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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４—１９７０年盐池荒漠草原村土地利用变化对
“以粮为纲”政策的响应

周 娟１，宋乃平１，李团胜２，潘 军１，安超平１，谢应忠１

（１．宁夏大学西北土地退化与生态恢复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西北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宁夏 银川 ７５００２１；

２．长安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５４）

摘 要：为了解 “以粮为纲”政策对荒漠草原地区土地利用及景观格局变化产生的影响，以宁夏盐池县皖记沟

村为研究对象，利用ＧＩＳ和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软件对１９６４、１９６８年和１９７０年美国 ＫｅｙＨｏｌｅ卫星图像解译和分析。结果表明：

１９６４—１９７０年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中，草地作为景观基质占据绝对优势（占土地利用总面积的５４．９２％～４７．５７％），
耕地和撂荒地约占总面积的２５％，沙地大幅增加（１４．６８％～２０．５１％），盐碱地面积随降水量波动变化。从不同景观
类型斑块数量及破碎化指数来看，沙地和盐碱地在６０年代初期和末期基本不变，其他类型减少的程度分别为：草
地为７２和０．０１５，撂荒地为２９和０．０１９，耕地为３５和０．０６６。研究认为“以粮为纲”政策在荒漠草原地区也实施了土
地开垦并造成了沙地边缘的不断扩张，诱发了沙化、盐碱化等生态问题，说明不分地域而实施的一刀切政策，很可

能导致严重的生态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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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实行的“以粮为纲”
是一项影响深远的经济政策［１－２］，其出台既有其社

会发展的必然性，也与中国特殊时期的国情有密切

关系。地处荒漠草原带的宁夏盐池县当时积极响应

号召，动员农民大量开荒，开展“农业学大寨”和“五

亩地上闹革命”运动，改土、打井、治水，大搞基本农

田建设［３－４］。很多学者认为，“以粮为纲”政策的实

施致使草原严重沙化，对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而

宋乃平等［５］的研究表明，执行“以粮为纲”政策与生

态环境破坏并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由于缺少当时

的遥感影像数据，很难对“以粮为纲”政策实施的具

体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很难切中其利弊。近年解密

的６０年代美国 ＫｅｙＨｏｌｅ卫星图像，为定量解释这个
过程提供了可能性。本文从土地利用及景观变化入

手，分析制度与政策因素对荒漠草原村落土地利用

和景观生态的影响，为当前的退耕还林草和“藏粮于

草”政策以及可能的再度开垦等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盐池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东部，处鄂尔多斯

台地向黄土高原过渡地带，也是干旱荒漠向半干旱

典型草原的过渡地带，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

多年平均气温８．４°，多年平均降水量为２９２ｍｍ，降水
的年际和年内变化剧烈，蒸发量高达２７１０ｍｍ，是生
态环境变化的敏感区域［６］。研究区皖记沟行政村位

于盐池县东北方向，距离盐池县城８ｋｍ，地势南高北

低。皖记沟行政村（１０７°２２′Ｅ—１０７°３３′Ｅ，３７°４７′Ｎ—
３７°５７′Ｎ）下辖杨寨子、北王圈、南王圈、皖记沟、李寨
子５个自然村，均属于典型的荒漠草原村落［４，７］。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及处理

采用土地利用调查并结合农户调查的研究方

法。利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对 １９６４、１９６８年及 １９７０年的
ＫｅｙＨｏｌｅ图像进行几何校正和配准处理，用研究区边
界矢量数据对遥感图像进行裁剪。进而结合实地调

查和地形图解译土地利用，再用农户的历史土地利

用调查对解译结果进行验证和校正，得到 ３期土地
利用现状图［８－１０］。

农户调查分为村级调查和入户调查。村级调查

以自然村为单元，于２０１５年访谈５个自然村的老村
长，获取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初政策影响下
土地利用的变化过程，并与《盐池县生态志》［３］的记

载相互印证。

２．２ 土地利用数据分析

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１的 ｏｖｅｒｌａｙ模块对 １９６４、１９６８
年和１９７０年三期土地利用矢量图层叠置，得到三期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并在数据库软件 Ｅｘｃｅｌ中计算
出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所占比例及变化幅度

（表１和表２）。再运用Ｆｒａｇｓｔａｓ４．２进行景观指数计
算，得到皖记沟景观水平上各土地类型的斑块数和

景观破碎化指数［１１］。

表１ １９６４—１９７０年皖记沟土地利用数量及比例
Ｔａｂｌｅ１ 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ＷａｎｊｉｇｏｕＶｉｌｌａｇｅ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４—１９７０

地类 Ｌａｎｄｔｙｐｅ １９６４ １９６８ １９７０ １９６４—１９７０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

居民点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撂荒地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ｌａｎｄ

沙地

Ｓａｎｄ

盐碱地

Ｓａｌｉｎｅａｌｋａｌｉｌａｎｄ

总计 Ｔｏｔａｌ

面积 Ａｒｅａ／ｈｍ２ ３９１０．８２ ３４４４．８６ ３３８７．４１ －５２３．４１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５４．９２ ４８．３７ ４７．５７ －７．３５

面积 Ａｒｅａ／ｈｍ２ ７７３．２８ ５９３．０９ ９７４．９４ ２０１．６６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１０．８６ ８．３３ １３．６９ ２．８３

面积 Ａｒｅａ／ｈｍ２ ６．１３ ５．３５ ３４．１９ ２８．０６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４８ ０．３９

面积 Ａｒｅａ／ｈｍ２ ９７８．８５ １１６８．５５ ７８６．３５ －１９２．４９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１３．７４ １６．４１ １１．０４ －２．７０

面积 Ａｒｅａ／ｈｍ２ １０４５．３１ １２８９．７１ １４６０．９７ ４１５．６６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１４．６８ １８．１１ ２０．５１ ５．８４

面积 Ａｒｅａ／ｈｍ２ ４０７．１６ ６１９．９９ ４７７．６８ ７０．５２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５．７２ ８．７１ ６．７１ ０．９９

面积 Ａｒｅａ／ｈｍ２ ７１２１．５５ ７１２１．５５ ７１２１．５５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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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１９６４—１９６８年皖记沟村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ｔｙｐｅｓｉｎＷａｎｊｉｇｏｕＶｉｌｌａｇ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ｆｒｏｍ１９６４ｔｏ１９６８

项目

Ｉｔｅｍｓ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居民点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撂荒地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ｌａｎｄ

沙地

Ｓａｎｄ

盐碱地

Ｓａｌｉｎｅａｌｋａｌｉ
ｌａｎｄ

１９６４年总计
Ｔｏｔａｌｏｆ１９６４

１９６４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ｈｍ２ ２５８８．１９ ２９１．４１ ０．１４ ４８１．８２ ４３６．４３ １１２．８３ ３９１０．８２

Ｐ／％ ６６．１８ ７．４５ ０．００ １２．３２ １１．１６ ２．８９ １００．００

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ｈｍ２ ２６８．７８ １９６．３７ ２４１．０７ ６６．０３ １．０３ ７７３．２８

Ｐ／％ ３４．７６ ２５．３９ ３１．１８ ８．５４ ０．１３ １００．００

居民点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ｈｍ２ ０．２３ ０．０７ ５．２０ ０．６２ ６．１３

Ｐ／％ ３．７６ １．２１ ８４．９２ １０．１１ １００．００

撂荒地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ｌａｎｄ／ｈｍ２ ３９４．５６ ９５．２４ ３８３．４７ ７９．２５ ２６．３３ ９７８．８５

Ｐ／％ ４０．３１ ９．７３ ３９．１８ ８．１０ ２．６９ １００．００

沙地 Ｓａｎｄ／ｈｍ２ １８６．８２ ９．７０ ６２．１８ ６７２．６７ １１３．９３ １０４５．３１

Ｐ／％ １７．８７ ０．９３ ５．９５ ６４．３５ １０．９０ １００．００

盐碱地 Ｓａｌｉｎｅａｌｋａｌｉｌａｎｄ／ｈｍ２ ６．４２ ０．２８ ３２．６３ ３６３．０３ ４０７．１６

Ｐ／％ １．５８ ０．０７ ８．０１ ８９．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６８年总计 Ｔｏｔａｌｏｆ１９６８／ｈｍ２ ３４４４．８７ ５９３．０９ ５．３５ １１６８．５５ １２８９．７１ ６１９．９９ ７１２１．５５

注：表中数值表示１９６４年的土地利用类型转变为１９６８年的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Ｐ表示１９６４年由 ｉ种土地利用类型转变为１９６８年

的 ｊ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占这一时期由ｉ类土地利用类型面积转变为非ｉ类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的比例［１５－１６］。

Ｎｏｔｅ：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ｒｅａ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ｆｒｏｍ１９６４ｔｏ１９６８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ａｎｄｕｓｅｔｙｐｅｓ．ＲｏｗｓＰ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ｉｋｉｎｄ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

ｉｎ１９６４ｃｈａｎｇ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ｊｔｙｐｅ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ｉｎ１９６８ｂｙｉｋｉｎｄ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ｔｙｐｅｓｉｎｔｈｉｓ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ｔｏａ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ｎｌａｎｄｕｓｅｔｙｐｅｓ［１５－１６］．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土地利用类型结构及面积的数量变化分析

从１９６４、１９６８年及１９７０年皖记沟村土地利用图
（图１）可以看出，皖记沟村土地利用类型为草地、耕
地、撂荒地、盐碱地和沙地等。各类地在３个年份的
比重如表１。草地在所有土地利用类型中一直占有
绝对优势，是研究区景观的基质，其他土地利用类型

以不同的比例镶嵌其中。１９６０年代，研究区完全依
赖雨水。１９６４年的全年和春季降水量都很丰沛（图
２），农民当年开垦和种植的动力强劲，因而耕地面积
较大。１９６８年春季降水量较少，耕地面积也最少。
１９７０年春季降水量增加，耕地面积也有所增加。
１９６０年代研究区流行撂荒耕作制度，耕地与撂荒地

成为各年度间耕地调蓄的源汇，互相转换，而且比重

较大，在１９６４、１９６８、１９７０年这三年二者占总土地面
积的比例之和分别为２４．６％、２４．７４％和２４．７３％，非
常接近。说明整个６０年代，耕地及其后备资源占到
总耕地面积的近１／４。与耕地随降水量等波动变化不
同的是沙地不断增加，从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６８年在皖记沟
村南部扩张，到１９７０年向皖记沟村中部扩散，面积也
从１９６４年占总面积的１４．６８％大幅增加到１９７０年的
２０．５１％。皖记沟村的盐碱地主要是由柳杨堡村的一
条间歇性洪水沟流经南王圈西缘至北王圈西北部。

它既随年际间降水量波动，也逐年积盐扩张。皖记沟

村盐碱地面积的变化，反映了降水量增加消减盐碱地

面积，而干旱年份盐碱地面积则有所反弹，总体上呈

现增加趋势。

图１ 皖记沟１９６４、１９６８、１９７０年土地利用空间分布
Ｆｉｇ．１ ＬａｎｄｕｓｅｏｆＷａｎｊｉｇｏｕＶｉｌｌａｇｅｉｎ１９６４，１９６８ａｎｄ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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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６１—１９７０年皖记沟村降水量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ｎｊｉｇｏｕＶｉｌｌａｇｅｆｒｏｍ１９６１ｔｏ１９７０

３．２ 土地利用面积转移矩阵

土地利用面积转移矩阵反映了在不同时间段

内，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相互转换关系［１２－１４］。

从表２和表３的皖记沟村１９６４—１９７０年的土地利用
转移矩阵我们可以得出：

（１）草地转移分析：１９６４年至 １９７０年间，皖记
沟村的草地总面积是减少的，在 １９６４年至 １９６８年
期间，草地主要在撂荒地及沙地之间进行转移，有

２２．０３％的草地转移为耕地。由于气候干旱或者地
力衰退，大部分耕地转变为撂荒地，已有的撂荒地又

转化为草地，占撂荒地同期转化率的 １２．３２％。由
于过度放牧和干旱加剧，部分草地转移为沙地，占同

期转化面积的１１．１６％。而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７０年间，草
地继续向耕地和沙地转移，转移面积分别占同期转

移比例的１１．３％和１４．１８％。

表３ １９６８—１９７０年皖纪沟村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Ｔａｂｌｅ３ 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ｔｙｐｅｓｉｎＷａｎｊｉｇｏｕＶｉｌｌａｇ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ｆｒｏｍ１９６８ｔｏ１９７０

项目

Ｉｔｅｍｓ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居民点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撂荒地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ｌａｎｄ

沙地

Ｓａｎｄ

盐碱地

Ｓａｌｉｎｅａｌｋａｌｉ
ｌａｎｄ

１９６８年总计
Ｔｏｔａｌｏｆ１９６８

１９６８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ｈｍ２ ２１７３．８０ ３８９．４０ ２５．５３ ３０６．８５ ４８８．４１ ６０．８６ ３４４４．８７

Ｐ／％ ６３．１０ １１．３０ ０．７４ ８．９１ １４．１８ １．７７ １００．００

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ｈｍ２ １３０．９７ ２６１．１４ ０．６８ １６６．１１ ３３．２６ ０．９４ ５９３．０９

Ｐ／％ ２２．０８ ４４．０３ ０．１１ ２８．０１ ５．６１ ０．１６ １００．００

居民点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ｈｍ２ ２．９５ ０．５６ １．３４ ０．２７ ０．２２ ５．３５

Ｐ／％ ５５．１２ １０．５６ ２５．１３ ５．０４ ４．１６ １００．００

撂荒地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ｌａｎｄ／ｈｍ２ ４８６．６１ ２６５．８４ ０．４８ ２８０．６１ １３５．０２ １１６８．５５

Ｐ／％ ４１．６４ ２２．７５ ０．０４ ２４．０１ １１．５５ １００．００

沙地 Ｓａｎｄ／ｈｍ２ ４７２．５９ ５２．０５ ６．１６ ３２．５１ ６５５．６５ ７０．７６ １２８９．７１

Ｐ／％ ３６．６４ ４．０４ ０．４８ ２．５２ ５０．８４ ５．４９ １００．００

盐碱地 Ｓａｌｉｎｅａｌｋａｌｉｌａｎｄ／ｈｍ２ １２０．５０ ５．９５ １４８．４１ ３４５．１３ ６１９．９９

Ｐ／％ １９．４４ ０．９６ ２３．９４ ５５．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７０年总计 Ｔｏｔａｌｏｆ１９７０／ｈｍ２ ３３８７．４１ ９７４．９４ ３４．１９ ７８６．３５ １４６０．９７ ４７７．６８ ７１２１．５５

（２）耕地转移分析：１９６４年至 １９７０年间，皖记
沟村的耕地面积呈减少趋势，主要向草地和撂荒地

转移，占同期耕地转移比例的 ３４．７６％和 ３１．１８％。
还有一小部分耕地转化成了沙地和盐碱地，占同期

耕地转化比例的 ８．５４％和 ０．１３％。１９６８年至 １９７０
年耕地呈增加趋势，主要由草地及撂荒地转移而来，

３年内面积增加了３８１．８５ｈｍ２。皖记沟村自１９５８年
成立人民公社后，开始大面积开垦草原，一方面是出

于人口增加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政策的驱动。旱作

杂粮的产量平常年份一般在 ３７５～６００ｋｇ·ｈｍ－２，因
此所需要的耕地面积就大，人均耕地面积都在 １．３３
ｈｍ２以上。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的“自然灾害”在皖记沟并
不严重，周边农耕区的人口大量移入草原区，粮食生

产的不足刺激了土地开垦。

（３）撂荒地转移分析：１９６４年至 １９７０年间，撂

荒地面积变化正好与耕地相反，整体是呈先增加后

减少的趋势。在这 ４年中，撂荒地面积增加主要来
自于耕地，有 ９５．２４ｈｍ２的耕地被撂荒而转化为撂
荒地，这符合当地土地利用变化对“以粮为纲”政策

响应的总体趋势。一方面生产队需要大量开垦农田

以提高粮食总产量，一方面地力下降，开垦两年的新

耕地又沦为撂荒地。１９６８年至 １９７０年撂荒地呈现
减少趋势，主要转化为草地、耕地和沙地，分别占同

期转化比例的４１．６４％、２２．７５％和１１．５５％，说明这
一时期部分撂荒地被复垦，重新转化为耕地，部分撂

荒地继续撂荒，转化为草地或沙地。

（４）盐碱地转移分析：从１９６４年到 １９７０年，皖
记沟村盐碱地整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１９６４
年至１９６８年盐碱地面积增加主要由沙地转化而来，
转化面积为 ３２．６３ｈｍ２，占同期沙地转出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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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１％。而１９６８年至 １９７０年盐碱地主要由沙地和
部分草地转移而来，占同期转化比例的 ２３．９４％和
１９．４４％。说明皖纪沟村 ６年间盐碱地主要在沙地
和草地之间转化，且随着沙化态势加剧土地盐碱化

也随之增加。

（５）沙地转移矩阵分析：由表中可以看到，皖记
沟沙地整体呈现增加趋势，主要由草地转移而来，

１９６８年转移面积占同期比例的 １７．８７％，同时也有
少量撂荒地及盐碱地转化为沙地，占同期比例为

５．９５％和１０．９％。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７０年，草地转移为沙
地面积占同期转移比例 ３６．６４％，同时也有少量耕
地及盐碱地转移为沙地，分别占同期转移比例

４．０４％和５．４９％。沙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沙化程度
的不断加深，主要驱动因子主要是由于畜牧业发展，

撂荒地边缘沙化及草地退化而导致，也说明人们对

土地保护力度不够，一味开垦草地与放荒耕地，加之

气候因素影响，导致沙化程度加剧。

皖记沟土地利用总体上表现为沙地和耕地大幅

度扩张，盐碱地增加，并伴随着草地和撂荒地大面积

丧失。在整个研究时段内，主要有以下几大类型的

转化：草地、撂荒地向耕地的转变，其中草地转为耕

地的面积最大，同时大量耕地转化为撂荒地。沙地

和草地相互转化，转化面积基本相当，但草地和撂荒

地面积总体上均减少。草地向耕地和沙地方向转

化，其中草地转向沙地的面积占沙地总面积的３０％
以上。说明受“以粮为纲”政策影响，随着不断开垦，

皖记沟村地力下降，生态问题不断呈现，大量草地被

开垦种粮，开垦造成的草地向耕地的转移主流又逐

渐被耕地向撂荒地、沙地等替代，沙地盐碱地扩张。

３．３ 景观指数分析

在整个研究区内，沙地斑块数越来越多，沙地由

１９６４年的２９个增加到１９７０年的３２个，盐碱地斑块
变化不大，而且位置基本固定，可见其发生的规律性

较强。草地、耕地、撂荒地都较 １９６４年有所减少。
可见经过１９５０年代末到１９６０年代初的大开垦高潮
之后，土地利用变化趋向平稳。１９７０年的草地、耕
地、撂荒地和盐碱地的景观斑块数量、破碎化指数均

小于１９６４年，说明景观斑块总体上数量减少而面
积扩大，景观分布趋于连片，景观斑块向着更规律分

布的方向发展。而沙地斑块数量增加，说明人类活

动使这些景观被其它景观隔离，斑块镶嵌分布，景观

破碎化程度呈增大趋势［１７－１９］。可以看到，人类活

动使整体景观向有序方向发展的同时，局部地区景

观破碎化现象亦存在［２０－２１］。

表４ １９６４—１９７０年皖记沟土地利用景观指数
Ｔａｂｌｅ４ Ｌａｎｄｕｓｅ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ｉｎｄｅｘｔａｂｌｅｏｆＷａｎｊｉｇｏｕＶｉｌｌａｇｅｉｎ１９６４—１９７０ｓ

土地类型

Ｌａｎｄｔｙｐｅ

１９６４

图斑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ｐａｔｃｈｅｓ／ａ

景观破碎度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１９６８

图斑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ｐａｔｃｈｅｓ／ａ

景观破碎度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１９７０

图斑数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ｐａｔｃｈｅｓ／ａ

景观破碎度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１６６ ０．０４２４ ６１ ０．０１７７ ９４ ０．０２７８

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ｌａｎｄ １０５ ０．１３７４ ６１ ０．１０２４ ７０ ０．０７１８

撂荒地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ｌａｎｄ ７２ ０．０７３５ ３９ ０．０３３３ ４３ ０．０５４１

沙地 Ｓａｎｄ ２９ ０．０２７６ ２８ ０．０２１７ ３２ ０．０２１９

盐碱地 Ｓａｌｉｎｅ－ａｌｋａｌｉｌａｎｄ ７ ０．０１７３ ３ ０．００４８ ８ ０．０１６７

同时在这６年中，政策的实施，带来社会经济环
境的变化，深刻影响着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变化。

由于盐池县贯彻“以粮为纲”的生产方针，动员全县

大量开荒，许多草地被开垦为耕地，造成天然林草地

大量减少，这一结果从土地利用转移矩阵中也可反

映出来。对于荒漠草原村域的农民来说，土地是唯

一的生存依靠和利益来源，所以农民必然依靠扩大

耕地面积获取最大利润。通过农户调查得知，受自

然灾害如干旱影响及在巨大的粮食需求下，除了大

量开垦草地，耕地地垄也被开垦种粮，撂荒地复垦

等，使耕地、撂荒地、沙地等景观趋于连片，平均斑块

面积增大，景观破碎化程度减小［２２－２３］。

４ 讨 论

在１９５０年代末至１９７０年代实施的“以粮为纲”
政策，使得位于荒漠草原地区的皖记沟村土地利用

发生了由草原牧业向亦农亦牧土地利用的变化。从

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７０年土地利用类型都发生了不同程度
的转化，其中大量草地转为耕地，同时有大量耕地转

为弃耕地。由于土地撂荒和气候原因，如干旱、风灾

等，沙地和盐碱地增加速度都较快，减少速度最快的

是本研究区的草地，这与国家政策实施有关。受“以

粮为纲”政策影响，农村牧区加大了对耕地的需求，

导致了风沙地区的草地开发，草地面积随之减少；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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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由于人口牲畜增加等社会因素，耕地复垦使

得弃耕地也随之减少。这一动态变化也反映了政策

及人类对土地利用类型的干扰程度占很重要的因

素［２４］。

土地利用变化是一种涉及土地资源自然属性和

人类利用方式变化的自然社会现象，其动态变化实

质上是人类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各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过程［２５］。“以粮为纲”政策所引

发的荒漠草原地区土地利用变化产生了严重的生态

后果。宋乃平等［２４］从气候变化、水系变迁、植被变

迁与演替、荒漠化发展四个方面论述了全新世以来

宁夏中部风沙区的环境演变过程，揭示了环境演变

与人类活动对荒漠化的长期影响。而“以粮为纲”政

策打破了本区长期形成的土地利用格局。在 ２０年
间对皖记沟村的主要影响是耕地、沙地和盐碱地面

积的增加、沙漠化加剧。就整个景观而言，斑块总数

的大小与景观的破碎度有很好的正相关性，并直接

影响着景观的破碎化程度［１９］，沙地斑块数量增加而

平均斑块面积扩大，景观分布趋于连片，景观破碎化

指数趋于稳定和减小；同时由于开垦的发展及沙地

边缘的不断扩张，局部地区景观破碎化现象亦存在。

荒漠草原景观变化是自然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

果，其中人口的快速增长、政策环境的变化和自然

环境变化如干旱、风灾和冰雹等是最主要的驱动因

素。

土地利用变化在空间格局上呈现为耕地由开垦

初期的小斑块向后来的大斑块合并的过程、草地逐

步破碎化的过程、沙地聚集分布的格局。这一格局

固化了耕地在荒漠草原地区的存在，也增强了沙地

在荒漠草原地区蔓延的空间基础。据宋乃平等［２６］

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盐池县的研究发现，植被指数与春
季降水量呈显著极相关。１９６４年的全年和春季降
水量都很丰沛（图 ２），农民当年开垦和种植的动力
强劲，因而耕地面积较大。１９６８年春季降水量较
少，耕地面积也最少。因此，在这两个降水强度不同

的年份，土地利用的变化调整较大。皖记沟村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土地利用变化表现出明显的由放牧草原
土地利用向农牧结合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伴随着耕地和草地的波动，也伴随着土

地利用变化的生态效应，即沙漠化的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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