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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农牧交错带土地利用现状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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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要研究内蒙古典型地区多伦县土地利用现状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3主要包括土地利用方式m程

度和效率等D研究表明=在近一个时期3该地区人口在不断增长3土地利用结构在不断变化3如自 :B;"年到

:BBB年 期 间3其 耕 地 由 原 来 的 :;n;"o上 升 到 "!n$Bo3增 长 了 :"n!poA而 草 地 由 原 来 的 #:n?Bo降 到

"pn:"o3消减了 :#nppoA林业用地由原来的 >n:po降到 !n;?o3下降了 :n!Bo3这种结构性的变化3致使

植被m林地在减少3草原在退化D如 !$世纪 #$年代最高产草量9鲜重<可达 ?#$$qRrGP!3到 :B;"年下降到

"$$$qRrGP!3而现在只有 :#$$qRrGP!A而这种草场退化结果又导致农田沙化3肥力下降3如农田比草地 土

壤有机质低 #$o左右3而 .msmtN等其他元素在 "$o左右A草地与沙化草地相比3有机质m.msmtN的含量

普遍低 !$oC#$oD为此3在本区必须进行土地分类和土地潜力分类为主的土地利用评价3以满足土地得

以合理利用和自然保护等现代土地利用规划的需要3使生态环境得以良性循环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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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农牧交错带农耕历史与环境变化

北方农牧交错带是环境变化最敏感的地带‘该地带气候环境的干湿更替明显$每一次变更$都深刻地

影响着农牧业生产的兴衰‘当气候进入干燥期$畜牧业得以发展$农耕减少]相反$当气候进入湿润期$农耕

得以发展$畜牧业受抑‘在干湿环境转变期$农牧交错$而且偏西北为牧农交错$偏东南为农牧交错‘
该地带属于生态环境脆弱带$即使在较短时间内$其环境变化过程仍很明显‘依据其降水变化在不同

尺度的波动性$史培军曾提出a波动农牧业b的战略与战术$即实行旱作农业c放牧畜牧业的丰欠互补$从而

开发a环境变化b的资源价值d/e‘

f 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界限

据g内蒙古自治区农业区划开发总体规划h一书d7e$内蒙古自治区的林区有 6个旗市$牧 区 有 74个 旗

市$而农牧林交错区 54个旗县市$占总规划旗县市的 OB2$其中三大农牧区包括 6R个旗县市M占总规划旗

县市的 .6062N‘
从表 /的比较看出$多伦县所在的阴山南北麓农牧区人均耕地相对较多$草地较少$热量资源较差$但

光温生产潜力可提高 7I4倍$光c温c水生产潜力可提高 /05I70B倍$人均占有粮食和牛羊猪肉均较少$
农牧民人均收入位于自治区末位‘

从 资 源 利 用 效 率 看 三 大 农 牧 区 人 口 占 自 治 区 总 人 口 的 5406R2$他 们 用 占 自 治 区 OB0.O2的 耕 地

M多N$/10//2的草地M少N$生产出自治区 O4042的粮食M多N$6B04/2的大小畜M少N$O60B52的生猪M多N‘
但从提供的农业总产值份额看$三大农区人均贡献率并不高d7e‘

i 土地利用与土地沙化的关系

所谓土地沙质荒漠化$意旨在干旱多风沙质的地表情况下$高强度的人类活动破坏了本来就很脆弱的

生态平衡$造成地表出现的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土地退化‘而土地持续利用与生态c经济和社会 4方面

的许多因子密切相关$不同因子由于其性质和特征不同$对土地持续利用的影响也就不同d4e‘作为农牧交

错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土地利用不合理$且土地资源的种类划分不清$因此而不能合理利用资源$是导

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因素‘多伦县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位于北方农牧交错带的中南部$地貌与气象以及农

牧比例等为典型农牧交错区‘
早在清朝中期以后$多伦县移民增多$农垦面积扩大$植被减少$草原退化‘由于草场沙化c退化严重$

单 位 面 积 产 草 量 逐 年 下 降$据 调 查$7B世 纪 .B年 代 最 高 产 草 量M鲜 重N可 达 O.BBP%Q9-7$/R14年 下 降 到

4BBBP%Q9-7$现在只有 /.BBP%Q9-7‘由于饲草短缺$牲畜总头数增加$导致畜牧业生产徘徊不前‘目前$农

牧业发展面临着两大突出问题$其一$种植业广种薄收$耕作粗放$土壤肥力下降$耕地风蚀沙化严重M农田

沙化面积占耕地面积的 7/2N$导致粮食单产 低 而 不 稳$生 产 效 益 面 临 滑 坡]其 二$由 于 过 度 放 牧$草 场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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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沙化"占草场总面积的 ##$%严重&草场产量和质量低下&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表 ( 内蒙古自治区三大农牧区的比较

)*+,-( ./01*234/54*0/5678-782--,*26-479*20356:1*47/2*,2-63/5435;55-2</56/,3*
区 域

=>?@ABC
西辽河流域农牧区

D>CE>FBG@HAI>F@J>F
阴山南北麓农牧区

K@BCIHBLAMBEH@BHF>H
黄河流域农牧区

K>NNAO=@J>FDHE>FCI>P
位 置

GAQHN@ER
自治区东部&内蒙古高原

向东北平原过渡地带

自治区东南部&黄土高原&晋冀

山地与内蒙古高原过渡地带

自治区中西部

的黄河中游

包 括 旗 县 市 数 SMTU>FAV
WAMBE@>C

#X YZ Y[

农 业 人 均 耕 地 面 积"IT#%\HFT]
GHBPHF>Ĥ_>FCAB

X‘[a X‘Zb X‘[a

农 业 人 均 草 地 面 积 "IT#%
cFHCCNHBPHF>Ĥ_>FCAB

Y‘dX X‘ea Y‘#d

太阳辐射"Lf̂"T#gH%%
hANHFFHP@HE@AB

eXY[iZYaa e[eXieaeX eaeXiZXeX

jYXk积温 l>T_>FHEMF>
HQQMTMNHE@AB

Yadei[#Ya YZXXi#mXX #mXXi[#XX

降水量"TT%nF>Q@_@EHE@AB [eXideX [eXidXX YeXidXX
光 温 生 产 潜 力 "o?̂ IT#%
_IAEACRBEI>C@C]E>T_>FHEBF>
_FAPMQE@J@ER

YYeZeiYZ[eX [YZ[‘ei[mZm‘e dbm[‘eieZ[Y

粮食单产"o?̂ IT#%K@>NP #bXX Y[[e [ZYe
人 均 占 有 粮 食"o?%\AAPCEMVV̂
_>FCAB

emb‘m [bX‘Z e[[‘d

YaaX年 农 民 人 均 收 入"元%L>HB
@BQAT>@BYaaX

db[ [eZ Z[[

农 牧 业 占 农 业 总 产 值 的$
n>FQ>BEH?>

Y‘ab #‘[e [‘dY

农 业 人 均 牛 羊 猪 肉 占 有 量"o?%
\N>CÎ_>FCAB

#X‘d [Y

pq( 土地利用结构

在原有统计数字基础上&于 Yaaa年利用遥感图像和数据信息&取得较为准确的土地利用数据rds’全县

m个一级地类中&耕地 Y#eX[ZqbIT#&占总土地面积的 [#qXb$t天然牧草地 YdXmmmqaIT#&占总土地面积

的 [ZqY[$&未 利 用 土 地 YXeeddqYIT#&占 总 土 地 面 积 的 #bqXb$&林 地 YYYa[q#IT#&占 总 土 地 面 积 的

#qmb$&其它 b#edqaIT#&占总土地面积的 YqmZ$’由此可见&在一级地类这一层&多伦县的土地利用结构

是以耕地!天然牧草地和未利用土地 [项为主&它们之和占总土地面积的 aZ$’并形成u三三制v"即各类土

地各占近 Ŷ[%’这种结构体现了产业以农牧业为主&林业!其他与土地利用有关的产业&如渔业!园艺业等

微乎其微t
从二级地类看&在旱地中&旱地 YY#aaqZIT#&占耕地面积的 aZqdX$&占总土地面积的 [XqaY$t在 天

然牧草地中&退化天然牧草地 YYXeXYq#IT#&占天然牧草地的 bmqd[$&占总土地面积的 #mq#d$t在未利

用土地中&沙地 mZmbYq[IT#&占未利用土地面积的 m#q#[$&占总土地面积的 ##q#m$’数据表明&旱地!退

化 天然牧草地和沙地这 [种二级地类也成为u三三制v结构的主体&这种结构体现了多伦县的农业是建立

在旱地基础上&牧业是建立在退化天然牧草地基础上&环境是建立在沙地基础上’

pqw 地类的空间分布及其相互关系

耕 地x由南向北耕地逐渐减少&南端 Ye号乡耕地比例最大"Z#$%&其绝对数量也较大"YYebeqeIT#%t
北端蔡木山乡耕地比例最小"Y[$%&其绝对数也较小"bbbqaIT#%t中间的某些乡耕地比例数有起伏’

未 利 用 土 地x由 南 向 北 未 利 用 土 地 逐 渐 增 多&南 部 大 北 沟 乡 其 比 例 最 小"YY$%&其 绝 对 数 也 较 小

b#XYe期 刘全友等x北方农牧交错带土地利用现状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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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端蔡木山乡其比例数大!#+,)*其绝对数也最大!"-"-%+’(").中部的某些乡其比例数有

起伏/
天然牧草地0由南向北*其比例数比较均衡!约 12,)/只是南部 +-号乡和大北沟乡天然草地的比例较

小!约 "2,左右).其绝对数较小!13+#%2’(")*中间的某些乡其比例数稍有起伏/
林 地0由南向北林地逐渐增多*但总的来说其比例数字较小!4-,)*南端 +-号乡林地的比例数几乎

为 零!2%+&,).北端蔡木山乡林地比例数大!-,)*其绝对数稍大!"2$3%-’(")*中间的某些乡其比例数有

起伏/

5%5 土地利用程度及效率

关于土地利用程度及效率是个复杂问题/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观点*只有在生态上的持续性*才能保

证土地利用的程度及效率的可持续性617/

!+)多伦人均土地占有率!以 +88#年总人口 +2"2-$人为准) 人均国土面积 1%$"’(".其中人均耕地

+%""’(".人均林地 2%++’(".人均居民点用地 2%2#’(".人均水域面积 2%2"3’(".人均天然牧草地 +%1$

’(".人均未利用地 +%21’(".其中人均沙地 2%$-’(".人均裸岩 2%+1’("/数字表明*人均地9沙地过多*
人均林地过少/

!")土 地 利 用 率 及 效 益 全 县 土 地 利 用 率 3"%81,!除 未 利 用 土 地 外).土 地 垦 殖 率 1"%23,!以

+"-21&%3’("耕 地 为 准).草 场 载 畜 量 1%3$头:’("!以 +88&年 &月 12日 全 县 有 大 小 牲 畜 -1"22$头 为

准)*可见其草地效益是很低的.国土效益为 "3&元:’("!以国民生产总值 +23-2万元为准).耕 地 效 益 为

##"%-元:’("!以农业产值 --1$%-万元为准).林地效益为 #"1元:’("!以林业产值 #31%$万元为准).可

以认为*土地利用率不高*而垦殖率高*效率很低/

5%; 土地利用方式及体制

多伦县除少数农场9林场9牧业点外*基本上为一家一户自由生产的小农体制.锄头9犁耙9畜耕的生产

工具.耕作粗放9滥垦过牧9靠天吃饭的经营方式/据统计*"2世纪 $2年代的土地利用结构是0农业用地占

+$%$1,*林业用地占 #%+&,*牧业用地占 -+%38,*未利用土地占 "-%""+&,*!难用地占 "2%2-,*其它占

-%+3,)</而到 82年代末*由于社会及机械化的发展*土地利用结构主要围绕着耕地与牧业用地比例而消

长*即耕地由原来的 +$%$1,上升到 1"%23,*增长了 +1%"&,.而牧业用地由原来的 -+%3,降到 1&%+1,*
消减了 +-%&&,.林业用地也由原来的 #%+&,降到 +%"8,*下降了 +%"8,.这一结构性的变化*从而更加剧

了环境的恶化/

; 土地利用与土壤养分的关系

对土地采取不同的利用方式将对土壤肥力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在农牧交错带*种植业的发展

有的仅数十年历史*但由于广种薄收*经营粗放*有机质减少*土壤严重退化/为此*针对多伦县 &个土壤类

型<和农田9沙化农田*草地和沙化草地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布点采样 &+个*用标准方法对样品进行处

理与测定6-7/
由表 "可以看出*一是从土地利用方面*农田比草地土壤有机质低 -2,左右*而 =9>9?@等其它元素

约在 12,左右*由于过度开垦和放牧*使农田和草地沙化*肥力下降*农田与沙化农田*草地与沙化草地相

比*从有机质9=9>和 ?@的含量看*普遍相差在 "2,A-2,/据肖洪浪6&7对河北坝缘简育干润均腐土耕种

过程的退化研究表明*土壤养分变化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0其一*土壤向贫瘠化方向演变/随耕龄增加*除

土壤钾素的变化无规律外*土壤有机质9全 =9全 >和速效养分含量总体呈明显降低*相对非耕地而言*2A

"2B(耕作层养分的减幅多在 &2,以上*丘陵高地耕层养分衰减的速率比平地耕种土更快/其二是在养分

除C外在剖面随土层深度增加而线性衰减的变率*并且其值多是随耕龄的增加而减少的规律/二是耕层土

壤颗粒组成的变化/区内土壤质地受母质影响*表现出山地以砂壤和壤质为主*其粘粒含量在 "2,左右*由

$"2+ 生 态 学 报 "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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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年复一年的耕种风蚀沙化过程!耕层明显粗化!肥力丧失"研究结果表明#相对耕龄较短 $%&的耕地!其

最易风蚀的 %’%%()%’%$**的粉砂比例下降近 +%,!在粗化过程中粒度分布具有倾向风积沙方面演变"
三是土壤水分条件的变化"土壤质地-肥力和耕作过程直接影响土壤水分状况"随耕种时间增加-土层板

结-土壤容重明显增大!如老耕地容重增加近 .%,!%)$%/*土层容重加 权 平 均 值!平 地 耕 作 土 从 .’+012

/*3增加到 .’$012/*3!山地耕种土 .’3312/*3增加到 .’+$12/*3!其保水能力下降 $%,左右"
表 4 多伦县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有效态含量

567894 :;<6=>?@6AA9;?B=A9=A6=C6D6>867>8>AEBF=GA;>9=AH>=C>FF9;9=AAEI9HBF86=CGH9>=JGB8G=?BG=AE

土地类型

K&LMNOPQ
有机质R12S1T
UV1&LW/*&NNQV

营养元素有效态含量R*12S1TXY&WZ&[ZQL\NVWQLN/]L/QLNV&NW]L

^ _ ‘ aL bL c b]

农田 XV&[ZQZ&LM (def ($ge0 de3( .(3e$ %e0g .3ef0 %e+g %e%d

沙化农田 hQiQVNWjWQMXV&[ZQZ&LM .+e+ .3ge. +ef$ ...ef %ed( .3ed( %e+g %e%+

草地 kV&iiZ&LM +3e( (.de% $e%g .%3e$ %ed% .(e0d %e$3 %e%$

沙化草地 hQiQVNWjWQM1V&iiZ&LM .3ed .+$e( (e$% .3$ef %e$+ ..e($ %e+g %e%$

l 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土地!开展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改善生态环境

m中国农业区划n中提出!内蒙古长城沿线区内的o内蒙中部半农半牧区pq(r是北方农牧交错区的最重

要的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也是国家近期及今后农业发展和治理的重点类型区之一"本区位于内蒙古中部和

东南部!以科尔沁草原为主!包括兴安盟大部-哲里木盟-赤峰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乌兰察布盟阴山北

麓及河北省坝上地区!共 3.个旗R县-市T"根据 .ff%年统计!总土地面积 .$’f万S*(!总人口 f$0’.万人!
耕地 (df’(万 s*(!分别占内蒙古及长城沿线区的 .f’f,-($’0, 和 3d’g,!人口密度为 d%’(人2S*(!是

北部草原牧区和南部长城沿线区之间的农牧交错地区"
该地区的自然条件!全年t%u积温 3%%%)3d%%u!极端低温平均值为v($u!冬小麦不能越冬!大部

分地区热量条件可满足高梁-玉米等喜温作物中晚熟品种一年一熟的要求"年降水量为 3(%)+$%**!降水

变率w(%,!年降雨量 +%%**的保证率仅 +%,)$%,"已接近或低于旱作农业稳定生产的需水要求!但除

河北坝上及乌兰察布盟阴山北麓外!大部地区的地表水及地下水资源条件尚好"较为丰富的地表水和较易

开采的地下水!为本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该区的水热条件宜于牧草生长!有利于人工草场建设"年湿润度 %’$)%’d!是干旱草原最好的水分条

件!且 牧 草 生 长 期 比 北 部 牧 区 长!t$u的 青 草 期 .0%).f%M!天 然 草 场 鲜 草 产 量 一 般 为 3%%%)+$%%S12

s*(!草群以禾本科的针茅为主!一般能满足高产优质牧草对水热条件的需求"本区家畜放牧-越冬条件亦

优越于其它地区!o白灾p发生少"日平均气温xv$u的掉膘日数有 3个月!日平均气温 g)(%u的抓膘日

数可达 f%).(%M"受干旱威胁比西北部牧区轻"
但多年来!随着人口的大量增长!本区成为内蒙古及长城沿线区毁草滥垦的重点地区!以农挤牧!农牧

矛盾日趋严重"特别是经过 .f$g).fd(年及 .fdd).f0d年两次大肆滥垦!耕地面积比建国初扩大了 ()3
倍!河北坝上 d县人均耕地 %’+$s*(!波状起伏的沙质草原几乎成为滩坡结合的农田!但其中宜农的滩川地

只占 ((,!其余大部分为薄层土地以及大于 .$y的坡地和受风蚀的沙地"加之采取广种薄收的经营方式!施

肥面积小!施肥量少!导致土壤肥力下降!与开垦前相比!土壤有机质含量普遍减少了 $%,左右"较为丰富

的水资源未合理开发利用!现有水利设施也未能充分发挥效益"因而农作物产量长期低而不稳!大面积新

垦 农田粮食单产不足 .$%%S12s*(".fg+年河北坝上 d县粮食平均单产仅 +3$S12s*("毁草滥垦使草场面

积日益缩小!而超载过牧!造成大面积草场退化!如科尔沁草原草层高度与 $%年代相比降低了 .%).$/*!
亩产草量减少了 3%,!严重影响畜牧业的发展"

本区位于干旱多风地带!春季干旱!大风频繁!如河北省尚义县 0级以上大风年均为 $dM!最大风速达

.’0%*2iq0r!具有沙漠发生的自然基础"滥垦乱牧大量破坏天然植被的结果!使本区成为近代土地沙漠发生

f(%.$期 刘全友等#北方农牧交错带土地利用现状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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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最严重的地区!河北坝上及内蒙古科尔沁地区"沙漠化土地由 #$世纪 %$年代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

&’()*和 +’(+*"上升为 #$世纪 )$年代中期的 #,(-*和 +)()*"尤以科尔沁地区和哲里木盟最为严重!
全盟沙漠化土地及潜在沙漠化土地已达土地总面积的 ,+()*"成为农牧业生产的主要威胁!针对本区农牧

业生产存在的问题"应采取如下措施.

/合理调整大农业生产布局"强化农牧结合01逐步退坡地2低产2劣质田和沙化草地"加强建设高标

准 基 本 农 田"培 肥 地 力"以 地 养 地"以 牧 养 地03加 强 草 场 建 设"发 展 多 种 形 式 的 农 牧 结 合04建 立 防 护 体

系"改善生态环境!
如何合理利用土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即土地可持续利用就是实现土地生产力的持续增长和稳定性"

保证土地资源潜力和防止土地退化"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即达到生态合理性2经济有效性和

社会可接受性5,6!土地评价是土地利用规划的主要依据"是合理持续利用土地的重要手段!在农2林2牧结

构调整的基础上"为准确利用现有土地沙化及土地利用的数据2资料和信息"进行以土地分类和土地潜力

分类为主的土地利用评价"以满足土地得以充分利用和自然保护等现代土地利用规划的需要"以使生态环

境得以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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