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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喀斯特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成效、问题与对策

陈洪松，岳跃民，王克林

(1．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亚热带农业生态过程重点实验室，长沙410125

2．中国科学院环江喀斯特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广西环江547100)

摘 要：西南喀斯特地区石漠化与贫困问题相互交织，是该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近二十年来，通

过实施植被恢复、水土保持、生态移民等一系列治理措施，石漠化整体扩展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由过去持续

扩展转变为净减少，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状况呈良性发展态势，但防治形势仍很严峻，迫切需要寓经济发展于

生态治理之中。本文在分析石漠化综合治理成效、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基于民生改善的石漠化防治对

策。认为今后应在系统梳理和总结一期治理经验和不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石漠化演变规律及其关键驱动

因子、喀斯待关键带结构与功能变化、植被与水文过程相互作用等基础研究，将植被恢复与生态服务提升、民

生改善有机结合，健全“造血”功能，培育和发展与生态治理方向相适应的生态衍生产业，助力扶贫攻坚，实现

生态治理与脱贫致富双赢，促进该区域社会经济协同发展及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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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我国石漠化主要发生在以云贵高原为中心，北起

秦岭山脉南麓，南至广西盆地，西至横断山脉，东抵罗

霄山脉西侧的喀斯特地区。该区域是珠江的源头，长

江水源的重要补给区，也是南水北调水源区、三峡库

区，生态区位十分重要[1 J。石漠化地区多数是老、少、

边、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尤其山区农村)，国家

扶贫重点县227个，贫困人口超过5 000万，因人LI

超载导致的石漠化问题依然是西南喀斯特区域社会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2_3]。显然，西南喀斯特

地区石漠化与贫困问题交织在一块，迫切需要寓经济

发展于生态治理之中，培育和发展与生态治理方向相

适应的生态衍生产业，实现区域生态治理与脱贫致富

的协同。

“十三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也

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阶段。近年来，通过实施退耕

还林还草、坡耕地整治等一系列生态工程，石漠化综

合治理已初见成效，石漠化整体扩展的趋势得到有效

遏制，植被覆盖率持续提高，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发生

逆转[2“。]。但是，由于人为驱动因素依旧存在，加上

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和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稳定性差

的植被群落易因外来破坏因素影响而逆转，导致石漠

化防治形势依然严峻，直接影响扶贫攻坚进程和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实现[4_8]。

同时，由于土壤属性恢复滞后，植被恢复的可持续性

面临挑战，其中土壤有机质积累缓慢、养分供给能力

不足成为植被恢复中后期的关键限制因子之一，治理

工程投入的产出、效益与持续性难以得到有效保

障[3’9]。显然，石漠化治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多个方面，任重而道

远’8]。随着石漠化综合治理二期工程的全面展开，亟

需系统评估一期治理工程成效，以巩固一期治理工程

成果、确保二期治理工程的顺利实施，实现区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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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双赢的目标¨_8j。这既是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继续推进石漠

化综合治理”的具体举措，也是落实“十三五”规划纲

要“提升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功能、推进石漠化区域综

合治理”的具体行动。因此，本文在分析石漠化综合

治理成效、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探讨基于民生改善的

石漠化防治对策，为西南喀斯特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

工程后续实施和区域社会经济协同发展提供参考

依据。

1 石漠化综合治理主要模式与成效

喀斯特地区石漠化是西南地区的首要生态问题，

是灾害之源、贫困之因、落后之根，一直以来深受社会

各界、国家的高度关注¨“]。2008年国家发改委组

织实施了100个县的“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工程，后

来扩大到314个县[6]。与2005年(第一次石漠化监

测信息基准年)相比，2011年底石漠化土地面积减少

了0．96万km2，减少了7．4％，年均减少面积0．16

万km2，年均缩减率为1．27Ko E8。监测结果表明，我

国土地石漠化整体扩展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由过去

持续扩展转变为净减少，喀斯特地区生态状况呈良性

发展态势[2“]。究其成因，人工造林种草和植被保护

对石漠化土地逆转发挥着主导作用，其贡献率达

72％；土地压力减轻和农村能源结构调整促进的植被

自然修复贡献率为18％；实施农业工程与农业技术

措施的贡献率为7％；其他因素的贡献率为3％嘲。

国土资源部最新石漠化遥感调查表明，石漠化总面积

由2000年的11．35 km 2、2005年的12．96万km2减

少为2015年的9．2万km2，经历了增长和逐步改善

两个阶段[4]。其中，危害最大的重度石漠化面积所占

比例由2000年的38．08％降至2015年的15．31％；

石漠化减少面积最大的三个省份依次为广西、云南和

湖南，但重度石漠化面积减少量最大的三个省份依次

为湖南、重庆和贵州。21世纪以来，石漠化面积减少

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利用多种资源、联合各方面力量，

大力实施了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H_6]，其减少程度主

要与植被修复工程力度、植被恢复的喀斯特地貌条

件、水资源利用和区域经济条件密切相关[川。

目前，石漠化治理主要以生态恢复为核心原则，

以地表植被恢复为根本[7“oj。根据重点解决的石漠

化关键问题和采取的技术措施，石漠化治理模式可分

为七大类‘10_11I：林草植被恢复模式(如退耕还林还

草、封山育林、“自然+人工促育”等)、草食畜牧业发

展模式(如贵州“晴隆模式,*E18、广西“古周模式”[1 3]

等)、水土保持模式(如小流域综合治理、坡改梯、“三

小水利”与砌墙保土等)、生态农业模式(如粮／果一草

一养殖一沼、经果林、林下经济等)、生态移民模式(如

广西环江‘¨3和贵州紫云‘¨3)、建立生态保护区开发

旅游模式、综合治理模式。但是，这些石漠化治理模

式的内涵、外延及技术支撑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而且模式的生态系统稳定性需要进一步验证⋯]。在

石漠化具体治理过程中，如果过分注重生态效益而忽

视社会经济效益，单纯侧重植被恢复而不注重惠及民

生，就难以持续且无法在较大范围推广。比较成熟的

模式都注重在治理石漠化的同时，解决当地农民的生

存和发展问题[7’1”11]。例如，贵州花江峡谷的“关岭

模式”和“顶坛模式”，充分利用喀斯特环境及适生植

物资源，建立了“猪一沼椒(经果林)”模式，在恢复

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了石漠化治理

与经济的同步发展[1⋯。广西平果县的“果化模式”，

通过建立复合式立体生态农业，在陡峭山坡封山育

林、垭口发展保持水土功能较强的植物、山麓发展经

济林果(火龙果)、洼地发展旱作粮食及种草养畜，不

但改善了生态环境，更提高了经济水平¨7I。贵州晴

隆县的“晴隆模式”，因地制宜，紧紧围绕“扶贫开发、

生态建设”两大主题，靠人工种草养羊，建成集生产、

加工、销售、物流为一体的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实

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助力脱贫攻坚[18|。广

西环江县的“古周模式”，在石漠化严重的喀斯特峰丛

洼地小流域，结合退耕封育和生态移民，建立了以牧

草替代玉米的种草养牛的复合生态农业模式，既保护

了生态环境又增加了农民收入，实现了生态与脱贫

双赢‘1⋯。

由于喀斯特区域人口与土地资源分布的不平衡，

在资源环境适宜地区通过城镇化与生态移民、异地开

发安置来缓减贫困山区的人口压力，实现石漠化防治

和区域协同发展，是喀斯特区域行之有效的途

径[1”11’14_b]。但是，如何在贫困地区通过生态文明

建设保住青山绿水，促进区域经济、人口和生态环境

可持续发展依然是一个严峻的课题[3]。中国科学院

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从1995年开始，在广西环江

县城北3 km处的肯福建立异地移民的科技扶贫开

发示范区，创建了“科技单位+公司+示范基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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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企业化科技扶贫创新机制，通过研究移民环境

容量，编制综合开发建设规划，重点进行技术产业培

植与强化的关键技术攻关、配套技术集成，积极探索

并推行新的农村经营管理与农业持续发展运行机制，

避免了以往移民过程中出现的因不合理开垦产生的

水土流失、环境恶化、再度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现象，

实现了生态治理与农民增收的双重目标，在国际上也

得到广泛认可并被誉为“肯福模式”[1“”j。生态移民

与科技扶贫新模式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喀斯特地区扶

贫攻坚提供了一项极其重要的途径，而且成为我国极

度贫困地区科技扶贫的成功典型范例，得到广西区各

级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视

与肯定E¨]。

2 石漠化综合治理存在的问题

虽然西南喀斯特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取得了很

大成效，但工程区生态功能还很脆弱，导致土地石漠

化的区域贫困、人地矛盾等间接驱动因素依然存在，

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边治理、边破坏”甚至“反而

加剧”的现象，尤其在生态经济条件较差的喀斯特中

高山区、峡谷区和槽谷区[1“]。即便是已经治理好的

地块，由于缺乏后期管护经费，补植补造、运行维护等

后续措施滞后，仍面临退化的风险，治理成果巩固压

力巨大∞卜6I。2015年监测结果表明，西南喀斯特地

区石漠化土地仍有9．2万km2，大部分立地条件较

差、治理成本越来越高Ⅲ。因此，要充分认识石漠化

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坚持不懈地推进石

漠化综合治理工程E”6I。目前，除治理难度逐步增

大、资金集中度不高、单位面积及单项措施投资标准

低等政策因素外，石漠化综合治理还存在基础研究薄

弱、对水土流失过程及机理认识不足、对工程建设的

技术支撑力度不够、缺乏工程实施成效系统监测与评

估等问题m 2”2
2|。

(1)已有治理技术措施单一，缺乏区域针对性强

的可持续调控与治理模式。

近年来石漠化综合治理已初见成效，石漠化地区

植被覆盖度持续提高，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发生逆

转瞳“]。但是，通过生态治理形成的人工重建植被群

落结构单一、稳定性差，要么注重生态效益(如水源涵

养、水土保持)，要么以追求短期经济效益为目标(如

桉树)，缺乏持续性E10_1“。林草植被恢复模式大多局

限于树种组配，对模式存在的问题以及模式调整、结

构优化方面尚缺乏深层次探讨，致使模式构建的科学

性和有效性受到质疑[-]。治理技术与模式方面，由于

对喀斯特区域生态系统格局、过程调控及相应的生态

重建可持续技术的整体系统的研究仍然较为缺乏，对

生态修复可持续适应性关键技术的研究积累不够，大

多停留在简单照搬其它区域的单一技术推广阶

段[·21_2“，如南北力‘均适用的“坡改梯、植树造林、中低

产田改造、杂交玉米推广等心⋯，尚未形成综合效应，

缺乏针对性强的区域可持续调控集成模式，难以支撑

重大生态工程的后续规划和实施∞。。随着工程建设

的持续推进，由于地质背景的特殊性和生态恢复的复

杂性，石漠化区域困难立地造林、生态经济型树草种

筛选、坡耕旱地系统整治等一些关键性技术问题仍没

得到有效解决，生态治理成效缺乏系统科学评

估∞·11’21i，石漠化治理投人与分区较为粗放的问题也

十分严重_]，这些都将严重影响后续生态工程建设质

量的提高和效益的发挥。

(2)未将市场化和企业化引入治理中，没将生态

治理与民生改善有机结合。

由于石漠化演变机理研究十分薄弱，对石漠化治

理中期新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尚没有进行深入系统

分析⋯’2。]，对其后续效益也关注不够，工程建设缺乏

针对性关键支撑技术，离满足国家石漠化综合治理对

拉动区域生态经济持续高效发展的需求还有很大的

差距，难以支撑重大生态工程后续建设的需求-3j。而

且，已有的整治模式，投资成本主要来源于政府，没有

充分发挥农户的积极性，忽视了主导生态产业的培育

和发展，未能将市场化和企业化带入治理中，没有体

现生态治理与民生改善的有机结合，生态治理成效难

以得到持续保障E8‘1。’1⋯。同时，由于人El超载导致的

生态压力依然存在，如果不能充分发挥科技人员、政

府、企业／公司／合作社、农户等各方的积极性，并切实

保障各方切身利益，就难以形成可持续的生态产业一

功能提升适应性价值链，无法实现生态治理与民生改

善共赢[2 2I。例如，通过政府贴息贷款、提供技术培

训，通过拥有产权发挥农民积极性，通过引进公司解

决市场销售问题，晴隆生态畜牧业转型升级，规模不

断扩大，最终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扶贫效益

同步持续发展的富民模式[18。

(3)缺乏环境移民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模式，

没有建立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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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扶贫攻坚战役向纵深推进，反贫困难度愈来

愈大，继续增加环境极度脆弱地段扶贫资金，产出效

益低且难以持续发展，因而此类地区通过生态移民与

异地开发是一条有效的治理途径[8’1“H]。但是，由于

部分移民迁入区没有较好地解决资源开发与环境保

护问题，移民规模失控，土地开发利用盲目，导致生态

环境遭到破坏，引起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并再度陷入

环境恶化与贫困的状态[1“。部分移民迁出区虽然缓

减了人口压力，但因地方政府只注重“输血”功能而忽

视了“造血”功能，未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和特色生态衍

生产业的培育，农民依然没有脱贫致富[1“¨’19I。由于

缺乏规范化制度，加上政府包揽过多，部分地区存在

脱贫返贫、扶贫资金管理混乱、损害农民合法权益等

问题，严重影响了扶贫工作的持续推进[8’11|。2014—

2020年，国家计划对生活在石漠化区、高寒山区等生

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有搬迁意愿的100

万群众实施扶贫生态移民搬迁，亟需创新精准扶贫体

制机制[8．10-11]。因此，在今后扶贫攻坚过程中，应该

着力从规划、机制、机构、动力、政策五个方面推进扶

贫开发模式创新，增强扶贫的整体性、实效性和可持

续性[8“。”]。显然，建立环境移民区域可持续发展的

管理模式和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是巩固扶贫成果和

减少脱贫人口返贫比例的关键保障。

3基于民生改善的石漠化综合治理对策

西南喀斯特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区，经济发

展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贫困人口连片集中分布。

为落实国家少数民族政策，改善当地农民的生活水

平，减少贫困人口，实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迫切需

要在喀斯特地区继续进行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口“]，

进一步加强石漠化演变规律及其关键驱动因

子口1‘20]、喀斯特关键带结构与功能变化[21『、植被与水

文过程相互作用R胡等基础研究，将植被恢复与生态

服务功能提升和民生改善、贫困人口城镇化与适度生

态移民有机结合，形成生态效益、产业效益和惠及民

生显著的石漠化治理技术模式与生态衍生产业技术

集成，促进西南喀斯特区域扶贫开发与生态环境治理

的协同哺““22。。这既符合国家“一带一路”重大战略

计划，也满足关于“提升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功能、推进

石漠化区域综合治理”的重大需求。

(1)多学科联合攻关，进一步分析石漠化演变及

其关键驱动因子，研究不同喀斯特地貌类型区水文一

侵蚀过程及其效应，明确石漠化地区生态建设成效评

估指标体系，建立面向不同类型区的石漠化综合治理

模式集成方案，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质量保障和成

效评估提供科技支撑。

喀斯特石漠化的综合防治工作应建立在科学的

理论基础之上，深刻剖析石漠化的成因与机理应是解

决问题的首要和关键¨⋯。针对生态工程背景下石漠

化面积削减快、但工程成效缺乏科学评估、治理投入

与分区较为粗放等问题[11’21|，多学科联合攻关，开展

区域生态本底状况与石漠化时空格局演变研究，明确

生态工程实施以来石漠化格局演变的关键驱动因子

及其贡献率，揭示石漠化演变的关键过程机理及生态

风险瞳0‘22叫引。研发面向功能优化的区域生态系统监

测与评估技术，系统梳理和评估前期石漠化治理成效

及其存在的问题，明确治理成效差异的关键限制性因

素及治理的重点与优先区域，提出西南喀斯特区域石

漠化分区优化防控方案，构建业务化运行的石漠化动

态监测与防控决策支持系统[4111‘2‘-221。根据不同石

漠化类型区水土资源空间匹配特点，研究植被恢复的

生态水文效应[2⋯，基于关键生态服务功能权衡[3]，构

建依托小流域完整性的石漠化治理适应性技术和依

托区域水一土一优势产业特点的综合治理模式，提出

面向不同类型区的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集成方案，为

有针对性的石漠化治理技术与模式集成及石漠化后

续治理工程的规划与实施提供科技支撑[11‘2 2|。

(2)跨部门防治，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将植被恢复

与生态服务提升和民生改善有机结合，兼顾生态治

理、农村扶贫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集成就地城镇化

集中居住、适度异地安置与惠民增收技术模式，提出

石漠化综合治理与民生改善的社会化共同治理策略，

助力扶贫攻坚。

今后石漠化治理的重点和突破点是注重多种服

务的集成和优化，兼顾效益，调动石漠化地区居民对

石漠化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石漠化治理的公

众参与度，促进区域生态、经济、社会协同发展[7，”]。

创新扶贫方式，完善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8删。

基于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明确不同类型区资源

动态消耗特征及生态环境状况，并结合区域人口、优

势旅游资源及石漠化分布，提出生态移民规模和城镇

化的容许荷载[8““。研究生态移民和城镇化人口转

移对石漠化消长的影响，提出生态旅游一生态移民有

机结合的石漠化区域生态压力缓解措施，形成生态移

民与城镇化的优化布局与调整方案[101，为石漠化区

域超载人口的空间安置规划提供支撑。结合生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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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城镇化安置示范工程，开展典型案例研究，分析生

态移民、贫困人口城镇安置、生态旅游与石漠化治理

之间的关系，提出石漠化防控和民生改善的社会化共

同治理模式[22I。在移民迁出区，缓减人口压力的同

时迫切需要就地城镇化(集中居住)与培育特色生态

衍生产业，实现生态服务提升与惠民增收[1⋯。在移

民安置区，迫切需要进行生态空间规划和可持续主导

产业设计，防止农民过度开垦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或因缺乏稳定经济收入来源而再次陷入贫困[14,19]。

(3)产学研结合，稳定脱贫措施，坚持产业扶贫，建

立长效扶贫机制，加强“科技人员+政府+基地+农

户”的经营模式，以“输血”为动力增强“造血”功能，大

力发展特色生态衍生产业，延长产业链，实现生态经济

双赢，促进西南喀斯特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目前林草植被恢复模式主要存在结构缺失、立地

衰退、低度适应和产业脱节4种缺陷类型[7]，模式调

整和结构优化需要产学研结合，突破异龄复层混交、

地力改良、适应性修复、产业链延长、可持续管理等关

键科技问题，实现生态经济双赢[8_1 2|。通过政府引

导、科技人员指导、企业／公司／合作社带动，以“输血”

为动力增强“造血”功能，充分发挥农户积极性，坚持

产业扶贫，走就地开发和异地扶贫搬迁、移民培训、劳

务经济相结合的路子[14_1 5’18—1 9]。对不同的区域采取

不同的发展模式，为石漠化地区的企业探寻区域特色

资源潜力，寻找新的增长点，努力建设产业开发型、生

态型和红绿色旅游型的村屯，确保移民“搬得出、稳得

住、有发展、能致富”[1．8]。研发立体高效生态衍生产

业培育技术，建立标准化精准扶贫试验示范基地，延

长产业链，变产业优势为经济优势，推动生态衍生产

业发展和企业经济发展，促进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形

成石漠化地区植被恢复一产业转型发展一精准扶贫

一生态富民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技术支撑体系[2 2|，

保障西南喀斯特区域生态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

连片大石山区综合治理工程和异地扶贫搬迁工程提

供示范样板，为“十三五”大规模异地扶贫开发提供决

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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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control on rocky desertification in karst regions of southwestern

China：achievements，problems，and countermeasures

CHEN Hongsong，YUE Yuemin，WANG Ke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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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ockv desertiffcation and poverty are intertwined in karst regions of southwestern China，which is

the bottleneck for region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n recent two decades，through car-

rving out vegetation restoration，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and ecological immigrant，the whole expansion

trend of rocky desertification has got preliminary containment ftom continuous increase to net decrease，and

the ecological condition has achieved favorable development in karst areas of southwestern China．However’

the Drevention and control situation remain serious，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he considered urgently

during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ontr01．This paper analyzes firstly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rocky

dese-rtification comprehensive control。and then discusses it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the imD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Next the experience and drawbacks during the first stage of karst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are sorted out systematically． It is suggested that in the future，the studi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on rocky desertification evolution and its key driving factors，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dynam—

ics of karst critical zones，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vegetation and hydrological processes．At the same

time，vegetation restoration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promotion of ecological service and the improve—

ment of Deople’s livelihood，and the ecological derivative industry in line with ecological management should

be nurtured and developed to push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bettering”blood making”function．This could

realize the win—win result of ecological control and poverty alleviation，and promote the regional social and e—

conomic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in karst regions

of southwestern China．

Key words karst regions of southwestern China，rocky desertification，comprehensive control，improvemen‘

of people’S livelihood，ecologic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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