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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该文应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制定了黑龙江省宁安县水土保持规划的发展战略与实施方法
。

该模型由种植业
、

林业
、

牧业
.

、

渔业
、

人 口和水土保持六个子系统组成
,

包括 2 79 个活性方程和

22 9个参数
。

并用生态经侨学方法
,

对 3 种发展战略的仿真结果进行多目标综合评审
,

为该县

的水土保持规划和生态农业发展战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

关健词
:

系统动 力学 动态仿真 水 土保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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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自然资源概况

宁安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
,

东自老爷岭
,

西止张广才岭
,

整个地势西南高
,

东北低
,

牡丹江纵

贯南北
,

海拔高程在 24 2 ~ 1 5 59 m
,

全县分 为低山丘陵
、

丘陵漫岗
、

河谷盆地三个不同地貌类型
。

气

候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

平均 风速 3 m s/
,

最大风速 20 m s/
,

年平均气温 3
.

5℃ ,

无霜期约 133

天
,

年降雨量在 50 0一 60 o m m
,

主要农作物有小麦
、

玉米
、

水稻和大豆等
。

全县总面积 1 1 78
.

4 万亩
,

其中耕地面积 1“
.

5 万亩
,

占总面积的 14
.

1写
,

林地面积 6 20
.

0 万

亩
,

占 52
.

7 %
,

其它用地 3 89
.

3 万亩
,

占 33
.

2 %
,

土地利用主要是林地和耕地
` 总面积中

,

属于县属

的耕地为 1 39
.

2 万亩
,

林地 27
.

5 万亩
。

1 9 9。 年全县总人 口 42
.

1 万人
,

农业人 口
’

28
.

3 万人
,

农村劳

动力 n
.

5 万人
。

县属行政单位有 n 个乡镇
,

31 2 个村和东京城林业局
、

宁安县农场及牡丹江军马

场
。

该县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
,

气候温和
、

雨量充沛
,

农林牧渔业发展均有很大生产潜力
。

由于该县

雨量多
,

风力较大
,

土层较薄
,

丘陵漫岗的水蚀和凤蚀都较严重
。

据全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统计
,

水

土流失总面积达 1 39
.

58 万亩
,

其中耕地流失面积约 86
.

97 万亩
。

水土流失导致耕层土壤愈来愈薄
,

土地退化
,

生态环境恶化
,

农林牧业生产比例失调
,

使自然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和利用
·。

二
、

水土保持规划动态仿真模型

(一 )研究 目的与意义 应用系统动力学和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
,

对宁安县水土保持与农

林牧产业的协调发展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
,

通过建立动态仿真模型拟制定出符合该县实际情况的

水土保持及农林牧业发展规划
,

并对规划的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
、

社会效益和实施可行性进行综合

评价
。

通过模型的系统分析
.

,

全面了解水土保持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

环境保护及农林牧业协调

发展的相互关系
,

并通过采取不 同水土保持策略的计算机仿真分析
,

预测水土保持梦益及各产业的

发展趋势
,

寻求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和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措施的优化方案
,

为制定宁安县的农业政

策和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
。

(二 )建模原理和方法 由于水土保持是一个在人为活动和社会经济条件影响下
,

合理利用土

地资源
,

促进农林牧渔各业综合发展的大农业生态经济系统
,

制约因素多
,

系统结构复杂
,

,

追
.

求多 目

标 (生态
、

经济和社会效益 )统筹兼顾
,

采用常规规划方法定量分析困难
。

加之
,

水土保持规划系统复

杂
,

具有高阶次
、

非线性的特性
,

难于求其最佳解
,

而其最佳解往往是难于实现的假设解
,

应用性差 {
系统动力学 (S ys et m D yn

a m ic
,

简称 S D )理论是研究社会经济或生态经济系统动态行为的计算

机仿真方法
,

是研究政策和策略的有效工具
,

适用于模拟复杂系统的动态变化趋势和发展预测
。

因

此
,

我们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进行宁安县水土保持规划
。

S D 模型的一般性建模与仿真方法和步骤

是
:

1
.

明确研究对象
,

划清系统的边界
。

2
.

通过该县实地考察
,

分析水土保持与发展农林牧业的关系
,

调查分析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途径
。

’
`

一 ` · ’ . ’

.3 确定水土保持规划 目标体系
。

.

1
·

:

4
.

绘制水土保持系统的因果关系图
,

并转换为系统流图
。

`

,

5
.

根据流图和调查的资料
,

用 D Y N A M O
.

语言写出 S D 模型的构造方程
。

6
.

计算机仿真实验
,

分瞻前顾后两个阶段
,

瞻前即模拟历史时期的系统动态变化
,

以检验模型

的有效性
;
顾后即预测系统的未来发展

,

可进行多方案政策模拟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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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从 多种仿真结果中
,

初选几种主要方案作为备选方案
,

应用多 目标模糊综合评审方法
,

选其

优者作为可行方案
。

(三 )S D 模型结构 根据该县水土保持与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实际状况
,

我们将系统分为种植

业
、

林业
、

牧业
、

渔业
、

人 口和水土保持 6个子系统
,

它们之间相互制约与促进
,

通过总体协调
,

保持

系统的稳态
。

各子系统的相
.

互制约关系如图 1 所示
。

土地资源是种植业
、

畜牧业
、

林业和渔业发展的最重

种种植业业业 牧业业

林林业业业 渔业业

土土地资源源

图 1 各子系统相互制约关系框图

要的限制因素
;
人口是一种劳动力资源

,

同时又是物质产

品的消费者
;
水土保持与种植业

、

林业
、

畜牧业
、

渔业各业

之间和各业 内部各变量之间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相互

促进和相互制约关系
,

这种关系是本模型研究的重点
。

将

上述内部和外部关系具体化
,

其制约关系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

1
.

在总土地面积约束下
,

各类用地面积有其合理的

结构
。

2
.

在一定的用地结构情况 下
,

通过提高集约经营水

平和物质投入水平
,

则可以提高各种作物产量
,

单位林地

上的活立木蓄积量
、

单位养渔水面的产量等
。

3
.

畜牧业和渔业的发展使饲料需求量增加
,

其供需平衡是发展上述两业的基础
,

同时牧渔业的

发展会给种植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有机肥
,

从而促进种植业的发展
。

4
.

水土保持子系统直接影响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开发
,

它对种植业
.

、

林业
、

牧业的发展有着

极其重要 的促进作用
。

5
.

人们生存需要大量农
、

畜产品和林产品
,

这种需求会进一步促进各业的发展
。

S D 模型中主要子系统— 种植业
、

林业和水土保持子系统的变量相互关系流图
,

如图 2
、

图 3

和图
.

4所示
。

(四 )构造方程
.

S D 模型由系统流图和构造方程两部分组成
,

二者相辅相成融为一体
。

状态

方程是 S D 模型的核心
,

它表示系统行为的状态变化
,

其它方程则 由状态方程导出
。

状态方程的一

般表达式为
:

d x ,
,

_
` , ,

~
、

~

一厂 ~ J 仁式` 、

入
i 、

人 ` 、

厂
`少 = 找

a i

其差分形式为
:

x ( t 十 山 ) = x ( t ) + f ( R
` 、

A
` 、

X
` 、

P
;

)
·

山

该模型包含 27 9 个 活性方程 (模型方程篇幅较长
,

本文略 )
,

其中状态方程 32 个
,

流率方程 47

个
,

辅助方程 1 26 个
,

表函数 13 个
。

系统的阶数由状态方程的个数确定
,

因此该模型是一个高阶次

的复杂大系统
。

模型中还包含 22 9 个参数
,

参数的来源由县统计资料和分析计算得到
。

该模型在长城 0 5 2 o C一H 计算机上应用 P D ( P r o f e s s io n a l D Y N A M O ) P lu s
软件运行

。

初始时间

为 1 9 8 0 年
,

仿真终止时间为 2 0 Q0 年
,

步长为 1 年
。

从 1 9 8 0一 1 9 8 8 年的运行结果 中选择人 口
、

耕地

面积
、

粮食产量和农林牧渔各业产值等主要指标与该县的实际历史资料进行比较
,

误差蕊 2 %的概

率为 50 %
,

误差成 5 %的概率为 83
.

5 %
,

镇 10 %的概率为 9 3
.

5 %
,

这说明模型有足够的有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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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仿 真 分 析

( 一 ) 三种方案仿真结果论述 根据建立宁安县水土保持规划动态仿真模型的模拟
,

我们重点

分析了与水土保持有关的各子系统
,

采用不同发展战略的可能发展趋势及其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

影响和相互作用关系
。

在发展战略分析中
,

我们进行了多次运行方案的模拟
,

从中选择 3 种有代表

性方案的主要指标 (表 1 )加以论述
:

表 1 宁安县水土保持规划不同发展方案的动态仿真结果

子子之, 望 r 寿士 日〕 人八八 苗苗 1 9 8 8 年年 1 9 9 0 年年 1 9 9 4 年年 2 0 0 0 年年
山山声夸郑 ! 7片 p ))) 二朴朴 } 现现 仿仿 真 方方 案案
峥峥` 田忿+ 匕资二二 招 }}}}}}}}}}}
二二二3袱 ,日 叨

、、 U二二 状状 111 222 333 111 222 333 111 222 333

总总人 口口 万人人 4 2
.

7 333 4 2
.

9 000 4 2
.

9 000 4 2
.

9 000 4 5
.

3 111 4 5
.

3 111 4 5 3 111 4 8
`

3 777 可8
.

3 777 4 8
.

3 777

耕耕地面积积 万亩亩 1 6 6
.

5 000 1 6 3
.

7 777 1 6 3
.

7 777 1 6 3
.

7 777 1 6 2
.

4 444 1 6 2
.

4 444 1 6 2 4 444 1 6 0
.

5 444 1 6 0
.

5 888 1 6 0
.

5 111

林林地面积积 万亩亩 1 5 8
.

4 333 1 6 2
.

2 555 1 5 9
.

6 999 1 6 3
.

9 777 1 7 0
.

9 777 1 6 2
.

6 666 1 7 6
.

6 444 1 8 4
.

0 000 1 6 5
.

9 333 1 7 9 2 444

粮粮田面积
““

万亩亩 1 1 2
.

6 444 1 1 3
.

0 666 1 1 4
.

2 999 1 1 2
.

1 111 1 1 9
.

2 111 1 1 2
.

2 222 1 1 6
.

9 000 1 3 2 7 666 1 3 6
.

9 777 1 2 6
.

4 333

化化肥投入入 ttt 1 8 5 6
.

000 1 9 7 9
.

000 1 9 9 6 000 1 9 6 6
.

000 2 2 9 4
.

000 2 3 4 0
.

000 2 2 5 8
.

000 2 8 6 6
.

000 2 9 3 9
.

000 2 7 5 6
.

000

有有机肥投入入 X 1 0
4 ttt 1 0 0

.

0 000 1 0 4
.

2 000 1 2 1
.

8 000 1 0 9
.

3 111 1 1 4
.

3 333 1 3 3
.

8 111 1 2 0
.

0 333 1 3 0
.

9 111 1 5 4
.

8 222 1 3 7
.

7 111

粮粮食总产量量 X 1 0
4 ttt 2 0

.

9 555 2 1
.

0 000 2 1
.

2 333 2 0
.

8 333 2 4
.

9 666 2 5
.

5 999 2 4
.

4 888 3 0
.

3 222 3 1
.

2 888 2 8
.

8 777

农农业总产值
’’

万元元 1 7 9 7 111 2 1 2 4 000 2 1 5 7 000 2 1 1 3 000 2 5 5 3 000 2 6 1 3 000 2 5 3 9 000 3 2 5 9 000 3 3 5 9 000 3 2 2 9 000

大大牲畜存栏
.

,,

万头头 6
.

8 888 5
.

9 888 7
.

1 333 6
.

3 777 6
.

6 888 8 0 999 7
.

2 333 8
.

0 777 9
.

8 333 8
.

7 333

猪猪存栏
’’

万头头 6
.

9 111 7
.

5 444 1 0
.

9 999 7
.

9 222 8
.

0 111 1 1
.

6 444 8
.

4 000 8
.

7 666 1 3
.

1 000 9
.

1 999

羊羊存栏栏 万只只 4
.

2 333 5
.

0 777 2
.

9 888 3
.

9 000 5
.

5 111 2
.

8 888 3
.

6 444 6
.

2 444 4
.

0 222 2
.

9 666

治治理面积积 万亩亩 4 5
.

8 111 5 1
.

2 000 4 6
.

8 999 5 5
.

5 333 6 5
.

6 555 5 7
.

0 555 7 4
.

4 222 8 9
.

3 222 7 3
.

5 444 1 0 5
.

6 555

水水保总投资资 万元元 7 2
.

4 000 1 3 8
.

7 555 1 2 6
.

2 555 1 4 4
.

3 777 7 1 6
.

6 333 6 5 2
.

6 777 7 6 7
.

2 555 1 6 7 6
.

7 999 1 5 1 1
.

0 000 1 7 8 8
.

1 000

国国家投资资 万元元 1 5
.

3 777 3 4
.

6 999 3 1
.

5 666 3 6
.

8 444 1 7 9
.

8 999 1 6 3
.

1 666 1 9 1
.

8 222 4 1 8
.

9 666 3 7 7
.

`

6 333 4 4 9
.

3 777

人人均纯收入入 万元元 6 9 6
.

000 7 5 3
.

111 7 6 8
.

333 7 5 2
.

333 8 7 7
.

000 8 9 8
.

000 8 7 3
.

444 1 0 8 6
.

000 1 1 1 2
.

222 1 0 7 0
.

555

农农防林面积积 万亩亩 0
.

6 222 0
.

7 000 0
.

7 000 0
.

`

7 000 3
.

5 555 3
.

5 555 3
.

5 555 7
.

8999 7
.

8 999 7
.

1 888

水水保林面积积 万亩亩 0
.

7 444 1
.

7 444 1
.

4 000 1
.

9 777 9
.

1 999 6
.

0 000 1 0
.

4 999 2 2
.

6 999 1 8
.

3 222 2 5
.

4 888

修修梯田面积积 万亩亩 1
.

1 444 1
.

4 111 1
.

4 111 1
.

4 111 4
.

2 333 4
.

2 333 4
.

2 333 1 4
.

1 000 1 4
.

1 222 1 4
.

1 111

林林带面积积 万亩亩 0
.

3 555 0
.

5 000 0
.

5 000 0 : 5 000 2
.

6 000 2
.

6 000 2
.

6 000 6
.

0 555 6
.

0 555 6
.

0 555

各各 。 , 。
}主主 沁沁 石3

.

2 000 5 8
`

7 000 5 7 9 000 5 8
、

4 000 5 6
.

6 000 5 6
`

6 222 5 6
、

2 000 5 1 000 5 0
、

8 000 50
.

2 000

冠冠花祠「三三 %%% 2 4
.

4 000 2 7
.

0 000 2 6
.

2 000 2 7
.

0 000 3 0
.

0 111 2 9
.

3 000 3 D
.

2 222 3 6
.

6 111 3 5
.

6 222 3 7
.

2 000

阿阿阿
%%% 6

.

1 111 9
.

7 222 1 1
.

1 000 9
.

9 111 8
.

6 222 9
.

8 111 8
.

8 111 7
.

4 111 8
.

6 222 7
.

5 111

土土地生产率率 元 /亩亩 55
.

3 111 6 5
.

3 888 6 6
.

3 888 6 5
.

0 333 7 8
.

5 777 8 0
.

4 222 7 8
.

1 444 1 0 0
.

3 000 1 0 3
.

3 888 9 9
.

3 888

,

农业总产位及各业产值均按 1 9 8 0 年不变价格计算
.

, ,

指农林牧业用地占总土地的比例
,

因非生产地比例未列
,

故其总和不等于 1
.

第一方案
,

稳定粮食总产量
,

加快林业发展和水土保持的治理
。

到 2 0 0 0 年
,

水土保持治理面积

达 89
.

32 万亩
。

其中营造水土保持林 22
.

68 万亩
,

修梯田 14
.

1 万亩
,

农防林 7
.

89 万亩
,

林带 6
.

05

万亩等
。

平均每年治理面积为 8
.

93 万亩
;
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1 67 6

.

70 万元
,

其中国家投资 41 8
.

96

万元
,

每年平均投资 41
.

9 万元
。

耕地面积为 1 60
.

54 万亩
,

化肥和有机肥的投入量分别为 2 8 65
.

9t

和 130
.

9 万 t
,

是现状的 1
.

5 倍和 1
.

3 倍
。

粮食平均亩产达 2 29
.

6 2 k g
,

总产量达 30
.

32 万 t
,

分别比

现状增加 81
.

。 %和 6 9
.

1写
。

由于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和林地面积的增加
,

可放牧地减少与饲料供

应不 足影响 了畜牧业 的发展
,

规 划年末大牲畜
、

猪和 羊的存栏分 别 为 8
.

07 万头
、

8
.

75 万头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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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2 4万 只
。

农业总产值为 59 2 3。 万元
,

人均产值为 1 0 86
.

1 元
。

第二方案
:

在确保粮食稳步增长的基础上
,

林牧业协调发展与水土保持低投入
。

到 2 0 0 0 年
,

粮

食总产量和农业总产值分别是现状的 1
.

5 倍和 1
.

9 倍
,

耕地面积为 1 60
.

58 万亩
,

化肥和有机肥的

施用量分别是现状的 1
.

6 倍和 1
.

59 倍
,

畜牧业的发展趋向合理
,

大牲畜和猪的存栏分别是现状的

1
,

4倍和 1
.

9 倍
,

羊的存栏基本上保持现状
。

粮食总产量达 31
.

28 万 t
,

农业总产值为 3 3 5 9 0 万元
,

人均产值 1 n Z元
。

水土保持治理面积为 73
.

54 万亩
,

其中营造水土保持林 1 8
.

32 万亩
,

农防林 7
.

89 万亩
,

林带

6
.

0 5 万亩
,

修梯田 14
.

1 万亩
,

总投资为 1 51 1 万元
,

其中国家投资 3 7 7
.

6 3 万元
,

每年投资 3 7
,

8 万

兀
。

第三方案
:

林牧渔业缓慢发展
,

种植业低投入
,

水土保持高投入
。

到 2 0 0 0 年
,

水土保持治理面积

为 10 5
.

65 万亩
,

其中营造水土保持林 25
.

49 万亩
,

林带 6
.

05 万亩
,

农防林 7
.

18 万亩
,

修梯田 14
.

1

万亩
,

水土保持总投资 1 7 88
.

1万元
,

其中国家投资 44 9
.

37 万元
,

每年国家投资 44
.

94 万元
。

粮食

总产量和农业总产值低于规划 目标
,

化肥和有机肥的投入分别为 2 7 56
.

3t 和 1 37
.

7 万 t
。

分别是现

状的 1
.

4 8 倍和 1
.

37 倍
。

畜牧业发展规模是大牲畜 8
.

73 万头
,

猪 9
.

” 万头
,

分别是现状的 1
.

27 倍

和 1
.

3 倍
,

羊存栏数比现状减少 14 %倍
。

粮食总产量和农业总产值分别为 28
.

87 万 t 和 32 2 90 万

元
,

人均产值 1 0 6 7
.

6 元
,

经济效益低于前两个方案
。

上述三个仿真方案分析表明
:

第一方案 由于加快林业发展和水土保持治理
,

虽然粮食总产量

( 3 。 万 t) 达到规划 目标
,

但牧业发展不平衡
,

投资较大
,

按 照该县的经济实力和对水土保持投资的

可能性分析
,

该方案的投资
、

投工均超出了该县财力和物力的承受能力
,

因而是不可取的
。

第二方案

由于农林牧协调发展
,

粮食产量和农业总产值均达到规划 目标
,

水土保持效益 比较显著
,

其投资也

较符合该县的实际经济状况
。

第三方案由于林牧业发展缓慢
,

种植业 (化肥与有机肥 ) 的低投入
,

水

土保持治理高投入
,

粮食总产量没有达到规划 目标
,

不符合该县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
。

为了全

面合理的综合评价上述 3 种发展方案的综合效益与实施可行性
,

可采用多 目标综合评审
,

选择 目标

期 19 94 年和 2 0 0 0 年的仿真结果进行评审
。

(二 )多 目标评审 水土保持规划是一个涉及农
、

林
、

牧
、

渔各产业协调发展与合理利用土地资

源
,

满足社会需求的综合规划
,

追求多 目标统筹兼顾
,

要求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
、

生态效益总体最优
,

具有实施可行性
。

因此需对动态仿真模型模拟的 3种水土保持规划方案进行多目标综合评审
,

以从

中优选出能促进该县农林牧业综合发展的水土保持规划
。

多目标模糊综合评审是对不同的评审因子进行综合定量分析
,

设 iA j
为第 i 个评审因子第

,

j个

评审指标的评价函数
,

则多 目标评审的模糊集为
:

总体效益 A 一 A
,

(经济效益 )
、

A
Z

(社会效益 )
、

A
3

(生态效益 )
、

A
`

(实施可行性 )}

各目标的评价函数集为
:

A ;i ~ { A
l ,

(农业总产值 )
、

A
1 2

(总收入 ) }
。

A Z, = ( A
Z ,

(粮食总产量 )
、

A
Z:

(木材蓄积量 )
、

儿
。

(畜产品量 )}

浅
j二 ( 3A

,
(林草覆盖度 )

、

浅
:

(治理面积 )
、

浅
3

(土壤流失量 )}

八 ; j = {八
; ,

(水保投工 )
、

八` 2
(水保投资 ) }

1
.

模糊评分法
:

采用模糊百分制计量
,

一般指标选各方案同一指标
,

最大者为 1 00 分
,

求其相对

百分数
;
个别指标如

:

水土流失量
,

水土流失面积和水保投资等
,

选其最小者为 1 00 分
,

其余依次类

推
。

2
.

功效系数法
:

对各评审因子
,

分别求其功效系数
,

其值大者方案最优
,

功效系数按下式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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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一

杯 j一 1
,

2
,

… …
, n

式中
:

d 为功效系数
; n 为评审因子数

; n 为连乘符号
。

3
.

权系数法
:

对于各评审目标
,

按其重要性分别赋以权系数
,

权系数的总和为 1
。

然后按下式分

别计算各评价方案的总功效系数
,

其值大者方案最优
。

D 一 习
。试 一 1

,

2
,

… …
,

m

式中
:

·

D 为总体功效系数
;

家评审
,

选定各种效益的权系数为

多目标评审结果 (表 2) 表明
,

`巴 1

m 为评审目标数
; 久 为各评审目标的权系数

。

该规划经专

a z
= 0

.

2 5
, a Z

= 0
.

2 5
, a 3

= 0
.

3
, a 4

= 0
.

2
。

第二方案在两个 目标期均为最优方案
,

与上述分析 一致
,

可作为

该县水土保持规划的最佳可行方案
。

表 2 三种规划方案多目标模糊综合评审结果

目目目 方方 儿儿 A
:::

A 333 A
...

DDD 优优
标标标 策策 ( a ,

= 0
.

2 5 ))) ( a : = 0
.

2 5 ))) ( a 3

二 0
.

3 0 ))) ( a 。
= 0

.

2 0 ))))) 序序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年 ))))) A
, ,,

A
, ,, d ,, A

: ,,

A : ,, A : 333 d ::: A 3 ...

A : zzz A 3 ,, d 333 A
一,,

A ; :::
d
`̀̀̀

111 9 9 444 第一一 9 7
.

777 9 7
.

999 9 7
.

888 9 7
.

222 9 9
.

999 7 9
.

222 9 1
.

666 9 5
。

777 9 6
.

222 8 6
.

888 9 2
.

888 8 9
.

222 8 9
.

111 8 9
.

111 9 3
.

000 333

第第第二二 1 0 000 1 0 000 1 0 000 1 0 000 9 9
.

888 1 0 000 9 9
.

999 8 9
.

555 9 0
.

999 7 3
.

999 8 4
.

444 1 0 000 1 0 000 1 0 000 9 5
.

333 111

第第第三三 9 7
.

000 9 7
.

000 9 7
.

111 9 5
.

000 1 0 000 8 2
.

111 9 2
.

000 1 0 000 1 0 000 1 0 000 1 0 000 8 0
.

999 8 0
.

888 8 0
.

888 9 3
.

444 222

222 0 0 000 也合
___ 9 7

.

666 9 7
.

999 9 7
.

777 9 6
.

999 9 9
.

999 7 7
.

888 9 1
.

000 9 3
.

000 9 1
.

000 8 4
.

555 8 9
.

444 8 8
.

333 8 8
.

333 8 8
.

333 9 1
.

777 222
刀刀刀 ,,,,,,,,,,,,,,,,,,

第第第二二 1 0 000 1 0 000 1 0 000 1 0 000 9 9
.

888 1 0 000 9 9
.

999 8 3
.

777 7 8
.

888 6 9
.

666 7 7
.

111 1 0 000 1 0 000 1 0 000 9 3
.

111 111

第第第三三 9 6
.

111 9 6
.

444 9 6
.

222 9 2
.

333 1 0 000 8 0
.

222 9 0
.

555 1 0 000 7 8
.

999 1 0 000 9 2
.

444 7 8
.

666 7 8
.

666 7 8
.

666 9 0
.

111 333

四
、

方案实施的几点建议

1
.

严格控制人 口的增长
,

加强水土保持治理工作
,

增强农田抗旱抗涝及其它 自然灾害的能力
。

2
.

为保证粮食总产量稳步增长
,

应增加农业投入和调整作物种植结构
,

积极推广农业新技术和

优良品种
,

要有计划地扩大水稻和地膜玉米的种植面积
,

以科技促进农业的发展
。

3
.

不断配肥地力
,

在抓好有机肥和秸秆还田的同时
,

推广应用玉米
、

草木择 2
: 1 间作新技术

。

4
.

坚持肉蛋立足于 自给有余
,

在有条件的乡村大力发展畜牧业
、

猪和庭院经济等
。

5
.

大力改造小水面
,

实行精养高产和推广稻 田养鱼技术
。

6
.

保证规划方案的实施
,

应在规划的基础上
,

协调水土保持与农林牧渔的关系
,

减少局部发展

的盲 目性
,

保证宏观效益 ( 目标 )的实现
,

促进农林牧协调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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