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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地区耕地资源生产潜力及可持续利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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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利用逐步订正等方法, 结合本地区自然、社会和经济统计资料, 对青海湖地区耕地资源不同层次作

物生产潜力、潜力总量进行了估算, 分析了青海湖地区影响作物生产潜力的限制因子。结果发现, 热量和水分因子

是青海湖地区影响作物生产潜力的主要因子, 现有耕地的最大粮油生产潜力总量为 12 165 165 kg。在此基础上计

算了各层次的耕地生产潜力利用率, 对影响该地区耕地生产潜力的因子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青海湖地区实现耕

地生产潜力可持续利用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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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是土地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对农业

生产, 乃至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青

藏高原, 由于环境恶劣, 自然条件较差, 稀有的耕地

资源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区域发展起着决定作用。青

海湖地区是青藏高原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 了解和

掌握该地区耕地资源的生产潜力, 分析其主要的制

约因素和增产潜势, 对区域经济繁荣和社会协调发

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由于受自然、社会和经济因

素的影响, 对该区耕地资源生产潜力和可持续利用

研究比较少, 尚未见用定量的方法对其进行深入、细

致和系统的研究。本研究在调查、查阅资料的基础

上, 选择光温利用率、光温水利用率、光温水土利用

率等指标对青海湖地区耕地资源利用率进行评价,

旨在为实现青海湖地区现有耕地资源最大限度的开

发及其生产潜力的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青海湖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 行政区划包

括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共和县、海北藏族自治

州的海晏县和刚察县, 以及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的天峻县。研究区总面积 (包括青海湖流域) 为

5 217 282. 3 hm 2, 海拔3 194～ 5 174 m , 年平均气温

- 3. 4～ 6. 3 ℃, 年降水量为 200～ 445 mm , 年日照

时数为2 430～ 3 330 h, 年蒸发量为 1 300～ 2 400

mm ; 多风沙天气, 年平均风速 3. 2～ 4. 4 m ös, 大风

日10. 8～ 13. 2 d, 沙尘日数 10. 8～ 13. 2 d, 属高原大

陆性气候。其主要植被类型为: 高寒草甸、高寒草原、

高寒泥石流植被、沙生植被、盐生植被和沼泽草甸

等。土壤类型有高山寒漠土、高山草甸土、高山草原

土、山地草甸土、灰褐土、黑钙土、栗钙土、沼泽土和

风沙土等[122 ]。

2　耕地生产潜力分析原理和方法

耕地生产潜力是指特定条件下耕地光热水土生

产潜力, 包括主要作物生产潜力和耕地总生产潜力

两部分。作物生产潜力的高低, 一方面决定于作物遗

传特性及其对环境的适应性, 另一方面取决于环境

资源的数量、质量及对作物的适宜度[3 ]。在环境资源

中, 气候与作物生产潜力关系最为密切, 土壤因子则

是限制作物生产潜力的“瓶颈”因子。由于环境因子

对作物生产潜力的降解, 作物生产潜力有光合潜力

- 光温潜力- 光温水潜力- 光温水土潜力逐级衰减

的趋势, 它们衰减的同时构成了作物生产潜力系

统[4 ]。耕地总生产潜力按类型区分别计算, 最后再累

加。各类型区耕地总生产潜力是各种作物的生产潜

力与其相应面积权重相乘后的累加值[526 ]。根据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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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潜力分析结果和宜农土地面积的关系, 结合对

其他因素的考虑即可估算出宜农土地可望达到的粮

食生产总量, 其计算公式为:

P d = ∑
i

i= 1
P si ×A i (1)

P a = ∑
j

j = 1
P d j ×A j (2)

P (sum ) = ∑
n

i= 1
P a i

×A × f (P 1) × f (P 2) (3)

　　式 (1) 中, P d 为各分区土地生产潜力; P si为第 i

种作物的光温水土生产潜力; A i 为第 i 种作物的相

对播种面积, 即该作物占同区域总播种面积的比例。

式 (2) 中, P a 为区域土地生产潜力; P d j 为各分区土

地生产潜力; A j 为各分区耕地面积权重; 其中 j 指具

体的地域单位。式 (3)中, P (sum )为耕地总生产潜力总

量; P ai为土地生产力; i 为具体计算的地域单位; n

为单位数; A 为地域单元宜农土地的总面积; f (P 1)

为农作物净种植面积占宜农土地的比例; f (P 2) 为

粮食种植面积占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由于青海湖

地区为一年一熟制, 因此不用考虑复种指数[627 ]。

f (P 1) 和 f (P 2)项有相当的可变幅度, 其值随生产发

展和经济发展而变化, 根据调查和统计分析, 青海湖

地区的 f (P 1)和 f (P 2)值分别为60%～ 70% 和70%

～ 80% [728 ]。

3　青海湖地区耕地生产潜力估算与利
用分析

3. 1　作物生产潜力分析

应用逐步订正法和上述方法与公式, 结合本地

区自然、社会和经济统计资料[8 ] , 对小麦、青稞、马铃

薯、碗豆和油菜5 种作物的生产潜力进行估算, 结果

见表1～ 5。

表 1　青海湖地区小麦的生产潜力

T able 1　W heat p roductive po ten tia lit ies in area of Q inghai L ake

地区
A rea d öd

Ym p ö
(kg·hm - 2) f (w i)

Pw ö
(kg·hm - 2) f i

Pw iö
(kg·hm - 2) f (L )

P aö(kg·hm - 2)

旱作
D rough t
farm ing

灌溉
Irriga2

t ion

共和
Gonghe

130 15 772 0. 38 5 993 0. 721 11 371 0. 512 3 069 5 822

海晏
H aiyan

130 15 772 0. 577 9 100 0. 64 10 094 0. 485 4 414 4 896

刚察
Gangcha - - - - - - - - -

加权平均
W eigh ted

average
130 15 772 0. 400 5 879. 2 0. 712 11 235 0. 509 3 208. 6 5 726

　　注: d 为生长期; Ym p为光温生产潜力; f (w i
)为降水水分有效系数; Pw 为降水条件下光温水生产潜力; f i 为灌溉有效系数; Pw i为灌溉条件下

光温水生产潜力; f (L )为土地质量系数。表2～ 5 同。

N o te: d is grow ing days; Ym p is w arm p roductive po ten tialit ies; f (w i) is coefficien t of effective p recip itation w ater; Pw is w arm p roductive

po ten tialit ies in the rainfall conditions; f iis coefficien t of effective irrigation; Pw iis w arm w ater p roductive po ten tialit ies in the rainfall conditions;

f (L ) is coefficien ts of L and Q uality. T he sam e is true of fo llow ing tab les 2- 5.

表 2　青海湖地区青稞的生产潜力

T able 2　H igh land barley p roductive po ten tia lit ies in area of Q inghai L ake

地区
A rea d öd

Ym p ö
(kg·hm - 2) f (w i)

Pw ö
(kg·hm - 2) f i

Pw iö
(kg·hm - 2) f (L )

P aö(kg·hm - 2)

旱作
D rough t
farm ing

灌溉
Irriga2

t ion

共和
Gonghe 135 14 663 0. 369 5 410 0. 716 10 499 0. 512 2 770 5 376

海晏
H aiyan

135 14 663 0. 561 8 226 0. 627 9 194 0. 485 3 990 4 459

刚察
Gangcha

135 14 663 0. 463 6 789 0. 936 13 724 0. 531 3 605 7 288

加权平均
W eigh ted

average
135 14 663 0. 419 6 141 0. 745 10 921 0. 512 3 134 5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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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青海湖地区马铃薯的生产潜力

T able 3　Po tato p roductive po ten tia lit ies in area of Q inghai L ake

地区
A rea d öd

Ym p ö
(kg·hm - 2) f (w i)

Pw ö
(kg·hm - 2) f i

Pw iö
(kg·hm - 2) f (L )

P aö(kg·hm - 2)

旱作
D rough t
farm ing

灌溉
Irriga2

t ion

共和
Gonghe

150 136 045 0. 388 52 786 0. 725 98 632 0. 512 27 026 50 501

海晏
H aiyan

150 156 783 0. 577 90 464 0. 640 100 341 0. 485 46 318 51 374

刚察
Gangcha

- - - - - - - - -

加权平均
W eigh ted

average
150 138 179 0. 408 56 696 0. 716 98 809 0. 509 29 028 50 592

表 4　青海湖地区豌豆的生产潜力

T able 4　Pea p roductive po ten tia lit ies in area of Q inghai L ake

地区
A rea d öd

Ym p ö
(kg·hm - 2) f (w i)

Pw ö
(kg·hm - 2) f i

Pw iö
(kg·hm - 2) f (L )

P aö(kg·hm - 2)

旱作
D rough t

do ing

灌溉
Irriga2

t ion

共和
Gonghe 115 5 980 0. 343 2 051 0. 704 4 210 0. 512 1 051 2 155

海晏
H aiyan 115 5 980 0. 554 3 313 0. 621 3 713 0. 485 1 607 1 801

刚察
Gangcha - - - - - - - - -

加权平均
W eigh ted

average
115 5 980 0. 365 2 182 0. 695 4 158 0. 509 1 108. 7 2 218. 3

表 5　青海湖地区油菜的生产潜力

T able 5　R ape p roductive po ten tia lit ies in area of Q inghai L ake

地区
A rea d öd Ym p ö

(kg·hm - 2) f (w i)
Pw ö

(kg·hm - 2) f i
Pw iö

(kg·hm - 2) f (L )

P aö(kg·hm - 2)

旱作
D rough t
farm ing

灌溉
Irriga2

t ion

共和
Gonghe

110 7 414 0. 343 2 543 0. 704 5 220 0. 512 1 302 2 672

海晏
H aiyan

110 7 414 0. 544 4 033 0. 612 4 538 0. 485 1 956 2 201

刚察
Gangcha

110 7 414 0. 474 3 514 0. 937 6 947 0. 531 1 866 3 689

加权平均
W eigh ted

average
110 7 414 0. 453 3 360 0. 882 6 537 0. 526 1 768 3 444. 6

　　对青海湖地区不同作物生产潜力 (表1～ 5)进行

分析, 可得到以下结果:

(1) 光温生产潜力随农作物生长期平均温度变

化而变化, 热量因子是该区土地生产潜力利用的重

要限制因子之一, 对不同作物的限制作用存在很大

差异。由于不同作物的生理生化特性及其生理阶段

所需的最适温度与该地区实际温度存在差异, 造成

光温生产潜力Y m p也存在很大不同, 其值分别为小麦

15 772 kgöhm 2、青稞14 663 kgöhm 2、马铃薯138 179

kgöhm 2、豌豆5 980 kgöhm 2、油菜7 414 kgöhm 2。而

同纬度陕北农牧交错带马铃薯光温生产潜力为 26

262 kgöhm 2, 豌豆为7 012 kgöhm 2 [3 ]。由此可见, 在

青海湖地区热量因子对马铃薯的限制作用最小, 而

对豌豆的限制作用较大, 这是因为马铃薯是喜凉作

物, 受温度影响相对较小, 而豌豆为喜温凉型作物,

在出苗和开花期温度低于适温, 对产量影响很大。因

此, 在青海湖地区可以通过调整作物种植结构和改

良作物品种来提高耕地光温生产潜力。

(2)青海湖地区不同作物光温水生产潜力随区域

位置的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差异。首先, 作物品种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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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光温水生产潜力影响不明显。如以青海共和为例,

小麦、青稞、马铃薯、豌豆和油菜5 种农作物的降水水

分有效系数 f (w i) 分别为 0. 380, 0. 369, 0. 388, 0. 343

和 0. 343; 以海晏为例, 小麦、青稞、马铃薯、豌豆和油

菜 5 种作物的降水水分有效系数分别为 0. 577,

0. 561, 0. 577, 0. 554, 0. 544。其次, 降水的区域差异

对降水条件下作物光温水生产潜力的影响较大, 降水

条件下同一作物光温水生产潜力的高低与湖区的降

水量大小分布情况基本保持相一致。以青稞为例, 降

水水分有效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海晏(0. 561) > 刚察

( 0. 463) > 共和 (0. 369) , 其降水条件下光温水生产

潜力由高到底依次为海晏 (8 226 kgöhm 2 ) > 刚察

(6 789 kgöhm 2) > 共和 (5 410 kgöhm 2 ) ; 以油菜为

例, 降水水分有效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海晏 (0. 544)

> 刚察 (0. 474) > 共和 (0. 343) , 其降水条件下光温

水生产潜力由高到底依次为海晏 (4 033 kgöhm 2) >

刚察 (3 514 kgöhm 2) > 共和 (2 543 kgöhm 2)。第三,

灌溉条件下的作物光温水生产潜力因区域内作物灌

溉有效系数的地区性差异也存在比较大的波动。以青

稞为例, 其灌溉有效系数由大到小依次为刚察

(0. 936) > 共和 (0. 716) > 海晏 (0. 627) , 灌溉条件下

光温水生产潜力由高到底依次为刚察 ( 13 724

kgöhm 2) > 共和 ( 10 499 kgöhm 2 ) > 海晏 ( 9 194

kgöhm 2)。由此可知, 水分因子是青海湖地区影响作

物光温生产潜力开发的又一重要限制因子。

(3)青海湖地区土地质量对作物光温水生产潜力

的降解幅度较大且存在区域差异。就全区而言, 土地

质量系数普遍较小, 其中海晏县土地质量系数最小,

为0. 485, 共和和刚察两县相对较高, 分别为0. 512,

0. 531。与其相对应, 各县作物光温水生产潜力的降解

幅度也存在较大差异。以油菜为例, 降水条件下光温

水生产潜力P w 减去旱作条件下光温水土生产潜力

P a , 即可得到旱作条件下油菜的光温水生产潜力降解

幅度。通过计算, 共和、海晏和刚察油菜的光温水生产

潜力降解幅度分别为1 241, 2 077 和1 648 kgöhm 2,

降解幅度由大到小依次为海晏、刚察和共和 (表5)。

3. 2　各县耕地生产潜力和全区潜力总量

　　耕地光温生产潜力是通过各种措施在近期可以

达到得最高产量水平。根据小麦、青稞、马铃薯、碗豆

和油菜5 种作物的生产潜力 (表1～ 5)及各类型区主

要作物播种面积 (表 6) , 利用公式 (1) , (2) , (3) 计算

青海湖地区各县期望达到的耕地生产潜力, 以及全

区土地生产潜力总量, 结果如表7 所示。由于受自然

条件的限制, 在青海湖地区马玲薯和豌豆的播种面

积占总耕地面积比例很小, 相比小麦、青稞和油菜而

言, 其对区域耕地生产潜力和潜力总量的贡献可以

忽略不计。

表 6　青海湖地区各县主要作物的播种面积3

T able 6　Sow n area of the m ain crop s in the area of Q inghai L ake hm 2

地区
A rea

总面积
To tal

小麦
W heat

青稞
H igh land barley

油菜
Rape

共和 Gonghe 5 109. 7 1 744. 3 1 687. 3 1 678. 1

海晏 H aiyan 1 406. 5 202. 0 821. 0 383. 5

刚察 Gangcha 7 776. 0 - 519. 0 7 257. 0

总计 To tal 14 292. 2 1 946. 3 3 027. 3 9 318. 6

　　注: 3 . 数据来源于2002 年青海湖地区各县统计资料。

N o te: 3 . D ata are from the 2002 statist ics of coun ties in the Q inghaiL ake area.

　　由表7 可知: (1)各县不同层次的耕地生产潜力

有较大差别。这种差别主要在于: ①光温生产潜力从

大到小依次为海晏 (12 848 kgöhm 2)、共和 (12 661

kgöhm 2)、刚察 (7 898 kgöhm 2) , 其中海晏和共和两

县光温生产潜力较高, 而刚察县较低, 其主要原因由

于热量在区域分布不均而造成的, 海晏和共和处于

湖区东南部, 而刚察县处于湖区东北部。这种情况也

与我国季风气候的分布趋势一致。②降水条件下的

光温水生产潜力从大到小依次为海晏 (7 208. 2

kgöhm 2 )、共和 (4 667. 4 kgöhm 2 )、刚察 (3 732. 6

kgöhm 2) , 这与湖区和我国降水分布趋势大致一致,

也证明青海湖地区受我国季风气候的影响比较明

显; 灌溉条件下光温水生产潜力从大到小依次为共

和 (9 063. 0 kgöhm 2)、海晏 (8 053. 7 kgöhm 2)、刚察

(7 399. 3 kgöhm 2) , 这说明共和县农田水利建设和

灌溉设施相对较好, 而其余两县相对较差。③降水条

件下的光温水土生产潜力从大到小依次为海晏

(3 496 kgöhm 2 )、共 和 ( 2 390 kgöhm 2 )、刚 察

(1 982 kgöhm 2) , 表明海晏土地质量相对优于共和、

刚察两县; 但灌溉条件下的光温水土生产潜力从大

到小依次为共和 (4 640. 2 kgöhm 2)、刚察 (3 929. 2

kgöhm 2)、海晏 (3 906. 1 kgöhm 2) , 这说明共和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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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配合较其他两县合理, 这也说明利用科技手段加 强水土配合, 在某种程度上能提高耕地生产潜力。

表 7　青海湖地区各县耕地生产潜力和全区潜力总量 [9211 ]

T able 7　P roductive po ten tia lit ies of every coun ty in area of Q inghai L ake

and general po ten tia lity in the w ho le district kgöhm 2

地区
A rea

光温生产潜力Ym p

W arm p roductive
po ten tiality

光温水潜力
W arm w ater
po ten tiality

光温水土潜力
W arm w ater and so il

po ten tiality

Pw Pw i P ap P ai

现实生产潜力P r

Realist ic
p roductive

共和 Gonghe 12 661 4 667. 4 9 063. 0 2 390 4 640. 2 2 142. 0

海晏 H aiyan 12 846 7 208. 2 8 053. 7 3 496 3 906. 1 1 900. 1

刚察 Gangcha 7 898 3 732. 6 7 399. 3 1 982 3 929. 2 1 228. 7

加权平均
W eigh ted average 10 088 4 408. 9 8 058. 5 2 287 4 181. 1 1 621. 3

潜力总量
To tal amoun t of

po ten tiality
75 691 583 33 081 447. 1 60 466 245 17 164 207 31 372 730. 6 12 165 165

　　注: ①潜力总量的单位为kg。②Pw , Pw i, P ap , P ai, P r 分别为降水条件下光温水生产潜力、灌溉条件下光温水生产潜力、降水条件下光温水

土生产潜力、灌溉条件下光温水土生产潜力和现实生产力。

N o te: ① To tal amoun t of po ten tiality (kg). ② Pw is w arm p roductive po ten tialit ies in the rainfall conditions (kgöhm 2 ) ; Pw i is w arm

p roductive po ten tialit ies in the irrigation conditions (kgöhm 2) ; P ap is w arm w ater and so il po ten tiality in the rainfall conditions (kgöhm 2) ; P ai is

w arm w ater and so il po ten tiality in the irrigation conditions(kgöhm 2) ; P r is realist ic p roductive (kgöhm 2).

　　 (2)青海湖地区目前共有耕地14 292. 2 hm 2, 其

光温生产潜力总量为 75 691 583 kg, 降水条件下光

温水生产潜力总量为 33 081 447. 1 kg, 灌溉条件下

的光温水生产潜力总量为 60 466 245 kg, 降水条件

下光温水土生产潜力总量为 17 164 207 kg, 灌溉条

件下的光温水土生产潜力总量为 31 372 730. 6 kg。

按目前作物结构和生产条件估算, 现有耕地的最大

粮食生产潜力为7 931 761 kg, 油料为4 233 404 kg,

耕地最大粮食生产潜力总量为12 165 165 kg。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 耕地生产潜力总量是个动

态值。人类生产活动及过程, 如土地利用结构的调

整, 土地利用方式和管理水平等, 对土地生产能力均

有深刻影响[8 ]。随着生产能力和水平的提高、技术措

施的进一步完善, 生产潜力总量仍有可能增加。

3. 3　耕地资源生产潜力利用率分析

耕地资源利用效率评价主要围绕光、热、水、土

等环节的单项资源利用效率和综合资源利用率开

展[13 ]。本研究充分考虑资料来源和现实的可能性,

选择光温利用率、光温水利用率和光温水土利用率,

以及光温开发度、光温水开发度和土地生产潜力开

发度等指标来评价青海湖地区耕地资源利用率。

3. 3. 1　不同作物生产潜力利用率　不同作物光温

生产潜力利用率和光温水生产潜力利用率分别指作

物全区降水水分有效系数 f (w i
) 和土地质量系数 f (L )

的加权平均值。根据表1～ 5 估算结果可知, 湖区不

同作物的生产潜力利用率存在很大差别。光温生产

潜力利用率从大到小依次为油菜 (0. 453) > 青稞

(0. 419) > 马铃薯 (0. 408) > 小麦 (0. 400) > 豌豆

(0. 365) ; 光温水生产潜力利用率从大到小依次为油

菜 (0. 526) > 青稞 (0. 512) > 豌豆 (0. 509) = 马铃薯

(0. 509) = 小麦 (0. 509) ; 由此可知, 青海湖地区最适

宜种植的作物品种为油菜。

3. 3. 2　各县不同层次耕地生产潜力利用率　青海

湖地区各县不同层次的耕地生产潜力利用率见表8。

由表8 可知:

(1) 各县不同层次耕地生产潜力存在很大的差

异[9 ]。①与全国同纬度地区相比, 各县光温生产潜力

利用率普遍低[12 ] , 其值由大到小依次为共和

(0. 169 2)、刚察 (0. 155 6)、海晏 (0. 147 9) , 这说明

在该区今后要采取措施提高光温生产潜力的利用

率。②降水条件下的光温水生产潜力利用率差异较

大, 最高为共和 (0. 458 9) , 其次为刚察 (0. 329 2) ,

海晏最低为0. 263 6; 灌溉条件下光温水生产潜力利

用率很低, 从大到小依次为共和 (0. 236 3)、海晏

(0. 235 9)、刚察 (0. 166 1)。③降水条件下的光温水

土生产潜力利用率较高, 但区内差异较大, 其值从大

到小依次为共和 (0. 896 2)、刚察 (0. 619 9)、海晏

(0. 543 5) ; 灌溉条件下光温水土生产潜力利用率比

较 低, 从大到小依次为海晏 ( 0. 486 5 )、共和

(0. 461 6)、刚察 (0. 31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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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青海湖地区不同层次耕地生产潜力利用率

T able 8　U tilizat ion rat io of cu lt ivated landπs p roductive po ten tia lit ies of the differen t levels in Q inghai L ake

地区 A rea P röYm p P röPw w P röPw i P röP ap P röP ai

共和 Gonghe 0. 169 2 0. 458 9 0. 236 3 0. 896 2 0. 461 6

海晏 H aiyan 0. 147 9 0. 263 6 0. 235 9 0. 543 5 0. 486 5

刚察 Gangcha 0. 155 6 0. 329 2 0. 166 1 0. 619 9 0. 312 7

加权平均
W eigh ted average

0. 160 7 0. 367 7 0. 201 2 0. 564 9 0. 387 8

　　注: P röYm p光温生产潜力利用率; P röPw 降水条件下光温水生产潜力利用率; P röPw i灌溉条件下光温水生产潜力利用率; P röP ap降水条件

下光温水土生产潜力利用率; P röP ai灌溉条件下光温水土生产潜力利用率。

N o te: P röYm p u tilization ratio of w arm p roductive po ten tialit ies; P röPw u tilization ratio of w arm and w ater p roductive po ten tialit ies in the

rainfall conditions; P röPw i u tilization ratio of w arm and w ater p roductive po ten tialit ies in the irrigation conditions; P röP ap u tilization ratio of

w arm w ater and so il p roductive po ten tialit ies in the rainfall conditions; P röP aiu tilization ratio of w arm w ater and so il p roductive po ten tialit ies in

the irrigation conditions.

　　 (2) 青海湖地区现实作物结构条件下耕地生产

潜力利用率。由表7 和表8 可知, 湖区平均光温生产

潜力为10 088 kgöhm 2, 其利用率为0. 160 7; 降水条

件下的光温水生产潜力为 4 408. 9 kgöhm 2, 其利用

率为 0. 367 7; 灌溉条件下的光温水生产潜力为

8 058. 5 kgöhm 2, 其利用率为 0. 201 2; 降水条件下

光温水土生产潜力为 2 287 kgöhm 2, 利用率为

0. 564 9; 灌溉条件下的光温水土生产潜力为

4 181. 1 kgöhm 2, 其利用率为 0. 387 8; 其中灌溉条

件下的光温水土生产潜力综合反映了区域自然条

件、作物构成、土地质量和灌溉状况, 是最具现实性

的参比值, 这说明该区耕地生产潜力利用率比较低。

从以上分析可知, 热量、水分条件、土地质量和

作物构成, 是造成该区土地生产潜力利用率高低和

区内差异的主要因子, 也是该区今后提高土地生产

潜力利用率所要研究、改善和调整的主要对象。

4　青海湖地区耕地生产潜力可持续利
用对策

　　耕地生产潜力可持续利用是指人类在对耕地资

源利用的过程中, 应充分保证和维持耕地资源生产

力和承载力的稳定或提高, 并在一个无限长的时期

内, 永远保持下去而不对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造成

不利影响。其内涵至少包括3 个方面: 一是社会公平

性; 二是生态保护性; 三是经济可行性。

根据以上对青海湖地区耕地生产潜力及其影响

因子的分析, 提出以下具有针对性的耕地生产潜力

可持续利用对策。

4. 1　抓住主要矛盾, 因地制宜, 扬长补短

根据青海湖地区耕地生态环境和作物的生态适

应性, 以及限制因子和限制程度的不同, 把每种作物

尽可能安排在最适宜生长地段上, 将一些不宜种植

粮食作物的农田改种草、中药材、经济作物或饲料作

物。例如, 在青海湖地区热量因子对马铃薯的限制作

用最小, 而对豌豆的限制作用较大; 从不同作物生产

潜力利用率看, 光温生产潜力利用率和光温水生产

潜力利用率最高的是油菜。由此可见, 在青海湖地区

最适宜种植的作物品种为油菜和马铃薯。另外, 从该

区耕地生产潜力的研究结果可知, 热量和水分是影

响作物潜力的主要因子。因此, 在今后耕地生产潜力

开发利用中, 要趋利避害, 发挥优势, 利用科技和现

代生态农业技术, 做到宜农则农, 宜牧则牧, 科学分

析, 合理布局, 实现持续利用。

4. 2　科学配肥, 用养结合, 提高土壤质量

牢固树立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观点, 加强科研,

开发新技术合理施肥, 注意培肥地力, 提高生产潜力

利用率。针对青海湖地区特殊的自然和经济条件, 一

般比较适合施用以下几种肥料。①光色肥。这种肥

料能将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变成橙色光, 一些作物经

不同颜色的光照射后, 可达到早熟、高产、优质化。②

磁化肥。用磁化水处理的作物种子或种苗, 其发芽率

比通常撒播种子的发芽率高, 并且发芽快, 苗壮整

齐; 植株在吸收磁化肥后, 光合作用增加, 平均可增

产20%～ 30%。③有机肥。有机肥料是农业生产的

重要肥源, 对改良土壤、培养肥力、增加作物产量有

明显作用。养地作物能均衡土地, 利用土壤养分和水

分, 改善土壤理化性质, 调节土壤肥力, 起到以肥调

水, 抗旱保墒的重要作用。应逐步压缩主要作物面

积, 扩大养地作物面积。

4. 3　积极推广节水灌溉技术, 加强水土配合, 提高

作物抗旱能力

　　水分因子是限制青海湖地区耕地生产潜力的主

要因子之一。因此, 在农田灌溉上推行节水灌溉十分

必要。应加强合理调度灌溉水源, 降低旱灾损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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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防渗。②控制节水技术, 即根据不同作物、不同

区域和不同时期的需水要求, 以土壤含水量作为控

制指标, 确定灌水时间和节水技术。③通过耕作技术

的改革, 使培肥、持水、保土达到最佳效果, 进而提高

作物抗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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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alysis of p roduct ion po ten t ia l and the su sta inab le u se

of land resou rces in Q ingha i L ake R egion

Y U W en -zheng1, 2, CHANG Qing-ru i1, ZHA I Sui-x ian 2,W ANG Rui1

(1 Colleg e of R esou rce and E nv ironm en t,N orthw est A & F U niversit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2 D ep artm en t of E conom ics and M anag em en t, Q ing ha i N a tiona lities Institu te, X in ing ,Q ing ha i 810007, Ch ina)

Abstract:W ith the gradual revison m ethod, com b ined w ith the natu ra l, socia l and econom ical sta t ist ica l

data, the art icle est im ated infield resou rces of Q inghai L ake area of the crop p roduct ion po ten t ia l and the

to ta l po ten t ia l of d ifferen t leaves, and analyzed the lim it ing facto rs that affect the crop p roduct ion po ten t ia l

in Q inghai L ake area. R esu lts show heat and w ater facto rs are the p rim ary facto rs. T he mo st crop

p roduct ion po ten t ia l of p resen t infield is 12 165 165 kg. Based on it, the u sing ra te of p roduct ion po ten t ia l of

d ifferen t infield w as calcu la ted and the field p roduct ion po ten t ia l fa to rs of th is area w ere analyzed. F inally

coun term easu res to rea lize su sta inab le u se of the infield p roduct ive po ten t ia l w ere pu t fo rw ard.

Key words: Q inghai L ake area; infield; p roduct ion po ten t ia l; su sta inab le u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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