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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水土保持专家田均良先生论

治理水土流失 再造秀美山川
———对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的认识与建议

1999 年 8月 7 日朱钅容基总理视察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工作时 , 充分肯定了该
所多年来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生态环境建设中的科学研究工作成绩 ,并对黄土高原水土保持
与生态环境建设做了重要指示。朱总理的指示 , 进一步强调了要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再造
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批示。搞好水土保持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从根本上把黄河的事情

办好 ,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长远大计 , 是西部开发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黄土高原生态环
境建设的科研与生产实践也已证明植被建设在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 但植被建设目前却是
最薄弱的环节。朱总理针对这一关键问题提出了科学可行的治理方针 , 将推动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进入一
个崭新的阶段 ,跃上新的台阶。

1　对黄土高原区域发展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认识与思考
1.1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目标　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 ,应有一个科
学 、可行的规划 , 在总的方略指导下 ,总结完善基本治理的经验 ,点面结合 , 重点区优先 ,分区 、分阶段进行。其
目标为:坚持以植被建设为中心的水土保持 , 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调整土地利用及农村产业结构 , 促进区域社
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从根本上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为中华民族造福。
1.2　黄土高原农村经济发展格局　黄土高原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 、生态环境 、土壤条件 、自然资源(丰富的
煤 、石油 、天然气),它必将在 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成为我国未来的能源重化工基地。生态
环境建设是保证上述基地建立和黄河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 , 该地区必须以生态环境建设为

中心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恢复植被 ,建设水保型林业;发展特色经济 , 建立商品型(干鲜)果业;以川 、台 、塬地
为基地 ,逐步实现区域自给型粮食产业;建设人工草地 , 改革饲养方式 ,培育新型畜牧业基地;因地制宜 ,确定
建设模式 ,使全区逐步形成水保型林 、果 、粮 、牧复合生态农业体系和多元化经济结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
生态经济区划应综合考虑地貌类型 、水热条件 、土壤侵蚀强度及人口密度等因素来确定不同类型区建设与经
济社会发展类型及目标 ,其总格局可分为 4 个类型:(1)北部水蚀风蚀区。以能源基地建设带动环境整治与
经济协调发展 ,建设以草灌植被恢复为主的农牧业经济发展模式。(2)中东部丘陵沟壑区。以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 ,林 、草植被建设为重点 ,全面提高生态系统生产力 ,建设以干鲜果业为特色的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3)
中西部宽谷缓梁丘陵区。以建设山地草灌为重点 ,发展舍养畜牧业;提高水肥利用效率 , 发展川 、台 、塌地粮食
生产和庭园特色经济 ,建立农牧果业发展模式。(4)南部高原沟壑区。以塬区粮食稳产高产与沟壑地经济林
建设发展果品产业为重点 ,建设两“高”一“优”持续农业生态系统 。
1.3　植被建设的科学布局问题　黄土高原现有林灌覆盖率仅 15%,其中天然次生林约 5.5%。目前存在的

人工林草品种 、结构单一 , 保存率与效益低下等问题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于林草的生理生态特性及其立
地条件重视不够。因此 ,应根据该地区的生物气候环境及植被区划确定林草植被建设的布局。

植被区划是造林种草的理论依据之一。陕北黄土高原可划分为森林 、森林草原和干草原 3个植被区 , 林
草建设布局应遵从生态和植被分区的基本特点进行科学规划 , 因地制宜实施。采用飞播等造林技术也需重视
植物分布的区划 ,按照适地适树适草的原则进行。
1.4　林草植被建设和畜牧业发展的关系　随着生态环境建设的推进和植被的恢复重建 , 草灌地将在丘陵沟
壑区土地利用结构中占较大的比例 ,在草原区将以草灌为主。目前人工草地的品种自然更新能力弱 ,不宜放
牧 ,但要稳定草灌面积 , 促进草业发展 ,又必须增强草地的合理利用 ,增加效益。考虑到该地区有长期的养殖
业历史 ,从区域经济长期发展目标角度考虑 , 应适度研究 、试验 、培育新型畜牧养殖业 , 但必须做到发展时空有
序 ,完善土地使用政策 , 建设初期切实改放牧为圈养和舍饲 , 提高畜产品商品率 ,促进草地建设。
1.5　推广小流域综合治理成功经验 ,拓宽区域生态环境建设思路　以小流域为单元实行综合治理 ,是根据我

国水土流失状况及社会经济特点总结的一条成功经验 , 并在不同类型区建立了各种示范模式 , 有力地推动了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发展。在当前国家加大水土保持投资强度以及农村经济得到发展
的新条件下 ,在推广小流域综合治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要积极探索综合治理的新思路。特别是在以小流域
治理为基础 ,以县为单位 , 以大流域重点治理为骨干的思路下 ,对如何针对区域资源条件和经济发展趋势 , 充
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 ,结合生态环境建设 , 调整经济结构 , 培育主导产业等问题均有必要深入研究 ,统筹考虑 ,
科学规划。



2　对提高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水平 ,切实增加科技含量的建议
2.1　科研单位应直接切入水土流失治理与生态环境建设工程　 为增加科技含量 ,提高治理水平 , 建议在生
态环境建设项目启动前 ,应明确必须有研究机构作为技术依托单位参与规划 , 并在国家投入的建设经费中划
出一定比例的科研专项经费 ,鼓励科技人员直接投入建设。这样 , 既有利于科研成果的推广和科研人员及时
研究解决治理中关键科学技术问题 ,也可从机制上解决科研单位游离于建设项目之外的局面 , 促进科研体制
深化改革。为实现“以县为基本单元”的区域综合治理提供经验 、实体模型和技术支撑体系 ,科研单位和政府
应紧密结合 ,建设具有超前性和推动作用的试验示范区。根据黄土高原生态类型区域分异特征 , 重点在黄土
台塬沟壑区 、丘陵沟壑区 、西部半干旱区 、黄土高原多沙粗沙区及黄河源区等设立若干中尺度或县域尺度水土
保持型生态建设试验示范区。
2.2　完善植被保护政策 , 建立次生林自然保护区　植被保护和建设是同等重要的环境建设内容。对退耕农
地及牧荒坡建造的植被 ,应切实制定管护政策;实施朱总理提出的封山绿化 , 将有利于植被的自然恢复和演
替 ,形成稳定的林草生态结构。无疑这些均是恢复植被的有效措施 ,但该地区植树造林的历史教训也需重视 ,
若无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有可能会再出现“建造—破坏—再建造”的无效投入局面。另外 , 要完善植被保护政
策 ,应从保护现有林地入手。建议在子午岭 、黄龙山建立国家次生林保护区 , 以保护黄土高原存留下来的比较
完整的森林植被及林草种质基因库。利用这些保护区深入研究黄土高原植物群落结构 、生物的多样性与林草
植被的环境效应 ,对于黄土高原植被恢复重建及其效益评价有重要的科学和应用价值。
2.3　建立黄土高原国家生态环境定点监测网络　国家在黄土高原不同地区设立了试验示范区 ,开展科技攻
关。在小流域综合治理 、植被建设 、水土保持效益评价等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果 , 为地方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
设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和示范样板。由于黄土高原治理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复杂性 , 因此 , 对黄土高原生
态环境变化的研究有特殊意义 ,建议将这些示范基地变为国家生态环境变化长期定位监测研究野外基地 , 形
成网络予以长期支持 ,分析观测水土流失的环境效应 ,研究治理过程中环境因素的变化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
可持续发展。
2.4　加强对植被建设中关键科技问题的攻关研究　在全面加快植被建设的新形势下 ,目前国内的科技储备
已难以适应 ,急需加强对植被建设中一些关键科技问题的攻关研究。如植被建造模式 、结构 , 林草新品种的引
进和培育 ,针对土壤状况提高种子发芽率和幼苗质量的包衣技术 、抗旱保苗技术 、快速育苗技术及集流林业技
术等。特别是为加快治理建设速度 ,有必要对飞播 、喷播中的新技术及其它先进技术开展试验示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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