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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持续开发利用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堕 且 

(河南大掌地理学幕 开封 475001) 

摘 要 土地利用是人娄生存和发晨所必需的话动．土地和用研究也一直是掌车界研究的重点同题． 

持续美晨观点的提出A其豫化为土地利用研究提出了蕾龠题。置选目室目翦已转向了土地嗣用持壤研宪，呈 

理出区域缘台亿，指标量化、值．I系抗化荨趋势．但理论上存在着持续性指标摹境、指标判断标准、持续利用方 

式辱美鼍饲厝。面中嗣特殊的国情理论研究的莱些 后辱．为中国土地辩学工怍者提出了建设和盖履中国特 

色的土地利用理论的迫切性。 

关丝询 土地和用；持续开发；研究现状；研究趋势 

近几年，随着持续发展思想的具体分化，持续农业的进展，土地利用研究已逐步转向了土 

地开发利用的持续性研究，美国、氟西兰等国家高度重视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和实藏【L 2I，我 

国近年来也在全国范围内系统地开展了此类工作。关于土地开发的持续性(土地持续开发)理 

论研究．国外总体上已达成共识．但具体操作上仍存在一定分歧，我国由于国情不同于美、英等 

西方渚国，土地持续开发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如何正确借鉴国外科学理论成果，建立符 

台中国国情的土地持续开发理论已成为土地科学工作者面临的首要课题。 

l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参与持续开发研究的学者包含了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地理学、农学、赘薅c学等方 

面的专家，以及土地利用管理者、利用者、政府领导等，虽然他们都从各自的角度阐述土地持续 

的思想、理论．但对于土地持续开发舶理解已为一致。认为土地持续开发是一种科学的资源开 

发思想。其目标包含了自然、生物和社会经济要素，然而其具体表达形式、实现途径，评判指标 

等依然争论较多。 

1．1 土地持续开发目标的争议 

土地持续开发的目标在不同地区、不屙的条件存在着不同的内容，虽然笼统包括了资源开 

发利用本身的持续性、社会性．生态、经济效益的持续性等方面的内容．但是不周经济发展水平 

的地域土地持续开发却有着各自不同的侧重点。美国多数州强调生态保护、综台管理f 。发 

展中国家则强调经济效益增长，社会福利的增加等【4,S2。 

1．2 土地持续开发实现途径的争议 

由于对当前土地利用的认识差异。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一是修改(Modific~tion) 

或微涸(F tun；ng)现行利用方式；一是重新设计(Redesign)新的土地利用方式。 

持修改或傲诃现行利用方式的人认为：(1)现行的土地利用是基本台理的、有教的。只要采 

·菌末自然科掌基盘蕾助博士后礓日。生文垃赵菇周教授审脚妊改．特此致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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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更细心更有效措施将会保证其持续性．如农民只使用实际需要的化肥、杀虫剂敷量；(2)如果 

农业总是强调最大的经济教益．农业就不可能长期持续发展，因为某些倡导者的持续土地利用 

实质上元利可图；(3)通过减少现代投^，依靠自魅肥力会减少作物产量；(4)新技术和主观努 

力会改正由当前土地利用造成的环境、健康和安全问题。坚持这种观点的人多为传统农业部 

门，如美国农业部、农业土地赠与学脘、农业商品组织、农业企业等，他们坚信技术的作用。这 

种观点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农业、自然资源的政策和研究计划中。 

相反．坚持重新设计土地利用方式的人认为：(1)现行的土地利用和耕作观念．以及生活方 

式等不做重大改变，就不可能拥有持续性开发利用；(2)环境保护、资源保持、健康和安全与获 

利生产同样重要．从长远看他们并不矛盾，未来的生产和获利则越来越依赣从今开始的资源利 

用和环境保护方式；(3)土壤侵蚀、杀虫荆的污染和其它副作用必须阻止．不能继续扩大．代之 

以良好的农作，最终取消侵蚀、污染等；(4)土地利用是有机体不是工厂，自然是不可战胜的； 

(5)必须鼓励更谨慎、更有效的农作等土地利用，这是持续性。长遥旅行 的唯一起点；(6)土地 

持续利用不仅是农业持续的直接目标．而且应该拓展到社会公正、平等和环境、经济等目 

标 。 

1．3 土地搀续开发的评判标准的争议 

无论采用修改或重新设计方法，都必须解决一个怎样激才符合持续开发的问题。或持续 

开发的措施的评判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是持续开发的关键问题，也是持续多目标属性的反 

映．直接关系到持续开发设计的成败。对此，理坡德(kpoId)中心经过试验和总结农民经验． 

提出一套评判持续性土地开发的基准指标体系(B∞chmarkindi∞。々rs)(表1)[73。 

裹 I 土地利用持壤性评债指标 

1．土壤膏 

_̂膏 质量长期指标 

·有机质百丹比音量 

b喜It、其它露实指标；盐度、矿钉言量 

c翔^子变拽鼍事 

B短期指标 

·年侵憧事 

b檀钉吸收氯敷事 

c氯的秉蠢和承平 

2．求话环 

_̂当地采莉用敷事 

·，透事 

b土壤抟承量 

c报蓐墨木醒 ．||难系托的作用 

dj亡斑和淘蚀 

B竖过瘦田的地裹径菰 

·掘视农亿古量 

b柯摩慧定性 

c过蠢带盎异 

C地下来质量髟晌 

·重硝t蝴 兜 

b蓉虫捌的琳蕾 

3．生钉群体质量、状吝 

凡土壤内群 

d散生物多样性 

b蚯翱个件蠡 

c相差的昆虫、擅钉翁曩体十美 

d蠢垃土囊生物曲蕾量瘴、∞ 净化事 

B土簟之上 

-昆虫敷目和压力 

b抗育醒  

c人为控捌敷盏 

d野生 糟敷目、多样性和尊定性 

4+最济教用 

_̂囊用书嗣 

a每单位虞奉、啦^ 

b自端膏蠢基础拉膏 

c可蕾规曩农作钉的足够牧^ 

噩挂喜蕾皂瓤臣弈饭■性 

d克■井鄙冲击蕾力 

b市场、破府曲可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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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实土地利用是复杂的。每种土地利用方式和耕作体系的应用既有诱发某些基准 

指标非持续性的负作用，又有保证某些基准指标持续性的正作用。所以．任何持续性措施的转 

变可能引起某些短期经济损失，但最终获得的将是长远的生态、自然效益，环境和经济效益的 

改善。其次．不同地区、不同对空条件．土地利用方式或耕作体系具有不同的作用和组合．基准 

指标也必然有不同的持续性罔值。因此．理论上不存在固定的、完全正确的持续性判断指标体 

系．持续开发必须结合区域特点，遵循持续性基本原则设计。 

2 国外研究发展趋势 

土地持续开发已越来越受剜关注．其研究意义不仅在于进一步深化了赘源开发与环境保 

护、社会经济发展、人口等关系的认识、革新土地利用理论．而且有助于改善和调整现有的土地 

利用方式，促进土地利用技术的更新替代，使土地利用更能满足社会经济环境等目标需要。所 

以，土地持续开发的新技术、新方式不断涌现。理论研究窟加深人并呈现以下明显趋势。 

2．1 指标量化趋势 

土地持续开发扩大了常规土地利用研究领域．涉及到土地生产力、经济利润收入、环境影 

响、管理政策、利用技术等，各种因素问的现实形态比较已不能满足持续性的要求，无法判断持 

续性，也不能反映持续性开发的效果，因此，指标量化研究是持续性开发的必要趋势，其主要内 

容：(1)持续指标体系及其判断标准(基准点)的掏建；(2)资源及其持续开发的费用一收益核算 

指标体系，定量标准，模型定量化[s-mJ。 

2．2 土地利用信息系统与技术综合集成让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相 

继引入土地利用调查、动态监剥和空闽数据处理等研究领域，使得土地利用信息系统(LIS)的 

技术综合集成趋势越加明显，土地利用资料更新速度加快，但也提高了LIS的技术成本和要 

求。美、加等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着手开发多样化和多目标土地利用信息系统【1lml。 

2．3 理论研究的区域综合化 

90年代后，持续发展思想的普及，改变了以往人们的土地资源生态观念。土地资源不仅 

是一种生态赘源．而且是社会政治资源。台理的利用．科学的方法只是土地开发利用决策的手 

段．要取得合理的资源开发利用目标．必须使赘潦管理集中化，加强土地剥用控制，以专家们卓 

越的知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社会公平、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多目标的综合规划，进行系 

统的整体的土地资谭开发利用管理I1,13]。 

但是．由于持续性效益的长期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一定程度上也使土地持续 

开发研究面』隘其它严峻挑战。 

2．4 关注土地开发利用对全球变化的贡献 

随着全球变化研究的深入，土地非持续开发利用诱发的生态要素、环境组分及其系统演替 

日益受到各国政府和科学家的注意．各种国际大型研究计划相继将土地利用研究列为重要内 

容，试图探求土地对痘量气体(0 、C )释放、水文变化、土壤退化、气候变化、生态系统的动 

植物组成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碱少等全球变化的贡献．寻找安全永续的土地持续开发方式。 

1995年国际全球地圈一生物圈计划(IGBP)和人文因素计划(HDP)制定了土地利用／覆盖变 

化(LUCC)科学研究计划．总结了最近一段时期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未来几年内土地利用变化 

的研究重点_l4J。1992年泰豆的清莱(C~ag Rai)和1993年在加拿大勒斯布里基( t 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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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的两次国际土地持续性管理大会，则明确提出评价持续性土地管理的五个评价目标：生产 

性、安全性、保持性、可行性、接受性，及其相应的评价时间尺度和愿则【 。 

3 我国土地持续开发的态势和研究方向 

我们国家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仅占世界平均值的1／4，以占全球7％的土地供养22％的世 

界人I：1；且今后一段时期内，人I：1增长速率仍将处于相对高峰期，对粮食生产、供应和储备也将 

长期保持巨大的压力；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非农产业、城市化又不可避免地要占用大量的土 

地。但是，作为食物最主要来源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耕地更是如此，后备资源缺乏，且分布不 

平衡。粮食问题巴成为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重大战略问题。 

由于人口一土地关系的矛盾13益突出，土地利用开发对土地资源破坏也十分严重，土地退 

化现象普遍存在。全国土地中l5．9％的土地(15．35万平方公里)沙化。且每年以1．23％的 

速度增加：13．5％的土地水土流失严重 j。另外，全国已利用的土地却有70％属于中低产 

地，从事大面积土地利用的农民收人低。 

鉴于此，我们国家土地持续开发利用的目标是：在调整土地利用结构的同时，必须把粮食 

生产(蔬菜生产)的稳定增长放在重要地位，严格保护耕地。切实控制建设用地的增长，实现耕 

地总量的动态平衡；同时还必须抓紧治理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等，提高耕地质量【t7,18]。这些 

目标与发达国家保护生态多样性为核心的目标明显不葡，显示出特有的个性。为此。土地利用 

的研究方向重点是以下几个方面： 

3．1 土地持续开发利用学科理论建设 

土地持续开发学科理论不同于过去的土地利用理论，其理论基础的明显特点是吸收当代 

持续发展的科学思想，突破自然生态科学研究的局限，包窖土地开发相关的社会、经济、技术、 

工程等学科；研究内容上也要求改变过去以农村土地为对象，偏重土地自然生态属性(土壤)， 

割裂城乡有机联系，轻视生态理论的研究，扮建以区域整体土地为研究对象，以区域社会经济 

持续发展为核心，解决土地持续利用开发与食物供应、非农业占用、城市化与耕地保护等现实 

问题的新学科理论体系，切实起到指导现实决策的作,Ellt18】。 

3．2 土地退化与恢复机理 

土地退化(L丑Tld n础 6∞)是进行土地持续开发的直接原因，也是土地持续开发理论与 

技术连接的节点。但由于观测手段与技术的限制，以及科学观测资料的时间局限．对土地退化 

的认识多限于对人为活动诱发原因的过程描述，主要是过度开垦、水肥流失、土地化学污染等 

的输入输出模拟。实质上，土地退化的内部机制、过程仍处于继续探索阶段 。 

土地恢复( nd RestorerS)意殊着制止或改变退化过程。重建退化了的土地，使之达到一 

种与愿土地相匹配的标准，可能不如原来状态好，但是比它的退化状态好。因此，土地恢复机 

制研究与退化机制研究密切相关，我国土地恢复很大程度上是对退化土地的机械改造或生物 

工程性治理，主要领先领域集中在肥力恢复、矿山废弃地复垦、抄化治理等方面【l9． 。但对污 

染退化的土地恢复尚少研究。所以，未来退化及其恢复机制研究领域必须拓宽和加深。 

3．3 重视土地持续开发的实用技术研究 

土地持续开发实用技术包括三个屡次：土地质量及其生产力改良技术、退化土地恢复治理 

·赵萁臣 张据韩 地遇纯机理与谰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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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区域土地持续开发优化技术。这些内容包括了作物良种选育、配方施肥、耕作制度改革、 

矿区复垦、永土流失治理、农林牧渔综合开发技术、产业结构调整等许多方面，包括生物、工程 

及其混台技术。如“顶韩一腰果一谷农一塘渔”的红壤丘馥区立体开发模式；林灌草结台治理 

风沙、水土流失；粮经肥、饲料多元化耕作制度，改良土质，农牧一体化等模式 。 

当然在变革开发土地利用方式。实施持续开发的同时．不可忽视人的观念与行为的改革， 

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计划生育．公平台理地开发利用各种资蔼c。建立起新型的人口与环境间相 

互协诃共生的关系．构筑平等协调、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机制。这也是实现土地持续开发利用 

的必要条件．也是决策者和科学工作者无可圊避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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