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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安塞县农业地域资源优势及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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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通过对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陕西省安塞县土壤状况、气候特征、农业水资源供需、作物种植

种类及产量进行研究和分析, 指出该县具有的地域资源优势是土地辽阔、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 适宜种植且高产

优质的作物较多。针对农业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面临的环境建设任务重、土壤生产力低、交通欠发达、科技发展水

平落后和农业投入不足等问题, 提出了资源开发利用原则、具体措施及开发过程中值得注意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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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土丘陵沟壑区是黄土高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 也是该区林草植被匮乏、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

境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由于山多、坡多、坡陡和交

通不便, 这里的农业生产一直以种植业为主, 为了增

加粮食生产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 人们毁林毁草, 开

荒种地, 增加作物播种面积, 以高消耗土地资源和牺

牲环境为代价来提高粮食总产量, 造成生态平衡失

调、水土流失和土壤退化严重,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下

降, 农业生产效率不高[1, 2 ]。在当前, 环境与发展成为

世界主题的背景下, 对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黄土丘

陵沟壑区, 如何实行退耕还林 (草) , 加强生态环境建

设, 如何在减少农耕地面积的基础上促进该区农业

经济发展, 增加当地农民收入, 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

建设跨跃式发展, 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 必须在充分了解和认识当地农业资源优

势、潜力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采取相应的措施, 进

行合理的开发、研究和利用, 以实现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双盈, 达到黄土丘陵沟壑区农业经济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的目的。本研究结合地处黄土丘陵沟壑

区的陕西省安塞县的具体情况, 对该县农业地域资

源分布特点、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开发利用方向进行

分析和探讨, 以期对该县及黄土丘陵沟壑区农业发

展有所启示。

1　安塞县的地理位置及简况

安塞县位于北纬 36°30′45″～ 37°19′31″、东经

108°51′44″～ 109°26′18″, 隶属陕西省延安地区管辖,

北靠靖边县, 南接甘泉县, 西和志丹县相连, 东及东

南与子长县、延安市毗邻, 东北与子长县相接[3, 4 ]。该

县属于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 总土地面积 2 950

km 2, 占黄土丘陵沟壑区面积的 1. 11% , 有 14 个乡

(镇) , 209 个行政村, 1 018 个自然村; 其地貌沟壑纵

横, 地形支离破碎, 植被覆盖度小, 雨量集中, 冲刷力

强, 造成水土流失严重, 土壤瘠薄, 生态环境恶化; 粮

食生产广种薄收, 平均产量 933. 0 kgöhm 2; 交通欠

发达, 与延安市仅有 1 条公路相通, 经济水平落后,

缺粮、缺钱、缺电, 是全国典型的贫困地区之一[5, 6 ]。

2　安塞县的农业资源特点

2. 1　土地资源丰富, 类型多样

　　该县地广人稀, 土地资源丰富, 总土地面积

29. 5 万 hm 2, 人口 14. 8 万, 人均土地 2 hm 2, 土壤类

型有黑垆土、黄土性土、红土、淤土、潮土、灰褐土、紫

色土等多种类型, 其中以黄土性土中的黄绵土为主,

占总土地面积的 80% 以上; 地形支离破碎、沟壑纵

横, 坡多、坡陡。据安塞县 2000 年统计年鉴可知, 全

县农林牧各业用地共计 24. 9 万 hm 2, 其中农耕地

11. 0 万 hm 2, 林地 4. 3 万 hm 2, 草地9. 6 万 hm 2。农

耕地中旱地占到 99. 17% , 旱地中坡地占 91. 31% ,

其中 15°～ 25°的陡坡地占绝大多数, 为 54. 4% ; 林

地面积有 4. 3 万 hm 2, 其中天然林1. 7 万 hm 2, 主要

分布在南部楼坪、高桥、砖窑湾、西河口乡, 人工林有

2. 6 万 hm 2, 全县从南到北均有种植, 尤其是在自然

条件较好的中部地区, 经济林发展较快; 该县共有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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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9. 6 万 hm 2, 其中天然草场7. 4 万 hm 2, 主要分布

在北部王家湾、镰刀湾、化子坪、坪桥、郝家坪、谭家

营 6 个乡, 占总草场面积的 80% , 南部人工草场占

总草场面积的 10% , 主要分布在楼坪、高桥、砖窑

湾、西河口乡[7 ]。

2. 2　气候资源独特

安塞县年日照时数为 2 397. 3 h, 年平均温度

8. 4 ℃, ≥0 ℃的积温 3 633. 6 ℃, ≥10 ℃的积温

3 121 ℃, 持续时间分别为 257 和 168 d, 无霜期 152

d, 适宜于种植喜凉作物, 一年一熟制或二年三熟制;

降水量 513. 6 mm 左右, 年际间变化较大 (261. 2～

770 mm ) , 且降水季节分配不均, 多集中在 7, 8, 9

3 个月, 占全年降水量的 60% 以上; 气象灾害主要有

干旱、低温冻害、暴雨、大风及冰雹, 其中以干旱及低

温冻害出现的机率高, 影响大。根据县内气候的差

异, 相比较而言北部海拔高, 平均为 1 531 m ; 温度

偏低, 平均气温 8 ℃, ≥0 ℃的积温为 3 475. 8 ℃,

≥10 ℃的积温是 3 000. 1 ℃; 降雨量少, 只有 455

mm ; 无霜期短, 148 d; 植被覆盖度仅为 6. 6%。中部

海拔低, 平均为 1 020 m ; 气温高, 平均 8. 8 ℃, ≥0

℃的积温为 3 733. 1 ℃, ≥10 ℃的积温 3 170. 3 ℃;

降雨量较多 (531. 3 mm ) ; 无霜期长, 157 d; 植被覆

盖度低, 6. 6%。南部海拔较高, 平均为 1 385 m ; 气

温居中, 年平均温度 8. 3 ℃, ≥ 0 ℃的积温为

3 692. 9 ℃, ≥10 ℃的积温是 3 139. 6 ℃; 降雨量偏

多, 平均 554. 4 mm ; 无霜期中等, 150 d; 植被覆盖面

积大, 达到 25%。由于县内气候的差异使作物在种

植制度上表现为以县城为界线, 南部为二年三熟区,

北部为一年一熟区[7, 8 ]。

2. 3　水资源短缺

安塞县水资源缺乏, 而且分布很不均衡, 除 7～

9 3 个月降水量大于可能蒸发量, 属湿润期外, 其他

各月降水量均小于可能蒸发量, 从 11 月到翌年 5 月

均属于干旱期, 水分支出多于收入, 尤其是冬春干旱

十分严重; 而地下水资源的开采, 因黄土土层深厚,

仅限于有河流通过的川道地区。延河- 杏子河川道

是该县境内的主要河流, 其灌溉面积占全县总灌溉

面积的 86. 5% , 占总耕地的 0. 8% , 其他灌区有延河

丘陵提喷灌区、西川河提喷灌区和白于山河提喷灌

区。据 1988 年统计数字, 在 50% 的保证率下, 延河

- 杏子河川道自流灌区可利用水为 4 501. 1 万m 3,

总需水量为 1 057. 7 万m 3, 可利用量占需水量的

425. 6% , 供水量大于需水量; 在同样保证率下延河

丘陵提喷灌区, 可利用水仅为 131. 14 万m 3, 而其区

域内需水量为 1 422. 89 万m 3, 可利用量占需水量

的 10. 5% ; 西川河提喷灌区可利用水为 213. 75

万m 3, 区内需水量为 980. 26 万m 3, 可利用量占需

水量的 21. 8% ; 白于山河提喷灌区可利用水

356. 54 万m 3, 需水量 930. 75 万m 3, 可利用量占需

水量的 38. 3%。由此可见灌区缺水仍然很普遍Ξ。

近年来由于上游用水或频繁干旱, 河床的径流

量愈来愈减少, 地下水位明显下降, 使得地下水资源

的开采量受到了限制。因此无论现在还是将来, 该区

的农业生产应以旱作为主。

2. 4　植被资源破坏严重

黄土丘陵沟壑区是森林草原地带向风沙草原地

带的过渡区, 南有森林, 北有沙生植物, 中为灌丛草

原。这里曾经林茂草丰, 经历了战争、垦荒、乱砍、滥

牧等若干行为之后[1, 9 ] , 森林逐渐减少, 草场退化严

重, 致使该区的植被覆盖度下降, 由原来的 60% 以

上下降到 20% 左右; 水土流失加剧, 流失面积达

2 852 km 2, 占总土地面积的 96. 7% , 土壤侵蚀模数

达 1. 6 万 tökm 2 [10 ]。

2. 5　种植业种类多样

安塞县种植的植物种类和数量很多, 但与农业

有关且种植面积比较大的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

菜、瓜类、果树及其他。粮食作物主要包括小麦、玉

米、谷子、糜子、洋芋和豆类, 经济作物有向日葵和烟

叶, 果树有苹果、梨、葡萄、杏、桃、枣等。在安塞全县

种植的作物种类基本上相同, 由于陡坡地占的比例

比较大, 作物大都种植在河谷川地、台地、坝地、坡地

梯田及缓坡地带等宜农耕地上。南部天然森林分布

面积大, 形成的小气候消弱了部分干旱的影响, 土壤

较肥沃, 所以有利于需水量较大作物的生长; 中部地

区的土地有两种类型, 一种以川台地为主, 地势平

坦, 土壤肥沃, 水资源比较丰富, 作物产量较高, 另一

种为沟壑纵横的旱地, 作物产量低而不稳, 总体而言

适合喜温需肥较耐旱的作物生长; 北部气候寒冷, 干

旱缺水, 风沙严重, 但光照十分充足, 昼夜温差大, 有

利于耐旱耐瘠作物高产和优质。从安塞县 1995～

1999 年统计年鉴上的作物产量水平可以看出, 需水

量较大的作物小麦、蔬菜、瓜类在南部的平均产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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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1 450, 15 000 和 7 500 kgöhm 2, 是全县产量最

高的地区。而耐旱喜温作物玉米、谷子、洋芋、豆类、

烟叶以中、北部产量较高, 特别是中部产量达到最

高, 5 年的平均产量分别为 7 500, 4 500, 3 600,

3 150, 3 000 kgöhm 2。耐旱耐瘠作物糜子、向日葵在

北部产量达到最高, 5 年平均产量分别为2 700和

1 180 kgöhm 2。

2. 6　生物资源丰富

安塞特有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土壤类型形成

了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生物资源种类和品质优势,

如杂粮 (谷子、糜子、荞麦、土豆)、杂豆 (绿豆、红小

豆、黄豆)、水果 (苹果、梨)、蔬菜、杂果 (红枣、仁用

杏、核桃)、畜产品 (牛肉、羊肉、羊毛)、加工产品 (粉

制品、毛织品)、药用植物、食用菌类、水保植物等生

物资源, 许多产品以优质、无污染等特点享誉国内外

市场[11 ]。

2. 7　矿产资源潜力很大

近年来, 在该区陆续发现了石油、天燃气、煤炭、

铁矿石等有较大开发潜力和应用前景的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这些资源可以促进该县经济发展, 提高农

民收入, 进而增加农业投入, 促进农业发展。

3　安塞县地域资源优势

1)土地资源丰富, 天然植被尚存。安塞县人均耕

地 1. 1 hm 2, 比全国平均水平的 0. 11 hm 2 多 10 倍,

耕地中有梁峁、沟坡、湾塌、川台等多种类型, 适合植

物生长, 尤其是适合发展立体农业, 且增产潜力大。

在其南部分布有少见的天然次生林, 植被覆盖度高,

形成的小气候是水果、蔬菜、药材等的高产优质区;

全县从南到北均有天然草场分布, 其中南、中、北部

各占 24. 9% , 29. 3% 和 45. 8% [12 ] , 以北部为主, 丰

富的草场和温暖的气候为畜牧产品发展提供了良好

的条件。

2)气候资源的优势。光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 有

利于植物的光合与积累, 是作物优质高产的前提和

基础; 雨热同季, 集中在 7～ 9 3 个月, 对秋季作物的

生长发育十分有利。

3)有一定的灌溉能力。延河—杏子河川道地区

可以满足一定量的灌溉, 其他 3 个灌溉区也有少量

的灌溉能力。

4)适宜种植高产优质的作物较多。该区是玉米、

谷子、糜子、荞麦、洋芋、豆类、向日葵、烟叶、苹果、

梨、枣、核桃的适生高产区。

5) 丰富的矿产资源开发促进当地农业的发展。

国家对该区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等矿产资源

的开发在资金、技术上予以倾斜和支助, 这为资源的

转化创造了条件, 使当地矿产资源转化成为经济实

力, 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为扩大与发展农业生产提供

了保证。

6)生态环境重点建设上的优惠。国家实施西部

大开发的战略措施, 使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环境

建设充分结合, 达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协调、稳定、持续发展。针对环境恶化的黄土丘陵沟

壑区, 根据生态环境治理的需要, 国家在项目、资金、

政策等方面给予该区的优惠条件, 为黄土丘陵区环

境建设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安塞县资源开发利用面临的问题

尽管安塞县在农业地域资源开发上有着一定的

优势, 但也存在着不利因素。其劣势主要是坡地多、

坡面陡, 水资源短缺, 植被破坏严重, 以及由此所产

生的制约该县经济发展的一系列不利因素。

1)环境建设任务艰巨。该县坡多坡陡, 农耕地中

坡地占的比例大, 水土流失严重, 退耕还林 (草)、封

山育林、植树造林任务艰巨。

2) 干旱缺水是生态重建和农业生产发展的瓶

颈。干旱不仅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 还对林草植被建

设效率构成威胁, 严重干旱导致出苗难、保苗难、成

活率低。

3)土地质量不高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由于耕

作粗放, 广种薄收, 重用轻养, 土壤肥力下降严重。另

外, 水土流失致使养分随地表径流损失, 加剧了土壤

贫瘠, 生产力下降。

4)交通欠发达, 科技发展落后。由于交通不畅,

信息闭塞, 长期以来, 人们对受教育重视不够, 文化

水平偏低, 阻碍了农业技术的推广、普及和科技成果

转化。

5)农业投入不够。一方面, 国家对该县农业投入

不足, 农业基础设施脆弱, 如水利工程建设、设施农

业投资等; 另一方面, 由于农业比较经济效益差, 农

民收入少, 用于农业生产上的投入有限。

5　安塞县资源开发利用前景

5. 1　资源开发利用原则

　　 (1)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 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

念。充分认识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

展的基础, 在开发利用资源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

时, 要注意保护环境, 建立合理的生态平衡, 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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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正如

朱　基总理考察西部时强调指出的, 切实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与建设“是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根本。只

有大力改善生态环境, 西部地区的丰富资源才能得

到很好地开发和利用, 也才能改善投资环境, 引进资

金、技术和人才, 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步伐。尤其要看

到, 改造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 对于改善全国生态环

境, 具有重大意义。如果不加紧、加快实施在西部地

区恢复林草植被、治理水土流失, 那么长江、黄河日

渐淤积, 洪水灾害不可能得到根治, 广大中下游流域

将永无宁日。因此, 必须高度重视和突出抓好生态环

境的建设, 把它作为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的切入

点。”

(2)有限的资源在深度开发上有着巨大的潜力。

要辩证地看待农业资源的有限与无限, 在一定时期

内, 不同地区可开发利用的农业资源数量总是有限

的, 但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广度和深度之分, 资源

数量的限制使得在资源广度开发上表现出有限性,

可农业资源在深度的开发上表现出相对地无限性,

潜力很大, 前景乐观。

(3)优、劣势资源的概念与定义是相对而言的。

资源优势是指那些能够转换为商品, 为生产者带来

财富的资源, 而劣势资源是那些不能或暂时不能为

生产者带来财富, 或者是有损于优势资源发挥的资

源。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 不同的科技发展水平,

不同的认识观念和消费标准等, 对资源优劣势的鉴

别有很大的差异。

(4)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扬长避短, 趋利避害, 把

丰富的资源转换成为现实生产力, 促进当地经济发

展。

5. 2　资源开发的措施

(1)北部粮草轮作, 以牧为主, 实现农牧业的共

同发展。该县北部干旱缺水, 风沙大, 冬季严寒, 土

壤瘠薄, 农田实行粮草轮作, 以牧为主, 农牧结合。草

业以豆科牧草为主, 兼顾养地与饲养畜禽, 通过粮草

轮作, 增加农田有机粪肥含量, 适当加施化肥, 以提

高粮食单产, 进而退坡耕地还林还草, 做到结构调整

与提高单产同步。适当地应用抗寒抗瘠高产品种、高

产栽培技术及减少蒸腾的措施, 精心管理, 逐步实行

集约经营, 在谷子、糜子、豆类、荞麦、洋芋和向日葵

等耐旱耐瘠作物上实现高产, 建立米、豆、薯、油粮基

地; 在草场建设方面, 以优质紫花苜蓿、红豆草、草木

樨、沙打旺等为草种, 加强天然草场改良及人工草场

建设, 发展白绒山羊、安哥拉山羊及细毛绵羊等[7 ] ,

建立商品羊基地; 在 15°～ 25°的陡坡地上, 种植水保

树种草种, 防止水土流失, 同时与苹果、杏、梨等水

果、杂果相结合, 达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调发

展[13 ]。
(2)南部农林草轮作, 以林为主, 实现农林牧业

综合发展。该县南部有着一定面积的天然林和人工

林, 同时也有部分草地面积, 由适当的植被形成的小

气候, 使得这里降水多, 土壤肥沃, 条件相对优越, 种

植的农作物在无灌溉条件下产量较高。小麦、谷子、

豆类等均表现出高产, 另外坡地上种植的果树产量

高, 适宜在该林草植被环境中生长的土特产、中草药

等比较驰名。南部尽管气候条件比较好, 但也出现了

不少农地占用林草地的情况, 下一步的发展应是在

作物栽培措施规范化的基础上, 应用适宜的高产优

质新品种, 示范和引用高产栽培技术措施, 提高作物

产量, 退耕还林 (草) , 达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目

标。

(3)中部川道地区粮食高产稳产基地的建设、发

展和示范。安塞县中部川道地区是河水径流形成的

盆谷地带, 这里地势偏低, 土壤营养相对丰富, 具有

灌溉条件, 目前种植的所有作物都适合在这里生长,

而且产量较高。应充分发挥该地光、温、水、肥、气等

各要素的优势, 借助于高产栽培技术措施, 提高各种

资源的利用效率, 实现中产变高产, 建设良种繁育基

地和新品种引进示范基地。

(4)中部丘陵地带农林牧结合, 走共同发展的道

路。丘陵地带坡多坡陡, 在缓坡地带种植谷子、糜子、

豆类等秋杂粮, 并种植一定面积的牧草, 与农作物轮

作倒茬, 走农牧业相结合的道路; 在 15°以上的陡坡

地上种植水保林, 同时结合经济效益, 与水保林相掺

合种植苹果、梨、杏、桃、沙棘、枣等经济林, 实现生

态、经济效益共同发展。

6　黄土丘陵沟壑区经济发展值得注意
的问题

6. 1　以生态效益为主, 兼顾经济效益

黄土丘陵沟壑区是我国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之

一, 发展经济必须把生态效益放在首位。国家实施西

部大开发的战略措施, 对该区采取的是以粮代赈, 退

耕还林 (草) , 恢复生态平衡, 减少水土流失, 再造一

个山川秀美的大西北。因此, 坡耕地必须坚决地退

耕, 这是该区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关键所在。

6. 2　粮食生产的基础地位不可忽视

现阶段国家进行的以粮代赈和扶贫工作, 是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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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该区形成自我发展的条件, 从长远来看, 粮食自给

是发展经济的前提, 况且该区人口相对较少, 借助于

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 挖掘光、温、水、气、肥资源潜

力, 在稳定的宜农耕地上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满足消

费需求, 为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14 ]。

6. 3　以旱作为主发挥灌溉农业的作用

尽管该区农业以雨养农业为主, 但是灌溉对农

业发展的作用仍然不可忽视, 目前的节水农业技术、

节水措施如喷灌、滴灌等, 使灌区的农业以尽可能节

约大量用水达到高产。集水技术如小水塘、小水窖、

小水坝等, 可以蓄积自然降水, 小水大用, 使旱区尽

可能增加少量的灌溉达到显著增产。

6. 4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

黄土丘陵沟壑区沟壑密度大, 坡多, 坡陡, 自然

条件恶劣, 生态环境多样, 在这样的条件下, 进行产

业结构调整, 形成大面积的作物布局比较困难, 只能

根据自然、气候和社会经济条件, 在作物布局上采取

宜农则农, 宜林则林, 宜牧则牧的原则, 提高栽培技

术水平, 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高产稳产。

6. 5　发展特色农业创出自己的品牌

黄土丘陵沟壑区以其独特的自然、气候、土壤、

生态条件及栽培方式, 使这里生产的初级产品如杂

粮、杂豆、水果、蔬菜、杂果及其他产品呈现出色正、

质优、味美的特色, 深受消费者的欢迎, 尤其是其绿

色环保、无污染的特性在国内外拥有一定的市场; 生

产的次级产品如牛肉、羊肉、羊毛, 加工产品粉制品、

毛织品等也相当驰名。以这些产品为特色, 构成产业

优势, 形成拳头产品, 创出自己的名牌, 为该区的经

济发展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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