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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人们赖以生活的物质基础袁是涉及一个国家或地
区社会经济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的要素[1]遥耕地不仅
是农业生产的基础袁而且是人类生存的根基袁是人类社会必
不可少的资源袁是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2]遥 耕地的
变化是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核心袁它受到自然尧社会尧经济尧
技术和历史因素的综合影响袁 耕地的动态变化反映了社会
经济的基本态势袁同时直接影响粮食的安全遥 因此袁研究耕
地的动态变化及耕地保护对策对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3-4]遥笔者以重庆市万州区为例袁对该区耕地的动
态变化进行定量分析袁为合理利用并切实保护耕地袁促进农
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遥
1 研究区概况

万州区位于重庆市东部袁地处长江中上游结合部三峡库
区腹心地带遥全区面积 3 442 km2袁境内地势相对平缓袁中山尧
低山尧丘陵分别占幅员面积的 9 %尧48 %尧43 %遥 海拔 106~
1 721 m遥万州区气候温和袁四季分明袁雨量丰富袁春早尧夏热尧
秋凉尧冬暖袁盛夏雨热同季遥农作物和牧草四季都能生长袁有
利于农业尧畜牧业尧果业尧水产业和多种经营的发展遥 水能尧
生物尧旅游尧矿产资源丰富遥 年均气温 18 益袁无霜期 267 d袁
年均日照数 1 081 h袁年降雨量 1 416 mm袁为发展农业提供
了较好的自然条件遥 2005年末袁全区总人口 169.70万人袁耕
地面积 92 676.96 hm2袁人均耕地 0.054 6 hm2遥
2 耕地的动态变化及驱动因子分析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袁 基础
设施建设对土地的需求量大幅度提高袁 大量的农用地尤其
是耕地不断转化为非农建设用地遥 由于万州区地处三峡库
区腹地袁三峡库区淹没及移民搬迁袁促使耕地不断地向其他
土地利用类型转变遥从上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以来袁
万州区耕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遥
2.1 耕地的动态变化

2.1.1 耕地动态变化度遥 耕地动态变化度表达的是某研究
区一定时间范围内耕地数量的变化情况[5]遥 表达式为院

K= Ub-Ua
Ua

伊 1
T 伊100 % 渊 1冤

式中院K 为研究时段内耕地动态度曰Ua尧Ub 为研究期初及期

末耕地的数量曰T为研究时段长遥 当 T设定为年时袁K 为研
究时段内耕地的年变化率遥 根据土地利用变更调查资料袁
1997~2005年万州区耕地面积的变化趋势见图 1遥

由公式渊 1冤可得袁 1997~2005年重庆市万州区耕地动态
变化度为 1.68 %遥
2.1.2 耕地动态变化分析遥 自上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
施以来袁在近 8年的时间里袁万州区耕地面积总体呈减少趋
势渊 图 1冤遥 数据显示袁1997年万州区耕地面积为 107 075.66
hm2袁 到 2005年耕地面积减少到 92 676.96 hm2袁8年间共减
少了 14 398.70 hm2袁平均每年减少 1 799.84 hm2遥 从图 1可
以看出袁 万州区耕地面积在 1997~2002年间呈稳定的减少
趋势袁从 107 075.66 hm2减少到 105 062.88 hm2袁平均每年减
少 402.56 hm2袁变化幅度不大袁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
非农建设的占用尧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灾毁等遥在此期
间袁政府加大了耕地保护力度袁即实行了更为严格的土地管
理制度要要要耕地占补平衡袁强化了土地产权管理袁耕地减少
的势头得到了遏制遥 此阶段虽然农业结构调整和建设用地
不同程度地占用了一定的耕地袁 但通过土地整理和开发等
又增加了部分耕地袁占补基本平衡遥 2002耀2005年是万州区
耕地快速减少时期袁 在这短短的 3年时间里袁 耕地减少了
12 385.92 hm2袁平均每年减少 4 128.64 hm2袁主要原因是由于
退耕还林的实施袁再加上三峡库区建设尧移民搬迁安置尧三
峡库区 175 m高程以下的淹没等遥 其中袁2002~2003年是万
州区耕地减少最为迅速的一年袁 耕地减少了 9 122.89 hm2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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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这 8年来耕地减少总量的 63.36 %袁主要原因是三峡库区
建设前后的移民搬迁安置尧 库区 175 m以下的淹没及退耕
还林等遥
2.1.3 耕地减少去向分析遥 调查结果显示袁1997~2005年万
州区耕地减少的去向主要有 4种类型院非农建设占用尧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尧退耕还林尧淹没及灾毁袁4种去向分别占用
耕地 2 254.82尧338.71尧10 419.72 和 2 186.92 hm2袁 共计
15 200.17 hm2遥从图 2可以看出袁退耕还林是耕地减少的主
要原因遥 根据 2000年万州区坡耕地调查结果袁万州区大于
25毅的耕地面积 42 040.19 hm2袁占耕地总面积的 39.84 %遥 为
了保护三峡库区生态环境安全和防止水土流失袁 万州区加
大了退耕还林力度袁在 2000~2005 年间共实施退耕还林
10 419.12 hm2袁占 1997~2005年耕地减少量的 68.55 %遥 其
次袁非农建设占用也是万州区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遥随着工
业化尧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袁城镇郊区大量的耕地流转为
工业尧居民点等非农建设用地袁三峡库区建设尧移民搬迁也
促使大量的耕地转化为水利设施和农村居民点等非农建设

用地遥1997~2005年袁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面积 2 254.82 hm2袁占
同期耕地减少量的 14.83 %遥由于万州区处于三峡库区腹地袁
175 m高程以下库区淹没了一定量的耕地袁 同时由于受到各
种地质尧 环境等灾害的影响袁 使万州区耕地减少 2 186.92
hm2袁占同期耕地减少量的 14.39 %遥 2000年西部大开发资
料显示袁 万州区耕地以中尧 低产田为主袁 占耕地总面积的
73.63 %遥 产业结构调整也是万州区耕地减少的一个因素袁
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使耕地减少 338.71 hm2袁 占同期耕地减少
量的2.23%遥

2.2 耕地变化的驱动因子分析

2.2.1 指标的选取遥影响耕地变化的因素主要有自然因素尧
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袁就万州区而言袁对耕地的变化起决定
性作用的是社会尧经济和技术因素遥因此在选取指标时以耕
地面积变化为因变量袁以社会经济因素为自变量遥社会经济
因素主要选择耕地面积渊 X1冤尧人均耕地渊 X2冤尧人口数量渊 X3冤尧
农业人口比重渊 X4冤尧粮食总产量渊 X5冤尧粮食单产渊 X6冤尧国内生
产总值渊 X7冤尧固定资产投资渊 X8冤尧财政收入渊 X9冤尧人均纯收入
渊 X10冤尧农民人均纯收入渊 X11冤尧农业总产值渊 X12冤尧林业占农业
总产值的比重渊 X13冤尧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渊 X14冤尧渔业
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渊 X15冤共 15种因子遥
2.2.2 耕地变化的驱动因子分析遥用 SPSS软件对以上所选
的 15种耕地变化的驱动因子进行相关分析袁得到耕地面积
变化和驱动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袁结果见表 1遥

从表 1可以看出袁万州区耕地的变化与人均耕地尧人口
数量尧农业人口比重尧国内生产总值尧固定资产投资尧财政收
入尧人均纯收入尧农民人均纯收入尧农业总产值尧林业占农业
总产值的比重和渔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有显著相关关

系遥 这说明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万州区耕地的
变化影响很大遥 人口的增加需要大量建房和进行基础设施
建设袁迫使一部分耕地转化为住宅等用地曰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是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根本动力遥 随
着经济的发展尧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袁工业的兴起和城镇基础
设施建设使城镇周围相对平坦的优质农用地尤其是耕地不

断地向非农建设用地转化曰在现代农业发展中袁虽然粮食产
量和单产逐年提高袁但是由于粮食价格低下袁人们受到经济
利益的驱动袁将原来用于耕作的土地种植果树尧经济林及从
事渔业袁也促使一部分耕地转化为其他用地遥
3 耕地保护对策及开发途径

3.1 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袁提高人口素质袁减少对耕地资源
的压力 人口-资源-环境是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热点问
题袁人口尧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观的根本要
求遥人口的剧增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袁使生态安
全受到很大的影响遥因此袁人口问题是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
态安全问题的关键遥

人口的不断增加袁对土地的需求就不断的增加袁就会使
大量的原来从事农业生产的土地转化为住宅尧 道路等非农
建设用地袁造成人地矛盾更加突出遥从目前的万州区实际来
看袁随着三峡库区蓄水量的不断提高袁三峡淹没和移民搬迁
安置使耕地数量受到严重威胁袁因此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袁
必须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袁减少人口剧增对耕地的需求袁缓
解人地矛盾遥
3.2 建立完善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袁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
用耕地 万州区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生态退耕尧 建设占
用和灾毁遥随着退耕还林的逐步完成袁以后耕地减少的主要
途径为建设占用和自然灾毁遥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袁
耕地保护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遥 根据万州区野 十一五规划冶和
叶 万州区城市总体规划 2003~2020曳袁 确定到 2010年城市面
积达到 60 km2袁到 2020年将达到 100 km2遥 因此袁必须建立
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袁规范用地审批程序袁严格控制非农建设
占用耕地遥
3.3 加强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和移土培肥工作袁提高耕地数
量和质量 万州区耕地增加的主要途径是土地开发整理袁
其中整理主要是对坡耕地的整理袁增加净耕地系数袁开发主
要是对荒草地的开发利用遥 调查结果显示袁万州区大于 25毅
坡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 60 %袁由于田坎系数较大袁整理潜
力很大曰该区荒草地面积为 17 522.69 hm2袁占土地总面积的
5.1 %袁有一定的开发潜力遥 此外袁长江沿线应加强移土培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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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7耀2005年万州区耕地流失构成

驱动因子 相关系数 驱动因子 相关系数 驱动因子 相关系数
X1 1.000 X6 0.441 X11 -0.917**
X2 0.989** X7 -0.720* X12 -0.906**
X3 -0.748* X8 -0.869** X13 -0.864**
X4 0.814* X9 -0.907** X14 -0.672
X5 0.245 X10 -0.928** X15 -0.870**

注院**代表 0.01显著水平袁*代表 0.05显著水平遥

表 1 1997~2005年万州区耕地面积与驱动因子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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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模式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石质山区沟壑多功能治理

开发模式是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袁 以可持续发展的治水思
路为指导袁遵循自然规律尧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袁使自
然资源最大限度地科学尧高效利用遥
2.2.1 指导思想遥根据石质山区沟壑侵蚀的现状和石多尧水
少尧干旱的特点袁最大限度挖掘沟壑潜在的自然资源袁突破
传统治理开发功能单一的模式袁 将沟壑治理同雨洪资源开
发利用尧农业结构调整尧农民脱贫致富有机地结合起来遥 通
过生态经济要素与工程措施的优化配置袁 使资源利用与多
功能系统有机组合袁实现生态效益尧经济效益尧社会效益的
稳定尧协调和统一袁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沟壑多功能治理开
发模式遥
2.2.2 原则遥 坚持兴利除害尧因地制宜尧科学规划尧步步设
防尧层层拦蓄尧梯级建坝的综合治理原则袁将沟壑治理开发
与水土保持尧沟道防洪尧灌溉用水等多功能融为一体袁做到治
理一条沟袁改善一片环境袁发展一方经济袁致富一方百姓遥
2.3 模式的创新点 本模式最大创新点是院根据石质山区
沟壑侵蚀的现状和石多尧水少尧干旱的特点袁运用生态经济
学原理袁以可持续发展的治水思路为指导袁突破传统治理开
发功能单一的模式袁将沟壑治理同雨洪资源开发利用尧农业
结构调整尧农民脱贫致富有机地结合起来袁延伸和扩展沟壑
治理开发的新功能袁最大限度挖掘沟壑潜在的自然资源遥通
过生态经济要素与工程措施的优化配置袁 使资源利用与多
功能系统有机组合袁创建了野 石坝要梯级蓄水要综合配置要
多功能利用冶的优化配置模式袁达到治理一条沟袁改善一片
环境袁发展一方经济袁致富一方百姓的目的遥
3 示范区建设实施情况及效益分析

4年来袁头里村共治理沟道长 2 500 m袁修建阶梯式拦蓄
坝 20座袁 桥坝结合拦蓄坝 5座袁 石拱桥 2座袁 地下截潜
700 m袁水中八角亭 1座袁总坝长 780 m袁护路挡土墙和导流

墙 3 500 m袁修路 3 000 m袁总蓄水 7万 m3袁年可用灌溉水量
80万 m3遥 到目前为止袁这项工程共动用土方 2.6万 m3袁凿岩
120 m3袁浆砌石 9 800 m3袁混凝土 450 m3袁投入人工 2.2万个袁
车工 2 000个台班袁投资 134万元袁其中国家补贴 76万元遥

工程改善了该村的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袁 控制了水土
流失袁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袁为山区农民致富奠定了基
础遥 目前袁该工程蓄水 7万 m3袁年灌溉用水量可达80万m3袁
保土 0.9万 m3袁每年可灌溉果树 3万株袁经济田 20 hm2袁土豆
6.67 hm2遥年经济效益 50多万元袁现在全村社会总产值达到
150万元袁人均收入超过 2 000元袁比治理前增长 37 豫遥 通
过沟壑治理袁从根本上解决了全村 182户袁582口人袁120头
牲畜饮水问题袁部分农民吃上了自来水遥这项工程除经济效
益外袁还保护农田 6 000 hm2袁村屯 3个袁使头里村生态环境
得到明显改善遥

2001尧2002尧2005年在农建野 大禹杯冶竞赛中连续被评为
野 辽宁省农建精品工程冶袁确定为野 辽宁省水土保持沟壑治理
示范工程冶遥 环境的变化袁效益的增加袁使群众真正受益遥
4 结论

示范区各项防治措施布局合理袁建设规范袁初步形成了
完整的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遥对周边地区起到了示范尧引
导和辐射作用袁先后在周边的建昌尧绥中尧兴城尧连山进行了
推广和应用遥 实践证明袁以科学的发展观和管理体制治理
沟壑袁 是适合于石质山区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袁 对生态效
益尧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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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袁提高耕地质量遥
3.4 进行旧村改造和新农村建设袁 加强土地置换 目前袁
万州区农村居民点零散分布袁造成土地集约度不高袁土地浪
费现象严重袁农村居民点的住房面积为 157.3 m2/人袁超过了
150 m2/人的国家最高标准遥 根据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的要求袁万州区农村居民点的整理潜力很大遥应加强土地置
换工作袁减少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遥
3.5 建立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 地方各级政府都要逐级

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袁明确耕地保护的责任和目标袁增
加耕地保护在政府工作考核中所占的比重袁 耕地保护情况
要作为考核领导政绩和组织部门考核干部的重要内容袁形

成以目标责任制为基础的奖惩制度袁 把耕地保护上出现的
问题和后果袁直接与政府领导个人的政绩和前途挂钩袁以制
约地方政府管地尧用地行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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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写作规范要要要数字
公历世纪尧年代尧年尧月尧日尧时刻和各种计数和计量袁均用阿拉伯数字遥 年份不能简写袁如 1990年不能写成 90

年袁文中避免出现野 去年冶尧野 今年冶等写法遥小于 1的小数点前的零不能省略袁如 0.245 6不能写成.245 6遥小数点前或
后超过 4位数渊 含 4位数冤袁从小数点向左右每 3位空半格袁不用野 袁冶隔开遥 如 18 072.235 71遥 尾数多的渊 5位以上冤的
数字和小数点后位数多的小数袁宜采用伊10n渊 n为正负整数冤的写法遥 数字应正确地写出有效数字袁任何一个数字袁只
允许最后一位存在误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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