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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人类生存和生活的重要空间 ,土地不仅给农业活动提供了宝贵的生产资料 , 而且能为农业生态系统提供基础的安全保障。
因此 ,对土地进行资源可持续利用 , 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大关键所在和必行之路。论述了土地利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所
运用的生态学原理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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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i mportant space of humansurvival and life , land could not only provide precious means of productionfor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 but it
could also provide the basic safety guarantee for the agricultural ecosystem. Therefore , the sustainable use of land resources is the key solution of Three
Rural problems in Chi na . The ecological principle and significance of land us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socialist countryside were discus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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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三农”问题既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全局工

作的根本问题, 也是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问题。近几年, 党中央、国务院以科学

发展观为本,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 切实加强“三农”工

作, 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 , 使得农业基础、农村

面貌和农民生活发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 1 - 5] 。但是, 当前

“三农”问题的矛盾依然突出, 如何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依

然是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生态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而

艰巨的历史任务。

作为人类生存和生活的重要空间 , 土地不仅给农业活动

提供了宝贵的生产资料, 而且能为农业生态系统提供基础的

安全保障[ 6 - 7] 。但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环境容量的

不断缩小, 土地环境破坏问题日益严重 , 如大量施用化肥、农

药, 畜禽养殖业废弃物随意排放、堆积 , 过度开垦和放牧导致

土地的沙化、盐渍化和贫瘠化等现象。因此 , 对土地进行资

源可持续利用, 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大关键所在和必

行之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 , 其生态学意义就在于能够

科学务实地根据生态学原理, 统领并指导完成我国在全面建

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

中起决定作用的一些基础问题, 并为今后我国农村勾画出了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

蓝图。

1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土地利用的关系

1 .1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新”主要体现在5 大方面[ 2 ,8] : ①新房舍。要建设具备资源

节约、环境友好特征的房屋, 同时在其设计和规划过程中, 需

因地制宜地添加能够体现地域风土人情和民族文化特色的

元素; ②新设施。要建设和完善齐全的现代化基础性配套设

施( 如道路桥梁、饮水用电、燃料供应、公共厕所、广播电视、

通讯网络等) , 同时对于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逐步实现电

子化、信息化和智能化; ③新环境。要着力改善生活环境和

生态环境, 对于农村产生的各类固体废弃物、污水和农业、渔

业、畜牧业等产生的污染物实行专门化、专业化、专人化处

置, 并需从源头上减少化肥、农药的施用, 积极推广沼气、秸

秆气化、小水电、太阳能、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技术, 同时, 切

实推进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等重点生态工程, 加

强荒漠化治理, 有效防止水土流失和外来有害生物入侵; ④

新农民。要加快发展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整体

提高农民素质, 培养与造就能够汲取、掌握并运用科学技术

新理念、新知识和新方法的新型农民; ⑤新风尚。要加强精

神文明建设, 倡导科学、文明、法治、健康的生活观, 引导广大

农民积极、主动、有序地参与农村各项公益事业。

1 .2  土地利用的内涵 土地利用, 即土地的资源可持续利

用, 能够有效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

量, 能够合理调整和治理农村生态环境 , 全面提高农民生活

质量[ 9 - 13] 。土地利用的过程体现了土地生态系统的动态平

衡过程[ 12] 。国内外研究结果表明, 土地整理是一项实现土

地利用的基础工程, 可以促进土地利用的有序化和集约化 ,

消除土地利用中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制约或限制作用的因素 ,

从而进行综合性的区域开发[ 14 - 18] 。

1 .3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土地利用的关系 在《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

确指出, 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 调整优化

农业结构, 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 加大力度防治农

业面源污染。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是以生态学原理作为依

据, 以调节和改善受损农业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和稳定性作

为目标, 能够有效降低污染物对系统的压力, 提高系统对太

阳能的固定效率, 增加系统内物质循环的利用次数, 减少系

统内能量流动的损耗, 形成原料投入少、产品输出多的良性

循环, 从而获得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三者统一。

刘彦随等总结得出了农业人口—资源—环境发展耦合

模式( 图1) , 从中可以发现, 土地利用不仅体现了人地关系耦

合的紧密性 , 也是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的一大重要的组成部

分和具体的实践形式[ 19] 。因此,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土

地利用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

略决策能够更好地指导和规范土地利用的具体实施, 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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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的“三大效益”又能够更好地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进程, 并且能为解决“三农”工作中的难点问题提供一定的

支持与保障。

注 : ①生态保护体系 ; ②人地耦合体系 ; ③生产经营体系。

   作用指向 ;    目标指向 ;    决策指向。

Note : ① stands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system; ② stands for human-

land coupling system; ③ stands for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stands for action direction ;    stands for target direc-

tion;    stands for decision- making direction .

图1 农业人口—资源—环境发展耦合模式

Fig .1 Coupling model of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

vironmental development

2  土地利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所运用的生态学原理

2 .1  自我调节原理  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 能够通过

反馈机制来进行自我调节, 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和消除外界施

加的环境压力, 从而维持生态系统在结构上、功能上和能量

输入输出上的稳定性。然而 , 当环境压力不断增加时, 就会

造成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超负荷运作 , 导致功能受损 ,

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被打破, 其质量也随之变得日益恶化。

土地利用能够充分发挥农业生态系统中土壤因子和水

因子的生态作用, 丰富土壤生物区系( 如土壤微生物、土壤动

物等) 的多样性, 有效降低农业生态系统的污染物浓度, 同

时, 土地利用还要求从源头上减少大规模、大剂量地施用化

肥和农药, 能够抑制污染物对农业生态系统的排放和积累。

因此, 土地利用不仅减少了系统已承载的环境压力, 而且也

减少了系统新面临的环境压力, 从而使得自我调节功能可以

得到逐步恢复, 农业生态系统重新朝着种类多样化、结构复

杂化和功能完善化的方向发展。

2 .2  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原理 生态系统有两个基本过

程, 分别是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 这两个过程让生态系统中

各个营养级之间和各种成分( 生物和非生物) 之间组成了一

个完整的功能单位。

土地利用能够有效改善耕地面积和质量, 增加粮食和经

济作物的产量, 提高农业生态系统对太阳能的固定效率。对

于农业的副产品秸秆、枝杆、树叶等, 主要有3 条解决途径 :

①秸秆气化, 用作燃料; ②用作畜牧业和渔业饲料; ③制成绿

肥, 增加土壤肥力, 减少化肥施用。对于畜牧业的副产品粪

便等, 主要有2 条解决途径 : ①用作沼气生成的原料; ②用作

食用菌种植的肥料。沼气的副产品沼液可用于畜牧业和渔

业, 而沼渣和食用菌种植的副产品则可同样制成绿肥, 用来

增加土壤肥力。因此, 上述的土地利用模式( 图2) 不仅增加

了物质循环的利用次数 , 减少了能量流动的损耗浪费, 使得

农业生态系统形成了一个原料投入少、产品输出多的协调均

衡的良性循环。

图2 土地利用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模式

Fig.2 Material cycle and energyflow model of land use

2 .3  因地制宜原理  地球上的陆地生态系统是多种多样

的, 其分化与分布受纬度、经度、海拔、下垫面、气候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 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水陆分布、太阳辐射量的多

少、季节分配及与此相关的水热状况。正因为生态系统具有

这种区域性的特点, 所以土地利用就必须因地制宜、合理

规划。

以黄土丘陵沟壑区农村( 陕西省绥德县) 为例 , 当地是黄

土高原土壤侵蚀最为严重的区域, 其显著特征为梁峁交错、

沟壑纵横。焦菊英等[ 20] 、刘彦随等[ 19] 研究表明, 可以建立水

保型立体农业的土地利用模式( 图3) 。该模式以梁峁边线和

坡脚线为界, 划分为峁、坡、沟( 川) 3 带, 基于带内地形部位的

特殊性和土地适宜性再划定6 个区段, 能够集生物( 林、草、

灌) 措施、工程( 修水平沟、集水窖等) 措施和综合调控( 规划、

政策等) 措施于一体。

图3 黄土丘陵沟壑区农村水保型立体农业的土地利用模式

Fig .3  Land use model of rural water-protectiontype of tridimen-

sional agricultureinthe loess hilly and gullyregion

以飒马场小流域( 云南省牟定县) 为例, 当地是云贵高

原中山切割地貌和缓山丘陵侵蚀地貌。杨庆媛研究表明, 飒

马场小流域的土地利用以坡改梯, 经济果林、疏幼林的封育

管理为重点, 开展山、水、林、田、路的综合治理。1990 ～2000

年, 该区域25°以上的坡耕地实施退耕还林67 .73 hm2 , 其中对

土层深厚、立地条件好的荒山栽植茶树、果树、速生经济林

等, 对较贫瘠、陡峭的荒山和稀疏残林则栽植云南松、黑荆水

保林等; 该区域25°以下的坡耕地实施坡改梯86 .2 hm2 , 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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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堰4 座、拦沙坝11 座, 以达到固坡、拦沙、蓄水的目的[ 17] 。

2 .4 综合协同原理 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成分和各种生态

因子之间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彼此联系、相互促进、相互

制约的。任何一个单成分或单因子的变化, 都必将引起其他

成分或因子不同程度的变化及其反作用, 但是它们在一定条

件下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土地利用的过程, 不仅反映了农业生态系统中光、温、

水、土壤等生态因子对生物的作用, 也体现了植物、土壤动

物、土壤微生物等对生态因子的适应与反作用 , 同时 , 还表明

了生态因子之间的协同与拮抗效应及生物种群的种内关系

和种间竞争。因此 , 土地利用就必须扬长避短, 充分发挥系

统中各生态因子之间、各生物成分之间和其两者之间综合协

同的生态效应, 这样就能在最大程度上增强农业生态系统对

外界环境压力的承载力与抵抗力 , 改善农业生态系统的动态

平衡。

3  结语

作为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的一大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具体

的实践形式, 土地利用既能为农业生态系统减少外界环境压

力, 恢复自我调节功能, 也能使农业生态系统形成一个原料

投入少、产品输出多的良性循环; 既能根据农业生态系统区

域性的特点, 因地制宜、合理规划, 也能充分发挥农业生态系

统综合协同的作用, 调节和改善其动态平衡和稳定性, 体现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三者统一, 从而为大力推

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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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缓慢递减, 并出现多峰现象, 最大滴径为4 000 μm, 实际

上已与雨滴相连了。SC 的大云滴平均谱较窄 , 最大滴径为

2 000 μm, 呈指数递减。

大云滴谱在云内随高度分布情况,SC 的大云滴谱在云

底最宽, 最大滴径为600 μm。说明大云滴下落过程中与小

云滴碰并, 落到云底已长成毛毛雨大小的雨滴。云底向上

谱变窄, 浓度减小 , 到离云底1 500 m 处谱最窄, 最大滴径为

200 μm, 再往上到云中部接近云顶附近 , 大云滴谱又变宽

些。这说明除了降水性 AS 中的大云滴落进SC 中之外 ,SC

接近顶部的对流泡中也存在一些较大的大云滴。另外, 有

降水的SC 大云滴谱与没有降水的 SC 大云滴谱差别较大。

例如 , 在离地面2 500 m 高度上共观测21 次 , 其中3 次谱很

宽, 已有降水粒子, 最大滴径为2 000 μm。而其余18 次不降

水的SC 中大云滴谱就比较窄 , 最大滴径只有600 μm。降水

的SC 比没有降水的SC 大云滴浓度大得多。

AS 在3 000 m 云底处平均滴谱比较窄 , 最大滴径为600

μm, 但到距云底1 500 m 以上, 谱宽已明显变宽 , 最大滴径增

至4 800 μm, 再向上谱宽又变窄, 到距云底2 000 m 以上最大

滴径为1 200 μm, 接近 AS 云顶部时谱变窄。因而 AS 云底

和云顶大云滴谱分布稍窄一些, 谱最宽是在距离地面3 800

～4 700 m 云的中上部, 同时在这一层中谱出现多峰情况。

3  结论

SC 和 AS 大云滴浓度分布有明显的差异。SC 中大云滴

浓度在云底最大, 达15 个/ L , 从云底往上迅速递减 , 到离云

底1 000 m 处出现极小值。从云的中部往上 , 大云滴浓度又

随高度而增加 , 到云顶时大云滴的浓度增加到9 个/ L。AS

的大云滴浓度从云底到中上部分布均匀, 浓度为10 个/ L ,

云顶附近浓度较小。SC 大云滴最大浓度为31 个/ L ,AS 为

74 个/ L, 比 SC 多 1 .4 倍, AS 平均浓度为 11 个/ L,SC 为7

个/ L。

AS 的大云滴谱比 SC 的谱宽得多 , 两者峰值直径均为

80 μm。大云滴谱在云内随高度分布情况,SC 的大云滴谱在

云底最宽 , 云顶较宽 , 云中最窄, 最大滴径为600 μm; 而 AS

底部和顶部谱较窄 , 云中部谱较宽, 最大滴径为4 800 μm。

参考文献

[ 1] 顾震潮.云雾降水物理基础[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80.
[2] 黄美元,何珍珍,沈志来.新安江流域上空云内外巨盐核的分布[J] .大

气科学,1982,6(3) :301 - 307.
[3] 黄美元,何珍珍,沈志来. 暖性层积云中大云滴分布特征[J] . 气象学

报,1983 ,41(3) :358 - 364.
[4] 王根明,陈金荣,蒋年冲, 等.江淮地区大气盐核分布特征的初步分析

[J] .南京气象学院学报,1981 ,1(1) :91 - 97 .

3083136 卷31 期               蔡佳亮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态学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