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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科学家及项目执行负责人

首席科学家田均良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

保持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土壤学会副

理事长。
'()&

年毕业于郑州大学物理系，同年分配

至水土保持研究所。多年来主要从事土壤环境和土

壤地球化学及其在土壤侵蚀中的应用研究，近期主

要研究方向为利用土壤核素示踪研究土壤侵蚀特

征和土壤侵蚀环境、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

“七五”期间，首次系统地研究了青藏高原和黄

土高原区的土壤背景值分异规律，提出了土壤背景

值的三维分异特征。“八五”期间，提出并开展了利

用稳定性稀土元素示踪法定量研究土壤侵蚀强度

的垂直分布，为小流域泥沙来源及不同水保措施的

减沙效益定量评价和水土流失规律研究开创了一

条新路。“九五”期间，提出并主持了黄土丘陵区中

尺度地域的生态农业建设综合研究，创建的以高

效、快速、规模建设为特征的“燕沟示范区”对黄土

高原生态建设在高投入、全面推动形势下的科学规

划、植被建设布局及建设模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示

范作用。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项，省部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
#

项；出版中英文专著
#

部。主持中国

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院长基金、国际合作等项目

多项。

执行负责人刘国彬 水土保持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安塞水土保持综合试验站站

长。
'(*#

年毕业于原西北林学院林学系，
'(*+

年在

水土保持研究所获硕士学位，
'(()

年获博士学位。

自
'(*+

年以来，在黄土高原从事水土保持与

生态环境建设研究与示范。建立了流域健康诊断指

标体系和方法，为山川秀美建设指标与标准提供了

科学依据；系统研究了退耕还林还草与土壤质量改

善的关系；首次提出植物根系强化土壤抗冲性的三

种作用方式，建立了相应机制模型；提出了黄土高

原人工植被建设的分区、布局建议并建立了延安—

安塞生态建设示范区，为国家生态建设提供了模式

与样板。

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

余篇，出版专著
#

部，专

利
#

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项，省部级奖
&

项。主持国家科技攻关、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

陕西省攻关等项目多项。

#"""科学内涵及意义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十分严重，虽经多年治理，但

局部改善、全局恶化的被动局面尚未根本改观，尤

其是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小流域为

单元（
'$,-

#左右）的综合治理和提高粮食产量为主

的科学研究与试验已不能适应黄土高原生态环境

建设的需求。“退田还林
.

草
/0"

封山绿化
0"

个体承包
0

以

粮代赈”战略措施的提出，为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

设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与途径的同时，亟需

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不同类型区不同小流域的综合

发展模式、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布局、相关技术

的组装与集成以及相关配套政策等问题，使得开展

中大尺度大规模、快速、高效的治理模式和示范研

究成为必然，该项目即是在此大背景下立项的。

该项目以科学实施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

加速植被建造为主的生态环境建设为核心，以土地

利用及相关产业结构调整、培育为重点，研究解决

中尺度或县域退耕还林（草）的科学途径、阶段目

标、支撑条件；快速建造植被原理及技术体系；区域

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结合点；生态农业

建设不同模式及运行机制；黄土丘陵区退化生态系

统重建的恢复生态学原理、技术体系及评价指标体

系。以安塞水土保持综合试验站为依托，以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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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示范小流域（安塞纸坊沟、延安燕沟）及延河重

点治理小流域为基础，以延安市政府提出的
!"#$%

&

生态农业建设示范区为主，集科学研究、技术集成、

试验示范为一体，研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防治

措施配置模式和生态环境建设关键技术及组装，建

立中尺度生态环境建设及经济可持续发展适度超

前的试验示范基地，为加速黄土高原综合治理与生

态环境建设提供科学依据、技术支撑与示范样板。

'(((研究进展

该项目由水土保持研究所承担，与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陕西省山川秀美办公室、延安市人民

政府合作，于
&###

年
)

月正式启动，实施期限
*

年。两年来，项目实施顺利，初步建立了高效设施

型、农
+

经济林果型、农
+

苹果型、农牧型及植被建

设五个不同类型生态农业模式，为生态建设与经济

协调发展提供了实体模型，并在科学问题研究方面

取得了重要进展：

（
)

）建立了黄土高原土地利用结构基本框架。

以生态安全体系、生态经济体系及粮食安全体系为

目标，将黄土高原生态建设的土地资源划分为生态

保护用地与生产生活用地（开发利用地）两种类型。

通过对生态保护用地的全面封禁，加速治理进度，

并对生产用地的区域性、商品经济发展构成三维镶

嵌状生态保护，黄土丘陵区为黄土高原生态保护重

点地区。

（
&

）提出“囤粮寓田”发展战略，以建立生态经

济体系及粮食安全体系。“囤粮寓田”战略即囤蓄满

足区域生态与经济建设可持续发展基本需求的粮

食生产能力，寓以基本农田和农业科学技术为主体

的农业保障体系之中。

“囤粮寓田”从战略的高度来协调产业结构调

整、发展地方经济与改善生态、确保粮食安全三者

关系，可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饥饿恐惧对退耕还林

还草和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心理障碍。实现“囤

粮寓田”的前提条件是建立高标准的农业保障体

系，因而，“囤粮寓田”的战略是实现区域生态与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
'

）提出了根据植被地带分布和植被演替规

律，以自然恢复为主要方式的植被建设途径。通过

对县南沟和纸坊沟两个流域植物多样性的比较研

究，发现其物种丰富度、植被类型几乎没有变化，表

明封禁、治理在纸坊沟流域植被恢复中发挥了作

用。研究认为，县南沟的生态环境破坏没有从根本

上破坏植被演替的基础，有可能依靠自然力恢复当

地植物群落。遵循模拟天然植被结构，选择以地带

性植被优势种为主的适宜成林的树种，营造复层混

交植被的原则，提出根据植被地带分布和植被演替

规律，以自然恢复为主要方式的植被建设途径。研

究表明，与人工林不同，植被自然恢复过程中土壤

水分干燥化程度小，不影响群落演替和更新。

（
*

）提出了人工加速恢复植被的树草种应以乡

土树草种为主。模拟天然植被结构，选择以地带性

植被优势种为主的适宜成林的树种，逐步引入乡土

树草种可形成稳定的植物群落。不同植物种对土壤

肥力有不同的适应性，可通过引进具有较强土壤培

肥能力的树草种，加快土壤培肥过程，促进植被演

替。试验表明，模仿天然植被结构必须掌握群落演

替过程中植物的入侵、定居、竞争和反应全过程以

及植物种对养分的要求，才能科学地运用植物群落

的演替规律，分步建立起稳定的植被。

（
"

）进行了生态恢复中小流域水量平衡与水运

移特征系统研究。通过对不同植被类型生产力及耗

水特征、径流及土壤水分空间分布、泉水流量与降

雨关联程度等小流域生态建设水文响应监测及研

究，表明地下水与降雨关联明显，较大降雨
'

—
)#

天后泉水增加明显。因此，保护土壤水分通道对于

降雨土壤水地下径流转换有重要意义。

（
!

）对生态建设模式的尺度转换问题进行了初

步探索。根据黄土高原地区实际情况，集中研究了

不同模式试验示范的尺度转换问题。包括“中尺度”

及其以下各个尺度如何科学划分以及相互间的关

系；中尺度区域产生生态、社会、经济综合体上异质

性的主要驱动因素及相应的关键性指标；对小流

域—中尺度—区域等不同尺度生态建设模式目标

与评价进行了初步分析。

项目实施以来，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

篇，其中外文论文
&'

篇，ＳＣＩ论文 !

篇，学术会

议报告
&*

篇，专著
*

部。

*(((项目特色

该试验示范区选择在具有较好代表性和典型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试验示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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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包括延安市
!

个乡

（镇），面积
"#"$%

&。示范区建设采用的是集科学研

究、技术集成、试验示范为一体，科研单位、市县政

府及行业部门、示范区农民三位一体的全新机制，

这种共建示范区模式是我国生态环境建设一大新

举措。示范区在传统的以小流域为单元 （
'#$%

&左

右）综合治理的基础上，根据规模化、产业化的需

求，建立了具有区域代表性、科学性、先进性的中尺

度综合生态建设试验示范区，提高了显示度和示范

作用；将技术组装集成与新技术开发相结合，将生

态恢复重建与国土整治、产业开发、脱贫致富相结

合，开发增值型的生态保护和建设模式；以土地合

理利用与植被恢复重建为重点，对重要基础理论和

关键技术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实现生态环境建设理

论与技术创新。

项目实施以来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

年

江泽民同志视察水土保持研究所时，听取了我院在

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科学研究与试验示范方

面的工作介绍后，项目组适时提交了关于黄土高原

退耕还林还草植被建设如何能可持续发展的报告。

此外还上报了重大建议报告
"

项，为国家生态环境

建设提供了建议，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对地

方生态建设发挥了指导作用。

示范区建设还得到台胞的关注与支持，台个人

捐资
"(&

万元共建示范区，在地方引起很大反响，

不仅大大推动了该项目的实施，更重要的是唤起政

府部门与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有力地促进了黄土

高原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进程。
&##&

年
!

月，

全国人大农委与环资委、水利部、农业部、中国科学

院、陕西省、国家林业局等七部委联合在延安召开

“加强生态建设，再造秀美山川”座谈会，该示范区

作为科研、示范典型被重点介绍。

示范区全新的机制和出色的工作受到国家水

利部的重视与认可。水利部、中国科学院、陕西省签

订了共建陕北示范区协议。示范区面积由
"#"$%

&

扩大到陕北榆林、延安两市
(

万
$%

&，以增加试验示

范力度，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生态建设关键技术，为

全国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大型示范样板。

)***建议

（
+

）强化封山禁牧政策措施，促进植被自然恢

复。可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禁牧山羊的法规，制定地

方性封山禁牧法规，同时，应考虑地方要求安排其

它专项，如人工草地、舍饲设施等，以补偿群众的禁

牧损失。改变退耕地单一还林的政策，通过立法建

立生态保护地等途径，封禁保护，促进植被自然恢

复，对这类退耕地可在
)

—
(

年内同样享受国家退

耕地粮食补贴政策；

（
&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创造性地搞好植被建

设工作。在进行宏观决策、目标管理的前提下，应允

许有关省区因地制宜确定不同区域的退耕还林

（草）的政策措施、植被建造或恢复途径。为有利于

退耕均衡推进，也可根据退耕还林（草）成本差异，

制定补助标准。人均耕地多的地区可适当增加退耕

面积，降低退耕补助标准；反之则减少退耕面积，提

高退耕补助标准；

（
,

）强化黄土高原农业保障体系建设，实施“囤

粮寓田”战略。历史经验和教训表明，在国家大规模

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的今天，强化农业保障体系建

设，建立稳定的解决群众温饱的农业保障体系，是

当前急需解决的事关还林还草政策成败的大事。当

前国家在黄土高原实施的退耕还林补贴政策，为该

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创造了千载难逢的

机遇，但目前的补贴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区域

粮食需求与经济发展需求间的矛盾，要解决好这一

矛盾，必须从区域食物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出发，建

设一个高标准的有一定抗逆能力的农业保障体系，

提高农业的整体产出与抗逆能力。“囤粮寓田”战略

是一种抗大逆抗大灾的战略，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

展的必然选择。

（梁峻）

（相关图片请见彩插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