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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中甘肃省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对策

巩杰 , 黄高宝
(甘肃农业大学 农学院 ,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主要介绍了甘肃省的生态环境特点 , 分析了其生态环境现状 , 认为极端脆弱的生态环境和人口的

超负荷对该地区构成了双重压力。指出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恶化是制约甘肃省发展的主要因素 , 提出生

态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是该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 走生态与经济相结合的发展之路 , 是甘肃

省的惟一选择。并探讨了甘肃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的方向:(1)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指导思想;(2)走建

设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的生态建设之路;(3)实施生态建设富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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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nd Protection in Gansu Province

GONG Jie , HUANG Gao-bao
(College o f Agronomy , Gansu Agr icultural University , Lanz hou 730070 , PRC)

Abstract:The serious soil and w ater loss and the wo rsening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in Gansu

province are analy zed comprehensively.It showed that the soil and w ater loss and the w orsening of ecological envi-

ronment are the rest ricting factors of development in Gansu province.The fragile ecology and overloaded population

have entailed g reat pressure on the region.It has been proposed that soil and w ater conserv ation and ecological con-

st ruct ion and protection are the basis and safeguard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w hole area.The combination

of ecological const ruct ion and economical development is the only w ay for Gansu province.We have put forw ard

the orientation of ecological construct ion of Gansu province , that is , (1)to foster the thought of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ecological construction;(2)to establish eco-ag riculture of soil and w ater conversation pat tern and develop-

ing small watershed eco-economy;(3)to implement engineering of ecolog ical construct ion which can make farmers

rich.

Keywords:Gansu province;ecological construction;environment protectio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生态环境建

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保障。随着人口的日益增长

和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 、甚至掠夺式的开发利

用 ,使水土流失加剧和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已成

为我国头号环境问题[ 1] 。甘肃省地处我国腹地及黄

河中游 ,既蕴藏着丰富的资源 ,在西部大开发中起着

重要作用;同时也是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和著名的贫

穷落后地区 ,甘肃省环境治理不仅影响到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实施 , 而且影响着黄河下游的安全问题[ 2] 。

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是甘肃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

提和基础 ,走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之路 ,是甘

肃省的惟一选择 。

1　甘肃省的生态环境

甘肃省地处我国西北 ,地理位置为 E92°13′—

108°46′, N32°31′—42°57′,依东南—西北向延展成狭

长地带 ,跨越亚热带 、暖温带 、温带 3个热量带 ,降水

从大于 600mm 向西北降至 100 mm 以下 ,正好处于

全国几大自然地区的交汇处。地质构造复杂多变 ,地

势起伏高差悬殊 ,区域分异变化明显 ,形成了独特的

生态环境。

1.1　生态环境复杂多样

在甘肃省境内有东南部北亚热带半湿润森林草

原和西北部的荒漠草原与荒漠戈壁 ,有高山草甸和冻

土冰川 ,也有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这些地理类型的

交错与过渡 ,形成了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 ,为经济发

展提供了巨大潜力 ,呈现了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战

略意义 。

1.2　生态环境脆弱

在地质构造与风 、水等外营力的强烈作用下 ,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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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省生态系统变化剧烈 ,影响广泛而深远[ 3] 。就大

范围来说 ,系统结构单一 、功能低下 ,系统敏感度强 ,

稳定度小 ,自身恢复能力差。一旦遭到破坏就极难恢

复 ,系统质量差 ,物质流与能量流无序且紊乱 ,生物产

量低 ,抗灾能力低 ,系统生态容量十分低下 ,决定了本

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复杂性。

1.3　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在历史和近代人为活动中 ,陡坡耕种 、森林破坏 、

过度放牧 、大气污染 、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资源的不合

理开发利用 ,以及自然因素的剧变 ,导致生态系统功

能失调 ,诱发了环境质量的严重退化。水土流失 、植

被覆盖率低 ,草原“三化” ,沙尘暴 、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频繁发生 ,经济损失惨重[ 3] 。

2　生态环境建设及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2.1　甘肃省生态环境建设面临的问题

2.1.1　水土流失严重　甘肃省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为

严重的省份之一 ,现有土地侵蚀面积3.97×105 km2 ,

占总土地面积的 87.34%,由于侵蚀每年输入江河的

泥沙量达 6.44×108 t。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面积已达

1.05×105 km2 ,年输入泥沙量 5.18×104 t ,占黄河年

输入泥沙总量的 1/3 ,境内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 2.

19×104 km2 ,年输泥沙量 5.0×103 t ,占长江上游年

输入泥沙量的 10%。目前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的治理

率仅为 39%,尚有 1.07×106 hm2 的坡耕地有待治

理 ,长江流域的陇南山地 ,多数沟道每年发生 3 ～ 5次

泥石流 ,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 。10°以上的坡地每年

流失表土 8.5mm ,意味着 50 cm 厚的表土将在不到

60 a内变为寸草不生的石山坡 。水土流失损失了农

业生产赖以发展的土壤基础 ,流失了大量的氮 、磷 、钾

等营养元素 ,对下游的发展也造成了严重威胁 。黄河

流的不是泥沙 ,是中华民族的血液 ,不是微血管爆裂

而是主动脉出血 。

2.1.2　土地退化严重　甘肃省荒漠戈壁和受风沙危

害的土地占总面积的 40%以上 ,受风沙危害的农田

面积达 2.13×10
5
hm

2
,河西地区过去少有的沙尘暴

近年来频繁肆虐 ,造成大面积农田减产或绝收 。1994

年的黑沙尘暴造成经济损失达 5.4×108 元 ,卷起的

沙尘造成整个北方地区的恶劣天气条件 。盐碱地面

积大 ,灌区土地次生盐渍化严重。

2.1.3　植被稀疏 、草原严重退化　甘肃省拥有 1.33

×10
7
hm

2
草原 ,为全国 5大牧区之一 ,但由于超载过

牧 、管理粗放 ,草原生产能力下降 ,牧区产肉量仅占全

国总产量的 15%左右 ,而且引起草原的严重退化 ,每

年退化的草原面积达到 6.0×10
4
hm

2
左右 。甘肃省

是一个少林省份 ,森林覆盖率仅为 9.04%,现有林地

中 ,灌木和疏林占有较大比例。由于植被稀疏 ,其调

节气候 、涵养水源 、净化空气等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 。

2.1.4　污染严重　由于工农业的发展 ,对空气 、土

地 、水造成了极大的污染 ,制约农业生产的发展 。工

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

护 ,“三废”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日趋加重 ,农药 、农

膜的大量使用 ,高产地区化肥的过量使用对土壤 、地

下水 、农产品品质的污染也越来越突出。

2.2　生态环境破坏的危害

2.2.1　土地荒漠化加重 ,土地生产力低下　该区因

干旱少雨 ,加上对土地的不合理利用 ,过度放牧 ,滥砍

滥伐 ,导致耕地逐年减少。人口压力大 ,增长速度快 ,

加剧了对土地的不合理开发利用程度 ,导致土地退化

严重 ,土地荒漠化 、沙漠化加剧 ,植被减少 ,水土流失

加重 ,沙尘暴频繁 ,土地生产力下降 ,生态环境退化 ,

生态系统失衡[ 4] ,生物多样性面临危机 ,人民生活困

难 。

2.2.2　水土流失严重　气候干旱且降水集中 ,植被

稀少 ,风蚀 、水蚀严重 ,造成水土大量流失 ,农业生产

力低下 ,农业生产结构单一 ,广种薄收。坡耕地的过

度开垦 ,植树种草的栽植 、管理水平低下 ,水利工程措

施设计标准低 ,部分工程年久失修 ,与生产配套率差 。

农民经济收入低等使生态环境局部改善 ,整体恶化的

现象依然存在。

2.2.3　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水质污染是大江大河出

现的新的重大环境问题[ 3] 。20世纪 90年代初 ,进入

黄河的废污水年排放量达 4.2×109 t ,比 80 年代增

加了 1倍[ 3] 。随着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一

步推广应用 ,白色农业 、化学农业在提高作物产量的

同时 ,也在不断的污染农田生态环境。小造纸 、小化

工 、小制革等“15 小”重污染型企业 、矿产开采企业 、

大中型工厂以及大中城市居民生活排污等均属于环

境污染的根源。

2.2.4　农业生态系统失衡和生态环境退化　土地生

产力低下 ,人们生活穷困 ,就整个农业生态系统而言 ,

向系统中投入少 ,而同时又要从系统中索取维持自身

生存的生活物质 ,使系统内的同化作用被强烈弱化 ,

而异化作用却相当活跃[ 4] 。这两大系统功能的不协

调变化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平衡失调” ,只有同化作用

得到有效提高 ,才能抑制异化作用的恶性发展 ,才能

防止生态环境的进一步退化。

2.3　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

西部干旱地区分布着大面积的砾漠 、石漠和荒

漠 ,因土地的不合理利用 ,过度放牧 、滥垦滥伐 ,使风

蚀面积不断增大 ,耕地面积逐年减少 ,而过大的人口

76　 　　　　　　　　　　　　　　　　　　　　　　水土保持通报　　　　　　　　　　　　　　　　　　　　第 21 卷



增长速度又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加大了对土地的索取

量 ,形成了“越穷越垦 ,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 ,生态系

统进一步弱化 ,功能失调 ,环境恶化加剧[ 3] 。甘肃省

黄土高原区气候干旱 ,降雨集中 ,植被稀疏 ,水土流失

严重 ,侵蚀模数达 5 000 t/km2 ,农业生产结构单一 ,

广种薄收 ,坡耕地的过度开垦 ,植树种草品种单一 ,栽

植 、管理水平低下。工程措施设计标准低且年久失

修 ,与生物措施配套率差 ,农民经济收入低下 ,给土地

投入少 ,索取多等都使生态环境恶化加剧 ,严重制约

着甘肃省农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3　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基本思路

3.1　全面综合规划 、分类分区实施 ,各部门协作工作

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 ,各相

关部门协调共同制定一个全面系统的规划 ,在重点领

域 、重点方面先行实施突破 ,农 、林 、牧 、水利 、交通等

部门协作 ,共同搞好生态建设和保护工程 ,有组织 、有

步骤的全面推进和扩大保护和建设区域 。

3.2　以小流域为单元 ,以县(市)为单位 ,综合治理

以小流域为治理单元 ,综合治理是黄土高原水土

保持的一项成功措施
[ 5]
。西部大开发 ,山川秀美建

设是一场大规模的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运动。必须

以县为基本实施单位 ,合理规划安排实施 ,进行综合

治理 ,改善生态环境 。

3.3　依靠科学技术 ,按自然和经济规律办事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充分应用科研成果 ,

发挥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 ,依靠本地区的自然

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 ,将是甘肃省生态环境建设的重

要突破口 。

3.4　发展可持续农业 ,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发展可持续农业 ,合理施肥和灌溉 ,减轻农业生

产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 。政府着重宏观管

理 ,主要从政策上激励土地使用人向保护资源 、持续

发展的方向努力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旅游 、放牧 、采

矿等多种形式建设园艺农业 、观光农业 ,建立绿色循

环链 ,以减轻城乡污染 、改善生态环境和保护资源为

目的进行技术开发和产品生产 ,发展特色产业和进行

产业化建设 ,发展生物农业 、洁净农业和精细农业 ,协

调人地矛盾。

4　对　策

(1)因地制宜 ,推进“退耕还林(草)”生态建设工

程。处理好植被重建和土地合理利用的关系 ,实行生

态环境建设与优化增收并举 ,坚持生态建设与致富相

结合 , 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 良化人们的生存环

境[ 6] 。在退耕还林(草)方面 ,根据各地的“人—地”

关系和实际情况 ,合理制定退耕的具体方案 ,因地制

宜 ,种植优势林(草)种 。在植被建设方面依据自然资

源情况以及地理地带规律性 ,确定各地适宜的树(草)

种 ,植被结构和建设种植的具体技术。发展林业 、草

业和畜牧业 ,促进生态环境良化 ,改善人们的生存生

活条件 。

(2)根据各地区的“人口—土地 —粮食关系” ,确

立最优的土地资源利用模式和结构 ,调整作物布局模

式 ,优化产业结构 ,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产业和

支柱产业。

(3)建立自然保护区和试验示范区 ,以较高的标

准 、较大的投资来保护生物多样性 ,并在典型区域建

设试验示范区 ,为进一步应用高新技术 ,进行科学研

究和农技推广提供用武之地。带动“地方经济 —科研

—生产”的一条龙发展 ,建立 、健全技术服务体系。

(4)利用遥感技术和信息平台 ,建立动态监测系

统 。对甘肃省的耕 、林 、草地和沙漠动态进行监测 ,掌

握土地资源的变化动态 ,对于引进高新技术 ,进行生

态治理和防止生态环境恶化 ,促进优势互补 ,发展精

细农业均有重要意义 。

(5)建设 、保护基本农田 ,培肥地力。通过优化

肥料组合 ,进行配方施肥 、测土施肥 、量水施肥 、平衡

施肥 ,提高化肥利用效率 ,增加农民收入 。

(6)合理开发 、充分利用“四水”(地表水 、地下

水 、降水 、土壤水)。推广集雨节灌技术[ 4 ,7] ,提高水

分利用效率 。

(7)研究和推行水土保持耕作栽培技术和草田

轮作。在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建设防护林带 ,发

展畜牧业和草业的同时 ,积极推行有中国特色的水土

保持耕作法 ,即覆盖加少免耕耕作法 ,进行草田轮作 ,

防止水土流失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保护生态环境。

(8)实施生态建设富民工程[ 8] ,发展雨养农业 ,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极端脆弱的生态系统和超负

荷的人口对该地区构成了双重压力 ,人口 、资源 、环

境 、发展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调 ,严重制约着甘肃的生

态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在黄土高原上实现

可持续发展 ,决不能再走破坏生态环境 ,掠夺自然资

源 ,追求短期效益的老路子 ,必须走恢复优化生态 ,建

设生态农业的新路子”[ 8] 。发展生态农业 ,实施生态

建设富民工程 ,发展可持续农业 ,保持和维护生态建

设的成果 ,实现人地系统的协调发展 ,发展全新的物

质循环式的可持续发展农业
[ 9]
。

(9)控制人口增长 ,发展多层次多形式的人才培

养工程 ,开发知识资源 。落后的经济制约了教育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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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人民受教育程度低。知识资源是最重要的发展资

源 ,西部大开发的瓶颈是知识匮乏 ,并且对现有知识

资源利用不足[ 10] 。在继续推进“希望工程”的同时 ,

加大扫盲工作力度 ,对基层领导干部进行培训 ,培养

和引进高层次人才 ,增强科技后劲 。

(10)创造优惠政策 ,加大国家投资力度 ,大力建

设农业及相关基础设施。发展地方支柱产业 ,龙头产

业 ,从而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和繁荣。

5　结　语

退耕和保土是甘肃省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内容 ,

为确保其顺利发展 ,应增强地方自我发展和生态治理

能力 ,培育支柱产业 ,加大技术 、环境意识的教育和培

养力度 ,既要注意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又要注意自

然资源的保护和培育 。做到治理和开发相结合 ,治理

和致富相结合。发展地方经济 ,消除地方贫穷 ,调动

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实施退耕还林绿化和教育同步发

展。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优化作物布局 ,合理配置有

限资源 ,发展高效节水农业 ,进行科学施肥 ,提高土地

生产力 ,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针对各地

区不同的资源条件 ,利用优化组合技术 ,提高农业资

源环境的利用效率。环境恶化 ,生态系统失调的严酷

事实呼唤生态道德 ,人们必须在深刻反思人与自然关

系的基础上 ,不断强化生态道德建设 ,走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 、共同发展的道路 。做到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

统一 ,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 ,实现可持

续发展。

在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中 ,加大投资 、管理 、执法

力度 ,大力推广生态新技术 ,建设生态农业 、持续农

业 、白色农业和绿色农业 ,建设防护林带 ,退耕还林还

草 ,发展林 、牧业 ,建立自然保护区 ,保护生物多样性 。

以防止水土流失为切入点 ,修建水利工程 。进行以小

流域建设带动全面综合治理 ,依据自然和经济发展规

律 ,协调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立关系 ,提高生态环境质

量 ,减少污染 ,为甘肃省农 、林 、牧业生产系统提供良

好的条件 ,使该地区的发展沿着可持续发展方向进

行 ,争取生态 、经济 、社会效益的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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