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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土地资源 

持续利用的限制因素研究 

李鹤荣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农学系，陕西 杨凌 712100) 

摘要 ：随着人 口的增长，经济发展 的加快 ，环境 日趋恶化 ，为 了经济发展 而过渡开发土地资源，形成 “生活贫 困一过渡开发 

一 生态环境恶化一 自然灾害频繁一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一 落后 于先进地 区一 生活质量 下降一 生活贫 困”的 恶性循环局 面。 

保护土地资源是保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措施 ，由于黄土高原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土地破坏现 象越 来越严重 ．本文分 

析 了土地持 续利用存在 的限制 因素 ：(1)土地资源相对不足 ；(2)土地环境退化；(3)土地质量下降；(4)土地矛盾突 出；(5)土地 

利用不尽合理；(6)土地污染严重；(7)自然灾害频发；(8)法制观念淡薄；(9)宏观管理失控；(1O)土地制度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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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Limiting Factor in Utilizing Continuously of Land 

Resource of Loess Plateau 

LI He-rong 

． (Depon,,~ ofA fcl ，Yangli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Yangling 712100，China) 

Abstract：With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the quickening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environment wol~erlS day by day．But excessively 

exploit the land H urce for economi c development．has formed the situation of vicious circle“life poverty-excessive exploitation-deterioration 

of the ecolo cal environment-frequency of natura／calamity—seriously restrain economi c developme nt-lag behind advanced a工eas-life,r~ ty drop- 

life poverty”．It is the important me．as~ that the mankind su．r~ves and develops to pmtect the land res0ur℃e．Because ofthe developme nt of 

production ofindustry an d agriculture in the a脱 of loess plateau．the phenomenon ofthe land destruction has be en heavier and heavier．Th is 

paper has ana1yzed that the limiting factor ofthe land continuous utilization：(1)The land resource is relatively insufficient；(2)The land en． 

vimnment degenerates；(3)Land quality drops；(4)The land contradiction stands out；(5)It is not rational for the land to utilize；(6)The 

land is seriously polluted；(7)The natural calamity takes place constantly；(8)Legal system idea is faint；(9)Macro-management is out of 

control；(10)Land system lags behind． 

Key words：land F~SOU-rCe；environment degeneration；limiting factor；area of loess plateau 

保护土地资源是保护人类的生存条件 ，但 黄土高原地区 

的土地环境仍在恶化 ，自然灾害增多 ，夏季暴雨频繁 ，冬秋干 

旱严重 ；森林普遍超采 ，草场持续减少 ，乱砍滥伐屡禁不止 ； 

水土流失严重 ，一方治理多方破坏 ，破坏大于治理 ；耕地面积 

锐减，土地质量低下，农业生产徘徊；科技力量薄弱，新技术 

难 以推广 。常规技术难以普及 ；大工业对环境污染逐年增加 ， 

污染事故的灾难增多 ，危害 日趋加重 ；低层次工业 的崛起 ，设 

备简陋、工艺落后、管理不善以及无环保意识 ，使其数量上升 

而加大了生态环境的污染，化肥、农药、地膜在应用中也造成 

新的污染，且愈演愈烈。 

一

、土地资源相对不足 

黄土高原地区人均土地面积低于世界一些发达 国家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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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俄罗斯 )和我 国部分省区 (新疆 、青海)的水平。该区土地 

总面积 28．4o万 km2，农业人均土地资源不足 1．2 2，人均土 

地 只有 0．987hm2，略高于全 国人均 土地 0．85 Iml2的水平 ，低 

于山西、内蒙古 、甘肃三省(区)的平均数。平地少(面积不足 

30％)，而人均永 久性草地 、森林 和林地 均低 于全 国平 均水 

平 ，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耕地面积逐年下降 黄土高原地区随着各项建设事业 

的发展与人 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 ，占用耕地必然加快 ，山西省 

在 1954年以前 ，耕地逐年增加 ，由 1949年 的 415．7万 Iml2增 

加到 1954 年的 468．9万 hrn2。但 1954年后，耕地面积不断减 

少 ，至 1995年耕地减少 104．4万 Iml2，年均减少 2．55万 2。 

这种趋势仍 未得 到遏 制 ，有 些年 份还 十分严 重，1985年 比 

1984年减少 9．15万 Iml2，是 1954—1995年平均值的 359％，近 

几年有所下降 ，但仍处于减少的趋势。 

人均耕地 占有量 少 黄土高原地 区人均耕地 由建 国初 

期的 0．457Iml2降为 1991年 的 0．231hm2，(农 业 详查 数据 为 

0．3_4hrn2)，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限 

制性因素。 

土地生产水平不高 1994年全国玉米平均单产 4 695kg／ 

hm2
，山东 5 716kg／hm2，河北 5 310kg／hm2，而渭北台塬东部和 

西部仅为 4 240kg／hm2，陕西榆林市粮食 单产可达 l1 700kg／ 

hm2
，而宁夏 固原市仅有 450kg／hm2，两地 区相差 26倍。 

耕地后备资源严 重短缺 目前黄 土高原地 区的垦殖 系 

数只有 l8．o3％，复种指数仅为 108％，现在只剩 下部分地 处 

边远 、开垦条件差 、交通不便的可垦荒地。可供 开垦的农 荒 

地基本上无荒可开 ，兰州、西安、宝鸡、太 原等地 的土地垦 殖 

已近极限。由此可见 ，土地总量不大 ，人均 占有更少 ，山坡 、 

丘陵、荒原 、沙漠居多 ，平地 、水浇地 、埝地 、坝地极少。 

表 1 黄土高原地区典型县(市)年降雨量比较(mm) 

项 目 兰州 平凉 礼泉 黄陵 榆林 定边 

平均年雨量 

最大年雨量 

315．6 526．2 579．4 564．2 422．5 301．7 

544．9 944．5 840．6 l270．7 695．4 554．4 

最小年雨量 208．4 249．9 285．2 131．3 159．6 113．9 

水土流失加剧 人类对黄土高原地区的破坏第一次开 

始于秦汉 ，随着当时农业经济发展 ，人 口的增加 以及政府迁 

移大量军民屯 田，使天然植被受到破坏 ，水土流失开始加剧 ： 

第二次破坏出现于隋唐 ，由于国家统一 ，社会安定 ，农业经济 

有了很大的发展 ，人 口增加 ，政府鼓励屯 田，贫 困的农民四处 

开荒 ，森林草场遭严 重破坏 ；第三次大规模超常规破坏 出现 

于清代康熙以后，准许汉人越过长城垦种，不仅使长城以内 

的土地普遍开垦，森林大片缩小，而且使长城以外的草地植 

被遭受有史以来最大面积毁坏，直 至民国年 间，整个地 区滥 

伐滥垦有增无减，广种薄收劣习更深 ，对林地和草地 ，只见破 

坏 ，不见管护 ，致使北 部的草 地和南部 的森林 ，均 已破坏殆 

尽 ，除黄龙 、桥 山、崂山等地 残 留少量次生林外 ，大部分 黄土 

丘陵梁峁呈显光山秃岭 ，长城 以北滩地上 ，许多地方 已呈现 

四望黄沙和成片盐碱滩 的境地 ，生物多样性极 度贫乏 ，动植 

物种类减少 ，自然调节能力失衡 ，生态环境变得十分脆弱。 

二、土地环境退化 

土壤侵蚀严重 黄土高原地 区近几年 因人 口增 多和经 

济建设加快 ，约有 85％的耕地 和 9o％的人 口 处 于水 土流失 

区。据各观测站资料估算，占黄土高原地区 39％的黄土丘陵 

区 ，年均输沙量4 000—9 6(X)t／km2·a，冲刷量为10 000—20 000 

t／km2·a，冲刷深度达 l一3cm以上；占黄土高原总土地面积 

4．4％的黄土塬地 ，其年均输沙量为3 600—4 600t／km2·a，冲刷 

量约5 000—10 000t／km2·a，冲刷深度达 lem。而且降水不匀， 

年际降水相对变率 (20％ 一30％)较我国其它地 区突出，多雨 

年与少雨年相 比，雨量高出 3一l0倍 (表 1)。1977年 7—8月 

间，在陕北一陇东一陕晋黄河两岸、陕晋蒙交界处下了三次 

暴雨和特大暴雨 ，同年黄河下游河床淤积 8．8亿 t泥沙 ，输 沙 

量达35亿t，总的冲刷量达70亿t，冲刷深度4—5cm。1949年 

到 1997年的 45年 间，黄土高 原地 区平均年 流失 总量 达 l4 

亿 t，带走的 N、P、K肥年均4 400万 t，其 中年输入黄河泥沙 占 

黄河年输沙量 l6亿 t的 87％。汛期输沙量 占全年输 沙量的 

80％，甚至更高，如窟野河汛期输沙量占9r7．1％，1976年 8月 

2日一次洪水输沙量 占年输沙量的 6l％，最大洪水含沙量达 

l 700kg／m3(温家川站)。1993年 8月 3日晚至 4日凌晨 ，延安 

碾庄沟降水量达 135．1mm，主要集 中在 21b20min至 22h30min， 

雨量达 77．5mm，10 min最大降雨量 24．4mm，最 大 ll 降雨量 

超过百年一遇洪峰流量 ，超过淤地坝设计标准 ，造成 连锁垮 

坝，即暴发 了溃决泥流。碾庄这次洪水毁 坝 28座 ，其 中主沟 

的 l0座坝就 有 7座被毁 ，127．2Iml2坝地 全部 被 洪水 淹没 ， 

l13．3lm 坝地颗粒未收。 

土地 沙化危害增大 黄土高原地 区涉及 沙化的地 区主 

要是长城沿线风沙区，面积达7．3l万 ，涉及 l6个县(市、 

旗 )，占总面积的 26％。长达 700km，宽 200km，跨晋 、陕 、蒙 、 

宁四省 (区)。农 、林、牧业生产用地 580万 Iml2，其中农耕地 

189万 l m2。人均耕地 0．3 ，人均基本农 田 0．o5 ，人均水 

地 0．047Iml2。降水量为 270—450mm，平均 392．6mm，降水年 

度变率达26％，月变率达 75％，冬春季风大而频繁，夏秋季 

短 ，冬季干冷漫长，季风较弱 (表 2)。温差变化大 ，平均气温 8 

一 l0℃，一月份平均气温 一9．9℃，极端气温 一32．1℃。降水 

年际和季节之间变率大 ，干旱 、暴雨 、大风是沙 区农 、林 、牧业 

生产的限制因素。长城沿线风沙区是黄土高原地区沙化危 

害最为严重的地区，它是 自然 因素和人为 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 

果。自然因素是 降水少、集中、变 率大 、大风和沙暴频 繁，地 

表沙源丰 富；人 为因素是不合理农 垦 、放牧 、樵 采、施工 、开 

矿、基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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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长城沿线风沙区以及相关沙区历年各月平均风速lm／s) 

造成沙漠化的主要原因是：(1)沙区农业生态环境的不稳 

定性和脆弱性，为沙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2)人 

口的急剧膨胀，加大对土地的压力，不科学的利用土地，掠夺 

式的经营 ，使沙 区土地超负荷运转 ，致使地力丧失 ，地表植被 

受到破坏 ，肥力下降 ，生态平衡失调 ，成为土地沙化形成 的根 

本原因。(3)由于沙区由鄂尔多斯高原向黄土高原丘陵沟壑 

区的过渡地带 ，加之地壳的蠕动变形及现代侵蚀 的作用 ，出现 

了洼地，湖盆和梁峁地，风积了大片薄厚不等的砂岩风化沙 

层 ，逐步形成沙丘 ，盖沙和沙滩地。 

陕北风沙区 89％的土地已有不同程度的沙化，其中榆林 

沙化程度达 96％。从某种意义上讲，沙化的危害甚于水灾、 

地震 ，因为它摧毁的是人类生存的土地和环境 ，其时间可延续 

几代人甚至数十代人永远无法扭转。它是以人 口为主导因素 

的众多因子作用下破坏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的 

产物。陕北风沙滩地早在秦汉时代 ，曾是“沃野千里”的农牧 

业兼为发展的地方 ，历经明朝修筑陕北长城，屯驻人口和牲 

畜，清朝中叶“借地养民”，垦荒伐木，天然植被遭到破坏，导致 

沙化产生。到建国前，该区仅残存4万 } 天然林，覆盖率为 

2％，成为全国环境最为恶劣的地区之 一。建 国之后 ，由于政 

策的失误，群众环境意识淡薄，加之能源基地的开发，致使乡、 

村、个体办的土煤窑、土炼焦、土炼油、小纸厂、乱垦滥伐有禁 

无止，有的地方尚有扩大之势。靖边县天然气田开发中，没有 

及时执行《环境保护法》和“三同时”原则，仅净化厂、站的管道 

铺设及作业道路建设，就毁坏固沙植被0．1"l万hm2，一直尚未 

修复；向北京、银川、西安输气大口径管道铺设，更加严重破坏 

地表植被。 

沙化危害概括起来有五个方面：(1)耕地与草场普遍风蚀 

粗化，大面积土地被流沙所侵占，居民点、交通、运输、电力、水 

利设施被毁。神府矿区道路、公路、铁路已建成的路段，严重 

沙害地段达 384km，占全长 38％，其中铁路沙害段为71kin，严 

重路段20km，风沙区沙害路段的钢轨，被风沙打磨，其受损程 

度比非沙害段要高9倍。陕、晋、蒙沙化地区的公路已沙漠化 

的地段达 53％，以东胜 一乌审旗、伊金霍洛 一榆林 、乌审旗 一 

榆林 、补浪河 一榆林、横山 一榆林 、榆林 一府谷、榆林 一新街 一 

保德、乌审旗 一兰家梁、乌审旗 一巴图湾、独贵加汉 一榆林岔 

口、大柳塔 一榆林 、大柳塔 一神木、大柳塔 一伊金霍洛 、大柳塔 

一 府谷 一准格尔、榆林 一佳县、定边一银川、鄂托克 一定边、横 

山一米脂路段影响最重。如东胜 一乌审旗公路沙害段占 

46％，其中重度沙害段占39％。1980年4月 18日一19日两天 

大风造成公路中断行车 20天以上。1988年春天东胜 一霍沙 

的公路因风沙侵袭，埋沙 1m多厚，行车困难，被迫改道。(2) 

土地生产力降低 ，沙漠化地 区可利用土地 丧失。沙埋使种草 

造林立地条件差 ，沙区乔木成活率为 6o％ 一70％，杨 、松为主 

的乔木树种40％一6o％都长成“小老树”。(3)生态环境恶化， 

人民财产受损。风沙弥漫的季节里，沙压房屋，填淤水井，埋 

堵渠道 ，阻塞交通 ，埋 压农 田。1983年 内蒙古伊克 昭盟被大 

风刮跑致死 14人，伤37人，牲畜死亡4．4万头(只)，摧毁民房 

101间，棚圈 378座 ，掩埋水井 195眼 ，中断交通 24h。(4)沙塞 

河道 ，影响行洪。沙区年均沙暴达 20—30天 ，风沙大量入河 ， 

由于洪水含沙量增大 ，导致河流输沙量猛增。198"／一1989年 

洪水 含 沙量增 加 15％ 一63％，河 流 年输 沙 量增 加 19％ 一 

50％，年平均输沙量 470万 t。1987年 7月 21日乌兰木伦发生 

洪水，洪峰流量为4 610rr~／s，相当于 6年一遇的洪水，神府煤 

区沿岸护坡冲毁 1 870m，两岸水浇地损毁 4olu玎2，马家塔露天 

矿坑及两处乡办矿遭淹 ，冲走大柳塔小区机具 配件 、材料 、粮 

油等 ，经济损 失达 320万 元。(5)可利用 土地 减少。1957— 

1977年的 20年间，伊克昭盟流沙覆盖土地每年增加 5．6hm2， 

可利用草场面积缩小，使每头牲畜占有草场面积由 1949年的 

3．67l1m2下降到 0．73lun2。 

土壤盐碱化蔓延 黄土高原地区比较集中连片分布的盐 

碱地 203万 l ，占全 区土地面积 3．3％，其 中盐化耕地为 115 

万 l ，盐碱荒地为 88万 l 。由东南向西北 、随干燥 度的增 

加而增加。土壤盐碱化是土壤 中盐分聚积形成盐碱的过程 ， 

主要发生在干旱，半干旱和低洼涝地带 ，由于地面蒸发作用的 

影响，地下水位高，水质矿化度大；低洼地内易于积盐，壤质与 

粉沙质土壤有助于毛细管水上升，不良的灌溉管理技术 ，灌区 

泾流不畅；农业技术不当，干旱加之蒸发量大，底土和地下水 

所含的盐分，随毛细管水上升至土壤表层，并发生聚积，从而 

使土壤盐化和碱化 ，降低土壤养分的有效性 ，破坏土壤结构 ， 

使耕地有机质含量减少，耕层微生物活动能力差，抗旱抗涝能 

力弱，影响作物生长。农 田灌溉采用大水漫灌 ，也使地下水位 

上升，造成土壤次生盐碱化。陕西榆林、定边、宁夏的盐池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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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土地碱化 ，破坏土壤结构，土壤分散度高达 60％ 一80％，湿 

时吸水膨胀 ，泥泞不易透水 ，干时收缩 ，板结坚硬 ，透水性差 ， 

而且肥力低 ，致使作物产量低而不稳 ，严重制约当地农业生产 

和畜牧业的发展 。 

三、土地质量下降 

中低产 田面积大 黄土高原地 区的耕地 ，中低产田面积 

占 87．5％，旱地、山坡地面积大 ，有效灌溉面积少。造成 中低 

产 田的原因：首先是水土流失。据西峰 、天水、延安、离石四个 

站观测 ，西峰站流失氮量为 6．81~ hm2，最高达 12．83 k异／h ， 

天水为 6．68 kg／hm~，最 高为 19．41 kg／h ，延 安为 5．78 kg／ 

，最高为 11．9 kg／ ，离石 9．4 kg／ ，最 高为 40．65 

hm2。其次是干旱沙化。由于农业生产有赖于土壤 的物质基 

础 ，当土壤肥力下降之后 ，生态环境恶化 ，诱发干旱风沙和盐 

碱化 ，导致农业减产。从杏子河调查可知 ，岩性黄绵土养分退 

化严重 ，农作 物 产量 只有 lOOkg／hm2，坡地 产量 仅为梯 田的 

皮作燃料，大量还田的作物秸杆付之一炬。在甘肃省靖远县 

调查 ，8万农户燃料不足 ，每户每年需要燃柴按 5 ooozg计算 ， 

共需 4亿 I(g，农田秸秆不过 4．5亿 I(g，扣除饲草和其它用的材 

料外 ，不足部分只能靠砍树挖草来补充。其 四，有赖于改善土 

壤营养物质 的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减少 ，远不能达到改土培 

肥，提高养分之 目的。其五 ，黄土高原地区广泛分布着接近黄 

土母质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在 1％以下 ，氮、磷 、钾含量均不高 。 

其六，土壤腐殖质减少，在严重侵蚀的黄绵土中，残渣胡敏素 

占腐殖质总量的69．9％一86．6％，这说明不溶性残渣胡敏素 

含量高。其七，耕作粗放，耕层浅薄，团粒结构不匀，抗旱抗涝 

能力差。在准格 尔族等地 ，耕地的活土层不超过 10em，底层 

土壤多年不动 ，形成一个坚硬的犁底层 ，影响作物根系向下伸 

长。由于以上几个制约 因素是长期 以来形成的结果 ，加之人 

们对 自然认识不够 ，经费投入不足 ，农 民文化素质差 ，科学技 

术薄弱 ，对各种限制因素改造能力极差。因此 ，中低产田已经 

22．7％一36．3％。其三是在一些燃料奇缺地 区，挖树根 、铲 草 成为制约粮食生产的主要限制因子。 

表 3 宁夏固原县养地作物在粮田和粮食中比重分析 

养地作物减少 黄土高原地区养地作物占种植业的比 

重下降，据在宁夏 固原县多年试验表明，养地作物(扁豆、豌豆 

等 )仅 占 5．45％，，而且 有很多作物生长期 间不施肥 (表 3)，尤 

其是远离村庄的山坡地，长年见不到肥料 ，有些作物(玉米 、豌 

豆 、春小麦 、洋芋等)虽然施肥 ，但用肥量较少 (5 625kg／hm2)。 

加上土地养分含量多数水平较低 ，有机质含量小于 1％的面 

积 占到总耕地面积的 50％左右。 

水资源缺乏 黄土高原地区水资源不足，可灌溉面积 占 

耕地总面积 5％一15％，低于全 国平均(46．3％)水平。区域分 

配不匀 ，时间分配不均，洪枯水量悬殊 ，河流含沙量大。大多 

数地方开采 困难 ，水资源匮乏 ，而降水对土壤的水分的补给不 

足。据在安塞县观测 ，土壤 中存在明显的水分 亏缺现象，2m 

土层土壤储水亏缺达 64．5—327．5mm(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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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黄土丘陵沟壑区雨季后不同土层水分亏缺程度分析 

注：此表 数据在 安 塞县 测定 

四、人地矛盾突出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对粮食 的消费呈 刚性增长趋 势。 

在消费结构中 ，直接粮食 消费量虽然在减少 ，但所需副产 品的 

间接粮食消费量却在增长。人均 占有粮食的多少是反映耕地 

资源存在的重要指标 。如果人 口发展与农业 的增产速度相适 

应 ，两者能协调发展。否则 ，则逆 向发展。人 口问题实质上是 

个经济问题 ，据专家测算 ，人 口每增长 1％，就需要 国民生产 

总值增长 3％ 一5％，才能维持原有 的生产水平 ，人 口增长的 

一 个显著特点是周期长，人口一旦失控出现一次高峰 ，则需要 

半个世纪的努力才能平抑。因此 ，人 口问题 的失误是最大的 

失误 ，人 口的增长过快 ，已给人类的生存造成极大的威胁。 

黄土高原地 区 1990年总人 口为 2 786万人，1971—1990 

年的人口增长率为 1．4％一2．2％。根据联合国规定，世界上 

环境脆弱地 区人 口容量 是 8人／kin2，而全 区的人 口密度竞达 

100人／ (陇海沿 线平川地 区人 口密度高达 120人／kin2)。 

人口增长一直以2．7％的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现在的人口比 

1949年 翻了一番多 ，远远超过了联合 国关于高山区与丘陵区 

的区域承载力指标 ，为了维护生存 ，不得不向土地资源进行掠 

夺式的急功近利的经营。人口的迅速增加，不仅降低了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 ，而且 也加剧 了对 国土资源的破坏。 

在情况严重地区 ，大片耕地和草场已丧失生产能力 ，陷于恶性 

循环的境地。随着人口的增长，有限的耕地资源超负荷运转。 

黄土高原地区人 口与耕地逆向发展的矛盾更加突出。1949年 

黄土 高 原 地 区人 均 耕 地 0．457hm2，1991年人 均耕 地 只有 

0．23} (概查数字为 0．34tma2)，1994年人均粮食仅 298 ，比 

历史最高年份减少 45．25 。1966—1991年平 均每年减 少耕 

地 6．5—7．5万 l m2，同期人 口增加 929．5万人 ，年均增加 35．73 

万人 ，1981年 以来 ，人均 占有粮食一 直低于 320 。据预测 ， 

2010年人 口为 3 567万人 ，随着人 口、耕地 的逆向发展 ，耕地 

为 5 963万 l 。2001—2010年集 中减少耕地 250万 ，年均 

2．5万 l m2，耕地对人 口超载现象将更加严重 ，人地关 系 日益 

尖锐。 

五、土地利用不尽合理 

随着 国民经济发展和人 民生活水平 的提 高，土地资源短 

缺与浪费的矛盾十分突出 ，宝贵 的土地资源并 未得 到充分 的 

利用。 

非农建设用地失控 主要 占用高产稳产的基本农 田，部 

分单位和企业宽打宽用 ，征多用少 ，屯地待售(转)，征而不用 ， 

浪费土地 。非农建设用地处于失控状态 ，仅陕西的礼泉 、乾县 

1981—1990年均减少耕地约 200 tma2，1991—2002年其基建征 

地与建房用地是前 l1年平均值 的 3．8倍 ，且两县 乡镇企业圈 

占耕地利用率也 只有 31％。 

陡坡耕地面积大 25。以上的陡坡耕地达 20％以上 ，中低 

产田面积 占87．5％，有机质含量低于 1％，CaCO~含量接近 A／ 

BCa或 BCa／C层上部 ，在深沟槽处 ，A+A／BCa层全被侵蚀掉 ， 

甚至 BCa／c层也被部分侵蚀掉。黄 土高原地 区还有数 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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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2耕地需要退耕还林还草 ，在这些地方继续耕种，会导致生 

态失衡 ，水土流失加重。 

林地覆盖率低 黄土高原地 区森林覆盖率为 7％，部 分 

县(区)仅 3％。子午岭林地面积因人为破坏和政策 的失误 ， 

子午岭甘肃辖区毁林达 15万 h 。全区因林地荒芜 ，面积缩 

小 50％ ，侵蚀加深 ，侵蚀模数为 8 000—10 00Or／kin2·a，强烈的 

水土流失使土壤表层几乎流失殆尽。在一些林 区乱砍滥伐 ， 

毁林开荒 ，屡禁不止 ，导致脆弱的生态环境继续恶化。 

草地严重退化 草地利用中缺乏管理 ，载畜量低 (一般 

0．67—1．33lm 养一只羊 ，低于荷兰 、英国、新西兰等发达 国家 

水平 ，肉类生产在 国内所 占比重较低 ，区位商只有 0．57，猪 肉 

所占比例高 达 85％)。草地 利用不 合理 ，农 牧争地 ，林 牧争 

地 ，大片草场资源破坏萎缩。农 民对土地投入减少。据统计 ， 

黄土高原地区五省区 1997年生产资料销售量 比 1996年 同期 

下降 26％，化肥下降 17％，农药下降 14％，农膜下降 51％ ，农 

民对土地的投入逐年减少。 

六、土地污染严重 

废气污染 工业废气 的排放 ，大气 中的有害气体严重超 

标 ，造成农业环境 和土地 的污染，是土 地质量退 化的另一表 

现。黄土高原地区工业排放到空气 中的有害气体达 3 000亿 

In3，主要污染物是 sth颗粒物 ，so2的排放量为国家规定标准 

的2—3倍。陕西神木大柳塔煤炭集装站大气总悬浮日均浓 

度达 17．65me,／m3，超过国家级标准的 59．7％，府谷城区 1 

自然降尘量高达 22—40t，大气悬浮污染严重 ，经常是黑烟笼 

罩。有些地方 (兰州 、银川)酸雨污染程度已接近和超过美 国 

东北部和北欧等世界著名的酸雨地 区，一些城市的酸雨和降 

尘在 向乡村蔓延。根据陕西榆林 治沙所 1987年在大柳塔 的 

降尘观察 ，全年降尘量达 729t／d·km2。烧砖 瓦在黄土高原地 

区几乎遍地开花 ，给城乡建筑业提供大量的建材 ，但也出现一 

系列严重 的环境问题 ，烧砖耗煤 占乡镇企业耗煤量 的 2／3，因 

均为低空排放 ，制砖用土中含大量氟化物 ，高温烧制时放 出大 

量 H2F污染大气，危害农作物 、果木及蚕桑。 

表 5 黄土高原有关省份工业废水处理情况 

废水污染 黄土高原地 区工业废水排放量呈上升趋势。 

工矿企业主要集 中在宝鸡 、西安、银川和兰州市，人 口高度密 

集于渭北和陇海沿线丘陵区，未达到排放标准的工业 污水和 

生活废水大量倾泄于黄河及主要支流之 中，水 质污染严 重。 

据黄河断面水质监测 ，BOD、COD、DO、TOE、TOD、石油类、挥发 

性酸、氨、氮、铜、大肠杆菌群平均值超标 ，其中大肠杆菌群超 

标 75％ ，最高达 95％，黄土高原地 区 50％以上的次级 河流污 

染超标 ，25％河流严重污染。黄土高原大部分中 、小城市无 污 

水处理设施 ，各污 染物 处理 程 度不 高，工 业水 处 理率 不 足 

20％(表 5)。 

废渣污染 陕西、甘肃 、山西工业废 渣近五年平均 5 500 

万 t，其中太原 、兰州、西安、宝鸡市历年堆积工业废渣 1亿 t， 

占地 600万 m2，侵 占农 田76hm2，部分有毒 有害废渣没有得到 

及时处理 ，污染十分突出，且这些污染物通过降水和地表径流 

迁移转化 ，严重污染水体和环境。未经处理而直接泄入河流 

或农 田的占9o％，这些固体物 80％堆放在城 郊 区，或排入江 

河湖泊 ，或 占用一部分农 田和河道 ，废弃物施放农 田后 ，有毒 

物质妨碍土壤生物分解。大柳塔河道弃石堆积严 重，影 响行 

洪能力 ，贯通大柳塔矿区乌兰木伦河床上 ，矿 点密集，倾倒 的 

弃土弃渣 360万 rn3，有的渣丘高 出河床 1—7m，一些河段 800 

多米宽的河床竞 占去 9o％，大柳塔公路 1号桥淤积最大 ，河床 

平均淤高 2．4m，使该 桥过水 断 面减 少 38％，行 洪 流量 减少 

38．8％ 。 

化肥污染 黄土高原地 区化肥的利 用效率较 低，一 般平 

均只有 21％ 一30％被作物吸收和微生物利用与土壤固定。其 

余大部分经过化学反应，产生硝酸盐、亚硝酸盐被雨水带走， 

污染江河 、湖泊 、土壤 中的氮肥经 过微 生物 的作用 ，会产生 

N20在大气中会转化成 NO2，NO2加快氧分子的分裂速度 ，破 

坏大气 中的臭氧层 。不仅造成有些地方土壤 中微生物大量死 

亡，土壤板结 ，而且还使有机质减少 ，土壤理化结构变坏。 

农药污染 上个世纪 ，全球农药用量增加 1O倍 。黄土高 

原地区七省(区)平 均为 12kg／hm2，比 日本 高 30％，农 药喷洒 

有 50％降到地面 ，由于有 机氯农药 的长期使用 ，在土 壤中积 

累，通过食物链逐级 富集 ，使农作物和农畜产品质量低劣 ，目 

前全区的粮食和其它食 品中农药残留已较普遍 ，有的超过国 

家规定标准(表 6)。土壤中农药残 留量在 0．72me／kg，DDT为 

O．42mg／kg，有些地 区有机氯农药 在土壤 中的残 留量逐 年上 

升，喷洒农药有 5％ 一30％飘浮在空气 中，污染大气 。飞机喷 

药，大气农药飘浮更大 ，可随气流扩散很远。农药直接对植物 

污染 ，喷洒农药是针对发生病虫害的农作物 ，实际附着农作物 

的粉剂或液剂 ，虽然分别 只有 10％和 20％，却直接污染 农产 

品，未发生病虫害的农作物也被污染 。且杀死(伤)了 天敌 ，多 

次使用同一种杀虫剂后 ，害虫产生抗药性 。农药还会 将大部 

分蚯蚓杀死 ，蚯蚓急剧减少 ，就会影响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 ， 

不利于作物生长发育。自然环境被农药污染后，通过食物链， 

由简单到复杂 ，由低级到高级危害整个生物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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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山西省食品中有机氯农药残留量 

地膜污染 地膜覆盖可 以大幅度提高农作物产量 ，但其 

属于高分子碳氢化合物，自然条件下难以降解，而生产上主要 

应用的是 0．008一o．O12mm以上超薄地膜 ，因其成本低 ，农 民 

容易接受，但是超薄地膜强度低，易破碎，难以回收，随着地膜 

使用时间的延长 ，地膜和塑料用品的残留物 ，对土地产生不良 

影响 。据调查 ，连续 5年使用地膜 的农田 1 残留 6o多万 

块，重达 42．5 。连续覆膜 8年 ，1 残 留地膜 86．1kg，平均 

每年残留 10．76kg／hm2，残 留率 24％。目前国产地膜多用 聚 

乙稀制成 ，易老化破碎 ，散人土壤 中难以清除，影响植物根系 

的正常发育，并造成土壤多种肥效降低。 

七 、自然灾害频发 

黄土高原地 区土地面积仅 占全 国 3％，受灾面积却 占全 

国 5．3％，农作物成灾面积年均 240．7万 ，因灾 少收粮食 

8．58亿 。由于特定地理位置所定，自然灾害类型多，旱、 

涝、雹、冻、风、雪、火“七灾”俱全，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地 

质灾害时有发生 ，加之人为对 自然界的破坏 ，这些使土地生态 

环境严重恶化。更加重了灾害的多发趋势与危害程度。通过 

历史资料分析(表 7)，陕、甘、宁、晋地区十年九旱。以个别地 

区或局部地区以上出现旱灾的时间间隔作为一次旱灾统计 ， 

那么隋、唐 、五代为 3、24年 ，宋、辽 、金、元为 3、26年 ，明为 1．8 

年，清、民国为 1．5年发生一次旱灾，而 1949—1990年发生 36 

次旱灾 ，平均十年九旱。四年一轻旱 ，隋至 1990年的 1409年 

间 ，发生 B级以上的旱灾 331次 ，约四年一次，这种旱灾在时 

空分布上交替发生，受灾面积约 10％ 一30％。十年一重旱， 

隋至 1990年间发生 D级 以上旱灾 166次 ，约十年一次 ，受灾 

面积 3o％ 一50％。二十年一极旱灾 ，隋至 1990年间发生 E级 

以上旱灾 87次 ，约 20年一次 ，受灾 面积 50％以上，属于大范 

围的旱灾。百年一毁灭性的干旱 ，这类旱灾覆盖全 区，灾情极 

重 ，在 1409年 间共 发生 13次 ，约 100年 一遇。例如 甘肃省 

1991年至 1992年，大部分地方的降水与河流水比历史普遍少 

20％ 一60％，省内部分县出现水荒 ，河流断流 ，水 窖干涸 ，全省 

68个县 1 200万人受灾 ，粮食受灾 140多万 hm2，春旱使 33万 

不能播种 ，1 500万人和 280万头牲畜饮水严重困难 。同 

时 ，由于人为因素的影 响，水土流失、土壤盐渍化逐年加重和 

扩大，加上对土地进行超强度使用，使 自然灾害频率加快，宁 

夏回族 自治区上个世纪 50年代是五年一小 灾、十年 一大灾 、 

60—70年代成了两年一小灾 ，三年一大灾 ，80—9o年代成 了 

一 年一小灾 ，两年一大灾。 

八 、法制观念淡薄 

我国土地资源的管理长期处于一种无法可依 、无章可循 

的状态。《土地管理法》实施后 ，各级政府和 国土部f-JJJH强了 

对土地的管理。由于《土地管理法》是宪法 的子法 ，一些条款 

比较笼统抽象 ，在执行过程 中还存在一些漏洞 ，对大量侵 占、 

非法买卖、转让和破坏土地等违法者给国家 、集体和个人造成 

重大损失的犯罪行为 ，没有明确的规定 ，这就造成了法律执行 

上的种种弊端，致使土地管理部 门陷入，困境。1985—1995年 

黄土高原地区境内违法 占地案件 2万多起 ，涉及面积 2．4万 

。 城镇个人建房用地没有统一标准，一些干部以权代法、 

越权审批、以权谋私、违纪建房 ，甚至卖买宅基地 。土地 占用 

税开征面窄，对部分单 位和个人没有征收 ，违法 占地惩罚 不 

严 。强行占地 的现象不仅是农 民，还涉及乡村领导 ，乃至单位 

职工、国家干部。大力发展 乡镇企业 ，是农村 致富的重要 途 

径 ，也是促进黄土高原地区经济腾飞的重大举措。但是 ，兴办 

乡镇企业的各项建设用地必须与节约用地、保护耕地结合起 

来，必须同法律法规相协调。《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乡镇企 

业用地必须按规定报批。但事实上 ，一些 乡镇企业不经批 准 

乱占土地 ，与法律相违背。有些人认为 ，办乡镇企业就是要来 

得快，哪里简便、省事就往哪里办。因而出现有荒地占耕地， 

有劣地 占好地 ，不批 自占，乡村干部指地为界，边占边批 ，先用 

后批，不报 即占等违法用地现象 。据在陕西省宝鸡县和风翔 

县 1996年对 3 973家新老乡镇企业用地的调查 ，依法 办理 的 

仅有45家，其余均属违法用地。 

九、宏观管理失控 

黄土高原地区土地使用利用 中，存在着若 干管理方面的 

不足，主要表现为城乡土地管理工作没有完全理顺 ，县(区)没 

有依法实行城乡土地统管 ，兰州、西安 、呼和浩特 、银川、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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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 、太原 、伊金霍洛、延安等大中城市表现特别突出，在国有 

土地证使用颁发和建设用地划拨上 ，依然“政”出多 门，互相干 

扰。土地管理机构先天不足。土地管理系统中缺少督查手 

段 ，操作 中出现断层。市 、县土地管理机构虽 已建立 ，但不健 

全，缺乏必要的手段保障法律的贯彻执行。土地管理人员普 

遍专业素质差 ，部分工作人员业务水平低 ，思想品质和职业道 

德差 ，有的以权谋私 ，受贿索贿 ，贪污挪用土地管理费或罚款 

费。目前土地管理工作主要是在建设用地的审批和管理费的 

收取 ，全面的土地利用、保护、开发和整治并没有真抓起来 ，宏 

观管理失控 ，造成一系列 问题 ，加上条块分割，土地的开发利 

用缺乏科学认识 ，以致黄土高原地 区土地锐 减，土地利用失 

控，从而导致掠夺式经营，宝贵的耕地资源受到严重破坏。在 

征地过程中，各项建设用地缺乏统一的定额标准和科学规划， 

高原地区在各项建设 中，对土地的开发利用搞过规划 ，但缺乏 

预见性 、针对性 、科学性和可行性 。多数规划没有从系统工程 

的角度反复进行论证 ，以择优确定综合开发土地资源的最佳 

方案。在宏观上没有搞好控制，在微观上不够详尽具体，致使 

城乡建设、工农业生产的布局以及交通网络的安排 ，常常出现 

各自为政的现象。由于对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流域与地 

区、干流与支流、城市与农村缺乏周密的通盘部署，在治理工 

作中，山、水、田、林 、路、沙缺乏统筹安排，大小流域的治理没 

有同步进行 ，很难采取综合配套措施进行治理。在治理措施 

上，存在重视工程措施 轻视非工程措施的单一 治理倾 向，对 

林 、草措施没有摆上重要 地位 ，治理土地的经费难 以及 时到 

位 ，影响综合整治速度 。长期以来 ，人们对土地资源多样性和 

丰富性的过激宣传及管理的失误。自上而下只重视生态系统 
一 些地区和单位执行用地计划不够严格，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的输出，而不重视输入，使土地生产力和利用率逐年下降，造 

造成了土地的浪费和城乡建设布局及宏观调控的混乱。黄土 成粮食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农业形势严峻。 

表7 甘陕宁晋旱灾频率分布表 

十、土地制度不完善 

建国5O多年来，土地制度几经变化，但我国现行的土地 

制度仍不完善，实际上是绝对平均的生产资料分配与社会福 

利相结合的土地制度，客观上也刺激了生育，同计划生育的基 

本 国策不完全一致，甚至相抵触。其特点 ：一是平均性。在集 

体所有制范围内，人人有份，无论有无生产能力都平均所有； 

二是福利性 。在各村民小组内土地人人有份 ，使这一重要 的 

生产资料被排斥在商品经济之外，无偿或低偿平均使用土地， 

纯粹变成 了一种人人可以享受的社会福利 ；三是随人变动性。 

对农户来说 ，增加人 IZl可 以增加承包土地 ，减少人 IZl则要调减 

土地 ，土地随人 口的增减而变化。在耕地制度管理方面 ，1982 

年 以前 ，耕地 由集体统一经营 ，人 口被禁锢在土地上 ，但耕地 

的收益却主要按人 口平均分配 ，人多分得多 ，虽然也按劳动力 

分配一部分 ，但劳动力是 随人 口而变化 的。再从宅基地使用 

方面看 ，始终是鼓励人 口增长 ，农户只要分家居住 ，就可得一 

份宅基地 ，实际上刺激了人 口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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