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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宁县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后植被状况调查

李宗杰，杨彩红，马 瑞，齐广平，王 立，张 丞，宋玲玲，王景功
（甘肃农业大学 林学院，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通过对 ＭＯＤＩＳ　ＮＤＶＩ数据的解译，结合研究区野外调查资料，对甘肃省会宁县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

施后的植被状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该区植被生长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主要体现在以下４个方

面：（１）通过退耕还林、封山禁牧等措施，该区植被盖度明显提高，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植被ＮＤＶＩ指数增加的面积

占全县总面积的７７．７４％，约４　４０４．７５ｋｍ２；（２）退耕还林还草区植被群落趋于稳定，且呈现出良好的生长势

头；（３）严重水土流失的现象得到了遏制，山洪暴发次数明显降低，５０个排洪沟暴发山洪的年均值比实施前

减少了１／２多，而且山洪的流量和破坏力也明显降低；（４）广大农户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取得的水土保持

效益广泛认同，而且大多数农户的家庭经济收入呈现增加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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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被是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在物质循环和

能量转化中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并 且 在 维 持 全 球 碳 平

衡、减缓温室气体浓度升高、维护全球气候稳定、水土

保持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１－５］。在自然生态系

统中，植被是最活跃和敏感的因子，大气、水、土壤等

成分的变化都能被其灵敏地反映出来，被称为景观变

化的指示器。随着对地观测技术的不断成熟，利用遥

感数据进行植被动态变化分析的研究日 益 增 多［６－８］。

高 时 间，高 空 间 和 高 光 谱 分 辨 率 的 遥 感 数 据，如

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ＭＯＤＩＳ，ＳＰＯＴ等为研究植被动态

变化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源，使得过去难以实现的大尺

度植被动态研究成为可能。植被指数能反映绿色植

被的生长和分布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植被的变

化，经过２０ａ多的研究，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几十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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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指 数，常 用 的 有 ＮＤＶＩ，ＲＶＩ，ＤＶＩ，ＥＶＩ，ＳＡＶＩ，

ＭＳＡＶＩ等，其中最常用的是ＮＤＶＩ［８－１０］。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是指在水土流失严重或粮食

产量低而不稳定的坡耕地和沙化耕地，以及生态地位

重要的耕地，退出粮食生产，植树或种草。实行退耕

还林还草资金和粮食补贴制度，国家按照核定的退耕

地还林面积，在一定期限内无偿向退耕还林者提供适

当的粮食补助、种苗造林费和现金（生活费）补助。黄

河 流 域 以 及 北 方 地 区，退 耕 地 每 年 补 助 原 粮

１　５００ｋｇ／ｈｍ２，现金３００元，还生态林的至少补助８ａ，
还经济林的补助５ａ，还草的补助２ａ，退耕地和宜林荒

山荒地补助种苗造林费７５０元／ｈｍ２［１１］。该工程是提

高区域植被覆盖度的重要举措，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增加林草植被，再造秀美山川，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而实施的一项重大生态工程。

会宁县紧紧抓住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这一历史机

遇，强化措施，突出重点，加大了综合治理力度，开创

了生态环境建设的新局面。近几年实践证明，退耕还

林对改善生态环境，改变不合理生产方式，加快贫困

地区农民脱贫致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

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被群众称为“民心”工程、“德
政”工程［１２－１４］。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会宁县地处甘肃省中部地区，属黄土高原丘陵沟

壑区第Ⅴ副区，地理坐标３５°２４′—３６°２６′Ｎ，１０４°２９′—

１０５°３１′Ｅ，总面积５　６６６．２５ｋｍ２，总人口５８万，是甘

肃省人口最多的县。会宁县南部多高大山梁，海拔较

高，北部为低缓川塬，海拔较低。夏季暖湿空气北上

困难，冬季干冷空气南下长驱直入，故气候温凉干燥，
南北差异较大，降水少且分布不均匀，年际变率较大，
年内四季分明、水热同季，日照时间长，蒸发强烈，无

霜期较短。气候类型属温带大陆型季风气候，多年平

均降雨量３４０ｍｍ，多年平均蒸发量１　８００ｍｍ，由于

降水稀少，林草覆盖度仅为８．４０％，加之黄土的特有

属 性，水 土 流 失 十 分 严 重，全 县 土 壤 侵 蚀 模 数

６　１５６ｔ／（ｋｍ２·ａ），每年 约 流 失 表 土４．２０ｍｍ，生 态

环境极为恶劣。
水土流失、荒漠化等生态环境的 恶 性 循 环，不仅

加剧了该县的贫困程度和自然灾害的发生，也制约了

全县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１９９９年国家开始实

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作为西

部开发的切入点和根本，实施了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和

生态环境建设综合治理工程。根据《全国生态环境建

设规划》和《甘肃省生态环境建设规划》，１９９９年会宁县

被国家确定为国家生态环境建设综合治理工程重点县

之一，加大投资进行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

１．２　数据和方法

１．２．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是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 提 供 的 ＭＯＤＩＳ—ＮＤＶＩ数 据，该 数 据 可

免费下载。本文主要运用了２０００和２０１１年的 ＭＯ－
ＤＩＳ－ＮＤＶＩ数据，空间分辨率为２５０ｍ，时间分辨率

为１６ｄ，每年共２３期数据。ＭＯＤＩＳ植被指数具有数

据接收免费、时 间 分 辨 率 高、空 间 分 辨 率 中 等、通 道

多、波段窄等优点，其优良 特 性 是 ＮＯＡＡ—ＡＶＨＲＲ
传感器所不 能 比 拟 的。如 ＭＯＤＩＳ在 红 光 和 近 红 外

波段地面空间分辨率为２５０ｍ，且 探 测 波 段 较 窄，避

开了近红外 波 段 的 水 汽 吸 收 带，且 红 色 通 道（６２０～
６７０ｎｍ）比ＡＶＨＲＲ的（５８０～６８０ｎｍ）更窄，对叶绿

素的吸收更敏感，提高了对稀疏植被的探测能力，这

对于地处干旱区的会宁县而言极为适用。

１．２．２　研究方法
（１）研究 区 植 被 指 数 的 分 析。① 利 用 ＭＯＤＬ－

ＡＮＤ提供的 ＭＲＴ（ｍｏｄｉｓ　ｒ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ｓ）工具将

下载的遥感数据进行拼接、格式和地图投影转换，将

ＨＤＦ格式转化 为ＧＥＯＴｉｆｆ格 式，将Ｓｉｎｕｓｏｉｄａｌ地 图

投影转 换 为 Ａｌｂｅｒｓ　Ｅｑｕａｌ　Ａｒｅａ。② 在 ＡｒｃＧＩＳ中，
利用ＡｒｃＭａｐ软件下的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ｔ　Ｔｏｏｌ工具对

投影变换后的数据进行裁剪，分别得到２０００和２０１１
年会宁县的ＮＤＶＩ数据集，然后，在遥感影像处理软

件ＥＮＶＩ中用 ＮＤＶＩ最 大 值 合 成 法，对 同 属 一 个 月

的多 期 ＮＤＶＩ影 像 进 行 最 大 值 合 成，合 成 逐 月 的

ＮＤＶＩ影像，该方法可进一步去除噪声点并提高数据

的可靠性。③ 在 ＡｒｃＧＩＳ中，利 用 ＡｒｃＭａｐ软 件，在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ｔ　Ｔｏｏｌ工 具 下 的 栅 格 计 算 器（ｒａｓｔｅ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ｏｒ）分别对２０００和２０１１年５—９月 的 ＮＤＶＩ
数据取均值，得到年ＮＤＶＩ数据。因为在西北干旱区

植被的 生 长 季 一 般 为５—９月，所 以 本 文 以５—９月

ＮＤＶＩ的平 均 值 作 为 年 ＮＤＶＩ数 据。最 后 利 用 Ａｒｃ－
Ｍａｐ软件，在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ｔ　Ｔｏｏｌ工具下的栅格计算

器中对２０１１和２０００年的两期ＮＤＶＩ影像进行差值分

析，得出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植被指数的变化情况。
（２）退耕还林还草区现场调查。① 通过对小流

域现状植物的全面调查，选取土门岘乡和刘寨乡流域

现有的植物群落，在这些群落分布的典型地段（塬区、
沟壑、梁区）设置样地，样地设置采用典型取样法，取

样面积分别为：乔木样方２０ｍ×２０ｍ，灌木样方１０ｍ
×１０ｍ，草本样方１ｍ×１ｍ；在每个乡不同典型地段

分别选取典型样方。② 分别对乔木的树种、高度、胸

径、地径，灌木的树种、树高、地径和草本的草种、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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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指标进行现场测定。最后，对数据进行汇总分析，
得出林木或草的生长状况。

（３）研究区山洪暴发情况走访调查。① 在不同

区域选择典型的排洪沟，主要是水流冲刷侵蚀形成的

黄土沟谷，为了便于走访调查，选择的沟谷基本位于

居民点附近。② 分 别 对５０处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排 洪 沟

洪水暴发情况进行调查，对同一个沟谷退耕还林还草

工程实施之前和之后山洪暴发的次数至少走访３家

农户，然后对调查的数据取平均值。最后，汇总调查

数据，确定不同排洪沟山洪暴发情况，得出山洪暴发

次数对比情况。
（４）研 究 区 农 户 走 访 调 查。① 设 计 调 查 问 卷，

调查该工程实施前后，山洪暴发的强度以及破坏性；
农户对退耕还林还草的实施态度及其感知；该工程实

施前后，农户的经济收入变化，农户对生态环境的感

知变化，水土流失的发生情况等［１５］。② 我们在不同

的区域分别对１００名农户进行了调查。最后，根据调

查情况分析汇总数据，得出农户走访调查情况。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研究区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植被指数变化

由表１，图１—２可知，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会宁县植被

ＮＤＶＩ指数明显增加，反映了植被盖度显著增大。计

算得知植被ＮＤＶＩ指数增加的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

７７．７４％，约为４　４０４．７５ｋｍ２，植 被 ＮＤＶＩ指 数 减 少

的面积占总面积的２２．２６％，约为１　２６１．５０ｋｍ２，植

被ＮＤＶＩ指数减少的区域主要位于会宁县西北部和

中西部。这些变化可由以下事实说明：（１）自１９９９—

２００６年，会宁县累计完成生态工程造林６９２．５７ｋｍ２，
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９．２％，建成了铁木山、华家岭、
大山顶等一批规模大、质量高的示范工程，区域生态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部

分重点 治 理 区 基 本 实 现 了“土 不 下 山、水 要 出 沟”。
（２）完成小流域治理６７０ｋｍ２，甘沟驿镇田岔村、太平

店镇大山顶被列为国家小流域治理示范点，已经发挥

着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改变区域气候条件的良好效

益；而 且 铁 木 山 被 列 为 省 级 森 林 公 园，覆 盖 面 积

３．１０ｋｍ２。（３）２００６年会宁县启动了生态 小 康 村 镇

绿化项目，国家投资１４０万元，在郭 城 驿、河 畔、头 寨

子、甘沟驿等乡镇完成生态绿化造林９．３３ｋｍ２，用于改

善农村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退耕还林、“１２１”集雨工

程、梯田建设、小流域治理工程的持续实施为全县生态

环境良性发展，构建和谐会宁打下良好的生 态 基 础。
因此，这些变化总体反映了会宁县植被盖度近年来明

显增加，生态恢复的良好局面与退耕还林还草的实施

密切相关，特别是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实施以后，会宁

县从生态大环境建设的战略布局着眼，积极采取多种

措施加强了生态环境的恢复与建设步伐，为县域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会宁县植被盖度变化

ＮＤＶＩ值 变化等级 面积／ｋｍ２ 比例／％

－０．２４２　２～０ 植被减少 １　２６１．５０　 ２２．２６

０～０．３１８　４ 植被增加 ４　４０４．７５　 ７７．７４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会宁县ＮＤＶＩ植被指数空间变化

６１２ 　　　　　　　　　　　　 　　　　　　水土保持通报　　　　　　　　　　　　　　　　　　　　　第３４卷



图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会宁县植被空间变化分布

２．２　不同地貌区植被的生长状况

以会宁县北部乡镇的土门岘乡和刘寨乡为例，在

不同的地貌区（主要为黄土塬区、黄土 梁 区、沟 壑 区）
选择典型样方，调查林木或草 地 生 长 状 况，主 要 调 查

了林木种类、林木高度、地径、胸径、树高等指标，以确

定植被恢复及其生长状况。如表２所示，作为沟壑区

代表的大岔沟山杏、刺槐和山桃的地径分别为１０．３７，

９．７０和９．４０ｃｍ，树 高 分 别 为２３２．９６，３２２．３０和

２１４．７０ｃｍ，而柠 条 和 紫 花 苜 蓿 的 生 长 高 度 为９５和

７１ｃｍ，相比较而言刺槐和柠条的生长状况较好；黄土

梁区（后山梁、护山梁和十三 盘 梁）山 杨、山 杏、刺 槐、
臭椿和榆树的地径分别为６．５０，１０．２８，８．１７，８．３６和

１１．４６ｃｍ，树 高 分 别 为３５５．０６，２３３．４７，３３７．３２，

３８１．２９和３０２．１８ｃｍ，山杏、刺槐、臭椿和榆树的胸径

分别为９．５６，６．４５，７．９５和１０．３８ｃｍ，柠条和紫花苜

蓿的生长高度分别为９３．８７和７２．４１ｃｍ，榆树和柠条

的生长状况较好；堡子塬山杏、刺槐、山桃和榆树的地

径分别为１０．２７，８．１７，８．８３和６．２９ｃｍ，树高分别为

２４２．７８，３２１．９４，２１３．７９和２９８．７８ｃｍ，胸 径 分 别 为

６．８７，７．９７，７．０９和５．９８ｃｍ，柠条和紫花苜蓿的生长

高度分别为９４．７３和７５．１５ｃｍ，榆树和柠条的生长状

况较好，作为经济作物的山杏生长状况也较好而且挂

果率 较 高；阳 凹 坡 臭 椿 和 刺 槐 地 径 为 １１．５０ 和

７．３７ｃｍ，胸径为１０．８５和６．８７ｃｍ，树高为２９７．７６和

３０１．１２ｃｍ，柠条和紫花苜蓿的生长高度分别为８６．６０
和７２．３６ｃｍ。总之，通 过 对 典 型 地 貌 区 的 调 查 发 现，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所选用的林木和草 本 植 物 均 较 适

宜研究区的生长环境，经过将近１０ａ的恢复，呈现出

良好的生长势头，而且不同地貌区林木的种植基本体

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取得了较好的水土保持效益。

表２　不同地貌类型区林木或草的生长状况 ｃｍ

地 点 树 种　　　　　　　 地 径 胸 径 树 高　　
山杏（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 １０．３７±０．８７ — ２３２．９６±３４．１３
山桃（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 ９．４０±０．９０ — ２１４．７０±３４．１５

大岔沟 柠条（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ａｒｂｏｒｅｓｃｅｎｓ） — — ９５．２３±８．１９
紫花苜蓿（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 — — ７１．５２±９．６０
刺槐（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９．７０±０．３０ — ３２２．３０±２４．７０
山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 ６．５０±０．５３ — ３５５．０６±３７．２３
山杏（Ｐｒｕｎｕｓ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 １０．２８±０．２３　 ９．５６±０．１９　 ２３３．４７±３１．７３

后山梁 臭椿（Ａｉｌａｎｔｈｕｓ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８．３６±０．１５　 ７．９５±０．８７　 ３８１．２９±４７．９４
柠条（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ｂｉｏｒｓｈｉｎｓｈｉｉ） — — ９３．８７±８．７２
紫花苜蓿（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 — — ７２．４１±８．８２
榆树（Ｕｌｍ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 １１．４６±０．７５　 １０．３８±０．６３　 ３０２．１８±４１．３７

护山梁 刺槐（Ｐｏｂｉｎ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７．２３±０．３１　 ６．４５±０．３５　 ３３７．３２±２８．３７
柠条（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ｂｉｏｒｓｈｉｎｓｈｉｉ） — — ９１．４０±５．３４
山杏（Ｐｒｕｎｕｓ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 １０．２７±０．７６　 ６．８７±０．８３　 ２４２．７８±３３．４５
刺槐（Ｐｏｂｉｎ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８．１７±０．５１　 ７．９７±０．８２　 ３２１．９４±２５．１５

堡子塬
山桃（Ｐｒｕｎｕｓ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 ８．８３±０．８７　 ７．０９±０．７５　 ２１３．７９±３３．１５
柠条（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ｂｉｏｒｓｈｉｎｓｈｉｉ） — — ９４．７３±８．３９
紫花苜蓿（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 — — ７５．１５±８．８２
榆树（Ｕｌｍ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 ６．２９±０．７２　 ５．９８±０．７５　 ２９８．７８±２８．３８
山杨（Ｐｏｐｕｌｏｕｓ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 ８．３０±０．２６　 ７．３５±０．７５　 ２９７．３４±６９．４３

十三盘梁 山杏（Ｐｒｕｎｕｓ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 １１．４３±０．４５　 ９．３８±０．８９　 ２７３．６５±４３．５４
紫花苜蓿（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 — — ８３．７５±９．４５
臭椿（Ａｉｌａｎｔｈｕｓ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１１．５０±０．４５　 １０．８５±０．７５　 ２９７．７６±３４．５５

阳凹坡
刺槐（Ｐｏｂｉｎ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７．３７±０．４３　 ６．８７±０．４６　 ３０１．１２±４４．８０
柠条（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ｂｉｏｒｓｈｉｎｓｈｉｉ） — — ８６．６０±７．２９
紫花苜蓿（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 — — ７２．３６±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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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山洪暴发次数和农户满意度调查

黄土高原地区 由 于 黄 土 的 特 殊 性 质，如 湿 陷 性、
易侵蚀等，形成了众多的沟壑 地 形，当 植 被 覆 盖 稀 少

时，遇降雨常常造成山洪暴发，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
而当植被覆盖率高时，水土保 持 能 力 增 强，山 洪 暴 发

的次数也将减少，因此通过确定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

施前后山洪暴发次数的变化可反映水土保持的效益。
位于会宁县北部的刘寨乡和土门岘乡，由于降水较少

且不均匀，再加上黄土地貌类 型 多 样 且 支 离 破 碎，是

会宁县最为严重的水土流失区之一，为此先后调查了

上述两乡镇不同地貌类型区的５０个排洪沟退耕还林

还草工程实施前后山洪的暴 发 次 数 情 况。如 图３所

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前山洪暴发次数明显高于

实施后，５０个排洪沟的均值分别为７和３次，减少了

近１／２多。而且山洪的流量和破坏力也明显降低，调
查期间一次暴雨过后很多排洪沟仅有 少 量 的 泥 水 流

出沟口，且尚未持续两小时便 停 止，这 些 证 据 表 明 随

着植被覆盖状况的不断改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已基

本形成了良好的水土保持功能。

图３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前后

主要排洪沟山洪暴发次数对比

　　广大农户的紧密配合是退耕还林 还 草 工 程 取 得

良好效益的最重要条件，因此通过问卷调查初步分析

了农户对退耕还林还草的实施态度及其感知，以及该

工程实施前后农户的经济收入变化，对生态环境的感

知变化，水 土 流 失 的 发 生 情 况 等。如 表３所 示，约

９２．６３％的农户认为严重的水土流失对生产生活有着

负面影响。而且大多数农户反映了２０００年之前的大

山洪暴发常常造成人畜伤亡事件，其对一个家庭的生

产与生活 造 成 了 不 可 估 量 的 损 失，正 是 基 于 这 一 认

识，约７０％的 农 户 一 开 始 就 对 这 一 生 态 恢 复 政 策 持

拥护态度并积极配合了政府 的 要 求。当 谈 及 该 工 程

实施前后家庭经济收入的变化时，约７８．００％的农户

确认自己的收入提高了，主要来自于３方面：（１）政

府对退耕还林还草所占耕地面积的有效补助。（２）耕

地面积减少后，利用更多的农闲时间打工或开展其他

副业的收入大大增加。（３）尚未退耕还林还草的耕地

（均为上等地）主要种植经济类作物，特别是通过铺砂

将土地改造为砂田，然后种植西瓜和籽瓜增加了一部

分收入，也就是农户对土地的经营更加集约化。由于

该工程的实施，６３．８３％的农户认为对农作物的损害减

少了。农民感受最深切的是该工程实施前后，山变绿

了，树变多了，山洪基本没有了。８１．０５％的农户认为

这一措施已基本解决了区域的水土流失问题，所以当

谈及是否继续支持该工程的建设时，有９２．００％的农户

强烈拥护。这一调查表明，当前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基本达到了相应的水土保持效益要求，也得到了广大

农户的拥护和支持。但就农户反映的粮食产量减少的

问题，认为通过大力发展农村水利建设可以克服，这一

措施也是达到长久保持并进一步推进该工程的重要保

障，因此这一政策无疑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表３　农户对退耕还林还草实施的感知与态度走访调查结果

农户问卷走访调查内容　　　
是

有效农户数 百分比／％

否

有效农户数 百分比／％
水土流失对生产生活是否有影响 ８８　 ９２．６３　 ７　 ７．３７
当初是否愿意参加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７０　 ７０．００　 ３０　 ３０．００
该工程实施以后家庭经济收入是否有所提高 ７８　 ７８．００　 ２２　 ２２．００
该工程实施后对农作物的损害是否减少 ６０　 ６３．８３　 ３４　 ３６．１７
该工程实施后水土流失问题是否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７７　 ８１．０５　 １８　 １８．９４
是否愿意再次参与该工程的建设 ９２　 ９２．００　 ８　 ８．００

３　结 论

（１）基于对遥感ＮＤＶＩ数据的分析发现，从２０００年

到２０１１年会宁县植被盖度明显增加，植被ＮＤＶＩ指数增

加的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７７．７４％，约４　４０４．７５ｋｍ２，减
少的 面 积 占 总 面 积 的２２．２６％，约１　２６１．５０ｋｍ２，

ＮＤＶＩ指数减 少 的 区 域 主 要 位 于 会 宁 县 西 北 部 和 中

西部。
（２）通过对典型地貌区的调查发现，退耕还林还

草工程所选用的林木和草本植物均较 适 宜 研 究 区 的

生长环境，经过将近１０ａ的恢复，呈现出良好的生长

势头，而且在不同的地貌区林木的种植较好地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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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的原则。
（３）调查 证 实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工 程 实 施 前 山 洪 暴

发次数明显高于实施后，５０个排洪沟的均值分别为７
和３次，减少了１／２多，而 且 山 洪 的 流 量 和 破 坏 力 也

明显降低，证明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已基本形成了良好

的水土保持功能。
（４）调查表明，广大农户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取

得的显著水土保持效益广泛认同，而且大多数农户的

家庭经济收入呈现增加势头，调查也反映出通过大力

发展农村水利事业，进而加大农户增产增收将是巩固

该工程水土保持效益的有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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