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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经济的亚“中心 -周边”结构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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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 ,如何抓住历史机遇、迎击挑战、缩小区域内部及区域之间的差距 ,促进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是区域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以全国大的中心 、周边关系为背景 ,运用亚“中心 -

周边”结构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 ,采用规范和实证的方法、区域比较法、个量与总量结合法、定性与定量结合法 ,

从市县域层次分析了宁夏经济的亚“中心 -周边”结构、“中心 -周边”关系的发展变化及未来发展趋势 ,接着从自

然条件、区位、资源、政策等方面剖析了造成宁夏当今及未来的中心、周边差异及两极分化趋势存在并进一步恶化
的原因。 最后 ,提出了消散周边地区、促进宁夏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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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integ rativ e tr end o f interna tional economy in nowadays, how to g r asp th e oppo r tunities, m ee t the challenges

and reduce the disparity among th e r egion inside and outside; and accelera te region economy development ha rmoniously a re

that o f the impor tant problems fo r r eg ion economy and othe r subjects. W ith the na tionwide center- pe riphery backg round, the

theo ries o f “ center- pe riphery” patte r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applied. Meanwhile the meth ods ar e adopted regional

comparison, th e combination of sing le quantity and g ro ss, the g ro ss and ave rage quantity , th e quantity and qua lity , it a naly ses

the changeful characte ristics o f dua listic economy st ructure, th e scale o f g r oss economy and aver age quantity o f fifteen regions

in Xinjiang , and finds out the r ela tionship be tween them. Through the compara tiv ely ana ly zing , a t last, the tactics fo r

promoting the r egion economy harmoniously ar e ra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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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与区域之间存在差异 ,区域内部也存在很大差异。对
于仅占全国总面积约 0. 69%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来说 ,因自然

条件、自然环境、资源禀赋、民族特征、经济活动等因素的差
异 ,不仅与东部地区在经济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很大的

差距 ,而且其内部也存在显著的宁北、宁中、宁南的差距、市县
间差距和城乡差距等。同时 ,这些差距又表现为民族居住区域

间的差距 ,而且 ,这种差距表现得越来越严重 ,且有两极分化

趋势。 这种差距及发展趋势的存在会对加强我国这个少数民

族集聚区的民族团结、保障区域政治稳定、促进区域经济发

展、协同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的实施产生严重障碍。 从避免障
碍、缩小差距、保障全区稳定繁荣的意义来讲 ,研究宁夏的“中

心 -周边”关系 ,加快中心地带的进一步繁荣和周边地区的消

失步伐 ,对宁夏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亚“中心 -周边”结构的涵义

经济增长中心是指一个区域 (或者是一国 ,或者是一个

大的中心周边地区 ) ,在一段长的时间内其 GDP连续以比较

快的速度 (如超过背景区的平均水平 )增长。这种增长主要是
某些特定的地域 (或城市 )形成的增长极 ,以这个增长极为辐

射源 ,其经济所能达到的辐射范围为其周边区域 ,该增长中

心与其辐射的周边区域形成的关系称为 “中心 - 周边”结

构 [1 ]。由于宁夏的这种结构存在于全国的“中心- 周边”结构

之中 ,所以称为亚“中心 -周边”结构。

2　宁夏经济的亚“中心 -周边”结构发展变化及未
来趋势预测

　　本文选取 1989年和 2000年全区 20个市县的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农

业总产值、人均工业总产值、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共 6项指

标所占全区相应指标的比重 ,以 1 /100作为对比标准进行指数

化处理 ,对所得到的 6个均量经济水平指数求几何平均数 ,为各

市县的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 并且 ,根据近 12年全区及各市

县各指标的年均增长率 ,运用复利公式 P= P0 ( 1+ a )n预测出

2010年全区及各市县的各指标值 ,并预测计算出 2010年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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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的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 (见表 1和图 1)

表 1　宁夏经济的中心与周边变化 (全区平均= 100)

1989年 2000年 2010年 (预测 )

中心区

(≥122)

银川市 ( 252. 3)

青铜峡市 ( 202. 2)

石嘴山市 ( 145. 6)

吴忠市 ( 124. 6)

银川市 ( 240. 8)

青铜峡市 ( 197. 6)

石嘴山市 ( 135. 0)

吴忠市 ( 128. 8)

惠农县 ( 123. 5)

吴忠市 ( 188. 7)

银川市 ( 184. 5)

惠农县 ( 164. 1)

青铜峡市 ( 140. 4)

盐池县 ( 127. 1)

周边

( < 122)

中间地带

( 122～ 105)
无 无 无

近外围

( 105～ 89)

灵武市 ( 99. 1) 灵武市 ( 98. 1)

盐池县 ( 93. 3)

平罗县 ( 104. 1)

石嘴山市 ( 101. 3)

永宁县 ( 94. 5)

远外围

( 89～ 64)

贺兰县 ( 87. 3)

中卫县 ( 82. 5)

陶乐县 ( 81. 4)

永宁县 ( 76. 1)

平罗县 ( 72. 0)

惠农县 ( 69. 1)

中宁县 ( 64. 7)

平罗县 ( 83. 2)

永宁县 ( 81. 2)

陶乐县 ( 75. 2)

中卫县 ( 74. 5)

贺兰县 ( 74. 2)

灵武市 ( 76. 6)

陶乐县 ( 65. 9)

边缘区

( < 64)

盐池县 ( 53. 0)

固原县 ( 27. 8)

同心县 ( 26. 6)

隆德县 ( 22. 2)

彭阳县 ( 18. 6)

泾源县 ( 14. 3)

西吉县 ( 13. 1)

海原县 ( 12. 8)

中宁县 ( 46. 9)

隆德县 ( 34. 6)

固原县 ( 26. 3)

泾源县 ( 21. 5)

同心县 ( 20. 3)

彭阳县 ( 17. 1)

西吉县 ( 14. 8)

海原县 ( 14. 2)

贺兰县 ( 62. 5)

中卫县 ( 51. 4)

中宁县 ( 39. 7)

隆德县 ( 39. 6)

泾源县 ( 18. 7)

彭阳县 ( 17. 3)

固原县 ( 17. 0)

同心县 ( 14. 8)

海原县 ( 12. 8)

西吉县 ( 11. 7)

　　数据来源:据参考文献 [ 2]、 [ 3]计算、整理。

注:因固原县和中卫县 2000年之前未成立市 ,故仍用固原县和中卫县。

从 1989～ 2000年 ,惠农县由远外围区跃升为中心区 ;盐

池县的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由 1989年的 53. 0上升到 2000

年的 93. 3,由边缘区上升为近外围 ;中宁县由远外围 下降为

边缘区 ;平罗县、永宁县一直停留在远外围区 ,但是经济发展

水平综合指数值持续上升 ,平罗县由 72. 0上升到 83. 2,永宁

县由 76. 1上升到 81. 2,这两县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上升的趋

势显著 ;贺兰县、中卫县和陶乐县也一直停留在远外围区 ,但

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下降 ,贺兰县由 87. 3下降到 74. 2,中卫县

由 82. 5下降到 74. 5,陶乐县由 81. 4下降到 75. 2;固原、同心、

隆德、彭阳、泾源、西吉、海原七县一直停留在边缘区 ,隆德、

泾源、西吉、海原四县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 ,固原、同心、彭

阳三县经济发展水平有所下降。

据预测 ,从 2000～ 2010年 ,全区的“中心 - 周边”结构总

体水平有所上升。 盐池县的经济发水平进一步上升 ,由 2000

年的近外围将会上升为中心区 ;中间地带依然缺失 ,“中心-

周边”层次不连续 ;平罗县、永宁县由远外围区上升为近外围

区 ,石嘴山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由 135. 0降为 101. 3,由中

心区下降到近外围区 ,灵武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值由 98. 1

下降为 76. 6,从近外围区下降为远外围区 ;陶乐县一直停留

在远外围区 ,但是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由 75. 2下降到 65.

9;中卫县、贺兰县将从远外围区下降为边缘区 ;中宁、隆德、

固原、泾源、同心、彭阳、西吉、海源 8县一直处于边缘区 ,其

中 ,隆德县和彭阳县的经济发展水平略有提高 ,边缘区的其

他各县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降低 ,与中心区经济发展水平的

差距进一步扩大。

3　宁夏经济的亚“中心 -周边”结构变化特征及其
原因分析

3. 1　变化特征

3. 1. 1　边缘区与中心区进一步扩张 ,边缘区数量和面积远

大于中心区

从表 1和图 1中可以看出: 从 1989年到 2000年 ,中心区与

边缘区的数量各增加了一个。 1989年 ,全区只有 4个中心地 ,占

全区总市县个数的 20% ,占全区总面积的 9. 0% ;边缘区有 7

个 ,占全区总市县个数的 35% ,占全区总面积的 46. 0% ,中心地

被远外围区隔离呈分散分布 ,而边缘区自开始就结成片状分

布 ,且数量逐渐增加、范围在扩大。 2000年 ,全区有 5个中心地 ,

占全区总市县个数的 25% ,占全区总面积的 10. 9% ;边缘区有 8

个 ,占全区总市县个数的 40% ,占全区总面积的 50. 1% ,中心地

仍呈分散分布 ,而边缘区呈片状分布。预计 2010年 ,中心地增至

5个 ,占全区总市县个数的 25% ,占全区总面积的 22. 7% ,中心

地呈分散分布 ;边缘区数量将增至 10个 ,占全区总市县个数的

50% ,占全区总面积的 61. 5% ,其中 9个将连结成更大范围的

片状 ,成为全区经济贫困区。 如图 1( 2010年 )。

3. 1. 2　“中心”和“周边”地域分布不均衡
中心地、中间地带和远外围集中分布在宁北地区 (包括

银北全部和除同心之外的银南区 ) ,边缘区集中分布在宁南

山区。 1989年 ,宁北有中心地、中间地带、近外围、远外围和
边缘区数量分别为 4个、 0个、 1个、 8个、 0个 ; 2000年 ,宁北

有中心地、中间地带、近外围、远外围和边缘区数量分别为 5

个、 0个、 2个、 5个、 1个 ; 2010年 ,宁北有中心地、中间地带、

近外围、远外围和边缘区数量分别为 5个、 0个、 3个、 2个、 3

个 ;从 1989～ 2010年 ,宁南山区 7县始终是边缘区 ,无中心

地、中间地带、近外围区和远外围区。中心地集中分布在宁北

地区 ,宁南山区缺失中心地 ,使得中心地的极化作用、涓滴效
应不能有效发挥 ,不能对边缘区起到有效带动作用。

3. 1. 3　中间层次缺少且不连续 ,中心地与边缘区的差距扩

大 ,具有两极分化的趋势

从 1989～ 2010年 , 105～ 122这个区间长期空白 ,显示出

宁夏各市县经济发展不连续、中间层次缺失。从预测的 2010

年中心、周边分布图中更清晰地看出 ,边缘区的数量进一步

增加 ,范围进一步扩大 ,与宁北地区的中心区和近外围形成

较明显的对比 ,中心地与边缘区有两极分化趋势。
此外 ,绝大部分中心地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全区平均水

平。 远外围和边缘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虽有所提高 ,但是增长

速度很慢 ,增幅很小 ,与中心地的差距逐渐扩大。 据计算 ,

1989年、 2000年和 2010年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最高值分

别是最低值的 20倍、 17倍和 16倍。
3. 2　造成宁夏经济的亚“中心 -周边”结构变化的原因分析

3. 2. 1　自然条件差异
自然环境的差异是导致宁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

之一。 宁北、宁中地区的自然条件较为优越 ,加上黄河的穿

越 ,为这些地区发展农业提供有利条件 ,使这些地的区农业

比较发达。 宁南山区 (边缘区 )自然环境极其恶劣 ,该区是黄

土高原向北部风沙区的过渡地带 ,地表以黄土丘陵为主 ,地

形破碎 ,沟壑纵横 ,水土流失面积占该区总面积的 90% ,其中

约 7 600 km2地区为土壤侵蚀模数 > 5 000 t /( a· km2 )的严

重水土流失区 ,气候干旱少雨 ,大部地区降水量 200～ 400

mm,> 10℃积温 2 000～ 2 500℃ ,无霜期 90～ 120 d,热量不

足 ,内含六盘山区气候阴湿低温 ,年均温仅 5℃ ,无霜期只有

100 d,干旱、暴雨、霜冻、滑坡、鼠害等多种自然灾害频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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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尤其旱灾影响最大 [4]。 恶劣的自然条件给以旱作农业为 主的宁南山区的农牧业发展产生极大的不利。

图 1　 1989年、 2000年及 2010年 (预测 )宁夏中心、周边变化
3. 2. 2　区位优势差异

宁北、宁中交通便利、通达性较好 ,与外界在物质、资金、信
息、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交流与贸易畅通 ,为这些区域的经济发

展起到良好的带动作用。 而宁南山区北、西、东三面环山与沙
漠 ,形成了一个半封半闭势态 ,只有南部的黄土丘陵区自古就

与中原农耕文化有一定联系 ,但宁南山区南部处于黄土高原边

缘 ,地表崎岖破碎 ,交通极不方便 ,使其相对处在一个“边际”的

地理区位 ,远离全我国政治、经济的核心区。 长期以来 ,这里交

通通讯的通达性差 ,致使本区自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状态 ,造成

闭塞的环境 ,闭塞的社会、闭塞的人群 ,从而大大阻碍了区域与

外部发达地区的交流与联系 ,无法得到周围中心地的带动 ,使

其长期难以摆脱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上的落后性 [5]。

3. 2. 3　资源差异
丰裕的经济资源是 20世纪末期以资源优势为依托来促

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中心地经济发展水平不断上
升 ,是因为这些地区的水、旅游、煤炭等矿产资源的数量、质

量、开发条件及各资源的组合状况优越 ,这种优越性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当地是高产值的“三二一”型产业结构 ,而且二

三产业份额大、产值高。 而边缘区和远外围区一般不具有资

源优势 ,是低效率的 “一二三”型产业结构 ,不但一产比重很

大 ,而且一产中又一头沉于低产值的种植业。可见 ,资源分布

的区域差异不仅影响着当地的产业结构 ,而且影响着当地的

经济发展水平 ,更是造成宁夏区域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

存在及中心、周边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重要因素。
3. 2. 4　经济基础和政策因素

中心地、中间地带经济基础好 ,经济呈正效积累 ,并形成

“经济水平高 -积累率高 -投资率高 -产值大 -增长率高-

经济富余”的良性经济循环 ;而远外围和边缘区的经济基础

差 ,经济呈负效积累 ,并形成“经济水平差 -积累率低 - 投资

率低 -增长率低 -更贫困”的恶性经济循环。此外 ,改革开放

至 80年代末期 ,政府“非均衡”发展模式的宏观经济调控政
策 ,对经济基础水平较高、发展条件好的中心地和中间地带

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扶持及优惠政策 ,对这些中心地的经济快

速增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4　促进宁夏经济的亚“中心 -周边”结构可持续发
展的对策

4. 1　控制周边地区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及再就业能力

加大“计划生育”力度 ,降低人口增长率 ,严格控制人口

增长 ,避免新增人口对新增产值的抵消。同时 ,加大周边地区

农业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力度 ,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
技术、技能 ,增强农民就业适应能力 ,并有组织地进行劳务输

出 ,缓解剩余劳动力压力 ,减轻环境承载力 ,创造外汇收入 ,

提高单位劳动力的产值。此举措尤其要在边缘区做得力度更
大、更彻底 ,力图使边缘区在短期内由“人口高增长率和经济

低增长率”的恶性发展转向“人口低增长率和经济高增长率”
的良性发展。

4. 2　以小城镇建设为切入点 ,促进周边的亚中心发展

由于经济发展的累积效应及其他因素 ,中心地集中于宁

北、宁中的现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很难改变。 如果仅靠中心
地对周边地的辐射带动来加快周边的发展 ,宁夏经济的内部

差距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依然存在。 因此 ,要加快宁夏经济的

整体发展与趋同 ,必须以小城镇建设为切入点 ,有重点地加

强周边地区的小城镇建设 ,保障小城镇经济水平的迅速提

高 ,使之成为周边的次一级亚中心 ,从而让周边地区形成次

一级的亚“中心 -周边”结构。 这样 ,不仅在周边的小范围内

次一级的亚中心地带动亚周边的发展 ,同时 ,大周边又会受

到大中心地的辐射 ,从而形成“里应外合”的作用机制 ,以此

促进整个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缩小与中心地的差距 ,逐步

实现消散周边地区和促进全区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

4. 3　对周边地区采取“生态移民”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的

措施

通过计划性生态移民和非计划性生态移民两种途径把

生态恶劣的贫困地区人口迁移至资源较丰富、人口密度低的
地区。在移民迁入区 ,发展劳动密集型特色农业的同时 ,通过

发展农产品的深加工实现增值效应 ,同时 ,积极引导移民进

入二三产业 ,努力促进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提高劳动力产

值。在移民迁出区 ,结合退耕还林 ,在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同

时 ,大力发展有利于生态保护的林草业和各种特色产业 ,努

力促进迁出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和经济发展 ,实现迁出区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目标。

4. 4　政府对周边地区给予优惠政策

政府必须长期树立“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及“科学
发展”的思想观念 ,按照“兼顾公平 ,效率优先”的原则 ,采取

有效政策措施扶持周边地区发展。 应对少数民族区、特困区
等生存条件差、经济持续走低的贫困区直接进行经济扶贫 ,

对周边地区的亚中心地、中间地带及近外围采取有计划地增
加资金投入量和相关优惠政策 ,吸引、鼓励投资商来这些地

区投资创办企业。 此外 ,还可通过中心地与边缘区结成对口

援助的措施 ,实行“一帮一”负责制 ,这样中心地会在资金、技

术、人才等方面对边缘区给予很大支持 ,以此带动边缘区迅

速发展 ,从而加快整个周边区的经济增长速度 ,缩小与中心

地的差距 ,促使全区经济协调发展。
(下转第 27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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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厂扩建工程、吉林省白城电厂扩建工程以及吉林省水土

保持科学研究院承揽的霍白铁路建设工程、长春—吉林市输

油管道工程、长春—东丰一级公路建设工程运用该方法进行

了施工阶段水土流失量的预测 ,为上述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

编制 ,提供了可靠的水土流失预测数据。 现以达拉特电厂四

期扩建工程为例 ,进行施工期水土流失量预测。

4. 1　项目区基本概况

达拉特发电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

树林召镇西南约 3 km处 ,东靠 210国道 ,西靠包神铁路和包

东高速公路 ,南距煤源供应基地万利川煤矿约 50 km ,北距

水源地黄河约 18 km,与内蒙古重要的工业基地包头市隔河

相望。 电厂水源取自黄河 ,目前装机容量为 4× 330 MW,电

厂四期工程拟在三期工程南侧施工场地上建设 2× 600 MW

燃煤机组。

达拉特电厂地处库布齐沙漠中段北缘 ,呈现沙垄地貌的

风积沙丘。厂址地形比较平坦 ,自然坡度在 1. 5‰左右。厂区

地基土为砂土 ,覆盖层厚 ,土层由上到下分别为风积粉砂、冲

积粉细砂、冲洪积层。

达拉特电厂处于亚洲中部草原向荒漠草原过渡的干旱、

半干旱地带 ,属于极端大陆性气候 ,是主要风沙区 ,水土流失

类型主要是风蚀 ,主要气候特征指标见表 1。

表 1　达拉特发电厂四期扩建工程主要气候特征指标

名称 数值

年平均气温 /℃ 6. 7

年平均风速 / ( m· s- 1 ) 2. 7

多年平均降水量 /m m 297. 8

一次最大降水量 /m m 122. 1

24 h最大水量 /mm 86. 8

主导风向 NW

最多大风天数 /d 48

起沙风速 / ( m· s- 1 ) 4. 5～ 6. 5

≥ 10℃积温 /℃ 2500～ 3100

无霜期 /d 130～ 140

4. 2　调整系数测定

在各类形水土流失区和背景值区 (该项目选择覆盖度

50% ～ 60%的原生草地多年侵蚀模数作为背景值 ,当地水利

部们提供的年侵蚀模数为 3 000～ 5 000 t /( km2· a)设置 10

m× 5 m观测小区 ,采用测钎法测量各小区水土流失量 ,按

上述方法推算调整系数 ,具体结果见表 2。 表 2可以看出 ,各

区调整系数在 3. 0～ 5. 4之间。

4. 3　施工期水土流失预测

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 ,确定施工期各类型区预测面积和

预测时段 ,再依据给定的背景值和实测的调整系数 ,按水土

流失预测模型计算其施工期水土流失量 ,具体结果见表 3。

表 2　各类型区调整系数测定表

观测小区

日期

(月日 )
风向

起沙风速

/ ( m· s
- 1

)

平均风速

/( m· s
- 1

)

剥蚀厚

/mm

平均剥蚀

厚 /mm

调整

系数

4. 11 E 8. 5 + 0. 3 + 0. 3 + 0. 2

厂区平地扰动区 4. 12 W 5. 3 7. 5 + 0. 2 + 0. 2 + 0. 2 + 0. 21 4. 2

4. 13 W 7. 0 + 0. 1 + 0. 2 + 0. 2

4. 11 E 5. 3 8. 5 + 0. 3 + 0. 3 + 0. 4

厂区堆土区迎风坡 4. 12 W 7. 5 + 0. 3 + 0. 3 + 0. 2 + 0. 27 5. 4

4. 13 W 7. 0 + 0. 2 + 0. 2 + 0. 1

4. 11 E 8. 5 + 0. 2 + 0. 3 + 0. 3

厂区堆土区顶部 4. 12 W 5. 3 7. 5 + 0. 2 + 0. 2 + 0. 1 + 0. 19 3. 8

4. 13 W 7. 0 + 0. 2 + 0. 1 + 0. 1

4. 11 E 8. 5 - 0. 3 - 0. 2 - 0. 3

厂区堆土区背风坡 4. 12 W 5. 3 7. 5 - 0. 2 - 0. 2 - 0. 2 - 0. 20 4. 0

4. 13 W 7. 0 - 0. 2 - 0. 1 - 0. 1

4. 11 E 8. 5 + 0. 2 + 0. 3 + 0. 2

储灰场灰坝迎风坡 4. 12 W 4. 5 7. 5 + 0. 2 + 0. 2 + 0. 1 + 0. 18 3. 6

4. 13 W 7. 0 + 0. 1 + 0. 2 + 0. 1

4. 11 E 8. 5 + 0. 3 + 0. 4 + 0. 3

储灰场干滩 4. 12 W 4. 5 7. 5 + 0. 1 + 0. 2 + 0. 3 + 0. 22 4. 4

4. 13 W 7. 0 + 0. 2 + 0. 1 + 0. 1

4. 11 E 8. 5 - 0. 2 - 0. 3 - 0. 2

储灰场灰坝背风坡 4. 12 W 4. 5 7. 5 - 0. 1 - 0. 2 - 0. 2 - 0. 17 3. 4

4. 13 W 7. 0 - 0. 1 - 0. 1 - 0. 1

4. 11 E 8. 5 + 0. 2 + 0. 2 + 0. 2

铁路沿线区 4. 12 W 5. 6 7. 5 + 0. 1 + 0. 2 + 0. 1 + 0. 15 3. 0

4. 13 W 7. 0 + 0. 1 + 0. 1 + 0. 1

原生地貌 (背景值区 )草
4. 11 E 8. 5 + 0. 1 0 0

地 (覆盖度 50%～ 60% )
4. 12 W 6. 5 7. 5 + 0. 1 0 + 0. 1 + 0. 05 1. 0

4. 13 W 7. 0 + 0. 1 0 0

　　注: “ - ”为堆积 ,“+ ”为剥蚀

表 3　土壤侵蚀量成果表

类型区
调整系

数 K

背景值 Mt

/ ( t· km
- 2

· a
- 1

)

侵蚀模数

/( t· km
- 2

· a
- 1

)

预测面积

Ft / hm
2

预测时段

Ti /a

预测水土流

失量 Wt/ t

厂区平地扰动区 4. 2 3000～ 5000 12600～ 21000 25. 5 2 4626～ 10710

厂区堆土区迎风坡 5. 4 3000～ 5000 16200～ 27000 1. 5 2 486～ 810

厂区堆土区顶部 3. 8 3000～ 5000 11400～ 19000 4. 6 2 1048. 8～ 1748

厂区堆土区背风坡 4. 0 3000～ 5000 - 12000～ - 20000 1. 5 2 - 360～ - 600

储灰场灰坝迎风坡 3. 6 3000～ 5000 10800～ 18000 2. 6 1 280. 8～ 468

储灰场干滩 4. 4 3000～ 5000 13200～ 22000 3. 8 2 1003. 2～ 1672

储灰场灰坝背风坡 3. 4 3000～ 5000 - 10200～ - 17000 3. 8 1 - 387. 6～ - 646

铁路沿线区 2. 4 3000～ 5000 7200～ 12000 4. 5 2 648～ 1080

合计 8840. 4～ 17734

　　注: “- ”为堆积 ,“+ ”。为剥蚀。

表 3看出 ,各区土壤侵蚀模数在 7 200～ 27 386 t /( km2·

a )。 预测施工期水土流失总量为 8 840. 4～ 17 734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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