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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察布查尔县土地质量及其可持续利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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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新疆伊犁河谷察布查尔县为研究对象 ,选择土地利用集约化系数 ( Ki ) 、土地消耗回报系数

( Kr) 、土地产出效益系数 ( Kp ) 和土地污染替代性系数 ( Kc) 4 项宏观评价指标 ,对近 5 a 研究区土地质量及

其可持续性进行了评价。从土地资源的社会经济利用及其产出效益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变化的关

系着手 , 提出一种简单易行的模式去宏观地评价土地资源的质量变化和土地利用效益 ,为土地资源可持续

利用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 ,新疆察布查尔县土地资源的集约化程度较低 ,虽然土地消耗回报

系数较高 ,但土地生产力未能很好发挥。应加强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 ,加强化肥和农药的科学施用 ,减轻

土壤污染 ,以促进区域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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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Quality and Sustainable Util ization in Qapqal

County of Xinjiang Wei Autonou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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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Qapqal County , Xinjiang Wei Autonous Region was selected as t he st udy object . The aut hors p ro2
posed four indexes , i . e. , land utilization intensification coefficient , land consumption returns coefficient ,

land production coefficient , and land contamination coefficient . The coefficient s were t hen used to evaluate

t he quality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land in Qapqal County , Xinjiang Wei Autonous Region. Result s

show that t he land utilization intensification coefficient is lower. Alt hough t he land consumption redound co2
efficient is higher , t he p roductivity of land is not raised as much as possible. In addition , the p henomenon of

soil pollution and degradation in Qapqal Conty is serious , which rest rict s t he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of agri2
cult ural economy. From now on , we should st rengt hen intensification utilization of land resources and scien2
tifically use fertilizer and chemicals to reduce soil pollution. In this way , we can promote t he sustainable uti2
lization of soil resources in Qapqal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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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实质上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 ,即指在特

定的时期和地区条件下 ,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治

理、保护和管理 ,并通过一系列的合理利用 ,组织、协

调人地关系及人与资源关系 ,以达到最大的生态经济

效益过程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1 ] 。然而 ,近些年来 ,随

着生产的发展 ,特别是城镇化、工业化的兴起 ,人口数

量的增加和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 ,我国耕地数量持续

减少 ,人地矛盾日益突出 ,同时土地质量下降 ,土地利

用结构不合理 ,水土不平衡 ,利用程度较低 ,退化严重

等 ,对此很多学者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223 ] 。新疆

察布查尔县作为我国西部边境地区的国家级贫困

县[4 ] ,同样存在着不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诸多问题 ,

从加尔肯[5 ]对整个伊犁地区的土地利用分析来看 ,新

疆察布查尔县土地利用过程中所出现的环境问题尤

为突出 ,在我国西部地区河谷绿洲水土资源开发利用

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因此 ,本文对新疆察布查尔县

土地质量进行分析 ,以期为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

理论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察布查尔县位于新疆伊犁河南岸和中天山西端

乌孙山北麓。地理坐标为东径 80°31’ —81°43’ ,北纬

81°43’ —43°57’ ,北面隔伊犁河与伊宁市、霍城县相望 ,

东面与巩留县接壤 ,南部以阿拉喀尔山脉与昭苏、特

克斯县相邻 ,西与哈萨克斯坦接壤。东西长约 96

km ,南北宽约 72 km ,面积为 4 430. 24 km2 ,占伊犁

地区总面积 8 %。

察布查尔县地势自南向北形成多级阶梯 ,自东向

西逐渐开阔 ,自南向北逐渐平坦。地形分为南部山

区、山麓、丘陵、中部倾斜平原、北部河流阶地和河漫

滩等地貌类型。有伊犁河、察布查尔河等水系。属大

陆性北温带温和干旱气候 ,热量丰富 ,光照充足 ,四季

分明 ,冬春长 ,冬季寒冷 ,夏秋短 ,夏季炎热 ,降水较

少 ,年均气温 7. 9 ℃,年均降水 206 mm。

2 　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 2005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综合资

料册数据[1 ] , 2005 年察布查尔县耕地 总 量 达

78 025. 11 hm2 ,占土地总面积的 17. 45 % ,占农用地

面积的19. 58 %。其中 ,灌溉水田 1 648. 75 hm2 ,占耕

地总量的 2. 11 % ;水浇地 67 497. 02 hm2 ,占耕地总

量的86. 50 % ;其次为旱地 ,8 691. 95 hm2 ,占耕地总

量的 11. 13 % ;菜地最少 ,为187. 39 hm2 ,占耕地总量

的 0. 24 %。

根据 2006 年察布查尔县土地利用调查结果 ,2005

年全县土地利用率为 91. 24 % ,人均土地面积 2. 58

hm2 ,人均耕地面积 0. 45 hm2 。全区土地总面积

447 194. 49 hm2 ,其中农用地 398 468. 95 hm2 (其中耕

地 78 025. 11 hm2 ,园地 983. 89 hm2 ,林地46 142. 52

hm2 ,牧草地 266 824. 53 hm2 ,其它农用地 6 492. 9

1hm2 ) ,占土地总面积的 89. 10 %;建设用地9 570. 77

hm2 (其中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8745. 53 hm2 ,交通运输

用地 461. 03 hm2 ,水利设施用地 364. 21 hm2 ) ,占

2. 14 %;未利用地 39 154. 77 hm2 ,占8. 76 %(图 1) 。

图 1 　新疆察布查尔县土地利用现状

察布查尔县土地利用现状和其自然地理与社会

经济条件基本符合 ,呈现出土地利用率较高 ,牧草地

耕地所占比例较大 ,并且远大于耕地、园地、林地等农

业用地 ;建设用地所占比例很小 ,这与察布查尔县人

少地多 ,城市化水平很低的现实是相符合的。察布查

尔县未利用地比重较小 ,后备耕地资源相对不足。现

有耕地资源中 ,中低产田比例较高 ,高产田比例较小。

在耕地利用中 ,普遍存在着重用轻养、化肥施用量偏

高 ,有机肥施用量少 ,土壤板结、盐渍化等现象 ,使耕

地质量呈现出退化的趋势。因此 ,有必要对研究区土

地质量及其可持续利用进行深入分析。

3 　资料和方法

本文采用统计资料收集 ,实地调查和定量分析相

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系统收集研究区各乡镇以及伊

犁地区各县市的统计年报资料[122 ] ,然后与研究区所在

县区人民政府所属的统计局、国土资源局等部门的负

责人员座谈 ,详细了解当地土地利用的实际情况。

在此基础上 ,本文采用城市化水平增长率、耕地

面积减少率、人均 GDP 增长率、人均耕地面积减少

率、平均粮食亩产增长率、化肥投入量增长率和农药

投入量增长率 7 项易于获得数据为参数 ,建立了土地

利用集约化系数 ( Ki ) 、土地消耗回报系数 ( Kr) 、土地

产出效益系数 ( Kp ) 和土地污染替代性系数 ( Kc )
[6 ]等 4 项宏观评价指标 ,并试用这些指标对新疆察布

查尔县土地质量和可持续利用进行评价。

3. 1 　土地利用集约化系数 ( Ki)
[ 627 ]

Ki = U/ C (1)

式中 :U ———是城市化水平增长率 ; C———为耕地面

积减少率。

研究土地利用集约化系数的目的是为了评价研

究区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 ,从而为提高区域土地人

口承载能力 ,缓解自然资源压力 ,促进区域社会可持

续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参数。Ki > 1 ,表明城市化水平

增长率大于耕地消耗 (减少) 率 ,则可认为土地利用的

集约化程度高 ,土地质量得到较好的发挥 ,土地利用

和管理是可持续的 ;若 Ki < 1 ,则是相反的判别 ; Ki =

1 为临界状态。

3. 2 　土地消耗回报系数 ( Kr ) [ 627 ]

Kr = CGDP / Cc (2)

式中 : CGDP ———人均 GDP 增长率 % ; Cc ———为人均

耕地面积减少率 %。

本关系式的实际内涵是 :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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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地要占用一部分耕地 ,但耕地消耗的代价应

当是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均耕地减少和人均

GDP 增加可以反映二者之间的关系。因此 , Kr > 1

表明人均 GDP 增长率大于耕地消耗 (减少) 率 ,则可

认为土地利用回报效益较高 ,土地质量得到较好的发

挥 ,土地利用和管理是可持续的 ;若 Kr < 1 ,则判别结

果相反 ; Kr = 1 为临界状态。

3. 3 　土地产出效益系数 ( Kp ) [ 627 ]

Kp = Y/ F (3)

式中 : Y ———为平均粮食产量 (需进行自然灾害损失

校正)增长率 % ; F———为化肥投入量年增长率 %。

本公式的实际意义是 :粮食产量的变化除了当年

自然气候的影响外 ,主要与人类的耕作方式、肥料投

入类型和方式及科学种田有关 ;产量与化肥投入的关

系是投入与产出效益的反映之一。

因此 , Kp > 1 表明产量增长率大于化肥投入增长

率 ,则可认为土地产出效益较高 ,土地质量处于良性

状态 ,化肥使用和土地管理是可持续的 ,农业科技含

量较高 ;若 Kp < 1 ,则相反 ,甚至可能存在土地退化等

问题 ; Kp = 1 为临界状态。

3. 4 　土地污染替代性系数 ( Kc) [ 627 ]

Kc = Y/ P (4)

式中 : Y ———为平均粮食产量 (同样需进行自然灾害

损失校正)增长率 % ; P ———农药投入量年增长率 %。

本关系式的含义是 :农药的投入一方面可以保证

和提高粮食产量 ,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土壤和土地的

污染。因此 , Kc > 1 表明产量增长率大于农药投入增

长率 ,则可认为土地质量处于良性状态 ,农药使用得

当 ;若 Kc < 1 则可能存在土壤污染、土地退化等问

题 ; Kc = 1 为临界状态。根据上述指标 ,可以定量地

评价同一时间不同地区之间或同一地区不同时期土

地质量和可持续利用的状态和动态变化。

4 　计算结果

根据上面公式 (1) ,公式 (2) ,公式 (3) 和公式 (4)

的计算方法以及相关的统计数据 ,计算结果如表 1 所

示。将新疆察布查尔县 2003 年到 2007 年各个评价

系数 Ki , Kr , Kp , Kc 描绘在以时间为 X 轴 ,指标值为

Y 轴的直角坐标上 ,绘制成散点图 ,进行方程拟合 ,得

到如图 2 所示的趋势预测线和方程 ,这些直线和方程

可看作为土地质量和可持续利用的现状和变化趋势

线。在第 I 象限中作一条斜率 K = 1 的直线 ,这就是

平衡线 ,其含义是各个系数的临界值 ,即土地质量好

与坏、土地利用可持续与不可持续的分界线。若数据

点落在平衡线之下 ,即 K 值小于 1 ,则反映不好的状

态 ;若数据点位于平衡线之上 ,则相反。

图 2 　新疆察布查尔县土地资源质量及其可持续利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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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果分析

5. 1 　土地利用集约化系数分析

从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系数来看 ,新疆察布查尔县

的土地利用集约化系数值只有在 2005 年是大于 1

的 ,在其它年份土地利用集约化系数值均小于 1 ,即

表明城市化水平增长率小于耕地减少率 ,说明察布查

尔县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低 ,土地质量效益没有得

到较好的发挥 ,土地利用和管理是不可持续的。从图

2a 来看 ,研究区土地集约化趋势线在平衡线之下 ,但

描述发展趋势的趋势线倾斜率为 0. 288 ,反映了其城

市化水平的增长率将逐渐大于耕地面积减少率 ,城市

化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研究区土地利用可能向集约化

较高方向发展。因此 ,察布查尔县应提高土地利用集

约化程度 ,充分发挥现有土地质量的效益。

表 1 　新疆察布查尔县土地资源质量及其可持续利用评价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U/ % 9. 83 0. 78 44. 40 3. 23 - 0. 46

C/ % - 9. 25 5. 92 7. 20 3. 46 19. 56

系数 Ki - 1. 06 0. 13 6. 17 0. 93 - 0. 02

CGDP / % 6. 80 6. 70 10. 10 9. 19 15. 26

Cc/ % - 10. 73 4. 13 3. 61 0. 70 15. 57

系数 Kr - 0. 63 1. 62 2. 80 13. 13 0. 98

Y/ % - 1. 93 - 1. 96 4. 20 - 1. 40 5. 40

F/ % 5. 60 6. 60 9. 70 5. 50 25. 10

系数 Kp - 0. 34 - 0. 30 0. 43 - 0. 25 0. 22

P/ % —　 2. 08 6. 19 8. 32 8. 69

系数 Kc —　 - 0. 94 0. 68 - 0. 17 0. 62

5. 2 　土地消耗回报系数分析

从图 2b 分析 ,察布查尔县土地消耗回报系数还

是较高的 ,并处于一种增长趋势 ,多数年份土地消耗

回报系数值 > 1 ,表明人均 GDP 增长率大于耕地消耗
(减少)率 ,说明研究区土地利用回报效益较高 ,土地

质量效益得到较好的发挥 ,土地利用和管理应该是可

持续的。从图 2b 分析 ,研究区土地消耗回报系数的

趋势线在平衡线之上 ,并且与平衡线有交点 ,其趋势

线的斜率达到了 1. 473 ,有的年份土地消耗回报系数

甚至达到 13. 13。这说明察布查尔县人均 GDP 增长

率远大于人均土地减少率 ,土地消耗回报系数较高 ,

但是区域农业经济的增长是以消耗大量土地资源为

代价 ,土地生产力可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这是因为

自 20 世纪以来 ,察布查尔县各地开荒种地积极性很

高 , 尤其是察布查尔县北部地区凭借伊犁河的水资

源优势和良好的社会基础 , 大量天然绿洲经过人工

开垦和改善灌溉系统 ,也逐渐转化为了人工绿洲 , 但

由于部分地区灌溉方法不合理 , 大水漫灌、漏水、跑

水等现象严重 , 排水洗盐加上漫灌的用水方式使地

下水位不断升高 , 促使土壤次生盐渍化导致小范围

人工绿洲环境质量下降 ,生态环境恶化。同时 , 察布

查尔县广大农村牧区的牲畜数量迅速增加并以放养

为主 ,而且砍伐天然植被为燃料来源 , 伐木作柴 ,掘

草为薪 ,燃秸取火现象仍非常普遍 , 自然条件下难以

恢复 , 致使部分天然绿洲荒漠化趋势加强。

5. 3 　土地产出效益系数分析

由公式 (3)意义以及表 1 中土地产出效益系数 Kp

的年际变化特点可知 ,2003 —2007 这 5 a 单产的平均

增长率小于化肥施用量的增长率 ,甚至在 2003 ,2004 ,

2006 年出现了单产的平均增长率为负 ,化肥施用量的

增长率为正的情况 ,这就意味着农业投入大于产出 ,土

地产出效益较低 ,土地质量退化的现象也不可忽视。

盲目加大化肥的投入量 ,不仅没有达到预期增产目的 ,

反而造成了土地污染。有关资料显示 ,在整个伊犁州 ,

察布查尔县土地退化指数是最高的。从图 3c 来看 ,土

地产出效益系数的趋势线斜率为正 ,表明总体上是向

好的方向发展的。因此 ,应采取有效措施 ,科学、适量

地施用化肥 ,提高土地产出效益 ,减轻土壤污染 ,使土

地质量处于良性循环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5. 4 　土地污染替代性系数分析

土地污染替代性系数反映了粮食单产与农区施

用量的关系。由表 1 和图 2d 可知 ,2003 —2007 年农

药施用量增长率超过了粮食单产增长率 ,土地资源污

染和退化现象较严重 ,不利于农业和土地的可持续发

展。安全、科学、合理使用农药是目前摆在新疆察布

查尔县农业生产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 ,在使用农

药时 ,应掌握科学使用农药的方法 ,如根据不同作物

不同病虫草害正确选择所需农药品种 ,做到对症下

药 ,并且严格掌握用药量 ,坚持轮换用药 ,延缓有害生

物抗药性的产生等 ,从而达到防治病虫害的目的 ,减

轻土壤污染 ,提高农作物产量 ,提高土地生产力 ,达到

土地可持续利用的目的。

6 　结 论
(1) 新疆察布查尔县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很低 ,

土地质量没有得到较好的发挥 ,目前土地利用和管理

是不可持续的。因此 ,今后应加强管理 ,实行科学耕

作 ,科学管理 ,同时提高城市化水平 ,以加快土地资源

的集约化利用。
(2) 新疆察布查尔县土地消耗回报系数较高 ,人

均 GDP 增长率远大于人均耕地减少率 ,但农业经济

的增长是以消耗土地资源为代价的 ,因此研究区土地

利用和管理也是不可持续的。今后应进一步提高农

业生产的科技水平 ,使有限的土地资源发挥最佳的经

济效益。
(下转第 2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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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平地 3～4 m。加高河堤不是长久之计 ,可考虑分段

让渭河改道 ,利用渭河的泥沙淤填低洼地带。中科院

已故叶青超研究员曾建议黄河人工改道的“三堤两河”

设想[4 ] ,在治黄方略方面有一定影响。笔者认为用此

法治理渭河也是可行的。陕西师范大学延军平教授提

出的使黄河防洪堤平行移动的方略 ,可以说与此不谋

而合 ,都为我们治理渭河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3. 4 　改善水沙条件 ,科学调水调沙 ,降低黄河主干道

高程 ,带动降低渭河河床高度

　　黄委会已在整个黄河流域建立了监测黄河水文

动态的数字系统 ,要统一调度黄河水资源[ 5 ] ,要在夏

秋多雨季节、河流汛期、泥沙含量大的时候 ,适当开放

上游水库 ,减少蓄水量 ,以水冲沙 ,以水带沙 ,科学调

水调沙 ,可降低黄河干道高程 ,也可随之带动降低渭

河河床高度 ,恢复渭河流域生态环境。这是治理渭河

的关键。

3. 5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积极稳妥地退田还河

要在山川秀美工程的带动下 ,在渭河上游地区植

树造林 ,退耕还林还草 ,恢复自然生态 ,减少水土流

失 ,减少泥沙入渭。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 ,也是一个

治本的措施。1998 年长江流域洪灾过后 ,国家号召

湖区人们退田还湖 ,恢复湖泊湿地的生态环境功能与

滞洪功能。那么 ,渭河下游地区两岸也应该效仿南方

湖区人们的做法 ,退田还河 ,恢复自然生态 ,恢复渭河

往日的行洪、泄洪能力 ,减少泥沙沉积。

总之 ,治理渭河水患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非常

复杂的系统工程 ,虽然任务异常艰巨 ,但我们只要不

墨守成规 ,解放思想 ,敢于创新 ,肯定会找到一条切实

可行的治理方略 ,确保渭河安澜 ,为渭河下游两岸人

民营造一个安全、和谐、舒适的生存环境 ,促进经济社

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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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新疆察布查尔县近 5 a 产量的平均增长率小

于化肥施用量的增长率 ,表明农业投入大于产出 ,土

地产出效益较低 ,土地质量退化的现象不可忽视。今

后应加强化肥的科学施用 ,提高土地产出效益 ,减轻

土壤污染 ,使土地质量处于良性循环。

(4) 新疆察布查尔县农药施用量增长率超过了粮

食产量增长率 ,土地资源污染和退化现象较严重 ,不利

于农业和土地的可持续发展。今后应加强农药的科学

施用 ,以减轻对土壤污染 ,提高区域土地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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