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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对粮食生产灾情的间接影响分析
－－－以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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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为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契机。通过实地调查走访及对气候和农业
自然灾情的了解�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研究区退耕前后气候背景、自然灾害发生和粮食生
产的状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退耕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土地利用的优化�提高了农业
生产系统总体的抗灾能力�特别是对缓解成灾率为3～5成的那部分粮食作物的受灾有较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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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大规模的退耕还林 （草 ）工程实施已将近5ａ多了�退耕还林 （草 ）措施的实施对改善当地生态环境
以及农民的生活水平状况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退耕还林 （草 ）在增加地表植被�提高覆盖率的基础上�涵养
水源�将天然降雨较多的保留在土壤中�减少了蒸发�使土壤保持长期湿润�增加了土壤含水量 ［1］。退耕还
林 （草 ）政策的实施将对生态环境产生强烈的影响�其生态效应包括植被效应、水文效应、土壤效应和与之相
关的小气候效应等�主要表现在对其生物多样性、土壤性状和水土流失的影响 ［2］。吕世华等人使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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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ＣＡＲ区域气候模式ＲｅｇＣＭ2数值模拟了西部植被覆盖的气候效应后认为：植被增加地面温度会降低；有利
于黄河中游地区季风加强；夏季雨带会北移、降雨量增加；流域径流量增加 ［3］。据在安塞县大南沟的研究表
明�退耕还林能明显地减少流域内的水土流失�洪峰流量、洪水总量和水土流失总量可分别减少64％�65％
和72％ ［4］。此外�退耕还林 （草 ）引起的植被盖度增加可以减轻自然灾害�包括降低风速、减少沙尘暴次数�
预防或减轻风沙、霜冻、干热风、干旱等对农业的威胁 ［5］。

本文在搜集、查阅大量气候和农业自然灾害资料的基础上�采用实地走访、问卷调查、座谈等形式�以甘
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为例�对退耕还林 （草 ）工程的实施现状及其对当地粮食生产灾情的影响进行了考察�从
退耕还林 （草 ）对农业生产系统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与评价�从而为更好的实施退耕还林 （草 ）工程提
供理论基础和参考。

1　研究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定西市安定区 （原定西县 ）位于我国甘肃省中部�年均降水量380ｍｍ�而蒸发量达1526ｍｍ�降雨时空分
布严重不均�7�8�9月份降雨量占年降雨量的50％以上�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1999年至2003年间�安定
区年均干旱受灾面积3．796ｈｍ2�约占总受灾面积的82．5％；年平均干旱成灾面积3．168万ｈｍ2�约占总成灾
面积的82．2％�干旱是安定区农业自然灾害的主要致灾因子�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显著。

自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以来至2004年底�安定区已退耕还林 （草 ）5．227万ｈｍ2�其中退耕还林 （草 ）2．42
万ｈｍ2�宜林荒山荒地造林2．807万ｈｍ2。2000－2003年间�安定区退耕还林坡度分布为：5～15°占20％�16
～25°之间占50％�坡度＞25°的占30％。但据历年抽样调查�退耕还林合格率仅为64％�普遍存在还林树苗
成活率低。
1．2　研究方法

前期在收集整理了安定区大规模退耕前后数年的自然灾害资料和农业统计数据的基础上�以2000年安
定区进行大规模退耕还林 （草 ）为时间分割点�将数据分为：退耕还林前 （1986－1992年 ）和退耕还林后
（2000－2003年 ）两个阶段�初步分析期间的地区气候、气象灾害和粮食生产状况的变化。
后期研究中采用ＰＲＡ的理念�针对退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农户共同参与问题的讨论�提出解决的可

行方案。所谓ＰＲＡ（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ｒｕｒａｌ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即参与性农村评估�作为一种方法和手段 �它是一种向研究
区内群众学习�并与群众一道调查分析和评估区内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制定符合实际的相关的发展和
研究计划的一种方法。其主要优点是改变过去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由于是在深入基层的基础上展开数据
采集�问题归纳�计划设计的�就避免了传统工作中由于自上而下单方面研究而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
这样整个研究过程就成了一个农户和科技人员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既保证了研究的科学性 （来自科技人
员 ）又不失合理性、可行性 （来自社区群众 ）。具体执行上�首先选择安定区退耕时间较早�退耕面积较大的
凤翔、青岚、馋口、西巩驿、内官营、李家堡6个乡 （镇 ）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乡镇�通过发放问卷调查退耕前
后当地农户思想意识的变化和退耕前后农业种植结构、农作物产量、生态环境以及收入的变化；然后在凤翔
镇、青岚乡、西巩驿运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针对退耕前后当地生态环境、农业生产以及生活水平的变化听
取他们的真实看法�并一道探讨应对措施�获得农户对退耕实施效果评价的第一手资料。

2　退耕对粮食生产灾情的影响
2．1　退耕还林 （草 ）前后气候背景的变化

安定区地方气候寓于西北的大气候之中�除受大气环境地貌和地理纬度影响外�下垫面及局部地形的变
化在地方气候中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施伟来等利用修正了的气候模式研究工程大规模ＬＵＬＣ变化可
能对中国区域性气候造成的影响�认为退耕还林 （草 ）将改变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使初夏的温度有所下降�
同时降雨量些微增多 ［6］。

由图1可以看出�安定区的气温有升高的趋势而降水有下降的趋势�这和马晓波等研究的西北地区在气
候变暖的背景下�西北地区东部的河东、河套降水呈减少趋势相吻合 ［7］。气温升高�蒸发耗水量必然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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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降水量看�降水量呈减少的趋势�再考虑到天然降水是安定区最基本、最重要的水资源�可以看出安定区
的气候有干旱化的趋势。增温与降水减少的匹配关系显现出土壤水分的干燥程度呈现加重的趋势�这是安
定区干旱程度加剧�农作物受干旱影响的面积在波动中增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图1　1971－2003年安定区年均气温 （左图 ）和年均降水量 （右图 ）波动曲线
（据甘肃省定西地区地面基本气候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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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退耕还林 （草 ）前后农业自然灾害状况比较

表1的统计结果表明�安定区退耕还林 （草 ）期间�农作物受干旱影响的比例显著上升�农作物受旱灾影
响比例之所以上升�是因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安定区的干旱有加剧的趋势�受地理纬度的影响�安
定区地处西北内陆�属黄土梁峁沟壑区�生态脆弱�水资源极其匮乏�耕地多数在山区�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
和气候干旱化的时间周期耦合�使该区灌溉能力有限�农作物产量低�再加上退耕还林时间短�退耕还林的效
益发挥具有阶段性 ［8］�没有达到缓解干旱的作用。但是从粮食作物成灾率看�粮食作物3～5成的成灾率有
所下降�退耕后下降了1．8个百分点�粮食作物5～8成和8成以上的成灾率有些微的下降；经济作物成灾率
总体有略微下降�经济作物成灾3～5成、5～8成和8成以上的成灾率下降了0．3个百分点左右。

表1　安定区退耕还林 （草 ）前后农作物平均受灾率和成灾率
Ｔａｂｌｅ1　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ａｒｅａｒａｔｅｓｏｆｃｒｏ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ｔｏｆｏｒｅｓｔｉｎＡｎｄ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
时间阶段

农作物受灾率 粮食作物成灾率 经济作物成灾率

旱灾 雹灾 其它 3～5成 5～8成 8成以上 3～5成 5～8成 8成以上
退耕还林前 20．5 14 5．7 18．6 10．5 5．6 16．5 5．5 4．6
退耕还林后 40．7 6．6 0．9 16．8 10．3 5．5 16．2 5．2 4．4

　　资料来源：根据以下资料有关数据计算整理：1．《定西地区统计年鉴》（1986～1992）�定西地区行政公署统计处编。2．《定西县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2000～2002）�定西县统计局、农调队编。3．《安定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2003）�安定区统
计局、农调队编。
干旱是安定区最主要的农业自然灾害�干旱造成的损失大�国际上公认干旱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损失相

当于其它自然逆境造成损失的总和�干旱导致粮食减产�如干旱的加剧会导致农作物病虫害受灾等一系列灾
害链�加上这些衍生灾害的损失�则相当于其它自然灾害造成损失总和的1～2倍。但是表现在农业上却是
渐进型非毁灭型灾害�农田总有一定收成�造成人们把旱地农田低产视为普遍规律而表现出强的承受力�缺
乏与干旱抗争的勇气和策略 ［9］。退耕还林后黄土坡耕地遭侵蚀破坏的土体构型渐趋恢复�土壤容重、ＰＨ值
减小�毛管孔隙度、饱和含水量等增大；土壤有机质增加了2．75倍�碳增加了27．29％�氮增加了46．79％ ［10］。
粮食作物成灾率的下降与农业生产系统自身的抗灾能力有重要的关系。
2．3　退耕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分析

农业生态系统在农业自然灾害灾情程度大小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农业生态系统又与农业生产中
农作物种植结构及土地利用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11］。退耕政策使安定区坡度在5～25°之间不同的耕地退
耕还林�耕地虽然有所减少�但是粮食的产量并没有下降�反而在波动中有大幅度的上升。

退耕政策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契机。由图2可以看出�退耕还林前、后安定区的粮食种植结构发
生了重大的变化：（1）退耕还林前的1985�1990年和退耕还林后的2000�2003年相比�退耕还林后增加了单
产水平高的马铃薯、玉米的播种面积比例�减少了单产水平低的小麦的播种面积 （表2）�小麦播种面积比例
显著下降�由1985年的40％左右下降到2003年不到25％�相反耐旱薯类作物马铃薯的播种面积比由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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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15％左右增至2003年的50％多�玉米的播种面积比例也有所升高�谷子、糜子的播种面积比例变化不
大�其它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有所下降。 （2）与小麦播种面积比例大幅度下降相对应�小麦占粮食产量
的比例在退耕后有明显的下降趋势�马铃薯的产量在退耕还林后占粮食产量的一半以上�2003年达到了
71％�而1985年占粮食产量一半的小麦该年只占11％左右。

图2　安定区1985�1990�2000和2003年粮食种植结构 （左 ）及产量 （右 ）比例 （资料来源同表1）
Ｆｉｇ．2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ｌｅｆｔ）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ｒｉｇｈｔ）ｏｆｇｒａｉｎｉｎＡｎｄ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ｎ1985�1990�2000ａｎｄ2003

表2　安定区退耕还林前后粮食播种面积及粮食作物单产变化
Ｔａｂｌｅ2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ｓｏｗｎａｒｅａ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ｐｅｒｕｎｉｔａｒｅａ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ｆａｒｍｌａｎｄｔｏｆｏｒｅｓｔｉｎＡｎｄ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年份阶段

粮食播种
面积

／万ｈｍ2

粮食 小麦 玉米 马铃薯 糜子 谷子

亩产
／ｋｇ

增长率
／％

亩产
／ｋｇ

增长率
／％

亩产
／ｋｇ

增长率
／％

亩产
／ｋｇ

增长率
／％

亩产
／ｋｇ

增长率
／％

亩产
／ｋｇ

增长率
／％

1985－1991 9．285 1247．3 － 1501．4 － 1901．9 － 1332．2 － 927．8 － 997．2 －
2000－2003 8．705 1783．4 42．98 1216．3 －18．98 2410．5 26．75 2335．2 75．3 1273．4 37．25 1344．6 34．84

　　如表2�退耕还林后�马铃薯单产增长了75．3％�玉米单产增长了近27％�糜子、谷子的单产也有显著的
增长�增长率分别达到37．3％和34．8％�小麦的单产下降了近19％�分析单产水平增长的原因�一方面�退
掉的耕地大多是坡耕地�坡耕地土地质量差�产量低�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剩余耕地单产水平必然较退耕前要
高；另一方面�耕地的减少�使农民改变过去比较粗放的生产方式�更注重精耕细作�用科技种田�比如当地地
膜种植的普及以及化肥农药的投入�使单位土地的产量得到提高。

粮食总产量是由各作物的单产及其种植面积决定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退耕还林后虽然耕地明显
减少�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减少了6．2％�但是粮食平均单产增加了近43％�粮食总产量平均上升了近34％�
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增加了单产水平高、抗旱性好粮食作物种植比例�其中�从以上对粮食的种植结构的分
析�马铃薯和玉米的播种面积比例较退耕还林前有明显的增长�和其单产水平的提高相对应�这些作物的产
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例也显著上升�特别是马铃薯的产量增长幅度显著�对粮食总产量增长的贡献率明显�
而糜子、谷子的播种面积比例变化不大�对粮食总产量增长的贡献率不明显�小麦单产和种植面积的减少�对
粮食总产量的贡献呈负的增长�但总体上相互抵消�使旱情在波动中有所加剧的自然背景下�粮食总产量在
波动中呈增长的趋势。可见�通过调整作物的种植结构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是很明显的�选择单产水平高、抗
旱性好的农作物�并扩大其种植面积对粮食增产有非常突出的贡献�这也是安定区在退耕还林后�粮食播种
面积在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量仍显著增加的原因。

退耕还林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契机�推动了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种植结构的变化提高了粮食作
物总体抵御农业自然灾害的能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生产的灾情�降低了粮食生产的风险�这与表1粮
食作物成灾率总体在波动中有所下降相对应�特别是粮食作物3～5成的成灾率有了明显的下降。同时�产
业结构的调整也优化了土地利用结构�在扩大抗旱作物的种植比例情况下�减少小麦的种植比例�使用地结
构逐渐向良性方向发展�降低了粮食生产系统的易损性�有利于抵消自然灾害的负作用�通过作物互补获得
较为稳定的粮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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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农户对退耕还林的认识
退耕还林 （草 ）具有较长的培育周期�西部地区除了自然条件本身比较脆弱外�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是导

致西部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调查结果显示：60．53％的农户认为导致该地区水土流失、生态环境
进一步恶化的主要原因是滥伐、滥垦和过度放牧�23．21％的农户认为其原因是缺乏建设和管理。脆弱的生
态环境和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在时空上的共振和耦合加剧了生态系统的退化程度 ［8］�退耕还林生态效益的发
挥也具有阶段性�小范围的退耕还林 （草 ）虽然对改善当地小环境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要恢复、重建当地
的生态环境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在访谈中我们也了解到农户对退耕政策稳定性的担心�但是访谈农户都认为 “退耕还林是一项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造福子孙后代的好事 ”。农户对退耕政策态度的问卷调查中�77．45％的农户对退耕还林持支持
的态度�其中42．93％的农户表示非常理解支持�34．51％的农户较支持�可见多数农户对退耕还林政策的态
度是积极的。在退耕还林价值的调查中�62．09％的农户认为 “退耕还林有巨大的生态效应�可以改善耕地、
提高收入 ”�26．21％的农户认为其 “价值在于为子孙后代造福 ”。83．33％的农户认为退耕还林后山坡植被
覆盖率增加�近几年居住环境和以前相比有明显改善。

农业生产中农民也越来越重视新的农业技术的应用�注重科学种田�地膜的普及率超过72％。在实地
走访中�我们了解到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扶贫政策也为退耕后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带动农
民致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开辟了新的途径�比如优良畜牧品种小尾寒养的引进在该区进行的家庭小规模舍
饲经营�禁牧舍饲牲畜头数有2001年的15万头增加到2003年的近22万头�还有农作物良种马铃薯的引
进。先进农业技术的应用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增强农户应对农业自然灾害的能力。

可见�农户对生态环境的恶化有了深刻的理解�对退耕还林的长期效益有了一定的认识�退耕后农户的
积极响应增强了其应对突发灾害的勇气和能力�农户的参与也为退耕政策的顺利实施以及产业结构的合理
调整开辟了空间。

3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退耕还林对粮食生产的灾情有减缓的作用�在气候变暖农作物受旱率显著升高的背景下�农作物成
灾率有所下降�特别是对粮食作物3～5成的作物受灾有较大的缓解作用。

（2）退耕推动了农业种植结构的合理调整以及土地利用方式的优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生产的灾
情�抵消了自然灾害的负面影响�提高了农业生产系统总体的抗灾能力�在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大幅度下降的
情况下�粮食产量在波动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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