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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将系统分析中的 KJ法应用于新疆艾比湖流域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对策研究中。首先制

作了 59张包含与艾比湖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信息卡片 ,之后根据信息的亲近性将其分为 5个大

组 ,每个组内再进行细分 ,最后得到艾比湖流域生态环境问题综合治理的结构模型图 ,从管理体制

建设和工程措施两方面归纳提炼出了具体治理对策。应用结果表明 , KJ法能够充分体现群体的创

造性思维并将之有序化 ,能很好地应用于包括生态系统在内的各种自然、社会、经济以及复合系统

的综合集成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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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比湖流域位于新疆北部准噶尔盆地内陆区 ,

由博尔塔拉河、精河和奎屯河三个二级流域组成 ,行

政上隶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博乐市、温泉县和

精河县 ,塔城地区的乌苏县和托里县南部 ,奎屯市和

克拉玛依市的独山子区 ,总面积约 50 621 km
2。艾

比湖流域是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

阿拉山口口岸是新疆过货量最大的口岸 ,年过货量

占新疆口岸过货量的 85%以上①
,奎屯市、乌苏市、

独山子区所形成的经济金三角地区 ,也是天山北坡

经济带近期发展最快的区域。艾比湖位于精河县西

北、博乐市以东、奎屯市和乌苏市西北 ,是准噶尔盆

地西南缘的最低汇水中心 ,是新疆最大的咸水湖。

艾比湖流域处在著名的阿拉山口大风主风道

上 ,由于地区人口增长及农业用水的增加 ,使得流域

水量不断减少 ,造成了艾比湖入湖水量锐减 ,致使艾

比湖水面面积快速干缩 ,原入湖的五条河流奎屯河、

四棵树河、古尔图河、精河和博尔塔拉河 ,现仅剩后

两条。艾比湖湖水面积 680 km
2 左右 , 2000年时为

545 km
2 左右。湖水比较浅 ,平均水深只有 1. 4 m,

干涸的地方有 17. 9 km
2

,每年有 4. 8 ×10
6

t的浮沉 ,

由于沉积物都是颗粒 ,非常微小 ,所以漂移距离比较

远 ,能达到 5 000 km以上②。

由于艾比湖是浅水盐湖 ,在大风的肆虐下 ,裸露

湖底每年平均被刮走数百万吨盐 ,影响到整个艾比

湖流域生态安全 ,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风沙策源地

和危害无穷的撒盐场。这不仅危害了当地人民的身

体健康和日常生活 ,而且对天山北坡经济带生态和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严重威胁。

关于艾比湖流域的生态环境问题 ,各方面研究

成果很多 〔1 - 7〕
,但目前为止 ,艾比湖流域生态环境

恶化的势头还没有得到遏制 ,在全球变暖的大气候

趋势下 ,该流域生态环境问题更加严峻。目前大多

数研究均是从不同研究领域出发〔8 - 12〕,缺乏对整个

系统的综合集成研究 ,并且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管

理者之间相互交流不够。本文介绍一种常用于系统

分析的 KJ法 ,以艾比湖流域综合治理为案例 ,逐步

解析 KJ法的应用过程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为当地关

注艾比湖流域的研究者、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等各

方面专家提供一个能够相互交流和面向问题得出解

决方案的平台 ,充分发挥各方面专家的创造性思维 ,

集思广益 ,开阔思路 ,以期能够科学、系统地提炼概

括出治理艾比湖流域生态环境的可行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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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

KJ法是一种直观的定性分析方法 ,是由日本东

京工业大学的川喜田二郎 ( Kawakida J ir)教授开发

的〔13〕。它是从很多具体信息中归纳出问题整体含

义的一种分析方法〔14〕。最初开发这种方法是用于

人类学的研究 ,用来从收集和存储的数据中抽象出

关系 ,并获得某些发现。KJ法的特点就是为了创新

而进行协同工作。如 40年后我国社会的老龄化问

题就是应用 KJ法进行分析的〔15〕。KJ法可以分为 A

类 KJ法和 B类 KJ法〔15〕。A类 KJ法是将各种信息

之间的关系用图形 (结构模型 )表示出来 ; B 类 KJ

法是在 A类 KJ法完成的基础上 ,如果需要或者能

够提出一个明确结论就将结构模型用一个句子表达

出来作为对所分析问题的结论。

KJ法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

(1)提出意见 :每个参与者将自己与主题相关

的想法或意见提出来 ,记录者将每个人的想法或意

见用准确精练的语言分别写在卡片上 ,并将卡片放

在桌面上。此过程有些象头脑风暴法中的第一过

程 ,要求每个参与者都要畅所欲言 ,毫不迟疑地说出

自己的想法或意见。

(2)意见归类 :所有参与者经过讨论 ,按意见的

相似性将卡片归类。将同一类的卡片放在一起 ,形

成一个小组 ,并给每个小组赋一个名称。当某个参

与者又有新的想法或意见时 ,可以将新想法或意见

制成卡片加到小组里来。这对于整个方法的成功是

很有必要的。然后所有参与者通过讨论将各小组意

见进一步归类 ,形成中组和大组。但是对难于编组

的卡片或小组不要勉强地编组 ,可以把它们单独放

在一边。这样就有小、中、大三种分组。如果组与组

之间是有关系的 ,可以将这种关系用箭头标示出来 ,

并注明关系 ,构成一个一目了然的整体结构图。

(3)造句 :参与者利用 A类 KJ法得到的关系图

造句。参与者不描述他们的思想 ,只根据得到的图

形造句。

KJ法的上述三个步骤称为“一轮 KJ法 ”。然而

还有另外一种 KJ法 ,称为“累积 KJ法 ”〔16〕。累积

KJ法就是将上述三个步骤不断重复。本文用累计

KJ法进行逐轮筛选和分组。

2　基于 KJ法的艾比湖流域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的结构模型

2. 1　制作卡片

考虑到艾比湖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问题涉及

的学科和专业 ,我们邀请了生态学、自然地理、水土

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土地资源管理、地理信息工程等

专业的研究生和部分专家 30人参与了此次调查活

动 ,将其意见进行初步整理后形成如下 59张卡片

(表 1)。

表 1　与艾比湖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有关的信息

Tab. 1　 Informa tion rela ted to the env ironm en t managem en t

in the Eb inur Lake W a tershed

编号 内容 编号 内容 编号 内容

1
阿拉山风口的下
风向

21 农牧业损失巨大 41
治理荒漠化面积
1 000多万亩

2 浅水盐湖 22
注入艾比湖的河
流流量锐减

42
湖水增加到 1 500
km2

3
全球性的气候变
暖

23
严重制约经济发
展

43
天山北坡生态环
境显著改善

4 开发大西北 24 祼露的干涸湖底 44
改进作物灌溉制
度

5 草场沙化、碱化 25 艾比湖湿地规划 45 淘金挖沙

6
312国道三次改
道

26 绿色天然屏障 46 过度樵采

7
流沙埋压亚欧大
陆桥铁路

27
提高全民生态环
境保护知识

47
农业发展 , 灌溉
用水量大

8
流域水土资源统
一管理

28
改造配套灌区工
程

48
危害无穷的扬盐
场

9
水资源浪费严
重、利用率低

29
开发湖周矿物资
源

49 阻滞沙尘

10 大规模垦荒 30
开发水能、风能、
太阳能

50
限制建设高耗水
工业项目

11
修建水库 ,增加
调蓄能力

31 荒漠植被衰败 51
保障生态环境用
水

12 湖面水位下降 32 生物多样性降低 52
发展人工草地置
换天然草场

13 沙尘暴策源地 33 实施跨流域调水 53 恢复湖滨湿地

14
湖水面积逐年缩
小

34
艾比湖主风道治
理工程

54 运用 3S技术

15
周边地区地下水
位下降

35
加强用水管理 ,
科学调配水量

55
流域水质控制与
保护

16
周边地区荒漠化
加快

36 植树种草工程 56
保障地区经济发
展

17
危害居民生活、
健康

37
固定 流 动 沙 丘
150多万亩

57
工业内部循环用
水 ,提高水的重
复利用率

18
推广先进灌水技
术 ,加强田间节
水

38
改造工业设备和
生产工艺 , 实现
节水

58
加强市政管网建
设 , 减少跑、冒、
滴、漏等现象

19 普及节水型器具 39
调整水费政策 ,
建立节水有偿机
制

59

支持公众参与决
策 ,特别要提高
妇女在水资源规
划中的作用

20 河流水情预报 40 增加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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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分类

结合已有大量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和表 1列

出的 59张信息卡片 ,首先整理出艾比湖流域生态

系统退化的原因 ,只有找到症结所在 ,才能对症

下药 ,提出合理、可行的综合治理对策。分析思路见

图 1。

2. 3　建立拓扑结构模型

根据系统分析结果 ,将 59张卡片分为生态环境

恶化的自然原因 ,人为驱动力 ,恶化的表现 ,治理措

施以及最终要达到的治理目标 5大组 ,其中治理措

施又进一步细分 ,最终按照 59张卡片之间的拓扑结

构建立艾比湖流域综合治理的结构模型 ,见图 2。

图 1　艾比湖流域生态系统退化过程分析

Fig. 1　Degradation p rocess analysis of ecosystem in the Ebinur lake watershed

图 2　艾比湖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结构模型图

Fig. 2　Schematized structural model of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in the Ebinur lake watershed

3　结果与分析

目前艾比湖流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自然演

替加上人类农业发展过程中的过度垦荒、灌溉过度

所引起的。其中 ,入湖水量的减少是核心因素 ,流域

内植被的破坏是关键因素 ,阿拉山口大风加剧和裸

露湖底和周边沙尘和盐尘散发是驱动力因素。

通过 KJ法分析 ,层层剥离出综合治理措施主要

有两方面 ,一是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 ,建设节水型社

会 ;二是辅以必要的工程措施。

(1)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 ,建设节水型社会

虽然博州 1994年就成立了专家顾问团 , 1997

年成立了由常务副州长任组长的艾比湖综合治理领

导小组 , 2003年成立由州长任组长的艾比湖流域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 ,高度重视流域的水资源

管理。但是由于艾比湖流域行政管理上涉及 4个地

州市 ,单靠各个地州市的努力是不能从根本解决问

题的。必须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 2003年 6月

成立的艾比湖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切实

实施以流域为基础的水资源统一管理 ,解决目前地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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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和兵团、各部门之间分割 ,缺乏有效协调机制 ,重

经济发展而轻生态环境保护的局面 ;在全流域对水

资源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发放取水许可

证、统一征收水资源费、统一管理水量和水质 ,严格

控制艾比湖流域水资源的利用额度 ,保证不过度垦

荒和灌溉。

同时 ,在艾比湖流域推广倡议并建设节水型社

会。转变观念 ,将节水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节

约用水、科学用水应成为水资源合理利用的核心和

水资源管理的首要任务。要牢固树立节约用水观

念 ,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积极倡导和开发、应用

节水方法、节水技术和工艺设施 ,进一步加强节水的

科学管理和教育宣传力度。

(2)实施相关工程措施

自然生态系统对于外界扰动有自我恢复的能

力 ,但是前提是不能超过其自身抗扰动的临界阈值。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对新疆实施的大开发 ,在经

济建设取得飞速发展的同时 ,是以水资源的过度开

发利用为代价的 ,直接导致生态系统的退化与生态

环境的恶化。这种人类利用的扰动大大超过了生态

系统自身调控恢复的弹性范围 ,必须实施一定的工

程措施来帮助退化生态系统恢复重建。

针对艾比湖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的核心因素是入

湖水量的减少 ,实施跨流域调水工程可以解决目前

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但是如果不能建立“造血 ”

机制而仅仅靠“补血 ”,艾比湖流域生态环境问题是

不能得到根本解决的。除了水利工程外 ,还应该包

括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和一些其他措施。生态环境建

设工程包括 : ( 1)加强全民生态、环境意识 ,提高公

众节水和爱护环境的觉悟 ; (2)实施植树 (灌 )种草

工程 ,结合艾比湖主风道治理工程 ,恢复甘家湖自然

保护区的天然植被 ,建设河岸林 ,建设欧亚大陆桥铁

路沿线绿色长廊 ,构筑一片防风、固沙的生态屏障 ;

(3)制定艾比湖湿地恢复规划 ,恢复湖滨湿地 ; (4)

发展人工饲草料基地 ,用人工草地的经济功能置换

出天然草场的生态功能。其他工程措施有 : ( 1)开

发湖周矿物资源 ,开发水能、风能、太阳能 ,由单项资

源开发转向多元特色产业化发展 ;由传统单一的农

业经济模式转向复合农业 ,生态农业的绿色发展模

式 ,实现区域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 2 )运用 3S

技术 ,建立艾比湖流域水资源和生态系统的监测管

理体系 ,为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提供准确的信息

和操作平台。

4　结　语

KJ法的一个优点就是各方面专家学者以及政

策制订者和各级管理者都可以参加到讨论中 ;同时

KJ法可以帮助决策者或者研究者从无序的一堆信

息中找出或者建立一个有序化的系统 ,从而明确问

题的症结所在 ,可以对症下药。应用 KJ法进行系统

分析时 ,卡片的制作非常关键 ,只有尽量广泛地收集

与所研究问题有关的信息才可能全面妥善地解决问

题。因此组织研究小组分析时一定要挑选与研究命

题有关的各方面专家。除了专家意见外还需要查阅

大量文献 ,把相关信息补充到卡片上。

受客观条件所限 ,本文在运用 KJ法寻求艾比湖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措施的过程中 ,没有邀请到当地

直接从事于艾比湖生态与环境相关研究的专家以及

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参加讨论 ,只能在野外实地调

研中吸纳他们各自意见 ,最终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补充到结果的分析讨论中。今后 ,在艾比湖流域

“对症下药 ”的过程中 ,即具体治理措施的方案制定

和实施时 ,建议由领导小组约请组织各方面专家 ,包

括社会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的

研究者 ,运用 KJ法进行讨论。艾比湖流域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是一项艰巨而任重道远的系统工程 ,除需

要多学科跨门类的专家学者们参与之外 ,还需要包

括普通民众在内的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 ,特别是政

策制订者和管理实施者的推动 ,才能真正解决艾比

湖流域生态环境问题。

致谢 :对参与该项研究的李薇等二十多位研究

生表示感谢。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许多建设

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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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egra ted managem en t to ecosystem of Eb inur Lake

Ba sin ba sed on KJ m ethod

TANG Hai2p ing
1

, 　CHEN Hai2bin
1

, 　 L I Chuan2zhe
2

, 　XU Guang2cai
1

(1 College of Resourc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 eijing N orm al U niversity, B eijing 100875, China;

2 D epartm ent of W ater Resources, China Institu te of W ater Resource and Hydropow er R esearch, B 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KJ method is a direct qualitative analysis method designed by Kawakida J ir in 1986. It is an ideal p ro2
cessor for meaning from extensive information. App lying it to the ecosystem management of Ebinur Lake basin, we

firstly had the participantswrite their ideas about the relative p roblem s on 59 different tags. Secondly, we classified

them into five group s according to the sim ilarity of ideas. Then we further grouped them into a hierarchical order

and drew the relations between group s. And finally we got the countermeasures about management system imp rove2
ment and p roject imp lementation. The management of Ebinur lake basin is crucial to ecological safety in the nort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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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 Xinjiang region. From the structuralmodel established by KJ method, the reduction of water flowing into Ebinur

Lake is the key factor to the environment deterioration. A t last the two main countermeasures have been put for2
ward. One is an integrated adm inistrative system to manage the water resource of the whole basin, including water

utilization quota between the upper and the lower reaches area, water p rice, et al. , instead of separated manage2
ment in different districts or departments. The other is some important p rojects to be actualized, such as water con2
servancy. The experiment results indicate that KJ method is of use to establish an orderly system from chaos of in2
formation, and cooperative works toward innovation. It is helpful to systematization research of all kinds of ecosys2
tem including nature, society, economy system and comp rehensive system.

Key W ords: KJ meth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untermeasure; Ebinur lake watershed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雷加强研究员
荣膺“全国十大治沙标兵”称号

全国防沙治沙大会 2007年 3月 26日至 27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温家宝会见与会代表并讲话。温家宝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向在全国防沙治沙大会上受到
表彰的先进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在防沙治沙岗位上工作的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亲切的
慰问和诚挚的敬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出席会议并讲话。

温家宝首先从千年不朽的胡杨林谈起 ,温总理说道 :防沙治沙工作要发扬胡杨“活着千年不
死 ,死了千年不倒 ,倒了千年不朽 ”的顽强精神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努力做好防沙治沙工作 ,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温家宝强调 ,防沙治沙工作要坚持科学防治、综合防治和依法防治的方针。科学防治 ,就是

要遵循科学规律 ,加强防沙治沙的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研究 ,总结和推广先进的防治技术 ,用科
学的方法来防沙治沙 ,提高防沙治沙效果。综合防治就是要实行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 ,重
点防治与区域防治相结合 ,人工治理与自然修复相结合 ,强化水资源管理 ,因地制宜造林种草 ,封
沙育林 ,采取综合措施治理沙漠和沙化土地。依法防治 ,就是要依法管理和禁止破坏沙区生态环
境的违法行为 ,特别要禁止滥开垦、滥樵采 ,切实保护好沙区植被。

回良玉在讲话中指出 ,要充分认识防沙治沙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

把防沙治沙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大事来谋划 ,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认真实
施全国防沙治沙规划 ,着力做好各项工作。一是依法划定封禁保护区 ,通过大自然的自我修复 ,

逐步形成稳定的天然荒漠生态系统。二是转变沙区生产方式 ,改变一些地方滥开乱垦、粗放经营
的做法 ,制止人为破坏。三是加大投入力度 ,继续抓好现有生态建设工程 ,启动实施一批新的重
点治理工程。四是合理利用沙区资源发展特色产业 ,增加沙区农牧民收入。五是加强防沙治沙
关键技术攻关 ,推广先进适用防治技术和模式 ,提高防沙治沙成效。六是加强防沙治沙执法能力
建设 ,依法规范防沙治沙行为。七是创新体制机制 ,完善扶持政策 ,保障治沙者的权益。八是加
强土地沙化监测 ,准确掌握土地沙化动态 ,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会议对近年来在防沙治沙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中国科学院新疆生
态与地理研究所副所长雷加强研究员荣膺“全国十大治沙标兵 ”称号 ,并受到温家宝总理的亲切
接见。从 20世纪 90年代初以来 ,雷加强接连参加了塔里木沙漠公路、沙漠公路生态防护林工程
两项科技攻关 ,两项成果都被列为当年全国十大科技进展。他还兼任研究所沙漠工程勘测设计
所所长 ,与同事们承接了大量防沙治沙任务 ,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已经连续有三人次荣获“全国治沙十大标兵 ”和“全国治
沙先进工作者 ”荣誉 ,研究所也曾获“全国治沙十大标兵单位 ”的荣誉。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综合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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