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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平原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
,

它有自己的

独特结构和特性
,

并随着人类措施的不同而产生变化
。

为了迅速而妥善地治理黄淮海平原
,

有必要从生态系

统的角度来分析黄淮海平原的特点和演变及其治理工

作
。

一
、

生态系统的函义和研究内容

生态系统是研究地球表面生物和非生物相互关系

的科学
,

对合理利用和改造自然
,

预测预控农林牧业生

产和改善人类生活环境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生态系

统研究的最终口的是为人类的生存创造良好的环境条

件
。

生态系统研究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
,

它的应 用

范围很广
,

并 目是 国民经济建设 的一个有力武器
。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
,

早日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

义强国
,

我们必须重视生态系统的研究和实践
。

各项

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

社会主义现代化大 农 业 的 建

立
,

工业的合理布局和三废的处理
,

以及大规模的工程

建设
,

都必须进行生态系统的研究
。

我们 要研究每一

个生态系统的结构和演变规律
,

避免生态系统的平衡

遭到破坏
.

并创建符合人类需要的生态系统
。

生态系统
,

或者叫生态体系
,

是指地球上 自然景观

所 呈现的网络状况
。 “

网络
”

这两个字说明生态系统内

在因素和外界环境的复杂性和联系性
。

草原
、

森林
、

农

田
、

湖泊
、

河流
,

都是独立的生态系统
,

黄淮海平原也是

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
。

小的生态系统联合成大的生态

系统
,

简单的生态系统组合成复杂的生态系统
。

最高

的生态系统是生物圈
。

生态系统的研究内容大致 可分为下列三项
:

第一
,

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

生态系统是

由占据地球表面的生物和非生物所组成 的
,

气候
、

岩

石
、

水
、

土
、

光
、

热等属于非生物因素
,

动物
、

植物
、

微生

物等属 于生物因素
。

生态系统中的各组成部分都有它

自己的独立特性和物质能量的收入
,

转化和传递过程
。

生态系统中的各因素不是孤立存在的
,

它们之间是相

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
。

每个因素一方面受周

围各因素的影响
,

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影响其他因素 ,一

个因素发 生变化
,

其他因 素也相应发生变化
,

并 ! 1连锁

性地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
。

生态 系统的 不同结构

有不同的功能
,

对人类生活 以及国民经济建设的利弊

都各有不 同
。

因此
,

要分析彼此之间的矛盾
,

找出利弊

原因和关键问题评价生态系统
,

以便除害兴利
。

第二
.

研究生态系统的平衡和演变
。

生态系统是

可以变化的
,

生态系统在一定时间内有一定的状态
。

外

界环境不能影响生态变化而仍保持其原来状态
.

这叫

平衡
。

如周 围环境严重地影响了系统并打破 了 平 衡
,

则将改变生态系统
。

生态系统是生物和无机 环境构成

的综合体
,

所以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

当它受外力干

扰时
,

自身有一个恢复的能力
,

由平衡到不平衡
,

再由

不平衡到平衡
。

但是这种恢复能力是有一定限 度 的
,

超过 了限度
,

它就不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

我们必须给

予充分注意
。

另外
,

由于生态系统是可 以变化的
,

所

以
。

人们可 以设法改变生态系统为人类利益服务
;
但如

人类处理不当
,

生态系统会产生反作用
,

造成无法挽救

的后果
,

甚 至对 人类进行报复
。

人类改变生态系统
,

新

的生态系统又反过来影响人类
。

所 以
,

我们除开研究

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外
,

还要研究系统内部和

外界环境的关系
,

研究不同程度的人为活动对生态系

统的影响
,

探索生态系统的演变规律
。

第三
,

研究生态系统的改造和调控
,

就是根据生态

系统的演变规律和利弊特点
,

采取恰当的措施
,

使生态

系统向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

在当前的情 况 下
,

如适宜的改造措施一时尚不能办到
,

则应考虑 如何 因

地制宜地合理利用
,

避免生态系统的破坏
,

保持 生态系

统的平衡
。

为了适应或改造生态系统
,

必须 了解这些

生态系统的发展方向
、

演变规律和调节控制的机理
.

并

预测预报环境因素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

根据生态系统

结构
、

功能
、

平衡
、

演变的研究并借助于数学模式和电

子计算机
,

可进行生态系统分类和分区
,

并研究其利用

改造的途径和调节控制的办法
。

从整休而言
,

地球上的生物圈就是一个 巨大而又

精密的生态系统
。

人类生产活动对生态系统的作 用
.

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加强
。

生



态系统是由无数亚系统所构成
,

每一个亚系统都是整

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基本组成单元
。

在整个生态系统

中土坡生态系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土壤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又是一个独立

的亚系统
。

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讲
,

土壤随生态系统的

发展而演变
,

同时土壤的变化又影响生态系统的发展
。

所 以有人认为土壤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基础
。

在黄

推海平原的生态系统中
,

土墩无疑地更是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

大自然的改造和利用
,

必须全面考虑
,

仔细分析
,

这就必须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进行研究
。

有些工作没

有做好
,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从生态系统的角

度来进行综合分析
,

而是孤立地看待
,

甚至于强调某一

部分的问题
,

致使人类的辛勤劳动不符合客观规律而

终归失败
。

例如西北水土保持工作
,

长期在改良利用

措施上争论而不进行生态系统的研究
,

结果是年年都

在做水土保持工作
,

而黄河流沙的含量并没有减少
。

西

北黄土高原
,

自古以来就是茂密的林区和肥沃的草原
。

据历史记载
,

从秦朝到解放前的三千一百多年间黄河

下游较大的决堤有九百七十三次
,

但从王 莽到隋初的

五百八十年中只有两次
,

从埋藏土壤的情况也可 以证

明
,

历史上的黄土高原不仅有密茂的森林
,

还生长着丰

美的草
。

那时这个地 区是森林草原生态系统
,

以游牧

为主
,

农田不多
。

以后
,

通过漫长的封建社会
,

盲目砍

伐森林和无限制地滥垦草地
,

破坏 了林区和草原
.

也破

坏了植被
,

总的来说破坏 了生态系统
,

致使林区面积缩

小
,

草原破毁殆尽
,

沙漠南移
,

雨量稀少
.

气候无常
,

不

仅引起大量水土流失
,

农业生产 也大为减低
,

黄河下游

的安全也受到严重的威胁
。

最近《 人民 日报 》登载童大

林
、

鲍彤和石山同志的建议
,

提出西北黄土高原不宜于

以农为主
,

而宜于牧业为主或 以林牧为主
。

这是从生

态系统角度考虑间题后的看法
。

吉林科尔沁沙地是我国十大沙漠之一
,

百年以前

这里曾是河川交错
、

水草丰美的地区
,

十九世纪 以后
,

清朝推行放荒招垦政策
,

不顾生态系统平衡
,

大面积开

垦沙质草地
,

草原植被遭到破坏
,

沙层被风吹扬
,

形成

流动沙丘
,

而使草原生态系统沦为沙漠生态 系统
,

由于

没有重视生态系统的平衡
,

我国最大的塔克拉玛干 沙

澳至今还在南移
,

呼仑贝尔在 1 9 6 0年开垦草原三百多

万亩
,

引起沙化
,

不仅作物无收
,

天然草原也遭破坏
,

严

重影响牧业的发展
。

目前
,

这类情况在新疆
、

甘肃
、

宁

夏等地都有
。

此外
,

草原过渡放牧
,

使牧草在未充分生

长前就被牲畜吃掉
,

也会促使草原沙漠化
。

他如森林

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的例子也很多
。

许多林区因重采伐

轻造林
,

破坏了森林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

造成水土流

失
,

恶化地方气候
。

云南西双版纳大动龙地区森林破

坏后三年
,

土壤肥力剧烈下降
,

被迫弃荒
,

使许多有价

值的动植物处于灭绝境地
。

绿春地 区森林砍伐后其生

态系统丧失了调节水文的功能
,

致使许多山地河流枯

千
,

气候变坏
,

不能种植水稻
,

严重影响农业发展
。

以

上事例充分说明忽视生态系统研究而盲目 经 营 的 恶

果
。

二
、

黄淮海平原生态系统的特点和演变

黄淮海平原包括冀
、

鲁
、

豫
、

苏北
、

皖北
、

北京及天

津等地区
,

三面环山
,

东濒大海
,

是我国最大的冲积平

原
。

在这一大平原中
,

土地资源丰富
,

广泛分布着冲积

物发育的土壤
。

土层深厚
.

地形平坦
,

适于机耕 , 水利

资源也很丰富
,

有黄河
、

淮河
、

海河三大水系及其众多

的支流
,

年降雨量 40 0一 1 0 0 0毫米
,

不仅有丰富的地上

水
,

还有大量可供开发利用的地下水 ; 同时气候温和 ,

可两年三熟或一年两熟
。

是我国的重要农业区
,

但过

去自然灾害较为严重
,

生态系统经常受早涝盐碱的抑

制和危害
,

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
.

粮食产量低而不

稳
。

黄淮海平原经常发生洪
、

捞
、

早
、

盐
、

碱
、

咸等灾害
,

是先天性的
.

主要受气候
、

地形
、

河流水文特性
,

水文地

质等因素的影响
。

由于东南季风的影响
,

黄淮海平原的

降水量由南向北递减
,

同时降水分配不均
,

因此容易引

起水早灾害和土壤返盐
。

其次
,

黄淮海平原主要 是山

黄河多次泛滥沉积而成
,

留下许多河床高 于平地的古

河道
,

造成地形微域起伏
,

岗坡洼相间的复杂面貌
,

给

排水造成困难
,

而常引起涝盐灾害
。

除淮河水系多为

地下河外
,

黄河高出地面数米
,

海河水系的支流多为地

上河
,

水面经常高出地面
,

不仅不能排除沥涝
,

反而大

量补给地下水
,

既成为地下水盐分补给的来源
,

又直接

抬高河道两侧地下水位
.

引起和加重土壤盐碱化
。

地

下水状况与洪
、

捞
、

早
、

盐
、

碱
、

咸的关系也很密切
。

一般

地势愈低
,

地面
、

地下水径流愈不通畅
,

地下水埋藏愈

浅
,

蒸发愈张
.

矿化度愈高
,

不仅加重洪涝为害
.

」: 壤 也

极易产生盐碱化
。

如地下水位过深
,

又易产生
一

1
二

旱
。

解放以前
,

黄淮海平原有盐碱地近 l 亿亩
,

J七中

80 % 是耕地
,

由于早
、

涝
、

盐
、

碱
、

咸危害
,

粮食亩产均在

1 5。或 100 斤 以下
。

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话
: “

早不 收
,

涝

不收
,

风调 雨顺半个秋
” 。

面对 上述的洪
、

涝
、

早
、

盐
、

碱
、

咸等 自然灾害
,

历代反动统治者是无法抗拒的
,

只有在

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

黄淮海的治理才有可能
。

新中国

成立
,

为治理黄淮海平原开辟 了广阔的道路
,

但解放初

期
,

由于没有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分析黄淮海的存在

问题
,

有人认为黄淮海平原之所以低产
,

主要原因是上

坡有机质含量低
,

要采取农业措施多施有机肥料 ;有人

认为黄淮海平原之所以低产
,

原 因是墒情不够
,

主张 引



水灌溉
。

这两种讲法都役有错
,

但是没有抓住主要矛

盾
,

解决不了生产间题
。

从 1 964 年起
,

我们在华北平原

进行了四
、

五年的土壤调查
,

研究了土坡形成过程与环

境的关系 , 又研究了这个地区的水盐运动规律
,

更进

一步证实黄淮海平原生态系统中的主要矛盾是早
、

涝
、

盐
、

碱
、

咸的综合危害
。

不综合解决早
、

涝
、

盐
、

碱
、

咸间

题
,

不改变原来的生态系统
,

孤立地施用有机肥料或灌

水
,

并不能解决问题
,

也不 可能提高这个地区的农业生

产
。

盐随水来
,

盐随水去
,

要冲洗排盐
,

必须有灌有排
,

不能
“

只吃不拉
” 。

但是
,

当时由于对排与蓄的认识不

一致
,

意见分歧
,

措施不力
,

旧的生态系统没有改变
,

所

以黄淮海的面貌变化不大
。

五十年代末期
,

为了解决干早间题
,

盲目灌溉
,

有

灌无排
,

只蓄不泄
,

曾引起次生盐碱化和沼泽化的恶性

发展
。

当时
,

我曾经到河北
、

河南
、

山东一 带去考察
,

看

到生态系统的变化
,

惨不忍睹
。

当时强调
“

一亩地对一

亩天
” 。

只蓄不泄
,

许多平坦地 区也沦为泽国
,

就是河

南省淮阳县的城内
,

也要靠船行走
。

平原水库蓄水的

后果更为严重
,

水库周 围的地下水抬高
,

土壤发生盐碱

化及沼泽化
。

水库蓄水愈高
,

影响范围愈大
。

例如河南

原延封灌区的郭柳洼水库
,

猾县水库
,

河北省的东淀
,

保定市的东方红水库
,

高阳县的板桥水库等都曾因蓄

水而影响周围土地的盐碱化和沼泽化
。

曾经盛行一时

的
“

满天 星
” 、 “

葡萄串
”

和
“

鱼刺带瓜
”

水库也都严重影

响附近地区地下水的抬高和土壤盐碱化
。

有些河流本

来用作排水
,

但因蓄水灌溉和开展航运
,

拦河梯级打

坝
,

塞高水位
,

促使沿岸地下水上升
,

涝盐成灾
,

房屋倒

塌
。

当时
,

山东聊城至禹城间的徒骇河筑了五道坝
,

河

北省东风灌区的小漳河打坝七道
,

黑龙港 打坝二十九

道
,

衡水县的盗阳河也打坝蜜水
,

山东金堤河也拦河打

坝
,

这些河道由于拦河打坝
、

塑高水位
,

都严重地影响

附近地 区土壤盐碱化和沼泽化
,

很多地区在无排水条

件下大水漫灌
,

大面积地抬高地下水位
,

促使土壤返

盐
。

山东高唐
、

夏津
,

本来是富庶之区
,

素有金高唐
、

银

夏津之称
,

可是在 当时由于盐碱危害而造成一片灰色

不 毛之地
。

输水渠长期引水也会引起渠道两侧盐碱化

和沼泽化
。

渠道输水时间愈长
,

影响范围愈大
,

危害的

程度愈严重
。

另外
,

渠道水位距地面愈高
,

影响范围和

危害程度愈大
。

惊心动魄的景象
,

犹历历在目
。

在那

个时候
,

我走遍华北平原次生盐碱化和沼泽化地区
,

只

看到山东冠县的一 口井
,

在它的灌溉范围内没有发生

次生盐碱化
,

另是一个生态系统
,

给我很大启发
。

后来

在 巴基斯坦看见为防治盐涝灾害所设置的机井
。

更增

加我搞井灌井排试验的信心
。

但是
,

我们不想打深机

井
,

这太费钱
,

又不易推广
。

1 9 6 5年
,

我们在河南封邱

县用大锅锥的土办法打了五 口筒管井
,

进行抽水灌排

试验
,

效果很好
,

既降低了地下水位
,

又可灌溉压盐 , 既

抗早又治理了盐碱
,

充分发挥井灌井排的作用
。

以后
,

在全国科委的支持下
,

封邱搞了十万亩的井灌井排试

验区
,

山东禹城又开辟另一个井灌井排试 区
。

现在井灌井排的成效
,

已流传华北大平原不推自

广
,

并得到很大的发展
。

1 9 7 3年以后
,

江苏省徐州地区

也推广了井灌井排
,

可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一个有成效的措施迟早会被群众所接受
。

以后
,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
,

海河得到治理
,

华北平

原的排水出路得到解决
,

为早
、

涝
、

盐
、

碱
、

咸的治理奠

定了基础
。

在此基础上
,

广泛地开展井灌井排
,

并且发

展为井
、

沟
、

渠结合
,

抽咸换淡建立
“

地下水库
” ,

统一调

配雨水
、

河水
、

土壤水
、

地下水
,

抓住了水盐相随的规

律
,

土壤盐分基本得到控制
,

生态系统发生明显改变
,

土壤肥力显著提高
,

由一年一熟
、

二年三熟
,

发展到一

年二熟二年五熟
,

农业生产面貌大为改观
。

在新的十年规划中
,

为解决北方缺水问题
,

将进行

南水北调工程
。

南水北调是我国一件改造自然的宏伟

事业
,

必然会对黄淮海平原的生态系统带来重大影响
。

这样艰巨的现代化工程
,

必须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计

划性
,

必须充分考虑南水北调对黄淮海生态系统的影

响
,

不能单纯地从工程出发
,

要具有综合的生态系统的

观念
。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

由北至南的大运河是 条 好

河
,

还是一条坏河
,

隋场帝为了游山玩水花费了很多人

力物力
,

挖了这一条运河
,

虽起了一点航运的作用
,

但

阻碍了黄淮海平原西部的水排流入海的出路
,

对黄淮

海的早
、

涝
、

盐
、

碱灾害起了
“

帮凶
”

的作用
。

听说南水

北调东线主要是利用这条大运河
,

要在这条河里拦筑

若干大坝
,

逼水由南向北流
,

这必然要蜜高运河水位
,

阻截自然排水流势
,

如果还想发展航运
,

河 的水位更要

加高
,

这样必然会使沿岸两侧发生盐碱化和沼泽化
。

据

说
,

长江的水上半年不能往北方送
,

要等到下半年才能

把水引到华北
,

这时华北农业并不需要水
,

而是用高出

地面的渠道引到平原水库蓄起来
,

这样长期的输水和

蓄水
,

很难避免附近地区不发生盐碱化或沼泽化
。

另外

河水奎高了
,

自流灌溉方便了必然会自发地产生废井

兴渠的大水漫灌
,

必将大大抬高地下水位而引起土壤

次生盐碱化
。

看来
,

南水北调 的东线工程要避免土壤

次生盐碱化很有困难
,

科学用水
、

管水
,

更为困难
。

今

后南水北调沿线地区的生态系 统究竟向什 么 方 向转

变
,

关键在 于能不能在调水
、

用水
、

管水的过程中始终

坚持严肃
、

严密
、

严谨的科学态度
。

三
、

黄淮海平原生态系统的研究和治理

生态系统的研究主要是研究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及

其在人为干涉下的反应
。

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
“
层次



性
”
和复杂性的研究对象

,

必须采用下面三个结合才能

研究得好
,

研究得透
。

第一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宏观

和徽观的研究是辩证相关的
,

宏观研究是徽观研究的

出发点和归宿
,

微观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
。

黄淮海

平原是一个面上的工作
,

有时候甚至于要 考 虑整个水

系或流城
。

如不进行宏观的研究
,

不可得其梗概
,

不能

研究系统的变化规律
,

不能进行整体规划
。

另外
,

黄淮

海生态系统研究应以查清系统内生物和非生物的组分

为荃础
,

特别是土壤
,

所以要进行很多的微观研究
,

深

入地探索一些复杂的间题
,

如各地区作物高产和低产

的原因
,

土城肥力因素及其变化
,

地下水的升降和变化

等
。

I

只有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
,

才能透解

黄淮海平原的生态系统
。

第二
,

综合分析与单项研咒相结合
。

自然科学发

展史告诉我们科学分工越来越细
,

研究越来越深入
,

但

是为了解决重大的理论问题或生产问题
,

又要求高度

的科学综合
,

特别是生态系统的研究更是如此
。

黄淮海

平原的间题如不进行综合分析
,

往往会产生片面观点
,

甚至于得出错误的结论
,

但是黄淮海平原的问题很复

杂
,

必须动员多学科来共同研究
,

文化大革命前
,

黄淮

海工作有这样四句话
召
黄淮海

,

点片面
,

多兵种
,

长期

干
” 。

这里面有大里的地理工作
、

土壤工作
、

水利工作
、

农学工作和水文地质的工作
,

缺那一门都不行
。

所以

黄淮海平原的研究工作必须有一个整体规划 和严密的

组织
,

在统一的目标下
,

组织各学科协同作战
,

发挥各

学科的专长
,

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
。

当然
,

各学科

研究应有所侧重
,

有针对性
,

解决关键问题
,

而不是可

做可不做的问题
。

最后
,

把各学科所累积的资料加以

系统整理和综合
,

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

制定合理的治

理规划
。 _

三
一

月

第三
,

遥感技术和数学模拟相结合
。

遥感可对生

态系统进行全球性和综合性的观察
,

提供整个系统的

梗概
,

以便了解每一组分在系统中的位置和特征
。

用

遥感技术来研究黄淮海平原生态系统
,

可 以得到遥远
、

迅速
、

真实和广阔的好处
。

生态系统的综合状态和变

化
,

可用数学方式定量地反映出来
。

数学模式可用电

子计算机进行计算
,

很快就得出结果
。

生态系统的数

学模式不仅可 以用来指导合理利用和经营管理
,

还可

以预测预报外界因素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和测试生态系

统的经营管理措施
。

当然
,

目前我们在遥感技术和数

学模拟这两方面还缺乏手段
,

但是毫无疑义
,

随着四个

现代化的发展
,

今后
,

我们可 以借助这两种现代技术来

监测和治理黄淮海平原
,

更加迅速地发展这个地区 的

工农业生产
。

我们究竟用什么思想来考虑黄淮海的工作
,

是小

农经济的思想
,

还是现代化大农业的思想 ? 我们考虑

问题起点应当高些
,

治理方案应当符合农业现代化的

要求
。

为此
,

我对黄淮海的工作提出三个不成熟的建

议
。

第一
,

黄淮海生态系统分区及改 良规划
。

生态系

统分区和自然分区不同
,

它要包括人类活动
,

甚至于社

会经济条件在内
,

通过这样的分区才能分别不 同系统

的利弊条件
,

制定合理的改良措施
。

我们现在和五十

年代不同
,

对黄淮海平原的改良工作已经心中有些数

了 ! 可以分区作出因地制宜的改良规划
。

第二
,

组织黄淮海治理的企业单位
。

在地多人少

的盐碱荒地组织国营农场
,

以农为主
,

兼搞其他
,

全面

发展生产并培养改良和利用盐碱土的技术 人 员 和 工

人
。

治理黄淮海是个大企业
,

靠研究单位是不行的
。

我

们可以试验一下
,

把河北省曲周一带
、

南皮一 带和其他

地多人少的盐碱荒地办几个现代化的国营农场
。

实现

黄淮海治理的农业现代化
。

第三
,

科研单位跟上
,

解决疑难问题
。

科研单位和

企业单位不同
,

他主要是研究一切疑难间题
,

解决企业

单位无力顾及的间题
。

研究单位要摆脱一些事务性的

企业工作
,

才有时间有力量来思考和研究间题
。

企业

和科研是统一的
,

但各有其独特的特性
。

目前许多科

研人员既搞科研工作
,

也搞企业工作
,

两方面 都搞
,

而

结果一方面也没有搞好
,

急应改变这种情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