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承载力已接近理想值 ,但在 2020年 ,水资源

承载力与理想值相差较大 ,这是由于关中当地水资源

量有限 ,到 2010年前后 ,当地水资源承载能力已基本

达到极限 ,为了保证关中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

摆脱水资源严重短缺的被动局面 ,必须考虑境外调

水 ,根据黄河流域规划和陕西水利规划以及前期工作

的程度 ,开发黄河以北干流和两江 (嘉陵江、汉江 )调

水是增加关中供水量的必不可少的对策和措施。

D方案下各个水平年密切值很小 ,由于本方案在

C方案的基础上考虑了两江调水和加强了黄河过境

水开发利用 ,可供水量比 C方案有了增加 ,相应地 ,

水资源承载能力比中方案有了很大的提高 ,水资源承

载力的各项指标与理想值较为接近 ,社会经济环境获

得可持续发展 ,同时水资源也可得到可持续利用。因

此 ,本方案的实施效果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

要 ,可促进关中可持续发展 ,本方案可作为水资源开

发利用的优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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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侵蚀研究项目进展

土壤侵蚀是全球性的严重环境问题 ,而农耕地则是全球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地区。农地上存在的水力等侵蚀

早已被研究者认识到 ,并且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但农地上存在的另一种侵蚀 ,也是从根本上导致农地土壤退

化及产生严重水土流失的侵蚀 ,却在以往的土壤侵蚀研究中被大大地忽视 ,这就是耕作侵蚀。

耕作侵蚀是土壤物质在耕作机具的作用下发生分散、搬运、沉积的过程。在耕作侵蚀过程中 ,土壤物质主要

在农地内发生再分布 ,在坡地上 ,这种再分布则主要表现为坡面土壤的从上向下运动。

耕作侵蚀作为一种新近认识到的重要侵蚀过程 ,已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耕作侵蚀研究也已在各大洲迅

速开展起来。 1997年起 ,欧共体将耕作侵蚀列为大型研究项目 ,组织了 7个国家的科学家协作攻关 ,研究范围

包括到全部欧共体国家 ; 1997年 7月在加拿大多伦多 ( To ronto)举行了第 1次耕作侵蚀国际会议 ; 1999年 4月

在比利时鲁汶 ( Leuven)举行了第 2次耕作侵蚀国际会议 ; 2001年 8月将在英国埃克塞特 ( Exeter)再次举行关

于耕作侵蚀影响的重要国际会议。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 ,农业人口众多 ,耕种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 ,坡耕地面积大 ,尤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

比 ,坡耕地普遍较短 ,较陡 ,较崎岖 ,且各地的耕作机具与耕作方式差异较大 ,因此 ,耕作侵蚀是在我国广泛存

在、形式多样的一种重要类型的土壤侵蚀。 为了认识我国坡耕地的耕作侵蚀规律 ,进而发展科学的坡耕地保护

性耕作技术 ,我们从 1999年开始 ,在我国黄土高原开展了耕作侵蚀研究。

我们在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黄土地区耕作侵蚀评价” ( 1999— 2001)、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

所知识创新工程项目课题“耕作侵蚀过程与模拟” ( 1999— )及陕西省人事厅留学回国人员科技活动择优资助项

目“农地耕作侵蚀研究” ( 2000— 2002)的资助下 ,通过前两年的研究 ,已获得了黄土地区耕作侵蚀过程中的土壤

再分布规律、黄土地区耕作侵蚀模型 ,黄土地区耕作侵蚀强度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以及黄土地区耕作侵蚀在总

土壤侵蚀中的重要性及其空间变化规律。 目前 ,我们正在对该地区耕作侵蚀其它方面的内容进行研究 ,各个项

目进展顺利。

(王占礼 ,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 , 陕西 杨凌 71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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