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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系统科学原理论证县级水土保持规划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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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运用系统科学原理对县级水土保持规划的论证进行了探讨
,

提出了运 用整体性

原理论证规划 的系统观点
,

用相关性原理论 证规划 的结合度
;
用有序性原理论证规划的层次结

构
;
用动 态性原理论证规划的进度 安排

;
用分解 综合原理论证规划 的措施体 系

;
用创造 思维原

理论证规划 的先进性
;
用验证性原理论证规划的指标体系

;
用反馈原理论证规划的可操作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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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水土保持规划方法
、

手段发展很快
,

已从经验规划逐步转向参数平

衡
、

多 目标规划
、

动态仿真
、

灰 色线性规划等等
。

无论采用哪种方法
.

目的就是使规划更切 合实

际
,

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

但对于同一区域
.

采用不同的规划方法
.

可能有不同的方案
。

那么哪个方案合理
.

哪个不 合理或哪个方案更 合理呢 ?是不是用先进手段编制的规划就一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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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这就提出了科学论证水土保持规划的课题
。

目前
,

对规划合理性验证还没有具体的手段和理论
,

只能实践后看效果
`

失去了决策超前

化的作用
。

我们认为论证规划不能采用规划的手段和方法来 自圆其说
,

要建立全面系统的论证

体系
。

近年来
,

我们对科学论证县级水土保持规划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

我们以水土保持是农业

生态经济 系统中的子系统
,

水土保持规划本身亦是一项系统工程为基础
,

将系统科学原理运用

于水土保持规划论证之中
,

从规划 目标确立到实施进行全面论证
,

形成了系统的论证 体系
。

2 系统科学原理在规划论证中的应用

2
.

1 运用整体性原理论证规划的系统观点

整体性原理要求从整体到部分
,

再从部分到整体
。

就是说编制水土保持规划要有 系统观

点
,

水土保持规划是为建设规划区水土流失防治体 系提供依据
.

而水土流失防治体系是农业生

态经济系统中的一部分
,

所以
,

防治体系的规划设计要服从于大系统
。

反过来
,

防治体 系又是侵

蚀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保护体系
,

服务于大系统
。

只有具有这种系统观点确立的规划 目标才

是合理的
,

若规划中没有体现出系统观点
,

那么规划就是为水保而水保的规划设计
。

2
.

2 运用相关性原理论证规划的结合度

相关性原理要求把任一事物作为某个系统的一个要素来研究
。

按此原理编制水土保持规

划时
,

要将水土保持做为大系统中
,

与农业
、

林业
、

牧业
、

水利等同等要素来研究
。

这样
.

编制的

规划才能体现水土保持 自身独特的作用
.

又 不脱离其它要素
。

如果 只是简单地将水土保持浮于

其它要素之上
,

那规划就成了大农业规划
。

2
.

3 运用有序性原理论证规划的层次结构

系统的任何联系都是按等级和层次进行的
.

都是井然有序
,

有 条不紊的
。

凡是系统都是有

序的
,

系统的有序性
,

是系统有机联系的反映
。

规划本身亦是系统
.

这就要求规划中各环节间
.

要有稳定的联系构成的结构
,

保障系统的有序性
。

如果规划中
,

各环节间没有形成稳定的联 系
.

相互脱节
,

层次不清
,

那么
,

规划就是无序的
.

层次结构混乱
,

规划不 合理
。

2
.

4 运用分解综合原理论证规划的措施体系

分解是将有 比较密切结合关系的要 素分组化
;综 合则是完成新系统的设计过程

。

水土保持

措施之间具有密切结合的关系
,

在规划中
.

按此原理应先确定每个单元上独正配置各项措施的

集合
,

然后
,

纵观全局选择具有功能好
、

适用的措施
,

达到投入少
、

效益大的目的
,

构成新的措施

体系
。

合理的措施体系要体现出措施的个体功效和系统功能
。

2
.

5 运用动态性原理论证规划的进度安排

动态性原理是研究系统元素问的联系随时空的变化
。

按此原理
,

规划中应对土壤侵蚀的成

因
、

发展趋势及循环特征研究清楚
。

在解决侵蚀与防治之问矛盾时
.

要按时空变化逐步因地制

宜配置措施
。

也就是规划中治理进度 安排要体现侵蚀特征和发展趋势
。

2
.

6 运用验证性原理论证规划 的指标体系

验证性原理认为一切真理来 目于实践
.

井能接受实践的检验
。

这就要求编制规划时
.

要 总

结治理经验
,

分析研究同类型 区治理成果 和试验成果
.

从中获 得可靠的数据信息
、 .

来确定本规

划的指标体系
。

水土保持规划含理与否
.

关键在于指标体系是否真实可靠
.

若规划中的指标体

系不是按该原理制定的
,

而是凭经验估计的
.

那么规划的合理性很小或不 合理
。

2
.

7 运用创造思维 原理论证规划的先进性

创造 思维的葵本原理
:

一是把陌生的事物看作熟悉的东西
.

用 已有的知识加以 辨别和 解



1 4 8 水土保持通报 第 16 卷

决
;二是把熟悉的事物看作陌生的东西

,

用新的方法
、

新的原理加以研究
。

从而创造出新的理论

和新的技术
。

用该原理判断规划是否具有先进性
,

就不能仅仅看其是 否采用了电子计算机和多

目标规划等
,

而要看其是否运用这些技术
、

理论
,

创造出适合于水土保持规划的新理论
、

新技

术
。

2
.

8 运用反馈原理论证规划的可操作性

反馈是输入经过处理后而将其结果 (即输 出 )再送 回到输入并对再输入发生影响的过程
。

县级水土保持规划均为中长期性规划
,

随着时间变化
,

系统中的诸多因素将发生很大变化
,

如

人
、

财
、

物的组合关系将多种多样
,

时空变化
、

环境变化
、

内部运动和结构变化
、

组织关 系变化
、

随机性因素等等
,

将使人的思维
、

信息动力作用加大
,

实施者将根据当时情况对规划进行反馈
,

这就要求规划具有一定的反馈功能
。

如果原规划能够接受反馈
,

并继续保持原规划的主导作

用
,

说明规划的反馈功能强
,

规划具有可操作性
,

反之
,

接受反馈后规划失去了王导作用
,

说明

规划不具备反馈功能
,

规划不具可操作性
,

几年后规划就成了
“

费品
” 。

3 结 语

笔者认为运用系统科学原理论证水土保持规划是重要的发展方向
。

本文将系统科学原理

用于论证县级水土保持规划作了全面论述
,

基本形成了县级水土保持规划的论证体系
。

为县级

规划论证提供了理论性原则
。

若某规划通过了论证体系的检验
,

即是合理的
、

可行的
;
若在某个

方面存在 问题
,

可按其原理进行修改
、

完善
。

同时
,

该论证体系也避免了不科学论证产生的短期

效应
。

我们将该论证体 系运用于实践
,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

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

譬如结合度问题
,

到底什么程度最佳
。

所以
,

该论证体系还处于初级阶段
,

尚有许多问题有待今后工作中加以解

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