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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选择中国西部长城沿线农牧交 错 带 的 陕 西 省 榆 林 市 榆 阳 区’西 北 干 旱 区 河 西 走 廊

的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和西南 四 川 盆 地 丘 陵 区 的 四 川 省 德 阳 市 中 江 县 为:个 典 型 研 究 区 域!

对!$世纪I$年代以来的农村社会 经 济 统 计 资 料’土 地 概 查’土 地 详 查’遥 感 图 像 判 读 以 及

#:%个典型农户调查进行分析发现"土地利用的变化既受自然的地球生物物理驱动力 的 制 约!

又受社会’经济’技术和历史等因素的 影 响!具 有 很 强 的 综 合 性 和 地 域 性&西 部 地 区 具 有 悠

久的土地开发历史!其 土 地 覆 盖 类 型 多 种 多 样&由 于 其 特 殊 的 自 然 地 理 特 征 和 社 会’经 济’

政治等驱动因素的 复 杂 多 变!本 区 的 土 地 覆 盖 发 生 了 很 大 的 变 化!这 些 变 化 同 农 业’林 业’

牧业等与土地资源利用有关 的 产 业 发 展 以 及 城 市 化 和 土 地 退 化 等 可 持 续 发 展 问 题 密 切 相 关&

影响西部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主 要 是 人 口 增 长 与 城 镇 化’固 定 资 产 投 入 与 工 矿 交 通

产业发展’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发展和政策管理等人文因素&

关!键!词!土地利用变化#影响因子#对比分析#西部地区#中国

文章编号"#$$$9$"I"$!$$%%$#9$$;A9$A

#!引言

!!中国西部地区 $包括陕’甘’宁’蒙’新’青’藏’滇’黔’川’桂’渝#!个省区

市%地域广阔!自然资源丰富!人口密度较低!有较东部地区广阔的发展空间&土地总面

积为%II万XB!!占全国陆地面积的;#4%;K&总人口约W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K!
人口密度为"!人*XB!&但西部地区气候干旱!热’水’土的配合有较大缺陷!生态环境

十分脆弱!耕地只占全国的:$K左右!且耕地质量总体较差!大于!"度坡地共计约"$$
万VB!!占西部地区耕地总量的#"K左右!远高于全国WK的平均水平&耕地后备资源丰

富!未利用土地比例占全国未利用土地的I$K&可见!人地关系矛盾十分突出!面临着

长江和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西北干旱区的荒漠化和草地退化’西南和青藏高原的

生物多样性减少以及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的生态破坏及退化问题(#)!对全国的生

态环境具有重要的跨区域性影响&根据中国西部长城沿线农牧交错带的陕西省榆林市榆阳

区’西北干旱区河西走廊的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和西南四川盆地丘陵区的四川省德阳市中

江县:个典型区域#AI"年土地概查一’二级分类数据!#AA:年土地详查一’二级分类数

据!#AA%"!$$$年土地变更数据!#AA$"!$$$年基于/78RD7P\M:$BJ:$B 空间分辨

率的遥感数据(!"W)!#AI$"!$$$年的人口’农村社会总 产 值’农 作 物 播 种 面 积’农 作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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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以及#:%个典型农户调查等社会经济数据!研究西部地区土地利用变化态势是区域性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的重要方面(""!$)!对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也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研究区域概况及土地利用特征

!!榆林市榆阳区 $原榆林地区榆林市%位于陕西省北部!属于暖温带和中温带以及干旱

和半干旱地带的过渡地区!为传统的农牧交错地带&酒泉市肃州区 $原酒泉地区酒泉市%
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区域!适合发展农牧业&德阳市中江县位于四川

省成都平原腹地!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雨量充沛!热量丰富!水热条件配合良好!
受地形影响!山地气候垂直变化明显&:个典型区土地利用特征目前都以农业土地利用为

主!但区域差异明显!榆阳区和肃州区已分别成为榆林市和酒泉市的政治经济文 化 中 心

区!城市建设速度将加快!非农业用地比重将不断提高&中江县作为县域经济!随着人口

不断增加!非农建设用地大幅度上升!土地利用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 $表#%&
表!!中国西部典型研究区域概况及土地利用特征

%&’"!!J+4.)/&,2:*I+G&/7,&/7:2+03&/4+03&*&0-+*.2-.02./-3*++-G;.0&,&*+&2)16+2-+*/(3./&

区域概况 榆林市榆阳区 酒泉市肃州区 德阳市中江县

区域范围
东经#$IY"IZ"##$Y!WZ

北纬:;YWAZ":IY"IZ

东经AIY!$Z"AAY#IZ
北纬:AY#$Z":AY"AZ

东经#$:YW"Z"#$"Y#"Z
北纬:$Y:3Z":3YW!Z

总土地面积 $XB!% ;$": ::I" !$%:

耕地面积 $万VB!% I4! W4! ;4"

总人口 $万人% W$ :% #:;4W

农业人口比重 $K% ;%4"I %;4! A!4$A

气候地带
中温带半干旱 大 陆 季 风 气 候

区!为传统的农牧交错带
西北内陆干旱区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 $[% I ""A #%4;

年平均降水 $BB% W$; :A"#;% II:

日照时数 $小时% !A#W4! :$::4W"W:#%4" #$$W4A"#:#:4A

土地利用特征

以农 业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为 主!
局部地区沙漠 化 和 水 土 流 失

面积仍在扩大&

牧草地占很 大 比 重!天 然 草

地 又 在 牧 草 地 中 占 绝 对 优

势#近几年非 农 建 设 用 地 的

比重在逐渐 增 大&土 地 风 蚀

沙化和水土 流 失 严 重!生 态

环 境 脆 弱!土 地 利 用 难 度

大&戈壁’沙 漠 广 布!未 利

用地多&

土地利用类 型 多 样!土 壤 类

型以农业土 壤 为 主!其 中 水

稻土面积最 大&平 原 区 以 水

田为主#丘陵 区 则 以 旱 地 为

多&在非农 业 用 地 中!平 原

区的城镇用地 和 交 通 用 地 比

重均大于丘 陵 区!后 备 资 源

严重不足&

:!区域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分析

$"!!$个典型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历史

!!榆阳区发现的文化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主要分布在黄土丘陵沟壑区#原始社会初期

榆阳也有人类活动!榆阳北部为广阔草原!以南为茂密森林!种植业在社会经济构成中虽

有一定地位!但只起辅助作用!植被未破坏!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经过公元前!!#年开

始进行的:次大规模农业开发!形成现在农牧业的交错发展!长城以北为畜牧业为主的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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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长城以南主要为农业区&环境的破坏使自然灾害频频发生!沙漠不断扩张南侵&

!!肃州区早在W$$$多年前!在讨赖河’丰乐河’白沙河 畔 靠 近 水 源 的 地 方 进 行 农 耕!
种植的粟黍除食用外!多余的用于酿酒&春秋至西汉前期!以游牧经济为主&西汉武帝建

郡立县后!移民屯垦!-军粮饶足.&东晋!安置徒民!广开水田!中仓积粟&北魏兴办屯

垦!开辟水田&隋炀帝时 -盛兴屯田.!徒民充军!边戍边垦&唐代实行 -均田制.!驻军

屯种&元代至元十六年 $#!;A年%置河渠同知等官!办理农田水利!开垦水田&明代驻

重兵从事屯垦&清代移贫民!W$"户至肃州开垦荒地约%I#;VB!&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生

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基本条件的改善!科学技术的应用!农业生产逐步发展&随着全球气

候变暖!祁连山雪线也呈上升趋势!严重影响酒泉水资源的供给和土地资源的有效开发&

!!中江县位于德阳市北部!历史悠久!地域宽&三国蜀始置伍城县!隋开皇三年 $"I#
年%改为玄武县!十三年 $"A#%在东南部 $今仓山镇%增设飞乌县!唐调露元年又在中

部 $今广福镇%增设铜山县!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 $#$#!年%改玄武为中江县!元初飞

乌’铜山县入并中江县沿袭至今&明末清初!四川久经战乱!人丁稀少!土地荒芜&清政

府招民垦殖!移民入川&民国时期为控制土地兼并之风!制定诸多政令!以图平均地权&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民分得了田地’房屋!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建立了土地劳动群众集

体所有制和土地国家所有制&

!!总之!:个典型研究区域土地开发利用具有悠久的历史&

$"#!$个典型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根据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基于/78RD7P\M:$BJ:$B空间分辨率的数

据!从榆阳区’肃州区和中江县#AA$年’#AA"年和!$$$年\M 遥感图像解译结果可看

出(!!:) $表!!图版#图#%"榆阳区#AA$"!$$$年!牧草地比重增加%4$IK!未利用土

地减少%4!;K&说明该区域土地利用变化主要表现在未利用土地转化成草地和居民点及

工 矿 交 通 用 地!其 他 利 用 类 型 变 化 不 明 显#肃 州 区#AA$"!$$$年 间!耕 地 比 重 增 加

$4"K!牧草地比重减少$4W#K!未利用地减少$4#"K&说明该区域土地利用变化以草地

和未用地转化为耕地和居民点及工矿交通用地为主!其他利用类型变化不明显#中 江 县

#AA$"!$$$年间!耕地比重增加$4#AK!牧草地比重减少$4$WK!未利用地没有变化&
说明该区域土地利用变化以园地’林地’牧草地和和水域转化为耕地和居民点及工矿交通

用地为主&
表#!!@@=!#===年榆阳区"肃州区和中江县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单位!O&

%&’"#!P&/7:2+2-*:0-:*&,03&/4+2./Q:G&/47.2-*.0-#R:S3):7.2-*.0-

&/7T3)/4N.&/40):/-G./!@@=!#===%:/.-!O&

土地利用结构 耕地 园林地 牧草地 居民点及工矿交通用地 水域 未利用地

#AA$年 !:4"% :4!$ :W4W" $4!A $4WI :I4$!

榆阳区 #AA"年 !:4:: :4#! WI4%# $4:% $4%$ !:4A;

!$$$年 !:4"A :4!" W$4": $4W$ $4WI :#4;"

#AA$年 !;4!" $4W% #!4;! #4#$ #4"W "%4A!

肃州区 #AA"年 !%4$W $4W# #:4## #4$I #4!A "I4$;

!$$$年 !;4;" $4W; #!4:# #4#! #4"I "%4;;

#AA$年 A#4!I "4%: #4!$ $4I: #4$" $4$$

中江县 #AA"年 IA4:$ ;4%W #4!# $4A: $4A! $4$$

!$$$年 A#4W; "4"I #4#% $4A# $4I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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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的统计与农户调查分析

?"!!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的统计分析

图!!#AWA"#AAA年榆林市人口和人均耕地变化图

LCF4!!M7NDV2UC8FHV78FQDC8N2NE37PC2878RNQG
H7NCP7HE3PĈ7PQR378RC8cE3C8HCPTREGC8F#AWA"#AAA

?"!"!!人口增长与城镇化的影响!
随着人 口 增 长!人 地 矛 盾 突 出!人

均耕地减少#例如!榆 林 市#AWA"
#AAA年因旧社会抑制人口增殖的因

素不复存 在 以 及 鼓 励 生 育 的 人 口 政

策!人 口 由 ##;4W$ 万 人 猛 增 为

:!A4I!万 人!人 均 耕 地 由#AWA年

的A4%;亩下降到#AAA年的!4IW亩

$图!%#酒 泉 市 肃 州 区 人 均 耕 地 由

#A;I年的!4#"亩 下 降 到#AAA年 的

#4AW亩#德 阳 市 人 均 耕 地 由#AWA
年的#4A"亩 下 降 到#AAA年 的#4$:
亩&由于 人 口 增 长 率 远 远 超 过 经 济

发展速度!导致消费资料匮乏!农产品商品率极低!在粗放生产方式未得 到 改 造 的 情 况

下!人口与粮食’能源’人口与经济矛盾突出!对土地产生极大压力!于是毁林草开荒’
牧草超载!引起植被破坏&人口猛增还造成城市膨胀!居民点扩大!建筑物增加!侵占大

量土地&反过来又加剧了人地矛盾&

?"!"#!固定资产投入与工矿交通产业发展的影响!土地是产业发展的载体!随着经济的

发展!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提高扩大!以工业为主导的工矿交通等产业的发展!为区域

社会经济发展进步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占用了宝贵的耕地资源&例如!榆林市"$多年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增加!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迅速发展 $图:%!非农

用地比例由#AI!年的!4$"K上升到!$$$年的!4AK&

图:!#AWA"#AAA年榆林市工业产值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图

LCF4:!_C7FG7BDV2UC8FFG2UPV2O2EPNEP̂ 73EQ2OC8REDPGT78ROCbQR7DDQPC8̂QDPBQ8P
C8cE3C8HCPTREGC8F#AWA"#AAA

?"!"$!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经济结构主要指产业结构&它的变化引起土地资源在产业

上的重新分配!从而导致土地覆盖的相应变化&例如!榆林市’酒泉地区和德阳市第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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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W!#AWA"#AAA年榆林市农业产值结构变化图

LCF4W!_C7FG7BDV2UC8FDPGEHPEG73HV78FQD2O2EPNEP̂73EQ
2O7FGCHE3PEGQC8cE3C8HCPTREGC8F#AWA"#AAA

业比重 趋 于 下 降!第 二’三 产 业

比重 趋 于 上 升&在 农 业 结 构 中!
种植业比重逐年下降!而林’牧’
渔业比重逐年上升 $图W’"%&这

种产 业 结 构 的 变 化!必 然 引 起 土

地利 用 结 构 的 变 化!第 一 产 业 和

种植 业 用 地 面 积 减 少!而 第 二’
三产业 和 林’牧’渔 业 用 地 面 积

增加!使 得 本 区 的 土 地 利 用 结 构

由单 一 化 向 多 样 化’专 业 化 和 商

品化发展&

?"!"?!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科技

发展的影 响!生 产 技 术 在 很 大 程

度上影 响 着 农 业 和 工 业 土 地 的 开

图"!#AWA"#AAA年德阳市三类产业结构变化图

LCF4"!_C7FG7BDV2UC8FDPGEHPEG73HV78FQD2ONGCB7GT!

DQH28R7GT78RPQGPC7GTC8REDPGCQDC8
_QT78FHCPTREGC8F#AWA"#AAA

发&技术 进 步 不 仅 能 改 善 土 地 利

用的 良 性 生 态 循 环!而 且 能 节 约

土地&例如榆林市"$年来政府共

投资了!4:W亿元!建设了!4I万

多个 水 利 工 程!水 田 和 水 浇 地 的

面 积 从 #AWA 年 的 不 到 $4": 万

VB! 增 加 到 #AA! 年 的 ;4$; 万

VB!&新修 了!$万VB!梯 田!水

土 流 失 的 基 本 治 理 面 积 达 到

#%;4A"万VB!&而 且!在 治 理 沙

漠的进程中!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北 部 沙 区#$$多 片 超 过 万 亩 的

森林已 经 形 成!构 成W条 大 型 防

护林 带&在 整 个 榆 林 有";4::万

VB!流沙被固定!:$万VB!流沙被半固定&同时!新的生物技术的引入和农作系统的改革

也有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能力&

?"#!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的典型农户调查分析

!!由于农民是农村土地利用变化的主体!农村土地利用变化与农民的生产’生活及行为

密切相关&作者对上述了:个区域进行了#:%户典型农户调查&涉及榆阳区#%个村庄的

"!户!#W人’肃州区"个村庄的W%户#I"人和中江县"个村庄的:I户#"W人&从表:可

看出!:个典型区农户人均总收入相差不大!但人均农牧收入差距很大!肃州区人均农牧

收入占总收入的IIK!说明农民收入主要靠土地农业生产#而中江县人均农牧收入只占

不到#*:&

!!从表:可看出!榆阳区平均耕地面积收入最高!肃州区最低!说明榆阳区土地生产效

益高于肃州区!也就是说肃州区的单位面积土地生产力水平较低&但调查发现!肃州区农

机化水平高于榆阳区!中江县最差!说明西北干旱区地势较平坦!人均耕地面积大!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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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承担的耕地面积更大!机械化作业是减轻农民体力劳动的重要手段&而中江县地处

丘陵山区!耕地少!人口多!人均耕地少!不需要也不便机械化作业!土地利用以人力’
畜力为主&长城沿线农牧交错带的榆阳区人均耕地明显高于西南丘陵山区!农机化水平相

对高于西南丘陵山区&说明人均耕地的多少会影响土地利用的机械化水平&

表$!#===年榆阳区"肃州区和中江县调查农户土地利用情况

%&’"$!U&2.01&0-2&/7,&/7:2+&/7’+/+1.-2)1-3+./I+2-.4&-+71&*<+*23):2+3),72
./Q:G&/47.2-*.0-#R:S3):7.2-*.0-&/7T3)/4N.&/40):/-G./#===

典型农户调查 榆阳区 肃州区 中江县

调查村庄 #% " "

调查户数 "! W% :I

调查人口 !#W #I" #"W

人均总收入 $元% :!W"4$" :$%!4A; :$:A4:"

人均农牧收入 $元% #:I%4#; !%A"4W# IA:4$%

人均农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 $K% W!4;! II4$$ !A4:I

劳力数 #:I ### #$%

人均耕地 $亩*人% #4$! :4!; $4"%

劳均耕地 $亩*人% #4"I "4W" $4I!

亩收入 $元% ;W"4;! %%I4A; #:I!4"$

亩农牧收入 $元% ####4;" ;%A4#$ AW$4"W

人均住房面积 $B!% W$ %$ :$

!!从农民的有关行为调查来看!农民对国家和地方的土地利用管理政策有一定的了解!
表明各种宣传媒体对土地政策的宣传对农民合法利用土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农民普遍期

望政府保持土地承包责任制:$年不变!农副产品价格保持稳定!但对农业生产合作形式

也不排除&农民的素质有一定提高!大多认识到土地利用管理先进技术对提高农业生产水

平的作用!农民普遍愿意尝试一种新的利用技术方式或改变农业耕作制度!也了解并愿意

使用一些土地整理’复垦’土壤改良’节地等土地利用新技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农民

市场化意识增强!对于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农民都会对土地利用结构进行调整!以获取

最大收成&由于靠土地生产收入与工商业收入有较大差别!农民从事工商业活动或外出打

工的人数不断增加!农民承包的土地时有荒芜现象产生&说明比较利益的驱动将影响到土

地有效利用&从农民的生态环境保护观念来看!认识普遍不足!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对生态

环境造成什么影响很少有农民去考虑它#对陡坡’土壤肥力低的农地退耕为草地和林地的

态度不坚决&从节约用地的行为看!农户家庭庭院占地较大!大多在半亩以上!说明对土

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偏低&

%!结论

!! $#%土地利用是人们根据土地的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土地上进行的一整

套的生物’技术’经济的活动&土地利用的变化既受自然的地球生物物理驱动力的制约!
又受社会’经济’技术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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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地区具有悠久的土地开发历史!其土地覆盖类型多种多样&由于其特殊的

自然地理特征和社会’经济’政治等驱动因素的复杂多变!!$世纪以来本区域的土地覆

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同农业’林业’牧业等与土地资源利用有关的产业发展以

及城市化和土地退化等可持续发展问题密切相关&人类活动因素是西部地区土地利用变化

的主要驱动因素&

!! $:%黄土高原农牧交错带和西北内陆干旱绿洲生态环境脆弱!土地利用受人类活动

的影响更加强烈!在干旱少雨的大气候背景下!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进一步加大

了沙漠化的扩展&但研究发现!人类合理的土地利用’植树造林种草!也会出现 -人进沙

退.的局面&因此!该区域土地利用应提高现有耕地的生产潜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屏

弃盲目开荒’广种薄收的行为&

!! $W%四川盆地丘陵区人多地少!人地关系紧张!土地利用程度高#改 善 生 态 环 境!
扩大植被覆盖率!防止水土流失是该区域土地持续利用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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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1+2 34 5.6+,( -’/78’97: ;.<=3. -’/78’97 +,- >=3,(?’+,( 93.,76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