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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态一生产范式是近年提出的新理论，对其区划及其建设的内涵、研究内容与分析方法等方面，
都有待于进行深入的研究。
本书在总结分析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对生态一生产范式区划及其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做了初步探讨。
　　北方农牧交错带既是一条生态环境脆弱带，又是一条社会经济过渡带。
该区生态环境的状况，不仅影响该区可持续发展，而且直接影响着东部发达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
因此，如何在本区进行生态建设和发展生产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本书首先从整体上探讨了研究区生态一生产范式区划，给出不同范式的空间分布格局；又以冀西北的
怀来盆地为例，分析了在典型区域如何进行生态一生产范式建设。
本书的研究成果如下：　　（1）构建生态一生产范式区划体系。
提出生态一生产范式区划的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其中特殊原则为三条：生态与经济并重原则、注重
不同生态与生产功能带组合配置原则和适当照顾行政区完整性原则。
这三项原则体现出生态一生产范式的综合性、区域分异、操作性强等特点。
生态一生产范式区划采用生态一生产范式区、生态一生产范式小区、生态一生产范式单元区三级区划
等级系统。
并对区划的等级系统建立起相应的区划指标体系。
　　（2）从宏观和中小尺度两个层次，探讨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背景的地域分异规律。
依据地貌、气候特征，探讨了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背景宏观地域分异规律；依据对气候资源、土
壤资源、气候土壤综合利用潜力等方面特征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背景中小尺度的
地域分异规律。
在宏观尺度，将研究区划分为东部东北至华北农牧交错区（简称东区）、中部晋陕宁甘农牧交错区（
简称中区）和西部甘青农牧交错区（简称西区）三大区域，其中东区以中温带森林草原气候为主，中
区以暖温带大陆性森林草原气候为主，西区以温带高寒草原气候为主。
依据气候变化趋势的分析，东区主体在近40年为暖湿型，中区为冷干型，西区为暖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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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环境脆弱，是我国水土流失、荒漠化、草场退化等问题最集中、最明显的地
区。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生产范式区划及建设研究》扶宏观和中小尺度上，采用GIS与RS技术，
分析了该区在生态与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区域分异，对其进行了生态-生产范式区划研究。
并以山盆系统——北方农牧交错带的一种典型的生态-生产范式类型为例，探讨了地处冀西北的怀来盆
地的生态-生产范式的建设。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生产范式区划及建设研究》可供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遥感应用
等学科的院校师生和科研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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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葡萄、畜牧、果品、蔬菜为怀来县优势农业产业。
与区内自然资源差异相结合，产业布局调整如下：①粮菜发展区。
可分为西部河川粮菜区及北部丘陵粮菜区。
其中西部河川粮菜区包括西八里、大黄庄、东八里、沙城等4个乡镇；北部丘陵粮菜区主要包括存瑞
、王家楼及新保安等3个乡镇。
②葡萄发展区。
主要处于河谷平原中部，包括桑园、小南辛堡、大黄庄、土木等4个乡镇。
③果品发展区。
主要为水库南北两岸以及南北低山丘陵区，包括桑园、瑞云观、东花园、小南辛堡、官厅、孙庄子、
存瑞、狼山、土木、北辛堡等10个乡镇。
④牧业发展区。
包括沙城、东花园、孙庄子、新保安、土木、小南辛堡、存瑞、瑞云观、王家楼、鸡鸣驿等10个乡镇
。
伴随着产业布局的调整，怀来县种植业生产也将从传统的“粮经”二元结构将转化为新型的“粮经饲
”三元结构，实施草田轮作，粮经饲种植“2：1：l”的配置比例可作为种植结构调整的方向。
　　（3）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构建科技先导型的新型生态产业体系是怀来县农业产业发展的
主导方向。
怀来县生态产业建设的主要内容：①培育和发展以沙生中药材为主的特有植物的生产经营；②以绿色
无公害产品为主的蔬菜设施种植；③葡萄等地方特色系列果品开发；④以舍饲养畜为主的畜产品生产
经营；⑤具有区域特色的生态旅游业。
　　（4）循环性、群落性、增值性是产业生态区别于传统生态环境保护的显著特征。
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以系统的观点和方法进一步考虑物质流、能量流、金钱流的循环和流动，在
产业内部构成之间形成类似于自然生态链的关系，从而达到充分利用资源、减少废物产生、物质循环
利用、消除环境破坏，提高经济发展规模和质量的目的。
例如在农林牧加复合系统中，种植业可以为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提供原料；畜牧业则可以为种植业
提供优质肥料，为农产品加工业提供原料；农田防护林网则可以作为良好的风障，保护基本农田。
根据生态产业的增值效应，可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农业产业生态化实现机制，取得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政府则通过引导农户和企业施行绿色生产、绿色需求和绿色消费加快推进产
业生态化的步伐，最终实现农业的持续繁荣和增长。
　　（5）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区域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相辅相成的，是一个问题在两个侧面的
具体反映。
土地利用格局的优化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物质基础，产业结构的调整为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指明
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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