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第 � 期
� � � � 年 � 月

水 土保持通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晋陕蒙接壤区水蚀风蚀交错带生态环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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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陕蒙接壤区位于黄土高原和风沙区交接地带
,

是典型的生态过渡带
、

生态脆弱带
。

同时
,

又是资源富集带
,

资源与环境的矛盾十分突出
,

再加之近年来煤炭开发
,

进一步加剧了环境恶

化
。

本文在系统地分析了生态环境特点的基础上
,

提出了环境整治的建议
。

并指出在这一地 区

开展生态环境演变和整 治技术研究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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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的整治与持续发展 (诸如
:
水土保持

、

防治土地沙化
、

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等)是

当代世界性的重大问题
,

而生态过渡带 (ec ot
o
ne )则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复杂而独特的性质

,

成为

研究生态环境问题的焦点
。 “

生态过渡带
”

是 F
.
E
.
。
le m en ts 在 1905 年首次使用并定义为

:“
相邻两

收稿日期
:1994一 02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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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群落之间的过渡带
” ,

当时
,

由于其独特的性质尚未明了
,

未能 引起人们的重视
。

直到 80 年代后半

期
,

环境问题委员会(S C O P E )
、

人与生物圈计划 (M A B) 和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 (IU B S) 于 1987 年 1

月在巴黎联合召开的工作会议上
,

重新定义生态过渡带
:“
相邻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带

,

具有一组为

空间和时间尺度
,

以及相邻生态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力量所独特地确定的特征
” ,

生态过渡带的问题

才引起人们普遍重视
。

生态过渡带作为景观结构单位之间的交接地带
,

对环境改变的反应要 比结构

单位本身更为敏感
。

在当前全球环境正经历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改变 (有气候
、

降水
、

人为活动

等 )
,

都必然反映在景观要素结构和功能上
,

生态过渡带对此极为敏感
。

因此
,

研究生态过渡带的生

态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

对环境整治
、

资源利用以及对生态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 ’2

、

‘3 。

我国生态过渡带的研究工作与世界相似
,

于 80 年代后半期开始
,

在此 以前发表的文章多集中

于讨论某些边界问题上川
。

进入 90 年代
,

生态过渡带的研究有所前进
,

国家科委在
“

八五
”

期间设置

了
“

生态环境整治与恢复技术的研究
”

项 目
,

其重点放在生态过渡带的研究上
,

并在典型过渡地区设

置了试验示范区
,

位于典型水蚀风蚀交错带的神木试验示范区(简称神木试区 )就是其 中之一
。

神木

试区于 19 91年开始了
“

以小流域为单元
,

以保护和 合理利用水土资源以及防治水土流失为中心
.
强

化林草建设和提高土地生产力
,

逐步建成具有稳定的生态和经济效益的复合经营系统
”

的小流域综

合治理试验示范研究
。

我们的目的旨在以神木试区 3 年工作为基础
,

通过讨论晋陕蒙接壤区生态环

境的特点以及与煤炭开发的关系
,

提出该区域生态环境整治的基本构思
。

一
、

概 况

晋陕蒙接壤 区包括陕西 省府谷
、

神木
、

榆林
,

山西省的河曲
、

保德
、

偏关
、

兴县
,

内蒙古 自治区伊

金霍洛
、

东胜
、

准格尔和达拉特
,

共计 n 个县 (市
、

旗 )
。

总土地面积为 4
.
88 万 km

, ,

总人 口 25 。万
。

晋陕蒙接壤区地处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地
、

库布齐沙漠的交接地带
,

其主要地貌为黄土丘陵
、

高平原和沙地
。

根据资料叫
,

黄土丘陵和高平原
、

平地占总土地面积的 72 %
,

沙地占 25 %
,

土石山地

占 2%
,

水面占 1%
。

全 区大部地 区海拔为 1 000 ~ 1 400m
,

最高峰为位于南端的黑茶 山
,

其海拔

2 Zo3m
。

主要河流除黄河干流外
,

有窟野河
、

秃尾河
、

孤 山川
、

偏关河
、

皇甫川
、

榆溪河等
。

晋陕蒙接壤区属 中温带半干旱气候
。

年均降水量为 30 0 ~ 50 0 m m
,

由东南 向西北依次减少
,

最

大蒸发量 1 800~ 2 so om m
,

年均气温 5
.
5一8

.
8℃

,

)
1 0 ℃的活动积温 2 7 00一3 400℃

,

无霜期 160

一 18 0 天
,

大风 日数年均 6一30 天
,

最大风速可达 20 m /
S 以上 「5 。

该区的地带性土壤为黑沪土和栗钙土
。

黑沪土主要分布于黄土丘陵
,

由于水蚀风蚀作用
.
侵蚀

殆尽
,

仅残存于台地与嵘睑处
,

代之的是在黄土母质上发育起来的幼年土壤黄绵土
。

栗钙土主要分

布于西北部
。

风沙土是本区仅次于黄绵土的第二大土类
,

主要分布于西北部沙地和中部盖沙黄土丘

陵
。

全区土壤机械组成较粗而且贫痔
,

有机质含量很低
,

除黑茶山外
,

均不足 1%
。

晋陕蒙接壤 区属温带典型草原带
〔6 〕〔, ;

,

其地理景观为灌丛草原
。

植物种类不多
,

但成份多样
。

黄

土丘陵区的主要优势草种有
:
长芒草

、

冷篙
、

百里香
、

达乌里胡枝子
、

柠条锦鸡儿
、

沙棘等
。

沙地有大

针茅
、

牛心朴子
、

羊草
、

沙篙
、

沙米
、

沙柳等
,

中部盖沙黄土丘陵则两者都有
。

沟道中有旱柳
、

小叶杨

等
。

人工造林的主要树种有小叶杨
、

旱柳
、

白榆
、

刺槐
、

油松
、

华北落叶松
、

山杏
、

柠条锦鸡儿
、

沙柳
、

花

棒
、

踏郎
、

沙棘等
,

草种有首蓓
、

草木择
、

沙打旺
、

沙篙等
。

晋陕蒙接壤 区是矿产资源富集区
,

尤其是煤炭资源极为丰富
,

东胜
、

神府
、

准格尔
、

河东等煤田

均位于本区
,

储量达 2 70 0亿 t
,

且煤质好
,

埋藏浅
,

是容易开采的优质动力煤
。

该区将建成我国最大

的煤炭基地
,

目前年产量已达 3 000 万 t/a
,

到本世纪末
,

年产量达 6 000 万
t ,

外运 4 500 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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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陕蒙接壤区在历史上曾是
“

水草丰盛
,

牛羊塞道
”

的地方
,

牧业相当发达
。

由于历代战乱和中

央政府的
“

屯垦戍边
”

政策
,

人 口剧增
,

农业迅速发展
,

乱垦
、

乱牧等原因
,

导致植被破坏
,

引起了水土

流失
、

土地沙化
、

沙丘活化并南侵
,

大量泥沙泻入黄河
,

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

自然条件严酷
、

环

境恶化
,

致使农业处于低水平的不稳定状态
,

使该区成为全国有名的贫困地区
。

全国解放后
.
在各级

政府领导下
,

开展了以
“

造林种草
、

打坝修梯 田
”

为主要手段的环境综合整治
,

取得了一定成效
,

到

80 年代中期
,

治理面积占总面积的 1/3 以上
。

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
,

由于能源基地建设高速发展
,

一大批小煤窑迅速建成
,

国家大型煤矿也逐

渐建成投产
,

基地 已初具规模
,

包神铁路建成通车
,

神朔
、

神榆铁路的建设
,

表 明晋陕蒙接壤区的经

济将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
。

但是
,

由于煤田开发忽视了环境问题
,

使局部地区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
引

起了国务院及各级政府及有关人士的关注
。

二
、

生态环境特征

由于晋陕蒙接壤区位于黄土丘陵与沙地的交接地带
,

其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过渡性
,

而且
.
由

于 自然条件严酷
、

灾害频繁
,

人为活动干扰大
,

又具有明显的脆弱特性
。

( 一 )生态环境的过渡性

晋陕蒙接壤 区无论是地貌
、

气候均有东南西北方向变化的趋势
。

·

除黑茶山之外
,

由东南部以水

蚀为主要外营力形成的黄土丘陵逐渐过渡到以风蚀为主要外营力形成的风沙地貌
,

中间地带经过

了以水蚀和风蚀共同作用形成的地貌—
盖沙黄土丘陵和风蚀黄土丘陵

ts 。

降水量的变化趋势与

此相似
,

由东南部的 50 om m 逐渐向西北减少
,

到 300 m m
。

由于地貌和降水以及气温的变化
,

土壤与

植被也由东南向西北呈现有规律的变化
,

由半旱生植物占优势逐渐演变到沙生植物占优势
。

土壤的

变化 同样有其规律
。

以南部的兴县
、

中部的准格尔旗和北部的达拉特旗的土壤类型构成为例
.
便可

说明这一问题 (见附表 )[s
「5

一 。

附表 典型地区主要土壤类型的比例变化 % 在这里应当说明的是兴县 由于严重的土壤水蚀
.
黑

县 (旗 )名}黑护 土 !黄绵土 } 栗钙土 }风沙土

49

27

0 } 0
.
0 } 0

.
0

8 } 2
.
3

4
.
3 { 9

.
0

31
.
1

58
.
0

沪土损失殆尽
。

由表可见
,

黄绵土 (黑护土侵蚀掉后在黄

土母质上发育起来的幼年土壤 )由南向北逐渐减少
.
而栗

钙土与风沙土则由南 向北逐渐增加
.
反映出这一地区土

壤的逐渐演变过程
。

以上这些都表明晋陕蒙接壤区位于

两个大的结构体系之间
,

集中了两个大结构的特点
,

但又

0110n�,JO旗县旗兴准达

由于两大结构的相互作用及影响
,

形成了本身独特的特征
,

所以
,

该区是典型的过渡带
。

(二)生态环境的波动性

由于晋陕蒙接壤区位于两大结构体系交接地带
,

生态环境的波动性十分明显
。

其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

该区的气候属于半干旱气候
,

水分条件是生态环境变化的主导因子
,

包括地下水
、

土壤水和大

气降水
,

但归根结底
,

还是降水
。

晋陕蒙接壤区的降水除了随地域而变化外
,

也随着时间发生变化
.

即年际间与年内降水量分配不均匀 (见图 l
、

图 2) tlo 二。

由图 1可见
,

神木县 7 月至 8 月两月的降雨量最大
,

约占全年降水量 55 %
,

其次为 6 月和 9 月
.

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20 % 以上
,

这 4 个月的降雨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3/4 田
。

其次
.
晋陕蒙接壤区多暴

雨
,

一场暴雨可占全年降水量的 1/3 ~ 1/7
,

而且雨强大
,

突发性强
。

图 2 为 1957一 1989 年间年降水

量的变化曲线
。

由图 2 可见
,

年际间降水量变化明显
,

最多年份相当于平均降水量的 1
.
85 倍

,

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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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u三)叁资醚

加药助
厂

一

;

气
\�书扮一一�介七澎书盆

1 3 5 7 9 1 1 午 仔广

月份

图 1 逐 月降水量 占全年降水量 比例 图 2 神木县 降水量年际变 化

少年份只相当于年均降水量的 27 %
。

由于 降水量集中且多暴雨
,

无雨持续时间长
.
故易发生旱灾

。

其次
,

热量指标也变化剧烈
。

平均气温的 日较差 13
.
2 一14

.
g C

,

其中春季最大
,

可达 14
.
g C

。

3 月

中旬到 4 月下旬是气温回升最快时期
,

旬平均温度可差 2~ 4℃
,

9 月下旬一 1。 月下旬
,

是降温最快

时期
,

旬平均温度相差 3~ 4℃
,

但在升温与降温过程
,

常常出现气温波动
,

霜冻发生在这一时期的

频率非常高
。

大风是本区最常见的灾害
,

而且
,

由于春季降水少
,

常常有尘暴发生
。

夏季大风常伴有

大雨
、

冰雹
。

由以上不难看出
,

该区的气候条件的波动性大
,

突发性强
。

由于气候条件波动性和突发性强
,

而且
,

易发生旱灾
,

植被一旦遭到破坏
,

加之 自身恢复能力

差
,

导致整个生态环境发生变化
.
根据神木试区土壤调查L“ 〕

,

在土壤剖面中夹有古土壤和沙层
.
这

表明景观上曾发生多次变化
,

或是植被生长
,

或是形成盖沙地
,

有时达数层之多
。

这表明历史上这一

地区曾有过多次的环境景观发生变化
,

沙漠界线多次波动
。

(三 )生态环境的不协调性

如果生态环境各因素间的物质构成是协调的
,

联系是紧密的
,

能量又处于平衡
,

则相互作用形

成的生态环境是紧密的
,

否则形成的环境是脆弱的
、

不稳定的「’三。 其中
,

最主要的因素是土壤
。

由于晋陕蒙接壤区位于黄土丘陵和沙地之间及沙漠多次侵袭
,

形成了独特的土壤理化性质
。

该

区土壤颗粒组成较粗
,

而且
,

疏松
,

无结构
,

其保水保肥
、

抗冲抗蚀力差
,

一遇水流
.
土体迅速崩解

,

土

粒分散
,

形成水土流失
。

其次
,

土壤中非毛管孔隙度较高(约高出典型黄土丘陵区 9 % )”
‘

.

尽管其通

透性高
,

但贮水保肥能力差
,

土壤的这种理化特性与降水
、

大风等气候因素相互作用
,

必然导致强烈

的土壤侵蚀和严重的 自然灾害
。

( 四 )生态环境的敏感性

生态环境的敏感性突出表现形式是主导因素的改变而使环境发生变化
,

其原因是环境中的主

导因素处于临界状态
,

变化剧烈
,

保持稳定的范围小
,

再加之环境的承受能力
、

抗逆性及 白我修复能

力均差
。

环境的变异有大规模的
、

也有局部的
,

即有长期的
、

也有短期的
,

这主要取决于主导因素的

变化
。

以降水为例
,

持续无雨时间长短和发生季节决定了旱灾严重程度和危害大小
,

但是
.
由于晋陕

蒙接壤区降水集中
,

无雨持续时间长
,

再加上土壤抗旱能力差
,

所以
,

特别容易发生旱灾
.
如果 10 天

不下雨或灌水
,

玉米即呈现出旱象
,

导致其产量下降
。

曾有人
{日 把这一地区划作旱作农业极不稳定

区
,

其道理也就在于此
。

( 五 )生态环境的潜在危险区

由以上不难看出
,

晋陕蒙接壤区是典型生态脆弱带
,

由于生态环境具有很高的波动性
、

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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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敏感性以及很低的抗逆性
、

承受能力和 自我恢复能力
,

因此
,

是生态环境的潜在危险区
。

人们不

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都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

例如
:
在

“

以粮为纲
”

的年代里
,

大片沙地草场垦作农

田
,

导致了严重的土地沙化
,

据 80 年代中期统计和估算
,

约有数百万亩
〔, ’〕。 晋陕蒙接壤区的生态环

境一旦遭到破坏
,

靠自身的能力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恢复
,

这是自然条件等多种 因素所决定的
。

因

此
,

这里是生态环境的潜在危险区
。

( 六 )自然灾害频发区

由于生态环境的主导因素保持稳定范围小
,

波动大
,

环境基质的承受能力差
,

而且
,

各环境因素

之间又不匹配
、

协调
,

所以
,

主导因素一有波动
,

很容易成灾
,

是 自然灾害的多发区
,

重灾区
。

旱灾是

本 区最常见的 自然灾害
。

以神木县为例
,

据记载
,

从 15 世纪到 19 80 年的 506 年间
,

共发生旱灾 22 0

年
,

其中大旱 51 年
,

中旱 69 年
。

在解放后有气象记录的 26 年间
,

年均发生中
、

小旱灾各 1次
,

大旱

6
.
5年 l次

,

而且
,

往往连旱
,

据资料
,

旱年转旱年的频率最高
,

占到 22 %
。

在 1 年中
,

冬春连旱和春

夏连旱的频率最高
。

由此可见其旱灾的严重程度
。

霜冻也是最常见的自然灾害之一
,

据神木县资料
,

可以达到 1年 5 遇
。

此外
,

大风
、

冰雹也是本区最常见的 自然灾害
。

晋陕蒙接壤 区由于暴雨多
,

尤其

是局部地区的暴雨
,

再加上植被稀疏
,

拦蓄能力差
,

因此
,

河川径流暴涨暴落
,

雨季常 常导致洪水泛

滥
,

以窟野河为例
,

多年平均流量 为 12 m
’

/s 一40 m
,

/s

,

但最大流量达 171 m
,

/s 一 14 00 om
‘

/s

.

相差

十几倍到几百倍
。

而且
,

由于局地暴雨多
,

洪水发生的突发性强
,

危害大
,

近年曾有洪水冲毁煤矿
、

交

通等的现象
。

三
、

土壤侵蚀是本区最大的环境问题

(一 )土壤侵蚀特点
晋陕蒙接壤区位于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地

、

库布齐沙漠的过渡地带
,

由于其气候
、

地貌
、

土壤等

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
,

其土壤侵蚀特点与南部黄土高原和北部风沙区不相 同
。

土壤侵蚀方式多样
。

该区有水蚀
、

风蚀
、

重力侵蚀等
,

再细分水蚀可以分成片蚀
、

细沟侵蚀
、

切沟

侵蚀
、

洞穴侵蚀
、

沟道侵蚀等
。

风蚀可以分成风蚀风积
、

风 力吹失
;
重力侵蚀可以分成滑坡

、

泻溜
、

剥

落
、

崩坍等
。

土壤侵蚀类型繁多
,

而且
,

在地域上很难说成是哪一种侵蚀的结果
,

只能说成是以 某一

种土壤侵蚀为主
,

与其它方式侵蚀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

其次
,

土壤侵蚀过程复杂
。

一般说来
,

土壤水蚀通常发生在雨季
,

风蚀则在 4一5 月的风季
。

但

是
,

在晋陕蒙接壤区土壤侵蚀过程全年进行
,

侵蚀产沙与输沙有时不同期进行
。

冬春风蚀强烈
,

夏秋

暴雨侵蚀强烈
,

然而泥沙输移一般在雨季
。

冬春风蚀积沙和重力侵蚀的堆积物遇暴雨随同当时侵蚀

产沙物质一起下泻
,

在干旱年份的风蚀河道积沙和重力侵蚀堆积物当年不能下泻
,

以后遇到暴雨时

也一样下泻
,

致使河道输沙量与径流量的比值明显高于平均值
。

1 9 6 5 年枯水年
,

黄河干流及区内主

要支流输沙量基本上达到了最低值
。

但是
,

1 9 6 6 年黄河干流及主要支流径流量基本上接近平均值
.

但输沙量明显高于平均值
,

甚至高出 1一 1
.
5 倍山卫。

这表明旱年虽然没有输沙
,

但不等于没有侵蚀
.

尤其是风蚀
,

更为严重
,

这些侵蚀为第 2 年的输沙作了物质准备
。

第三
,

土壤侵蚀严重
。

由于晋陕蒙接壤区气候变化剧烈
,

暴雨
、

大风
、

急剧的冻融交替
、

以及基岩

风化剥蚀等
,

致使全年土壤侵蚀均很活跃
。

侵蚀模数多在 20 ooot/ (k m
Z.a)以上

,

流经本区的主要河

流输沙模数在 15 0 00一 25 ooot/ (k m
,

.
a

)

。

1 9 7 7 年孤山川出现最大输沙模数 66 400t/ (k m
Z.a ) ,

1 9 5 8

年窟野河河川径流中出现最大含沙量达 1 700k g/m
‘。

在 1958 年和 1977 年
,

黄河年输沙量达 29
·

9

亿 t和 24
.
43 亿 t

,

相当于平均值(16 亿 t) 的 186
.
88 % 和 152

.
69 %

。

而同期窟野河的输沙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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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7 5 亿 t和 4

.
37 亿 t

,

为平均值 1
.
208 亿 t的 310

.
43 % 和 361

.
73 %

。

由此可见
,

本区的土壤侵蚀强

度和河流输沙量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入黄泥沙量的多少
。

风蚀同样严重
,

风蚀模数可达 7 SO 0t 一 15

000 t/ (km
,

.
a

)

,

根据 1958~ 19 77年航片对照
,

土地沙化由西北 向东南推进 3一 lokm ‘’3 。

全区现有

沙化土地 2
.
76 万 k m

, ,

占总土地面积 57 %
,

其中重度沙化面积占沙化面积约 1/3
,

中度沙化面积占

1/4
。

此外
,

尚有潜在沙化面积 1
.
5 万 km

Z,

沙化面积和潜在沙化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 87 %
「5 。

(二)人为加速侵蚀与土地沙化发展

自 80 年代后半期
,

晋陕蒙接壤区作为我国新兴能源重化工基地
,

加快了开发与建设步伐
,

大量

煤炭源源不断运出本区
,

支援外地及出口
,

同时
,

也带动了本区经济的发展
。

但是
,

在
“

国家修路
.
群

众办矿
,

国家
、

集体
、

个人一起上
”

的方针指导下
,

在实际工作 中忽视 了生态脆弱带的环境承受能 力

及其敏感性及不稳定的特点
,

导致严重的人为加速侵蚀及人为加速沙化
。

( l) 河道堵塞
,

行洪能力下降
。

由于煤矿大多数位于河道两侧及沟道 中
,

弃渣
、

弃土
、

弃石乱堆乱

放
,

遇到洪水
,

水沙俱下
,

乌兰木伦河 (窟野河上游 )多次发生超高含沙泥流
,

导致河道淤积和堵塞
。

( 2 ) 滑坡
、

泥石流急骤增加
。

由于开矿
、

采石
、

修路等原因
,

促使乌兰木伦河两岸以及活鸡兔沟形

成大量的泥石流群
,

有的直接输入到河道中
。

( 3) 林草地破坏严重
。

一期工程大量毁坏林草地
。

露天开采回填后
,

基本上废弃
,

成为沙化土地

及沙源
。

( 4) 占用和毁坏农田
。

由于煤矿大部分位于河流两岸
,

大量占用水浇地
。

( 5) 水资源破坏严重
。

由于毛乌素沙地南缘地下水埋藏浅
,

含水层下便是煤炭
。

由于开采导致

地下水渗漏
,

靠地下水维持生长的植被衰退
、

枯死
;
泉水消失

,

农业灌溉用水及人畜饮水均成问题
。

( 6) 地面塌陷严重
。

由于开矿导致地面塌陷
、

裂缝等
,

危及群众安全
,

影响地面植被正常生长
。

人为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造成的不 良后果已表现出来
,

再加上本身的脆弱环境
,

这些都 已成

为煤 田开发与基地建设的重要限制因素
,

如道路中断
,

洪水对矿区及生活区的威胁等
。

新神愉公路

由于崩塌致使交通中断
,

影响行车 40 多天
。

这样的例子很多
,

这些都可称之为
“

环境对人 类的报

复
” 。

四
、

关于环境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 )环境建设是能源基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必须贯穿于基地建设的全过程 中

能源基地建设仍处于初期阶段
,

大量的项 目才开始或尚未开始
,

但是
,

由于忽视环境建设问题
.

其后果已明显可见
,

它不仅影响到煤田开发
,

而且
,

已影响到黄河的泥沙
,

所 以
,

引起 了人们的极大

关注
。

由此可见
,

能源基地建设不仅仅只是煤田开发
、

道路设施建设
、

副食品基地建设
.
而且一定要

有环境建设
,

忽视环境建设的任何行动都等于不要能源基地
。

其次
,

在能源基地建设过程中
·

也会产

生各种各样的新的环境问题
,

这些问题能否顺利解决直接关系到能源基地建设的速度
、

成效
.
乃至

能源基地的持续发展
。

因此
,

环境建设是能源基地建设的长期性重要 内容
。

能源基地建设 的一切行

动必须以此为出发点来考虑
。

( 二 )环境建设必须考虑其区域性

晋陕蒙接壤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地带性问题
,

其影响的范围也是很大的
,

例如
:
河流输沙问题

·

它不仅仅只影响到窟野河
、

孤山川等流域
,

而且
,

也影响到黄河干流
,

甚至黄河下游河床淤积
.
由此

可见其影响范围之广
。

其次
,

有些问题发生在矿 区
,

但是
,

其根源可能不在矿区
,

例如
:
风沙问题

、

河

流上游水土流失问题等
。

所以
,

在考虑矿区的环境建设问题时
,

不应只限于矿区本身就事论事
,

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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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晋陕蒙接壤 区及其周边地 区视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

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完成环境建设任务
。

( 三 )环境建设与农村生态经济系统建设必须同步发展

晋陕蒙接壤 区的环境建设是大范 围
、

长时间的任务
,

在如此长的时间和如此大的范围内进行环

境建设没有广大的农 民投入和农村经济发展是不行的
,

而且
,

广大农村生态经济系统的建设本身就

是环境建设的重要手段
,

所 以
,

要积极吸引广大农 民投身到环境建设中来
。

其次
,

环境建设是需要大

量投入的
,

大范围的投入绝不是煤田和国家所能承受的
,

需要靠广大农民来实现
。

在晋陕蒙接壤 区

这样一个全国有名的贫困区全靠农民投入是不现实的
。

因此
,

发展农村经济是大范围治理环境的需

要
。

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环境的治理与生产条件的改善
。

由此可见
,

晋陕蒙接壤区环境建设

的实施与农村生态经济系统建设必须同步进行
。

( 四 )必须走综合整治的道路

晋陕蒙接壤 区的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既有 自然因素
,

也有人为因素
,

其产生的问题也是多方面

的
,

有水土流失问题
、

土地沙化问题
、

多发重发的自然灾害等
,

所以
,

任何一种措施都不可能 解决实

际问题
。

而是应 当
“

因地制宜
,

因害设防
” ,

农业措施
、

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
,

综 合治理
。

在某

一地区可能会以某一种措施为主
,

但也不排除其它有效措施
。

其次
,

治理与生产和经济发展相结 合
。

一般说来
,

在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地区
,

生态环境的恶化往往伴随着生产水平的低下
,

所以
,

应把发

展生产和环境的整治结合起来
。

第三
,

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
。

多年治理实践表明
:

没有经济效益的治理措施很难在生产实践中采用
。

就是采用了
,

也难以长期保持下来
;另一方面

.
经

济效益是吸引广大农民投身到环境治理中来的主要手段之一
。

所以
,

在治理 中应考虑到群众的经济

利益
。

( 五 )开展全面治理

晋陕蒙接壤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是 自然地带性问题
,

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脆弱生态环境进一步

破坏
,

所以
,

其治理应是区域性的
, “

谁破坏谁治理
”

的提法不够全面
,

因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生态环

境问题 尚未解决
,

仍在起着危害生产和生活的作用
,

所以
,

其提法应是
“

在全面治理的基础上
.
谁破

坏谁治理
” 。

其次
,

不仅仅只是矿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威胁着矿区生产
,

而且
,

其周围地 区的环境问题

同祥在危害着矿区
,

所以
,

在这样生态环境里开发煤炭资源
,

应把这一区域的环境整治问题作为
“
己

任
” ,

参与区域环境治理
。

其治理方针应是
“

以矿区环境为重点
,

全面开展区域治理
” 。

( 六 )环境整治与煤田开发同步进行

根据神府—
东胜煤田一期工程的经验教训

,

先开矿后治理
,

其后果是 费时费力
.
并影响矿 区

的高速发展
,

在环境治理上 已付 出了学费
。

这种教训应在以后的工作中吸取
。

因此
,

应当考虑在生

态脆弱带开发矿产资源时
,

首先整治环境
,

做到先整治后开发
,

一方面可以减少矿区开发的危害
:
另

一方面
,

即使造成一定的破坏也仅仅属于局部的
,

便于采取补救措施
。

五
、

生态环境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晋陕蒙接壤区既是生态过渡带
,

也是生态脆弱带
,

同时也是资源富集带
,

系统地研究这一地 区

生态环境的形成
、

演变
、

存在问题及防治措施有重大意义
。

首先
,

生态过渡带的环境因素波动大
,

反

应敏感
,

不稳定性强
,

承受能力差
,

往往导致界面的摆动
,

而这些问题是结构本身不易反应出来的
,

所以
,

研究这些变化可以加强对环境结构本体的研究
。

其次
,

生态过渡带所存在的问题也是两大结

构本身所存在的生态问题的集中反应
,

曾有人把这一地区称之
“

水蚀
、

风蚀交错带
” ,

这一提法是完

全正确的
。

这一地区 的治理难度要大于结构本体
,

其治理技术也复杂
,

其治理水平也高于本体
.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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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治理技术过关
,

那么
,

其本体治理也应不存在问题
。

第三
,

这一地 区又是资源富集带
.
资源与环

境的矛盾在这一地区十分突出
。

若成功地解决这一地区环境问题
,

将有助于加快资源开发
,

所以
.
环

境治理问题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建设
。

第四
,

我国北方地区黄土高原与风沙区的过渡带面积约 10

万 km
, ,

而且具有相似的生态环境及环境问题
,

因此
,

晋陕蒙接壤区的生态环境研究具有很强代表

性及实用价值
。

由此可见
,

晋陕蒙接壤区的生态环境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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