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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 89C$年土壤普查数据和 8999D!$$$年土壤质量调查和地下水调查数据进行对比和空间计算3
看出土壤质量变化在空间上存在较大的空间变异性>在综合自然p社会经济信息3对曲周县进行的生态经

济综合分区基础上进行农户调查3对各分区土壤质量状况及其变化以及不同分区之间农户行为差异的分

析表明<农户主要通过种植行为选择和经营投入和资源利用等行为对土壤质量和环境产生影响3不同类型

农户在种植行为选择和经营投入上有较大差别E
关键词<生态经济分区>农户>土壤质量变化

qkNrLHJlGsLkNdkKIiNGsrGMtuHKtMLlKIJLkNKIKtlrMrGssKjO
kGHrNkGtJvKrNJGINdGwNdGIGOlxGIN
)mm%.+4R6A*RP6[3m?ybT6Az06[3y{%.+‘T6[Az06[ 7|}~!"#$}%#&’()"*+,-#,"!-.}/&,"+}

!%01%2*"&%$}%#3+*}%+}345*%}/}()"*+,-#,"!-6%*2}"/*#738}*9*%)8$$$9:345*%!;2:;<=>;?@?AB;=CBDB;=3EFFG3EG7H;<

IIJKDIILL2

fvrLjKdL<?6aTZQbT{05̂Tb01azT̂X06̂RnR1RQU-ÛQTY3\PZYb05̂Tb01â bPWTnT_0YTQbTnP̂R_P6aYP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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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C人口增加与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的压力越来越大b因而C人们也越来越关注土地资源的状况

与管理b土壤质量变化固然有自然因素变化的作用C但根本的原因却在于人类对土地利用的选择与投入产

出C使土壤质量发生了变化b根据 c((6+$H和 d.A:($’*:($等e!f的研究表明C土壤肥力状况受农户在土地

利用方式选择决策和技术选择N化肥g有机肥施用g秸秆还田等P的影响b
从 !"4"年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g实施联产承包经营体制开始C千家万户的小农成为农村社会经济

中最重要的经营决策单位e5fb农户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C他的生产g消费和劳动力供给除受其自身的社会

经济条件有关C同时受到自然条件的约束b根据区域的自然经济条件C进行生态经济分区C并在分区的基础

上进行农户调查C结合土壤质量变化调查数据C对农户行为与环境变化进行分析C将有助于农户与土地持

续利用之间的关系C为区域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C生产力合理布局C区域发展规划决策提供战略性科学依

据C促进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b

h 资料来源

本 文以黄淮海平原集约化农业区县ii曲周县为例C采用了 !""4j!"""年k曲周县国民 经 济 统 计 年

鉴l村级统计数据g土地利用现状图g土地综合生产力评价数据C同时参考了各类统计报表及图表资料等有

关资料C进行农业生态经济综合分区b
农户数据是 5000年以农业生态分区为基础C按分区结果进行分层C用等距抽样从各分区抽取各分区

样本村C再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C抽取样本农户C进行农户调查C所获得的 89个村 !45农户 !"""年度投

入产出资料C其他农户数据还有 !""Dg!""/年的农户投入产出数据b
土壤质量及其变化数据采用 !"/0年土壤普查数据和 !"""年 !4"个地下水位观测点观测数据g!"""j

5000年土壤质量调查 4"个点数据N调查点选取上C结合曲周县 !"/0年土壤普查资料C同时考虑土种分布

均匀性C尽量靠近原普查主剖面点采用挖掘典型剖面或设置农化样点PeK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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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生态经济分区

农业生态经济分区"其性质属于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功能分区"它综合考虑影响农业生产的多因子及

作用于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各种内外机制#物质循环#能量转换特点和经济发展现状与潜力而进行的空间

分割$%&’它从区域的整体观念出发"把特定的区域划分为若干不同层次#各具特点的农业生态经济功能单

元’其实质是对区域生态#经济#技术因素在空间状态的分类’本文遵循生态学原理"结合自然#经济#技术

等方面状况和发展水平"定性和定量相结合#行政区域完整性和地域的连续性原则"进行多因素综合分区’

!() 指标体系与分区方法

针对曲周县的自然环境特点及其生态经济特征"选取反映资源状况#土地利用生态#生产条件与经营

规模#生产种植结构#生产经济水平方面的指标共 *类 +,个-见表 ./’

表 ) 曲周县生态经济分区初选指标

01234) 567891:;<=>=:4?;@1A<;B49;3;A8913C;6486DECF;EG;E6:>

资源状况指标

HIJKLMNIOPQONRSKM

生态指标

TNKUKVONRUOPQONRSKM

生产条件与经营规模

WMKQLNSOKPNKPQOSOKP

生产结构指标

WMKQLNSOKPJSMLNSLMI

生产经济水平

WMKQLNSOKPUIXIU
人口密度YZ 景观多样性[Z 劳动力耕地面积YZ 蔬菜播种比例YZ 人均粮食产量YZ

人均耕地面积YZ 土地利用程度\Z 耕地机井数YZ 秋粮播种比例YZ 人均纯收入YZ

土壤质量指标]Z 距道路的距离^ 棉花播种比例YZ 户年均大畜YZ

未利用土地比^ 干支渠密度^Z 油料播种比例YZ 户均养猪Y
深_浅层淡水灌溉比‘Z 夏粮播种比例YZ 人均养禽Y

工矿用地比Y 夏粮#秋粮#蔬菜#
油料#棉花的单产YZ

Z Y采用统计数据进行计算a]以小麦#玉米土地综合生产力评价值作为该村的土壤质量指标a\土地利用程度"根

据土地自然综合体在社会因素影响下的自然平衡状态分为 %级$*",&"按各级土地利用面积之和与土地利用总面积之比计

算a[利用 bcRPPKPdeIRPIM指数$f&进行计算â 通过 gMNhOIi软件"以土地利用现状图#道路#干支渠图和曲周县村界图

计算a‘采用土地评价中通过水浇地面积与深井#一般机井和距河流距离进行回归所得的函数关系"计算各村深井的灌

溉面积#浅层淡水面积比aZ筛选出用于实际分区的指标

分区以 +%j个行政村为最小分类单元"运用聚类分析进行分区’分区中考虑到测定数量值的单位不统

一"采用了标准差标准化变换"对所有原始数据进行变换’由于曲周县有的村存在某些变量值缺省"而又要

对曲周各村进行分区"采用其他方法将难以对曲周各村进行分区’所以"研究采用 bWbb中的 kdlIRPJ算

法"使用 k均值分类法"以类间方差远大于类内的误差均方及变量无差异假设成立的概率小于 m(.n为条

件进行变量筛选"剔除工矿用地比#未利用土地面积比#距道路距离#户均养猪#人均养禽等指标"选出用于

曲周县农业生态经济分区的 +m个聚类变量进行聚类-见表 ./’

!(! 分区结果

根据聚类的相关原则将曲周县分为o低收入低产产油区#中等收入高产粮食产区#低收入中产粮食产

区#高收入蔬菜产区-以下分别简称为一#二#三#四类区/%个生态经济综合分区’
一类区人口密度小"人均耕地面积 mp.%fcqj"人均年收入最低"为 jjm*元a粮食单产最低"是曲周县主

要的油料主产区"主要分布在侯村#依庄的村庄及大河道白寨部分村庄’
二类区是人口密度最小"耕地资源最丰富"人均耕地面积 mp.,.cqj"人均年收入为 j%ff元"人均粮食

产量为 .mr*sV的粮食主产区"主要分布在河南疃#四疃#槐桥等乡镇’
三类区属于耕地资源较少"人均收入较低"粮食单产较低的地区"人均粮食产量为 r..sV的粮食主产

区"主要分布是安寨#里岳#白寨#大河道等乡镇的村庄及少部分槐桥#河南疃#四疃#侯村等乡镇的村庄’
四类区是人口密度大"人均耕地源仅为 mpmf*cqj"四类区的土地质量好"水利条件好"人均收入最高"

为 jft%元"粮食单产最高"人均粮食产量为 %%+sV的蔬菜主产区"主要分布在曲周及白寨部分村庄’

r%..,期 欧阳进良等o基于生态经济分区的土壤质量及其变化与农户行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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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曲周县生态经济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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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曲周县土地质量变化及各分区情况

根 据 曲 周 县 !44456777年 土 壤 调 查 数 据 和 !487
年土壤全氮9速效磷9速效钾9有机质含量图:通过数据

的空间计算:可看出曲周县土壤质量变化情况;土壤全

氮含量9速效磷含量9有机质含量分别增加了 46<=4$>

?$96@@<ABC$>?$9=A<78$>?$D而 土 壤 速 效 钾 含 量 降 低

了 A@<A7C$>?$E分析中还发现;土壤养分含量9土壤有

机质含量变化的空间分布上有较大的差异E
表 层 土 壤 全 盐 含 量 最 高 值 为 !<6=F:最 低 值

7<7BF:平均 7<6BF:含盐量高的地区分布在曲周县北

部 地 区D浅 层 地 下 水 含 盐 量 最 低 值 为 7<G=8CH>+C:最

高 值 B<B@4CH>+C:最 高 值 6<4@=CH>+C:含 盐 量 大 于

@CH>+C的地方主要在曲周县北部地区E该地区原为盐渍化重灾区:经过多年改造:盐渍化程度一直处于减

轻过程:但土壤盐渍化的潜在威胁仍不容乐观E
地下水埋深9及其变化最大的地区是曲周县东南角:平均下降 B<AGC:地下水埋深最 高 值 达 !8<4GC:

其次是县东北部:其下地水埋深平均下降 =<=ACE
浅层地下水硝酸盐平均含量为 6<@8GC$>?$:在曲周县的中西部的酸盐含量远高于其他部位:其最高

值达 @B<68C$>?$:这主要是县城一带:大量富含氮素的生活废水9工厂废水被排如附近农田:另一方面:该

地区大部分农户种植蔬菜9氮肥过量施用是该地区硝酸盐高于其他地区的原因E
按农业生态经济分区计算:各分区的土壤全氮含量9速效磷含量9有机质含量9土壤速效钾含量变化量

I见表 6J有一定差异E这些差异与各分区的自然资源9生产条件9生产结构的不同及其不同地区农户生产种

植选择9生产投入的差异等有一定的关系E

表 K 曲周县各分区 LMNL5LMMM年土地质量要素及其变化

OPQRSK TPUVWXPRYZ[PUVZ\S]\PÛS_‘RPUVWXPRYZ[YUaXb\_Xc_XUZ[QSZdSSULMNePUVLMMM

项目 fg*C
一类区

h(/*!
二类区

h(/*6
三类区

h(/*@
四类区

h(/*A
土壤全氮变化量I$>?$Ji2-/$*(jk(#,g(g-,)l+(/g*/g 7%A= 7%=6 7%= 7%BA
土壤速效磷变化量IC$>?$Ji2-/$*(jk(#,m,k*/)n+(/g*/g 4 !B%G= !6%!B !=%!8
土壤速效钾变化量IC$>?$Ji2-/$*(jk(#,m,k*/)?+(/g*/g oGG%86 oB=%A@ o86%4@ oGA%46
土壤有机质变化量I$>?$Ji2-/$*(jk(#,m’$-/#+C-gg*’ @%6@ @%66 A%!! =%@G
地下水埋深变化量ICJi2-/$*(j1/p*’$’(1/pq-g*’g-r,* B%AG 6%48 =%=A 6%68
浅层地下电导率ICH>+CJs,*+g’#++(/p1+g#t#gu(j1/p*’$’(1/pq-g*’ 6%8@ @%66G 6%86A 6%@@4
地下水硝酸盐含量IC$>?$Jl#g’-g*+(/g*/g(j1/p*’$’(1/pq-g*’ 7%84 6%4AA !%464 4%G7B
表层土壤全盐含量IFJv(g-,k-,g+(/g*/g(jk1’j)k(#, 7%!= 7%6= 7%!4 7%!=

w 各分区农户行为与土壤质量变化

农户行为是指农户在农村经济活动和生活中进行的各种选择决策E农户行为体系的主体包括;经营投

入行为9种植选择行为9资源利用行为9消费行为和技术应用行为E其中:种植选择9经营投入与资源利用是

对土壤质量和环境影响的最直接的行为: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土壤养分变化:地下水位变化:土壤9空气和水

质的污染等方面E
农户种植业生产中:对土壤质量的影响主要通过种植行为选择和经营投入行为I包括施肥9农药施用9

秸杆还田和灌溉等方面J对土壤质量和环境发生影响E农户经营投入行为包括投入量和投入方式选择E根

据数据资料的情况:这里只讨论种植行为选择与经营投入的投入量对土壤质量的影响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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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户行为与土壤养分变化

!"#"# 农户种植选择行为 不同种植行为选择对土壤质量和环境变化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些差异主要由

于不同作物间的肥料投入%水资源利用和秸杆处理造成的&调查结果表明$不同作物间的肥料投入及其他

物质投入有较大差异$如’春播棉花的种植中$采用地膜覆盖栽培技术$而残膜存留田间难以分解$不但给

耕作带来困难$造成环境污染和引起作物减产&

图 ( 各分区土地利用面积比例图

)*+"( ,-./.01.234+.56.41-74289:.*28*66.0.23

;52.

从 <==>%<==?和 <===三年的农户调查数据@图 (A
可以看到$曲周县农户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是小 麦B玉

米 的 种 植 方 式$这 种 种 植 方 式 的 面 积 比 例 在 各 分 区 中

都超过 >CD&
各 分 区 之 间 农 户 种 植 选 择 上 有 些 不 同$各 类 分 区

之 间 的 小 麦B玉 米 种 植 面 积 比 例 有 一 定 差 异@见 图 (A$
四 类 区 的 蔬 菜 种 植 面 积 比 例 最 大$二 类 区 的 春 播 棉 种

植比例最大&正是由于各分区各土地利用方式面积比

的差异$使农户在土地上肥料投入%秸杆还田以及水资

源利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与不同分区的土壤全氮%土

壤速效磷%土壤速效钾%土壤有机质与地下水埋深等的

变化量以及地下水硝酸盐含量有一定的关系&
从 <==>%<==?年$到 <===年曲周 农 户 的 土 地 利 用

方 式 变 化 上 看$四 类 区 小 麦B玉 米 种 植 面 积 逐 年 减 少

外$减少的面积主要变成蔬菜种植面积$是该地区蔬菜

种植面积增长很快E而一%二%三类区的小 麦B玉 米 种 植

面积逐年增加E各类分区中小麦B棉花种植面积大部分在减少$而春播棉面积先有所减少$到 <===年却都有

较大比例的增加&不同分区土地利用方式面积比的变化趋势将对未来土壤质量及其环境产生极大的影响&

!"#"F 施肥 不同分区之间肥料投入量的差异$一方面体现在土地利用方式的差异$另一方面是相同的

土地利用方式下不同分区之间的差别$农户对果树%蔬菜的氮肥%磷肥%钾肥投入量都很大$果树的氮肥%磷

肥投入量达到 C=?和 >>GH+I-J($蔬菜的氮肥%磷肥投入量达到 C(K和 <(CH+I-J(E小麦的氮肥%磷肥投入

量达到 (?K和 <LKH+I-J(E而农户在谷子%大豆%花生等作物的肥料投入量较少&
由于这种投入的差异以及不同分区的产量差异造成作物收获时带走养分的差异@表 CA&如’同样的小

麦B玉米种植制度的氮肥投入量上$一%二%三%四类区分别为’MM<NMC$MM?NL($MC?N(<$M=MN=KH+I-J(&

表 O 不同分区氮%磷%钾和有机质投入产出

PQRSTO PUTVWXYZ[\YZXYZ\]̂ %_%‘QWabc QZaV]]TdTWZe\WT@H+I-J(A

分区

f52.

g h i 有机质 j0+42*1J433.0

投入k

l2/93

产出m

j93/93

淋溶和挥发n

o79p*43*2+50
p5743*7*;43*2+

投入k

l2/93

产出m

j93/93

投入k

l2/93

产出m

j93/93

腐殖化量q

r9J*6s*2+

矿化量t

u*2.047*;*2+

一类区 f52.< MG?"L< <L="LC <KC"M? (GG"L> ?G"=< M>"<K <M>"G? <GM?"C> <G<C"<G
二类区 f52.( M<(">? <?C"K> <K>"GC <=L"=C ??"<M CM"<( <M?"KC <<CM">M <GMM"=G
三类区 f52.C M(M"GG (<("(M <K="KG (GG"(G =C"CC >L"CC <L?"KC <M>?"=G <<<>"LG
四类区 f52.M >GC"K? ((M"=M (G<"ML ((C"K( ?>"LK K("CK <>M"K< <>GK">L <MC="(K

v kgIhIi投入w有机肥@厩肥x秸秆AgIhIi投入x无机肥 gIhIi投入x灌溉 gIhIi投入x降雨 gIhIi投

入x种子gIhIi投入x生物固氮EmgIhIi产出w籽粒gIhIi产出x秸秆gIhIi产出xgIhIi损失En氮的淋溶和

挥 发’根据鲁如坤y=z等对华北地区研究提出的氮肥损失率 MGD计算Eq有机质腐殖化量w土壤有机质腐殖化系数@{A|
各 种新鲜有机质的投入总量Et有机质矿化量w土壤重量@}A|土壤有机质含量@~DA|矿化系数@!AE其中’~"’新鲜

有机质的投入量E土壤容重取 <"<>|<G>H+I1JCy<GzE!’取 G"GMy<<$<(zE{取 G"(>y<<z

<><<K期 欧阳进良等’基于生态经济分区的土壤质量及其变化与农户行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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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肥料对环境的影响主要在大气!水体和土壤几个方面"尤其是氮肥"氮肥造成环境问题主要有大

量不合理施肥对土壤及作物的污染#硝酸盐的淋失对地下水的污染$影响地下水硝态氮含量的因素很多"
其 中过量使用化肥是重要因素%&’$在四类地区(曲周的中西部)硝酸盐含量远高于其他部位"其最高值达

*+,-&./01/"这主要是县城一带"大量富含氮素的生活废水!工厂废水被排入附近农田"另一方面"该地区

为菜地"农户施用过量氮肥"氮淋溶和挥发最大(见表 *)"导致其硝酸盐含量远高于其他地区$

23435 秸杆还田与其他处理 秸赶还田是提供土壤有机质来源的主要有效途径"若将作物地上部分和底

下部分的残茬全部还田可基本维持土壤有机质平衡%6*’"秸赶还田来补充土壤有机质的消耗$
不同分区在秸赶还田上存在不同"主要体现在78不同分区土地利用的差异"因为小麦秸杆还田!玉米

秸赶还田的农户的比例分别为 9&,:;<和 -6,=&<"而其他作物秸杆基本上不还田#>各分区小麦!玉米秸

赶还田农户比例不同"进行小麦秸赶还田的农户比例最高的是四类区"农户比例为 =;,?;<"最少的是一类

区的 9&,99<#*!还田农户的还田比例不一样"一!二!三!四类区进行小麦秸杆还田的农户的小麦秸杆还田

的比例分别为 ;-,:?<!&?,+?<!;*,;?<!;;,-?<"进行玉米秸杆还田的农户的玉米秸杆还田的比例分别

为7:-,9?<!&6,*?<!:&,6?<!:=,??<$这些情况可能是各分区土壤有机质含量变化差异的主要原因$
从年际间变化上看"6;;=到 6;;&年还田耕地面积比有较大幅度上升"进行小麦秸杆还田!玉米秸杆还

田的农户比例"分别由 6;;=年的 =9,?:<和 6:,:9<上升到 +9,&?<和 *9,?6<"其中一类区的变化幅度最

大$其变化趋势可能影响未来土壤有机质含量$
总之"由于各分区各土地利用方式面积比的差异"以及户在土地上肥料投入!秸杆还田的差异"造成了

不同分区的农户在土地上肥料投入!秸杆还田以及水资源利用的差异"这些差异与土壤全氮!土壤速效磷!
土壤速效钾!土壤有机质与地下水埋深等的变化量以及地下水硝酸盐含量有一定的直接影响关系$

2,@ 农药除草剂施用与环境污染

农 药!除 草 剂 在 使 用 时"一 般 只 有 6?<左 右 粘 附 在 作 物 上"其 余 ;?<的 农 药 通 过 各 种 方 式 向 环 境 扩

散"因而在地面或空中喷撒农药"都会对大气!水体和土壤造成严重的污染$农药对环境的危害与农药的数

量!农药的有效成分!农药的毒性及农药的残留期有关$为了能够定量地反映农药施用情况"引用 ABCDEC
等%69’提出的公式计算农药指数7

FGHIJK 6
LM

N

OK6
POQ PGOQ RSTQ FIUO

式中"FGHIJ为特定技术下土地利用系统 J的农药指数#L为土地利用占地时间(V)#PO为 J中施用

的第 O种农药的数量#PGO为 O种农药的有效成分(<)#RSTO为 O种农药的毒性指数#WIUO7O种农药残

留期的平方根$
从不同分区的农药!除草剂使用情况看到"四类区因种植蔬菜大量施用农药而污染严重"6;;&!6;;;两

年 地 块 平 均 农 药 指 数 为 -&,9;"二 类 区 因 棉 花 种 植 面 积 比 例 较 大"平 均 农 药 指 数 为 6?,6:"对 比 6;;&和

6;;;两年农药施用"施用量和施用次数均有所上升"其中以四类区增长最快"也就是说"该地区农药污染有

进一步加重的趋势$调查中在一类区"发现施用六六六粉!敌敌畏等国家禁用农药的少部分农户$

2,5 水资源利用

地下水埋深受地形!地貌等大尺度因子影响$曲周县东南角属于冲积扇和故道高平地!缓高地的地形

高"有离水源远"所以地下水位深"6;;;年最高值达 6&,;:.#而曲周县东北一带"地形为河间微倾平地"地

势较低且又靠近水源"地下水埋深较浅"最浅的地方为 -,==."且多为咸水$
各分区水资源利用上的差异(表 -!表 9)表现在78各种作物种植面积不同#>分区间作物灌溉量差异

(由于 ;?<以上农户灌溉是大水漫灌"其差异主要体现在灌溉次数上)#X不同水源利用不同#Y咸水!微咸

水比例不同$表 -给出各分区的地下水位的变化和各分区作物灌溉情况"地下水位的下降除了受自然因素

的影响外"农户对地下水的开采情况有较大的影响$一!三类区由于农户开采量大而水位下降多$
盐渍化是曲周(尤其在其东北部"即二类区)主要的灾害形式$地下水含盐量和土壤表层土含盐量与土

壤性质!降雨!灌溉!施肥等小尺度因子影响有关$由于水资源的限制"部分地区(尤以一!二类区为主)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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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咸水!微咸水灌溉"很少进行咸淡轮灌或咸淡水混灌"这种情况的延续可能会造成次生盐碱化#

$ 农户行为因素分析

农户行为主要受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并受到收入!时间的约束#这里主要从农户类型进行分

析#不同类型农户由于自然!经济环境和自身经济实力的差异"以及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市场化过程中所处

阶段的差异"其投资行为不可能完全一致#

表 % 不同分区作物灌溉与水源

&’()*% &+*,-./0--01’20.3’345.6-,*.74077*-*328.3*

分区

9:;<

水浇地比例

=<>?<;@AB<
:CD>>DBA@D:;
EA;FGHI

作物灌溉次数

J>>DBA@D:;@DK<LAK:;B?>:ML

水源比例 =<>?<;@AB<:C
FDCC<><;@NA@<>L:O>?<GHI

小麦

PQ<A@

玉米

RADS<

蔬菜

T<B<@AUE<

棉花

V:@@:;

谷子

RDEE<@

浅井水

WQAEE:N
N<EE

深井水

X<M@Q
N<EE

河水

YDZ<>

咸水[微咸水比

=<>?<;@AB<:C
OLD;BU>A?\DLQ
NA@<>GHI

一类区 9:;<] _̂‘] _ab_ ]aĉ daê ]adb ]a_c b]afc _̂a_] eabb g]afg
二类区 9:;<f êab _â^ fag] d ]acd f d]abe gbafb ga]g _ha_b
三类区 9:;<_ cea_ _a_̂ fa]] _a_b fafd ]ahb dhâh _hâe haĝ fdahf
四类区 9:;<g c]ae _a] f _ac] ]agh f b̂ahg ]_afb eaee fcaee

农户类型是依据农业普查办公室的标准"以从业人员的主要劳动投向来确定#调查显示"在全县"家庭

劳动力都以经营农业为主的纯农业户占总数的 be‘d]Hi同时从事农业和非农业!但从事农业占多数的农

业兼业户也占 fb‘gdHi而从事非农业占多数劳动力的非农兼业户占 ]e‘d]Hi家庭劳动力 全 部 以 非 农 业

为主业的非农业户占 f‘eH#农户类型比例上各分区有一定的差异G见表 gI#从 ]ccd到 ]ccc年"农户劳动

投向逐渐由纯农业转向以外出打工为主的农业兼业类型#
表 $ 不同分区农户类型差异

&’()*$ &+*4077*-*3,*037’-j +.65*+.)42k/*’j.31

4077*-*328.3*

分区

9:;<

纯农业户

lA>KD;B
:;Em
GHI

非农业户

n:;o
CA>KD;B
GHI

非农业

兼业户

pCCoCA>K
K:><GHI

农业兼

业户

lA>KD;B
K:><GHI

一类区 9:;<] dbadd ]a_̂ ]ea_g _]ahf
二类区 9:;<f bface eaee ]_a]f f_aĉ
三类区 9:;<_ gda_̂ gabf da_̂ _da_̂
四类区 9:;<g b]adg habc eaee _eahh

由 于 不 同 类 型 农 户 在 收 入!农 业 生 产 目 标 的 差

异"造成纯农业户!农业兼业户!非农业兼业户和非农

业 户 在 土 地 利 用!农 业 生 产 中 肥 料 投 入 有 很 大 差 异#
非 农 业 户 的 肥 料 投 入 比 较 合 理"肥 料 利 用 率 最 高"其

中氮肥最少"磷肥中等"钾肥有机质投入量最大"使得

n!=盈余量最小"q!有机质的亏损量最低i纯农业户

的 氮 肥 投 入 量!无 机 氮 投 入 量 所 占 比 重 最 大"有 机 质

投入量最少"造成 n的盈余量最大"有机质的亏 损 量

最高i农业兼业户的肥料投入结构"比纯农户!非农业

兼业户合理#农药!除草剂使用上"非农业户施用量最

少i纯 农 户 不 论 使 用 次 数 都 是 最 多 每 次 施 用 量 较 少i
说明纯农户在种植业生产中"进行高投入!并进性精耕细作i非农业兼业户的总施用量和每次农药量最大"
这与非农业兼业户经济收入较高"农业时间较少有关#

从农户心理上看"农户把小麦作为基本口粮"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因此在种植选择上要种足够的小麦"
然后在考虑其他作物种植i对小麦而言"其肥料投入上一般较少考虑肥料价格和粮食价格"肥料分配上有

优先权#调查中还发现"许多农户确定施肥量的方法主要是根据经验!习惯或看周围农户#这主要是农户科

技文化素质较低"他们对施肥的理解仍然是r施肥越多产量越高s#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周围地区"农

户投入水平相对合理"说明科技示范作用对农户行为有积极促进作用#

t 结论与讨论

土壤质量及其变化受自然G地形!地貌!气候等大尺度因子I!社会经济因素G生产经济水平!农户行为I
的综合影响#其中"农户行为是土壤质量状况及其变化的直接因素#

目前"农户已成为广大农村投资!经营与生产等经济活动的主体"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农户既是生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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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又是消费单位的基本特点!决定了它的生产与消费行为!以及资金"技术与劳动力等的供给之间存在着

直接的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的关系#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使得目前我国作为区域社会经济基本细胞的农

户的各类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行为具有较为明显的非持续性特征!从而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

不相协调$%&’#因此!要实现我国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必须先分析农户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探索实现农户

尺度土地持续利用的途径#
由于不同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方式选择的差异!以及不同土地利用的肥料投入"水资源利用和秸秆处

理等的不同!造成不同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对土壤全氮含量"速效钾含量!土壤有机质含量"地下水硝

态氮含量!土壤地下水位等土地质量和环境产生不同影响#
可见!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实现!必须从农户尺度入手#一方面!通过加强基础教育提高农户文化素

质!同时!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和科技示范工作!引导农户采用持续性土地利用方式和合理施肥等#另一方

面!运用经济手段和政策法规促使农户进行持续性土地利用#

()*)+),-)./

$%’ 01123456!789:14;<:14=!>4?@>>2A14BCDE<4<F3EG<H3E9I1J<2FK>4?B8KA>34>LH1M>4?NK134O1:1H<P34Q

R<84A231K/SKK81K>4?=PP2<>E;/S4/63E<0112345!012F>4:>4718H14!@>23T51783P121?KCUVWXWYZV[W\Z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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