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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西北地区的压砂地发展历史超过百年，是由旱而生、因水而

兴而又受制于水的旱作农业区土地利用方式。近年来，伴随着现代农

业科技的发展和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产业及种植业结构

的调整，以宁夏中部干旱区域为代表的压砂种瓜产业成为当地农民

脱贫致富、增收避灾的新兴产业。近年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

府的推动下，宁夏中部干旱区域环香山地区压砂种瓜面积从 2003年
的 2万余亩快速发展到目前的 100多万亩，近万农户、十余万农民由
此受益，压砂富硒西瓜已成为宁夏驰名农产品享誉全国。但是，历史

的经验也为我们提供了压砂地利用若干年后土地及生产力由盛而衰

的诸多案例。是何种原因造成压砂地的衰退？衰退机制是什么？如何

利用科技手段保持压砂地的可持续生产力、避免压砂地撂荒或引发

潜在的土地荒漠化等问题既是困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焦点问题，也

是科技工作者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宁夏农林科学院的科技工作者在宁夏回族

自治区党委、政府推动旱作农业区压砂种瓜产业发展起始阶段，就将

压砂瓜品种、压砂瓜病虫害、压砂地生态及可持续性等重大科技问题

列为攻关对象，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压砂地衰退机制及生态系统

综合评价》一书，就是我院荒漠化治理研究所蒋齐研究员和他的研究

团队在利用“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压砂地可持续发展机

理研究及生态系统综合评价”研究所取得的资料及成果的基础上编

写而成。该书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通过大量的第一手实测资料，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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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本领域的科学进展，从理论上创新性地揭示了压砂地衰退机制。从

引起土地退化的水、土、气入手，在压砂地农田土壤水分、土壤理化性

状、压砂地微生物生化特性及群落结构和功能差异性、压砂农田生态

系统与土壤环境质量健康等方面，系统研究了造成压砂地衰退的土

壤生态环境各因子的表现特征，阐明了压砂地衰退的机理，建立了生

态安全评价体系和压砂瓜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体系，提出了维持压

砂地持续生产的策略。该书是一部应用基础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

学术专著。它不仅为压砂地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为压

砂地可持续管理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是一本非常珍贵的应用基础

研究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应用价值，对促进宁夏及西北干旱区压

砂地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作用。我相信该专著会受到压砂地区域

地方政府和相关专家及专业技术人员的欢迎。

压砂地的可持续利用关系到以宁夏中部干旱区域为代表的数十

万群众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到区域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改善。该科研成果，使我们增强了压砂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

信心。值此著作出版之际，我谨表示衷心的祝贺，并期望我们的科技

工作者继续关注压砂地区域的发展问题。我深信，在各级政府、社会

各界及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压砂地固有的“累死老子、富

死儿子、穷死孙子”的传说将成为历史。

宁夏农林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2013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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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砂田是我国西北地区劳动人民为了生存与干旱抗争，利用特定

的地理环境、土壤条件，经过长期生产实践不断总结而形成的一种具

有中国西北特色的土地利用形式。砂田在压砂前期（1耀10年）能有效
地协调和改善土壤水、热、气、肥等状况，达到土壤和作物之间的生理

协调，可起到明显的增渗、减蒸、保温、抗蚀作用，并有效提高降水利

用效率，活化土壤潜在肥力，为作物生长创造较好的环境条件，不仅

提高了土地生产力，同时还有明显的防风蚀效果。

近年来，西北地区特别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为改变干旱

区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的局面，确定了发展压砂硒砂瓜为主的新兴特

色产业，以达到提高宁夏中部干旱带农村、农民收入，改善县域经济

实力的目的，使得宁夏中部干旱带环香山地区压砂地得到突飞猛进

的发展，并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及宁

夏回族自治区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截至 2009年宁夏压砂地分布面
积已经超过 100万亩，初步形成了香山、常乐、兴仁、高崖、喊叫水、鸣
沙、白马 7个两万亩以上的压砂西甜瓜基地。
在这种人为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农田压砂、坡地压砂、荒地压砂

使得砂田面积不断增加，相应地造成了区域内生态景观也由压砂地

镶嵌于荒漠草原、荒地、旱作农田的多元化向单一压砂地转变，植物

类型由荒漠草原植被、旱地农作物、压砂地经济作物向单一压砂西甜

瓜转变，生态系统类型也由荒漠草原、旱作农田向压砂农田转变。由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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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多样性的转变及景观、作物种植的单一化，不仅造成了温度、光照、

热量、水分、风蚀等气象因子的变化，而且造成了植物、昆虫生境的改

变和土地质量的变化。尤其是压砂地种植若干年后，土壤环境质量逐

渐下降，地力衰竭，以及病虫危害的突发性，影响了农作物及瓜类正

常生长发育，导致土地生产力（作物产量）及农产品品质下降等问题

已成为影响压砂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上述问题不仅是宁夏特

色优势硒砂瓜产业长效发挥与壮大的瓶颈，也为压砂旱作农田地摞

荒，形成新的石质荒漠化植入了潜在的重大隐患。因此，压砂地为什

么会退化、其衰退的机制是什么、如何维持其持续稳定的生产力不仅

成为生态学家关注和研究的焦点，也成为政府高度关注的重大生态、

生产、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为此，课题组从影响压砂地土地生

产力的障碍因子，压砂地农田生态系统综合评价研究等方面开展系

统研究，摸清压砂不同种植年限土壤水分、土壤贮水量退化特征，土

壤机械组成、物理性状、肥力退化特征，土壤微生物生化特性、微生物

结构及功能多样性等退化机理，揭示影响压砂地生产力的障碍因子，

筛选出了宁夏环香山地区压砂地农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建立

压砂对农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影响的健康评价体系，进行宁夏香

山地区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评价和压砂地生态安全评价。研究成

果不仅对维护压砂地持续生产力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科技引

领、支撑作用，而且对带动压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新农村建

设，提高三农收入，维护区域民族稳定团结，保护区域生态安全具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是在宁夏农林科学院承担的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课

题“压砂地可持续发展机理研究及生态系统综合评价”

（2007BAD54B05）的资助下完成的。本书的研究成果得到宁夏回族自

衰退机制及生态系统综合评价压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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