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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牧交错带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区域，通过建国50多年的艰苦努力，已经成为一条经济产业带，生产了大量 

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和农牧产品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并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通过大量的资料分析工 

作，按照典型剖析、专题研究、总结提高的基本思路，分析了农牧交错带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探讨了在西部大开发中 

生态环境失衡的主要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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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interlaced regions of agriculture and pasturage in national economic devel— 

opmeut，and analyze5 the main factors that lead to unbalance of the ecdogical environment in western China．The result shows that it is 

the important economic industry zone of China and the adjustor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so it poims out the restrictive factors include： 

(1)the low quality of soil texture and infertile；(2)the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3)the sparse vegetation；(4)the low out of primary 

production；(5)the tmreasonable economical structure，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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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农牧 交错 带的 战略地 位 

在国家高度重视西部的发展和战略重点 向西推 

进的今天 ，西部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 】。农牧 

交错带作为一个十分敏感的区域 ，加快其生态环境建 

设，对遏止西部地 区的生态环境恶化 的趋势和改善全 

国的生态环境将发挥重要作用。为此 ，治理农牧交错 

带生态环境在 21世纪则显得十分重要 ，农 牧交资源 

和巨大的市场。无疑为东中部地区结构升级和产业转 

移提供 了极 其有 利 的条件 ，由于农 牧交错 带具有 东西 

部之间过渡带、国家生态安全带、能源矿产基地带 、农 

林 牧 系统最 佳地 带 、经 济发展 的第二 条黄 金带 的特殊 

地位 ，它对于扩大内需 ，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东中西部 

地区协调发展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加强民族 团结 ，维 

护社会稳定和巩 固边防，都具有重要 的意义 】。农 

牧交 错带要 发 展 。必 须从 全 国大局 考 虑 ，摆 脱 狭 小 的 

局部利己意识 ，实现资源共享和环境协调，以促进国 

民经济的发展。 

2002年 ，党中央和国务院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的 

战略决策，表明我国十分重视西部 的发展。其实 自西 

汉起我国已经先后进行了五次西部大开发HJ，每次都 

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 了作用。由于农牧交错带绿色 

的不 断消失 ，沙 漠 化 的不 断 蔓延 ，严 重 威 胁 当 地人 民 

的生命和国土安全 ，并制约国民经济 的发展 ，从 1952 

年至 2002年 ，已发生 了 100余 次沙尘 暴，2000年至 

2002年袭击北京近十次。影响范围达 250万 km ，一 

次 又一 次敲 响 了沙 漠 化 向京城 走 来 的警 钟 】。黄河 

多次 出现 断流 ，1997年达 226天 ，更 多 的河 流 ，是 步罗 

布泊 的后 尘 ；2000--2001年 旱 灾 、蝗 灾 为近 十 年所 罕 

见 。。 。面对 如此触 目惊心 的事 实 ，农 牧交错 带 生 态环 

境 的恢复与重建则显得刻不容缓 、任重道远。 

农牧交错带位于我国中西部交界处 ，绝大部分属 

于西部地 区，东起 大兴安岭西麓 ，经 内蒙 古东南、冀 

北 、晋北 ，西至陕北 、鄂尔 多斯 高 原 、兰 州盆 地 ，属 东西 

部 山地河谷农牧交错带。土地面积 0．44亿 hm ，人均 

土地面积 1．68hm ，人均耕地面积 0．33 hm 。。农牧交 

错 带是 我国北方 农 区与干旱 半 干旱土 壤 的过渡 地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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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降水量在 350—450mm，湿润系数为 0．3—0．8。行 

政区划涉及青 、甘、宁、陕、晋、蒙、冀 、辽、吉 等省 (市 

区 )的 l8个地区 (市盟 )，117个县 (市 、区 )，区内厚 层 

的黄土堆积 和黑 土 覆盖 形成 蔚 然状 观 的 黄土 高原 和 

东北黑土地 ，为世界所罕见。农牧交错带解决了相邻 

地区 1亿多人的吃饭问题 ，油料、棉花、烤烟、苹果 、酥 

梨、甜菜等生产基地提高 了农 民的收人 ，畜牧业生产 

历史悠久 ，商 品率较高 ，草场资源丰 富，畜禽 良种繁 

多，畜产品加工有一定 的基础，满足京津等大中城市 

人民之需。在 2l世纪，农牧交错带蕴藏巨大的潜力， 

既是我 国最 大 的能源 化 工基 地 ，又是 黄 河 、长江 的发 

源区 ，同时还 是 我 国重 要 的草 业 和畜 牧 业基 地 ，该 区 

的发展直接关系到西部大开发的成败 。 

二、农牧交错 带生态环境恶化 的主 要因素 

(一)土壤基质 的不稳 定性 与 贫瘠性 

土壤是侵蚀的x,l-象 ，又是影响径流的因素。农牧 

交错带土质结构疏松，在 内营力和外营力的作用下 ， 

易受土壤侵蚀p J。黄 土高原 土壤侵 蚀面 积 43万 

km2
，严 重的水 土流失面积 28万 km ，最为严重 的粗沙 

区面积 15．6万 km 。由于降水量少，黄土层疏松 ，在 

暴雨强烈，地形破碎的条件下 ，年均侵蚀模数 0．5—1 

万 t／km ，高的可达 2万 t／km 。河流泥沙量居世界 

诸大河流之首。黄土高原的降水量不仅年际变化大， 

而且每场降雨之间侵蚀量差异非常大 ，流域内年度径 

流与侵蚀产沙量往往决定于几场暴雨 ，大量侵蚀主要 

发生在 6—9月 ，有时一次高强度 的降雨产生的土壤 

侵蚀占全年的侵蚀量的 50％ 以上。农牧交错带经常 

受到风力侵蚀 ，近三年来 ，共发生沙尘暴近 40次 ，2002 

年我国出现 7次大的沙尘暴，横扫我国甘肃、内蒙、宁 

夏、山西、陕西、河北 、天津、北京 8省 (市 区)140万 
km2

，耕 地 28．5万 hm ，草 地 236万 hm ，总人 口 1．3 

亿。辖区土地贫瘠 ，生产水平低 ，大部分耕地有机质 

N．P含量低 ，豆类作物和饲草 比重小 ，土壤水肥转化 

率低，农作物产量 100—200kg／667m 达 2／3以上，长 

城沿线风沙区粮食单产为 59kg／667m ，个别地区只有 
15kg／667m2【。。一。 

。 

(二 )气候 因子 时空异质 性与 自然灾害的频发性 

农牧交错带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 ，生 

态环境恶劣 ，自然灾害频 发，这是限制草地利用和畜 

牧业生产的重要 因素。因 自然灾害的影响，直接威胁 

到辖区内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例如：内蒙古中东部 

的锡林郭勒、赤峰、通辽、兴安、呼伦贝尔受雪灾农牧 

户达 48．32万户 ，受灾人 口为 257万人 ，受灾草 场面积 

2 805．3万 hm ，受灾 牲畜 2 322．9万头 ，因灾死亡牲畜 

38．4万头(只)，有 29人在暴风雪中死亡；锡林郭勒盟 

有 2．59万户 ，lO．15万人 被大雪 围 困，318．11万头 

(只)牲畜采食 困难【l 。目前农牧交错带危害比较严 

重的自然灾害有 以下几种形式 ：(1)干旱。农牧交错 

带降水量在 300mm左 右，在西北荒漠地 区气候 十分 

旱，年降水量低于 150mm，有的不 足 50mm【l ，该区干 

燥多风 ，风力强劲 ，易造成干旱。例如 ，陕甘宁青蒙干 

旱期从 1964年 11月 一1965年4月的 171天内平均降 

水量只有 26mm，冬小麦从出苗、越冬、返青至拔节、抽 

穗期，作物水分供需 比仅为 14％；5月份正当小麦拔 

节、抽穗、扬花和套种作物播种出苗的关键需水期，月 

降水量仅 9mm，水分供需比 1．5％ ～11．1％，6月冬小 

麦成熟期，降水量 15．8mm，水分供需比平均 9．1％，严 

重的干旱造成小麦歉收 ，部分甚至绝收。1980年在陕 

甘宁青蒙，则 由于长时 间的水汽来源不 足而干旱少 

雨 ，于是形成了大范围的干旱形势 ，该年是建 国以来 

因旱粮食减产最多的一年 ，减产粮食 333．7万 t，陕西 

从 1979年 9月 一1980年 5月连 续 “双百 日”大 旱 ，毒 

日炎炎 ，土地龟裂，原区作物全部枯死 ，等等。(2)暴 

雨。降雨是气候 因子与土地资源关系密切 的一个 因 

子 。由于辖 区处 于 季 风控 制 范 围之 内 ，多 年 由于冬 、 

夏季风周期性的进退和交规划变化 ，使得雨季降雨集 

中，且多暴雨，降雨强度大 ，汛期降雨量约 占全年降雨 

量60％ 一70％ ，日降雨量曾有 700—800mm的记录 ，特 

大的暴雨最易造成洪害。加之在农牧交错带最典型 

的梁峁沟壑地貌，林草覆盖率低 ，地表裸 露。一场暴 

雨则造成洪灾 ，并次生 出滑坡、泥石流和水土流失灾 

害，冲毁山庄农 田、堤坝及交通、通讯等设施 ，吞没人、 

畜财产。(3)土地沙化。农牧交错带沙化耕地和沙化 

荒地 的面 积呈持续增 长 的趋势 ，近 年来 沙化 土地 面积 

大，分布广，治理难度很大。例如长城沿线风沙区的 

沙地面积达 1．2万 km ，占总面积的 23．17％，流沙覆 

盖率达 65％ 以上 ，内蒙古 60年代 有 草原 8 200万 

hm ，如今只剩下 3 876万 hm ，科 尔 沁草原 、鄂尔 多斯 

草原均已基本沦为沙地 ，呼伦贝尔草原和锡林郭勒草 

场正以每年 9万 hm 的速度沙化。今天 的内蒙古 ， 

2／3的农田被沙丘包围，随时有被吞噬 的危险” 。(4) 

大风 和沙 尘暴 。大风 是 在 一定 的环 流 和天 气 条件 下 

发生的，一年 四季均可产生 ，而且在不 同季节造成不 

同损失 ，在春夏季大风可加剧土壤蒸发失墒 ，在秋季 

可使作物严重减产，在冬季可加重越冬作物冻害。严 

重时可直接造成人 、畜 生活 困难甚 至死12：。例 如 ：2000． 

年一年 l2次 的沙尘暴 造成的经济损 失达 5．64亿元人 

民币【l u(5冰 土流失。农牧交错带水土流失蔓延 的 

趋势在局部 有所 缓 解 。但 水 土 流失 在 根 本 上没 有 改 

变，还有加重的趋势。例如在陕北、陇东和晋西等地 ， 

地面切割破碎 ，沟道密度 5km／km ，地形坡度陡 ，侵蚀 

极为强烈 ，年侵蚀量在 2 O00t／km 以上。陇东地属于 

黄土梁状丘陵，植被稀少 ，面蚀、沟蚀严重，水土流失 

强烈，年侵蚀量在 5 O00t／km ，沟面多滑坡和泻溜。另 

外，大部分地方处于干旱草原 区，土层薄、肥力低、降 

水少、水土流失严重。又如伊克昭盟十大孔内由于降 

水量少，年平均输沙漠数 2 000—5 O00t／km ，若遇上 

特大暴雨输沙量可达 30 000—40 000 t／km 。在暴雨 

作用下，沟头溯源侵蚀 、沟床下切、侧蚀、岩溶、侵蚀均 

很严重，重力作用下 的陷穴 、泻溜、崩塌，往往形成泥 

石流 。准格尔 全 旗县 沟 壑 纵 横 ，千 孔 百 疮 ，由 于掠 夺 

式的经 营 ，破 坏 林 草 资 源 ，全 旗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6万 
hm2

，流失有机质 1 500t，折合氮素 3 O00t 。 

(三 )土地 的镶嵌 性与 多样性 

土地是由地质、地貌、气候 、土壤、植被等多种 自 

然要素组成的自然综合体。辖区内地质结构独特 ，有 

盐碱化草地、草原带沙地、丘陵山地、黄土高原、东北 

低山丘陵和漫岗丘陵区等。这些地貌单元本身形成 

镶嵌的斑块结构 ，又与乡村、城镇、厂矿、农 田、森林、草 

场、河 流形 成镶嵌斑块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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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植被 的非 均质性 与波动性 

农牧交错带 自然资源植被 的地理格局是植物与 

环境长期进化和 自然演替的结果。辖 区内森林覆盖 

率低 ，特别是宁、青覆盖率只有 0．3％和 0．9％ ，远远低 

于全国 16．55％ 的水平 ，而且植被类型单一 ，景观单 

调，植被易受外界因子干扰 ，波动性大 ，恶化生态环 

境 ]。以内蒙古额济纳旗为例 ，内蒙古额济纳旗总土 

地面积 11．4万 hm2，近 9o％的土地是戈壁和沙漠，年 

均降水量只有 41．3mm，蒸发量却高达 3700ram，从有 

关专家多年 的研究额济纳旗天然荒漠绿洲群落结构 

组成结果来看 ，绿洲的植物种类普遍缺乏 ，所选择的 8 

个具有代表 性 地 方 中 ，最 多 的 有 5种植 物 ，最 少 的只 

有 1种植物 ，大多样地为 2—3种植物 J。其中胡杨、 

红柳为绿洲群落结构组成中的绝对优势种，少数样地 

虽有多年生草本植物伴生 ，同株数和多度所 占的比重 

较大 ，但覆盖度均很低。植被覆盖率降低和地表裸露 

增大是草原退4-1=的表现特征，另一表现特征是植物个 

体小型化和群落植物种类数 目下降，草 的高度降低， 

致使草场的退化率高于全 国水平。再一表现特征为 

生物灾害的影响，大量的昆虫啃食牧草 ，严重破坏草 

场土壤结构和植物根茎，在家畜过牧 和昆虫活动下， 

优 良的牧草因过度啃食而不能恢复，原来以优质牧草 

为优势种 的草地演变为 以毒、杂草为优势的植 物群 

落 ，如棘豆、碎 巴草、狼毒等，这类植物不但没有利 用 

价值 ，而且使家畜误食后 中毒，甚至死亡。如青海省 

玛多县鼠害造成 草场退化 1．5万 km ，占全县天然草 

场 65％，化隆县鼠害使草牧损失达 296．11万 kg，相当 

于 2 028个羊单 位 1年 内的采食 量，直接经济损失 

5O．7万元 圳。 

(五 )农牧业低 产性与 不稳 定性 

由于 自然灾害频繁 ，降水 年际变率大，最典型的 

半干旱地区休 闲期土壤蒸发量 占同期降水量 的70％ ， 

半 干旱偏旱地 区达 80％以上 ，加 上风灾 、冻 灾 等因素 ， 

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定成为必然 J。干旱造成土壤 

团粒结构性极差，土壤营养成份直接与空气接触容易 

氧化损失 。(1)由于农牧交错带 降水量 只有 300— 

450ram，一部分地方仅有 150—200ram，且降水与农作 

物需水不能同步 ，蒸发和蒸腾过多，农作物光 温生产 

潜力仅有 10％左右 。另外非气候性的资源因素 ，则是 

目前作物生产最主要限制因子 ，约 9o％的光热水资源 

生产力因土壤 、作物、技术等因素而损失 ]。因此农 

牧交错带大力发展粮食作物很不适宜。(2)在草地退 

化过程中的一个主要植物种演替现象是原有 的饲用 

价值高的群落被低 、劣质甚至有毒 的草群等所替代， 

因而加重 了草 原 的退 化 。尽 管 天然 草 地 的初 级 生产 

力与 北美 同类 草地 和世 界 草地 生 产 力 的平 均 水 平接 

近 ，但单位面积的畜产品量仅为美国的 1／27和世界平 

均水平的 30％。(3)农牧交错带家畜数量的增加和草 

地生产力的下 降，使草畜矛盾突出，草地超载过牧严 

重 ，虽然作物桔秆可弥补部分牧草不 足，但饲料缺 口 

仍然很大 ，这种草畜矛盾必然转化为草地过牧 ，使草 

地发生退化 ，草地产草量下降主要的原因是农牧生产 

管理粗放，长期 以来对草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靠天 

然养畜，从而导致生产水平低下 ，造成畜牧业“夏壮、 

秋肥 、冬瘦、春死”的恶性循环。(4)草地生产力变化 

显著 ，丰收年牧草量高时达到正常年份 155％，而碰到 

大的 自然灾害，只有正常年份 的 75％ ，区内绝大部5-)- 

草地处于 自然生长状态，受降水、温度等气候条件 的 

限制 ，年际丰欠不 同，也是不利于可持续利用的一个 

因素。随着草业生态的破坏 ，草地畜牧业变得更加脆 

弱和不稳定 ，如青海省每年死亡牲畜 150万头 ，牲畜质 

量也在下降 ，牛的胴体下降为 25％，绵羊产毛量 由原 

来 1．1kg／头下降到 0．9k：g／头 ，能繁母畜 的比例牛马是 

37％，更低的只有 29％，绵羊为 40％ 一50％ ，牛马出栏 

比重平均 15％ ，绵羊出栏比重平均 22％ 一26％ J。 

(六)经济基础薄弱性与社会经济结构不合理性 

贫困地区由于区位上的边缘性和区内的5-)-散性 ， 

地形的复杂性和气候 的恶劣性及社会历史 因素的影 

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旧的习惯势力束缚 ，造成交通 

不便 ，基础设施落后，环境恶劣 ，单一经营、靠天吃饭， 

生产力低下。(1)从空 间上看 ，贫 困山区本身与 山外 

隔绝 ，形成一 个 区域 性 的 自封 闭圈 ，在 山 区 内部 封 闭 

圈的各个经济单元又互相隔绝 ，形成一个小封闭圈。 

(2)从 时间上看 ，贫 困 山区 的封 闭 表现 为 发展 速 度 迟 

缓与停滞 ，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不协调。农牧交错带 

不仅每平方公里居住的人 口绝对值小 ，“三户一村，五 

户一庄”，而且交通阻塞 ，通讯落后 ，居住人 口极度5-)- 

散化。形成人穷志短的依赖思想 ；无所作为的懒汉作 

风 ；“宁愿一块穷，不愿个人富”的平均主义 ；自给 自足 

的自然经济；怕担风险的胆怯心理；因循守旧和固步 

自封的落后观念 ；温饱即安的心态。在上述因素影响 

下 ，人们身体与文化素质差，据 1996年统计 ，在全国最 

贫困 109个县中，有地方病达 94种，占 86．3％。在全 

国592个贫困县 中，牧区占 8O个 J。每万人文盲半 

文盲人数为 2 000人 ，小学文化程度为 4 000人 ，以青 

海为例，1987年全 省 12岁 以上 文 盲率 为 36．8％。 

1997年却上升到41．6％ 。甘肃定西地区 15周岁人 

口初 等 教 育 完 成 率 为 81％ ，初 中 阶 段 人 学 率 为 

75．4％，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的乡镇只 占乡镇总数 的 

34％，农村妇女文盲占到 50％ 以上 。 

(七 )人类 经济 活动 的不合 理 性 与 经 济 系统 的 失 

衡 性 

在农牧交错带 ，几千年封建剥削制度和落后的生 

产方式 ，特别是人 口快速增长 ，吃饭、住房、烧柴超过 

了自然资源的负担能力。在许多地方形成 滥垦、滥 

伐 、滥樵、滥牧、广种薄收，掠夺式经营。1958—1973 

年在内蒙古出现的两次开荒热，660万 hm 草地被垦 

为农田，建副食品基地开垦草地 34 120万 hm ，毁坏了 

自治区 1／10的草地 。山 区和风 沙 区群众 生产木耳 、天 

麻 、火纸、木炭 、挖药材、发展柳编等 ，樵采、乱挖 ，破坏 

植被 。近 1O年来 ，来 自全 国各地 的 200万人进入 

内蒙挖掘开采 ，涉及草场 面积 0．146亿 hm (2．2亿 

亩)，已使 0．04亿 hm 草原完全破坏 ，成为荒漠化地 

带 ，其余 草场正处于沙漠化 过程中，每年损 失 3O亿 

元 。“三化”草场面积 276万 hm ，占可利用草原面 

积的6o％ ，而且家畜超载严重。内蒙古多伦县 5O年 

代只有小家畜 3．48万头 ，大家畜 2．53万头，到 1996 

年小家畜已达 31．49万头 ，大家畜增加到 5．38万头 ， 

分别比50年代增加了 8．O5和 1．13倍 ，相当于 58．39 

万羊单 位，多伦 县适宜 载畜 量 3O．69生产 羊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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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 ，超载 27．7万羊单位，由于大量超载 ，天然草地大 

量发生退化和沙化。甘肃 民勤石羊河 由于超采地下 

水 ，成片防沙 林死 亡 ，个别 地方 到 了饮 用 水要 到外 地 

高价购买的境地 ，沙化每年 向绿洲推进 4—6m。投人 

不足，建国以来平均每年每亩草场建设的投人只有几 

分 钱 ，使 建 设 速 度 赶 不 上 退 化 程 度 ，人 工 草 场 比 例 

低 一圳。 

三、农牧 交错 带生态环境改善 的基本途径 

通过以上调查研究 ，笔者认为改善农牧交错带生 

态环境刻不容缓 ，其基本途径有八 ：(1)保护资源环 

境；(2)防御 自然灾害；(3)大力发展草业；(4)合理调 

配水资源；(5)实施农业产业化；(6)搞好扶贫开发 ； 

(7)加 快身与闹动力 的转 移 ；提 高农 民收人 ；(8)强 化 

环境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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