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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峡谷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
—— 以贵州省花江峡谷为例

 

但文红
(贵州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系 ,贵阳 550001)

摘　要: 由于人口过快增长 ,喀斯特峡谷生态环境在粗放的传统农业增

长方式影响下表现出强烈的脆弱性 ,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

退化 ,农民生活极端贫困。本文通过对喀斯特峡谷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分析 ,提出建设喀斯特峡谷可持续的混农林业高效生产模式 ,及其

推广实施的主要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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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露型喀斯特山地峡谷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在粗放的传统农业增长方式影响下 ,表现尤为

强烈。在人口过快增长的压力下 ,带来不合理土地利用方式 ,导致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恶化 ,原

本良好的林业立地条件遭到破坏 ,以粮食生产为主的传统耕作农业受到水土流失和自然生态

环境恶化的严重遏制 ,丧失持续发展的资源条件。为探求恢复与重建喀斯特峡谷生态环境的有

效途径 ,建立具有喀斯特峡谷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 ,帮助农民彻底摆脱贫困 ,实现峡谷

生态环境下农业可持续发展 ,本文以贵州省花江峡谷示范区为例进行广泛的探讨和研究。

1　喀斯特峡谷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

1. 1　喀斯特峡谷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贵州喀斯特峡谷分布在高原区两侧或周围 ,是喀斯特地貌的迭置和向深性发育区 [1 ] ,地形

起伏大 ,地面坡度大 ,是峰丛深洼地、峰丛峡谷的主要分布区。 虽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 ,水热资

源丰富 ,但因喀斯特地表水渗漏迅速 ,地下水深埋 ,峡谷深切 ,形成特有的“喀斯特干旱” ,加之

成土速度慢 ,土层薄且不连续 ,植被自然生存条件差 ,生态变异敏感度高 ,一旦破坏很难恢复。

在人口过快增长的压力下 ,土地不合理利用现象普遍发生 ,导致严重水土流失 ,林灌覆盖率迅

速下降 ,无土、无水、无林的喀斯特裸露石山面积不断扩大 ,生态环境恶化。花江示范区就属典

型的裸露型喀斯特峡谷生态环境。 该区位于贵州省关岭县以南 ,贞丰县以北的北盘江峡谷两

岸。区内喀斯特面积达 94% ,地形相对高差达 600m以上 ,坡度大于 25°的土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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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平地面积仅占 2% ,地下水埋深 300m以上 ,“喀斯特干旱”现象严重。水土流失面积占总

土地面积的 80% ,土壤仅存于喀斯特溶隙和洼地之中 ,裸岩石山面积占土地面积的 50%以上 ,

林灌覆盖率小于 3% ,示范区大部分已接近无土可流的石漠化 ,人类生存条件快要丧失的程

度 ,生态环境亟待恢复与重建。

1. 2　喀斯特峡谷传统农业增长的粗放性

喀斯特峡谷传统农业增长是依靠人力和畜力 ,使用锄、犁、镰等简单的劳动工具 ,以满足农

户自身生存需求为生产目的 ,靠天吃饭 ,农业劳动生产率极低 ,农业产出的增长是依赖耕地和

劳动力资源的不断投入来实现的增长过程 [2 ]。出于喀斯特峡谷生态环境下宜耕地少 ,坡耕地比

重大 ,土地承载力低 ,在人口过快增长的压力下 ,形成尖锐的人地矛盾。随着粮食需求量的持续

增加 ,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种植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陡坡耕种 ,毁林开荒等不合理土地利用方

式普遍发生 ,大面积坡耕地产生严重水土流失 ,导致喀斯特峡谷农业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农村

经济在“愈穷愈垦 ,愈垦愈穷”的困境中出现停滞甚至倒退。花江示范区宜耕地面积占土地面积

的 3%左右 ,但目前垦殖率已达 12% ,且相当部分坡耕地是近十多年来的新垦荒地。现虽没有

确切地统计土地经侵蚀后向石漠生态演化的废弃坡耕地的面积 ,但现有陡坡耕地抗蚀能力弱 ,

一次暴雨过程可冲走表土的 50% ,若不采取任何防治措施 ,示范区内农业赖以生存的土地资

源条件将破坏殆尽。据统计 , 80年代的 10年间 ,示范区顶坛片区有 29户农户由于无法在石漠

化荒山上进行农业生产 ,不得不举家迁移到外地落户谋生。这种以高速资源耗费为代价的传统

农业的粗放增长受到喀斯特生态环境的极大限制。

1. 3　喀斯特峡谷农民贫困的突出性

在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与脆弱的喀斯特峡谷生态环境的双重影响下 ,喀斯特峡谷农民的贫

困问题十分突出 (表 l )。由表 1可以看出 ,喀斯特峡谷区农民贫困程度深 ,且脱贫难度大 ,是生

态环境贫困与社会经济贫困的综合体现。 花江示范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

的 1 /3,是贵州省平均水平的 1 /2,比贞丰县和关岭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也低 40%左右。 产生这

种极端贫困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喀斯特峡谷耕地质量差 ,受干旱威胁严重 ,粮食平均单

产低 ,总产量更低。花江示范区耕地总面积 464ha,人均耕地 0. 095ha,但人均粮食产量仅有

220kg左右 ,且以玉米、红薯等粗粮为主 ,仅及自给标准的 54% ,尚不能满足农户生存需求。二

是喀斯特峡谷山高坡陡 ,山路崎岖 ,责任地分散 ,现代化农业生产工具无法使用 ,农业生产仍依

靠人力和畜力 ,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如良种良法的推广、高效化肥的使用等 ,也因地表干旱缺

水或使用不当 ,而不能产生应有的高效益 ,每个劳动力平均粮食产量仅及贵州坝区劳动力平均

粮食产量的 1 /3～ 1 /4。

表 1　农民人均纯收入对比

Tab. 1　 Ba lance for the ave rage peasant incom e

年份 全国 贵州省 贞丰县 关岭县 花江示范区*

1996 1926 1276 848 1025 583

1997 2090 1299 1082 1126 651

　　　　　　　　　资料来源《贵州统计年鉴》 1997, 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

　　　　　　　　　* 实际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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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喀斯特峡谷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可持续农业是在现代农业发展到较高水平 ,人类同自然环境、农业生态间的关系变得日趋

尖锐的现实情况下 ,为寻求一种更适合人类持久生存与发展而由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农业与

农村发展理论 [3 ]。 喀斯特峡谷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尖锐矛盾是出于传统农业的粗放增长受到自

然资源条件的严重遏制造成的。 这不同于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对自然环境的侵夺利用所造成的

危害。 因此 ,喀斯特峡谷农业可持续发展有其特定的目标。

2. 1　恢复与重建喀斯特峡谷生态环境

喀斯特峡谷生态环境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通常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计划都

强调在农业持续发展的同时必须注意保护资源环境 ,形成在一定技术水平条件下人与自然的

和谐统一。发达国家可持续农业技术体系在强大的资本投入支持下 ,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生态农

业的特征。生态农业是依赖高资本投入、高技术支撑与工厂化经营 ,提高农产品质量而不追求

最大产量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目前国内面对人多地少 ,人均资源稀缺的矛盾也提出发

展集约型可持续农业的观点 ,其实质就是提高土地利用率 ,增加单位面积土地的产出 ,进而调

整农业内部结构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产业化技术 ,力求在农业发展的同时改善生态

环境 [3 ]。这些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虽然都强调要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倡导农业生产对自

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但对喀斯特峡谷已经产生的生态环境严重退化问题针对性不强。 因此 ,喀

斯特峡谷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首先明确恢复与重建自然环境的目标 ,而不仅是对自然资源合

理利用基础上的保护。

2. 2　消除贫困 ,正确处理生存与环境的关系

按照目前持续农业的基本准则 ,喀斯特峡谷农业发展应遵循公平原则 ,消除农村贫困。 最

贫困的人们为谋求生存必需品而滥用自然资源造成了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可持续农业应促进

公平分配 ,给那些贫困农户以发展机会 ,帮助他们增加收入 ,达到在经济上农民有能力并自觉

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在花江示范区 ,贫困农民大量采集从喀斯特裸岩缝中顽强生长出的仙人

掌、厥类等药用植物 ,用以换取少量现金收入 ,直至这些药用植物灭绝为止。我们既不能无视峡

谷区农民为生存造成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 ,也不能用牺牲峡谷区农民当前的基本生活

保障来保护环境。 必须以消除贫困为目的 ,实现生存与环境的协调。

2. 3　控制人口增长 ,提高粮食产量

人口增长过快是造成峡谷区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之一 ,粮食短缺是困扰喀斯特峡谷农民

生存的根本问题。控制人口增长可以有效地缓解对自然生态和资源环境的压力 ,而采用现代农

业科学技术 ,推广良种、良法 ,实施水土保持计划 ,主攻粮食单产 ,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现有耕

地的粮食产量 ,满足峡谷区农民生存需求。同时适当考虑调剂和储备 ,稳定粮食供给机制 ,保障

粮食短缺农户获得粮食帮助的机会 ,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创造必要基础条件。

3　喀斯特峡谷可持农业发展模式及实施对策

农业生产是经济再生产过程与自然再生产过程相互交织的物质生产部门 ,其发展既要遵

循自然规律 ,依据区域资源 ,发挥地区优势 ,又要服从经济规律的要求 ,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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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经营。单纯从生态学原理出发建立的生态农业系统在经济上是没有生命的 ,而单纯从经济

原理出发进行农业生产 ,必然会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生物资源的枯竭 [4 ]。

3. 1　喀斯特峡谷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

喀斯特峡谷具有发展林业生产的优越资源条件。首先宜林地资源丰富。 喀斯特峡谷地形

起伏大 ,地面坡度大 ,宜林地面积广。花江示范区宜林地面积 2415ha,占总面积的 50% ,平均每

人拥有宜林地 0. 407ha ,是人均耕地资源的 4倍。其次 ,气候条件优越 ,生物资源多样性特征显

著。南方喀斯特峡谷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夏季有充足的降水和丰富的热量资源。由于地形

起伏 ,高差明显 ,气候垂直分带特征显著 ,各类气候环境并存 ,生物物种丰富多样 ,为发展特色

林业生产提供了宝贵的基因库。花江示范区属中亚热带低热河谷 ,年均温 18℃ ,≥ 10℃积温

6542℃ ,年降水量 1100mm ,海拔 900m以下为南亚热带干热河谷气候 , 900m以上为中亚热带

河谷气候。

若仅仅从峡谷区优势资源出发单纯提倡发展林业生产 ,往往较难为贫困农户所接受 ,一方

面农户无法承受退耕还林后粮食产量减少 ,导致生存更加艰难的局面 ,另一方面单纯以生态环

境保护为目的的林业生态建设周期长、见效慢且生态效益无明显的现金收益 ,不能解决农户短

期内的生存问题。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提出建设可持续的混农林业高效生产模式解决喀斯特峡谷农业发展与

自然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 可持续的混农林业高效生产模式就是在一定自然经济地理条件和

社会文化背景下 ,综合利用地区性气候、土地、水体、生物资源 ,在培育木本植物的同时 ,进行农

作物包括粮食、药用植物、蔬菜等其它经济作物的栽培 ,使之成为物质良性循环、能量合理流

动、多级生产、稳定高效的相互促进的林农复合生态系统 ,既提高林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又保

证林地资源的持续利用 ,从而实现改善林、农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目的 [ 5]。喀斯特峡谷生态环境

恢复与重建的关键是林灌植被的恢复 ,以最大限度地截留降水 ,防止水流失 ,解决喀斯特环境

的水、土问题。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又是保障生态环境建设的经济基础。 因此 ,可持续

的混农林业高效生产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喀斯特峡谷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的统

一。根据花江示范区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 ,我们以小气候环境为依据选择两种不同

的混农林业生产模式。海拔 900m以下 ,选用花椒—玉米生产模式 ,海拔 900m以上 ,选用红椿、

乌臼—砂仁生产模式。 花椒—玉米生产模式 ,主要是在喀斯特石旯旯地里进行花椒—玉米套

种 ,花椒树 3年郁闭成林起到较好的生态效益 ,且花椒经济效益较好 ,挂果后每株年产值 20多

元。示范区顶坛片区自 1994年开展花椒规模种植以来 ,已种植花椒树 130万株 , 1998年花椒

年产值达 1000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2000元左右 ,有的农户仅种花椒收入一项就达 2～

3万元 ,且粮食产量未减少 ,广大农民告别贫困进入富足的小康生活。 花椒生产虽然有良好的

经济效益 ,但受气候条件的制约 ,仅在海拔 900m以下挂果良好 ,海拔 900m以上则很少挂果 ,

为此 ,我们从当地的土地、气候和生物资源条件出发 ,对于示范区内海拔高于 900m选择了红

椿、乌臼—砂仁的生产模式。示范生产的砂仁具有良好的抗旱特性 ,繁殖迅速 ,可以在较短时间

内防止林下水土流失 ,且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市场前景。以 1997年价格计算 ,每公顷砂仁产值

37500元左右 ,为当地玉米产值的 10倍 ,且投入仅是玉米地的 1 /10,因此 ,该生产模式也深受

广大农户的欢迎 ,现正在大力推广。 实践表明 ,可持续的混农林业高效生产模式是喀斯特峡谷

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3. 2　可持续的混农林业高效生产模式推广实施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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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江示范区可持续的混农林业高效生产模式的成功实践表明喀斯特裸露型石质荒山资源

综合开发潜力巨大。在推广实施这一模式时我们强调以下两个方面:

3. 2. 1　因地制宜 ,突出产品个性化 ,防止简单模仿

南方喀斯特峡谷自然资源丰富多样 ,特别是生物多样性特征显著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针

对不同的市场条件、资源优势、区位背景、社会经济水平 ,选择适当林、农品种进行优化组合研

究 ,以选择最佳的品种组合进行混农林业生产达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不能简单地照

搬其它地区的品种配套模式 ,盲目追求高效益 ,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即使某种品种组合有

较大区域适宜性 ,也会因一哄而上 ,造成市场供求关系变化 ,导致经济效益下滑 ,挫伤农民进行

混农林业生产的积极性。因此 ,因地制宜 ,以市场为导向 ,突出各地区农林产品的个性差异 ,取

得良好经济效益是实现混农林业高效生产模式的关键。

3. 2. 2　强化政府在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将可持续农业发展纳入各级地方政府工作

的目标

喀斯特峡谷农民生活极端贫困 ,靠自身的力量无法找到适宜于喀斯特峡谷的可持续混农

林业高效生产模式 ,只能依靠各级政府组织相关科研队伍对每一区域进行深入研究 ,在市场分

析预测的基础上 ,提出相应混农林业生产模式。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也依赖各级地方政府给予必

要的资金、物资和技术上的扶持 ,达到一定规模后 ,更需要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引进外部商业资

本 ,按产业化模式进行操作 ,形成农户与公司的经济共同体 ,实行: “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新

型交换关系 ,实现由产品农业向商品农业转变 ,启动喀斯特峡谷经济的自动增长机制 ,帮助农

户彻底摆脱贫困。因此 ,可持续的混农林业高效生产模式的实施必须依赖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

重视和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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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PATTERN IN KARST GORGE REGION

— Taking the Huajiang Gorge as An Example

DAN Wen-hong
(Dep t. of Resou 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 Guizhou N orm al University , Guiyang 550001, China )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excessiv e g row th of popula tion, and under the tradi tional ag ricultur-

al production pa t tern, the eco-environment in the ka rst g org es ha s become more f ragile, the

soil ero sion is serious and the fa rmers liv e in poverty. On the basis o f the analysis to the spe-

ci fic go als fo r the ag 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karst go rges, a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pat tern mixed by ag riculture and economic fores, and the majo r spreading measures

a re giv en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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