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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 高原土地资源现状 与优 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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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黄土高原地 区既是我 国西部土地辽 阔的区域之一 ，也是我 国能源与重化工基地 ，研 究土地利用与农 业生产 的关系 

对各级职能部门制订计划具有指导意义。本文总结了黄土高原地区土地的利用现状，探讨了土地资源利用的基本思路，分析 

了土地资源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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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Advantage Analysis of Land 

Resource of Loess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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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rea ofloess plateau is one ofthe vast areas in west China and it is the energy and heavy chemical base of our country． 

Studying the~lafion of land utiliT-qtion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has directive significan ce to the functional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making 

the plans．Trtis paper has summari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the u$e ofloess plateau a飑a，explored the basic thought of utilization ofland re— 

soui'P~ and analyzed the advantage of the land resoul~e． 

Key words：land resource；natural i'esourc~ ：current situation of ufi~zafion；advantage of development；眦 a of loess plateau 

土地利用 ，通常包括 土地 的开发、利用 、整治和保护 ，是 

一 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土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高效利用 ，是 

黄土高原地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黄土高原地区是以 

传统农业为主的地区，土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 

间的矛盾 13益尖锐，有效管理和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乃当 

务之急。 
一

、土地资源利用现状 

黄土高原地区东起吕梁山，西达黄河干流上游兰州段以 

东，南邻关中灌区，北到长城沿线，地势呈北和西北高，东和 

东南较低，呈现出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之势。黄土高原地区被 

黄土连续覆盖，宛如“黄土海洋”，其中分布着一些无黄土覆 

盖的山地 ，酷似 海洋 中的岛屿，如 吕梁山等 。黄土高原地 区 

最具特色的是黄土地貌，黄土高原地区土地资源类型可以根 

据水热条件的宏观地域分布 、土地生产力、土地利用和改 良 

方式的空间相对一致性来进行划分：(1)台塬类型区：分布于 

北山以南 ，渭河三级阶地以上地区，年降水量大于600mm，积 

温为 3 500—4 500℃(下文中均为≥l0℃以上积温 )，呈黄土覆 

盖的阶地地貌，以垆土、黄绵土为主，沟蚀程度小于删 k · 

a，以旱耕地为主，多为果园；(2)黄土塬类型区：包括陇东、陕 

北、晋西，年降水量为 500—600 I砷 ，积温为 2 600—4 000％， 

呈塬及其周边丘陵、沟谷地貌 多为黑垆土 ，沟蚀为 主，面蚀大 

于5 000t／ ·a，塬地旱作，川道部分有水浇地 ，有较多果园； 

(3)梁状丘陵类型区：包括陇东、宁南 、陕北西部和晋西北 ，年 

降水量为450—550哪 ，积温大于3 000℃，为黄土梁．沟谷地 

貌，多为黄绵土，沟蚀面蚀皆有且大于 15 000 t／km2·a，旱耕 

地为主，有一定面积草地；(4)梁峁丘陵类型 区：无 定河 流域 ， 

三 川i河 流 域，年 降 水 量 为 400 — 500mm，积 温 为 

3 000—3 50o℃，以峁为主切割破碎地貌，多为黄绵土、黑垆 

土，沟蚀为主大于 10 000t／km2·a，旱耕地为主；(5)宽谷长梁 

丘陵类型区：陇中、宁南河源区，年降水 300—500ram，积温为 

2 000—3 0oO℃，主要是缓 而长的梁和宽浅河沟谷 ，多为黄绵 

土 ，轻黑垆土 ，水蚀风蚀 共有 10 000t／km2·a，坡上旱耕 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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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沟道常有水浇地 ；(6)片沙丘陵类型 区：包括神 、府、横 、榆 

毛乌素 沙 地 边 缘，年 降 水 270—450mm，积 温 为 2 200 

— 3 400℃，是盖沙黄土丘陵，片沙，窄而深的沟地貌，多为黄 

绵土 ，面蚀 、沟蚀 皆有 15 000—20 O00t／km2·a，主要有坡地耕 

地 、草地、沙地 造林 、沟道多 水浇地 ；(7)风蚀 沙化丘陵类 型 

区：包括毛乌素沙地、宁中南 土石波状丘陵地 区，年降水 250 

— 400rain，积温为 2 500—3 0130℃，属于沙丘 、波状土石风蚀沙 

化丘陵地貌 ，多为风蚀 沙土、灰钙土 ，水蚀较弱且小 于 500V 

·a，风蚀强烈，主要是草农兼营，农地水旱皆有，沙漠中以 

水浇地为主；(8)土石丘陵 山地类型 区：分布于子午 岭、吕梁 

山地区，年降水大于 500ram，积温小于 2000"C，属于低山丘陵 

地貌，多为黄土或残积物，侵蚀轻但在坡耕地则极强，以林草 

为主，林缘林间有黄土质耕地。同时还可依据水热条件、内 

外营力作用方式和强度，土地生产力和改造利用方式，土壤 

侵蚀和水分保持条件等的相对一致性来细分类型区，即一级 

类型是根据地貌部位 ，土壤侵蚀 类型组合来划分 ，二级类 型 

主要依据土地利用方式、地面坡度、植被组成结构划分，如黄 

土台塬区土地类型的具体分类系统(表 1)。 

表 1 黄土台塬区土地类型分类系统 

黄土高原地 区土地类型 ：一是丘陵 山地多，平地少 ；二是 

土地结构复杂 ，垂直差异明显 ；三是气候资源丰富 ，适宜多种 

作物生长。黄土高原地区属于大陆气候，光热资源充裕，热量 

能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根据土地概查资源统计分析 ，黄土 

高原 地 区 1990年 耕地 面 积 为 834．32万 lml2(上 报面 积 为 

512．13万 hm2)且耕地质量较差 ，主要表现为：零碎地多 ，成片 

地少 ；坡耕地多 ，平地少 ，旱地中超过 25度的陡坡地占55％以 

上 ；沟壑多 ，大部 分地 区沟壑密度达 2．5—4．3 ，地面破 

碎 ，丘陵区破裂度达 50％，土层厚度小于 3o厘米 的占 38％； 

瘦瘠地多，肥沃地少。 

土地生产力是个变量，随着各个时期生产条件的改善不 

断变化。土地质量和数量既直接反映土地的现实生产力，也 

能够预示土地潜在生产力。研究土地人口承载量，土地生产 

潜力是核心问题。土地生产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较大差 

异 ，从纵向角度总是在不断提 高，按 1l蚰2土地植物干物质年 

产量来计算 ，传统农业的农田为 750—3 Oook异／}眦2，以现代集 

约经营的农 田高达35 0130—300 O001,g／hm~。从逆向回溯角度分 

析，各发展时代的土地生产潜力大体相差 100倍。黄土高原 

地区正处在改造传统农业时代，属于现代农业初级阶段，其土 

地生产潜力将有可能被高速开发带动，土地生产力大小取决 

于土地的潜力结构。通过对汾渭谷地和陇海铁路沿线丘陵区 

分析，该地区土地潜力结构十分明显，以粮食作物单产衡量， 

例如光合潜力为2 550kg／hm2，光温潜力为12 02ok Iun2，气候 

潜力为 10 500kg／hm2，土壤 潜力为 52 500kg／hm2，其中玉米生 

产潜 势 为 最 高，分 别 为 33 750kg／hm2、24 oooke／~ 、 

13 950ke,／hm~ 7 650kg／hm2。1990年全 区粮食 平均单 产 为 

4 455kg'hm2
，生产率极低。耕地粮食生产率取决于作物耕作 

制度和生长环境因素。生长环境中，光能和温度属于难以控 

制的自然条件，但土壤改良和兴修水利则是人为的因素。目 

前该地区土地粮食生产潜力是现实生产力的 4倍，这说明土 

地生产潜力远未开发。通过增加投资 ，完善农 田生态经济 系 

统 ，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 ，黄土高原地区可以大幅度提高土地 

生产力。黄土高原地区人口分布趋势为南多北少，东西多中 

部少，晋陕峡谷丘陵区人口密度相对较高。通过对全区的人 

口增长趋势预测 ，2000年全区总人 口数为 3 162万人 ，2010年 

为 3 567．8万人。按照人 均粮食年 占有量 300l【g低水平 自给 

计算 ，2000年粮食需求量预测中方案为 903万 t，人 口容量为 

3 O1O万人 ，2010年中方案 1 068万 t，人 口容量为 3 560万人 ， 

与人 口发展预 测值相近 ，2000年人 口低方案 为 3 004万人 ， 

2010年中方案为 3 568万人。全区粮食最大生产能力为 1 709 

万 t，按人均需量400l【g计算，则全区人口最大容量为4 273万 

人。人口环境容量是指一个区域，在保证自然生态向良性循 

环演变，并保持一定生态环境的条件下，该地区经济所能供养 

和接纳的移民人口数量。人 口环境容量的大小取决于该地区 

资源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科技进步，环境质量和人们生活期望 

水平。 

二、黄土高原土地资源的特点分析 

(一)土地类型复杂多样 

黄土高原地区属大陆性季风气候 区，从东南 向西北随着 

地势的升高和逐渐深入内陆，海洋性气候减弱 ，大陆性气候影 

响较强 ，土壤分布具有地带性特点，一些土石山地垂直地带性 

比较明显。黄土高原地区总土地 面积为 28．41万 ，占全国 

总土地面积 3％，是东部 发达地 区与西部不发达地 区的结 合 

部 ，跨 四个气候地区，即暖温带半湿润地区，暖温带半干旱地 

区，中温带半干旱地区和中温带干旱地区。黄土高原地区被 

黄土高原包围，其总的地势是北 和西北高 ，东 和东南低 ，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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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西北 向东南倾斜之势 ，整个地区连续覆盖黄土 ，其 中一部分 

地区有一些基石山地分布，类似海洋中的岛屿。其地貌是黄 

土地貌，它是第四纪时期风积和黄土作用及流水侵蚀作用共 

同塑造之结果。 

土地类型多样 ，按类型区分为黄土台塬区(陇东台塬区、 

渭北 台塬西部区，渭北 台塬东部区、晋南残塬区)，黄土丘陵区 

(陇海铁路沿线丘陵区，宁南丘陵区、陕北丘陵区、晋陕黄河峡 

谷两岸丘陵区、晋北丘陵区)，长城沿线风沙丘陵区(长城沿线 

西部区、长城沿线东部区)。由于地貌的差异，使黄土高原地 

区的土地 、气候 、地质 、生物、土壤等条件区域差异 明显 ，因而 

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土地资源类型。从大的地貌来看，黄土高 

原地区可以分为台塬区、丘陵区、风沙区及其间的河谷盆地。 

按土地类型分为山地、丘陵、川地、坝地、沼泽；按土壤类型分 

为垆土 、黑楼土、黄绵土、褐色土、综壤、山地草甸 土、冲积 性 

土、栗钙土、灰钙土、盐碱土、灰漠土、灰褐土、棕漠土、黄土性 

土 、油质土 、石灰岩母质土 、砂岩母质土 、石英沙岩母质土、潮 

土 、湿土 、沙土 、红土 、淤土 ；按土地利用结构分为耕 地、林地、 

园地 、草地、城乡居 民用地 、工矿用地 、交通用地 、水域难利用 

地 、特殊用地。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 ，它的数量和质量 、分 

布及其当地生产条件，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水平的高低。 

1990年黄土高原地区农用耕地 512．13万 lm12，约占全地区土 

地面积 3o％，是黄土高原地 区粮、棉 、油生产的精华。耕地又 

分为川I平耕地、原地、山丘耕 地 ，按灌溉条件 ：分为旱地和水 

地 。总之 ，复杂多样的土地资源类型 ，为综合发展农、林 、牧 、 

副 、渔业提供了极其有利的自然条件 。 

(二 )农林牧副渔业用地潜力大 

土地生产力的高低直接受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社会经 

济条件及经营管理水平的制约。分析土地潜力，对于我们认 

识黄土高原地区土地资源，采用科学的方法，合理开发土地资 

源 ，提高土地利用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据对黄土高原地 区 

灌溉条件下粮食生产潜力测算，生产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区粮 

食生产低级潜力 可达7 650kg／hm2，中潜力可达24 oookg,'~ ， 

而高潜力可达33 7soke,,, ；川坝地低潜力可达5 259kg／hn~， 

中级潜力可达8 250kg／hmz，高潜力可达9 915kg／hn~。而实际 

平原地区粮食生产力水平为3 750kg／hm2左右 ，川I坝地为2 250 

k }m ，平原地区农地现实生产力只是初级潜力的 49％，中潜 

力的 15．6％ ，高潜力的 l1、1％，只是Jl J坝地低潜力的 43％，中 

潜力 的 27．3％，高潜力的 22．7％。 

黄土高原地区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 77．8％，丘陵区占总 

面积 18．6％，平原面积仅占3．3％。本区种植业历史悠久，在 

长期 的自然和人工选择中 ，形成丰富多样的农作物种类和品 

种。物华天宝都荟萃在山区，尤其是以苹果、酥梨、柿子、核 

桃 、大枣 、生漆 、沙棘 、茶叶 、蚕桑 、魔芋 、烤烟 、谷 子、高梁、蚕 

豆、红豆 、玉米 、发菜 、木耳、黄花 、五倍子、冬虫夏草 、枸杞、丹 

参等经济林果、优质粮食作物、名贵 中药材闻名全 国，丘陵区 

还拥有丰富的牛、马 、驴 、骡、骆驼 、猪、牛、羊 、鸡 、鸭、鹅、蜂 、水 

产等动物资源。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人民生活的贫困，交 

通的不便，信息不灵，并没有被充分利用。 

已开发利用的土地 ，木材 人均拥有量不足 2．5m3，远远低 

于全国人均 8 m3的水平 ，果树产量 2450．9k 。草地中人 

工草场和改 良草场不足 5％，1hm2产干草 700kg左右。土地中 

尚有数万公顷左右的宜农可垦荒地有待开发 ，已开垦的耕地 

中，中低产 田面积占 87．5％，土地资源进 一步开发潜力很大。 

渔业生产条件较好 ，为发展渔业提供了 良好的场所 ，现在水产 

品总量仅 占农业总产值 4％，可供养鱼水面远远没有充分 利 

用。因此 ，只要采取合理措施 ，增加各方 面投入 ，提高生产效 

率的潜力是十分巨大的，即使是现在利用的土地资源也仍然 

是大有潜力的。 

(三)气候资源十分优越 

气候资源是作物生长发育必不可少的生态因素，是构成 

自然资源重要的而又相对稳定 的组成部分 。它不仅影响作物 

的各种生理机能和土壤性 质，而且对农林 牧的分布 、结构 、品 

种和产量等均有重要影响。优越的气候资源有力地促进了土 

地资源的开发。 

黄土高原地区均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 ，光、热 、水 、气等资 

源匹配相对较好 ，总的特点是 ：四季分 明，Et照多 ，夏季高温 、 

水热同季，雨季且一般是以暴雨形式出现，冬春风大沙多，降 

水少，年降水量 由东向西 ，从南 向北逐渐减少 ，年 际与季 际变 

率大，由于受秦岭的影响，区内各气象因素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性 ，形成复杂多样的立体气候。黄 土高原地区降水量 比同纬 

度华北平原降水量明显偏少 ，年降水量在 300—600ram之间 ， 

从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 ，区域差异十分明显 ，大部分地区年 内 

降水分布不均，降水集中在夏季，冬季降水量只占全年的 3％ 

一 5％，植物生 长季节降水 量 占年降水量 的 70％ 以上。随着 

海拔的升高 ，雨 日亦有所增加 ，在海拔 1 000m以上的山 区，雨 

Et可达 200天以上，热量充足 ，绝大部分 区域无霜期均在 200 

天以上 ，日照时数均在 1 300—1 500h。 

黄土高原地 区太阳辐射能量是全 国丰富的地区之一 ，总 

辐射量在500—650KJ／em，且 比华北地区多 80—130KJ／em。 Et 

照时数一般为1 900—3 200h，日照率为 50％ 一70％以上，较东 

部沿海地区多 200—300天，年 气温 8—12℃，大于 10℃积温 

2 500—4 50o℃。积温适于多种喜凉 、喜温作物平均生长，无霜 

期 150—200天 ，东西差异较小 ，南北差异则较 大 ，北部长城沿 

线不足 150天，黄土丘陵区则达 150—180天，南部陇海沿线丘 

陵区达 200天 ，无霜期差异较大 ，千阳县最高 达 210天 ，最少 

仅有 134天。海拔每上升 100m，气温下降 0．4—0．6℃，降水量 

增加 55mm，由于时空分布不均 ，往往影 响水热资源 的充分有 

效利用。 

黄土高原地区大部分地 区具有一年一熟 、一年二熟到二 

年三熟的生产条件(见表 2)。在一些盆地和川道地区还 可以 

种植喜温的水稻、棉花 ，对发展林草 、牧畜有利。东南部可种 

植喜温作物及果木，绝大多数春小麦可安全过冬。黄土高原 

地区森林资源比较丰富，广阔的山地和比较湿润的气候相结 

合，有利于林特产品和土特产的发展。主要作物是小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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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稻谷、谷子、糜子、青稞、薯类和豆类，加上该区土地相对比 

较肥沃 ，这些复杂多变的土地 与气候资源条件 为苹果 、酥梨 、 

桃、杏、山楂、葡萄、沙棘、核桃、茶叶、烤烟、黄花、桑果和经济 

作物提供 了有利的生长条件。黄土高原地区丘陵地带光 、热、 

水 、气、肥匹配相对较好 ，有利于小麦 、水稻 、玉米 、棉花、油菜 

和经济作物的生长，川道坝地区耕地虽然所占的比重不大，但 

都是农业生产 的重要产地。 

表 2 黄土高原地 区主要农作物生长 

发育所要求的积温(≥1O℃) 

三、土地资源永续利用的基本思路 

随着改革 的不断深入和经济 的不断发展 ，特别是市场经 

济体制的确立和黄土高原 地区经济建设 的加快 ，将对 整个 中 

西部地 区政治生活、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产生深刻而又巨大 

的影响。同时黄土高原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活贫困，生 

态环境恶化，致使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面临许多新 的问 

题和特点。加之黄土高原地区是内陆地区，又处于西部地区 

的“前沿”地带 ，更应重视对 土地资源永续利用 的基本思路的 

研究及整个地区的发展优势进行分析 。 

(一)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 

进入 21世纪 ，可持续发展已成 为各 国发展 的行为准则。 

早在 1992年 6月在 巴西里约热 内卢召开 的环境与发展各 国 

政府首脑会议 ，通过了(21世纪议程》。然后 我国政府积极承 

担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 ，国家科技部与各部委联合制订了(21 

世纪议程》，1994年 3月 25日国务 院批准了《中国 21世纪议 

程》，其核心思想就是可持续发展，从而确立了我国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模式。这是一种既发展经济 ，又保护资源 ，局部利益 

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兼顾 ，社会、经济 、生态效益 

相统一 的发展模式 。土地是人类赖 以生存 、社会发展的根本 ， 

是最重要的和最 宝贵的资源 之母。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和保 

护 ，绝不能以掠夺 、浪费和破坏资源为代价 ，而是要建立在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思想应贯穿于土地开发利用 

的全过程 ，“但存方寸地 ，留与子孙耕”，这就是说 明了土地对 

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 

(二)完善土地市场体 系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 

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目的是要用市场经济 的观点去评价土地 

资源 ，使人们树立土地既是资源又是资产 的思想 ，并通过市场 

机制的宏观间接调控，把资源优势转化为资产优势，以实现和 

发挥土地资源的最佳效益。由于市场不 断变化 ，对土地资源 

的评价也应该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这就要求加强市场预 

测 ，强化信息系统 ，科学规划 、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既要因 

地制宜，综合利用，又要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 

用 ，以资源为基础 ，面向国 内外市场 ，走市场导 向型的开发新 

路子 ，尽可能减少或避免在土地利用中“开而不发”的现象。 

(三)确立土地有偿使 用制度 

土地使用制度是整个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实行土 

地有偿使用制度 ，变无偿无 限期使用为有偿有 限期使用 ，是经 

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 内容。8o年代中期 ，土地有偿使 用制 

度初步形成，尽管黄土高原地区五省(区)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起步较迟，但发展较快，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进入了重点突 

破 ，全面推进 的新阶段 。实践证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有利于 

把土地资源推向市场 ，发挥市场机制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 

性作用；另一方面，基础业务滞后 ，法规政策的不配套，又影响 

着“地改”的深入发展，制约着市场机制的作用，这就说明凭借 

改革的动力，把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向市场转化， 

不是一项单纯的、孤立的工作 ，而必须 以培育、完善 土地市场 

为中心 ，打基础 、抓配套，进一步强化法律、经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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