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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宁夏中南部地区在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方面具有重要的生态地位ꎮ 近年来ꎬ该地区植被覆盖、水土保持和荒漠

化治理取得明显成效ꎬ环境质量一直处于较好水平ꎬ部分资源利用水平较高ꎬ但宁夏中南部的偏北部地区生态治理任务

仍然艰巨ꎬ部分区域和领域的污染问题仍然突出ꎬ资源紧约束和粗放利用并存现象仍然严峻ꎮ 针对宁夏中南部地区自然

人文地理特征ꎬ本文分别从生态、环境、资源方面提出治理和保护重点ꎬ并建议应坚持以健全水系统为核心的生态环境保

护总体思路ꎬ即通过水生态功能的恢复和完善ꎬ促进水资源量的增加ꎬ继而通过水生态和水资源的改善ꎬ提高水环境容

量ꎬ进一步健全水生态、资源、环境系统ꎬ提升自然生态系统整体效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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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中南部地区包括固原市原州区、西吉县、
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ꎬ吴忠市同心县、盐池县、
红寺堡区以及中卫市海原县ꎮ 本地区生态屏障地

位突出ꎬ在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方面尤其具有重

要作用ꎮ 本文分别从生态、环境、资源领域分析该

地区现状ꎬ并结合本地自然人文地理特征ꎬ提出促

进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思路ꎮ

１　 生态现状分析

１ １　 南部区域植被覆盖整体改善ꎬ北部区域局地

改善明显

对比 ２００７ 年 与 ２０１７ 年 植 被 覆 盖 指 数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ꎬＮＤＶＩ) 数

据发现ꎬ近年来ꎬ宁夏中南部地区植被覆盖度明显

提升ꎮ 其中ꎬ南部山区ꎬ主要包括海原县和固原全

市ꎬ呈整体改善态势ꎬ北部区域扬黄灌区部分区域

以及盐池建成区附近改善明显ꎮ 南部山区泾源县

整体的植被覆盖度最高ꎬ其次为隆德县ꎬ固原城市

建成区附近、西吉县北部、海原县除清水河流域、
南华山和月亮山以外的其他区域ꎬ植被覆盖度均

不高ꎮ 北部区域植被覆盖度改善的地区植被情况

明显较好ꎮ 罗山附近呈两极化ꎬ山体外围植被覆

盖度高ꎬ山体本身覆盖度反而降低ꎬ表明山体植被

可能受到过破坏ꎮ 另外ꎬ清水河流域在同心县境

内植被覆盖度恶化态势明显ꎮ
１ ２　 水土流失强度和面积明显下降ꎬ治理成效

突出

近年来ꎬ宁夏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投入力

度持续加大ꎬ水土流失治理速度明显加快ꎬ取得了

显著成效ꎮ 以 １９８３ 年水土流失统计数据为基准

来看ꎬ 中 南 部 地 区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程 度 达 到

４３ ８３％[１]ꎮ 其中ꎬ泾源县、隆德县、彭阳县、西吉

县、原州区等宁夏南部黄土丘陵重点治理区的水

土流失治理程度达到 ４８％ ~６０％ꎮ 清水河干流区

域减沙量达到 ０ １４ 亿 ｔꎮ 南部山区重点治理区已

经基本实现了泥不下山、水不出沟ꎮ 对比 ２００７ 年

与 ２０１７ 年水土流失数据发现ꎬ宁夏中南部严重水

土流失的范围大幅减少ꎬ无水土流失和轻度水土

流失的范围明显占绝大多数比例ꎮ 尤其是六盘山

区域、清水河流域、罗山外围和扬黄灌区部分区

域、盐池东部区域水土保持状态较好ꎮ 罗山山体、
海原县除清水河流域、南华山和月亮山以外的其

他区域、原州隆德泾源交界区域、西吉县和原州区

北部区域、彭阳县东部区域水土流失问题依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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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ꎮ 另外ꎬ清水河流域在同心县境内水土流失状

况呈恶化态势ꎮ 虽然经过多年努力ꎬ宁夏中南部

水土流失治理程度有了较大提高ꎬ但受所处区域

干旱少雨的自然条件和放牧等活动影响ꎬ治理成

果保护和巩固提高任务仍然艰巨ꎮ
１ ３　 南部地区荒漠化改善明显ꎬ但其偏北部治理

任务仍然艰巨

对比 ２００７ 年与 ２０１７ 年荒漠化数据发现ꎬ近
年来ꎬ宁夏中南部地区荒漠化程度改善较大ꎮ 尤

其是南部地区ꎬ包括固原全市和海原县ꎬ荒漠化程

度较低ꎮ 但是ꎬ西吉县北部、海原县除清水河流

域、南华山和月亮山以外的其他区域、原州区建成

区附近及除清水河流域外西部片区仍存在一定的

荒漠化问题ꎮ 盐池县、红寺堡区、同心县北部等宁

夏中南部偏北区域荒漠化问题仍然严峻ꎮ 盐池县

和同心县一带年降水量仅 ２００ｍｍ ~ ３００ｍｍꎬ是宁

夏中部干旱带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受气候干旱及风

沙侵蚀影响ꎬ本区域荒漠化有着深刻的自然地理

本底特征ꎮ 但北部区域的同心县和盐池县南部、
扬黄灌区部分区域荒漠化程度改善明显ꎮ 清水河

流域在同心县境内荒漠化恶化态势突出ꎮ 整体而

言ꎬ南部荒漠化改善明显ꎬ但其偏北部治理任务仍

然艰巨ꎮ

２　 环境现状分析

２ １　 水环境质量改善明显ꎬ但支流污染问题仍然

存在

水污染问题是宁夏中南部地区较为突出的问

题ꎬ但近年来ꎬ水环境质量改善明显ꎮ ２０１８ 年ꎬ葫
芦河玉桥省界监测断面水质从 ２０１７ 年的Ⅳ类变

为 ２０１８ 年的Ⅱ类ꎬ渝河的峰台、联财省界监测断

面水质分别从Ⅱ类变为Ⅰ类、Ⅳ类变为Ⅱ类ꎮ 中

南部监测的 １５ 个断面中ꎬⅠ类 ~ Ⅱ类水质断面

８ 个ꎬ占 ５３ ３３％ꎮ 且宁夏所有水环境监测断面

中ꎬⅠ类~Ⅱ类水质断面均在中南部地区ꎮ 虽然

部分支流水环境质量改善明显ꎬ但整体而言ꎬ中南

部水污染问题仍然存在ꎮ 宁夏中南部 ７ 条黄河支

流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ꎬ主要污染指标为氟化物

和化学需氧量ꎮ 中南部黄河支流中ꎬ污染问题较

为突出的为清水河ꎬ６ 个监测断面中ꎬ超过Ⅳ类水

质断面比例高达 ８３ ３３％ꎬ且 ５０％的断面未达到

考核指标ꎮ 除清水河外ꎬ蒲河、茹河监测断面中也

存在污染物超标问题ꎮ 除生活用水、产业污染物

排放原因外ꎬ水量少导致水环境容量降低也是水

污染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ꎮ 宁夏中南部河流中ꎬ
除泾河水量较丰沛外ꎬ其余河流多为时令河ꎬ除汛

期降雨时有水外ꎬ剩余时间大多干涸断流ꎮ 另外ꎬ
部分河流本底矿化度较高ꎮ 因此ꎬ当河流水量偏

低时ꎬ其自身自净能力和水环境容量受到影响ꎬ继
而导致污染问题的凸显ꎮ
２ ２　 大气环境质量整体较好ꎬ主要污染物的防治

需区域合作

宁夏中南部地区大气质量整体较好ꎬ与全国

对比来看ꎬ除 ＰＭ１０外ꎬ其他主要大气环境空气质

量指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ꎻ与全区对比来看ꎬ所有

监测指标均优于宁夏平均水平ꎮ 从内部空间结构

来看ꎬ整体而言ꎬ南部地区大气质量优于北部地

区ꎮ ＰＭ１０、ＳＯ２ 两项指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范围

较大ꎬ主要集中在偏北部地区ꎮ 具体分指标来看ꎬ
宁夏中南部地区的 ＰＭ１０污染主要是由沙尘天气

和燃煤导致ꎻ另外ꎬ部分城市拆迁建筑和道路扬尘

也造成一定的影响ꎮ ＳＯ２ 污染主要是由燃煤和北

部地区区域输送导致ꎬ其中ꎬ盐池受区域输送影响

明显ꎮ ＣＯ 主要来源是燃煤和汽车尾气ꎮ ＰＭ２ ５污

染主要是由沙尘天气和燃煤导致ꎻ另外ꎬ部分城市

建筑拆迁和道路扬尘也有一定影响ꎮ ＮＯ２ 污染主

要是由于燃煤和汽车尾气ꎮ Ｏ３ 污染受紫外线和

光照强度影响ꎬ尤其是６ 月—８ 月臭氧浓度明显偏

高ꎮ 总体来看ꎬ中南部地区主要污染物 ＰＭ１０、ＳＯ２

的防治除需自身努力外ꎬ离不开区域的联防联控

联治ꎮ 除此之外ꎬ区域内部散煤燃烧的治理对于

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作用较大ꎮ
２ ３　 农村产业与生活污染并存ꎬ环境问题在一定

程度上存在

宁夏中南部地区农药化肥、畜禽养殖、覆膜、
农村垃圾及污水污染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ꎮ 从

农药化肥施用程度来看ꎬ虽然中南部地区相对于

宁夏整体问题并不突出ꎬ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ꎮ 以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为例ꎬ
中南部地区平均 ０ ４８ 吨 /公顷ꎬ虽然远低于宁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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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全区平均的 ０ ９５ 吨 /公顷ꎬ但仍高于全国平

均的 ０ ３５ 吨 /公顷[２－３]ꎮ 除海原、盐池、原州区单

位农作物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ꎬ以及同心县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

低于中南部的平均水平外ꎬ其余县级及以上城市

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均超出中南部的

平均水平ꎬ红寺堡区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化肥施

用量更是达到 １ ２８ 吨 /公顷ꎮ 从畜禽养殖来看ꎬ
近年来农村养殖业发展较快ꎬ废弃物处理仍然较

为传统简单ꎬ养殖产生的固体废物、废气、废水对

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ꎮ 从覆膜来看ꎬ随着节

水农业技术的推广ꎬ春秋覆膜种植面积逐年增长ꎬ
部分地区残膜回收利用体系尚未完全健全ꎬ难以

降解的残膜和残存化肥农药对土地造成一定程

度的污染ꎮ 除此之外ꎬ受地域偏远、集中环保基

础设施建设成本高、专业的垃圾收集处理能力

欠缺、本地气候条件干冷等影响ꎬ农村垃圾污水

处理水平偏低ꎮ

３　 资源现状分析

３ １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较高ꎬ进一步节约

仍有潜力

宁夏中南部地区水资源利用格局大致分为两

部分:北部干旱带ꎬ包括吴忠市盐池县、同心县、红
寺堡区ꎬ其主要引用黄河水ꎻ南部山区ꎬ即中卫市

海原县和固原全市ꎬ其用水主要来源于地表水、地
下水ꎬ并引用黄河水ꎮ 北部干旱带内江河湖泊少ꎬ
入境客水少ꎬ主要依托扬黄工程提调的水资源ꎬ少
部分利用地下水和库窖水ꎮ 南部山区长期以来属

于全国极度缺水地区ꎬ虽然地处山区降雨较多ꎬ但
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情况较为严重ꎬ可利用的

水资源十分有限ꎮ 近年来ꎬ随着宁夏中南部城乡

饮水安全工程、固原市黄河水调蓄工程、东山坡引

水工程等的实施ꎬ南部山区的人畜饮水问题得到

较大缓解ꎬ但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水资源量

仍然极其紧张ꎮ
总体来看ꎬ宁夏中南部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水平较高ꎮ 以固原市为例ꎬ其人均耗水量、ＧＤＰ
均耗水量为全区最少ꎬ灌溉水利有效利用系数达

到 ０ ７０７ 的较高水平ꎮ 虽然中南部地区水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水平较高ꎬ在水资源高度约束的前提

下ꎬ进一步加强节水工作既有必要ꎬ也有潜力ꎮ 从

北部干旱带来看ꎬ扬黄灌区都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以来修建的灌区ꎬ经过多年运行ꎬ部分渠道及渠系

建筑物已出现破损ꎬ斗渠、农渠及渠系配套建筑物

完好率不高ꎮ 另外ꎬ由于地下水埋藏较深ꎬ田间灌

水的渗漏全部被损失消耗ꎮ 从南部山区来看ꎬ节
约用水水平仍可以进一步提升ꎬ尤其是库井灌区

由于渠系老化失修、工程配套较差、灌水田块偏

大、土地不平整、灌水技术落后及用水管理粗放等

原因ꎬ灌区浪费水的现象比较严重ꎮ 另外ꎬ南部山

区骨干坝规模较小ꎬ基本上没有调节能力ꎮ 水库

淤积比较严重ꎬ主要采用“空库迎汛”的运行方

式ꎬ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ꎬ灌溉保证率较低ꎮ 除

此之外ꎬ水价偏低ꎬ水资源利用方式粗放问题普

遍存在ꎮ
３ ２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粗放ꎬ存在资源浪费和生

态破坏问题

宁夏中南部地区主要有煤、石膏、水泥灰岩、
冶镁白云岩等矿产资源ꎮ 其中ꎬ煤矿主要分布在

盐池县ꎬ另外ꎬ彭阳县、原州区和同心县也有煤矿

分布ꎮ 石膏矿在盐池县、海原县、原州区、西吉县、
同心县、泾源县、隆德县有一定范围的分布ꎮ 水泥

灰岩在盐池县、同心县、泾源县有小规模分布ꎮ 冶

镁白云岩主要分布在盐池县与同心县交界区域ꎬ
海原县也有少量分布ꎮ 宁夏中南部地区尤其是非

煤矿山存在“多、小、散”的特征ꎬ资源开采的规模

化程度低ꎬ开采工艺落后ꎬ生产利用方式粗放ꎬ采
富弃贫、采易弃难、乱采滥挖现象较为普遍ꎮ 由于

矿山企业生产技术落后ꎬ综合利用率低ꎬ矿产资源

浪费较为严重ꎮ 由于部分采矿区生态修复不及

时ꎬ水源涵养能力持续下降ꎬ自然山体的稳定性

差ꎬ存在不安全因素ꎬ地质灾害时有发生ꎮ
３ ３　 土地资源结构有待调整ꎬ应加快退耕还林还

草步伐

宁夏中南部地区的偏北区域台地和山间平原

土地资源丰富ꎬ光热资源比较充足ꎬ尽管水资源缺

乏ꎬ但距黄河较近ꎬ主要以扬黄灌溉为主ꎬ开发条

件相对较好ꎮ 南部地区降水量在 ４００ｍｍ 以上ꎬ可
以满足旱作农业的需求ꎬ但土地资源开发条件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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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ꎬ坡地多ꎬ热量资源不足ꎮ 宁夏中南部耕地主要

有扬黄灌区、库井灌区和旱作农业区ꎬ区域内的大

部分土壤自然肥力偏低ꎬ有机质含量不高ꎬ氮、磷
不足ꎮ 尤其是南部山区以丘陵、山地和台地等为

主ꎬ地形破碎ꎬ自然条件严酷ꎬ土地生产力水平低

下ꎬ农作物产量长期低而不稳ꎮ 另外ꎬ宁夏南部黄

土丘陵区垦殖率偏高ꎬ除泾源县垦殖率为 ２７％
外ꎬ其余各地垦殖率为 ３２ ７％ ~ ５３ ５％ꎬ其中彭阳

县最高ꎮ 中南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ꎬ自然条件差ꎬ
目前林草面积偏小ꎬ但宜林草荒地面积大ꎬ又处于

农牧交错带ꎬ退耕还林(草)有较好的自然基础ꎮ
宁夏中南部地区土地垦殖率偏高ꎬ是造成水土流

失严重的主要原因ꎬ应加快退耕还林还草的步伐ꎬ
强化生态恢复和重建工作ꎮ

４　 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思路

从生态方面来看ꎬ宁夏中南部地区具有明显

的南北差异ꎮ 南部地区以山地和丘陵为主ꎬ平原

相间分布ꎮ 北部地区以台地和平原为主ꎬ山地和

丘陵为辅[４]ꎮ 本区域具有森林、草原、河湖等重

要生态系统ꎮ 六盘山山地是宁夏南部的低温多雨

中心与主要河流发源地[５]ꎬ承担着重要的水源涵

养和水土保持功能ꎮ 由于特殊的自然本底条件及

水土资源长期不合理的开发利用ꎬ宁夏南部一直

以来是我国水土流失防治的重点区域ꎮ 近年来ꎬ
本区域开展了规模巨大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

作ꎬ成效非常明显ꎮ 南部区域无论从水土保持本

身ꎬ还是植被覆盖率、荒漠化程度方面ꎬ都有突

出的改善效果ꎮ 从生态本身来看ꎬ需要继续巩

固治理效果ꎬ对于一些薄弱区域继续开展强化

整治ꎮ
从环境方面来看ꎬ相对于宁夏全区ꎬ中南部地

区的环境质量整体处于优良状态ꎮ 一方面ꎬ这与

山区水源涵养有关ꎬ另一方面ꎬ本地产业发育度尚

处于初级阶段ꎬ也从客观上使其对环境的影响相

对较少ꎮ 当前ꎬ中南部环境问题中ꎬ水环境问题相

对突出ꎮ 这一方面与生活和农业废水排放有关ꎬ
另一方面也受本身水资源量少、水环境容量低的

影响ꎬ同时还与水体本身矿化度高的本底特征有

关ꎮ 数据显示ꎬ当处于丰水期时ꎬ河流污染程度明

显降低ꎮ 因此ꎬ水环境问题的治理ꎬ既涉及污染源

的整治ꎬ同时也离不开从生态—资源—环境整体

系统角度的统筹管控ꎮ 在大气环境方面ꎬ中南部

地区整体优良ꎬＰＭ１０、ＳＯ２ 两项指标超过全国平均

水平的地区数量相对较多ꎮ 宁夏所处的区域风大

沙多ꎬ客观的自然环境导致 ＰＭ１０本底量就较大ꎮ
对于特定地区而言ꎬ能减缓的方式主要是改变自

然下垫面ꎬ即ꎬ最主要的方式是在主导风向和流经

路径上加强植被覆盖ꎬ营造生态屏障ꎬ而这需要更

大的区域统筹解决ꎮ 另外ꎬ宁夏北部地区尤其是

银川都市圈附近大气污染物排放较重ꎬ一定程度

上会导致区域性污染输入ꎮ 因此ꎬ在大气污染治

理上ꎬ区域间的联防联控联治较为重要ꎮ 除此之

外ꎬ土壤等其它环境指标基本处于正常水平ꎬ不过

应进一步强化农村产业与生活污染治理ꎮ
从资源方面来看ꎬ水资源问题是影响中南部

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ꎮ 从资源节约集约角

度ꎬ受资源紧缺的影响ꎬ中南部地区的水资源利用

水平较高ꎬ但是用水份额举足轻重的农业ꎬ其节约

用水方面还有较大的挖掘潜力ꎮ 当前重点是推进

灌区高效节水灌溉改造、水库及骨干坝改造、调蓄

水池及连通工程配套等项目建设ꎮ 同时ꎬ在节水

灌溉技术、作物结构等方面也要进一步采取措施ꎮ
与此同时ꎬ要同步推进产业和生活节水ꎮ 在矿产

资源方面ꎬ中南部地区较为富集ꎬ但开采方式较为

粗放ꎬ一方面造成资源浪费ꎬ另一方面导致生态

破坏ꎬ应进一步规范开采ꎬ提升节约集约利用水

平ꎮ 在土地资源方面ꎬ相对于土地资源紧缺问

题ꎬ贫瘠土地上过度开垦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

更为突出ꎮ 因此ꎬ应因地制宜ꎬ加快退耕还林还

草的步伐ꎮ
以上主要是从各领域视角看应该采取的应对

措施ꎮ 但是ꎬ通过以上综合分析发现ꎬ采取区域生

态、环境、资源的综合统筹举措也非常重要ꎮ 而这

其中ꎬ统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水系统ꎮ 水

生态、环境和资源系统的整体改善ꎬ一方面在水系

统内部形成良性循环ꎬ另一方面可以正反馈调节

山林田草等系统ꎬ提升自然生态系统整体效能ꎮ
山地是重要的多雨中心ꎬ尤其是六盘山山地是宁

夏南部的低温多雨中心和主要河流发源地ꎬ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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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乱砍滥伐ꎬ其水源涵养功

能受到较大影响ꎬ虽然近年来通过保护有所恢复ꎬ
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ꎮ 大力强化山体生态系统

的保护ꎬ对于增加水源流量具有重要作用ꎮ 除水

源外ꎬ水体流经区域地貌主要为黄土丘陵区ꎬ侵蚀

敏感性极强ꎬ再加上本地降雨不均、风大沙多等气

候特征ꎬ易导致水力风力侵蚀严重ꎬ不利于水土保

持和水源涵养ꎮ 另外ꎬ六盘山区历史上在游牧区

和农耕区之间不断转换ꎬ其自然生态环境状况也

随之变化ꎮ 明代中叶以后ꎬ由于戍边、屯垦ꎬ人口

增长较快ꎬ耕垦日增ꎻ晚清以来ꎬ种植业迅速扩大ꎮ
经过过度垦殖和对土地的不合理利用ꎬ种植业出

现了广种薄收的恶性循环ꎬ生态平衡也遭到破

坏[６]ꎮ 对于不适宜种植区域应加快退耕还林还

草ꎬ促进自然生态系统整体修复ꎮ 除此之外ꎬ黄土

丘陵河谷川台地的地下水自然排泄条件较好ꎬ这
就使山区平原地下水系统具有紧密联通性ꎮ 有研

究表明ꎬ随着扬黄灌溉水量的增加ꎬ灌溉回归水量

也会相应增加[７]ꎮ 因此ꎬ合理发挥扬黄灌溉的生

态效能ꎬ保持地下水处于合理水平ꎬ对于河流补给

具有一定的作用ꎮ 除此之外ꎬ湖库的应急调蓄机

制也有助于保障枯水期河流生态基流ꎮ 综上ꎬ建
议通过生态涵养、生态治理及恢复、地下水开采管

控和补给等多种举措ꎬ实现水生态和水资源的改

善ꎬ提高水环境容量ꎬ继而正反馈调节山林田草等

系统ꎬ提升自然生态系统整体效能ꎮ 最后ꎬ当前中

南部地区环境质量较好ꎬ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产业

尚未充分发育ꎮ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律ꎬ客观而

言ꎬ随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ꎬ本地区的生态环境保

护压力会越来越大ꎬ建议对此尽早采取相应对策

做好充分的防控准备ꎮ

５　 生态环境现状及保护思路总结

从现状来看ꎬ近年来ꎬ宁夏中南部地区生态状

况改善明显ꎬ植被覆盖、水土流失和荒漠化治理修

复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ꎬ环境质量一直相对较好ꎬ
资源利用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提升ꎮ 但是ꎬ生态治

理压力仍然较大ꎬ部分区域和领域的污染问题仍

然突出ꎬ资源紧约束和粗放利用并存现象仍然严

峻ꎮ 在生态方面ꎬ宁夏中南部地区近年来改善明

显ꎬ无论在植被覆盖、水土保持、荒漠化治理方面

均呈显著的改善态势ꎬ其中六盘山区生态改善尤

为突出ꎮ 但是ꎬ部分地区尤其是偏北部区域相关

治理任务仍然艰巨ꎮ 在环境方面ꎬ相对于宁夏整

体ꎬ中南部地区环境质量相对较好ꎮ 在水环境领

域ꎬ宁夏所有水环境监测断面中ꎬⅠ类~Ⅱ类水质

断面均在中南部地区ꎬ且部分支流水环境质量改

善明显ꎬ但以清水河为代表的支流污染问题仍然

存在ꎮ 在大气环境领域ꎬ除 ＰＭ１０外ꎬ其他主要大

气环境空气质量指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ꎬ所有的

空气质量监测指标均优于宁夏平均水平ꎮ 在土壤

环境领域ꎬ宁夏中南部地区所有背景点位深层土

壤剖面形态及周围环境监测结果显示ꎬ无机污染

物及有机污染物均未发现有点位超标ꎬ但农村产

业与生活污染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ꎮ 在资源方

面ꎬ宁夏中南部地区水资源一直以来较为紧缺ꎬ在
此情况下ꎬ水资源利用率较高ꎮ 但无论是扬黄灌

区的水利工程ꎬ还是南部山区的库井灌区、水库及

骨干坝以及调蓄联通设施和工程ꎬ都有较大的挖

掘潜力ꎮ 矿产资源较为丰富ꎬ但开发利用方式粗

放ꎬ存在一定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问题ꎮ 在土

地资源方面ꎬ区域内的大部分土壤自然肥力偏低ꎬ
高度开垦导致的农业收益和生态损害不成比例ꎬ
应加快退耕还林还草的步伐ꎮ

基于以上分析ꎬ本研究提出宁夏中南部生态

环境保护思路如下:
第一ꎬ分领域来看ꎬ在生态方面ꎬ中南部呈现

一定的南北差异ꎬ对于偏南部地区应进一步巩固

治理成果ꎬ对于偏北部区域应继续强化整治ꎮ 在

环境方面ꎬ针对较为突出的水环境问题ꎬ既应瞄准

污染源治理ꎬ也应考虑多举措推进水环境容量提

升或本底条件的改善ꎮ 针对大气问题ꎬ一方面应

认识到风大沙多的自然条件是客观现实ꎬ另一方

面要进一步加强内部治理ꎬ在偏北部地区应强化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ꎮ 针对土壤问题ꎬ进一步强化

农村产业和生活污染治理ꎮ 在资源方面ꎬ针对水

资源领域ꎬ应将农业节水作为重中之重ꎬ同步推进

其他节水措施ꎮ 针对矿产资源领域ꎬ进一步规范

开采ꎬ提升利用率ꎮ 针对土地资源领域ꎬ在当前状

态下建议进一步强化退耕还林还草工作ꎮ
第二ꎬ综合来看ꎬ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

体ꎬ仅采用局地性思维无法解决全局性问题ꎬ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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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思维统筹生态、环境、资源、产业等领域ꎬ坚
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的宗旨ꎮ 针对宁

夏中南部具体现状ꎬ本文建议统筹山上与山下、地
上与地下、自然与人工、生态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

系ꎬ以健全水系统为核心ꎬ提升自然生态系统整体

效能ꎬ强化六盘山、罗山、南华山、云雾山森林生态

系统水源涵养功能ꎬ继续推动林草生态系统保护

与修复ꎬ巩固和提升水土保持成效ꎬ严格控制地下

水开采ꎬ合理发挥扬黄灌溉生态效能ꎬ确保地下水

位处于合理水平ꎬ保障枯水期河流生态基流ꎬ以水

生态功能的恢复和完善促进水资源量的增加ꎬ以
水生态和水资源的改善提高水环境容量ꎬ以水生

态、资源、环境整体系统的健全ꎬ促进山林田草质

量提升ꎬ形成良性循环的自然生态系统ꎬ不断提升

生态系统整体效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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