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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南部山区海原县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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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原位于宁夏南部山区,农业在海原县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分析了海原县农业生产的过

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剖析了海原县光、温、水、土等农业资源,并以可持续发展为理论基础,对海原今后农业发展

模式进行了初步探讨, 提出了减少耕地面积, 退耕还林还草, 大力发展畜牧业, 充分利用雨水资源,提高雨水集蓄节

灌综合技术, 建立集水型生态农业,发展精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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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 a iyuan is lo ca ted in sou thern o f th e N ingx iaH u i A u tonom ous Reg ion. A g r icu lture play s a key ro le on

the lo ca l econom y. In this pape r, the pa ss & pre sen t ag r icu ltu ra l cond itions and ex ist ing ag ricu ltu re p rob lem s in

H a iyu an w e re pre sented. Loca l ag r icu ltura l resour ces such as ligh t, tem pe rature, w ater and so ils w e re ana ly zed. In

add ition, based upon th e theo ry o f su sta inab le deve lopm ent, d iscussions tow ard the pa tterns o f ag r icu ltur al

su stainab le deve lopm en t in H aiyuan C oun ty w ere ca rr ied on. T he au tho rs ' op in ions inc luded as fo llow s: ①

decreasing the crop land, synch ronou sly increa sing fo re stry & g ra sses and adequa tely deve lop ing sto ck ra ising; ②

m ak ing fu lly use o f ra inw a te r re sou rce, im prov ing the in teg r ated techno log ie s o f rainw ater ' co llect ion, s to rag e,

sav ing and ir r ig a tions; ③ estab lish ing lo ca l e co lo g ical ag r icu lture; ④ deve loping lo ca l prec ision ag ricultu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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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部大开发、闽 (福建 )宁 (宁夏 )为东西部对

口扶持省份的背景下, 厦门大学博士团于 2002年盛

夏 7月底赴宁夏考察。笔者作为成员之一, 在短暂地

感受到具有“塞上江南”之称, 位于宁夏北部的宁夏

平原 (西河套 )之后, 我们往南进入宁夏六盘山南部

山区的海原县。千沟万壑的塬峁墚,靠天吃饭的望天

田,十年九旱的自然状况,震撼了来自“东南山国”的

我们。 在这里,人类对大自然是无奈的,但人类也该

对自身行为进行深刻反思了—— 海原史载“牛马衔

尾,群羊塞道”!海原历年以农业立县,今后又如何寻

求一种生态上可以承受、技术上适当、经济上可行、

社会上可接受的农业生产模式呢? 笔者在介绍了海

原农业生产过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后,尝试剖析了

海原的光热水土等农业资源,最后提出些对策, 希望

对海原农业持续发展有所裨益。

1　海原自然地理概况

海原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 东邻同心、固

原, 南接西吉, 西依甘肃会宁、靖远,北濒中卫 (见图

1),属南河中上游黄土高原区。 境内中、低山、丘陵

(塬、墚、峁、塘 ),谷川交错相间。地势西南高东北低,

海拔高度 1 300— 2 995m (见图 2)。 据 1998年海原

县 “九五”森林资源调查, 丘陵区占全县总面积的

63. 8%,土石区占 26. 9%, 河谷川台仅占 9. 3%。 水

平地带性土壤为黑垆土, 自然植被稀疏, 覆盖度

20%— 60%,呈干草原荒漠景观特征。由于深居内陆

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暖迟、夏热短、秋凉早、冬

寒长。干旱少雨,风大沙多,自然灾害频繁。 旱、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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雹、冻、涝五灾俱全。

图 1　海原地理位置图

图 2　海原地势图

2　海原农业生产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从海原县的农业经济发展史看,元代以来实施

大规模垦殖, 因黄土中山丘陵占近七成, 耕地、平地

较少, 农业结构中种植比重高, 但广种薄收, 水土流

失严重。海原是畜牧业大县,养羊业历史悠久, 是地

方优势产业之一, 尤其是北部傍倚中卫香山,当地牧

养的滩羊是名贵产品, 滩羊裘品质优良,特别是二毛

皮,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左宗棠曾评价:水草咸碱、羊

肉不膻。 20世纪 50、 60年代, 海原县的畜牧业曾现

出“群羊塞道、牛马衔尾”的繁荣景象。 70年代后期,

在“以粮为纲”的大背景下, 海原县荒地被大量开垦,

牧场被破坏, 畜牧业开始滑坡①。 近 5年 ( 1997—

2001年 )来, 农业产值有 4年在三大产业中居首位,

反映了农业在海原县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见图

3)。由 1997— 2001年农业产值中种植业、牧业、农林

业、渔业的比重看 (见图 4),种植业比重尽管有下降

趋势,但仍然较高;畜牧业比重有所上升,但比例仍

偏低,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林业、渔业产值仍然

较低,反映了农业内部结构单一。

图 3　海原 1997— 2001年三大产业产值结构*

* 注:资料来自于《海原五十年》, 2000.

图 4　海原 1997— 2001年农业内部产值百分比*

近年来,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加,垦荒现象日趋严

重,出现了“越生越垦,越垦越生”的恶性局面。畜牧

业作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存在的问题包括:产值

偏低,饲料缺少,水源不足,饲养管理粗放,畜病防治

水平低等。海原人地矛盾已经愈演愈烈。通过对海

原农业资源的剖析,寻求一种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相合的农业生产模式,在当地是十分现实的, 也是谋

求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1 ]
。

3　海原农业资源分析

3. 1　光能资源

海原光能资源丰富, 居固原市各县之首, 十分有

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4 ]。由于受极地大陆气团的控制

时间长, 大多数是晴朗干燥天气, 故日照比较充足。

根据 24年的观测资料统计, 全年平均日照数为

2 716h,日照百分率 61%。 日照时数的年际变化较

小,月日照时数的最大值为 6月份, 为 265. 4h。其次

① 《海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 海原县志,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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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5月和 7月, 最小值出现在 9月份, 为 200. 6h。

4— 9月日照时数为 1 430. 1h,占总数的 52. 6% 。一

般说,基本满足作物生长对日照的要求。但海原地处

南部山区,尤其海原西南部,海拔高, 气温较低, 光能

利用率较川区低, 光能资源也存在着空间差异, 东北

部高于西南部,光能资源利用潜力较大。

3. 2　热量资源

热量条件是作物生长必需的、不可缺少的自然

因素之一。海原县年平均气温随地形的变化起伏,山

脉的走向高低, 呈现东北暖, 西南凉的趋势 (见图

5)。海原历年各乡镇平均气温在 3. 6— 8. 6℃之间,

差异极大。以西南部的关庄乡为最凉,年平均气温为

3. 6℃; 兴隆、高崖、李旺一带最热,年平均气温分别

为: 8. 6℃、 8. 2℃、 8. 1℃。全县境内以南华山为冷中

心,年平均温只有 0. 5℃。在一年当中, 以 1月和 12

月温度最低,平均为 - 6. 9℃和 - 5. 1℃, 以 6— 8月

为最高,平均气温为 18. 0℃、 19. 8℃和 18. 1℃①。气

温的日变化较大,昼夜寒暖变化剧烈, 日较差较大,

南部按月平均日较差为 11. 7℃,北部为 15. 3℃。从

农业界限温度 (积温 )看,海原历年平均 0℃以上积

温南部为 3 097. 6℃, 北部为 3 210℃, 比南部多

112. 4℃; 10℃以上积温南部为 2 329. 3℃, 北部为

2 622. 3℃,多 293℃, 说明北部比南部农耕时间长

且积温高。

图 5　海原县年平均气温分布图

3. 3　水资源

海原处于我国半干旱、干旱的气候带, 水资源紧

缺。降水具有这样的特点 (见图 6): ①雨量稀少,且

由南向北递减, 南北悬殊很大, 东部较西部多;②降

水量的多少, 常与地形的高低成正相关,地形升高则

降雨增多。西南部的南华山一带降水较多; ③降水

月、汛期季节分配不均,且多以阵性降雨为主,年变

率大。从蒸发量和相对湿度来看,南部地区历年平均

蒸发量 2 136. 00mm, 是降雨量的 5. 3倍。北部历年

平均蒸发量为 2 368. 8mm, 是降雨量的 8. 8倍。 相

对湿度历年平均中部为 54%,北部为 51. 9% 。各月

相对湿度不均, 中部最大相对湿度在 9月为 65% ,

最小在 1月为 44%; 北部最大相对湿度在 8月为

64. 7%,最小在 4月为 43% 。

图 6　海原县年降水量分布图

3. 4　土壤资源

海原县土壤受气候、地貌、生物与人为活动的综

合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带性分布特征。全县共有 9个

土壤类型,其主要土壤分布见图 7。其中黑垆土为海

原县的地带性土壤, 分布最广,面积最大,占全县土

壤总面积的 56. 72%,主要分布在县内中南部。该土

壤是在干旱生物气候条件下形成的, 母质为第四纪

黄土和次生黄土, 有深厚的灰色或暗灰色的有机质

层,以中壤土质地为主,土壤肥沃, 是该县的主要农

图 7　海原县土壤分布图

① 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农业区划办公室编 . 海原县农业区
划汇编,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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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土壤。灰钙土是海原县第二大土壤类型, 占土壤总

面积的 33. 41% ,主要分布在县内北部。成土母质为

第四纪深厚的风积黄土母质。地面覆盖度差,一般为

20%— 30% 。除了以上两种土壤外, 海原还有灰褐

土、草甸土、盐土、新积土等较零散分的土壤类型。由

于母质的原因,土壤肥力高的黑垆土分布在光热资

源较差的中南部,而土壤肥力差的灰钙土却分布在

光热资源丰富、有一定灌溉条件的北部。

3. 5　土地资源

土地是气候、地形地貌、土壤、水文、植被等自然

因素和人为活动共同作用的综合体 [2 ]。 因为海原以

黄土中山丘陵为主,兼有少量冲积平原,不同的地貌

类型、水土流失状况、土壤性质、土地利用方式, 导致

土地产生分异,形成不同的类型。在此基础上, 对海

原县土地利类型进行分区①, 土地利用的空间差异

见图 8。 南部海拔较高,降水较多,水热资源也基本

满足林、草、农作物的生长,因此将其归为南部半干

旱牧林农区是适宜的。 中北部之分主要在于水的利

用方式。北部调引黄河水式程已开展,水资源条件较

好,中部只能靠雨水。 就各自然要素综合分析, 北、

中、南 3个分区中, 中部的土地资源状况较差,而北

部光热资源丰富, 尽管降水资源不如南部, 但引水条

件好,土地资源状况较好。 通过以上对海原光、温、

水、土等农业资源的分析, 可以发现,海原县农业发

展具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海

原县农业生产的优势在于: ①土地资源丰富,土壤类

型多样, 宜农、林、牧面积大; ②光照充足, 热量条件

较好, 光能生产潜力,日较差大, 有利于农作物和林

草的生长,草、山面积大且牧草质量好;③牧业生产

的传统技术经验丰富, 有发展畜牧业的优势。

图 8　海原县土地利用分区图

海原农业生产的不利因素在于:①气候干燥, 降

水少,季节分配不均, 地表径流量少质差,地下水埋

藏深,难于开发利用; ②黄土覆盖的中山丘陵地貌,

土质疏松,坡度较大,在暴雨冲刷下,水土流失严重,

土壤肥力锐减,地形支离破碎;③光、温、水、土农业

资源的空间地域组合差, 导致农业生产地域差异大。

4　农业发展模式初步探讨

通过对海原县光温水土等农业资源的分析, 笔

者认为基于海原农业资源现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着手:

4. 1　减少耕地面积, 退耕还林还草, 实施土地结构

调整

建国以来, 在“以粮为纲”的政策引导下, 在不断

增加的人口压力面前,海原大面积的毁林开荒,陡坡

种植,其结果就是农耕地面积过大。由前文对海原近

4年农业内部结构分析,可以发现, 种植业比重仍偏

大。但由于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方式,使得农业无论

是经济效益还是生态效益都是非常低下的。事实上,

海原的土地资源很大一部分更适宜林、牧业发展, 但

林、牧业的产值仍偏低, 农业生产不能因地制宜、充

分发挥区域的比较优势。 这种农业内部结构的不合

理现象不但使农业生产陷入了 “愈穷愈垦, 愈垦愈

穷”的恶性循环,而且造成森林草地植被破坏、水土

流失加剧的一系列生态问题。因此,必须减少耕地面

积, 调整农业内部结构, 降低种植业比重,将各种坡

耕地和零星分散的耕地退耕还草并逐渐将川台地的

耕地面积压缩,种植人工牧草
[3 ]
。如从 1998年开始,

海原县做出决定, 顺应自然规律, 将生长期长、适宜

干旱地区生长的紫花苜蓿种植作为全县产业结构调

整的方向,从而促使全县草畜业的良性循环。 目前,

海原县政府应把握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在国家

生态环境重点县项目实施的基础上, 进一步实施退

耕种还林草工程。因为它不仅可发展畜牧业、林业,

更重要的是可治理水土流失, 防治荒漠化,是一种生

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三者完美结合的可持

续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应倡导、坚持。

宁夏是枸杞的故乡。海原大部分地区日照强, 积

温高,温度大,是枸杞生长的最适宜地区之一。在土

地利用结构上,可根据市场需求, 进行适当调整, 扩

大园地面积, 适度发展枸杞种植, 扩大林果种植规

模,增加农民收入。同时,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可进一步发展品种多样的水果园地,如苹果、桃、杏

① 海原县土地局, 海原县土地资源调查办公室, 1998: 119—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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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葡萄等。

4. 2　大量种植牧草,促进畜牧业发展

当十年九旱成为一种常见的气候时, 海原人意

识到了生态破坏的严重性。 当春天的播种因干旱换

来了秋天的颗粒无收, 而唯独紫花苜蓿因耐旱而郁

郁葱葱时,海原人明白,应顺应自然, 种植牧草, 发展

畜牧业了。而且,海原也具畜牧业养殖业养殖的悠久

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畜牧养殖经验。 在此基础上,选

用优良品种牧草, 加强栽培管理,改变对牧草只用不

管的粗放方式,增加集约化水平,提高牧草产量和质

量。随着饲草数量增加,不断扩大牧畜的数量和规

模,逐步使畜牧业成为海原经济的支柱产业。同时,

对多余饲草进行加工处理, 形成青饲料出售,推动加

工业的发展。

4. 3　充分利用雨水资源, 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建立

集水型生态农业, 提高雨水集蓄节灌综合技术

要使海原脱贫,关键是提高雨水利用率,雨水集

蓄节灌综合技术可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针对海原

县的气候特点及水资源紧缺的问题,应加强水利设

施建设,可通过建立水库等水利设施,有效拦蓄因雨

强大、降水集中造成的超渗径流,并且进行小流域综

合整治, 发展集水型生态农业
[4 ]
, 解决种植业、牧业

等的用水问题。通过引入集水型生态农业, 利用海原

原有的雨水集蓄节灌工程—— “五库一坝”等的洪水

资源利用模式, 可达到补充、改善地下水, 增加水分

贮量, 改变水质的效果。而且因为流域的土壤经漫

淤,土壤水分明显增加,土质有效改善,从而提高抗

旱能力,并且可提高土壤肥力, 增加粮食, 使经济稳

定发展,保障人畜用水。

4. 4　发展精细农业,推动海原农业科技进步,促进

农业可持续发展

精细农业是 20世纪中、后期提出来的, 集现代

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工程技术等一系列高新技术最

新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农业。 其核心技术

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遥感技术和计算机

自动化控制技术。其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基于生物

的生长分布及其生存的资源环境存在较大的空间异

质性这一生态学原理
[5 ]
。 海原农业生产存在着光温

水土等农业资源的空间地域组合较差的不利因素,

农业生产空间变异大,而精细农业就是针对空间异

质性而采用的一种可实现农业低耗、高效、安全和可

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在技术可行性方面, 当前,在“数字地球”的背景

下,数字省、数字城市、电子政府等应运而生。地理信

息技术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技术支撑, 在海原农业生

产的推广运用, 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在我国加入

W TO后, 农业生产会更注重生态安全和食品健康,

海原农产品要进入国内国际市场, 从长远来看,应发

展精细农业,以地理信息技术为核心技术,建立节水

的精细农业技术体系,可部分缓解海原干旱缺水的

困境,建立节肥、精确施肥的精细农业技术体系, 以

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从而可减少有限的农业资

金投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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