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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陇中黄土高原丘陵区的自然地理特点 , 分析了其生态环境现状 , 认为极端脆

弱的生态环境和超负荷的人口对该地区构成了双重压力。 提出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是实现

整个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深入分析了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主

要原因。 在实地调研与比较研究的基础上 , 提出了陇中黄土高原丘陵区生态建设的发展方

向 , 即: ( 1)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建设指导思想 ; ( 2)走建设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与发展小

流域生态经济的生态建设之路 ; ( 3) 实施生态建设富民的系统战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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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 th a area of about 1. 13× 105 km2 , Ga nsu loess plateau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w est Gansu loess hill-g ully regio n a nd east Gansu loess plateau g ul ly regio n f rom the

physical g eog raphical point o f view. It is o ne of the most sev ere soi l erosio n areas of the loess

plateau. The f ragi le eco logy a nd ov erloaded population hav e entai led g reat pressure o n this

regio n. It has been proposed that soi l and w ater co nserv atio n and ecological const ruction are

the basis and safeg uard for the sustainable dev elopment o f the who le a rea. Based on

analysing the existing pro blem s and i ts main causes in soil and w ater conserv atio n, and on

the o n-the-spo t inv estiga tion and com parativ e study , w e hav e put fo rwa rd the orientatio n of

eco logical const ruction of Gansu loess plateau, tha t is, ( 1) foster the tho ug ht of sustainable

dev elo pm ental ecolo gical const ruction; ( 2 ) take the ecological co nst ructio n road of

establishing eco-ag riculture of soi l and w ater conserv ation pat tern, a nd dev eloping smal l

w atershed eco-eco no my; ( 3 ) implement st rategic system atic engineering s of eco logica l

construction w hich can make peasants 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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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陇中黄土高原丘陵区的生态环境现状
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地跨山西、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内蒙古等 7省区 , 共 287个

县旗 , 总土地面积为 6. 268× 10
5

km
2
。其中水土流失面积 5. 3× 10

5
km

2
, 水土流失较严重的面

积达 4. 3× 105
km

2 [ 1] , 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 68. 6% ; 水土流失严重的面积达 2. 8× 105
km

2 [1 ] ,

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达 1. 6× 109
t (需要 4. 0× 1010

t水冲刷 ) , 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水土流失最

为严重的地区。

陇中黄土高原 [2 ] (甘肃黄土高原 [ 3] )地处黄土高原西部 ,位于甘肃省中东部 , 地跨 7个地

州市 48个县市区 ,面积约 1. 13× 105
km

2 , 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 24. 9% [2 ]。以南北向的六盘山

(陇山 )为界 , 以东为陇东黄土高原沟壑区 , 包括庆阳地区和平凉地区东部 , 共 13个县市区 ,

具典型的塬 (董志、早胜、屯子等 ) (南部 )、梁、峁、丘陵、沟壑地形 (北部 )。 以西为陇西黄土丘陵

沟壑区 , 包括兰州市 ( 8县区 )、白银市 ( 5县区 )、天水市大部 (北部 5县区 )及定西地区 ( 7县 )、

临夏州 ( 8县市 )和平凉地区的静宁、庄浪县 , 共 35个县市区 , 地形特点为黄土包围的石质山

岭 , 地势起伏较大、沟壑纵横 , 由于受水力的长期侵蚀、切割 , 黄土高原被分割成大小不等的

塬、梁、峁、丘陵和纵横深切的沟壑等地形。

陇中黄土高原丘陵区在总体自然地貌景观相对一致的同时 ,也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北

部 (兰州—会宁—平凉—庆阳一线以北 )属温带半干旱区 , 年均气温 6℃～ 9℃ , 年均降雨量

200～ 500 mm; 南部属温带半湿润区 , 年均气温 6℃～ 10℃ ,年均降雨量 500～ 600 mm。全区降

水量由南向北迅速减少 , 且降水变率大。全区多年平均降水深为 500 mm
[2— 6 ]。

全区属黄河流域 , 除个别地区年径流深可达 100～ 200 mm外 , 大多数地区年径流深多在

50 mm以下 , 庄浪河以东和兰州—靖远一线以北更不足 5 mm , 几乎完全不产生径流 [ 2— 5]。自

产水量奇缺导致缺水问题十分突出。

本区植被覆盖存在着明显的地带性规律 ,陇西黄土高原北部为荒漠草原区 , 草地覆盖度

26%～ 35% ; 陇西黄土高原南部和陇东黄土高原北部为温带草原区 , 草地覆盖度 40% ～

70% ; 陇东黄土高原南部为森林草原区 , 草地覆盖度 50%～ 90% [4— 5 ]。 一些地区的天然森林

和草场、人工林木因缺乏有效管护 , 仍继续遭受掠夺性的利用和破坏 , 致使水土流失和荒漠

化面积有增无减。

陇中黄土高原丘陵区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 水土流失面积达 1. 01× 10
5

km
2 , 占陇中黄土高原全区土地面积的 90% , 流入黄河的泥沙量 5. 18× 108

t /a
[ 7] , 占黄河年输

沙量近 1 /3。许多地区土地沙化、盐碱化等土地退化和荒漠化现象也十分普遍。因此 , 整个陇

中黄土高原丘陵区的生态环境极为脆弱。

2　生态建设是实现陇中黄土高原丘陵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陇中黄土高原丘陵区拥有全省 70%的耕地

[3 ]
, 农业生产潜力较大 , 但耕地中川塬地面积

不到 10% , 山旱地占 90%以上。本区丘陵沟壑多 , 地形起伏较大 , 植被条件差。 陇中黄土高

原地区虽是甘肃省覆盖率较高的地区 ,但森林覆盖率仍很低 , 1998年的森林覆盖率仅为

13. 03% ,整个甘肃黄土高原区的草地面积仅占全区面积的 32. 55% 。雨季集中且多暴雨 ,水土

流失相当严重 ,截至 1997年底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仅约 3. 4× 104 km2 , 治理率仅为 33. 63% ,

尚有 6. 7× 104 km2的水土流失区还未治理。同时 , 陇中黄土高原丘陵区是甘肃省乃至全国最

干旱的地区之一 , 特大干旱均为多数地区连续 2～ 3 a以上的连年干旱 , 具有时间长、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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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大等特点
[5 ]
。极端脆弱的生态环境特点和严酷的自然条件 ,导致农业生产大起大落 ,粮食

产量低而不稳 , 是甘肃省多灾、低产、贫困的地区。

陇中黄土高原丘陵区是甘肃省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 , 据《甘肃省统计局关于 1998年人口

抽样调查各地、县主要数据的公报》
[8 ]

, 陇中黄土高原丘陵区的 7个地州市共有人口 1. 25×

107人 , 占全省总人口的 68. 48% 。因此 ,陇中黄土高原丘陵区的平均人口密度为 154人 /km
2 ,

河谷和塬区则在 330人 /km
2
以上 ,甘谷县、秦安县分别为 356人 /km

2
和 348人 /km

2
, 在黄土

高原范围内属人口稠密的县区。

极端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超负荷的人口对该地区构成了双重的压力 , 人口、资源、环境、发

展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 , 严重制约着本区域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本

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 就必须恢复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和保证水土等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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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了 ,必须走恢复优化生态、建设生态农业的新路子” [9 ]。因此 , 陇中黄土高原丘陵区的水土保

持与生态建设是实现整个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头等大事。

3　生态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平凉、庆阳、定西、天水等地区的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工作现状和问题的初步调研 ,

特别是对“中国梯田化模范县”庄浪县的梯田化建设 ,庄浪县堡子沟流域 , 定西县官兴岔流域、

九华沟流域、上岘流域等小流域综合治理典型地区的实地调研 ,并与其它地区比较研究 , 以及

与当地水土保持部门工程技术人员的座谈讨论 , 发现陇中黄土高原丘陵区的水土保持和生态

建设工作确实取得了巨大成绩 ,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遏制了治理地区的生态恶化状况。但仍

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 影响着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工作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状况的彻底

改善。

3. 1　存在的主要问题

( 1) 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的指导思想仍是粗放型 , 治理措施的配置比较单一 , 各项措施

的进展不平衡 , 比较重视工程措施 , 生物措施跟不上。综合治理措施的配置 , 在不同条件下

的优化配置比例不明确
[10 ]
。

( 2)科技含量低 ,缺乏对所在地区的立地条件类型与适宜的林草植被结构模式以及相应

的植被建设与恢复技术体系的研究。 虽然许多乡土树种在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都可生长 , 是

四旁绿化植树的“适地适树” , 但由于它们不是地带性植被优势种 , 作为主要树种在荒山大面

积营造纯林 , 却不是“适地适林” , 从而在生产上和科学上还没有真正解决大面积造林种草的

关键问题
[11 ]
。

( 3) 已治理的小流域以单一防护型小流域为主 , 效益型小流域较少。 已治理的小流域大

多数林草基础还十分薄弱 , 普遍存在人工造林种草成活、保存率低 , 树草种比较单一 , 结构简

单 ,一些地方的人工林存在“小老头树”现象 , 更达不到有效覆盖 , 林下灌草丛和枯落物层不

发育 , 不仅使水分有效利用率降低 , 养分失衡 , 而且反过来影响林木生长
[11 ]
。 人工林保持水

土、涵养水源的生态功能远不如天然林的森林植被或灌丛植被 , 关键在于其结构不合理 [11 ] ,

难以形成对水土流失的综合防治体系 , 生态环境仍很脆弱 , 生态效益不显著。

( 4)缺乏对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产业化与小流域生态经济的有效实

现形式的深入研究与实践 , 小流域经济效益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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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生态建设方面所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 1)建国以来国家和地方用于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综合治理费用仅为 10 000元 /km
2 [10 ]

,

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 2)由于经费不足 ,水土保持科研和科技推广相对薄弱 , 科研与生产治理相互脱节 , 甚至

科研落后于生产
[10 ]

; 对水土保持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重大争议问题 (如治沟与治坡、工程措施与

生物措施、水土保持与治黄效益等 )缺乏系统的基础研究与观测数据 , 影响治理进度和投资决

策 [14 ]。

( 3)缺乏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的科学、合理、稳定的土地责、权、利政策体系 [12 ]和有效的组

织管理机制 , 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的经济效益不显著 , 群众开展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的积极

性不高。

4　生态建设的发展方向
4. 1　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建设指导思想

生态建设的指导思想应突破传统水土保持工作“打坝修梯田、植树种草”的简单模式 , 探

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生态建设政策体系与组织管理机制及其有效实现形式 ;

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 考虑通过综合治理发挥土地的生产潜力 , 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 在

治理措施的布局上要优化配置 , 注意相互之间的协调互补及效益 , 形成比较完整的综合防治

体系。从而 ,使小流域的治理开发由单一防护型向效益型转变 , 实现生态建设既恢复生态系统

的良性循环 , 又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人口的致富 , 最终实现生态环境和农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

4. 2　生态建设的必由之路一一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与小流域生态经济

要使生态建设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 就必须使生态建设的主力军真正从生态建设中受

益。发展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建设小流域生态经济 , 促进水土流失治理区与生态建设区的农

业经济发展 , 无疑是使生态建设实现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 , 即以水土保持为主要手段 , 以恢复良性生态经济系统为中心 , 形

成高效的农业生产系统 , 达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15— 16 ]

。

小流域生态经济 , 就是应用生态经济学原理 , 针对当地的自然资源状况和生产特性 , 在

小流域内发展商品化、产业化生态经济。小流域是自然生态单元 , 它既是治理单元 , 又是经济

单元 , 二者的统一 , 将有力地推动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 小流域生态经济需要研究如何优化

配置小流域内的自然资源 ,如何科学合理地为小流域的高产出注入生产要素及如何发展适应

市场的支柱产业 , 从而把小流域的潜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商品优势
[11, 17 ]

。 应通过研

究、探索与实施生态建设集约化、规模化和产业化与小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有效实现形式 (如

股份制形式
[18 ]

) , 推动小流域的“规模化治理、区域化开发、集约化经营、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

发展” [11, 17 ]。因此 , 发展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与建设小流域生态经济系统是生态建设、可持续

发展的正确方向。

4. 3　生态建设的系统战略工程一一生态建设富民工程

要实现陇中黄土高原丘陵区大农业可持续发展 , 必须实施生态建设的系统战略工程——

生态建设富民工程 , 这是因为生态建设不仅涉及自然地理系统、经济系统 , 还与社会系统息

息相关 , 生态建设既要做到保水固土、合理利用水土资源 , 也要帮助群众脱贫致富 , 这样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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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和维护生态建设的成果 , 实现人地系统的协调发展。

4. 3. 1　小流域综合治理开发工程　黄土高原多年水土保持的经验教训表明 , 水土流失区的

资源优势在小流域 ,潜力在小流域 ,希望在小流域。发展经济的根本出路就是发展小流域经

济 [17 ]。小流域治理是基础、是手段 , 小流域的经济开发才是目的。但小流域的治理与开发决不

能孤立地进行 , 必须统筹规划 ,融治理与开发为一体。 把每个流域作为一个完整的单元 , 沟、

坡、塬、梁、峁综合治理 , 点、片、带、网配套组合 , 山、水、田、林、路一步到位 , 林、草、果、粮、菜

全面开发 [9 ]。

4. 3. 2　高效集雨节灌 (补灌 )工程　陇中黄土高原丘陵区年均降雨量 200～ 600 m m, 径流稀

缺 [2— 6 ]。近年来 , 随着全球变暖 , 黄土高原降水偏少 , 干旱形式愈来愈严重 , 水资源日益成为

农业发展的瓶颈因素。而且雨量集中期与作物需水期不相匹配 , 供需错位。由于黄土高原丘陵

区地表水及地下水贫缺 , 地形起伏多变 , 发展大型水利工程的前景不大 , 农业生产用水主要

依赖于 200～ 600 mm的天然降雨 , 雨水资源便成为绝大多数地区生产生活的主要水源。因此 ,

雨水资源化和发展集流农业就成为黄土高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19— 20 ]

。由于降水集中

且多以暴雨形式出现 , 有利于集流 , “以丰补欠” , 而且山区人民历史上就创造了丰富的集雨

用水经验。高效集雨节灌 (补灌 )工程应包括雨水拦蓄收集系统、储存系统和高效利用系统。在

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下 , 开辟各种行之有效的雨水集蓄高效利用的途径 , 实施高效集雨节灌

(补灌 )工程是解决黄土高原丘陵区生态环境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问题的根本出

路。甘肃省在该区域实施的“ 121雨水集流工程”就是一种成功的尝试。但要彻底解决农业发展

的水资源问题 ,就必须开展多种形式的集雨节 (补 )灌工程建设。

4. 3. 3　梯田化梯林化建设工程　陇中黄土高原丘陵区的耕地以坡耕地主 , 占 90%以上 , 其

中不乏 25°以上的陡坡耕地。 由于坡耕地缺乏水保措施和足够的物质投入 , 面积大而收益低、

农民“广种薄收” , 反过来又促使进一步开垦陡坡地 , 加剧水土流失 , 形成恶性循环。在缓坡耕

地修建梯田种植粮食作物、陡坡地修建反坡梯田及鱼鳞坑等种植林果灌草 , 可以增加降水就

地拦蓄入渗 , 减少径流、保持水土、保护土地生产力 , 做到水不出田、土不下山、泥不出沟 , 从

而有效地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和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4. 3. 4　特色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和小流域生态经济发展工程　在生态建设中应因地制宜 ,

强化山区经济发展的支撑点 , 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 改变单一发展粮食生产的习惯 , 增

加经济作物的种植。实行梯田种粮食、缓坡种林果、陡坡种草木 , 做到宜林则林、宜粮则粮、宜

果则果、宜草则草、宜菜则菜 , 推动农林牧副渔大农业系统的发展。 从而 , 发展各具特色的水

土保持型生态农业和小流域生态经济系统 , 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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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政策措施

( 1)要加强领导 , 努力提高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重大意义

的认识 , 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 ,下大力气 , 采取各种宣传形式 , 利用一切舆论媒体 , 广泛

宣传 ,增强各级领导和群众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 使之积极投身到这一建设中来。 ( 2)要强化法

制管理 , 依法保护水土资源。加强法制教育 , 严格执法 , 实行以法管理 , 是当前国家在由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形势下必须遵循的一个准则 , 要广泛深入宣传《水土保持法》、《环境保护

法》、《森林法》、《水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 , 用法律手段把煤田开发区的经济建设和水

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协调起来。对生态环境脆弱区 , 应做出规划 , 创造条件 , 实行异地开发和

安置 , 减轻对环境的压力 , 以达到相互促进 , 相得益彰的目的。 ( 3)为使该地区真正成为集水

土保持治理、监督、科研一体化的大样板 , 建议中央把煤田开发区列为国家级水土保持生态环

境建设示范区。当务之急 ,是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尽快制定出一个“晋陕蒙接壤地区水土

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管理条例或办法” , 上报国务院审批 , 以便将其列为国家基本建设项目。

( 4)为增加该区的科技含量 , 应走“试验、示范、推广”的路子 , 制定一个吸引科技人才的优惠

政策 , 鼓励相关专业人员投身于这一重大项目的科研工作 , 并对其成果予以保护 ,并允许其

有偿转让。 ( 5)应加大对示范区的投入。生态环境建设纯属服务于国家能源开发和当地工农业

生产的 , 以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为主的建设工程 ,因此 , 建议国家列出专项给予投资 。当前 ,

可把国家在该区域的水土保持债券项目资金与国家再增加的投资捆绑起来 , 统一使用 , 并采

取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 , 多渠道、多方位、多层次筹集资金的办法 , 以加速该区的水土保持

生态环境建设的步伐 , 推动《水土保持法》在这一区域的全面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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