大部分种植牧草
。

实行选用

优 良品种
,

加强栽培管理等一系列措施
,

改变原来对牧草地只用不管的习惯
,

努 力提高牧草产

量和质量
。

随着饲草数量增加
,

不断扩大牲畜数量和规模
,

逐步使畜牧业成为区域经济的支柱

产业
,

为农业积累资金和肥料
。

同时对多余饲草进行加工处理
,

形成青饲料 出售
,

使经济不断发

展状大
。

4
.

3
.

3 适度发展构祀
,

扩 大林果生产 宁夏是构祀的故乡
,

构祀为宁夏
“
红

、

黄
、

白
、

黑
”

四

宝之首
。

试 区所在地 日照强
,

积温高
,

温差大
,

是构祀生长的最适宜地区之一
。

在进行土地资源

开发利用过程中
,

根据市场需求
,

适 当扩大现有种植规模
,

增加经济收入
。

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
,

逐渐发展一些水果园地
。

如苹果
、

桃
、

杏和葡萄等
。

4
.

3
.

4 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
.

稳 步提高粮食产量 伴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和资金积累
,

对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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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实施改造
,

进行农田基本建设
。

一方面
,

进行土地平整
,

发展灌溉条件
,

改旱作为水浇
,

稳定

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 另一方面

,

进行土质改 良
,

培肥地 力
,

提高土壤有机质和各种营养元素含量

水平
,

促进土粒细化
,

增强保水保肥能 力
,

为农业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

4
.

3
.

5 加强天然枚草地管理
,

建立配套的水土保持休来 坡度较陡的沟坡上生长的天然

牧草
,

草质差
,

盖度低
,

水土流失严重
。

对此
,

在实施全面规划的最后阶段
,

要进行治理改造
,

采

取封沟 ( 山 )轮牧
,

品种改 良
,

人工管理
,

修建水平沟 (阶 )等措施
,

提高其产草量和载畜量
。

在坡

度较缓的坡地上种植人工优质牧草
。

与此同时
,

在一些水土流失严重
,

侵蚀不断发展的地段和风 力强劲的山口
、

坡面营造灌木

林
,

以减少水土流失
,

并根据需要
,

在迎风方向建设防风林带
,

保护农田免受风蚀危害
,

改善生

态环境
,

提高系统抗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
。

参 考 文 献

宋桂琴等
.

黄土高原综合治理试验示范区土地分类研究
.

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集刊
,

19 89
,

10
:
1~ 13

林培主编
.

土地资源学
.

北京
:

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

1 9 9 1

中国科学院黄土 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
.

黄土高原地区土壤资源及其合理利用
.

北京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1 9 9 1

朱显漠主编
.

陕西省土地资源及其合理利用
.

西安
: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
1 9 8 1

宁夏农业勘查设计院
.

宁夏土壤
.

银川
:

宁夏人 民出版社
,
1 9 9。

王继武等
.

提高畜牧业产量的途径和技术的研究
.

水土保持学报
,

1 9 9 1
,

5 ( 2)

(土接 第31 页 )

7 董玉祥
,

康定国
.

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侵蚀力的计算与分析
.

水土保持学报
,
1 9 9 4

,

8 ( 3 )

8 王万忠
,

焦菊英
,

郝小品
.

中国降雨侵蚀力 R 的计算与分布 ( I )
.

水土保持学报
,

1 9 95
,

9( 4)

9 江忠善
.

黄土地区天然降雨雨滴特性
.

中国水土保持
,

1 983
,

( 3)

10 甘枝茂主编
.

黄土高原地貌与土壤侵蚀研究
.

西安
:

陕西人民出版社
,

1 989
,

10 6~ 108

n 陈永宗
,

景可
,

蔡强 国
.

黄土高原现代侵蚀与治理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1 988
,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