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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充分认识邢台市土地生态环境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土地生态环境保护与整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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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的发展, 要求有限的土地资源发挥最大的经济效

益, 为人类提供更多的财富。然而,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 由

于人类对土地生态规律认识不足, 有时违背自然规律办事 ,

使土地生态日益恶化, 其结果必然会降低土地的利用功能 ,

制约生产的发展。因此 , 土地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已成为

邢台市土地利用开发的关键问题。

1  土地生态环境现状及问题

邢台市位于河北省南部, 地处东经113°45′～115°50′北纬

36°45′～37°48′之间。全市土地总面积达12 434 .4 km2 , 占河北

省土地总面积的6 .61 % 。该市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

气候区, 地势西高东低, 最低处海拔24 m, 最高处海拔1 822

m, 相对高差近1 800 m, 地貌复杂多样, 有中低山地、丘陵岗

坡、山麓平原、东部低平原及洼地。由于自然因子错综交织 ,

因而形成多样的土地生态类型, 有森林、草地、盐湖植被、裸

地、水域等。

由于该市土地资源和环境本身存在一些不利因素 , 加之

经济活动长期缺乏土地开发和整治的规划做指导, 导致了土

地生态环境破坏和土地污染, 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生产进一

步发展。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 .1  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是该市的主要生态问题, 它影响

着山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库的安危和平原地区的洪涝。全

市山区 总 面积 达 419 386 .9 hm2 , 原有 水土 流 失面 积 为

248 250 .7 hm2 , 占山区总面积的59 .2 % 。建国后, 经过大规模

整治, 已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2 731 .3 hm2 , 目前该市水土流失

面积仍有164 986 .1 hm2 。

水土流失的原因主要表现在2 个方面: ①自然因素。地

形复杂, 地势西高东低沟堑密布, 土地切割破碎, 受雨水冲

刷, 沟壁坍塌, 水蚀、风蚀较重; 土壤结构疏松, 大部分花岗

岩、片麻岩等成土母质形成的土壤, 颗粒大, 结构疏松, 易破

碎; 雨季集中,7 ～9 月份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70 % ～80 % , 且

多暴雨。②人为因素。在农业生产单一经营期间, 片面追求

粮食生产, 垦殖草坡, 毁林造田, 陡坡开荒, 使植被遭到破坏 ,

水土流失加剧, 土壤沙化现象日渐严重; 水利工程设施不完

备, 拦蓄能力差 , 控制水土流失的能力低。

1 .2  土地沙化 土地沙化是土地退化的重要表现。目前 ,

全市未利用土地中的沙地达5 860 .35 hm2 , 主要分布在东部

低平原老沙河流域。其中南宫市面积最大为2 130 .58 hm2 。

沙地形成的原因, 主要为黄河故道和河漫滩地。

1 .3  土地盐碱化 该市共有盐碱地4 .7 ×104 hm2 , 据统计 ,

目前尚有未利用盐碱地6 827 .41 hm2 , 主要分布在东部低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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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尤其是滏阳河与老漳河夹道处, 分布面积最大。其形成

原因是: 盐碱地多为河流汇集或沥涝的平坦洼地, 是地表水

分及化学元素聚集部位, 地下水位高, 矿化度在2～5 g/ L , 局

部高达5 g/ L 以上。

1 .4 土地干旱 降水是土壤水分的主要来源。按有效降水

计算, 一般年份全市主要作物在全生育期内普遍存在缺水现

象。历年平均降水量在120 ～170 mm 之间, 最多的年份可达

280 mm, 而最少年份不足60 mm, 年际变化很大。小麦全生长

期需水500 mm 左右, 缺水330 ～370 mm。棉花全生长期总耗

水量达660 ～690 mm。该市同期降水量460 ～480 mm, 缺水

200 mm 左右。

1 .5  土地污染  随着工农业发展和人口的增多,“三废”排

放量日益增加。河流水质监测表明, 滏阳河、牛尾河为5 级

水质, 属严重污染 ; 北涅河为重污染, 水质4 级。超标的污染

物主要是挥发酚、COD、BOD、氨氮等。目前市区内污水灌溉

已扩大至266 .7 hm2 , 造成土地污染的原因首先是大量使用农

药、化肥等农田化学物质; 其次在城郊大量有害物质的工业

废水和生活污水, 未经净化处理直接排入河道 , 渗入地下, 污

染了地下水, 通过灌溉污染了土地。

2  土地生态环境的分区

从整体来看 , 土地生态环境不够理想。但从区域来看 ,

又有较大差别。为分析该市土地生态环境的空间分布 , 认识

土地生态环境的特殊矛盾, 参照河北省土地生态环境分区 ,

依据土地生态环境条件 , 土地的主导利用类型 , 土地生态环

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土地环境整治方向、对策和措施和相似

性、差异性 , 将该市土地生态类型市共分为4 个土地生态一

级区、3 个二级区。

一级区有4 个: 西部山地林牧生态区; 中西部丘陵农牧

副业生态区 ; 中部山麓平原粮棉菜高郊农业生态区; 东部低

平原粮棉油农业生态区。东部低平原粮棉油农业生态区又

分为3 个生态亚区: 滏阳夹道盐碱地粮棉农业亚区、西沙河

流域林果粮油农业生态亚区和南威缓岗粮棉农业生态亚区。

2 .1 西部中低山林牧生态区 山区面积大 , 耕地少, 山高坡

陡, 石原土薄, 气温较低, 适宜林草发育。目前森林覆盖率为

20 % 。耕地分布在山间盆地及河滩地上, 水资源丰富, 能保

证灌溉, 是人工控制型的土地生态环境 , 也是该市土地生态

环境较好的地区。但在局部地区, 目前仍有乱砍树木、陡坡

开荒现象, 草场经营粗放, 并有退化现象, 产草量减少, 因此

该区土地生态建设应以发展林业为重点。

2 .2  中西部丘陵农牧副业生态区  该区土地资源较丰富 ,

但土地质量较差。耕地多为坡地、土层薄 , 且多砂砾, 漏水漏

肥。山坡植 被稀少, 盖度仅 30 % ～40 % , 森林 覆盖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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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 % , 水土流失严重, 缺乏地表水和地下水 , 旱灾频繁, 灾情

较重, 土地生态环境差, 利用难度大。该区土地生态建设重

点是: 搞好以水土保持为中心的草、灌、林植被建设, 按植被

演替规律, 以草先行, 以草养灌, 以灌育林 , 充分利用好现有

水资源, 在灌溉条件较好的地方 , 发展高效农业和雨养农业 ,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2 .3 中部山麓平原粮棉菜高效农业生态区 该地区地势平

坦, 排水良好, 水资源丰富 , 水利化程度高, 农业发达, 是人工

灌溉和物质循环及能量转换良性发展的生态系统, 但该区森

林覆盖率低, 农田常受干热风的危害, 造成减产。灌溉用水

不合理, 浪费严重。地下水因超采引起水位下降。该区土地

生态建设的重点是: 加强防护林建设, 适当发展经济林、林粮

间作; 提高森林覆盖率, 减少干热风和大风的危害; 防护林建

设应结合道路和沟渠进行, 防护林的树种, 灌木应以紫穗槐

为主; 灌溉要节约用水, 科学用水, 雨季引水灌溉, 补充地下

水, 充分发挥水热资源及经济优势, 发展高效集约农业和白

色农业。

2 .4 东部低平原粮棉油农业生态区 该区分为3 个二级区:

2 .4 .1 滏漳夹道盐碱地粮棉生态区。该区低洼易涝, 水咸

地碱, 土粘地薄, 森林覆盖率仅为4 .8 % , 旱涝常交替发生。

该区人均土地面积0 .23 hm2 , 人均耕地0 .17 hm2 , 产量低而不

稳。该区土地生态建设的重点是: 继续完善河流渠道的排水

工程, 做到洪沥的排灌分家, 达到能排洪沥水 , 使地下水控制

在临界深度以下。

2 .4 .2 西沙河流域沙带林果粮油农业生态区。土壤多沙 ,

并有断续的沙丘、沙岗, 植被稀疏 , 遇有大风, 沙丘仍有移动 ,

可形成风沙危害 ; 保水保肥能力差, 土壤贫瘠, 水资源缺乏 ,

干旱较严重; 该区土地生态建设 , 应营造农田防护林带, 建果

园, 种牧草, 做到防风固沙 , 提高土壤肥力 , 改良土壤结构以

保水、肥。

2 .4 .3 南威河缓岗粮棉农业生态区。该区地势平坦, 干燥 ,

排水良好, 地下水位较深, 地表水短缺; 土壤多为潮土, 轻壤

质、沙壤质居多, 漏水, 肥力低。干旱是该区的主要矛盾。土

地生态建设应在保证粮食自给或提供少量商品粮的前提下 ,

积极调整农业结构的种植业结构, 以种植业为主体, 农、工、

林、牧相结合。

3  保护与治理措施

防止土地生态恶化, 有效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是土地

开发利用和整治的一项根本对策。在土地生态环境建设中 ,

主要措施如下:

3 .1 严格执行计划生育, 提高人口素质  在土地粗放经营

条件下, 人口与粮食、能源矛盾日益尖锐, 对环境产生极大的

压力, 造成土地生态环境恶性循环。

3 .2  重视土地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工作 要制定土地生态环

境保护治理建设规划、实施方案并指导实施。

3 .3  综合治理“三废”, 减轻对土地的污染 为防止或减轻土

地的污染及土地的退化, 防止病虫害, 应尽量使用高效低毒、分

解快、少残留的农药。大力发展生物防治, 经常改换作物种类,

选育抗病虫害强的品种。城市污水, 要经处理, 重复利用, 即使

排放, 也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使废水资源化。

3 .4  积极争取水资源的跨流域调水  水资源不足是影响该

市生态建设的关键。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 , 水资源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无法达到供需平衡。因

此跨流域调水势在必行, 对此要积极争取 , 做好充分准备。

3 .5 加强法制建设  土地开发应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进

行。要坚持法制建设、经济开发与土地环境保护相结合 , 奔

小康建设与改善土地生态环境相结合, 实现经济、社会和生

态效益的统一, 从而达到生态环境建设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

应的治理目标。

3 .6 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全民生态环境意识  要依靠科

技, 发挥科技在土地生态环境中的作用 , 将土地生态环境保

护和整治工作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和群众基础上。

4  结语

应加强对土地生态环境的调查研究, 建立土地环境管理

体系, 实现对土地生态环境法制管理。到2010 年, 要基本控

制土地生态环境恶性发展的趋势 , 使区域土地生态环境质量

有明显好转 , 初步形成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 并为

全面的土地生态环境建设, 实现人口、土地资源和经济生态

环境的协调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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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空穴数 , 计算各小区分蘖率、成穗率、结实率、理论产量、

实测产量。

2  结果与分析

试验结果如表1 ～2 所示。施氮量与分蘖率、有效穗数

成正相关 , 但与成穗率、产量不成正相关 , 适当减少氮肥施

用量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产量 , 实测和理论产量均表现为

处理E( 减少25 % 施氮量) 产量最高 , 处理C( 推荐施肥) 产量

次之。不同田块采用不同的施肥量能大大提高化肥的利用

率, 并能有效提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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