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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农业活动对水土保持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谢彦峰 王婷

北京信诺亿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新疆乌鲁木齐，830000；

摘要：新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农业活动对水土保持产生了多方面影响。本文聚焦于此，深入剖

析新疆农业活动特点，全面探讨其对水土保持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土地利用变化、灌溉方式、农业生产活动

以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水土保持。为应对这些挑战，提出合理规划土地利用、推广节

水灌溉技术、加强农业生产管理、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水土保持监测与监管等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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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疆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业产区，农业的发展对于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地方经济增长意义重大。然而，

新疆生态环境脆弱，水土保持任务艰巨。农业活动作为

人类与自然交互最为密切的领域之一，其对水土保持的

影响不容忽视。不合理的农业活动可能导致水土流失加

剧、土壤质量下降，进而威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深入研究新疆农业活动对水土保持的影响，并提出切实

可行的应对措施，对于实现新疆农业的生态、经济和社

会效益的统一，推动新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1 新疆农业活动概况

1.1 新疆农业的主要类型与布局

新疆农业类型丰富，种植业是新疆农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棉花是新疆的优势农作物，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

2500万亩左右，占全国棉花种植面积的 80%以上，产量

占全国总产量的 85%以上，新疆已成为我国最大的优质

棉生产基地。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也有一定的种植规

模，保障了区域内的粮食供应。畜牧业在新疆农业经济

中占有重要地位。新疆拥有广阔的天然草场，可利用草

场面积达 7.2 亿亩。主要畜种有细毛羊、伊犁马、新疆

褐牛等。近年来，新疆畜牧业不断发展，肉类、奶类等

畜产品产量稳步增长。林果业是新疆特色农业的代表。

新疆特色林果种植面积超过 2200 万亩，年产量超过

1200万吨。其中，葡萄、红枣、香梨、苹果等特色林果

品质优良，畅销国内外市场。以下是新疆主要农业类型

布局情况简表 1：

农业

类型
主要分布区域 代表农产品

种植

业

天山北坡经济带、塔里木盆地边缘

绿洲
棉花、小麦、玉米

畜牧

业

阿勒泰地区、伊犁河谷、巴音郭楞

蒙古自治州

细毛羊、伊犁马、新

疆褐牛

林果

业

吐鲁番盆地、阿克苏地区、喀什地

区
葡萄、红枣、香梨

1.2 新疆农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

近年来，新疆农业取得了显著成就。农业总产值持

续增长，2022 年新疆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 5963.45

亿元，比上年增长 6.3%。粮食产量稳定在 1700 万吨以

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在发展趋势方面，

新疆农业正朝着现代化、产业化方向迈进。一方面，农

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

过 85%，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农业产

业化经营步伐加快，农产品加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形

成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品牌，如“库尔勒香梨”

“吐鲁番葡萄”等。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

进，新疆农业对外合作不断加强，农产品出口规模不断

扩大，为新疆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2 新疆农业活动对水土保持的影响

2.1 土地利用变化对水土保持的影响

2.1.1耕地扩张与土壤侵蚀

新疆部分地区为追求农业增产，存在盲目开垦荒地

的现象。以塔里木河下游为例，过去几十年间，大量天

然植被被开垦为耕地，使得原本稳定的生态系统遭到破

坏。天然植被的根系能够固结土壤，减少水土流失，而

耕地开垦后，土壤暴露在外，抗风蚀和水蚀能力下降。

据相关研究表明，在该区域耕地扩张后，土壤侵蚀模数

从原来的 500-1000t/(km²·a)增加到 1500-2500t/(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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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a)，土壤侵蚀加剧，大量肥沃的表层土壤流失，导

致土地肥力下降。

2.1.2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与水土保持功能改变

随着农业结构调整，一些传统牧区转变为农区，土

地利用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例如，伊犁河谷部分地区

原本是大面积的草原牧场，近年来部分草原被开垦为农

田。草原植被具有良好的水土保持功能，其根系发达，

能够深入土壤，增加土壤的凝聚力和抗冲性。而农田在

耕种过程中，土壤频繁翻动，结构被破坏，水土保持功

能减弱。同时，农田灌溉和排水系统如果不合理，还可

能导致土壤盐碱化，进一步影响水土保持。

2.2 灌溉方式对水土保持的影响

2.2.1传统灌溉与土壤问题

新疆部分地区仍采用大水漫灌的传统灌溉方式，这

种方式不仅浪费水资源，还对水土保持造成负面影响。

在北疆的一些棉田，大水漫灌使得土壤长期处于饱和状

态，水分蒸发后，盐分在土壤表层积累，导致土壤盐碱

化。据统计，采用大水漫灌的棉田，土壤含盐量平均每

年增加 0.2%-0.3%，土壤结构被破坏，通气性和透水性

变差，土壤板结现象严重，影响了植物根系的生长和发

育，进而降低了土壤的水土保持能力。

2.2.2节水灌溉的推广与效果差异

虽然新疆近年来大力推广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

术，但在一些偏远地区，推广难度较大。节水灌溉技术

能够精确控制水量，减少水分深层渗漏和地表径流，有

利于水土保持。例如，在阿克苏地区的部分果园采用滴

灌技术后，土壤水分利用率提高了30%-40%，土壤侵蚀

量明显减少。然而，由于节水灌溉设备成本较高、农民

认识不足等原因，部分地区节水灌溉技术的普及率仍然

较低，传统灌溉方式对水土保持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

2.3 农业生产活动对水土保持的影响

2.3.1施肥与土壤质量

在农业生产中，过量施肥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新疆一些农田为了追求高产，大量使用化肥，尤其是氮

肥。长期过量施用氮肥会导致土壤酸化，破坏土壤结构，

降低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例如，在昌吉回族自治州的

部分农田，由于长期过量施肥，土壤 pH 值从原来的

7.5-8.0 下降到 6.0-6.5，土壤团粒结构减少，土壤变

得松散，容易受到风蚀和水蚀的影响。

2.3.2农药使用与土壤污染

农药的使用在防治病虫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不合理使用也会对水土保持造成危害。部分农民在使用

农药时，不按照规定的剂量和方法进行，导致农药残留

在土壤中。农药残留会破坏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影响

土壤的生物活性和生态功能。例如，在石河子市的一些

棉田，长期大量使用农药后，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数量

减少，土壤肥力下降，同时农药残留还可能随雨水冲刷

进入水体，造成水体污染，间接影响水土保持。

2.4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水土保持的影响

2.4.1农田水利设施与地表径流

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对于保障农业灌溉至关重要，

但如果设计不合理，会对水土保持产生不利影响。一些

农田灌溉渠道年久失修，渗漏严重，导致大量水资源浪

费，同时增加了地表径流量。例如，在喀什地区的一些

灌区，由于渠道渗漏，地表径流系数从原来的 0.2 增加

到 0.35，加剧了土壤侵蚀。此外，不合理的排水系统也

可能导致地下水位上升，引发土壤盐碱化，破坏水土保

持。

2.4.2农村道路与土壤侵蚀

农村道路的建设为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运输提供了

便利，但道路修建过程中会破坏地表植被，改变地形地

貌，增加土壤侵蚀的风险。在新疆的一些山区，农村道

路多沿山坡修建，道路边坡防护措施不到位，在降雨时，

边坡土壤容易被冲刷下来，造成水土流失。同时，道路

建设还会改变地表径流的流向和汇集方式，使原本分散

的径流集中，加大了对周边土壤的冲刷力度。

3 新疆农业水土保持的应对措施

3.1 合理规划土地利用

要依据新疆不同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生态环境承

载能力以及农业发展需求，制定具有高度科学性和前瞻

性的土地利用规划。在北疆的山区，应严格限制陡坡地

的开垦，将坡度大于25°的山地划定为生态保护区，重

点发展林业和生态旅游业，通过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等

措施，增强山区的植被覆盖度，提高土壤的水土保持能

力；对于坡度在 15°-25°之间的坡地，可适度发展林

果业，采用等高种植、修筑梯田等方式，减少水土流失。

在南疆的绿洲区域，要合理确定农田、林带和居民点的

布局，控制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张，确保一定比例的生态

用地用于建设防护林带和生态湿地，形成农田防护林网

体系，有效阻挡风沙侵袭，降低土壤风蚀风险，实现农

业用地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3.2 推广节水灌溉技术

加大对节水灌溉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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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开展联合攻关，研发适合新

疆不同农作物和土壤条件的节水灌溉技术和设备。在北

疆的棉花种植区，大力推广滴灌技术，根据棉花的生长

需求精确控制水量和施肥量，提高水资源和肥料的利用

效率，减少深层渗漏和地表径流，降低土壤盐碱化的发

生风险；在南疆的特色林果业基地，推广微喷灌技术，

既能满足林果生长对水分的需求，又能避免大水漫灌造

成的水资源浪费和土壤板结问题。同时，建立节水灌溉

示范工程，组织农民实地参观学习，通过现场讲解、操

作演示等方式，让农民直观了解节水灌溉技术的优势和

操作方法，引导农民积极采用节水灌溉方式，提高节水

意识和技能水平。

3.3 加强农业生产管理

积极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通过采集土壤样本，

分析土壤中的养分含量和农作物的需肥规律，为农民制

定个性化的施肥方案，实现精准施肥。在新疆的主要农

产区，建立土壤养分监测点，定期监测土壤养分变化情

况，及时调整施肥建议，减少化肥的过量使用，降低土

壤污染和酸化的风险。同时，推广精准施药技术，利用

先进的农业机械设备和信息技术，实现农药的精准喷洒，

提高农药的利用率，减少农药残留对土壤和水体的污染。

改进农业机械作业方式，在农田耕作时，采用保护性耕

作技术，如少耕、免耕和秸秆还田等，减少对土壤的翻

动和破坏，保持土壤的结构和肥力；在农业机械作业过

程中，合理控制机械的行驶速度和作业深度，避免过度

压实土壤，提高土壤的透气性和透水性，增强土壤的水

土保持能力。

3.4 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是提高农业水土保持能力

的重要环节。加大对灌溉渠道和排水系统的改造和维修

力度，采用防渗材料对渠道进行衬砌，减少渠道渗漏，

提高灌溉水的利用效率；优化排水系统的布局和设计，

确保排水畅通，降低地下水位，防止土壤盐碱化。在新

疆的干旱地区，建设大型的水利枢纽工程和水库，增加

水资源的调控能力，保障农业灌溉用水的稳定供应。同

时，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充分考虑水土保持要求，在

道路建设时，设置边坡防护措施，如种植草皮、修建挡

土墙等，防止道路边坡的水土流失；在农田整治过程中，

合理规划田块和沟渠，保持田面的平整度和坡度，减少

地表径流的冲刷力，提高农田的水土保持效果。

3.5 加强水土保持监测与监管

建立健全水土保持监测体系，利用卫星遥感、无人

机、地面监测站等多种技术手段，对新疆农业区域的水

土流失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定期发布水土保持监测报告，

及时掌握水土流失的动态变化情况，为制定水土保持政

策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加强对农业活动的监管力度，

制定严格的农业生产规范和环境保护标准，对违反水土

保持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建立农业项目水土

保持审查制度，对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农业项目进行水

土保持方案审查，确保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采取有效

的水土保持措施。同时，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提高

农民的水土保持意识，引导农民自觉遵守水土保持规定，

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水土保持的良好氛围。

4 结论

新疆农业活动在土地利用、灌溉方式、生产管理及

设施建设等方面对水土保持产生了显著影响，导致水土

流失问题突出，危害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通过合理规

划土地利用、推广节水灌溉、加强生产管理、完善基础

设施、强化监测监管等应对措施，可有效改善水土保持

状况。未来需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探索创新水土保持

技术，完善政策保障体系，推动新疆农业与生态环境协

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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