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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砀山风沙碱地治理与林业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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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安徽省砀山县近代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结果显示:明清

时期淮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是造成砀山县社会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 1949年以来的综合治理和

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重新带来了砀山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说明生态环境

建设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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砀山县为我国闻名的风沙灾害严重的黄泛区。自 1949年以来,砀山人民在各级政府的重

视和领导下, 连年对黄河故道两岸大规模营造防风固沙林,开辟了总面积为 3 300多 hm
2
的果

园场和园艺场,其后又在主要河道两岸相继建立了 10多个国营林场、几百个乡村集体林场、果

园场,创办了果树科研所,鼓励农民多种果树,同时又全面开展四旁绿化工作 [ 1]。特别是经过近

20 a 的综合治理与开发相结合的建设,现已成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成为全国生态与经济相互

促进、协调发展的一个先进典范。

1　自然概况

砀山县地理位置为 34°16′～34°39′N, 116°09′～116°38′E。地处安徽省最北端,为淮海平

原南部,与 3省(苏、豫、鲁) 6县(丰县、单县、永城、虞城、夏邑、萧县)接壤。总面积 1 193 km
2
,

南北长 43 km,东西宽 44 km, 海拔 39. 5～56. 3 m。地貌类型有:黄河故道高滩地, 背河洼地(花

碱土分布最集中、盐渍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堤口扇形地、浅平洼地、缓平坡地等,缓平坡地为

最主要类型。黄河故道绵延县境北部,为地上悬河, 滩地高出两侧平原 6～8 m, 海拔48. 0～

56. 3 m ,长 46. 6 km ,宽 10～20 km ,总面积 352. 8 km
2
。土壤类型有:飞沙土、泡沙土、沙土、两

合土、淤土、花碱土、盐化潮土和碱化潮土, 其中沙土类46 422 hm
2、飞沙类 13 661 hm

2 ,盐碱土

类 26 919 hm
2 ,共占总面积的 72. 93% ,占耕地的97. 6%。土壤 pH 7. 8～9. 9。土壤有机质2. 3

～18. 0 g·kg - 1 ,全N 0. 16～1. 11 g·kg - 1,速效P 1. 5～9. 0 mg·kg - 1,速效K23～346 mg·

kg
- 1 ,碳酸钙含量 60～195 g·kg

- 1。

河流属雨源型间歇性河道, 主要有:文家河、复兴河、故黄河、利民河、大沙河、顺堤河、苗成

河、澈河、巴洼河、东洪河及大排水沟 34条。黄河故道为南北水系的分水岭, 故道以北流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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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汇入微山湖,南阳湖、独山湖、昭阳湖等南四湖水系,以南汇入新汴河,入淮河水系。降水总

量丰水年 13. 41亿 m
3, 平水年 9. 32亿m

3,枯水年 6. 28亿m
3,多年平均降水 9. 51亿 m

3。多年

平均径流深 110 mm, 年径流量 1. 31 亿 m3 ,最大年份( 1963年)径流深 373. 3 mm ,年径流量

4. 45 亿m
3
,最小年径流深16. 2 mm,年径流量 0. 19亿 m

3
,地表水利用率 29%。地下水划分为

浅、中、深 3个层次,集中埋藏于 5～35 m 之间, 含水层主要为全新世故河道带松沙, 属中等富

水,多年平均补给量 2. 17亿 m
3,矿化度低, 地下水总净储量 77. 76亿 m

3,开采量仅占 14. 6%,

地下水位为 1. 50～4. 75 m。

砀山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适中、光照充足, 无霜期较长,

但春旱多风、夏热多雨、冬寒晴燥、灾害性天气较频繁。年均温 14℃,全年≥0℃积温 5 174. 6

℃,≥10℃积温 4 597. 2℃。年日照时数 2 481 h。近年年均降水量 773. 6 mm。降雪日数 9 d,

积雪深 8 cm。年平均相对湿度 71%。

地带性植被为落叶阔叶林, 因人为破坏代之为人工栽培植被。砀山县为全国平原绿化先进

单位之一,至 1997年, 林地面积达 50 850 hm 2, 林木覆盖率 51. 8%,活立木总蓄积量 8. 0×105

m
3 ,经济林面积占有林地的 70%。现有果树 12科 23属 23种 311个品种, 包括了北方主要落

叶果树, 为全国水果生产基地之一, 誉为梨树之乡, 砀山酥梨[ Py rus py rif olia ( Burm . F . )

Nakai]闻名全国
[ 2]。

砀山县交通方便, 通讯便捷, 312国道和陇海铁路横穿全境,公路总里程 482 km。县辖 5

乡 14镇, 370个行政村, 11个国营农、林、园艺场。人口 86万, 其中农业人口 78万。耕地89 140

hm
2
,果园 43 333 hm

2
,有林地面积 61 400 hm

2
。1997年国民生产总值 27亿元,农民人均收入

1 944 元, 居全省前茅。农业总产值 94 067万元, 林果产值 41 521 万元, 占农业总产值的

39. 13%。

2　多灾多难的历史

历史上, 砀山县是一个典型的黄泛区。黄河自 1168～1855年流经砀山 687 a间,发生了 9

次决口,多次泛滥和淤塞,给砀山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灾难 [ 3]。长期的风蚀水渍,造成土地沙化土

面积占总面积的 50. 4% ,盐碱土面积占 22. 5%。1950年前后,林地面积仅有 2 089 hm
2
,森林

覆盖率不足 1. 8%。

黄河最后一次改道后, 给砀山留下一条废河道, 风沙满目,盐碱遍地,寸草不生。“沙土国,

白茫茫,不长茅草,不产粮, 一阵风沙起,庄稼被打光”;“冬日风沙狂,春天碱茫茫, 风起沙蔽日,

雨季遍汪洋”为民间广为流传的民谣。《砀山县志》记载: 明崇祯十三年二月( 1640年)“黑风起

自西北,黑气凝云,白昼如夜,北风息,黄沙满地,厚寸许”。据《砀山县志》和县气象部门统计,砀

山县的自然灾害频繁(表 1)。

2. 1风沙碱地的形成

2. 1. 1　黄河沉积物影响　砀山县的土壤均属潮土类,主要类型有飞沙土、沙土、两合土、淤土、

碱化潮土、盐化潮土、苏打盐化潮土, 后三者又合称花碱化。砀山县潮土的形成主要是黄河历史

上多次决口泛滥的结果。由于河流水力分选作用的影响,造成潮土质地的空间分布变化,随着

距河床远近的变化,依次出现飞沙土、泡沙土、沙土、两合土、淤土, 符合“紧沙、慢淤、不紧不慢、

出两台”的沉积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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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砀山县汉建初二年(公元 77年)至今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

年　　代 灾害种类 发生次数 发生时间 发生频率

汉建初～元朝

( 77～1368)

洪涝 14 夏秋 百年一遇

干旱 1 全年 数百年一遇

虫灾 1 全年 数百年一遇

其它 2 全年 数百年一遇

明清时期

( 1368～1911)

洪涝 47 夏秋 十一年一遇

干旱 5 全年 八十年一遇

虫灾 7 全年 七十年一遇

其它 9 全年 六十年一遇

民国～1954

( 1912～1954)

洪涝 6 夏秋 七年一遇

干旱 5 全年 八年一遇

虫灾 4 全年 十年一遇

其它 5 全年 八年一遇

1955～1985

洪涝 15 夏秋 二年一遇

干旱 59 全年 一年二遇

沙尘暴 25 全年 一年一遇

其它 16 全年 二年一遇

2. 1. 2　地下水清渍　由于砀山地势平坦,

地下水埋深浅, 可通过毛管作用上升到地

表,造成土壤夜潮现象。

2. 1. 3　土壤盐渍化　砀山县多年平均蒸

发量是降水量的 2. 3倍,同时年际和年内

降水分配不均,地下水季节性升降频繁。春

季多风少雨, 蒸发作用强,含有一定盐分的

地下水通过毛管作用上升到地表, 水去盐

存,造成盐分积累。在地势低洼地区,地下

水位高,排水不畅,土壤易盐渍化。另外,黄

泛区泥沙中亦含有一定数量的可溶性盐,

在地表及地下迳流慢,地下水位高的地方

易产生盐化或碱化土壤。

2. 2　洪涝灾害频繁

从历史资料上看, 砀山县为黄河故道地区, 之前为东西重要通航的河段。自汉建初二年( 77

年)到明清时期,砀山县主要以洪涝灾害为主,旱灾和其它灾害较少发生;民国至 1954年之间,

以洪涝与干旱间发为特征; 1955年以后主要以干旱为主,其它灾害退居次要位置(详见表 1)。

3　生态环境建设历史

砀山县恶劣的自然环境的形成与明清时期黄河中游黄土高原植被破坏严重,水土流失加

剧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砀山人民为了改变家乡的面貌,进行了长期的恢复植被,

重建家园的艰苦工作, 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 4]。

3. 1　20 a防风固沙

从解放后至 60年代末, 在百里黄河故道大规模地营造防风固沙林, 建立了 10 多个林场、

园艺场,林地面积达到 11 333 hm
2
,林木覆盖率 9. 5%。初步形成防护林带和果园相间、乔灌结

合的绿色长城,锁住了“沙龙”。

3. 2　10 a治理盐碱

70 年代, 在改土治碱、兴修农田水利的基础上, 大力营造四旁绿化林、农田林网、村庄片

林,林地面积达 18 000 hm
2
, 林木覆盖率达 15%。

3. 3　10 a农业结构大调整

80 年代, 把发展经果林作为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重点, 扩大经果林比重, 先后实施了

“430”(水果、棉花( Gossyp iu hir sutum L. )、玉米( Zea may s L. )、林粮间作各 2万 hm 2)、“113”

(人均 667 m
2果、67 m

2 菜、200 m
2棉)计划。至 80年代末,林地面积达 54 667 hm

2 ,其中果园

33 333 hm
2 ,林木覆盖率 46. 2%。

3. 4　生态林业示范区试点建设

自 90年代以来,实施生态县建设规划, 进一步扩大果树面积, 治理风沙盐碱,开展生态县

建设的十二大骨干工程。全县林地面积突破 6 000 hm 2,其中水果面积达 5万 hm2 ,农田林网面

积 2 367 hm2 ,林木覆盖率达 5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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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态环境建设成就

4. 1　治理了风沙地

以生物治理措施为主。大力植树造林,营造经果林防护林、农田林网、四旁绿化林、村庄片

林等,增加绿色植被,降低风速, 锁住风沙;种植耐旱耐瘠品种, 广植绿肥作物,增加土壤养分,

薄肥勤施,增施有机肥;开展节水灌溉;合理轮作,以淤压沙,改良土壤。

4. 2　治理了盐碱地

生态措施与工程治理措施相结合。增施有机肥,合理轮作,深翻改土;增加土壤有机质含

量,广种绿肥,秸秆还田;种植耐盐碱植物; 中耕松土,施用石膏,种稻改碱,兴修水利,挖沟排水

等。

4. 3　形成了两条经济带

4. 3. 1　黄河故道水果、水产综合开发生态经

济带　该经济带包括黄河故道的 8个乡镇

54 个行政村及砀山果园场、县园艺场等, 总

面积13 333 hm
2, 耕地面积 10 667 hm

2,水面

667 hm
2
。根据黄河故道独特的资源优势, 发

展特色经济, 建成 9 333 hm
2
无公害砀山酥

梨生产贮藏加工基地(表 2)
[ 5]
, 建立了 667

hm
2水产养殖基地。

4. 3. 2　沿陇海铁路和 310国道两条线贸工

农一体化生态经济带　包括沿线 7个乡镇

42个行政村和百余个乡镇企业,利用农副产

品资源丰富的优势,围绕农副产品精深加工,

形成贸工农一体多层次的格局。

表 2　砀山县果树面积与产量

年　份
果树总面

积/ hm2

梨树面积/

hm2

产果总量/

万 kg

梨产量/

万 kg

1931 2 000. 0 310. 0

1949 20. 0 3. 3

1950 20. 6 3. 1 140. 5 59. 5

1955 96. 7 75. 5 137. 5 109. 5

1960 3 260. 6 2 060. 7 718. 5 550. 0

1965 4 922. 8 3 340. 9 724. 0 393. 5

1970 2 291. 2 2 145. 9 3 781. 0 3 078. 0

1975 3 804. 4 2 246. 7 2 505. 0 1 236. 5

1980 5 809. 6 2 639. 7 2 998. 5 2 300. 5

1983 8 247. 8 3 748. 5 6 000. 0 5 402. 0

1992 24 000. 0 8 649. 8 14 850. 0 7 870. 5

1993 24 000. 0 8 666. 7 11 260. 0 4 543. 5

1994 26 667. 0 10 750. 3 21 005. 5 9 994. 0

1995 26 700. 0 12 020. 0 26 000. 0 13 426. 0

1996 26 700. 0 12 600. 0 31 080. 0 15 551. 0

1997 35 804. 0 19 000. 0 40 349. 0 21 304. 5

4. 4　建立了三个林业生态经济区

4. 4. 1　东部无公害水果生产加工生态经济区　该区包括 6个乡镇, 2个国营果园场, 100个行

政村,耕地面积 14 400 hm
2, 其中水果 13 333 hm

2。以良梨镇、葛集镇为代表,为砀山水果主产

区,将建成 8个水果批发市场,初步形成水果生产、贮藏、加工、销售一条龙格局。

4. 4. 2　西北部种养加综合生态经济区　包括 10个乡镇、7个果林牧场、240个行政村,耕地面

积 3万 hm
2
。通过立体种植、果粮间作、种植饲草、增肥改土、苗木繁育、栽桑养蚕等生态措施,

形成立体种养经济区。

4. 4. 3　无公害大棚蔬菜生产生态经济区　包括 1个乡镇 35个行政村,耕地面积 3 200 hm
2
,

蔬菜面积1 600 hm
2
,为砀山县蔬菜生产区和集散地。大力发展反季节优质蔬菜,满足城乡人民

生活需要。

4. 5　实施了以林为主的骨干工程

包括黄河故道自然保护综合开发工程、砀山酥梨无公害生产及加工工程、千万株银杏

( Ginkgo biloba L. )绿化工程、生态示范乡镇村建设工程、大棚蔬菜无公害生产加工工程、庭院

经济生态工程、养殖生态工程、得民河和环城河综合治理工程、生态型工农业建设和工业污染

治理工程、植物再生能源管道化燃气工程、居民饮水除氟工程、节水灌溉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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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完善了生态环境建设措施

4. 6. 1　加强领导, 建立健全组织机构　成立了以县党政主要负责人挂帅的生态建设领导小

组,负责领导和协调生态建设各项工作, 成立了生态建设办公室、生态建设专家组和安徽省生

态学会砀山分会, 定期召开生态建设会议( 1月 1次)。

4. 6. 2　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全民生态意识　生态建设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造福子孙的

伟大事业。充分利用各种会议、广播、电视、专刊专栏等新闻媒体进行宣传。编印生态建设动态、

宣传生态农业知识,介绍全国生态建设情况,总结生态建设经验。加强对外宣传, 扩大知名度,

并利用一年一度的梨花节做好宣传。

4. 6. 3　制定有关政策,优化生态建设环境　县委县政府颁发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制定了生态

建设规划设计方案及年度工作目标和设计。

4. 6. 4　建立了 5项工作制度　包括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县建设指标纳入国家经济计划和十

年规划制度; 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县建设指标纳入各级政府目标管理责任制制度;重点污染限

期治理与重点生态破坏区限期恢复制度;生态县建设进展情况定期检查制度;年度兑现奖罚制

度。

4. 6. 5　加大生态县建设投入　采取国家、集体、个人三结合的方法, 多方面筹集资金,同时加

大科技投入。

4. 6. 6　抓好科技教育,提高人口素质　建立了生态建设科技培训大楼, 定期培训各级人员,控

制人口增长, 提高人口素质,实现资源、环境、人口、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5　综合治理与开发的作用

5. 1　改善了生态环境

形成了完善的农田林网、防护林带、村庄片林、水果基地, 林木覆盖率达 52%。锁住了风

沙,害风得到控制,飞沙得到了固定, “沙土国”变成了“果海林洲”。调节了农田气候,减少了旱、

涝、干热风等发生的频率和程度,稳定并提高了粮食产量,粮食单产由 50年代 750 kg·hm - 2

猛增到 80年代的 7 500 kg·hm
- 2
。农田林网内平均风速降低 32. 9% ,夏季日气温降低 1. 4

℃,空气相对湿度提高 9. 7% ,土壤含水量增加 21. 3%～32. 8% ,减少蒸发量 10%～23. 7%,

干热风减少率60. 7%。防止了水土流失和沙化,盐碱化得到有效控制,全县退化土壤治理率达

97. 1%。减少了环境污染, 降低了化肥、农药施用量, 90年代末比 90年代初减少 20% ,农林灾

虫害综合防治率达 53. 2%。降低了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 90年代沙尘暴只出现了2次、沙暴日

20次以下, 6级以上大风只出现 1. 7次,生态环境开始步入良性循环阶段。

5. 2　调整了产业结构

农业产业结构中, 稳定粮、棉、菜种植面积, 进一步提高单产和品质; 控制水果(特别是砀山

酥梨)种植面积,提高果品品质;适当增加畜牧业的比重。1995年与 1991年相比, 土地生产力

水平增长 2. 8倍, 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7. 8倍。通过调整, 1999年与 1995年相比,总产值增长

65%,水果产值增长 130. 8%。

5. 3　发展了社会经济

城镇人均住房面积达到 15～20 m
2 ,村镇自来水普及率分别达到 30%、90%。1999年全县

国民生产总值 29. 3 亿元, 比 1995年增长 59. 2% ; 全县财政收入 2. 2亿元, 比 1995年增长

111. 5% ;农民人均纯收入比 1995年增长近 50. 0%。一跃成为全省的经济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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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改砂治碱与生态环境建设成功的经验

砀山县把种植果树,增加绿色植被,特别是种植砀山酥梨作为改沙治碱的一项重要生物工

程措施,闯出了一条具有砀山特色的生态建设新路。砀山酥梨栽培历史悠久, 明万历五年( 1577

年)《徐州府志》就有“砀山产梨”的记载。清雍正十一年( 1733年)《铜山县志》记载有“黄里(萧

县境)石榴,砀山梨,义安(铜山县境)柿子居满集。”

砀山酥梨为砀山特产, 有果大皮薄、色泽微黄、汁多酥脆、味香甘甜的特点。明代隆庆年间

曾作为贡品, 1985年被评为全国名特水果,“冠隆”牌砀山酥梨汁被农业部定为绿色食品。通过

生物工程不仅使砀山酥梨面积达到 33 333 hm
2
,而且积极推广果园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生态

型农药肥料使用技术、水果套袋技术、储藏技术和果园立体种植技术等。

砀山酥梨已被老百姓广泛接受, 作为改造自然环境, 脱贫致富的摇钱树、生态树。同时黄河

故道特殊的地理环境(土层疏松深厚、地下水位高、昼夜温差大等)适合梨树的生长,因此,沿黄

河故道大力发展砀山酥梨名牌产品, 实为远见之举。通过多年实地观察和查阅资料,地下水位

较高,在 2～5 m 之间,并没有因大面积种植果树,农田林网等而导致地下水位的下降。相反从

近几十年来看, 随着绿色植被的增加,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砀山县生态林业建设成功的经

验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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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Dangshan County of Anhui Province

PEN G Zhen-hua
( Chines e Academy of Forest ry,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F rom the view points of histo ry, the relat ionship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

ment and eco logical env ironment in Dang shan County of Anhui Pr ovince w as analyzed. T he

results show ed that the eco 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 ion of Huaihe River valley in

M ing and Qing dynast ies w as the key reason caus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clining o f

Dangshan County. In 1949,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and forest ry ecolog ical engineering

began to be conducted and the benef it is g reat . T his case study show ed that ecolo 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st ruct ion is the essent ials o 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liveliho od as well as social progr ess.

Key words : Dang shan County of Anhui Province; eff lorescent and salinized land; ecolo gy ; e-

conom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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