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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述了黄河三角洲生态系统自然资源丰富和脆弱的特征，论述了农业开发

对环境的影响，指出该区域农业持续开发与发展的关键是改善、保护环境牞其重要举措是

发展生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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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角洲是我国三大河口中农业开发程度最

低的一个。其原因主要与农业不合理开发，使大面积

中低产田得不到改造有关。若使该地区农业持续开

发与发展，改善、保护黄河三角洲的环境是关键，发

展生态农业是重要举措。

牨 黄河三角洲生态系统资源丰富与脆弱的

特征

气候资源 属北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光热水匹配良好，气候资源农业利用率高。

黄河水、沙资源 黄河水在保证率为牭牥％、牱牭％

时，能满足该地区现状年需水牴牣牬牰亿和牴牣牳牪亿犿
牫

的要求。黄河水携带大量可引淤盖土的泥沙。

土地、矿产资源 该区土地面积牱牳牣牴万公顷，

人均牥牣牬牴公顷。黄河口以每年牥牣牪牬万公顷速度成

陆，区内土壤肥力较高、质地适中，土体深厚，地面开

阔，适于机械化作业。

本区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卤水、地热资源。

渔业资源 滩涂辽阔，浅海面积大。负牨牥犿浅

海面积牬牳牣牳万公顷，沿海滩涂牨牪万公顷，内陆水面

牬牣牳万公顷，利于“耕海牧渔”和水产品养殖。

畜牧业资源 有天然草场牨牴牣牪万公顷，可利用

草场牨牫牣牭万公顷。有享誉省内外的渤海马、洼地绵

羊以及国内外的牛、鸡、兔、狐等畜禽良种。

生物资源 野生动植物具有多样性、稀有性的

特点，分别有牨牭牪牬种、牬牫牬种。国家Ⅰ、Ⅱ级保护动

物有牴和牬牥种。与国际上签订协定的保护鸟类牨牭牥

种，占总数的牰牱％。

黄河三角洲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入海口，自然生

境基本完好。有全球同纬度区内唯一和极重要的湿

地生境，是国家重要的自然保护区。

黄河三角洲降水年内、年际变幅大，是山东省两

个低温区之一，林木覆盖率低牗牴牣牳％牘，旱、涝、冰、

雹、霜、冻、风、沙、风暴潮发生较频繁。黄河水年内分

配不均，多次出现断流。盐渍土面积大牗牳牭牣牬牭％牘、程

度重、类型复杂；轻质土面积大，地力极易衰退并朝

盐化方向发展。

主要和关键野生物种生活力较弱，适应性差，生

物种群稳定性差。

人工农业生态系统有的物种单一、结构简单、抗

逆力差。在东部脆弱带上，由于油田建设、放牧、开

垦，不仅稀有植物数量锐减，而且使大面积的柽柳、

芦苇资源急剧减少，使生态系统更为脆弱。

牪 黄河三角洲的环境质量

该区大气质量较好。

除黄河外，入海河流均出现犆犗犇、犅犗犇牭，石油

类等不同程度的污染；地下潜水位、矿化度高，都基

本不能为农业和生活所用。

土壤有机质在牥牣牫牱％—牨牣牱牴牱％之间，牳牥％耕地

低于牨牣牥％，属中、下水平。氮、磷缺乏，钾含量丰

富。锌、硼等微量元素不足。含盐量高 （最高达

牨牣牬％牘。油井附近有重度石油污染。有机氯残留及铜

均未构成土壤污染。

牫 黄河三角洲农业开发对环境的影响

牫牣牨农业开发总体规划

坚持以治水改土为重点，综合运用工程、生物、

农艺等措施，对水土资源进行综合开发、治理、利

用。建立国内先进水平的气象保障体系。新建、扩建

此处黄河三角洲主要指东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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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科技含量、附加值、出口创汇率、市场占有率高

的农产品加工项目。

“九五”期间，种植业开发荒地牪牣牳万公顷，改造

中低产田牬牣牬牰万公顷。营造经济林、用材林、防护林

牨、牥牣牳、牥牣牱牫万公顷；新增森林面积牫牣牨牫万公顷；林

木复盖率达牨牭％。开发天然、人工草场牨牣牪万、牪牣牨牫

万公顷。开发海水、淡水养殖面积牥牣牳万、牥牣牫牫万公

顷。

牫牣牪农业开发的环境影响分析

牫牣牪牣牨水环境影响

引黄尾水排入各河流可稀释地表水污染物。开

发初期，盐径、泥沙、农用化合物对地表水有一定影

响。由于排水河道下游基本无农业区，多直接入海，

降低了土壤盐分淋洗形成的盐径对地表水的不利影

响。因土地进行严格的方田整平，增加了林木覆盖率

和土壤有机质，地表径流小、速率低，仅附近水体接

纳土壤侵蚀形成的少量泥沙。农作物需水需肥期以

及降水集中与作物需肥期有一定时间差，同时逐步

减少化肥用量并合理施用；所用的低毒、短残留的有

机磷农药，注意了避开降雨天，所以农用化合物对地

表水负面影响很小。经长距离边缘有草的排水沟净

化，进入海水的污染物则更少。

牫牣牪牣牪大气环境影响

由于植被盖度加大，改善了空气质量。因农业生

产强度加大而增加的甲烷和氧化亚氮大约分别为

牫牱牫牬牳牣牫牭和牭牪牥牣牴牭狋，仍小于该区域环境容量，并低

于国内耕地集中区排放量。散发至空气中的氨、农药

数量很有限。

牫牣牪牣牫土壤环境影响

土壤有机质增加，含盐量降低，理化性质改善。

由于强调配方施肥，强化耕作措施，逐渐加大有机肥

施用量，削弱了化肥导致土壤板结的影响。有机磷农

药集中喷施，次数少、用量低、分解快，影响很小。少

量使用的硫酸铜大都用在背景很低的荒地，起码经

过牪牥年以上才能达到环境容量的最高允许值。地膜

基本只用在棉花、花生地，并积极推广揭膜技术，尽

量使用可降解膜，对土壤的通透性影响不大。新建水

库周围、排水干沟部分地段两侧牨牥牥—牪牥牥犿 范围

内，有可能出现渗水导致的盐碱化加重。但排水系统

较深，盐碱化会得以控制。沉沙池附近土壤可能沙

化，但可尽早盖淤还耕，故影响不大。

牫牣牪牣牬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牗牨牘 陆地生态 中低产田由生境不良、结构简

单、稳定性差、生产率低的农业系统；宜农荒地和草

场由生产条件、十分脆弱的生态系统，均转变为生境

条件良好、结构较复杂、稳定性较好、生产率较高的

农业生态系统。

虽然区内有些野生物种消失，但自然保护区内

仍有大量稀有物种分布。

牗牪牘湿地生态 湿地的农业开发规模小，多仍保

持湿生环境或变为水生环境。水库周围、排水沟下游

土壤湿度加大，湿地物种增多，生产力上升；而上游

水位降低，洪涝时接纳泥沙，湿地会发生萎缩。

自然保护区内黄河口一带的湿地会因黄河引水

不当而导致萎缩，值得注意。

牗牫牘水生生态 农业开发减少下游黄河淡水水

源，使河内、河口一带水生生态系统生产力有所下

降。河口咸淡水交汇类型的水生生态系统将向河流

侧内移。但黄河取水每年在牫—牰月份，并保证冲沙

防洪能力，此外，下游河段每年出现断流，已切断了

河内游鱼类通道，所以不会加重对黄河水生生态系

统的负影响。拦蓄、灌排河道，水库的水源相对稳定，

对水生生态环境影响不大。沿海水域由于接纳了农

业开发形成的大量营养物，有利于提高生产力。

总之，黄河三角洲农业开发环境影响的正效应

是主要的。

牬 黄河三角洲农业开发改善和保护环境的

对策

牬牣牨做详细的农业区划，调整农业用地规模、结构、

布局。不适宜种植业的土地尽快退耕还草、还林。面

上开发与深度开发相结合，先腹地后滨海，留出黄河

改道流路。近中期应以种植业为主，逐步扩大林、牧

业比重。

妥善保护现存林地，利用新淤土层较厚和沿黄

高地盐渍较轻的有利条件，建设以乔、灌防护林为

主，并和用材林、经济林、农牧区林网带相结合的绿

化体系。

畜牧业近中期仍应以农区饲养为主，有计划地

封滩育草、建设人工草场，开发一批中小型集约化畜

牧业生产基地。

牬牣牪进一步开发黄河水，合理开采地下水，积极拦蓄

地表水和过境客水。搞好引黄灌区的续建、配套、改

造等水利工程。水库、水渠加强防渗措施，避免高水

位长期蓄水，与农田之间留牨牥牥—牪牥牥犿防护距离。

无沉沙灌区应远距离输沙，自流与扬水相结合。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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