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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以大量的资料阐述 了我 国土地资源概况
、

利用中的变化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

认为耕地减少
、

肥力下降
、

水蚀加

剧
、

风 蚀扩展 以及土坡 盐渍化和污染等是我国当前土地资源面临 的严峻问题
。

继续进行土地资源变化 的研究
,

对于合理

利用土地
,

保护环境是十分重要的
。

土地资源是人类生产活动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

也是人类有限的自然资源
。

随着人口的增

长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

我国除面临人增地减的尖锐矛盾外
,

同时在不合理的利用条件下
,

土地资源正在发生着明显的退化
。

主要表现在水蚀和风蚀的加剧
,

土壤肥力的下降
,

耕地减

少以及土壤次生盐渍化与土壤污染等几个方面
。

与此同时
,

它们又对整个生态环境产生严重

的不良影响
。

因此
,

深入开展我国土地资源在人为利用条件下的变化的研究
,

充分发挥土地

利用潜力是我国当前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

一
、

我国土地资源概况

我国地域辽阔
,

土地总面积为 9 6 0万平方公里
,

占世界陆地面积 6
.

5%
,

仅次于苏联和加拿

大
,

居世界第三位
。

从地理位置看
,

我 国位于北纬 4一 53
。

之间
,

地跨寒温带
、

温带
、

暖温带
、

亚热带和热带
。

由于地处欧亚大陆东部
,

东濒太平洋
,

因而受东南季风影响
,

使得我国与世

界同纬度国家相比
,

具有气候湿润
,

水热条件丰富的特点
。

此外
,

我国是一个多山国家
,

山

地与丘陵面积占65 %
,

它是我国森林
、

草原及各种经济林木
、

果树集中分布地区
。

据 1 9 8 7年统计
,

我国耕地为 1 4
.

4亿亩
,

有林地 18
厂

.

3亿亩 (有的报道为 1 7
.

3亿亩 )
,

疏林与

灌木林地 6
。

8亿亩
,

草原 4 7
。

9亿亩 (如包括南 方草山
、

草坡面积则为 5 3
.

6亿亩 )
,

沼泽 1
.

6亿亩
,

戈壁沙漠 19 亿亩
,

石质山地 6
.

5亿亩
,

冰川 1亿亩
,

非农业 占地 10 亿亩
,

其它土地 15 亿亩 (见

图 l )
。

由此可见
,

我国农林牧用地约占全国土地面积 60 %
,

低于苏联 ( 6 8
.

1% )
、

美国 ( 76
.

1% )

和 日本 ( 81
.

8% )
,

也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 ( 64
.

7 % )
,

而难以利用的土地 占全国 土 地 面 积的

1 / 4
。

从耕地资源看
,

我国人均 占有耕地 1
.

34 亩 ( 按 1 9 8 7年人 口 1 0
.

7 22 亿
,

耕地 1 4
.

4亿亩 计算 )
,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5
.

7亩 )
。

如与世界上土地面积大于 10 万平方公里的国家 (共 76 个 )相比
,

我

国居倒数第 8位
。

在耕地的地域分布上
,

占全国总人口 9 5
.

2%
,

总耕地 88
.

7 %的东部湿润区
,

土地面积占全国的 45 % , 而 占人口 4%
,

耕地 10
.

5% 的西北干早区
,

土地却占30 % ; 至于人烟

稀少 ( 占。
.

8% )
,

耕地贫乏 ( 占。
.

8% )的青藏高原
,

土地面积为全国的 1/ 4
。

这说明我国耕地资

源在分布上具有不平衡的特点
, `

它对我国农林牧的发展与经营配置有明显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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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森林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
、

西南和东南
,

森林复盖率为 1 2
.

7%
,

低 于 世 界 平均率

( 3 0
.

6 % )
。

人均占有林地 1
.

61 亩
,

而世界平均 占有 9
.

8亩
。

如与世界 16 。个国家相比
,

我国居第

1 2 0位
,

同时按人 口平均的森林蓄积量
,

仅为

世界平均数的 1 / 1 0
。

这说明我国是一个森林

图 1 我国土地资源构成状况

面积小
,

分布不均
,

覆盖率极低的贫林国家
。

我国是世界三大草原国家之一
。

在北部

4 7
.

9亿亩草原中
,

可利用的为 33
.

7亿亩
,

仅

次于澳大利亚和英国
。

但从草原质量看
,

优

等的 占2 0一 25 %
,

中等的 45 一50 %
,

低等的占

30 %
。

整个草原利用率不高
,

且正处在不断

退化之中
。

总之
,

我国虽然土地资源丰富
,

类型众

多
,

并且有巨大的生产潜力
,

但随着人口 不

断增加以及开发利用的不合理
,

致使土地资

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之间
,

土地资源开发及其

治理之间 出现了严重失调
。

当前我国农
、

林
、

牧土地资源的数量
、

质量正在不断减少与下

降
。

因此
,

深入研究我国土地资源在人为利用

条件下的数量与质量的变化
,

充分发挥其生

产潜力是当前全球
,

特别是我国十分关注的

间题

二
、

我国土地资源的变化

( 一 )耕地减少

据记载
,

西汉 ( 公元 2 年 )时我国有耕地 5
.

7亿亩
,

人均 9
.

68 亩
。

到了唐朝 (公元61 8一 9 07

年 )
,

由于在长城以北
、

河西走廊
、

山东及河南等地实行屯垦
,

耕地迅速增至 11 亿亩
,

创我国历

史最高记录
。

但至清乾隆 29 年 (公元 1 7 6 4年 )
,

由于人口迅猛增加
,

人均耕地已下降到 3
.

53 亩
口

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

全国共开垦荒地 4
.

9亿亩
。

黄淮海平原
、

长江 中下游
、

四川盆

地
、

珠江三角洲和关中盆地等地区垦殖指数 已高达50 一 60 %
。

从 1 9 5 7年起
,

全 国 耕地 已由

1 9 4 9年的 1 4
.

6亿亩增加到 16
.

77 亿亩
,

其后虽有下降
,

但基本稳定在 14 一15 亿亩之间
。

但是
,

随着人 口不断的增长及工矿
、

交通
、

城镇住宅的发展
,

非农业 占地现象日趋严重
。

目前
,

我国非农业 占地高达 10 亿亩
,

占全国总土地面积 6
.

9%
,

平均每人约 占用土地 1亩
。

前

儿年全国非农业生产占用耕地每年为 5 00 万亩
,

而 1 9 8 8年已达 80 0万亩
。

据统计
,

我国后备耕

地有 5
.

3亿亩
,

其中可开垦利用的仅 2 亿亩
。

到本世纪末
,

估计耕地还将再减少 1
.

5亿亩
。

上

述情况表明
,

土地资源面积扩大的潜力极其有限
,

而被占用的耕地一般又不能或 很 难复得
。

如果这种人增地减的趋势再继续发展下去
,

其后果将不可设想
。

(二 )土壤肥力下降

在我国现有耕地中
,

有 2 / 3属中低产水平
,

年产量仅 3一 5吨 /公顷
。

据研究
,

在完全不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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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的情况下
,

土壤中有效养分能维持的时间
,

氮为 20 一 40 年
,

磷10 一 20 年
,

钾 8 0一 1 3 0年
。

开

垦 2 00 一 50 0年的土壤与自然植被下土壤的氮素含量相比
,

一般减少 1/ 2左右 (长 1 )
。

这种情况

说明
,

耕地如在只用不养及管理不当的条件下
,

地力必将下降
。

表 2 的数据也表明
,

自然土壤在开垦后最初的几年内
,

土壤有机质下降甚快
,

其
一

下降率

为 1一 3%
,

10 年后下降速度减缓 (1 一 2 % )
,

直至数十年到百年后
,

则渐趋平缓 (表 2 )
。

与此

同时
,

在土壤腐殖质组成上也 出现相应的变化
。

表 3 表明
,

东北地区的黑土
,

耕垦 10 年后土

壤腐殖质含量减少 3 0
.

6%
,

耕垦 50 年后减少 54
.

9%
,

同时
,

富里酸与胡敏酸也相应有所减少
。

值得注意的是
,

原始土壤耕垦后
,

首先是结构简单
、

易于分解的活性胡敏酸明显减少
,

在耕

垦 50 年后其含量仅为原始土壤的 1/ 4 ,

而残存的只是结构复杂
,

不易分解的胡敏酸
。

这种情况说

明
,

增施有机肥对于增加易分解的活性腐殖

质
,

促进腐殖质的分解与养分的释放以及提

高土壤肥力的重要性
。

( 三 )土滚盐溃化的发展与减缓

从 1 9 5 8年到 1 9 7 8年的2 0年间
,

我 国约有

1亿亩耕地演变为次生盐渍土
。

据估计
,

目

前我国约有 15/ 耕地存在不同程度的盐渍化

和次生盐渍化特征
。

在内蒙古后套灌区
, 1 9 5 4

年其盐渍土占灌溉耕地 面 积 的 n 一 15 %
,

1 9 6 3一 1 9 6 4年分别增加到 2 2% 和 3 1
.

6%
,

1 9 7 3年继续增至 58 %
。

其盐斑面积每年 以1一

3%的速率在增长
。

河南天然文岩渠流域 1 9 5 7年盐渍土为 71

万亩
。

由于当时大搞平原蓄水
,

在无排水条

件下盲 目引黄自流灌溉
,

又进行早作与水稻

交错种植
,

导至地下水位迅速上升
,

到 1 9 6 1

年盐渍土增至 1 51 万亩
。

随后
,

由于采取了整

治灌排渠系
,

发展井灌井排等水利工程及农

业生物措施
,

至 1 9 66年
,

该区盐渍土面积才减

少到 94 万亩 (按航片判读 )
, 1 9 8 4年又比 1 9 6 6

年减少了 33 % (表 4 )
。

值得注意的是
,

随着

盐渍土面积减少的同时
,

该区盐渍土的盐化

程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

1 9 8 4年与 1 9 6 6年近

2 0年里
,

重盐渍化土壤的面积减少了 80 %
,

而

轻
、

中度盐渍化面积只增加 12 %
。

(四 )水蚀在加剧

5 0年代
,

我国水土流失面积为 15 0万平

方公里
,

约占全国总面积 1/ 6 ,

目前流失面积

表 1 耕地和自然植被下土壤

氮素含量的变化

土 坡 } 自然植被

黑 土 ! 0
.

2 5 6一 0
.

6 9 5

褐土
、

棕壤 一 0
.

06 4一 0
.

连5 0

红 集 } 0
.

10 1一 0
.

3` o

砖 红 集 }
0

.

0 9 0一 0 3 0 5

耕地 ( 2 00一 5 0 0年 )

0
.

1 5 0一 0
.

3 4 8

0
.

03 0一 0
.

0 9 9

0
.

0 5 0一 0
.

1 1 5

0 07 0一 0
.

1 8 3

表 2

土坡

土壤有机质和养分含量随开

垦年限的变化

全钾%

n
ùóbn自On们

ù

工

…

2
.

3 0

2
.

4 8

2 3 0

3 5 2 0
,

1 8 3

2 9 8 { 0
·

1 7 8

27 8
,

0
.

1 6 4

2 1 0 0
.

13 7

土土坡坡 开垦年限限 有机质%%% 全氮%%% 全磷%%%

砂砂坡质质 荒地地 8
.

8 333

草草甸土土 三荒 地地 7
.

7 666

22222 9年年 6
.

8 333

砂砂集质质 荒地地

: :::: } 0
.

2 6 : !!!一0
.

1 7 555

薄薄层黑土土 2 0年年年 {
“

·

1 1 5 ]]]一 0
·

0 8 666

薄薄层黑土土 荒地地 7
.

0 999 o “ 3 5 } ”
·

’ 3 333

11111 0年年 4
`

5 888 0
.

2 6 8 } 0
.

1 1 888

55555 0年年 2
.

9 333 0
,

15 7 1
0

.

0 9 222

沼沼泽化化 荒地地

黑黑 土土 9 年年

55555 0年年

111110 0年年

::

表3 黑土耕垦后土壤腐殖质

含量的变化

胡敏酸

富里酸

活性胡敏
酸 ( % )

L

比叨n
.,
上毖一ónJA一

…
诵

0八
叨

。从1
.

6 0

1 9 0

1
.

5 0

仍在不断扩大
。

全国土壤总流失量已达 1 7 5 0亿吨
,

每年流失量 50 亿吨
,

相当于每年毁坏 1 5。。

万亩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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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天然文岩渠流域土壤盐渍化的变化

份 ,

磊磊{鲁
)

…瑟:矫氰息
共
益
积

高

19 57

1 9 6 1

1 9 C 6

19 8魂

5 1 8 7 10 } 1 9 4上9 7

7 0 8 8 3 6 23 2 06 8

5 8 3 7 8 4 左 ` 8 6 4

7 1 29 07

1 5 1 4 0 00

9 4 0 9 0 4

6 2 8 6选 8

表 5 我国北方地区不同因素引起的

沙漠化的土地面积

引起沙 淇化 的因素」面积 (平方公里 )
占沙瑛化土地
总面积的%

过度农垦

过度放牧

过度樵柴

工 矿交通建设

水 利

沙丘前移

2 5

2 8

3 1

79037、一
才任Oéù七
闷
生月任J口ù

注
:

引 自朱震达
、

刘恕等人资料
。

我国水蚀严重的西北黄土高原地区
,

其

流失面积 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70 %
。

在 1 9 1 9
一

1 9 5 3年的 35 年间
,

黄河流域经陕县的流沙量

从 12
.

6亿吨增至 16 亿吨
。

南 方丘陵山地的水

蚀也很严重
。

据对长江流域 13 个流失重点县

的调查
,

建国 30 余年来
,

水蚀面 积 每 年 以

1
.

2 5%的速率递增
。

据宜昌站测定
, 1 9 5 0一

1 9 7 9年的 29 年间
,

长江平均年输沙量为 5
.

2亿

吨
,

平均含沙量为 1
.

17 公斤 /米
“ 。

造成我国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是
,

滥砍

滥伐森林
、

陡坡开垦
、

开采矿山和修筑道路

等
。

由此而引起的整个生态环境的恶化应引

起我们的重视
。

(五 ) 风蚀在扩展

我国沙漠化土地分布极为广阔
,

东起黑

龙江
,

西至新疆
,

断续分布长达 5 5 0 0公里
。

塔

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

鄂尔多斯
、

陕北
、

科尔

沁和锡林郭勒及察哈尔草原是我国沙漠化分布最大的儿个地区
。

总沙漠化面积达 1 7
.

6万平方

公里
,

每年以1 5 6 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展
。

此外
,

我国还有 1 5
.

8万平方公里面积的潜在沙漠化

土地
,

其中锡林郭勒草原就 占到总面积的3 0
.

2%
。

在已沙化的土地中
,

有 2 3/ 是数百年或近千

年以前形成的
。

有 5 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是近 50 年 内逐步发展而形成起来的
。

可见
,

我国风

蚀的扩展速度是 惊人的
。

土地沙化与盲目农垦
,

过度放牧和樵柴等有关 (表 5 )
。

我国虽是世界上三大草原国之一
,

但草原沙化后产草量却 由原来 4 00 一 50 0斤 /亩降至 20 。一 3 0 0斤 /亩
。

土地沙化侵占了大批 良田
,

破坏
一

了全态环境
,

威胁着道路和村庄
。

因此
,

防止沙化也是我们要解决的重大任务之一
。

三
、

土地资源在人为利用中对环境的影响

(一 )森林草原退化引起 的环境变化

我国原是一个多林国家
,

古代森林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 50 %
,

而现在仅 占12
.

7%
。

据《诗

经》记载
,

我国黄土高原昔 日沟壑稀少
,

草林茂盛
,

但自春秋战国以来森林屡遭破坏
,

伴随着

盲目开垦
、

陡坡种植
,

致使千里沃野逐步变成支离破碎的侵蚀沟壑
。

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

使年输入黄河泥沙量达 16 亿吨
。

1 9 7 7年黄河中游河龙区两次暴雨
,

使黄河输沙量剧增至 24
.

43

亿吨
,

冲毁延安
、

榆林等地区水库 3 15 座
、

淤地坝 3 2 7 0 0座
。

日积月累
,

黄河中下游发生大量

泥沙淤积
,

形成高出地面谨一 12 米
,

长达 8 00 公里的悬河
,

致使水早灾害频繁
。

这不仅对华北

平原和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有不良影响
,

而且还威胁着上述地区人民的生命安全及农业生产

的发展
。

我国西双版纳地区
,

.

5 0年代初期曾是人烟稀少
,

热带雨林密布的原始林带
。

30 多 年来
,

山于该区人 「!增加了 2 倍
,

同时在刀耕火种
,

毁林开荒
,

陡坡开垦和单一作物布局的影响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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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森林面积由解放初的 1 5 8 5万亩减少到现在的 28 7万亩
,

森林覆盖率也减少一半以上
。

森林

植被的破坏
,

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平坝地区的稻田成片遭到水淹沙埋
。

另一方面
,

森林的破坏

使气候也从湿热向干热方向转化
。

据统计
,

70 年代与 5 。年代相比
,

年平均气温上升 0
.

4℃
,

相

对湿度降低 2%
,

雾 日减少 46 天
。

同时森林蓄水能力降低
,

30 余年来
,

全区所损失的水量相当

于毁掉 1 44 个容量为 1 00 万立方米的蓄水库
。

如前所述
,

我国北方草原由于过度放牧和不合理的农垦
,

土地退化现象相当严重
。

科尔

沁草原自1 8 0 0年到1 9 7 0年的 1 70 年间
,

由于大规模农垦
,

使得原来的榆树疏林草 原 退化为斑

状流沙分布的半固定
、

固定沙丘景观
。

不少地区沙化发生后
,

早作产量下降 1 / 4到 1/ 5 ,

可利

用的土地在 20 多年里一般减少 20 一 30 %
。

所有上述情况表明
,

在人为活动影响下
,

我国不少

地区的生态环境正在发生着不 良变化
。

(二 )城市化后的环境变化

随着城市规模和工业的发展
,

乡镇企业的兴起
,

不但耕地资源 日趋减少
,

同时造成大气

和土壤环境的污染
。

据估计
,

目前全国大工业
“

三废
”

污染的耕地达 6 0 0 0万亩
,

乡镇企业污染

的 2 8 0 0万亩
。

另外
,

有资料报道
,

我国受锡污染的土地有 20 万亩
,

受汞污染的有 48 万亩
,

受

氟污染的有 1 0 0 0万亩
。

1 2 6 7年
,

上海市还是一个渔镇
,

占地仅 2平 方公里
,

人口不过数千至万人
。

到 1 9 8 4年的

7。。多年间
,

上海全市面积 已达 63 4 0
.

5平方公里
,

人口高达 1 2 0 4
,

8万
。

由于城市迅速发展
,

造

成当前全市环境的严重污染
。

据统计
,

上海市每天排放的废水量约 4 74 万吨
,

其中70 一 80 %未

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黄浦江和其它邻近水体
。

70 年代
,

黄浦江黑 臭期每年约 1 00 天
,

80 年代

增至15 0天
。

环境污染使得大量植物受害
、

死亡
,

甚至濒临绝迹
。

例如
,

上海市区内悬铃木

叶子的福含量为郊区的 3倍
,

铬和铝为 5倍
,

铜 n 倍
,

锌 10 倍
。

蔬菜受重金属轻度污染的面

积占菜地总面积 5 0
.

2%
,

中度污染占6
.

4%
,

重度污染占0
.

74 %
。

全市日产垃圾 8 5 0 0吨
, 1 9 8 8

年 3 月至 6月初倾倒的垃圾已形成一堵长约 2 0 00米
,

宽约 9 米
,

高约 3米的垃圾墙
。

所有这

些情况表明
,

我国当前城市发展已经对环境产生严重影响
,

这种影响如不及早消除
,

将会对

整个社会带来严重后果
。

(三 ) 农业化学化后的环境变化

随着农业化学化的发展
,

我国化肥和农药 的施用量 日益递增
。

1 9 7 9年每亩 化 肥 施 用量

(按纯量计算 )为 7
.

3公斤
,

超过世界平均数 5
.

2公斤的水平
。

1 9 8 2年和 1 9 85年分别增加到 1 0
.

2

公斤 /亩和 12 公斤 /亩
。

施肥固然是提高粮食产量
、

改 良土壤的必要措施
。

但另一方面
。

如果

化肥施用不当或过量也会带来危害
。

例如
,

氮肥施用过多
,

土壤中易形成并积累大量的亚硝

酸盐和硝酸盐
,

进而影响人体的健康 ; 磷肥施用过多
,

又会引起土壤缺铁和缺锌 ; 施用含氛

过高的磷矿粉
,

还会造成作物减产
。

值得注意的是
,

我国现在还有些地方仍在施用国家禁用

的六六六
、

D D T等剧毒有机抓农药
,

从而污染了农田土壤
、

作物和水体
。

据调 查
,

株 州市

19 8 3年施用农药 1 万多吨
,

其中高效低毒的仅占4写
。

该市 80 年代农药用量为 60 年代的 6
。

5倍
。

经检测
,

在水体
、

土壤
、

生物及人体中均含有六六六成分
。

早在 1 9 8 4年
,

湖南湘江水体中六

六六农药含量就达 0
.

0 0 4 7毫克 /升
,

土壤中最高含量为 3
.

7P p m
。

当前我国遭受农药污染的面

积估计已达 2 亿亩
。

我国土地资源在人为利用条件下
,

除表现出上述消极方面的变化外
,

还有一些积极方面的

变化
,

诸如
,

集约耕作
,

流域治理
,
水土保持

,

森林培育
,

土壤改良等等
。

但从整体上 (下转 23 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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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干旱
、

半干旱地区
,

水资源十分缺乏
,

在农牧交错地带
,

建立防护林有利于农作物

生长
。

地处半干旱区的黄淮海平原 中部
,

如能营造林带
、

林网也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

(二 )实行立体农业 立体农业又称层状农业
,

它有两层意义
:
一是充分利用空间

,

使高

秆与矮生作物套种
,

如玉米与大豆套种
,

果树行间种植矮秆作物等等 ; 另一概念是适应山丘

地形起伏的特点
,

合理布局农
、

林
、

果
、

桑
、

茶以及多种种植
,

其中林下种少份药材就是一例
。

南方丘陵区面积十分广阔
,

而目前只有 10 %的谷地种植水稻
,

其余山丘均作为樵薪材与自然

放牧场所
,

这是对丰富的水热资源极大的浪费
。

如能 以丘间小支沟起
,

逐级建立山塘
、

小水

库
,

可将年 15 o o m m 上下的降水拦蓄
,

用于灌溉与养鱼
。

在丘陵坡面上
,

按 不同坡度 与 土

性
,

分别种植茶
、

柑桔及其它适生干鲜果类 以及油茶
、

油桐
、

适生竹木
。

并在一定坡面与沟

谷中种草养鱼
,

发展草食家畜
,

以建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牧业生产基地
。

在丘睦顶部及 陡坡部

分可营建针阔混交林或纯杉林
,

成为林业基地
,

一般 10 一 20 年后可获收益
。

高山更应采用立

体经营方式
,

这是因为我国山系大都经受第三纪末期以来不断上升的影响
,

在不同高度山体

上
,

均可见到明显的平缓阶地分异
。

云贵高原
、

四川盆地在不同高度山地平缓阶地上
,

接受

了上级山坡林地中流 出的水源
,

长期以来
,

在土层深厚的不同高度平缓阶地上建立了稳定粮食

生产基地
。

闽西山区的梯田种稻
,

因而成为该省重要的粮食产地
。

湘西与贵州东部接壤区的不

同高度的平缓阶地上
,

也是重要农区
。

当然
,

山地虽应以林为主导生产
,

但也不容忽视在一

定条件下建立粮食生产基地的可能
。

至于云贵高原各级平缓阶地上的一些天然草地 (并非毁林

后的次生不可食性草类 )亦有发展牧业的前景
。

但在云贵高原海拔在 2。。。米上下的山地里
,

其

生境颇适苹果生长
,

所产苹果果实虽小而风味颇佳
。

目前我 国正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时刻
。

其主要标志是充分运用近代科学技术

成就
,

以适量物质与能量投入
,

发挥与调动 自然优势
,

进行能量转换
,

做到多能互补
。

克服
、

抑制并改造大自然所固有的障碍与限制因素
,

使农业生产逐步走向稳定而协调发展的轨道
,

为

2 1世纪的新发展打下 良好基础
。

, 户、 一 八 . , 、 。 司传
、 月户 . 乌 产沪 一

, 户 、 一 声

一
` 产份 . 、 声 护 . 、 内讯 、 氏 矛 肾气 子 `

气 …
、 产 J . ` 产山 向` 产碑 几 、

(上接 22 9页 )看
,

目前我国土地资源在数量与质量上的消极变化是主要的
,

加之人口的失控
,

使

得土地资源问题更加严峻
。

因此
,

结合世界土地资源 的全球变化
,

对我国土地资源在人为利用

条件下的变化进行深入地研究并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

保护环境
,

则是十分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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