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期 刘金荣等
:

重盐碱地的改造及建植草坪的研究

过程
,

根据定点观测盐分统计和计算分析
,

在土地体

内经过冲洗
,

可见盐斑明显消失
,

表土 ( 10 ~ 1 5 c m )含

盐量大大下降
。

施人磷石膏
,

土壤改 良效果更为明显

(图 2 )
。

表 2 各处理区草坪草出苗及苗期生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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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处理 的坪用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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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磷石奋对草地土坡盐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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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 中施工磷石膏对草地土壤盐分的影响曲

线可以看出
,

双层暗管排水对表层盐分有 向下淋溶的

作用
,

可以明显地降低表层土壤的盐分含量
,

磷石膏

同样也可 以降低土壤的盐分含量
。

3
.

2 草坪草质 , 观测与分析

各处理区草坪草出苗及苗期生长状况测定结果

如表所示
,

各处理的坪用性状测定结果如表 3 所示
。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

重盐碱地利用铺设双层暗

管和施用磷石膏进行土壤改 良
,

可以大大降低土壤盐

碱程度
,

并且能种植出质地优秀的草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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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色 G D P
,

离国人有多选
绿色 G DP概念

,

来自生态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

是指将经济增长所导致的灾害
、

环 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统称生态环境损

失 )等
,

从 G DP 中扣除
,

在我国
,

常规的 G DP 统计
,

是不扣除生态环境损失值的
。

这与国际上通行的规则是不相一致的
。

按照联合

国 19 95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的要求
,

判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
,

不单单看其经济增长指标
,

而要用经济增长值减去生态
环境损失值

,

所得的值为发展值
。

如果经济增长大于生态环境损失
,

是为发展 ;反之
,

便是负发展
。

例 如
:

在我国
,

伐树所得 `元的
口

国内生产总值
,

是造成 14 元的生态损失
,

这就成了负发展
。

据国内有关专家调查统计
,

多年来
,

我国在经济建设 中
,

每年造成的生

态环境损失值分别为
:

森林资源 4
.

76 火 10
` 2
元 ; 淡水资源 3

.

81 x 1 01
2
元 ; 土地资源 3

.

73 只 10
` ,
元 ; 草原资源 1

.

54 火 10
, 2
元 ; 自然灾

害 2
.

24 X I 0 ` 2
元 ;环境污染 5

.

46 X 1 0` 2
元

。

以 上 6 项合计 2
.

15 X 10 ` 3
元

,

是我国 20 0 1年度国内生产总值 9
.

5 9又 10 , 之
元的 2

.

2 5倍
。

过去
,

我们只知道盯着 GD P 这个数字
,

当看到每年递增几个百分点时
,

心中的满足感和 自豪感便油然而生
。

现在看来
,

这的

确是一种幼稚病
。

知今
,

全球经济体系尚是一 个有盈余的正常的经济活动
,

而我们中国则是一个例外
,

这个问题
,

很值得国人特别

是有关决策者们深深地反思
。

诚然
,

近 20
a 来

,

我国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
,

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 6位
。

与过去相

比
,

我们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

但是
,

我们也不能否认
,

我们的思想上存在着一种早已过时的发展观
,

即把对国民生产总值和高

速增长的热烈追求
,

建立在对生态环境过分的侵害和对自然资源粗放的利用上
。

如本来我国按人均计算
,

其自然资源极度贫乏
,

但单位产值之矿产资源与能源消耗量为世界平均数的 3 倍
。

在环境方面
,

单位产值所产生的固体废物比发达国家平均高出 10

倍 ; 单位 面积国土污水负荷量约为世界平均数的 1
.

65 倍等
。

面对如此严峻的生态安全形势
,

我们应严肃认真地审视一下多年来经济增长中所存在的问题
,

总结经验
,

纠正错误
,

实事求

是地进行全面调整
,

包括价值观念
,

发展战略
,

利益格局等
,

切实打造中国的绿色G DP
,

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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