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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 塞罕坝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向华北平原的过渡带,地势分为坝上、坝下两部分。 解放初期,这里是“飞鸟无栖树,黄
沙遮天日冶的荒原沙丘,自 1962 年建立了机械化林场之后,塞罕坝人建起了 110 多万亩人工林,造就了中国最大的

人工林林场。 这是让人叹为观止的落叶松人工林海。
彩图提供: 陈建伟教授摇 国家林业局摇 E鄄mail: cites. chenjw@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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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土资源保持的科学与政策:全球视野及其应用
———第 66 届美国水土保持学会国际学术年会述评

卫　 伟*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5)

摘要:美国水土保持学会第 66 届国际学术年会于 2011 年 7 月 17—20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会议主题是“资源保持的科

学与政策:全球视野及其应用”。 会议以大会报告、口头分会场报告、座谈会、欢迎宴会、会员论坛、展板、会议考察等多种形式

为与会代表提供了交流平台。 其中,大会报告密切关注全球化对资源保持政策和实践的影响途径这一重大话题,从“农耕对未

来粮食安全、生态系统服务和农业政策影响”、“全球粮食与水资源可持续供给的战略抉择”、“水土资源保持及其管理如何减缓

和适应气候变化”等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而分会场报告和座谈会则从水土资源和生物能源的理论技术、政策实施及其影响、地

表水-土-碳过程的机理与规律、资源保持法律法规及其创新机制等若干层面进行了深入研讨。 本次大会中所凸显的“4R”资源

优化配置方案、农民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主力、政府—科研院所—企业集团无缝对接等观点与新理念对于开展水土自然资

源保持和生态保育、实现产学研紧密结合、维护和谐的人地关系等都具有重要启示和价值。

关键词:水土保持;资源保育;气候变化;粮食安全;水资源;生物能源

第 66 届美国水土保持学会国际学术年会于 2011 年 7 月 17—20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此次会议

的主题是“资源保持的科学与政策:全球视野及其应用”。 重点讨论区域、国内、国际等不同空间尺度下,水
土、农业环境及生物可再生能源等自然资源领域的科学研究与政策导向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旨在为参会者

提供一个交流看法、学习技术、分享经验、增进了解和学术互动的平台。 会议由美国水土保持学会(SWCS)主
办,美国农业部自然资源保持局(USDA-NRCS)、农业经济研究局(USDA-AES)、美国国家粮食与农业研究所

(NIFA)、以及美国农业灌溉组织(AGREN)、自然保育公司(The Nature Conservancy)、资源保持技术信息中心

(CTIC)、美国 FKN 林业苗圃公司 ( Forrest Keeling Nursery)、 美国先锋国际良种公司 ( Pioneer DuPont
Business)、农业工程服务公司(AES)等 10 多个政府机关、研究机构和企业集团共同参与协办。 从而以这种形

式,更好地实现科学研究、理论探讨和实践应用的有机对接。
1　 美国水土保持学会

美国多年以前就高度重视水土保持及生态保育的相关科学研究及实践应用。 1935 年 4 月,在有“美国

水土保持之父”称谓的贝奈特(Hugh Hammond Bennett)的呼吁下,美国国会通过了《水土保持法》,并于同年

成立了联邦水土保持局(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s),该机构后来更名为自然资源保护局(Natur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Service)。 8 年后即 1943 年,美国水土保持学会(SWCS)应运而生。 该组织是一个以非营利为目

的的学术机构和社团组织,并将孕育科学技术和自然资源保持的先进理念作为使命,其基本宗旨是“为生命

提供健康的土地和纯净的水资源”,致力于为资源保育实践项目和政策制订提供专业服务。 截至目前,该组

织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北美地区的主要国家设立了 75 个分部,同时已拥有全球 5000 多名会员,其中包括科研

工作者、管理者、规划者、决策者、技师、教师、学生、农民和农场工人等。 其主要工作特点和目标是围绕地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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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土地、水和相关的一切自然资源,实现研究、教育和为决策提供可靠支持的有机统一,进而为农村居民和

城市社区提供更加优质的粮食保障和环境服务,最终实现提高人居生活质量和可持续性的目标。 概括而言,
该学会目前正在致力的行动和开展的特殊项目主要包括:

(1)孕育和发展资源保持科学的先进技术和理念,提高实践的有效性;
(2)将科学和职业评估相结合,优化地方、州、省及联邦等不同层次的保育政策;
(3)培训和发展职业教育,提高从事水土等自然资源保持工作者的能力;
(4)基于网络化和彼此支持,维持并促进资源保育工作者的伦理观念和科学精神。

2　 第 66 届国际学术年会

为了实现既定目标,美国水土保持学会每年均有例行的国际学术年会召开,邀请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科研

人员、管理机构的代表以及第一线的企业公司人员加盟参会,以实现产学研的密切结合。 2011 年为学会成立

以来召开的第 66 届会议,共有来自美国本土、加拿大、奥地利、中国等国的相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政府部门

和企业单位的 40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学术年会采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话题开展互动和深入讨论。 以

本次会议为例,共涉及欢迎会、大会报告、分会场口头报告、会员论坛、学生专场、新会员指南、展板、座谈会、会
议考察等多项内容。 现针对以下三个主要方面进行介绍和评述。
2. 1　 大会报告

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背景下,植被格局、土壤属性、耕作方式、农业产出和生态系统服务都会难以避免受

到影响,逐渐发生一系列的适应性改变,从而对现有水土保持策略与生物资源保育理念和实践提出挑战[1-3]。
本次大会报告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全球化对既定的资源保持科学、政策及其实践的影响”,即是着眼于这一重

大科学问题而展开深入讨论、彼此交换意见。 大会报告采用开放式讨论、质疑、解答的途径进行,十分注重和

强调报告人与台下听众的积极互动,主要围绕以下三个话题展开。 (1)“未来的农业耕作对粮食安全、生态系

统服务和农业政策的影响”。 重点评估美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现有粮食和农业政策对水土资源保持的长期潜

在影响,如何规避各种风险、适时调整政策导向成为关键;(2)“全球粮食与水资源可持续供给的战略抉择”。
会议认为,粮食和水资源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最突出的两大现实问题。 围绕这一切入点,重点探讨了在不危害

水质、不影响水资源作为其他工农业生产用途的前提下,如何保障农业产量持续增加;全球性项目政策如何与

当地土著居民保持水土的努力之间进行衔接等问题;(3)“资源保育的管理实践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

地位和作用”。 主要从农业—资源保持—气候变化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在关系的角度出发,探讨水土资源

管理和农业实践在温室气体减排、降低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等方面的作用。 并认为农民可以在农

业资源管理和气候变化中做出特殊而巨大的贡献。
2. 2　 分会场报告

从分会场的报告来看,探讨的内容更加丰富具体,关注的问题和涉及的领域相对较多。 概括起来,主要

包括以下三大块。
(1)自然资源保持与管理的有效手段及技术途径。 主要议题包括流域信息技术平台建设、最佳管理实

践的空间评估技术、水质贸易与评价的手段及其应用、有利于地下水再生和泥沙沉降的应用技术、促进养分循

环和动态平衡的施肥方法、评估不同尺度土壤流失的模拟预测技术、田间施肥管理与决策预报支持系统、促进

泥沙积累和养分保持的坝地建设技术、入侵物种在流域内的空间格局制图方法、最优产量的“4R”营养空间配

置技术、精确评估土壤碳沉降的空间采样方法、基于土壤保持和水分再循环利用的灌溉方法、饮用水检测、净
化和配套管理技术、气候调节与水源管理的有效技术手段等。

(2)自然资源保持与管理的相关政策及应用探讨。 主要结合现行自然资源保护的相关政策、开展成效

评估、进而提出合理性建议;或者有针对性地介绍流域综合治理与管理经验、生态修复和土壤侵蚀防治的相关

政策及历史实践等。 如抵消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实践策略、拉丁美洲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举措和动机分

析、气候变化条件下美国“2012 农业法案”的制定与资源保育、加拿大水土保持的相关手段和市场调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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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为了适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区域结构性调整而采用的对策及行为方式、生态补偿和流域综合治理实践与

政策分析、农业用地的可持续管理契约机制、基于城市绿色计划的生态系统服务保持实践等。
(3)水、土、碳过程与生物能源动态规律分析。 主要基于长期监测、野外采样或者模型模拟、情景分析的

基本方法探讨水文、水质、植被、养分元素、侵蚀过程和碳排放动态对各种人为管理、田间耕作措施、气候变化

和土地利用变化等的响应规律。 如安大略中南部再造林 70 年后水流格局特征、流域水质和溶解磷及泥沙浓

度的时空格局分析、长期耕作对径流、污染负荷和作物产量的影响、覆盖作物和免耕对土壤属性与碳储量的影

响、本地植物种对土壤水分特征的影响、土地利用和气候变化对生境适应性特征影响分析等。
2. 3　 座谈会

大会交流的另外一个重要形式是围绕某一个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座谈,通常以圆桌会议的形式进行。
本次国际年会的座谈会共设有 28 个专场,主要由来自美国水土保持学会国际委员会、美国农业部自然资源保

持局、农业经济研究局、林务局、国家野生动物联盟、世界资源研究所、全球变化研究项目组、国家可持续农业

联盟、美国环境保护局、以及诸如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德克萨斯农机大学等相关机构的研究人员和管理者主

持了座谈会。
座谈会涉及的重要议题中,除了部分内容和大会报告以及分会场报告的主题相趋同外,还凸显了自然资

源领域里其他一些极为重要的科学问题。 如,生物能源的产出是否可以使人类社会从对不可再生能源(煤、
石油等)的依赖中解脱出来? 农业日用品供给及其对市场、环境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鱼类、野生动物资源

保护及其对生态环境中长期的影响;有序管理下的放牧对水土保持和碳固定的贡献;生态服务价值评估及其

适应性管理与相关政策法律的衔接问题;非点源污染控制对水质净化的促进作用与贡献力;国家气候评估的

科学进程及其产出;自然资源保持的相关法律应用及其创新机制等。
3　 重要动向及启示

本次会议紧紧围绕水土资源和粮食安全两大议题,密切关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与二者的互动关系,从
资源保持的科学理论、政策法规和实践应用的角度出发,交流探讨全球范围对不同区域背景、不同生态系统类

型、不同人类干扰特征下水土和生物能源的保持策略和培育经验,特别是总结对比不同历史时期相关保持政

策的实施效果,进而吸收、分享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技术与理念,为进一步优化自然资源保持方案,保障粮

食与生态系统安全、促进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同时,综合分析会议中的各类报告,可以感受到以

下几点较为新颖的思维火花和真知灼见,并将对未来的水土保持、农田生态系统保护和自然资源保育事业都

有所启示。
第一,时空格局优化的水土保持与资源保育方案。 本次会议中,有不少关于“4R”理念的农田施肥管理

与土壤营养配置举措和实践案例。 “4R”即为正确的资源、正确的地点、恰当的时间、合适的比率,意味着需要

综合考虑具体的立地条件、土壤属性、植物需求、管理方式等内容。 当前,基于此理念,美国农业部自然资源保

持局在全美主要流域中开展保持效率评估计划,为筛选最佳管理途径提供依据。 这一理念和思路,对于其它

国家和地区的生态修复、农田管理、物种筛选、植被对位配置和景观格局优化设计都应该有所启示[4-5]。 特别

是对于地形破碎、景观多样和生态系统脆弱的地区(如中国的黄土高原区)而言,如何科学合理地实现水土资

源最佳利用、遏制土地退化势头、提升区域生态服务功能是个十分迫切和必要的严肃话题[6]。
第二,培育群众参与式的水土保持和自然资源保育理念与实践观。 会议认为农民是生态系统管理和资

源保持的潜在力量,应该成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碳固定和减缓气候变化的主力军。 并要求对农民进行科学

技术和相关专业背景的培训教育(事实上,该学术年会中每年都有涉及农民技术培训的类似报告。)。 而这对

于拥有 8 亿多农民的中国更有启示意义,如何在实践中充分发挥广大农民在应对水资源和粮食危机、适应气

候变化的能力与作用是个重大议题[7]。 倘若能对广大农民在具体的物种选择、施肥、灌溉、耕作、收割、秸秆

处理等各个环节进行培训教育,对于促进土壤碳固定、农田生态环境良性运转和提高土地生产力必将产生巨

大的正效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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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加强政府相关部门、科研院所和企业公司的有机联系,实现决策导航、科研成果和实践应用的有机

对接。 美国水土保持学会一大亮点是其会员分布层面较广,涉及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相关者和参与者,具有

较强的针对性和实践性。 本次会议中有大量企业加盟,直接将政府、公众和商业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实

现产学研无缝链接,促进高新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倘若我们能更好地将这一互动机制运用好,则可以为

我国的水土保持和资源保育事业提供广阔的市场平台和人脉网络,进而更有力地促进人地关系的可持续协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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