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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对粮食生产灾情的间接影响分析
以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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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为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契机。通过实地调查走访及对气候和农业

自然灾情的了解,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研究区退耕前后气候背景、自然灾害发生和粮食生

产的状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退耕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土地利用的优化,提高了农业

生产系统总体的抗灾能力,特别是对缓解成灾率为 3~ 5成的那部分粮食作物的受灾有较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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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 ion o f returning farm land to forest prov ided a new chance for the ad justm ent of agricu ltur

al production structure. Based on fie ld invest igation and stat istica l data o f c lim atic and agricu ltura lnatural d isaster,

th is art icle takesAnd ingD istrict of centra l sem i arid area in Gansu Prov ince for an examp le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return ing farm land to forest on the disaster situat ion o f gra in production in such respects as the change o f reg iona l

clim ate, agr icu ltura l natura l d isaster and pattern of farm ing, etc. , Resu lt show s that returning farm land to forest had

promo ted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d justment and optim ized the land use, it has posit ive effect on avo iding

and reduc ing d isasters to g rain product ion, espec ia lly to the part of g rain production w ith light disaster suffering area

rate.

Key words: return ing farm land to fores;t grain product ion; agricu ltural natura l disaster; d isaster situat ion

西部大规模的退耕还林 (草 )工程实施已将近 5a多了, 退耕还林 (草 )措施的实施对改善当地生态环境

以及农民的生活水平状况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退耕还林 (草 )在增加地表植被, 提高覆盖率的基础上,涵养

水源, 将天然降雨较多的保留在土壤中,减少了蒸发, 使土壤保持长期湿润, 增加了土壤含水量
[ 1]
。退耕还

林 (草 )政策的实施将对生态环境产生强烈的影响, 其生态效应包括植被效应、水文效应、土壤效应和与之相

关的小气候效应等, 主要表现在对其生物多样性、土壤性状和水土流失的影响
[ 2 ]
。吕世华等人使用美国



NCAR区域气候模式 RegCM 2数值模拟了西部植被覆盖的气候效应后认为: 植被增加地面温度会降低;有利

于黄河中游地区季风加强;夏季雨带会北移、降雨量增加; 流域径流量增加
[ 3]
。据在安塞县大南沟的研究表

明,退耕还林能明显地减少流域内的水土流失, 洪峰流量、洪水总量和水土流失总量可分别减少 64% , 65%

和 72%
[ 4]
。此外,退耕还林 (草 )引起的植被盖度增加可以减轻自然灾害,包括降低风速、减少沙尘暴次数,

预防或减轻风沙、霜冻、干热风、干旱等对农业的威胁
[ 5]
。

本文在搜集、查阅大量气候和农业自然灾害资料的基础上,采用实地走访、问卷调查、座谈等形式,以甘

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为例, 对退耕还林 (草 )工程的实施现状及其对当地粮食生产灾情的影响进行了考察, 从

退耕还林 (草 )对农业生产系统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与评价,从而为更好的实施退耕还林 (草 )工程提

供理论基础和参考。

1 研究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定西市安定区 (原定西县 )位于我国甘肃省中部, 年均降水量 380mm,而蒸发量达 1526mm, 降雨时空分

布严重不均, 7, 8, 9月份降雨量占年降雨量的 50%以上,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 1999年至 2003年间, 安定

区年均干旱受灾面积 3. 796hm
2
,约占总受灾面积的 82. 5% ;年平均干旱成灾面积 3. 168万 hm

2
,约占总成灾

面积的 82. 2% ,干旱是安定区农业自然灾害的主要致灾因子,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显著。

自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以来至 2004年底,安定区已退耕还林 (草 ) 5. 227万 hm
2
, 其中退耕还林 (草 ) 2. 42

万 hm
2
,宜林荒山荒地造林 2. 807万 hm

2
。 2000- 2003年间,安定区退耕还林坡度分布为: 5~ 15占 20% , 16

~ 25之间占 50%, 坡度 > 25的占 30%。但据历年抽样调查,退耕还林合格率仅为 64%, 普遍存在还林树苗

成活率低。

1. 2 研究方法

前期在收集整理了安定区大规模退耕前后数年的自然灾害资料和农业统计数据的基础上, 以 2000年安

定区进行大规模退耕还林 (草 )为时间分割点, 将数据分为: 退耕还林前 ( 1986- 1992年 )和退耕还林后

( 2000- 2003年 )两个阶段, 初步分析期间的地区气候、气象灾害和粮食生产状况的变化。

后期研究中采用 PRA的理念,针对退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农户共同参与问题的讨论, 提出解决的可

行方案。所谓 PRA ( participa tory rura l appra isal)即参与性农村评估,作为一种方法和手段 ,它是一种向研究

区内群众学习,并与群众一道调查分析和评估区内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制定符合实际的相关的发展和

研究计划的一种方法。其主要优点是改变过去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 由于是在深入基层的基础上展开数据

采集, 问题归纳, 计划设计的,就避免了传统工作中由于自上而下单方面研究而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

这样整个研究过程就成了一个农户和科技人员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 既保证了研究的科学性 (来自科技人

员 )又不失合理性、可行性 (来自社区群众 )。具体执行上, 首先选择安定区退耕时间较早,退耕面积较大的

凤翔、青岚、馋口、西巩驿、内官营、李家堡 6个乡 (镇 )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乡镇, 通过发放问卷调查退耕前

后当地农户思想意识的变化和退耕前后农业种植结构、农作物产量、生态环境以及收入的变化; 然后在凤翔

镇、青岚乡、西巩驿运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 针对退耕前后当地生态环境、农业生产以及生活水平的变化听

取他们的真实看法,并一道探讨应对措施,获得农户对退耕实施效果评价的第一手资料。

2 退耕对粮食生产灾情的影响

2. 1 退耕还林 (草 )前后气候背景的变化

安定区地方气候寓于西北的大气候之中, 除受大气环境地貌和地理纬度影响外, 下垫面及局部地形的变

化在地方气候中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施伟来等利用修正了的气候模式研究工程大规模 LULC变化可

能对中国区域性气候造成的影响,认为退耕还林 (草 )将改变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 使初夏的温度有所下降,

同时降雨量些微增多
[ 6]
。

由图 1可以看出, 安定区的气温有升高的趋势而降水有下降的趋势,这和马晓波等研究的西北地区在气

候变暖的背景下,西北地区东部的河东、河套降水呈减少趋势相吻合
[ 7]
。气温升高, 蒸发耗水量必然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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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降水量看,降水量呈减少的趋势,再考虑到天然降水是安定区最基本、最重要的水资源,可以看出安定区

的气候有干旱化的趋势。增温与降水减少的匹配关系显现出土壤水分的干燥程度呈现加重的趋势,这是安

定区干旱程度加剧,农作物受干旱影响的面积在波动中增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图 1 1971- 2003年安定区年均气温 (左图 )和年均降水量 (右图 )波动曲线

(据甘肃省定西地区地面基本气候资料 )

F ig. 1 F luctua ting curve of annua l average a ir tem perature ( left) and prec ip itation ( right) in And ing D istrict betw een 1971 and 2003

2. 2 退耕还林 (草 )前后农业自然灾害状况比较

表 1的统计结果表明, 安定区退耕还林 (草 )期间,农作物受干旱影响的比例显著上升, 农作物受旱灾影

响比例之所以上升,是因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安定区的干旱有加剧的趋势,受地理纬度的影响,安

定区地处西北内陆,属黄土梁峁沟壑区,生态脆弱, 水资源极其匮乏,耕地多数在山区, 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

和气候干旱化的时间周期耦合,使该区灌溉能力有限,农作物产量低,再加上退耕还林时间短,退耕还林的效

益发挥具有阶段性
[ 8]
, 没有达到缓解干旱的作用。但是从粮食作物成灾率看, 粮食作物 3~ 5成的成灾率有

所下降,退耕后下降了 1. 8个百分点, 粮食作物 5~ 8成和 8成以上的成灾率有些微的下降;经济作物成灾率

总体有略微下降,经济作物成灾 3~ 5成、5~ 8成和 8成以上的成灾率下降了 0. 3个百分点左右。

表 1 安定区退耕还林 (草 )前后农作物平均受灾率和成灾率

Table 1 Average d isaster affected / su ffer ing area rates of crops before and after return ing farm land to forest in And ing D istrict

%

时间阶段
农作物受灾率 粮食作物成灾率 经济作物成灾率

旱灾 雹灾 其它 3~ 5成 5~ 8成 8成以上 3~ 5成 5~ 8成 8成以上

退耕还林前 20. 5 14 5. 7 18. 6 10. 5 5. 6 16. 5 5. 5 4. 6

退耕还林后 40. 7 6. 6 0. 9 16. 8 10. 3 5. 5 16. 2 5. 2 4. 4

资料来源:根据以下资料有关数据计算整理: 1. 定西地区统计年鉴 ( 1986~ 1992) ,定西地区行政公署统计处编。 2. 定西县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 ( 2000~ 2002) ,定西县统计局、农调队编。 3. 安定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 ( 2003) ,安定区统

计局、农调队编。

干旱是安定区最主要的农业自然灾害,干旱造成的损失大,国际上公认干旱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损失相

当于其它自然逆境造成损失的总和, 干旱导致粮食减产,如干旱的加剧会导致农作物病虫害受灾等一系列灾

害链, 加上这些衍生灾害的损失,则相当于其它自然灾害造成损失总和的 1~ 2倍。但是表现在农业上却是

渐进型非毁灭型灾害,农田总有一定收成,造成人们把旱地农田低产视为普遍规律而表现出强的承受力, 缺

乏与干旱抗争的勇气和策略
[ 9]
。退耕还林后黄土坡耕地遭侵蚀破坏的土体构型渐趋恢复,土壤容重、PH值

减小,毛管孔隙度、饱和含水量等增大;土壤有机质增加了 2. 75倍, 碳增加了 27. 29%, 氮增加了 46. 79%
[ 10]
。

粮食作物成灾率的下降与农业生产系统自身的抗灾能力有重要的关系。

2. 3 退耕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分析

农业生态系统在农业自然灾害灾情程度大小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农业生态系统又与农业生产中

农作物种植结构及土地利用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 11]
。退耕政策使安定区坡度在 5~ 25之间不同的耕地退

耕还林,耕地虽然有所减少,但是粮食的产量并没有下降,反而在波动中有大幅度的上升。

退耕政策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契机。由图 2可以看出,退耕还林前、后安定区的粮食种植结构发

生了重大的变化: ( 1)退耕还林前的 1985, 1990年和退耕还林后的 2000, 2003年相比, 退耕还林后增加了单

产水平高的马铃薯、玉米的播种面积比例,减少了单产水平低的小麦的播种面积 (表 2) ,小麦播种面积比例

显著下降,由 1985年的 40%左右下降到 2003年不到 25%,相反耐旱薯类作物马铃薯的播种面积比由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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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15%左右增至 2003年的 50%多,玉米的播种面积比例也有所升高, 谷子、糜子的播种面积比例变化不

大,其它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有所下降。 ( 2)与小麦播种面积比例大幅度下降相对应, 小麦占粮食产量

的比例在退耕后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马铃薯的产量在退耕还林后占粮食产量的一半以上, 2003年达到了

71%,而 1985年占粮食产量一半的小麦该年只占 11%左右。

图 2 安定区 1985, 1990, 2000和 2003年粮食种植结构 (左 )及产量 (右 )比例 (资料来源同表 1)

F ig. 2 Proportion o f planting struc ture ( left) and y ie ld ( right) of g ra in in And ing D istrict in 1985, 1990, 2000 and 2003

表 2 安定区退耕还林前后粮食播种面积及粮食作物单产变化

Tab le 2 Change of sow n area and y ield per unit area before and afte r re turning farm land to forest in And ing D istr ict

年份阶段

粮食播种

面积

/万 hm2

粮食 小麦 玉米 马铃薯 糜子 谷子

亩产

/kg

增长率

/%

亩产

/kg

增长率

/%

亩产

/kg

增长率

/%

亩产

/kg

增长率

/%

亩产

/kg

增长率

/%

亩产

/kg

增长率

/%

1985- 1991 9. 285 1247. 3 1501. 4 1901. 9 1332. 2 927. 8 997. 2

2000- 2003 8. 705 1783. 4 42. 98 1216. 3 - 18. 98 2410. 5 26. 75 2335. 2 75. 3 1273. 4 37. 25 1344. 6 34. 84

如表 2,退耕还林后,马铃薯单产增长了 75. 3%, 玉米单产增长了近 27% ,糜子、谷子的单产也有显著的

增长, 增长率分别达到 37. 3%和 34. 8% , 小麦的单产下降了近 19% ,分析单产水平增长的原因, 一方面, 退

掉的耕地大多是坡耕地,坡耕地土地质量差,产量低,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剩余耕地单产水平必然较退耕前要

高;另一方面,耕地的减少,使农民改变过去比较粗放的生产方式, 更注重精耕细作,用科技种田,比如当地地

膜种植的普及以及化肥农药的投入, 使单位土地的产量得到提高。

粮食总产量是由各作物的单产及其种植面积决定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退耕还林后虽然耕地明显

减少,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减少了 6. 2% ,但是粮食平均单产增加了近 43% ,粮食总产量平均上升了近 34%,

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增加了单产水平高、抗旱性好粮食作物种植比例,其中,从以上对粮食的种植结构的分

析,马铃薯和玉米的播种面积比例较退耕还林前有明显的增长,和其单产水平的提高相对应,这些作物的产

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例也显著上升, 特别是马铃薯的产量增长幅度显著, 对粮食总产量增长的贡献率明显,

而糜子、谷子的播种面积比例变化不大,对粮食总产量增长的贡献率不明显,小麦单产和种植面积的减少,对

粮食总产量的贡献呈负的增长,但总体上相互抵消,使旱情在波动中有所加剧的自然背景下,粮食总产量在

波动中呈增长的趋势。可见,通过调整作物的种植结构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是很明显的,选择单产水平高、抗

旱性好的农作物,并扩大其种植面积对粮食增产有非常突出的贡献,这也是安定区在退耕还林后, 粮食播种

面积在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量仍显著增加的原因。

退耕还林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契机,推动了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种植结构的变化提高了粮食作

物总体抵御农业自然灾害的能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生产的灾情,降低了粮食生产的风险, 这与表 1粮

食作物成灾率总体在波动中有所下降相对应, 特别是粮食作物 3~ 5成的成灾率有了明显的下降。同时, 产

业结构的调整也优化了土地利用结构,在扩大抗旱作物的种植比例情况下,减少小麦的种植比例, 使用地结

构逐渐向良性方向发展,降低了粮食生产系统的易损性,有利于抵消自然灾害的负作用,通过作物互补获得

较为稳定的粮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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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农户对退耕还林的认识

退耕还林 (草 )具有较长的培育周期,西部地区除了自然条件本身比较脆弱外, 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是导

致西部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调查结果显示: 60. 53%的农户认为导致该地区水土流失、生态环境

进一步恶化的主要原因是滥伐、滥垦和过度放牧, 23. 21%的农户认为其原因是缺乏建设和管理。脆弱的生

态环境和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在时空上的共振和耦合加剧了生态系统的退化程度
[ 8]
,退耕还林生态效益的发

挥也具有阶段性,小范围的退耕还林 (草 )虽然对改善当地小环境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要恢复、重建当地

的生态环境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在访谈中我们也了解到农户对退耕政策稳定性的担心,但是访谈农户都认为 退耕还林是一项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造福子孙后代的好事 。农户对退耕政策态度的问卷调查中, 77. 45%的农户对退耕还林持支持

的态度,其中 42. 93%的农户表示非常理解支持, 34. 51%的农户较支持,可见多数农户对退耕还林政策的态

度是积极的。在退耕还林价值的调查中, 62. 09%的农户认为 退耕还林有巨大的生态效应, 可以改善耕地、

提高收入 , 26. 21%的农户认为其 价值在于为子孙后代造福 。 83. 33%的农户认为退耕还林后山坡植被

覆盖率增加,近几年居住环境和以前相比有明显改善。

农业生产中农民也越来越重视新的农业技术的应用, 注重科学种田, 地膜的普及率超过 72%。在实地

走访中,我们了解到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扶贫政策也为退耕后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带动农

民致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开辟了新的途径,比如优良畜牧品种小尾寒养的引进在该区进行的家庭小规模舍

饲经营,禁牧舍饲牲畜头数有 2001年的 15万头增加到 2003年的近 22万头, 还有农作物良种马铃薯的引

进。先进农业技术的应用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增强农户应对农业自然灾害的能力。

可见,农户对生态环境的恶化有了深刻的理解,对退耕还林的长期效益有了一定的认识,退耕后农户的

积极响应增强了其应对突发灾害的勇气和能力,农户的参与也为退耕政策的顺利实施以及产业结构的合理

调整开辟了空间。

3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 1)退耕还林对粮食生产的灾情有减缓的作用, 在气候变暖农作物受旱率显著升高的背景下, 农作物成

灾率有所下降,特别是对粮食作物 3~ 5成的作物受灾有较大的缓解作用。

( 2)退耕推动了农业种植结构的合理调整以及土地利用方式的优化,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生产的灾

情,抵消了自然灾害的负面影响,提高了农业生产系统总体的抗灾能力,在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大幅度下降的

情况下,粮食产量在波动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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