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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河南黄河滩区土地形成及其现状的研究, 提出了存在的问题 :主要是洪水泛滥对滩区土地的威胁依然很大 ; 滩区气候灾害
严重 ;滩区农业生产条件落后 , 产业结构单一 ;土地政策落实不到位。而后 , 按照河南黄河滩区的实际情况 , 结合土地利用总体分类对河
南黄河滩区土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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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studying onthe land formation and the status of Yellow River Flood Plaini n Henan, the problems were put forward , including flood
had the big threat to land , cli mate disasters in Yellow River Flood Plain were serious , the condition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ere behind ,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was single and land policyi mplementation was not in place . Then, accordingto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overall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of the Yel-
low River Flood Plain in Henan, the countermeasures to land-use issues of flood plain were put forw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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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黄河滩区的土地利用和使用问题, 对滩区人民群

众的经济发展和改善农业生产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直

接影响到滩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为此, 笔者根据河南黄

河滩区历史和实际状况 , 就如何搞好滩区土地利用和开发 ,

从而有效地促进滩区经济发展, 改善滩区群众生产和生活条

件提出几点建议。

1  黄河下游滩区概况

黄河滩区的面积近40 万hm2 , 占河道总面积的80 % 以

上, 滩区涉及河南、山东2 个省15 个市43 个县( 区) , 居住着

180 .94 万人, 滩区内现有村庄1 819 个, 耕地面积24 .67 万

hm2 。其中, 河南省滩区面积22 .34 万hm2 , 涉及沿黄的洛阳、

郑州、开封、焦作、新乡、濮阳等6 个市19 个县( 区) , 滩区内有

1 294 个自然村, 耕地面积16 .06 万hm2 , 居民人口120 .64 万

人[ 1] 。按滩区面积大小区分: 滩区面积大于100 km2 的有6

个,50～100 km2 的有9 个 ,30 ～50 km2 的有12 个,30 km2 以下

的有90 多个。按照滩区形状可分为条形( 矩形) 滩区和三角

形滩区2 种类型。条形滩区又可以分为100 km2 以上的大滩

和较小的中滩。三角形滩区面积较小, 一般在50 km2 以下。

下游典型滩区情况见表1[ 2] 。

表1 黄河下游河南段典型滩区统计

Table 1 Thestatistics of thetypical beachareainthelower reachof Yellow

River in Henan Province

滩区名称
Name of
beach area

村庄个数∥个
Number of
villages

面积
km2

Area

耕地∥万hm2

Cultivated
land

人口
万人

Population

温孟滩    78  519 .00 2 .72   7 .02

原阳滩 247 365 .00 2 .47 18 .32

长垣滩 200 322 .00 2 .23 21 .60

封丘倒灌区 240 407 .00 2 .64 20 .50

濮阳习城滩 134 156 .70 1 .02 8 .46

范县陆集滩 64 76 .75 0 .69 5 .04

台前清河滩 110 93 .00 0 .43 7 .68

开封县滩 80 152 .00 0 .82 7 .64

2  黄河下游滩区土地形成的历史原因

2 .1  历史上黄河滩区的形成 黄河下游河道在1855 年铜瓦

厢决口改道后, 由于溯源冲刷形成低滩、中滩、高滩3 级滩

涂。低滩, 即洪水时被淹没 , 枯水期露出水面的滩地。低滩

是极不稳定的滩地, 无时无刻不在消长变化中 , 在游荡性河

道中, 由于低滩的普遍存在 , 构成了宽、浅、乱的河床特色。

在土地资源较少的地区 , 通常种植小麦 , 多数年份可取得较

好的收成。中滩, 又称二滩, 即在洪中期形成, 是中小洪水时

不上水的滩地, 有一定的稳定性。中滩多是适宜于种植的耕

地, 一般能保证秋作物的收获, 但夏作物的收获有一定的风

险。中滩常在河势急剧的变化中发生坍塌、冲蚀, 而变化为

低滩。高滩, 又称老滩, 即形成历史较久、稳定而不易上水的

滩地。高滩的稳定性取决于滩槽高差。明清故道的黄河, 滩

槽高差较小, 滩地上水的机会较多, 稳定性比较差[ 3] 。

2 .2  建国后黄河滩区的建设 黄河下游河道自有堤防以来

就是复式河槽, 两堤之间既有滩岸, 又有河槽。洪水时漫滩 ,

起到调洪作用, 同时洪水携带大量的泥沙, 漫滩淤积后又使

滩区变为肥沃的土地, 利于耕作。在历代的治河中, 对黄河

下游滩区治理虽有一些设想和方略 , 但由于受历史条件所

限, 收效甚微。新中国成立后, 在大力开展黄河防洪治理的

同时有计划地进行了滩区治理开发。滩区治理开发的主要

措施是: 修筑避洪工程, 保护滩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淤滩

淤串沟, 发展滩区水利建设, 改善滩区的生产条件, 提高粮食

产量; 因势利导, 修建控导护滩工程, 控制河势 , 稳定滩地[ 4] 。

2 .3  黄河滩区土地的生产条件  河南黄河滩区旱涝灾害严

重, 农业生产条件较差。黄河滩区土地是滩区内群众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基石, 是群众的“命根子”。由于槽高、滩低、堤根

低洼的特殊地势, 每遇洪水漫滩或涝年 , 滩区排水困难, 大片

堤根洼地积水成灾, 而基础水利设施建设薄弱、不配套, 滩区

内洪、涝、渍、旱并存, 并且滩区灾害较为频繁, 耕地数量和质

量无保证, 粮食产量低下。因此, 如何使滩区土地得到有力

的保护, 进一步加强滩区土地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1974 年

国务院批准实行“破除生产堤 , 实行一水一麦, 一季留足群众

全年口粮”的政策。现在看这一政策已经不适合社会发展的

要求, 只是为了解决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 甚至还达不到目

安徽农业科学 ,Journal of Anhui Agri .Sci .2008 ,36(34) :15129 - 15131                  责任编辑 姜丽 责任校对 张士敏



前全国平均温饱水平[ 5] 。

3  河南黄河滩区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基于河南黄河滩区土地治理的现实情况, 对于河南黄河

滩区的土地利用整治, 必须因地制宜地实施土地利用优化 ,

通过对历史的影像图进行分析, 可得出如下结论( 图1) 。

图1 1987、2001 年郑州- 开封段黄河滩区遥感影像

Fig .1 Theremotesensing i mage for the beach area of Yellow River fromKaifengto Zhengzhouin1987and 2001

3 .1  河南黄河滩区土地利用程度总体呈继续增强趋势 近

些年城市建设发展迅猛,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黄河下游地区

如郑州、开封、洛阳、新乡、濮阳等城市的区域扩张及生产建

设用地的需求快速加大, 使这些区域的滩区土地利用程度迅

速增强。图1 是1987、2001 年郑州 - 开封段黄河滩区遥感影

像图。从图1 可以看出,2001 年这一区域的土地利用程度的

综合指数增加, 说明该区域在发展经济用地的同时, 已经波

及到黄河滩区土地 , 大量的砖瓦窑的迁入经营和人为的利用

与破坏 , 也导致黄河滩区土地, 尤其是耕地面积的减少。这

说明黄河滩区土地利用程度增强的趋势与区域农业结构调

整和城市化过程有着密切关系。

3 .2 河南黄河滩区土地利用类型发生明显变化 河南黄河

滩区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大多与农田有关, 说明农业用地是

河南黄河滩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体, 在与未建成区和建成区

等土地利用类型的相互转变过程中, 农业用地的数量、质量

和分布格局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 同样体现出河南黄河滩区

农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城市化过程使滩区土地利用出现的集

约化与多元化模式并存的格局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

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

3 .3 河南黄河滩区土地利用程度与人为活动密切相关 从

图1 可以看出,1987～2001 年, 黄河下游郑州- 开封段滩区人

为活动有所增强, 人们对经济增长的过高需求破坏了自然的

生态过程, 说明这些地区人为活动增强, 生态破坏有可能进

一步加剧。黄河下游滩区农田总量呈明显减少趋势, 这表明

黄河滩区土地存在人为“经济趋势”的破坏现象, 表明土地流

失的主体部分是作为经济开发区域。因此, 黄河下游地区土

地利用程度伴随着土地流失的问题。

了解河南黄河滩区本身的环境条件的改变, 包括自然、

社会、经济多方面。不同时间滩区土地质量和范围的变化受

时间、环境、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滩区土地减少的

主要原因是将滩区土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和经济用地, 盲目地

加快地区发展, 导致滩区土地大量流失, 使滩区土地内部环

境条件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也造就了滩区内部土地生

态属性、物理属性、土地生产潜力、土地适宜性多方面的不

同。为建立合理的滩区土地利用优化模型, 必须建立评价指

标体系, 进行黄河下游滩区土地现状评价, 构建滩区土地资

源数据库, 包括现有可用土地资源数量、质量、土地使用潜

力、土地适宜性、土地生产力等。

4  河南黄河滩区土地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4 .1  洪水泛滥对滩区土地的威胁依然很大  由于种种原

因, 多年来, 泥沙集中淤积在河槽内 , 主河槽严重萎缩, 平滩

流量减小, 漫滩几率增加。如2003 年9 月在当地流量约2 500

m3/ s 时, 兰考滩区因采集工程生产堤决口造成严重的灾害 ,

形成明显的“小水大灾”。主河槽淤积还使槽高滩低的“二级

悬河”形势加剧 , 滩面横比降加大, 目前, 滩面横比降一般为

1/ 1 000 ～1/ 4 000 , 漫滩流量一般低于3 000 ～4 000 m3/ s ,“968”

洪水, 花园口站洪峰流量仅为7 680 m3/ s , 却使大部分滩区受

淹, 淹没大片耕地。

4 .2 滩区气候灾害严重, 土地保养和生产程度难以达到灾

害之前的效果  虽然洪水过后可以使土地十分肥沃, 但洪

水使当年的粮食生产降低, 灾害过后土地的数量和质量以及

生产程度都无法和灾前相比, 原来土地保养的措施不得不重

新开始 , 进而伤及到的是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时常

持续的干旱天气使黄河的蒸发量增大, 从而导致黄河断流 ,

致使大量的泥沙裸露于地面, 造成风沙四起, 尘土飞扬, 使滩

区的自然生态条件有所下降, 威胁到人民的生存环境。

4 .3 滩区农业生产条件落后, 产业结构单一, 粮食产量低而

不稳 河南黄河滩区的土壤类型复杂, 滩区土地常常经受

旱涝灾害, 而本身的沙、碱等自然灾害也十分严重, 由于土地

的肥沃程度低下, 耕种方式不得当, 使得农业生产条件落后 ,

致使粮食产量低而不稳。还有人为利用不当, 也导致了滩区

土壤退化, 农作物减产。目前滩区经济主要是农业, 农作物

以小麦为主, 还有玉米、大豆、花生等, 结构单一 , 是大一统的

一麦一秋两熟制格局, 单纯地追求粮食产量, 制约滩区经济

发展。滩区群众相对比较贫困。要想摆脱贫困落后状况, 必

须进行滩区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的改革。

4 .4 土地政策落实不到位 土地是河南黄河滩区人民经济

生活的主要来源, 然而土地管理政策在滩区农业生产中并没

有很好地贯彻实施, 滩区人民寄希望于灾害后的基本生产生

活的保障和重新治理恢复土地的资金保障并没有得到落实 ,

而国家对滩区人民采取的一些保护政策因当地一些现实情

况落实很难到位。即使改变也只是改变滩区人民一时的生

03151              安徽农业科学                        2008 年



活疾苦 , 并未彻底地改变滩区人民生活困难的根本。

5  河南黄河滩区土地利用的建议

5 .1  修筑防洪工程 ,保护滩区优质土地不再流失  黄河下

游河道历来就是一个复式河槽, 大堤距离河槽较远, 滩区面

积较大, 人口多, 每遇黄河洪水 , 滩区群众生命财产就会遭受

严重的威胁, 使得防洪和农业生产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因

此, 正确处理好河南黄河滩区土地利用与防洪的关系, 在提

高土地利用率的同时, 加强水利工程建设, 确保滩区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 尽量减少农业损失, 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5 .2 引进先进农业科技手段, 改良土壤质量, 进而提高粮食

产量 滩区土壤类型复杂, 应该采用先进农业科技手段进

行改良 , 提高农作物的质量和产量。加大力度改变河道, 防

止旱涝灾害的侵袭, 更要利用科学的手段防止土地沙、碱化 ,

提高土地肥沃程度, 提高农业生产能力 , 最终提高粮食产量。

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是提高滩区粮食产量的有利保障, 粮食单

产对滩区粮食的影响程度更大。在滩区耕地面积持续减少

的情况下, 更要求把提高单产作为提高粮食总产量的重要手

段, 所以应加强作物品种、栽培耕作、土坡改良等技术的研究

和推广, 加强对滩区农民培训, 使粮食单产在短期内获得重

大突破。

5 .3 扩大滩区经济作物的种植, 发展多元化经济  长期以

来, 河南黄河滩区为典型的农业经济, 夏粮以小麦为主, 秋粮

以玉米、大豆、花生为主。由于洪水漫滩经常受淹, 秋粮几乎

种不保收, 滩区人民生活贫困。滩区物种单一, 经济效益不

明显, 如果能根据地质土壤情况 , 开发出新的经济作物, 打破

常规的种植理念, 既可以保护耕地, 又可以使滩区任命受益。

根据河南黄河滩区的具体情况, 产业经济应以种植、畜牧、养

殖及生态旅游等综合开发为主。应以市场为向导, 调整产业

经济结构, 拓宽生产领域, 稳定发展粮食生产, 提高牧、渔等

产业的比重, 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 合理开发生态旅游资源 ,

为滩区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5 .4 加大教育力度 , 减少人为破坏, 提高滩区土地利用

率 滩区人民受教育程度不高, 考虑问题不够长远, 小富即

安的心理普遍存在, 在对土地的使用过程中, 只追求效益, 并

未从中加以保护, 更有者为了眼前一点利益, 破坏土地, 使土

地遭受破坏。应经常开展学习班或夜校, 提高大家知识文化

水平, 加大对土地意义的认识, 从人的精神上使土地得到保

护。根据黄河滩区的具体情况, 产业经济应以种植、畜牧、养

殖及生态旅游等综合开发为主; 应以市场为向导, 调整产业

经济结构, 拓宽生产领域, 稳定发展粮生产, 提高牧、渔等产

业的比重, 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 , 合理开发生态旅游资源, 为

滩区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5 .5  加大国家政策宣传 ,使滩区人民重视农业生产 应该

加强宣传, 强化土地意识, 保证土地资源的有关法律法规得

以全面贯彻落实到位, 并且加大补偿的力度, 使滩区人民重

视土地, 即使遇到自然灾害, 也能保证滩区人民的基本生活 ,

使国家制度深入民心, 使土地制度得到保障, 使滩区人民不

废弃土地, 不浪费土地。

6  结语

近些年, 随着国家对滩区土地补偿及合理利用等方面的

重视, 河南黄河滩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生

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生产相对有了保障, 土地利用的合理性也

有了显著提高 , 但从总体来看与治理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

距。土地利用与防洪抗旱, 土地沙、碱化治理以及土地产生

人为破坏问题还亟待于解决, 同时建议有关部门出台相关政

策, 鼓励和支持广大滩区人民在土地中发掘“金子”, 加大土

地补偿力度 , 探索出一条适合滩区土地利用和规划的新路

子, 早日使滩区广大人民受益, 使黄河下游滩区成为黄金

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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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糙米率各处理间差异不明显。

3  讨论

( 1) 金正大控释肥不同用量试验和不同掺混比例试验

表明, 一次性施用控释氮肥可以满足水稻整个生育期的氮

肥需要。比2 ～3 次施用普通尿素省工省力。在等氮量条

件下 , 控释尿素比普通尿素提高了氮肥表观利用率, 增加了

产量。水稻氮肥表观利用率提高16 .5 ～22 .4 个百分点, 增

产6 .8 % ～8 .9 % 。水稻一次性施用相当于普通尿素70 % 含

氮量的控释尿素与2 次施用全量的普通尿素比较, 产量接

近。主要是因为控释尿素提高了氮肥表观利用率。

( 2) 试验结果还表明 , 控释尿素与普通尿素掺混使用效

果更好 , 可以提高氮肥利用率, 施用70 % 的控释尿素掺混

30 % 的普通尿素比单纯施用等氮量的普通尿素水稻增产

17 .5 % , 氮肥表观利用率提高28 .6 个百分点 ; 施用70 % 的

控释尿素掺混30 % 的普通尿素比单纯施用等氮量的控释尿

素水稻增产7 .3 % , 氮肥表观利用率提高 15 .8 个百分点。

施用控释尿素水稻通过增加穗数和单穗实粒数来提高产

量。试验结果还表明, 施用包膜肥料可以提高水稻分蘖数,

并且使水稻分蘖高峰期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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