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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沿岸不同生态功能区耕地整治与优化调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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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黄河中下游的河南省孟津县为例,从生态服务性、景观完整性和生态敏感性等方面构建国土空间生态重要

性评价体系,对 2001—2018 年间不同生态功能区内耕地演变进行定量分析,以推动黄河滩区生态功能恢复和农业

高质量发展为终极目标,结合相关规划提出了分类调控方案。 结果表明:孟津县的国土空间划分为极重要区

(104郾 61 km2)、较重要区(245郾 26 km2)和一般区(384郾 90 km2)3 种类型,极重要区主要位于黄河滩区,在维护黄河

流域水生态安全中起着关键作用。 根据已有的优势空间和社会经济基础,制定了差别化的耕地调控方案:在极重

要区,应积极推动退耕还滩,实施生态耕作模式;在较重要区,应加大对自然本底条件好而耕作不便利耕地的整治

力度,为规模化农田建设创造条件;在一般区,应以社会化平台为依托,推动耕地的复合利用。 孟津县黄河滩区需

要退耕的土地面积为 12郾 67 km2,滩区耕地的有序退出有利于放大国家黄河生态战略的叠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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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ngjin County was selected as the case study area to 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ecological importance for territorial space from the aspects of ecological service, landscape integrity and
ecological sensitivity. And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was made on the evolu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 different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from 2001 to 2018. With the ultimate goal of promoting the restoration of
ecological func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鄄quality agriculture in the Yellow River shoal area, a
classified regulation scheme was put forward in combination with relevant plann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ational spatial ecological importance of Mengjin County can be divided into high important area
(104郾 61 km2), middle important area (245郾 26 km2) and low important area (384郾 90 km2), the high
important area was mainly located in the Yellow River beach area, which played a key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water ecological security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o promote regional high鄄quality development, it
wa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existing advantageous space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foundation to work out
differentiated farmland regulation plans. In the high important area, it was important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return of farmland to the beach and implement the ecological tillage model. In the middle important
area, it was necessary to intensify the improvement of cultivated land which was not convenient for
cultivation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large鄄scale farmland construction. In the low important area, the social
platform should be used to promote the compound utiliz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t was determined that the
area needed to be converted to farmland in the Yellow River beach area of Mengjin County was
12郾 67 km2, the orderly withdrawal of cultivated land in the beach area was conducive to magnifying the
superposition effect of the national Yellow River strategy.
Key words: Mengjin County; cultivated land;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 regulation; optimization



0摇 引言

耕地作为土地资源的精华部分,是人类社会生

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众多学者基于不同视角进行

了研究论证[1 - 6]。 对于人地关系较为紧张的中国而

言,维持耕地面积稳定不仅是“端好饭碗冶的保障,
同时也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生态安全的基

础。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快速发展的工业

化、城镇化建设导致大量耕地资源被占用,为此政府

主导实施了系列的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在一定

程度上实现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战略目标。 但

“占补平衡冶补充的耕地主要来源于对荒山、荒滩等

后备资源的开发,长期过度强调耕地数量平衡,不可

避免地造成“占优补劣冶、生态安全被忽视等一系列

问题[7 - 12]。
黄河流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和农业生

产基地,黄河三角洲及其沿岸滩涂是全国主要的耕

地资源储备区[13]。 黄河流域的土地利用变化引起

众多学者的关注,其中,耕地资源是研究的重点领

域[14 - 18],流域内耕地保护与利用的研究热度随着国

家宏观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从最初的滩区

开发与新垦耕地的生产能力测算[19 - 21],到耕地的演

化轨迹与时空变换[13,22 - 23],再到生态效益与利用管

理[24 - 26],研究内容呈现不断丰富化的趋势。 加大对

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力度、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

展是新时代的国家重大战略[27]。 当前,打造以滩区

湿地为代表的天然生态廊道、建设国家黄河生态公

园是黄河沿岸区域即将开展的重大国土整治工程。
黄河滩区曾经的无序开发已经被证明是一种短视行

为。 打通黄河生态廊道,恢复黄河滩区的连续性和

完整性,构建优良的生物栖息环境,为自然争取更多

的生态空间,必然会导致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争

地矛盾加剧。 因此,科学识别“退耕还滩冶的范围区

间是落实滩区生态修复的基础前提,推动农业高质

量发展需要立足于区域的资源禀赋条件,按照其生

态功能定位,分区、分类施策,进而放大农业利用的

倍增效应。
孟津县作为黄河中下游的典型区县,其地理环

境特殊,区内耕地资源演变激烈。 县域北部是黄河

小浪底水库、西霞院反调节水库与黄河河道。 自

2000 年 7 月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运行以来,主河道

被控制在固定的河槽之内,县域东北部的沿岸滩涂

由季节性淹水转变为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导致滩涂

湿地空间不断萎缩;西北部是小浪底水库沿岸的黄

土沟壑区,区内地形起伏大、田块破碎度高、生态敏

感与耕作不便高度叠加,随着农业劳动力的逐步析

出弃耕现象频现;南部与洛阳城区邻接,受城市扩张

的影响,优质农业空间不断被建设挤压。 传统发展

模式忽视了耕地开发利用对区域生态安全的影响,
并导致耕地数量与质量空间的不稳定,对粮食安全

生产造成一定的隐患。 本文以黄河沿岸的孟津县为

例,通过构建国土空间生态重要性评价体系,划分国

土空间生态功能区,研究不同生态功能区内耕地资

源演变区域分异特征,以落实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梳
理出适应不同功能区发展的耕地分类调控方案,以
打通黄河生态廊道、恢复滩区湿地生态功能为导向,
统筹考虑生态环境整治与社会发展、稳定等现实问

题,提出滩区耕地退出利用的生态方案,以期为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案例借鉴。

1摇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郾 1摇 研究区概况

孟津县位于河南省中西部、黄河中下游地理分

界处,孟津县中西部为黄土高原的余脉———邙山,东
北部为黄河阶地,较为平坦,西部山区最高海拔

481 m,东部黄河滩地最低海拔为 120 m,东西长

55郾 5 km,南北宽 26郾 9 km,总面积 734郾 77 km2。
黄河自新安县从西进入孟津县,流经小浪底镇、

白鹤镇和会盟镇 3 个乡镇,黄河小浪底大坝位于孟

津县小浪底村,小浪底水库总面积约为 272 km2;西
霞院水库大坝位于白鹤镇西霞院村,西霞院水库是

小浪底水库的反调节水库,水库库区较为开阔,总库

容达 1郾 45 亿 m3,平均水深 4 ~ 6 m。
1郾 2摇 数据来源与处理

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孟津县自然资源局提供的

基于一调的 2001 年变更数据库(1 颐 5 000),基于二

调的 2018 年变更数据库(1 颐 5 000);生态红线数据

来源于孟津县自然资源局;水源及湿地保护区划来

源于《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

(2012—2020 年)》;DEM 数据、土壤数据来源于中

科院数据中心(http:椅www. resdu. cn)。
在数据处理方面,利用 ArcGIS 10郾 2,对相关矢

量数据进行统一空间坐标配准,通过对相关评价指

标进行空间缓冲,获取国土空间生态重要性评价的

基础数据;以《全国土地分类》 (过渡期间适用)和

《全国土地调查分类》 (2007 年)为基础,结合研究

的需要和区域土地利用的现实特征,将研究区两期

土地利用数据重新划分为耕地、建设用地、产业结构

调整用地(园地、设施农用地、其他农用地)、林地、
滩涂 /水域、未利用地共 6 类,并进行 10 m 伊 10 m 的

栅格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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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摇 研究思路与方法

2郾 1摇 研究思路

首先,以 2018 年土地利用现状为基础,依据区

域自然和生态规划资料,从生态服务性、景观完整性

和生态敏感性等方面选取指标,构建国土空间生态

重要性评价指标体系,判别出国土空间的生态功能

区间;其次,基于 2001、2018 年两期现状数据解析县

域耕地的空间流向,将耕地变化情况与国土空间生

态重要性评价结果相叠加,系统刻画不同生态功能

区耕地演变的空间分异特征,并提出不同生态功能

区耕地的优化调控路径;最后,以恢复滩区湿地生态

功能为目标,以“生态优先,尊重现实,还原历史,保
持稳定冶 的逻辑思路,提出黄河滩区的生态退耕

方案。
2郾 2摇 研究方法

2郾 2郾 1摇 国土空间生态重要性评价

系统查阅已有国土空间生态安全评价的研究成

果[28 - 32],依据对土地生态系统的属性认知,强调国

土空间生态安全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充分考虑指标

的代表性和数据的可获取性,紧密结合研究区的实

际情况,从生态服务性、景观完整性和生态敏感性等

方面选取评价因子,科学构建国土空间生态重要性

评价指标体系(表 1)。

表 1摇 孟津县国土空间生态重要性评价体系

Tab. 1摇 Ecological importance evaluation system for territory development in Mengjin County

系统层 指标层
因子分级及分值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权重

用地类型 滩涂 / 水域 林地 / 园地 耕地 未利用地、其他农用地 建设用地 0郾 156

生态服务性
地块面积 / hm2 > 20 15 ~ 20 10 ~ 15 5 ~ 10 0 ~ 5 0郾 115
湿地保护区 核心区 试验区 缓冲区 其他区域 0郾 219
生态红线 直接列入极重要区

景观完整性
种子斑块距离 / m 0 ~ 1 000 1 000 ~ 2 000 2 000 ~ 3 000 3 000 ~ 4 000 > 4 000 0郾 132
与河流的距离 / m 0 ~ 500 500 ~ 1 000 1 000 ~ 1 500 1 500 ~ 2 000 > 2 000 0郾 112

生态敏感性
坡度 / ( 毅) > 25 15 ~ 25 8 ~ 15 5 ~ 8 0 ~ 5 0郾 146
土壤质地 粉砂质 砂质壤土 壤土 壤质粘土 粘壤土 0郾 120

摇 摇 (1)生态服务性

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影响生态过程,进而影响生

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服务耦合了自然系统与社会

系统[33]。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国土空

间的生态重要性与土地的利用类型密切相关,黄河

流域水资源保障形势严峻,准确把握区域实际情况,
把水资源要素作为评价的最大刚性指标,因此,在用

地类型方面赋予滩涂 /水域最高分值;国土空间的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与地块面积有关,某种土地利用类

型面积越大,其生物多样性就越丰富、抗干扰能力就

越强,面积越小的地块其生态功能就相对越弱,依据

地块面积赋予相应的分值;《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将黄河滩区划分为核心区、
试验区和缓冲区,依据保护规划确定湿地保护区的

评价分值;生态红线对于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
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将生态红

线内的土地直接纳入极重要区。
(2)景观完整性

只有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才能实现区域生

态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景观完整性是表征国土空

间生态安全的重要指标。 孟津县黄河沿岸的山

体、水域、湿地构成了区域种子斑块的主体,并构

筑起了黄鹿山 小浪底水库 西霞院水库 黄河湿地

水禽自然保护区等大型生态斑块,这些种子斑块

在维持区域生态结构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河流作为自然的线状生态结构要素,能够有效串

联维持自然景观连续性的生态斑块,在 GIS 支持

下,对区域的种子斑块和河流进行空间缓冲,并依

据缓冲距离进行空间赋值,进而评价区域景观结

构的完整性。
(3)生态敏感性

生态敏感性是指区域生态系统对人类活动干扰

和自然环境变化的反映程度。 土壤作为众多微生物

资源的栖息地,其本身具有缓冲和过滤功能,土壤生

态环境越脆弱,区域生态敏感性越强。 孟津县大部

分区域属于黄土丘陵区,县域整体的土层较为深厚,
西北部的黄土沟壑区存在一定的水土流失状况,依
据区域自然情况的整体把握,参照相关研究[29,31],
将土壤质地与地形坡度相结合,评价区域生态敏感

程度。
经多次的专家论证,确定以地块为评价单元进

行指标赋值,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

(表 1),通过综合加权模型计算每个地块的生态重

要程度指数 Z,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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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移
n

k = 1
GkWk

式中摇 n———评价因子个数

Gk———第 k 个评价因子的量化分值

Wk———第 k 个评价因子的权重

2郾 2郾 2摇 耕地的增减变化测度

将 2001 年耕地分布图与 2018 年土地利用现状

图进行空间叠加,获取 2001—2018 年间孟津县耕地

减少的空间变化情况,将 2018 年耕地分布图与

2001 年土地利用现状图进行空间叠加,获取 2001—
2018 年间孟津县耕地增加的空间来源情况;将耕地

增减变化情况与国土空间生态重要性评价结果进行

叠加,获取不同生态功能区耕地演变的空间分布

情况。

3摇 结果与分析

3郾 1摇 国土空间生态重要性评价

以国土空间生态重要程度指数来反映国土空间

的生态重要性,指数越高,生态重要性越大。 孟津县

的国土空间生态重要程度指数分布范围为 1 ~
4郾 333,采用自然断裂点法将区域国土空间划分为:
极重要区 (2郾 908 ~ 4郾 333 )、较重要区 (2郾 001 ~
2郾 908)、一般区(1 ~ 2郾 001)。

如图 1 所示,极重要区主要分布在黄河沿岸的

会盟镇、白鹤镇和小浪底镇北部边缘的黄河河谷地

带,区域面积为 104郾 61 km2,约占全县国土面积的

14郾 24% 。 该区属于狭长型河谷阶地,区内地形相对

平缓,黄河作为大型生态廊道,有效串联小浪底水

库、西霞院反调节水库、黄河湿地保护区等核心种子

斑块,区域景观完整性强,生物多样性丰富,该区对

维护黄河流域水生态安全具有极重要位置,其国土

空间生态重要程度属于极重要层级。

图 1摇 孟津县国土空间生态重要性分布图

Fig. 1摇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importance
within Mengjin County

摇
较重要区主要分布在极重要区外围的小浪底镇

南部、白鹤镇南部、会盟镇南部和横水镇西部,在常

袋镇和麻屯镇也有少量分布,区域面积 245郾 26 km2,

约占全部国土面积的 33郾 37% 。 该区域属于典型的

黄土沟壑区,地块支离破碎,生态敏感性强,不当的

农业利用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区内土地利用以林地、
耕地为基质,建设用地为斑块,景观完整性差,其国

土空间生态重要程度属于较重要层级。
一般区主要分布在城关镇、朝阳镇、送庄镇及平

乐镇,区域面积为 384郾 90 km2,约占全县国土面积的

52郾 38% 。 该类型是孟津县国土空间的主体类型,区
域大部分属于缓坡丘陵地带,流经区内的瀍河为季

节性河流,导致大型生境斑块缺乏,区内耕地与建设

用地高度混杂,景观斑块杂乱,区域整体生态服务功

能不强,其国土空间生态重要程度属于一般层级。
3郾 2摇 不同生态功能区耕地演变的空间分异

耕地资源演变是一个减少、补充双向流动的时

空过程,2001—2018 年间孟津县社会经济迅猛发展

导致城镇周边大量耕地被建设占用,小浪底水库、西
霞院水库等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也使黄河沿岸的

土地利用形态发生明显改变。 同时,孟津县通过土

地开发整理复垦,维持了县域耕地面积的相对稳定。
2001 年全县耕地为 468郾 32 km2,因建设占用、产业

结构调整、退耕还林等影响共减少耕地 144郾 33 km2,
通过对建设用地复垦和滩涂、未利用地开发等措施

共补充耕地面积 90郾 8 km2,至 2018 年全县耕地面积

为 421郾 17 km2, 17 年 间 全 县 耕 地 面 积 净 减 少

47郾 15 km2。 本节从耕地减少去向和补充来源两方

面入手,系统刻画不同生态功能区耕地演变的空间

分异特征。
3郾 2郾 1摇 不同生态功能区耕地的减少流向

孟津县由于建设占用、产业结构调整、撂荒、调
整为滩涂 /水域、退耕还林而减少的耕地面积分别为

79郾 33、6郾 95、21郾 33、4郾 73、31郾 99 km2(表 2),其中,因
建设占用而减少占的比重最大,为 54郾 96% ,主要分

布在麻屯、城关、朝阳及白鹤等乡镇;其次是退耕还

林和撂荒, 分别占耕地减少总量的 22郾 16% 和

14郾 78% ,分布在小浪底、横水和白鹤等受地形约束

较为强烈的乡镇,如图 2 所示。 耕地因建设占用的

减少不可逆转,是需要重点管控的类型,因利用效益

的低下而产生的撂荒或者调整为林地是符合社会发

展规律的减少,劣质耕地的退出利用有助于区域生

态系统的修复,促进生物多样性建设;因产业结构调

整而造成的耕地减少,大都是农户将耕地调整为利

用效益更高的园地或设施农用地,由耕地转换为滩

涂 /水域主要是西霞院水库建设造成的耕地淹没。
如表 2、 图 2 所 示, 在 极 重 要 区 耕 地 减 少

8郾 18 km2,占极重要区国土面积的 7郾 81% ,极重要区

内耕地减少的主要流向是因水库建设淹没或调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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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2001—2018 年孟津县不同生态功能区耕地

资源减少流向

Tab. 2摇 Convers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to other land use
types in different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 from

2001 to 2018 km2

国土空间

耕地减少去向

建设

占用

产业结构

调整
撂荒

滩涂 /
水域

退耕

还林

合计

极重要区 1郾 48 0郾 25 2郾 02 3郾 98 0郾 52 8郾 18
较重要区 6郾 58 0郾 77 13郾 30 0郾 75 12郾 95 34郾 35
一般区摇 71郾 27 5郾 93 6郾 01 0 18郾 52 101郾 80

总计 79郾 33 6郾 95 21郾 33 4郾 73 31郾 99 144郾 33

图 2摇 2001—2018 年孟津县耕地减少的类型及空间分布

Fig. 2摇 Type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ltivated land
decrease in Mengjin County from 2001 to 2018

摇
滩涂(3郾 98 km2)、撂荒(2郾 02 km2),极重要区内耕地

退出利用有利于区域生态环境的修复,该区域应以

生态安全作为刚性约束条件,严格管控耕地转化为

建设用地。
在较重要区耕地减少 34郾 35 km2,占较重要区国

土面积的 14郾 01% ,较重要区内耕地减少的主要流

向是撂荒(13郾 30 km2)、退耕还林(12郾 95 km2),该区

作为极重要区的外围缓冲地带,区内部分耕地受地

形制约,田块面积较小,农田设施配套不完善,机械

运作不便,随着农户的务农机会成本不断增加,处于

边际化状态的耕地就会被撂荒或退耕还林,并呈现

不断增加的趋势。
在一般区耕地减少 101郾 80 km2,占一般区国土

面积的 26郾 44% ,一般区内耕地减少的主要流向是

建设占用(71郾 27 km2)、退耕还林(18郾 52 km2),该区

域与洛阳中心城区邻接,是孟津县规划的“一体两

翼冶(一体,以县城为中心与洛北现代服务中心对

接,两翼:南翼以麻屯、常袋为中心,建设功能完备、
优势突出、特色明显的卫星城市;北翼以会盟、白鹤

和华阳产业集聚区为依托,着力打造北部新城)产

业发展核心地带,受到城市产业扩散的影响,耕地不

断被建设占用,部分农户将耕地调整为花卉、观光等

设施农业来维持其经营利润,由于非农务工机会多,
也使不少农户将耕地调整为林地,彻底放弃耕作利

用。 区内因建设占用减少的耕地占耕地流失总面积

的 89郾 84% ,控制不合理的建设占用,是该区域耕地

调控的主要方向。
3郾 2郾 2摇 不同生态功能区耕地的补充来源

孟津县通过建设用地复垦、产业结构调整、未利

用地开发、滩涂开发、林地调整而补充的耕地面积分

别为 30郾 15、8郾 09、20郾 35、26郾 98、5郾 23 km2。 由表 3
可以看出,建设用地复垦补充耕地数量最多,占补充

耕地总量的 33郾 20% ,这与河南省早期开展的“三项

整治冶(“空心村冶、砖瓦窑、工矿废弃地整治),以及

近年来开展的“增减挂钩冶工作密切相关;其次,滩
涂开发 26郾 98 km2,占补充耕地总量的 29郾 71% ,这
是因为小浪底大坝截留成功后,黄河沿岸滩涂开发

成为补充耕地的重要来源,主要分布在会盟镇,如
图 3 所示;另外,作为黄土高原的余脉,孟津县荒山、
荒坡广布,未利用地开发也是补充耕地的重要途径

之一,未利用地开发 20郾 35 km2,占补充耕地总量的

22郾 41% ,主要分布在白鹤、小浪底等荒地资源较为

丰富的乡镇。

表 3摇 2001—2018 年孟津县不同生态功能区耕地资源

补充来源

Tab. 3摇 Conversion of other land use types into
cultivated land in different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 from 2001 to 2018 km2

国土空间

耕地增加来源

建设用

地复垦

产业结

构调整

未利用

地开发

滩涂

开发

林地

调整

合计

极重要区 0郾 88 0郾 67 0郾 80 22郾 94 1郾 04 26郾 33

较重要区 12郾 26 2郾 63 12郾 39 3郾 75 2郾 14 33郾 17

一般区摇 17郾 01 4郾 79 7郾 16 0郾 29 2郾 05 31郾 30

总计 30郾 15 8郾 09 20郾 35 26郾 98 5郾 23 90郾 80

图 3摇 2001—2018 年孟津县耕地增加的来源及空间分布

Fig. 3摇 Source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crease in Mengjin County from 2001 to 2018

摇
摇 摇 极重要区内补充耕地面积为 26郾 33 km2,占极重

要区国土面积的 25郾 16% ,极重要区内补充耕地的

主要途径为滩涂开发(22郾 94 km2),区内大规模的滩

涂开发导致滨河湿地急剧减少,区域生态系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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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下降、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影响,如不采取有

效的生态修复措施,必将造成难以挽回的生态

后果。
较重要区补充耕地面积为 33郾 17 km2,占较重要

区国土面积的 13郾 53% ,较重要区内补充耕地的主

要途径为建设用地复垦(12郾 26 km2)、未利用地开发

(12郾 39 km2);一般区内补充耕地面积为 33郾 30 km2,
占一般区国土面积的 8郾 65% ,一般区内补充耕地的

主要途径是建设用地复垦(17郾 01 km2)、未利用地开

发(7郾 16 km2)。
从表 3 可以看出,较重要区和一般区内补充耕

地来源较为相似,建设用地复垦和未利用开发是主

体。 将夹杂在耕地中的砖瓦窑、工矿废弃地、空心村

统一复垦,可以促进耕地的集中连片,有助于耕地规

模化利用;但是对未利用地的开发还需商榷,由于历

史上人们总是先开发自然条件优越的土地,经过长

久的开发,适宜开垦的土地基本开垦殆尽,目前能够

开发土地大都是山区自然适宜性差、耕作不便的脆

弱土地,在大量的现状耕地被撂荒、调整为林地的背

景之下,对区域未利用地开发,容易造成开发后就被

撂荒的过程性浪费。
3郾 3摇 不同生态功能区耕地的优化调控

长期对滨河滩涂的开发,导致滩区湿地急剧萎

缩,耕地重心不断向黄河沿岸靠近,探索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耕地调控方案是推动黄河流

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 在孟津县耕地边际化风

险不断加大的背景下[33],需要结合区域的优势空间

和社会经济基础,系统平衡生产、生活和生态需

求[34],制定出差别化的耕地利用方案。
3郾 3郾 1摇 极重要区耕地利用

极重要区现状耕地总面积为 42郾 86 km2,占极重

要区国土面积的 40郾 95% ,滩涂开发的新增耕地占

区域耕地总面积的 53郾 52% 。 新开垦土地主要用于

种植水稻和小麦,部分低洼地带被开辟为鱼塘。 滩

涂开发导致天然植被、鸟类栖息地受到不同程度破

坏,不当的农业利用给黄河滩区带来了面源污染,区
域生态功能定位与区域土地利用产生严重冲突。

区域耕地调控方案:以服务于黄河流域生态安

全为目标,通过综合整治全面提升区域的生态服务

性和景观完整性;积极落实滩区退耕,将黄河湿地生

态功能恢复作为调控利用的终极目标,尽力还原滩

区湿地原貌,开展过境电线入地治理,构建优良的生

物栖息环境,降低对黄河湿地水禽迁移的人为阻隔;
对于滩区继续耕作的土地,要以耕地生态化利用为

方向,全面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实施“平衡冶、
“可循环冶、“多样化冶生态耕作模式。

3郾 3郾 2摇 较重要区耕地利用

较重要区现状耕地总面积为 168郾 72 km2,占较

重要区国土面积的 68郾 81% ,区内新增耕地占区域

耕地总面积的 19郾 66% 。 该区整体的产业基础较为

薄弱,区内耕地利用存在的限制性因素较多,在城市

虹吸效应的作用下,长时期的人口单向流动,使得耕

地弃耕现象频频出现。
区域耕地调控方案:全面权衡耕地的生产、生态

功能,慎重对待未利用地开发;在丘陵区,要加大对

自然本底条件好而耕作不便利耕地的整治力度,系
统配套农田基础设施,为省工性机械的使用奠定基

础,降低耕地被边际化利用的风险;在平原区要加大

对低效建设用地的复垦力度,结合劳动力转移情况,
配套跟进权属调整,适时推进田块归并,为规模化农

田建设创设条件。
3郾 3郾 3摇 一般区耕地利用

一般区现状耕地总面积为 209郾 6 km2,占一般区

国土面积的 54郾 46% ,区内新增耕地占区域耕地总

面积的 14郾 93% 。 受城市辐射扩散影响,区域发展

空间、生态空间、生产空间高度叠加,临近城区的耕

地被建设用地切割得支离破碎,普遍转型为非粮化

利用,远郊地带由于耕作效益低下,在比较利益的驱

使下,不少耕地被调整为林地。
区域耕地调控方案:全面遵守乡村生产活动与

景观价值、功能定位相匹配的原则,推动耕地的复合

利用;在城乡交错区,要不断扩大休闲优美的农地服

务空间,全面提升耕地的农耕体验、生态涵养、观光

休闲等多元生活功能;在人口流失集中区,按照超前

性、换代性的理念,以社会化平台为依托,有步骤推

动撂荒耕地、闲置宅基地向“共享农田冶、“共享庄

园冶转型,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在远郊农田区,围绕

美丽乡村建设,强化耕地“优质、高产、高效冶的生产

功能,建立更加可靠的粮食保障基地。
通过差别化的耕地优化调控,构建层次分明的

黄河生态圈层,有利于放大国家黄河生态战略的叠

加效应。

4摇 极重要生态区耕地退出与生态修复

极重要区现状耕地总面积为 42郾 86 km2,其中,
由历史继承的耕地为 16郾 72 km2,此类耕地,要在符

合相关规划的基础上,推动其生态化耕种;另外,由
滩涂开发的新增耕地为 22郾 94 km2,对该类耕地,要
结合其区位条件实施分类管理。 耕地的退出利用需

要考虑历史因素、社会稳定、粮食安全、发展规划与

生态修复等多种因素[34 - 35],因此,本着“尊重现实,
还原历史冶的基本思路,结合生态红线划定、滩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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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差异[36],确定相应的调控方案。
4郾 1摇 耕地退出方案

(1)生态红线内的耕地应全部退出

生态红线涵盖了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

和生物多样性保育区,是目前为止国家确定的最为

严格的生态保护空间,是确保区域生态安全的刚性

底线,落入生态红线内的耕地面积为 2郾 81 km2,需要

退出利用。
(2)由滩涂开发的新增耕地需要分类施策

以恢复滩区湿地生态功能为目标,依据黄河中

下游滩区功能区[36] (图 4),对 2001 年滩涂被开垦

为耕地的土地,采取针对性的生态修复措施。

图 4摇 黄河中下游滩区功能区示意图

Fig. 4摇 Diagram of functional zoning in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Yellow River bottomland
摇

摇 摇 玉带为河床自然湿地,该区域是鸟类和爬行动

物的主要栖息地,应作为湿地核心区予以重点保护,
尽量减少人类活动干预,目前该区没有耕地。

域带为滨河生态修复关键带,该区域为距离河

岸 200 m 以内的地带,区内土壤为沙壤质,导水性

强,保肥性差,农业耕作活动容易造成河流污染,应
该禁止农业利用,区内有 5郾 67 km2的耕地是由滩涂

开发而来,需要退出利用,如图 5 所示。

图 5摇 孟津县黄河滩区耕地退出利用类型图

Fig. 5摇 Withdrawal of cultivated land in beach area of
Yellow River in Mengjin County

摇
芋带为滨河水文交错带,该区域为距离河岸

200 ~ 400 m 的地带,区内地下水与河流水联系密

切,应尽量减少农业生产活动,确保河流及地下水的

水质安全,区内有 4郾 19 km2的耕地由滩涂开发而来,
需要退出利用。

郁带为河漫滩外围区域,该区域距离黄河河道

有一定的空间距离,区内现有 13郾 08 km2耕地由滩涂

开发而来,该区的耕地利用对黄河湿地生态的影响

有限,对该类耕地需要采取环境友好、生态安全的耕

作方法,充分发挥耕地利用的经济、社会、生态等多

重效应。
4郾 2摇 退出耕地的生态修复

黄河滩区的生态修复必须以湿地生态功能恢复

为导向,依据区域的立地条件配置相应的植被结构,
通过系统化的修复,建立生态功能完整的滩区湿地

生态系统。

在修复方向上,斑块的空间邻接特征是观测研

究对象适宜某种用地类型的重要表征,假如退出利

用耕地与湿地灌木林相邻接,且邻接边界大于

50% ,则表示该地块修复为湿地灌木林也是可行的。
由于耕地利用的多适宜性,在具体的修复措施上要

体现出因地制宜的特点。
在生态修复关键带,应在滨河地带的退耕土地

上合理种植人工防护林,既防护河流侵蚀,稳固河

岸,也可以为鸟类提供觅食繁衍场所,在防护林外侧

耕地上要结合滩区微地貌,在地势低洼区种植耐水

的湿地灌木,在缓丘区种植固土、耐淹、耐旱的乡土

植物,增加滩区植被覆盖率,落实接近纯自然的湿地

生态恢复。
在水文交错带,将该区域的退耕土地改造为具

有湿地功能的荷塘或鱼塘,莲藕种植的人为参与过

程较少,莲藕在其生长过程中能够吸收大量的营养

物质,从而减缓污染物对河流及地下水的影响;鱼塘

养殖应遵循生态优先的基本原则,通过合理的食物

链布局,既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又可为鸟类提供更

多的食物资源。
综上所述,本研究确定的滩区退耕总面积为

12郾 67 km2,约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 3% ,由于黄河滩

区土壤透水性强,跑肥、漏肥严重,耕地质量等别低,
该退耕方案对粮食安全影响有限。 收入是影响农户

退耕意愿的重要因素,将部分适宜的土地改造为具

有湿地功能的荷塘或鱼塘,通过开展湿地观鸟、荷塘

泛舟、鱼塘垂钓为主体的生态游,可弥补部分的退耕

损失。 推动滩区退耕还需要配套相应的政策支持,
否则,在现有的耕地保护考核体系下,可能会出现退

耕与开发的时空冲突。

5摇 结论

(1)耕地资源演变是一个减少、补充双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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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空过程,由于城镇扩展及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导

致孟津县黄河沿岸的土地利用形态发生明显改变,
孟津县长期对滨河滩涂的开发导致滩区湿地急剧萎

缩、县域耕地重心不断向黄河沿岸靠近。
(2)通过差别化的耕地优化调控,构建层次分

明的黄河生态圈层,有利于放大国家黄河生态战略

的叠加效应。 在国土空间生态极重要区,应以服务

于黄河流域生态安全为目标,积极实施生态退耕;在
国土空间生态较重要区,应谨慎实施未利用地开发,
充分利用现有耕地,确保撂荒规模不再扩大;在国土

空间生态一般区,针对高端农产品消费与日俱增的

时代背景,应积极实施以功能为导向的耕地复合利

用,扩大休闲优美的农地服务空间,并适时推进“共
享农田冶、“共享庄园冶建设,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

发展。
(3)确定的滩区退耕总面积为 12郾 67 km2,约占

全县耕地总面积的 3% ,该退耕方案对粮食安全影

响有限。 将部分适宜的土地改造为具有湿地功能的

荷塘或鱼塘,通过开展以湿地观鸟、荷塘泛舟、鱼塘

垂钓为主体的生态游,可弥补部分退耕损失。 推动

黄河滩区退耕方案的落实还需要配套相应的政策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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