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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8"个生态经济指标3以行政县6区9为单元3采用,-)’%’%模糊聚类分析方法3把三峡库区分为#个农业生态

经济区3即E主城区城郊丘陵菜旅花牧加生态经济区DF江万丘陵低山粮经果牧加生态经济区DG武秭中山低山果林粮

牧特生态经济区DH兴宜低山中山丘陵林果牧粮生态经济区?通过对各区生态经济特征的分析3提出了其生态经济的发

展方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策略3可为三峡库区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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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是一个特定的区域概念;"<3它泛指 "<:+正常蓄水位淹没范围所直接涉及的长江干流两岸的

县D市D区?包括湖北省的宜昌D兴山D秭归D巴东 #县和重庆市的巫山D巫溪D奉节D云阳D开县D万州D忠县D
石 柱D丰都D武隆D涪陵D长寿D渝北D巴南D重庆市主城 <区6渝中D大渡口D江北D沙坪坝D九龙 坡D南 岸 和 北

碚区9D江津等 !!县D市D区?幅员面积 :<7#$-+!3"BB7年3总人口 "B787#8万?其中农业人口 "#<:7B!万3
占总人口的 <#7#"=;!<?

三峡库区位于北纬 !B>";?C8">!:?3东经 "$;>:$?C""$>:$?3横跨渝鄂3是中西部的结合部?三峡库区接

纳长江上游百川之水加以控制3对库区本身及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社会D经济D生态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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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之大!移民之多均创世界之最"加强库区的生态环境保护研究!为移民工程提供技术支撑!对保障三峡

水库安全运行及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与 ($%)$为各县%市%区统计局%农业局%林业局%土地局内部材料"

三峡库区面积较大!各县市区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存在较大差异!为了便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林牧

业可持续发展的分类指导!进行三峡库区农业生态经济分区是非常必要的"

* 分区方法

以行政县+市%区$为单元!采用,-./0/0模糊聚类分析法1’2进行三峡库区农业生态经济分区",-./0/0
模糊聚类分析法与主成分分析%星状聚类%系统聚类1(342等聚类方法相比具有的优点是5对于 6个样本!只要给

出初始分类7!通过迭代计算!就能很快得到分类结果!而且能对聚类效果进行检验!主观随意性较小!即5求得

的模糊分划系数89+:;<$越接近 #聚类效果越好!或平均模糊熵=9+:;<$越接近 >聚类效果越理想"
该分区方法克服了以往的以地形%地貌等为主导因子!不以行政边界为区界的定性分区方法1?3##2的主

观随意性大%指标覆盖面窄%信息量少%可操作性差的弊端"

@ 分区指标

根据三峡库区 &A个县%市%区的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共选取 ’#个分区指标1(3?2+表 #$!指标值来源于

三 峡库区各县%市%区的B#??4统计年鉴C#$%B农业区划C&$%B林业区划C’$%B#??4森林资源年 报C($%B土 地 资

源C)$和B#???重庆统计年鉴C1&2"
由 于 主 城 区 的 特 殊 性!将 主 城 D个 区 的 相 同 指 标 值 取 加 权 平 均 值!即 主 城 D个 区 按 一 个 样 本 参 加 分

类!这样共有 &>个样本参加分类"

图 # 三峡库区农业生态经济分区图

EFGH# /IJKFGLMJNKOGMNJPNQNGFPOQRJPNSNTFPMJGFNSOQFUOVFNSFSVIJ/IMJJWNMGJXMJXJMYFMOMJO
Z/IJYJGJVO[QJRVNLMFXTRKQN\JMROSFTOQILX[OS]M̂R_MNPJXXFSGJPNRJPNSNTFPMJGFNSFSVIJIFQQ̂OMJONKNLVX‘FMVXNK
VIJTOFSPFV̂ _MN_JMa
b/IJGMOFSRJPNSNTFPPMN_RKMLFVROSFTOQILX[OS]M̂R_MNPJXXFSGJPNRJPNSNTFPMJGFNSFSVIJIFQQ̂OS]QN\TNLSVOFSR
NLXOMJOX[JV\JJScFOSGdFS7FV̂ OS]eOSUINLfFXVMFPVa
g /IJKMLFVRKNMJXVRGMOFSROSFTOQILX[OS]M̂RX_JPFOQFV̂JPNRJPNSNTFPMJGFNSFSVIJTF]]QJOS]QN\TNLSVOFSNLXOMR
JOX[JV\JJSeLQNSG7NLSV̂ OS]hFGLF7NLSV̂a
i /IJKNMJXVRKMLFVROSFTOQILX[OS]M̂RGMOFSJPNRJPNSNTFPMJGFNSFSVIJQN\OS]TF]]QJTNLSVOFSNLXOS]IFQQ̂OMR
JOXNKjFSGXIOS7NLSV̂ OS]kFPIOSG7NLSV̂l

&A) 生 态 学 报 &#卷

万方数据



表 ! 三峡库区农业生态经济分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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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指标

89:;<;=>?@;AB>9CDBECFB>9

分区指标

89:;<;=>?@;AB>9CDBECFB>9
G河谷平坝占幅员面积H GI耕地占幅员面积H
J丘陵占幅员面积H GK林地占幅员面积H
L低山占幅员面积H GM园地占幅员面积H
N中山占幅员面积H JO牧P草Q地占幅员面积H
R多年平均降水量PSSQ JG水域占幅员面积H
T多年平均气温PUQ JJ种植业占农业总产值H
I多年平均日照时数PVQ JL林业占农业总产值H
K水稻土占幅员面积H JN牧业占农业总产值H
M紫色土占幅员面积H JR渔业占农业总产值H
GO黄壤占幅员面积H JT第一产业增加值占WXYH
GG黄棕壤占幅员面积H JI第二产业增加值占WXYH
GJ石灰土占幅员面积H JK第三产业增加值占WXYH
GL森林覆盖率PHQ JM农民人均纯收入P元Z人Q
GN农业人均耕地面积PVSJZ人QLO人口密度P人Z[SJQ
GR水土流失面积占幅员面积H LG人均WXYP元Z人Q
GT土壤侵蚀模数PFZ[SJ\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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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分区结果

将 JO个 样 本 指 标 值k采 用 8ilmeme模 糊 聚

类分析法k输入计算机k进行运算n当 opLqNqRqT
时k分 划 系 数 rsPtuvQpO\RJRLqO\MLTNqO\IITKq

O\TOJGn可见k当 opN时krsPtuvQpO\MLTN为 最

大k故三峡库区农业生态经济区分为 N个区最为理

想 如图 Gn分区命名采用的原则是w分区两端行 政

县P区Q名x主 要 地 貌 类 型x主 要 生 态 经 济 发 展 方

向n故所分的 N个区为w

y主城区城郊丘陵菜旅花牧加生态经济区c

z江万丘陵低山粮经果牧加生态经济区c

{武秭中山低山果林粮牧特生态经济区c

|兴宜低山中山丘陵林果牧粮生态经济区n

} 各区生态经济特征

各区生态经济特征如表 J所示n为了全面描述

各 区 生 态 经 济 特 征k表 中 增 加 了 幅 员 面 积P[SJQq
总人口P万人Qq农业人口P万人QL项指标n

}\! y主城区城郊丘陵菜旅花牧加生态经济区特

征

}\!\! 该 区 包 括 渝 中 区q大 渡 口 区q江 北 区q沙 坪

坝 区q九 龙 坡 区q南 岸 区 和 北 碚 区n幅 员 面 积

JGMO[SJk占 库 区 幅 员 面 积 的 L\IMHk总 人 口

LTT\JJ万人k占库区总人口的 GK\NTHn其中k农业

人 口 GGM\RT万 人k占 该 区 总 人 口 的 LJ\TRHk占 库

区农业人口的 K\GOHn
地势属于川东平行岭谷区n地貌以丘陵为主k

占 本 区 幅 员 面 积 的 RT\KOHc其 次 为 低 山k占 本 区

幅 员 面 积 的 NO\NOHc河 谷 平 坝 很 少k仅 占 本 区 幅

员面积的 J\KOHn总体而言k农业立体气候不十分

明 显n多 年 平 均 降 水 量 GOOOSSk多 年 平 均 气 温

GI\MUk多年 平 均 日 照 时 数 GJJOVn水 稻 土q紫 色

土q黄壤q石灰土分别 占 本 区 幅 员 面 积 的 LO\OOHq

NO\OOHqGI\OOHqGL\OOHn土地利用结构为k耕地

占 本 区 幅 员 面 积 的 JI\KOHk园 地 占 N\LOHk牧

P草Q地占 G\IOHk水域占 K\OOHn由于本区疏林q
幼 林 占 林 地 比 重 较 大k加 之 有 部 分 宜 林 荒 山k林 地

虽 占 幅 员 面 积 的 JJ\RTHk但 森 林 覆 盖 率 低k为

GG\OIHn根据国家对三峡库区森林覆盖率要达到

NOHP包 括 经 济 林 为 NRHQ以 上 的 要 求~GJ!k认 为 本

区森林覆盖率应达到 LOH以上k目前 GG\OIH的森

林覆盖率与 LOH的目标还相差 GM个百分点n由于

市 区 占 地 面 积 大k农 业 人 均 耕 地 面 积 少k仅 有

O\OJRVSJk水土流失面积虽仅占本区幅员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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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土壤侵蚀模数较大’为 !$()*+,-$./’可见’水土流失较严重0此外’重庆市直辖以来’随着基础

设施建设的不断扩大’房地产开发和工业区建设的持续升温’产生的城市水土流失现象不容忽视’并且乱

占耕地现象时有发生0农业结构为’种植业占农业总产值 12#3%&’林业占 %#""&’牧业占 $4#"!&’渔业占

(#1!&0在种植业中’以粮经作物和水果为主’花卉种植业所占比重几乎为零0在产业结构中’二5三产业占

主导地位’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678)#%3&’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1&’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3&0本区

在 )个区当中’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人口密度 !13$人+,-$’农民人均纯收入 $"1"元’人均 678!!(("
元0此外’在调查中发现’由于本区位于城市工业的集中区域和9三废:治理不当’致使有些农田和水域遭到

了不同程度的污染0

;#<#= 本区生态经济的发展方向 利用城郊区位优势’大力发展蔬菜和花卉种植业5旅游观光生态农业

与鲜活畜禽产品5水产品5奶产品集约化生产业及食品加工业’使传统的粮经果菜结构向菜旅花牧加结构

转变’以提高城郊农业综合服务功能0发挥生物资源优势’将缙云山自然保护区开发成森林生态旅游区0加

速 发展与城 市 工 业 配 套 的 零 部 件 加 工 业0发 展 蔬 菜 和 花 卉 种 植 业 的 有 效 途 径 是 发 展 设 施 农 业>大 棚5温

室?’设施农业易于进行蔬菜5花卉种类和环境因子的调控’也易于调控时间结构’并且节约耕地0发展旅游

观光生态农业可以和城郊型小流域综合治理相结合’在小流域内’因地制宜地建成农作物梯田景观区5果

园采摘景观区5鱼塘垂钓景观区5水果或药材加工景观区等0

;#<#@ 生态环境保护的策略 为了使本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2%&以上’不但要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加强陡

坡退耕还林和荒山造林’增大林业用地面积’还要加强疏林5幼林的抚育改造0加强市区和城郊9三废:排放

的科学管理和治理’发展清洁生产’防治9三废:对农田和水域的污染A!2B!1C0加强监督执法力度依法保护水

土资源’防治乱占耕地和城市水土流失现象0

;#= D江万丘陵低山粮经果牧加生态经济区特征

;#=#< 该区包括江津市5巴南区5渝北区5长寿县5涪陵区5丰都县5忠县和万州区0幅员面积 !42"(,-$’占

库区幅员面积的 22#(!&’总人口 ")1#4)万人’占库区总人口的 )$#3%&0其中’农业人口 14(#21万人’占

本区总人口的 "$#!%&’占库区农业人口的 )3#!2&0
地势属于川东平行岭谷区0地貌以丘陵为主’其次为低山’第三为中山’第四为河谷平坝’分别占本区

幅员面积的 )2#$(&521#23&5!1#)"&52#4%&0低山和中山合计占 ($#"(&’可见’本区农业立体气候分层

比 较明显0多年平均降水量 !!31--’多年平均气温 !"#%E’多年平均日照时数 !2%1F0水稻土5紫色土5黄

壤5黄棕壤5石灰土分别占本区幅员面积的 21#24&52"#24&5!1#$(&5%#2"&5%#!1&0土地利用结构为’
耕地占本区幅员面积的 )%#3(&’林地占 $(#!"&’园地占 $#%$&’牧>草?地占 !#%3&’水域占 )#(1&0可

见’耕地比重偏大’林地比重偏小0森林覆盖率低’仅有 !1#22&’根据国家对三峡库区森林覆盖率要达到

)%&以上的要求A!$C’本区森林 覆 盖 率 应 达 到 2(&以 上’目 前 !1#22&的 森 林 覆 盖 率 与 2(&的 目 标 还 相 差

!4个百分点0农业人均耕地面积 %#!!2F-$’本区虽山体不大’坡度较小’但因是三峡库区粮食和经济作物

的主产区’坡耕地多’并且处于顺坡耕作状态’水土流失严重’水土流失面积占本区幅员面积的 (1#!)&’土

壤 侵 蚀 模 数 达 2(%$*+,-$#/0农 业 结 构 为 典 型 的 粮 猪 型 结 构’种 植 业 占 农 业 总 产 值 ("#!4&’林 业 占

!#31&’牧业占 21#13&’渔业占 2#2(&0在种植业中’以粮食和经济作物产值占主导地位0产业结构以二5
三5一产业排序为基本特征’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678$"#"(&’由于工业较发达的涪陵区5万州区5江津市位

于本区’第二产业增加值较高’占 67824#(!&’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2!#12&0本区在 )个区当中’人口密度

较大’为 )(3人+,-$’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低’为 !4)(元’人均 678较低’为 244)元0另外’经调查’在涪陵

区和万州区有些农田和水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9三废:污染0

;#=#= 本区生态经济的发展方向 发挥自然资源优势’继续发展大宗产品粮油种植业和水果种植业’但

要对品种进行改良或引进优良品种’以提高品质和单产0在涪陵区5万州区城郊的河谷平坝地带发展正季

节蔬菜’在高海拔地带发展反季节蔬菜0在涪陵区建立榨菜生产与加工观光种植园’在万州区建立柑橘采

摘观光种植园0在涪陵区至万州区的沿长江河谷地带建立香料林>香桂5白千层?种植带0发展生猪集约化

养殖业5食品加工和饲料加工业5香料加工业0在低山5中山区’发展山地立体农业5立体林业0本区文物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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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古刹庙宇等文化型生态景观资源丰富"应充分利用其历史文化和生物群落资源"发展文化型生态旅游#

$%&%’ 生态环境保护的策略 发展清洁生产"加强涪陵区!万州区!江津市市区和城郊(三废)排放的科学

管理和治理"防治(三废)对农田和水域的污染#加强小流域综合治理"防治水土流失"增加移民环境容量"
减少入库泥沙#即"优化土地利用结构"陡坡耕地退耕还林"改造疏幼林"增加森林覆盖率"缓坡*+,-./耕地

改建成水平梯田"并合理配套排灌水渠!蓄水池!沉沙凼等水利水保工程"保障人均 0%01230%40056,的基

本农田7483419#因受人力物力的限制"在一定的时期内"还有相当多的小流域得不到综合治理"对这些小流

域的缓坡耕地须采用等高耕作!等高植物篱等措施"陡坡耕地实行退耕还林"以尽量减少水土流失#
表 & 各区生态经济特征*4::;年/

<=>?@& <A@B=>?@CDBA@EA=F=EB@FGHBGEHCD=IFC@EC?CIGE=?J@ECKCLGEF@IGCKH*4::;/

特 征 指 标

MNOPQPRSTU5VWVUXPWYRXYUR

Z区

ZWP[YSN

\区

\WP[YSN

]区

] WP[YSN

^区

^WP[YSN

4幅员面积*_6,/ ,4:0 4:8;- 80,04 101‘

,总人口*万人/ 811%,, ;‘1%:‘ 1;;%1: ;4%-;

8农业人口*万人/ ,‘1%11 1:-%81 -:2%1‘ 18%81

‘河谷平坝占幅员面积a ,%;0 8%:0 ‘%:1 -%‘,

-丘陵占幅员面积a -1%;0 ‘8%,- 4,%08 ,4%8,

1低山占幅员面积a ‘0%‘0 81%82 8;%0: ‘‘%,,

2中山占幅员面积a 0%00 41%‘; ‘‘%:, ,:%0-

;多年平均降水量*66/ 4000 4421 44,2 4002

:多年平均气温*b/ 42%: 4;%0 42%2 42%4

40多年平均日照时数*5/ 4,,0 4801 4‘1; 41:0

44水稻土占幅员面积a 80%00 81%8: 40%04 ,%;2

4,紫色土占幅员面积a ‘0%00 8;%8: 4;%-0 :%0;

48黄壤占幅员面积a 42%00 41%,- 4:%0, 4-%22

4‘黄棕壤占幅员面积a 0%00 0%8; 40%-: ‘;%44

4-石灰土占幅员面积a 48%00 0%41 4:%:1 ,‘%1;

41森林覆盖率*a/ 44%02 41%88 ,,%:8 8:%0‘

42农业人均耕地面积*56,c人/ 0%0,- 0%448 0%404 0%4,0

4;水土流失面积占幅员面积a 4;%,0 -1%4‘ 11%-2 -2%04

4:土壤侵蚀模数*Xc_6,%V/ 4,-‘ 8-0, ‘‘2‘ ,8,2

,0耕地占幅员面积a ,2%;0 ‘0%2- ,0%0; 4,%--

,4林地占幅员面积a ,,%-1 ,-%4; ‘8%00 10%‘0

,,园地占幅员面积a ‘%80 ,%0, 4%21 ,%0,

,8牧*草/地占幅员面积a 4%20 4%02 2%;, ;%8;

,‘水域占幅员面积a ;%00 ‘%-1 ,%,- 4%8-

,-种植业占农业总产值a 18%20 -;%4: -2%;; 14%1:

,1林业占农业总产值a 0%;; 4%21 ‘%8: 1%‘0

,2牧业占农业总产值a ,:%;4 81%12 81%24 80%-2

,;渔业占农业总产值a -%14 8%8- 4%00 4%,‘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defa ‘%02 ,;%;- ‘-%‘0 -8%,4

80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defa -‘%‘1 8:%-4 ,8%2, ,8%;0

84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defa ‘0%;2 84%18 80%:; ,8%00

8,农民人均纯收入*元c人/ ,;1; 4:‘- 48:1 ,0:,

88人口密度*人c_6,/ 412, ‘-2 ,4‘ 4,1

8‘人均 def*元c人/ 44--; 8::‘ ,,1- ;‘8:

4gP[YSNhRXPWWYXSWi*_6,/j
,dWSRRkSklmVXYSN*XPNX5SlRVNOkPWRSNR/j

-1-‘期 杨爱民等n三峡库区农业生态经济分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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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1,.134
56*$&*.)-#*,7-$*-1,7$%8*$8-((*9-.2(*8*((-.2-&&,’.)%.#7,$$*#%,.:1)*$$%),$9/;34
<6*$&*.)-#*,70%((9-$*--&&,’.)%.#7,$$*#%,.:1)*$$%),$9/;34
=6*$&*.)-#*,7(,>?,’.)-%.,’1-$*--&&,’.)%.#7,$$*#%,.:1)*$$%),$9/;34
@6*$&*.)-#*,7?%22(*?,’.)-%.,’1-$*--&&,’.)%.#7,$$*#%,.:1)*$$%),$9/;34
A"8*$-#*-..’-(+$*&%+%)-)%,./??34
B"8*$-#*-..’-()*?+*$-)’$*/C34
DE"8*$-#*-..’-(1’.10%.*)%?*/034
DD6*$&*.)-#*,7+-2291,%(-$*--&&,’.)%.#7,$$*#%,.:1)*$$%),$9/;34
DF6*$&*.)-#*,7+’$+(*1,%(-$*--&&,’.)%.#7,$$*#%,.:1)*$$%),$9/;34
D!6*$&*.)-#*,79*((,>1,%(-$*--&&,’.)%.#7,$$*#%,.:1)*$$%),$9/;34
D56*$&*.)-#*,79*((,>G$,>.1,%(-$*--&&,’.)%.#7,$$*#%,.:1)*$$%),$94
D<6*$&*.)-#*,7(%?*1),.*1,%(-$*--&&,’.)%.#7,$$*#%,.:1)*$$%),$9/;34
D=H,$*1)&,8*$-#*/;34
D@"#$%&’()’$-(&’()%8-)*2(-.2+*$&-+%)-/0?FI+*$1,.34
DA6*$&*.)-#*,71,%(*$,1%,.-$*--&&,’.)%.#7,$$*#%,.:1)*$$%),$9/;34
DBJ,%(*$,1%,.?,2’(’1/)IK?FL-34
FE6*$&*.)-#*,7&’()%8-)*2(-.2-$*--&&,’.)%.#7,$$*#%,.:1)*$$%),$9/;34
FD6*$&*.)-#*,77,$*1)(-.2-$*--&&,’.)%.#7,$$*#%,.:1)*$$%),$9/;34
FF6*$&*.)-#*,7,$&0-$2-$*--&&,’.)%.#7,$$*#%,.:1)*$$%),$9/;34
F!6*$&*.)-#*,7#$-11(-.2-$*--&&,’.)%.#7,$$*#%,.:1)*$$%),$9/;34
F56*$&*.)-#*,7>-)*$G,29-$*--&&,’.)%.#7,$$*#%,.:1)*$$%),$9/;34
F<6*$&*.)-#*,77-$?%.#,’)+’)8-(’*-&&,’.)%.#7,$#$,11-#$%&’()’$*,’)+’)8-(’*/;34
F=6*$&*.)-#*,77,$*1)$9,’)+’)8-(’*-&&,’.)%.#7,$#$,11-#$%&’()’$*,’)+’)8-(’*/;34
F@6*$&*.)-#*,7-.%?-(0’1G-.2$9,’)+’)8-(’*-&&,’.)%.#7,$#$,11-#$%&’()’$*,’)+’)8-(’*/;34
FA6*$&*.)-#*,77%10*$9,’)+’)8-(’*-&&,’.)%.#7,$#$,11-#$%&’()’$*,’)+’)8-(’*/;34
FB6*$&*.)-#*,7+$%?-$9%.2’1)$9-&&,’.)%.#7,$MN6/;34
!E6*$&*.)-#*,71*&,.2-$9%.2’1)$9-&&,’.)%.#7,$MN6/;34
!D6*$&*.)-#*,7)*$)%-$9%.2’1)$9-&&,’.)%.#7,$MN6/;34
!FH-$?*$:1.*)%.&,?*+*$&-+%)-/9’-.I+*$1,.34
!!6,+’(-)%,.2*.1%)9/+*$1,.1IK?F34
!56*$&-+%)-MN6/9’-.I+*$1,.3L

OLP Q武秭中山低山果林粮牧特生态经济区

OLPLR 该区包括武隆县S石柱土家族自治县S开县S云阳县S奉节县S巫溪县S巫山县S巴东县和秭归县T幅

员面积 !EFEDK?FU占库区幅员面积的 <FLFD;U总人口 =AAL=B万人U占库区总人口的 !5L@F;T其中U农业

人口 <B@L=5万人U占该区总人口的 A=L@A;U占库区农业人口的 5EL5B;T
地势属于川东盆边山地和鄂西山地U具体来讲U在开县S云阳段U其南面八面山弧的七曜山和平行岭谷

至此 收 缩 成 密 集 的 背 斜S向 斜U从 而 出 现 岩 层 角 度 较 大 的 单 斜 地 形 和 中 山4在 奉 节 至 秭 归 段U山 体 明 显 抬

升U经河流下切U形成以三叠纪灰岩为主体的高山和峡谷U著名的V三峡W就位于此段T地貌以中山为主U低

山次之U丘陵和河谷平坝很少U分别占本区幅员面积的 55LBF;S!ALEB;SDFLE!;S5LB=;U农业立体气 候

分 层十分明显T多年平均降水量 DDF@??U多年平均气温 D@L@CU多年平均日照时数 D5=A0T水稻土S紫色

土S黄壤S黄棕壤S石灰土分别占本区幅员面积的 DELED;SDAL<E;SDBLEF;SDEL<B;SDBLB=;T土地利用

结 构 为U耕 地S林 地S园 地S牧/草3地S水 域 分 别 占 本 区 幅 员 面 积 的 FELEA;S5!LEE;SDL@=;S@LAF;S

FLF<;U森林S牧草资源较丰富T在林业用地中U宜林荒山比重较大T森林覆盖率 FFLB!;U根据国家对三峡

库区森林覆盖率要达到 5E;以上的要求XDFYU本区森林覆盖率应达到 5<;以上U目前 FFLB!;的森林覆盖率

与 5<;的目标还相差 FF个百分点T农业人均耕地面积 ELDED0?FU由于山高坡陡U坡耕地多U滑坡发生频

繁U水土流失十分严重U水土流失面积占本区幅员面积高达 ==L<@;U土壤侵蚀模数达 55@5)IK?FL-T在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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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中!种植业占农业总产值 "#$%%&!林业占 ’$()&!牧业占 (*$#+&!渔业占 +$,,&-产业结构以一.三.
二产业排序为基本特征!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01’"$’,&!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2($#2&!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本区在 ’个区当中!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仅有 +()*元!人均 /01也最低!为 22*"元!人口密度

较小!为 2+’人3452!但仍高于全国 +2%人3452的平均水平-

6$7$8 本区生态经济的发展方向 在海拔 *,,5以下发展柑橘等优质水果和坚果产业带!在山区发展优

质干果9核桃.银杏.板栗等:产业带-利用垂直高差大.立体气候分层明显的优势!采用生态技术!发展立体

农.林业-根据草场资源较丰富的特点!对天然草场进行改造!建成高质量人工草场!发展肉牛和奶牛养殖

业.肉羊和半细毛羊养殖业及畜产品加工业-利用立体气候明显的条件!发展茶叶种植与加工业及杜仲.厚

朴.黄连.云木香等中药材种植与加工业-利用天然观赏型生态景观资源多的优势!发展生态旅游业!如将

;大三峡<.;小三峡<开发成水域生态旅游区等-在 2"=>("=的山地建设速生丰产用材林和工业原料林基地-

6$7$7 生态环境保护的策略 转变粮食自给的观念!通过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农产品商品率!陡坡须

退耕还林还草!加强宜林荒山造林!大力推广小流域综合治理技术!提高森林覆盖率!增加移民环境容量!
以便早日实现森林覆盖率 ’"&以上的目标-本区野生动植物资源较为丰富!可建立 (>"个自然保护区!以

保护生物多样性?+(>+*@-对未进行坡改梯的缓坡耕地须采用等高耕作.等高植物篱等水土保持措施!以便有

效地减少水土流失-绘制滑坡危险区图!建立滑坡预警系统!加强滑坡的防治-退耕还林还草应避免一味地

退种经济林的倾向!应遵循的原则是A在 2"=>("=之间!既可种植经济林!也可种植生态公益林或用材林B在

("=>’,=之间!须种植生态公益林BC’,=既可种植生态公益林!也可种植牧草-营造生态公益林要适当搭配

针叶树.阔叶树比例!就营造针叶树纯林而言!故然要以马尾松.杉木等乡土树种为主!但也要适当搭配耐

虫性强的火炬松.加勒比松.湿地松!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治森林病虫害的发生-

6$6 D兴宜低山中山丘陵林果牧粮生态经济区

6$6$E 该区包括兴山县.宜昌县-幅员面积 *,*’452!占库区幅员面积的 +,$’%&!总人口 %+$"%万人!占

库区总人口的 ’$++&-其中!农业人口 *($(*万人!占该区总人口的 ##$*#&!占库区农业人口的 ’$2)&-
地势属于大巴山弧和黄陵背斜-地貌以低山为主!中山次之!丘陵较少!河谷平坝最少!分别占本区幅

员面积的 ’’$22&.2)$,"&.2+$(2&."$’2&!农业立体气候分层明显-多年平均降水量 +,,#55!多年平

均气温 +#$+F!多年平均日照时数 +*),G-水稻土.紫色土.黄壤.黄棕壤.石灰土分别占本区幅员面积的

2$%#&.)$,%&.+"$##&.’%$++&.2’$*%&-土 地 利 用 结 构 为!耕 地 占 本 区 幅 员 面 积 的 +2$""&!林 地 占

*,$’,&!园地占 2$,2&!牧9草:地占 %$(%&!水域占 +$("&!森林.牧草资源丰富-在林业用地中!宜林荒

山和灌木林地比重较大!森林覆盖率 ()$,’&!为库区内的主要林业区域-根据国家对三峡库区森林覆盖率

要达到 ’,&以上的要求?+2@!本区森林覆盖率应达到 *,&以上!目前 ()$,’&的森林覆盖率与 *,&的目标

还相差 2+个百分点-由于人口密度最低!为 +2*人3452!农业人均耕地面积最大!为 ,$+2,G52-水土流失

较严重!水土流失面积占本区幅员面积的 (#$,+&!土壤侵蚀模数 2(2#H3452$I-农业结构为!种植业占农业

总产值 *+$*)&!林业占 *$’,&!牧业占 (,$"#&!渔业占 +$2’&-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第二.
三产业相当!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01"($2+&!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2($%,&!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2($,,&-农

民人均纯收入较高!为 2,)2元!人均 /01也较高!为 %’()元-

6$6$8 本区生态经济的发展方向 将海拔在 *,,5以下的一定数量的坡耕地改造成脐橙种植园!扩大脐

橙种植面积!建成脐橙生产基地-北部大巴山弧!在海拔 +%,,5以上有较大面积的夷平面!山原面有广阔平

坦的草地!应加以人工改造!建成草食畜牧业基地-在低丘区应发展大宗粮食生产!但应改良品种或引进优

良品种!提高品质和单产!在高丘区应发展用材林和生态公益林-本区有大面积的灌木林!应改造成生态功

能更强大的乔木林?+(>+*@-发挥生物资源优势!将神龙架自然保护区开发成森林生态旅游区-在山区!利用

立体气候分层明显的优势!采用生态技术!发展立体农.林业-

6$6$7 生态环境保护的策略 对现有天然林及其内的动植物资源要严加管护!以发挥其生态防护作用和

保护生物多样性-转变粮食自给的观念!陡坡须退耕还林还草!加强宜林荒山造林!提高森林覆盖率-对未

进行坡改梯的缓坡耕地应采用等高耕作.等高植物篱等水土保持措施!以便有效地减少水土流失-退耕还

#*"’期 杨爱民等A三峡库区农业生态经济分区的研究

万方数据



林应以生态公益林为主!以经济林为辅!营造生态公益林在一定范围内针叶树"阔叶树比例要适当搭配!以

有效地防治森林病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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