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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利用1980～2004年土地资源变化调查数据�分析了上黄试区土地利用变化及演变过程。结果表明：
耕地和林地变化最为显著�主要表现为耕地向林地、草地及园地的转变。引起这一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人口增长、比较利益及国家宏观政策等因素。上黄试区今后应结合当地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大力发展特色农业�
提高政策因素对土地的宏观控制能力�使土地利用向高效型、生态型及集约型发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重新协调
人地关系�保障退耕的成果及后续产业的培养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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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黄土丘陵区�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退化�
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焦点。宁南山区在这方面尤为
明显。由于人类大规模、无节制、掠夺性的开发利用
土地�使生态环境变为脆弱的临界状态�据遥感调
查�宁夏全区土壤侵蚀面积达39175km2�主要集中
在宁南山区�年土壤侵蚀模数1000～10000
t／km2［1］。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土壤贫瘠化和土地
荒漠化�使得农业生产基本条件恶化�生产力水平降
低。近年来�随着“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和国
家对黄土丘陵区科技投入及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
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有所改善�农民的收入普遍提
高。但土地的不合理利用依然存在�并且已成为该
区资源利用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上黄试区从1986年开始综合治理�经过20年
的生态经济建设�土地利用结构趋于合理�解决了生
态经济不相协调的矛盾�其建设经验和土地结构演
变规律可为解决黄土丘陵区宁南山区的现实问题提

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上黄试区位于固原县东部黄土丘陵区�海拔
1516～1795m�经度106°26′～106°30′�纬度35°
59′～36°03′�属于半干旱温和类型。总土地面积
7．61km2�土地状况为九沟十梁三块台�日平均温度
7℃�降雨量480mm�无霜期152天�林草生长期
244天�年干燥度1．55。植被为灌丛草原�土壤为黄
土母质发育的黑坡土与黄绵土�其土壤疏松�通气良
好�土层深厚一般在40～50m 以上。

上黄试区2004年粮食单产已由过去的667m2

均35kg提高到150．7kg�人均产粮由过去的240
kg提高到767kg�分别为过去的4倍和3倍�土壤
侵蚀模数由5000t／km2降低到1200t／km2�农民
人均纯收入为2093元。
2　土地利用结构及其变化

上黄试区建设初期�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水土
流失严重（年流失量5000t／km2）据1982年6月调
查�有耕地458．9hm2�人均0．6hm2�占33．2％；林
地28．7hm2�占2．1％；人工草地13．9hm2�占1％；
牧荒坡及轮垦地879．6hm2�占63．6％；非生产用地
135．9hm2�占9％；人工林草地仅占总土地面积的
3．1％。大面积的天然草场由于超载、滥牧、已严重
退化。

为了解决这一状况�试区以恢复生态、提高农民
收入为出发点�先后采取了退耕、改制、种草、还牧�
增施化肥等措施�使生产上了3个台阶�目前�土地
利用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表1）。
2．1　土地利用变化的幅度［3］

从表1可以看出上黄试区25年来土地利用面
积变化最大的是耕地和林地�其中耕地年平均变化
—2．9％�林地（包括灌木林地、阔叶林地、疏林地）年
平均变化为98．5％。耕地、牧草地呈减少趋势�年
平均递减率分别为—2．9％和—0．4％�未利用地先
增加后减少�园地、居民点用地、交通用地、水域都在
不同程度地增加�年平均递增率分别为107％、
5．8％、8．5％、5．0％。具体而言�1980年上黄试区



耕地面积为279．7hm2�到2004年耕地面积减小到
79．4hm2�25年间共减少200．3hm2�在耕地的变化
过程中�其主要变化发生在2000年之后�主要起因
于“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在耕地中坡耕地变化最为
明显�25年间坡耕地共减少206．6hm2�耕地变化的
方向主要是耕地向园地、林地及草地转变。园地变
化：园地在试区主要是果园（包括苹果、杏、梨地）占
地�在25年间果园面积增加较快�1980年上黄试区
果园面积只有0．4hm2�2004年试区果园面积为
11．1hm2�增长了27．75倍。林草地变化：1980年
上黄试区林草覆盖率仅为1．87％�2004年达到
75．47％�23年间共提高了73．6％。并且�林地面积
增加相对明显�1980年上黄试区林地面积仅为9．3
hm2�2004年林地面积达到238．3hm2�共增加了
229．0hm2�增长了24．62倍。草地面积总体变化不
大�但其内部结构性变化显著�主要表现为人工草地
的大量增加和天然草地的急剧减少。居民用地及交
通用地也分别从1980年的3．9hm2、10．1hm2增加
到2004年的9．6hm2和31．5hm2�分别增长了2．5
倍和3．1倍。并且上黄试区人口数量从1982年
363人增加到2004年的533人�因此�人口增长是
居民点用地及交通用地增长的直接原因。水域面积
的增加与试区治理有关�由于试区土地利用的水资

源主要为降水�且降水的年内分布不均�降水主要集
中在7、8及9月份［2］�“八五”以来�试区在优化土地
利用结构的基础上�按照“以建立高效农业生态环境
为基础�以提高雨水利用率为措施�以发展集水型
果、菜、牧庭园经济为突破口�大力推进高效农业发
展的指导思想”�修筑一座水坝�加强了水土资源的
整治与合理利用。从而水域面积从1980年的5．6
hm2增加到1990年的12．6hm2�此后水域面积一
直保持不变。未利用地在1980～2004年间先增后
减�未利用地从1980年的77．4hm2增加到1985年
的93．7hm2�增加了16．3hm2�这五年未利用地的
增加是由于难利用的耕地转化为未利用地而致�此
后未利用地一直减少�并且从1985年的93．7hm2

减少到2004年的42．4hm2�减少了51．3hm2�此期
间的减少主要与交通用地及水域的增长有关。
2．2　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

发展速度是土地利用动态相对指标�定量描述
土地在不同时间上的发展变化程度。用报告期数值
除以基期数值所得。以1980年为基期�根据下面公
式和表1数据计算可得表2数据。

发展速度＝报告期数值基期数值

　

表1　1980～2004年上黄试区土地利用变化（hm2）
Table1　Land use change in Shanghuang experimental area from1980to2004

土地利用
类型

Land use
types

1980
面积
Area

比率
Rate
（％）

1985
面积
Area

比率
Rate
（％）

1990
面积
Area

比率
Rate
（％）

1995
面积
Area

比率
Rate
（％）

2000
面积
Area

比率
Rate
（％）

2004
面积
Area

比率
Rate
（％）

25a间
变化

Change
in25
years

年变化
率（％）
Annual
change
rate

耕地
Farmland 279．7 36．75　218．7　28．74　234．3　30．79　230．8　30．33　224．0　29．43　79．4 10．43 —200．3　—2．9
园地

Orchard 0．4 0．05 0．5 0．07 1．5 0．20 4．8 0．63 9．2 1．21 11．1 1．46 10．7 107．0
林地
Forest 9．3 1．22 67．5 8．87 68．6 9．01 135．4 17．79 158．3 20．08 238．3 31．3 229．0 98．5
牧草地

Grassland 374．6 49．22 355．7 46．74 341．3 41．62 270．0 35．48 275．3 44．17 336．1 44．17 —38．5 —0．4
居民地

Residential land 3．9 0．51 7．6 1．0 8．2 1．08 8．9 1．17 9．2 1．21 9．6 1．26 5．7 5．8
交通用地
T raffic land 10．1 1．33 11．7 1．54 14．5 0．60 19．2 2．52 20．3 2．67 31．5 4．14 21．4 8．5
水域

Water body 5．6 0．74 5．6 0．74 12．6 1．66 12．6 1．66 12．6 1．66 12．6 1．66 7．0 5．0
未利用地

Unused land 77．4 10．17 93．7 12．31 80．0 10．51 79．3 10．42 52．1 6．85 42．4 5．57 —35．0 —1．8
总计
Total 761．0 — 761．0 — 761．0 — 761．0 — 761．0 — 761．0 — — —

　　注：资料引自郝仕龙等 ［2］。　　Note：Information excerpted from Haosh-i Long et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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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土地利用发展速度
Table2　Land utility developmental rate

土地利用类型
Land use type

年份 Year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4

耕地 Farmland 1．00 0．780 0．84 0．83 0．80 0．28
园地 Orchard 1．00 1．250 3．75 12．00 23．00 27．75
林地 Forest 1．00 7．260 7．38 14．56 17．02 25．62
牧草地 Grassland 1．00 0．395 0．91 0．72 0．73 0．90
居民地 Residential land 1．00 1．950 2．10 2．28 2．36 2．46

图1　几个主要类型指标变化情况
Fig．1　The change of a few major indexes

　　由表2、图1可知上黄试区耕地面积和牧草地面
积2004年已分别减少至1980年的0．28和0．9倍。
而园地和林地面积2004年已分别增加到1980年的
27．75和25．62倍�居民点用地2004年已发展到
1980年的2．46倍。并且园地和林地发展速度是最
快的［4］。
3　土地利用演变的驱动力
3．1　经济利益的驱动

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产生不同的效益�在经济
利益的驱动下［5］�土地资源必然不断地向高效益的
用途转移。据调查�上黄试区园地的经济效益为
45000元／hm2�耕地为3000元／hm2�园地的经济效
益是耕地的15倍。可见耕地的比较利益是较低的�
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耕地向园地转移。1980年该试区
的园地面积仅有0．4 hm2�到2004年达到11．1
hm2�增长了27．75倍。
3．2　人口增长与生活水平提高的压力

人口是人类社会经济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也
是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中的驱动力之一［6］。人
口密度与土地利用变化速率呈现相关关系�人口增

长速度越快�土地利用变化也越快。人口数量的增
加必然对居民点用地及城镇用地的需求增加�进而
导致整个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上黄试区人口从
1982年的363人增加到2004年的533人�增加了
170人�居民点用地及交通用地也分别增长了2．5倍
和3．1倍。
3．3　国家政策调控

国家政策对耕地资源的增减有着重要影响�土
地利用结构的调整受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是比较大

的。上黄试区“十五”期间土地利用变化量为154．3
hm2�因政策因素影响土地利用变化量为140．8
hm2�占总变化量的91．3％�说明政策因素对土地利
用的影响具有主导性。
4　上黄试区土地利用演变中存在的问
题与对策

　　1） 特色农业优势未能充分发挥。以传统特色
农业及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特色农业是黄土丘陵区农

业发展的方向�目前在上黄试区一定要大力发展特
色农业�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增强抵御旱灾的能力�
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和效益。如：春小麦改种冬小
麦�大面积推广酥梨、红梅杏、牛角辣子等一批适应冷
凉干旱气候的作物良种�并且进行“果菜型、果苗型”
套种［7］�以短养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土地利用的经
济效益及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与竞争优势�实现资源
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使土地利用能够承担由于人
口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及退耕的多重压力。

2） 土地生产能力不高是目前黄土丘陵区普遍
存在的现象［8］。因为传统的耕种方式在人们头脑中
根深蒂固�他们认为只有大面积的耕种才有好的收
成�于是陡坡地开垦�粗放经营�其结果与预期行为
恰恰相反�滥挖乱砍�不但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
而且收效甚微�鉴于以上行为�应通过提高政策因素
对土地利用的宏观控制能力�进而控制人们对陡坡
地的开垦�使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改善�并且使土地利
用向高效型、生态型及集约型发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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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保障退耕的成果以及后续产业的培养
与发展是上黄试区土地利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若
要解决这一问题�协调好人际关系是关键�前几年政
府开始实施以退耕还林为主的生态环境建设�国家
对退耕还林还草的农户以政策性补助�人们都认为
有粮有钱比种地好多了�而有些人却认为如果过几
年后补助没有了的话�那些退耕的地又会被耕种�林
木会遭到破坏�树就白种了。从这种心理我们可以
看出�当地人只顾及眼前利益而没有考虑到长远利
益。因此重新协调好人地关系才是当前保障退耕成
果、发展经济的关键［10］。那么要协调好人地关系�
必须重视人口的素质教育�据调查2005年上黄村人
口总数为998人�其中接受过高中教育的有49人�
初中文化程度的235人�其它714人�从这种现状我
们不难看出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势必影响退耕的成果

以及后续产业的可持续良好发展。因此必须向当地
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唤醒人们对生态农业
的自觉意识或自我觉醒意识�一旦人们获得自觉的
意识和意志�主动的努力才是可能的�而且对保障退
耕才是有成果的�发展生态农业也才是最有效的。
5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上黄试区土地利用结构演变过程的分

析�可以看出�25年间耕地发生了巨大变化�耕地的
变化方向主要是耕地向园地、林地及草地的转变�引
起这一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人口增长
及比较利益和国家宏观政策等因素；并且园地和林

地的发展速度是最快的。
上黄试区土地利用结构正朝着合理化方向发

展�果园面积逐年扩大�经济效益成倍增长�粮食年
均667m2产150．7kg�人均占有粮767kg�人均纯收
入2093元�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且上黄试区
昔日单一的农业生态系统逐渐向农、果、牧结合型生
态系统转变。上黄试区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之路可为
黄土丘陵区今后的发展提供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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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use structure of land and evolution in Shanghuang
experimential area in the loess hilly region

ZHANG L-i ping1�CHENG J-i min2�WANG J-i jun2
（1．College of A nim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Y angling�Shaanxi712100�China；

2．Institute of Soil and w ater Conserv ation�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Minist ry of W ater Resources�Y angling�Shaanxi712100�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data of land resources changing in Shanghuang experimental area
from1980～2004�analysis is made of the change of land utility and its evolution．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change of farmland and forestland was quite remarkable�and the farmland was mainly transformed into forest-
land�grassland and orchard．The factors leading to this transformation were various�mainly including the in-
crease of population�comparative benefit as well as the government’s macro policy�etc．Based on the combina-
tion of local natural condition with social economical factors�a few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on the questions
of land-using in Shanghuang experimential area�such as highlighting feature agricultural industry�improving
macro management of policy to land utilizing�realizing effective�ecological and intensive utilizing development�
conducting investment of labor and capitals and re-adjus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and its inhabitants�so
as to ensure the effects of cultivated land as well as the nurtur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layed industries．

Keywords： loess hilly region；Shanghuang experimental area；land utility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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