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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型生态农业与西北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 

于法稳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擅 要 西部大开发的基础是农韭．其首要『可题和最基丰目标是解决农民脱费．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生态环境脆弱， 

在西部太开发过程中必须将生态环境重建与当地农民脱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紧密鲭台起来，采取适应该地区特 

点的集水型生态农业，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农民牧凡，经济、社喜和生态三大效益并重。 

关簟调 集水型生态农业 西北地区 可持续发展 

WIg~cr-colleetlng eco-agrlculture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lcultttr~in Nortkwest Regions．YU Fa—Wen 

(RuraIDe velopmentInstitutet ChineseAcademy of SociaI Sciences．Beijing100732)，CJEA．200]．9(4)：61～62 

Abstract Agricuhure is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0f West China．The shaking off poverty of farmers is the first 

issue and the basic target．The ecoenvironment for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is very poor． 

Thus，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West China．the reconstruction of ecoenvlronment must he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the shaking off poverty of farmers and the agricultural·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Taking the water-collect— 

ing eco—agriculture，which suits the regional features，not only Cflll raise the abi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farmers’income·hut also gain the certain ecolcIgical benefits．The water-collecting c,co—agriculture is the effective 

mod el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the progressive restoration and i 

ronment in the Northwest Regions． 

Key words Water—co [1ecting eco-agriculture，Northwest regio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 西北地区农业发展现状 

西北地区(主要指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农业的发祥地，具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同时也是中、东部农区的 

生命线——大江大河的水源涵养地，其农牧交错带为我国中、东部的生态屏障。我国70 的农村贫困人El集 

中分布在西部．近年来西部和中东部地 区收入差距越来越大，1999年我 国东、中、西地区收入 比为 

l 95：1．33 1，因此西部开发首要问题和最基本目标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这是农民自觉自愿参与生态农业 

建设、恢复与重建生态环境的前提，且必须通过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来实现。西北地区农业面临的问题一是 

干早少雨，水资源不足且水土流失严重，农业生产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二是人口压力过大，以雨养早作农业 

为特征的农业承载力已不能满足人121日益增长的需求，如按人均粮食 3．00kg计整个黄土高原地区需增加粮 

食 25亿kg，仅此 l项就需增加农业用水量25亿m ；三是水资源短缺，在黄土高原一些地区人畜饮水问题都 

无法完全解决情况下若解决 25亿m 农业灌溉用水非常困难，西北地区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其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首要因素，水资源对作物增产与稳定具有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作用}四是土壤肥力低下，农作物结 

构不合理 从耕作制度上讲该区仍普遍采用 以粮为纲”的 谷物大田耕作制”，土地利用结构中粮田比例偏 

高，豆科作物、绿肥、牧草、休闲、免耕等耕作、轮作制度受到很大冲击，使其在土壤培肥中作用被削弱，同时秸 

秆还田规模较小，农业生态系统 自身循环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导致土壤有机质含量降低，土壤肥力不足而难 

以支撵作物产量可持续增长 如何立足区域自然资源特点，从变革耕作制度入手寻找一种农业可持续发展模 

式是西北地区科技人员与广大农民面前的重大课题。 

2 集水型生态农业及效益分析 

西北地区作为传统的农牧业地区其最明显优势是农业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大，且农民对土地和粮食具有 

独特的“情结”，该特点决定了农业是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的切入点． 

· 国家杜台科学基垒项 目(OlcJY0lO)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基垒项目部分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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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把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作为其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立足于西北地区农业资源特点和农村经济发展状况， 

从被动保护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转变为积极发展生态产业、恢复与重建生态环境，实现农民脱贫致富。集水 

型生态农业的研究始于 80年代中期，赵松龄等 经对造成黄土高原干旱半干旱地区长期贫困、农业生产长 

期低水平徘徊的根本原因研究认为， 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生态园子不外乎光、温、水、土，半干旱地区光温条 

件适宜，肥力可调，唯水分条件是限制农业生产最根本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土壤水分含量降至垒年最低 

值之前每 hm 补水 450～900m 即可解决作物关键时期的需水，大幅度提高作物产量 降雨是黄土高原半干 

旱地区的唯一水源，实现农作物补充灌溉只能以雨水收集和利用为突破口，此措施在该区具有很好的基础和 

较强操作性。当地农民为解决人畜饮水问题已有千年修建水窖历史．但农民一直未认识到利用水窖收集的雨 

水进行灌溉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巨大促进作用，观念的更新使古老的水窖发挥其潜在功能，集水农业在西北地 

区迅速发展起来如甘肃省“121工程”、“集流补灌工程”、陕西省“甘露工程”、内蒙古 自治区“112集雨节灌工 

程”、四』I『省“川北微水工程”等，被称之为“黄土高原农业上的一项革命性措施”。经过几年的理论研讨与试点 

示范推广，由兰州大学干旱农业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据西北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实践需要提出了较为系统完善的“集水型生态农业”模式体系， 集水型生态农业”以建设良性循环的农业 

生态经济系统为中心，利用人工集水面或天然集水面形成径流，将径流储存在一定储水设施(如水窖)内以供 

必要时进行有限补灌，并与农作种植管理措施相结合，同时兼顾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一种农业可持续发 

展模式，集水型生态农业的兴起与发展为西北地医农业发展及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提供了新思路，通过集水 

与节水农业的发展 ，大幅度提高粮食单产，同时通过发展特色农业增加了农民经济收入，促进了土地利用结 

构优化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使相对节省的大面积土地用于退耕还林还草，恢复天然植被，从而改善当地 

生态环境。集水型生态农业突出特点是实现了降水在时间和空问上的可调性 ，其技术体系由3部分组成，即 

集水工程子系统(包括雨水富集、存储与利用技术等)、农艺工程子系统(包括各种农艺栽培技术、先进的耕作 

制度等)、社会经济与管理子系统，在此基础上建立植被恢复体系，通过人工植被与自然植被的有机结合以及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其成为生态建设的主体，最终建立良好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集水型生态农业效益显著，可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脱贫致富，促进土地利用结构 

优化和生态环境建设，如榆中县地处黄土高原西端，是甘肃省中部干旱与贫困山区的典型．李家岘村地处榆 

中县北山，海拔 2375m，年均温度5 e，年均无霜期 lOOd．年降水量 350mm。垒村 5户人家 25口人，耕地面积 

16．7hm ，其中梯田、坡地和苔地分别占15．5 、74．7 和9．8 ，正常年景每hm。产量仅 750kg，稍遇旱灾便 

颗粒无收，农业生产表现出极大的波动性，产量低而不稳．生存危机日趋严重，缺水甚至无水的严酷现实世世 

代代困扰着北山农民。1988年兰卅『大学赵松岭教授提出了“集水农业”的观点，并将李家岘村作为试验示范 

点给予扶持，截至目前为止该村已修建水窖51个，容积一般在 15～35m ，总容量达 1275m ，其中供人畜饮 

水水窖 17个，其余 34个水窖用于补充灌溉，其集水面主要是公路路面、水泥地面和自然斜坡，若每水窖集水 

率按 75 计算，雨水收集量可达 956m ，用于人畜饮水和部分耕地补充灌溉，集水生态农业的发展使该村粮 

食产量大幅度增加，且通过采用新的作物种植模式如玉米、小麦带状种植每 hm。产量达 5955kg，为对照田的 

4．5倍 ，不仅实现了高产且结束了该村不能种植玉米的历史。集水灌溉方法结合大棚种植栽培技术试验结果 

粮食产量达 3．75～5．25万kg／hm ，收入达 4．5万多元。紫花苜蓿、饲草种植面积达 1．8Ohm ，占耕地面积的 

10．8％，且种植面积遂步扩大带动了养殖业发展，1999年该村人均收入达 800余元。从生态效应看紫花苜蓿 

根部深入地下 5～6m可利用土壤深层地下水，对稳定农牧复合生态系统起到良好作用，如 1 998年 9月～ 

1999年 4月间在无有效降雨条件下作物播种受到极大影响，4月中旬苜蓿根部地下部分 4～5cm均枯死，5 

月初普降雨后苜蓿迅速生长，至 8月 10日苜蓿平均株高已达 lm左右，鲜草产量达 3．75万kg／hmz左右，紫 

花苜蓿等多年生人工牧草有利于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从而提高整个农牧生态系统抵抗外界风险的能力。在 

干旱半干旱西北地区建设集水型生态农业是提高土地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恢复 

与重建生态环境，建立稳定、健康、持续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有效可持续发展模式，值得大力借鉴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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