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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山区开发的经验及对黄土高原综合治理的几点启示

及农业技术
,

政府应尽快出台优惠政策
,

创造条件
,

鼓励科技人员在山区开展工作
;对立志务农的青

年人
,

创造适宜的小环境
,

为该区综合治理开发培养建设人才
,

使该区经济建设永葆活力
。

中国科学院长武农业生态试验站简介

中国科学院长武农业生态试验站简称
“

长武生态站
” ,

属于
“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
”
(C E R N )

设在黄土高原沟壑区的一个基本站
。

依托于中国科学院
、

水利部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

长武生态站

位于陕西省长武县洪家乡 (3 12 国道西兰线 20 Ik m
,

与甘肃省径川县毗邻 )
。

生态站中心任务是研究

黄土高原沟壑 区复合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
、

功能
、

物质能量循环及其环境效应
,

为区域建立高效农

业生态经济系统进行理论研究
,

提出开发利用资源
、

改善生态环境
、

全面提高土地生产力的对策
。

研

究内容包括
: 1一大气—

土壤
—植物连续体中水循环 ; 2

.

农田水分
、

养分平衡和农 田肥 力演变
;

3
.

水土流失过程和土
、

水
、

肥
、

气
、

热的调控机理和手段
; 4

.

沟壑土地诸环境因子与经济植物生态经

济属性的关系
。

长武生态站将依靠先进的观测实验手段和信息系统
,

设置 自动气象监测
、

水循环和平衡
、

水土

流失过程
、

养分循环与平衡
、

生物量和能量五个野外观测场及相应的分析实验室
,

对 区域气候
、

水

文
、

土壤
、

生物进行长期定位观测和试验
,

对区域内的社会
、

经济状况进行长期统计和分析
。

生态站

将执行 C E R N 规定的数据质量控制和管理
。 ‘

对科学数据系统整编和积累
,

建立数据库
;
除供生态站

进行各项研究外
,

还用电传通讯传输给 CE R N 的各个层次的信息系统
,

进入综合数据库
,

达到站网

之间数据共享
,

为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大尺度生态系统研究提供数据服务
。

目前
’

,

长武生态站正在筹建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