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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湾南岸农业生态系统土壤保持功能及其生态经济价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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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运用土壤通用流失方程 (U SL E)研究了杭州湾南岸农业生态系统的土壤保持功能, 并评价了其经济价

值。研究表明, 由林地、水田和旱地组成的杭州湾南岸农业生态系统的土壤保持量为 5. 67×105 töa, 其经济价值为

20. 35×105 元öa, 其中减少土壤废弃的经济价值为 12. 33×105 元öa, 保持土壤养分价值为 4. 92×105 元öa, 减少泥

沙淤积价值为3. 10×105 元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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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U n iversal So il L o ss Equation (U SL E) , the au tho rs analyse the function fo r so il conservat ion of agro2
eco system s and its eco2econom ic value in sou th coast of H angzhou bay. T he resu lts indicate that the quan tity of so il conserva2
t ion in research area is 5. 67×105 töa. T he to tal econom ic value of so il conservat ion w as est im ated to be 20. 35×105 yuanöa.

T he econom ic value of reduction of so il disu se, p ro tect ion of so il fert ility and decrease of so il depo sit are 12. 33×105 yuanöa,

4. 92×105 yuanöa and 3. 10×105 yuanöa, respect ively.

Key words: so il ero sion; so il conservat ion; U SL E; sou th coast of H angzhou bay

　　土壤侵蚀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环境问题之一。据估计, 在

过去50 a 间, 土壤侵蚀已导致4. 0×108 hm 2 的土地丧失生产

力, 并引起其它一系列相关环境问题, 土壤侵蚀问题越来越

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及科技工作者的关注[1 ]。20 世纪 60 年代

美国水土保持学家W ischm eier 提出的通用土壤流失方程为

定量研究土壤侵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方法[2 ] , 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 我国学者对区域土壤侵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 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3～ 5 ]。

近年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经济价值评估研究已成为生

态学和生态经济学研究的热点, 土壤侵蚀量化研究的深入使

生态系统土壤保持功能及其经济价值评估研究成为可能。由

于土壤保持功能直接关系到区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因

此, 生态系统的土壤保持功能及其经济价值评估也便成为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6～ 8 ]。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生态系统为人类生存发展

提供了基本保障, 同时农业生态系统也是受人类活动影响非

常明显的生态系统, 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导向性开发利用将极

大地改变其服务功能的构成。农业开发活动可增加生态系统

的物质产出, 但也可能导致其他服务功能, 如土壤保持功能

的减弱或丧失。因此, 加强农业生态系统土壤保持功能及经

济价值评估研究对正确衡量农业开发活动的经济效益, 建立

区域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及可持续决策具有重要意

义。

1　研究区概况和资料处理

杭州湾南岸 (以宁波慈溪市域为主体) 位于我国东部沿

海中段的浙江省东北部及上海市东南、钱塘江口外, 其地理

位置介于北纬30°02′～ 30°24′, 东经121°02′～ 121°42′之间。土

地总面积有1 154 km 2, 全区总人口100. 84 万人, 人均土地面

积0. 114 hm 2, 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ö6。改革开放以来,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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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南岸社会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现代农业蓬勃发展, 国

民经济持续发展。2002 年, 慈溪市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

力排名中位居第 11 位, 是浙江省经济四强县之一, 综合实力

在全国百强县 (市)中列第17 位。

丘陵、平原、滩涂、海洋构成的台阶式现代地貌格局呈南

北向分布, 地貌类型相对齐全, 本区地带性植被属亚热带常

绿阔叶林, 东南部翠屏山丘陵海拔 300～ 400 m , 原始植被在

人类活动影响下已基本消失, 次生林和人工林广布。中部滨

海沉积平原河湖密布, 平均海拔3～ 5 m , 由于成陆时间短, 自

然植被以草本为主, 人工栽培农作物以水稻、棉花、大豆、油

菜、蔬菜等为主。北部淤泥质滩涂, 滩面宽阔, 植被以互花米

草、芦苇和碱蓬群落为主。杭州湾南岸农业开发历史悠久, 早

在公元前 4500 年就有先民活动, 河姆渡遗址表明当时的稻

作文化已相当发达。

杭州湾南岸为北亚热带南缘季风性气候, 冬暖夏凉, 年

日照时数、太阳辐射总量分别为2 038. 4 h 和 469 kJöcm 2, 年

平均降水量1 272. 8 mm。区内光热水时空分布配合较好, 气

候温暖湿润, 光温效率高, 雨水充足, 作物生长期长。所有这

些, 为多种生物和多样生态系统的形成和发育奠定了基础,

也为现代多种农业开发活动提供了资源保证。

本研究主要对杭州湾南岸林地、水田和旱地三类农业生

态系统的土壤保持功能及其经济价值进行研究。研究涉及到

的资料主要包括研究区 1∶5 万土地利用分类图 (2000 年)、

慈溪市土壤志 (1983 年)、研究区 1∶5 万地形图 (2000 年)、

10 个测站多年月平均降水量数据 (1967～ 1986 年)以及2003

年典型土壤质量调查数据、野外植被考察数据等。所有资料

用A rcöInfo 软件建立集成的空间数据库, 用于研究区农业生

态系统土壤保持功能经济价值计算。

2　水土保持功能经济价值评估方法

农业生态系统通过截流、吸收、下渗等作用可大大降低

雨水和地表径流对土壤表面的直接冲刷力, 从而有效地降低

土壤侵蚀造成的土壤肥力丧失和生态系统破坏, 减轻泥沙对

河流、湖泊和水库的淤积。因而, 农业生态系统在保护土地资

源、减少土地废弃、防止泥沙滞留和淤积、保育土壤肥力、减

少风沙灾害和减少土体崩塌泻流等方面具明显价值[9 ]。本研

究运用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和影子工程法从减少土地废

弃、保持土壤肥力和减轻泥沙淤积灾害 3 个方面来评价杭州

湾南岸农业生态系统的水土保持价值。

2. 1　土壤保持量的估算方法

生态系统的土壤保持量是潜在土壤侵蚀量与现实土壤侵

蚀量之差。潜在土壤侵蚀量不考虑生态系统的地表覆盖因素

和水土保持因素, 而现实土壤侵蚀量则考虑了地表覆盖因素

和水土保持因素的影响。由通用土壤流失方程 (U SL E) , 有

A c= A p - A r= R ·K ·L S · (1- C·P ) (1)

式中: A c——单位面积土壤保持量 ( töhm 2·a) ; A p ——单位

面积潜在土壤侵蚀量 ( töhm 2·a) ; A r——单位面积现实土壤

侵蚀量 ( töhm 2·a) ; R ——降雨侵蚀力因子; K ——土壤可蚀

性因子; L S ——坡长坡度因子; C ——地表植被覆盖因子;

P ——土壤保持措施因子。

R 是衡量特定降雨侵蚀力的指标。我们采用周伏建等人

根据南方实测数据提出的R 值计算式 (公式2) [10 ]　。该式符合

南方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 考虑了月降雨量的影响。根据杭

州湾南岸 10 个站位的多年平均月降雨资料, 运用 (2) 式可计

算出R 值的空间分布。

R = 6
12

i= 1
(- 1. 5527+ 0. 1792P i) (2)

式中: R ——年降雨侵蚀力指标[M J· (mm ö(hm 2·h·a) ],

P i——月降雨量 (mm )。

K 由影响可蚀性的土壤性质决定, 根据杭州湾南岸第二

次土壤普查资料可得到各类土壤质地及有机质含量等数据,

查阅相关学者提供的K 值表[2, 11 ] , 可得到不同农业生态系统

类型的K 值。

利用 1∶5 万数字高程模型 (D EM ) 提取栅格坡度因子,

坡长则由栅格尺寸和坡度得到, 并根据黄炎和等人建立的公

式 (3) [12 ]　, 获得研究区L S 的空间分布。

L S = 0. 05Κ0. 35Α0. 6 (3)

式中: Κ——坡长 (m ) ; Α——百分比坡度。

地表覆盖因子C 与土地利用、覆盖度密切相关, 是根据

地表植被覆盖情况不同而反映植被对土壤侵蚀影响的因素。

根据野外调研所获杭州湾南岸植被类型与平均盖度, 查阅

U SL E 中的C 值表可获得林地、水田和旱地生态系统的C

值。

P 为土壤保持措施因子, 杭州湾南岸水田绝大部分分布

在 329 国道线内侧海积平原上, 有一定的水土保持措施, 极

少数分布在山前、山间谷地上, 水田的P 值取0. 15, 林地和旱

地基本没有水土保持措施, P 值取1. 00[6 ]。

2. 2　杭州湾南岸农业生态系统土壤保持价值评估

2. 2. 1　减少因土壤侵蚀而产生的土地废弃价值

根据杭州湾南岸各农业生态系统土壤保持量和土壤容

重, 可计算出土壤保持体积, 再根据土壤耕作层的厚度, 可推

算出因土壤侵蚀而造成的废弃土地面积, 并用机会成本法计

算其价值。其计算公式为

E 1= 6
n

i= 1
A c·P 1 (PL ·Β·10000 (4)

式中: E 1——减少土地废弃的经济价值 (元öa) ; i——农业生

态系统类型; A c——第类生态系统土壤保持量 ( t) ; ΘL ——第i

类生态系统的土壤容重 ( töm 3) ; Β——土壤耕作层的平均厚

度, 取 0. 5 m ; P i——第 i 类生态系统的单位面积经济价值或

机会成本 (元öhm 2·a)。

2. 2. 2　保持土壤肥力的经济价值

土壤侵蚀带走了大量的氮、磷和钾等营养物质。不同土

壤中的氮、磷和钾含量大不相同。生态系统因减少土壤侵蚀

而造成土壤肥力损失的价值可以按下式计算

E 2= 6
n

i= 1
(A c·C j·M j·V j )　　 ( j= N , P, K) (5)

式中: E 2——森林保肥经济效益; A c——第 i 类生态系统单

位面积土壤保持量; i——农业生态系统类型, C j ——土壤中

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含量;M j ——土壤中的碱解氮、速效

磷、速效钾折算为硫酸铵、过磷酸钙和氯化钾的系数; V j ——

硫酸铵、过磷酸钙和氯化钾等化肥的价格 (元öt)。

2. 2. 3　减少泥沙对江河湖泊淤积的间接经济价值

按照我国主要流域的泥沙运动规律, 全国一般土壤侵蚀

流失的泥沙有24% 淤积于水库、江河、湖泊[6 ] , 这部分泥沙直

接造成了水库、江河、湖泊蓄水量的下降,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

了干旱、洪涝灾害发生的几率。可用下式计算生态系统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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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淤积灾害的经济价值[6 ]

E 3= A cöΘ·24% ·F (6)

式中: E 3——减轻泥沙淤积经济价值 (元öa) ; A c——土壤保

持总量 ( töa) ; Θ——土壤容重 ( töm 3) ; F ——水库工程费用
(元öm 3)。

3　评估结果分析

3. 1　杭州湾南岸农业生态系统土壤保持总量

由公式 (1) - (3)以及K、C、P, 可以分别计算出杭州湾南

岸各种农业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的现实土壤侵蚀量和潜在土

壤侵蚀量, 由此可计算得到单位面积土壤保持量。由于同一

类型的生态系统分布的地貌部位可能存在差异, 因而单位面

积的现实土壤侵蚀量也不尽相同, 因此, 我们用单位面积现

实土壤侵蚀量的平均值来计算单位面积土壤保持量。由此得

到林地、水田和旱地生态系统土壤侵蚀与保持量 (表1)。由表

1 可知, 杭州湾南岸三种农业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的土壤保持

量排序为林地> 旱地> 水田, 林地和旱地在保持土壤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

表 1　不同生态系统土壤侵蚀与保持量

生态系

统类型

面积

öhm 2

土壤侵蚀总量ö
(t·a- 1)

现实 潜在

平均侵蚀量ö
(t·hm - 2·a- 2)

现实 潜在

平均土壤保持量

ö(t·hm - 2·a- 1)

土壤保持

总量öt

林地 13152 25845 287634 1. 97 21. 87 19. 90 261789

水田 11975 420 43948 0. 03 3. 67 3. 63 43528

旱地 49381 13914 275546 0. 28 5. 58 5. 30 261632

合计 74508 40179 607128 - - 7. 61 566949

3. 2　杭州湾南岸农业生态系统土壤保持的经济价值

3. 2. 1　减少土地废弃的价值

土壤侵蚀导致表土耕作层的流失, 最终将导致土地废

弃, 生态系统的土壤保持功能对这种土地损失有抵御作用。

根据公式 (4) , 可得到杭州湾南岸不同农业生态系统减少土

地废弃的经济价值 (表 2)。由表2 可知, 林地、水田和旱地减

少土地废弃的经济价值分别为 5. 24×105 元、1. 25×105 元

和 5. 84×105 元, 三类农业生态系统减少土地废弃的总价值

12. 33×105 元 (表 3)。

表 2　不同生态系统减少土地废弃的经济价值

生态系

统类型

土壤容重

ö( t·m - 3)

机会成本

ö(元·hm - 2·a- 1)

土层厚

度öm

土壤保

持量öt

经济价值

ö105 元

林地 1. 25 12513 0. 50 261789 5. 24

水田 1. 20 17271 0. 50 43528 1. 25

旱地 1. 20 13425 0. 50 261632 5. 84

3. 2. 2　保持土壤肥力经济价值

土壤侵蚀导致土壤中N、P、K 等营养元素的损失, 农业

生产必须施加各种化肥才能取得农业收益。根据公式 (5) , 杭

州湾南岸各农业生态系统保持土壤肥力的经济价值可由化

肥价格、土壤保持量和各种类型土壤的养分含量得到。杭州

湾南岸林地、水田和旱地农业生态系统中碱解氮、速效磷、速

效钾的平均含量由慈溪市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及 2003 年典

型样点实测获得。

我们以杭州湾南岸林地土壤中分布面积最广的黄泥砂

土 (占山地土壤的 54. 13% ) 和黄砾泥 (占 24. 39% ) 的平均土

壤肥力状况来代替全区林地的土壤特征。典型黄泥砂土 (表

层) 的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含量分别为 124 m gökg、13

m gökg、203 m gökg; 黄砾泥 (表层) 的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

含量分别为 242 m gökg、13 m gökg、293 m gökg。本研究以黄

泥砂土和黄砾泥的分布面积比来代替全区林地土壤的面积

比, 分别计算其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含量, 得到林地土壤

保持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的含量分别为 42. 1 t、3. 4 t、

60. 6 t。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换算为硫酸铵、过磷酸钙和

氯化钾的系数分别为 4. 762, 3. 373 和 1. 667[13 ] , 由此得到杭

州湾南岸林地生态系统保持土壤中的养分以硫酸铵、过磷酸

钙和氯化钾形式计分别为200 t、12 t 和101 t。据农业部土肥

处资料, 2000 年硫酸铵、过磷酸钙和氯化钾的市场价格分别

为 750 元öt、398 元öt 和 1 054 元öt, 得到林地保持碱解氮、速

效磷、速效钾的经济效益分别为 1. 50×105 元、0. 05×105

元、1. 07×105 元, 总计2. 62×105 元 (表 3)。

根据1982 年土壤普查资料和2003 年典型土壤样品实测

数据, 取杭州湾南岸水田和旱地表层土的碱解氮、速效磷、速

效钾平均含量分别为 252 m gökg、10 m gökg、58 m gökg, 120

m gökg、14 m gökg、151 m gökg。杭州湾南岸水田生态系统保

持土壤中的养分以硫酸铵、过磷酸钙和氯化钾形式计分别为

52 t、1 t 和4 t, 保肥经济效益分别为0. 39×105 元、0. 01×105

元、0. 04×105 元, 总计0. 44×105 元 (表3)。旱地生态系统保

持土壤中的养分以硫酸铵、过磷酸钙和氯化钾形式计分别为

150 t、12 t 和66 t, 保肥经济效益分别为1. 12×105 元、0. 05×

105 元、0. 69×105 元, 总计1. 86×105 元 (表3)。

3. 2. 3　减少泥沙淤积的经济价值

土壤侵蚀输出的泥沙在湖泊、水库和河流的淤积将导致

这些水体库容的减小, 因此以蓄水成本, 即水库工程费用作

为机会成本评价生态系统在减少泥沙淤积方面的经济价值。

杭州湾南岸林地、水田和旱地生态系统的土壤保持总量

分别为 261 789 t、43 528 t、261 632 t, 土壤容重分别为 1. 25

töm 3、1. 20 töm 3、1. 20 töm 3, 同时取我国 1 m 3 的水库工程费

用为 0. 67 元, 得到各生态系统减少泥沙淤积的经济价值分

别为 1. 40×105 元、0. 24×105 元、1. 46×105 元, 总价值为

3. 10×105 元 (表 3)。

表 3　生态系统保持土壤的生态经济价值 105 元öa

生态系

统类型

面积

öhm 2

减少土

地废弃

减少养

分损失

减轻泥

沙淤积
合计

单价

ö(元·hm - 2·a- 1)

林地 13152 5. 24 2. 62 1. 40 9. 26 70

水田 11975 1. 25 0. 44 0. 24 1. 93 16

旱地 49381 5. 84 1. 86 1. 46 9. 16 19

合计 74508 12. 33 4. 92 3. 10 20. 35 27

4　结论与讨论

(1) 杭州湾南岸农业生态系统的年土壤保持总量为

566 949 t, 林地和旱地的土壤保持量分别达 261 789 t 和

261 632 t, 水田仅为 43 528 t。林地、旱地和水田的平均土壤

保持量分别为19. 90 tö(hm 2·a)、5. 30 tö(hm 2·a)和3. 63 tö
(hm 2·a)。

(2)杭州湾南岸农业生态系统年土壤保持总经济价值为

2. 035×106 元öa。林地和旱地土壤保持的经济价值分别达9.

26×105 元öa 和9. 16×105 元öa, 水田为1. 93×105 元öa。3 种

生态系统单位面积保持土壤的经济价值以林地最大, 其次为

旱地, 水田最小。土壤保持功能的经济价值排序为减少土地

废弃经济价值> 减少养分流失经济价值> 减轻泥沙淤积经

济价值。
(3)土壤保持功能仅是生态系统全部服务功能中的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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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部分, 而生态系统的总服务价值是相当巨大的, 它提供

着人类的巨额福利, 因而是不可替代的。随着人类认识的加

深,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经济价值也将

不断提高。因此, 在农业开发过程中, 必须保护生态系统的各

种服务功能, 并修复受损生态系统。
(4)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可以使人们更直观地认识生

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认识生态环境保持的重要性。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货币化, 有利于将自然资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

系, 估算农业的生态成本与经济效益, 并建立绿色GD P。
(5) 由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方法仍有很多不足之

处, 并且缺乏统一的测算方法和计量参数, 本研究对杭州湾

南岸农业生态系统土壤保持功能经济价值的评估是较初浅

的。更深入的研究需进一步探索更合理的价值转换方法, 形

成合理可行的价值估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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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 1969 年, 中苏关系恶化,“反修防修”的口号下,

地下铁道准备选择合适的城墙位置修建, 这一符合“军事需

要, 又不妨碍城市正常交通, 方便施工, 降低造价”的做法导

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拆除旧城楼。伴随着古城墙消失, 转河西

段及太平湖因修建地铁车辆场而湮灭。

1977 年 2 月至 1978 年 6 月间, 北护城河上段进行了治

理, 转河至北护城河段的暗沟, 由高梁桥向东穿过西直门车

站, 经西直门北大街、东小村路、太平湖地铁车辆段居住区接

入北护城河, 全长约1 621 m , 转河的一半都被封盖在地下。

1983 年 9 月 23 日在北京西直门外白石桥路北京图书馆

新馆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 现已落成。建筑设计呈典型的

中国式风格, 外型对称严谨, 房屋高低错落, 既有现代化图书

馆 的气魄, 又有浓郁的书院气息, 是 80 年代的十大建筑之

一。新馆刚好在紫竹院公园的旁边, 原来是大片的农田, 明清

以来, 在今北京图书馆新址范围内, 皆为农田, 惟在东南角近

白石桥处有左右并列高大银杏树二株, 老干挺拔, 树叶茂密。

文博专家史树青先生早年访古西郊, 时见其下尚存瓦砾, 询

之故老, 稽之文献, 知其地为元大护国仁王寺旧址[9 ]。

上个世纪 90 年代, 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了整个中国, 这

一地区, 兴建多座高层建筑。

进入 21 世纪, 人们逐渐理性的思考如何拥有一个更美

好的家园。可持续成为这个时代的共识, 追求文化内涵, 追求

人居环境的美。1998 年 4 月, 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 加大对

北京河湖治理的投资和力度, 还北京古都风貌。北京城市水

系治理工程由此正式启动。长河又于1999 年7 月完成治理,

实现了昆明湖至玉渊潭、昆明湖至北展后湖的通航。“水清、

岸绿、流畅、通航”的河道实用性和通航性大大提高, 万寿寺

和广源闸在这次改造中, 被完整自然的保留并修缮。这一切

带动了沿岸旅游业的发展。如今, 北京城水系长河旅游经营

公司在长河沿线经营水上观光、娱乐、休闲项目。沿线的“长

河湾”大型水系住宅小区, 是京城北环水系中一处借河生辉

的水景住宅。广源闸到西直门段作为城市滨水区, 正在成为

北京古城的点睛之笔。

综上所述, 北京长河广源闸到西直门段湿地的功能演变

如下: 漕运, 生态廊道, 旅游·游憩功能, 作为城市的“历史地

段”它保留了城市记忆, 集中反映城市自然景观演变、历史文

化发展、社会人文精神和历史文化精华。如何更好的保护和

利用该城市湿地, 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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