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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奇葩争芳吐艳 青年学者茁壮成长

— 全国青年水土保持和黄土高原治理学术讨论会简介

中国 自然资源研究会青年协会和中国科学院
、

水利部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青年科技协会组织

的全国青年水土保持与黄土高原治理学术讨论会
,

于 1 9 8 8年 1 1月 15 日至 18 日在农业科研城— 陕

西省杨陵镇举行
。

来自全国 16 个省市和自治区的 44 个科研
、

教学和政府部门的 86 名代表参加了会

议
。

会议共收到论文 91 篇
,

内容涉及水土保持和黄土高原治理的各个方面
。

会议得到了中国自然资源研究会和中菌科学院
、
水利部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在各方面的大力

支持
。

老一辈科学家朱显漠俨林季周等和所长杨文洽及陕西省和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有关部门领

\ 导到会祝贺并讲了话
。

会议期间组织考察了黄土高原王东沟试验示范区
,

并请李玉 山研究员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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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
。

会议期间
,

代表们认真分析
、

讨论了我国水土流失的现状和搞好水土保持
、

加强黄土高原治

理的重要意义及青年人的历史使命
。

大家认为
,

以黄土高原为中心
,

研究探讨水土流失规律和水

土保持与环境保护 已经刻不容缓
。

30 多年来虽 已取得不少成果
,

但从全局来看
,

还有不少问题亚

待解决
:

1
、

综合示范推广的总体方案及分 区治理方案 ;

2
、

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

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的关系 ;

3
·

、

水土流失规律及其定量化系统分析 ,

4
、

基础资料的积累
,

联合攻关和水土保持法制措施等
。

水土保持科学的发展前景极为重要
,

首先应把水土保持与区域治理和治穷致富联系起来
,

重

视社会和经济规律观念
,

增强群众对水土保持工作的承受能力 ;借鉴和应用其它新兴科学的方法
,

深化土壤侵蚀规律和水土保持研究 ; 加强水土保持基础理论的研究
,

加强水土保持 与 地 学
、

农

学
、 `

生物学和其它学科之间的联系 , 加强成果的推广
、

应用与转化
,

提高学科的社会价值
。

土壤侵蚀和水土保持研究
,

已不只 限于土壤学
、

水利学
、

生物学或农学
,

而且涉及社会
、

经

济
、

资源
、

环境
、
人 口和地学等多种学科 g 水土保持与环境治理和资源开发利用是不可分割的整

体
。

制定水土保持规划和措施必须依据土壤侵蚀规律的特点和上述综合因素
。
计算机和遥感等新

兴科学和新技术方法在水土保持研究方面的应用
,

信息系统和资源网库的建立与更新
,

有力地促

进了水土保持的宏观综合研究
。

概率统计
、

模糊数学和灰色系统理论等已成为各种分类
、

区别和

效益评价的重要工具
。

系统工程和线性规划则是制定土地利用最佳结构模式的主要途径
。

耗散结

构理论
、

突变论
、

协同论
、

投入一产出模型
、

动态仿真和降水再分配机理在小流域治理和土壤流

失量预测预报中已见成效
,

但新技术与传统方法的结合仍很必要
。

代表们就水土保持
、

早农和资源与环境评价等许多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
,

包括黄士高原的主

要侵蚀产沙方式和泥沙来源 ; 人为加速侵蚀与小流域侵蚀调查评价方法 , 小流域综合治理开发 ;

水土保持效益评价与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维护 ; 抗旱保水剂的研究与推广 , 抗早生理与育种 , 土

壤水分及其利用 , 发展经济植物与治穷致富 , 粮食与人口问题及黄土高原综合治理战略等
。

大家

认为
,

在黄土高原应把人口
、

粮食和开荒与水土保持联系起来考虑
,

以促进良性循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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