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中 国 岩 溶 $%&’!" (%’#

!"")年 )!月 *+,-./.01*+ -1(1*+ 234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

文章编号6)"")7#8)"9!""):"#7";"<7"<

后寨河喀斯特流域土地资源合理利用模式研究=

胡绪江>陈 波>胡兴华>贺光宏

9贵州省普定岩溶研究综合试验站>普定 <?!)"":

摘 要6分析了后寨喀斯特流域土地资源的利用现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并对流

域内五种土地合理利用模式的适用范围和运用状况进行调查分析>提出了各种土

地利用模式的推广实施对策A
关键词6喀斯特流域B土地利用模式B实施对策

中图分类号6C;")’!# 文献标识码6+

后 寨 河 流 域 属 喀 斯 特 强 烈 发 育 区>水 土 流 失 严

重>石漠化较普遍>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农业生态环境

十分脆弱>且难以恢复A流域内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

是农民难以脱贫致富的主要原因之一A为改变流域的

落后贫困面貌>对流域内的土地资源进行调查分析>
探索土地资源合理利用模式>挖掘土地的生产潜力>
实现流域内D人口7资源7环境E的可持续发展很有

裨益A

F 流域概况

后寨河喀斯特流域位于贵州省普定县城以南>地
处 东 径 )"<G#)H!IJK)"<G#;H!8J>北 纬 !?G);H;JK!?G
)<H;J>土 地 面 积 8)LM!>雨 量 充 沛>多 年 平 均 降 雨 量

为 );)#N?MM>年平均温度为 )<N)OA喀斯特地貌十

分发育>上游为锥状峰丛洼地>中游为峰林盆地>下游

为峰林台地@谷 地>海 拔 高 程 在 )!""K)#""M之 间>
流域内总人口为 ;!!?I人>其中农业人口占 P8N<Q>
人均土地 "N!<RM!>人均耕地 "N"<)RM!>人均年收入

))!<元>人均占有粮 ;8"LS>人民的生活水平低于全

省平均水平A

T 土地利用现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T’F 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土壤普查资料及野外土地类型和面积调查>

流域内土地现状等级结构如表 )所示A
流域内农@林@牧@渔生产用地 <I)!N)!RM!>占总

面积的 I"N<!Q>实际利用率仅为 !!N;Q>具有较大

的潜力A难以利用的石山@裸岩 !!#)N!IRM!>占总面

积 !IN8"QA耕地总面积 )?<)NP!RM!>其中一等@二

等@三等@四等耕地的比例为 8N?U))N!U#N<U)>二
等耕地比重较大A但值得指出的是>耕地等级是可变

的>我们可通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灌溉条

件@培肥土壤来提高耕地的等级>进而增加耕地的产

出率A

表 F 后寨河流域土地等级结构表9单位6RM!:

VWX’)VR3YZWZ[YZ[4ZWX&3%\&W]̂ _Y3S‘Ŵ3[]a%_bRW[XWY[]

土地

类型
总面积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占总面积

9Q:

水 稻 田 )))!N"? #IPN)P <;?N"; P?N8< 7 );NI"

旱 耕 地 <;PN8? 8;N;; )PIN"" )P#N!" ?<N;; ?NI"

林 地 I!PN;; ?PN#I #<)N<; !"8N;; 7 PN""

灌丛牧地 ;!#PNI? )!PPNP" ));IN#" 8)!N#? 7 #"N""

水 域 8)N)) )N""

村寨占地 PPN?I )N!"

公路占地 #?NI" "N?

裸 岩 !!#)N)? !IN8"

合 计 8"PPN?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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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资源的特点

#$%坡 地 多&平 地 少&山 地’丘 陵 面 积 多 达

()*+,-)./*&占 总 面 积 的 -01&而 平 地 面 积 只 有

$002,+)./*&仅占总面积的 $)13
#*%土地 类 型 较 简 单&流 域 内 除 少 量 砂 页 岩 外&

均为碳酸盐岩&只发育黄壤’石灰土’水稻土等几种土

类&按用地类型分为耕地’林地’牧地’石山裸岩四种&

土地类型较单一3
#0%土地质量较差&土层极薄3根据土壤普查 -

个典型点抽样分析&除水稻田质量相对较好&土层较

厚外&其它土类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瘦’砂’薄’酸等

问题#表 *%3旱耕地更为严重&土层浅薄&且不连续&
裸岩出露面积大&开发利用困难3

表 ! 土壤质量分析统计表

456"* 7859:;<;58=;>5><;><?;@A;@<9BC59<>:

土壤类型 深度#?/% 有机质#1% 全 D#1% 全 E#1% 速效 E#FF/% 速效 G#FF/% FH 备注

黄泥土 *I$J *,0) J,$J* J,$J- 0 (( (,- 缺 G&稳产高产田

小黄泥田 *,+IKJ K,*2K J,$+J J,$KJ K 0$ (,2 缺 G’E&质粘

大泥土 JI$+ *,20- J,$+* J,$KK ( K+ (,( 质地粘&酸性强

大士泥土 JI$) 0,$+- J,$K) J,$(K + 0* (,+ 质地粘&缺 G&酸性强

#K%人均土地资源数量少&后备资源严重不足3
流 域 内 人 均 土 地 资 源 仅 J,*+./*&人 均 耕 地

J,J+$./*&人均可开发利用土地资源仅为 J,$-./*&
且大多为灌丛牧地&开发利用难度较大3
!"L 土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用地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较差3农’林’牧
比例为 *,0M$MK,+3林地面积仅 )*2,00./*&仅占

总面积的 2,J1&农’林’牧 地 互 补 体 系 未 建 成&未 有

效利用农地’林地’牧地资源&特别是牧地资源3商品

经济不发达&经济效益较差3
#*%用地经营规模过小&布局分散3土地利用尚

未形成规模化和产业化3
#0%土地利用率和利用水平较低3流域内可利用

土 地 +)$*,$*./*&投 入 利 用 的 仅 $-$),$*./*&土 地

利用率仅为 0$,-13其中宜林地 0000,+./*&已利用

的 )*2,00./*&利用率仅为 *$,213水域利用率几乎

为零3耕地普遍存在季节性闲置&因而造成了耕地资

源的浪费和耕地有效供给量的减少3土地利用方式单

一&且较粗放&加之利用者对宜农’林’牧’渔等科普知

识的欠缺&致使土地的生产潜力未得到充分发挥3
#K%土地利用限制因子较多&开发利用与治理难

度大3受地面坡度’土壤肥力&土层厚度’灌溉条件’海
拔高程等限制因子的影响&加之喀斯特生态环境的脆

弱性和难以恢复性&导致开发利用难度大3
#+%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3流域内 $+N以

上的坡耕地 *+K,*-./*&一直未完成退耕还林和坡改

梯工程&未能有效地遏制严重的水土流失3由于陡坡

开荒&加上滥伐滥垦&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致使流域

内 石 漠 化 面 积 达 $($$,*-./*&石 漠 化 每 年 以

0-,J*./*速度扩大&生态严重失调3
#(%用养失调&地力总体有下降的趋势3长期以

来&对 耕 地 盲 目 重 用 轻 养&甚 至 不 养&种 植 结 构 不 合

理&施 用 肥 料 严 重 不 足&破 坏 土 壤 结 构&致 使 土 壤 板

结&肥力下降#表 0%3

表 L 部分土壤肥力变化对比

456"0 4.O?@8>P5;>@A;@<9AOP><9<>:?.58QO

调查时间 有机质#1% 全 D#1% 全 E#1% 速效 E#FF/% 速效 G#FF/%

$2-JR$2-*年

第二次土壤普查
+,J*(I),(2$ J,*+0IJ,*22 J,$(IJ,0JJ $KI$+ KJ,+I--,+

$22+年典型抽样 K,)- J,$22 J,$KK +,$ )2,0

#)%乱占’滥用土地资源3由于对灌丛牧坡缺乏管

理&任其自生自长&靠近村寨的牧坡放牧过度&载畜量

严重下降&加剧了土壤侵蚀&土层愈用愈薄3随着农村

经济的发展&建房用地增多&土葬等乱占滥用良田好

-K* 中国岩溶 *JJ$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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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现象严重!给有限的土地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 土地资源合理利用模式及实施对策

#$% 土地利用模式及其适宜区域

根据流域的地质地理环境条件!区内的土地资源

可 按&油菜’优质水稻(的水稻田利用模式)&种)养)
加(模式!&油菜’西瓜’地瓜(的旱耕地利用模式)牧
地*公 司*农 户(的 牧 地 利 用 模 式 及&头 戴 帽!腰 系

带!脚穿靴(的喀斯特立体生态农业利用模式+图 ,-
进行开发利用"

图 % 后寨喀斯特流域土壤与土地合理利用模式示意图

./0$, 12345367289:;<6238;=3>;<?96/;@9>4;/>9@=>9@=A43/@62359?469?394;<623B;AC29/?/D3?E94/@
,$地层界线FG$中三叠统关岭组第二段第三亚段FH$中三叠统关岭组第二段第二亚段FI$中三叠统关岭组第二段第一亚段F

J$地貌分界线FK$上游锥状峰丛洼地FL$中游峰林盆地FM$下游峰林台地FN$河流F,O$地下河F,,$泉点F,G$地下河天窗F

,H$水库F,I$地下河入口F,J$地下河出口F,K$土壤分界线F,L$石灰土F,M$水稻土F,N$黄壤FGO$&油菜’优质水稻(模式F

G,$&种)养)加(模式FGG$&油菜’西瓜’地瓜(模式FGH$牧地利用模式FGI$立体生态农业模式FGJ$公路FGK$流域边界线

&油 采’优 质 水 稻(模 式!主 要 适 于 流 域 中 游 地

带!即马官坝"马官田坝是普定主产粮食区!是普定县

的&粮仓(之一"流域内共有稻田 ,,,GPOK28G!一)二
等水稻田占 N,PHQ!属母猪洞地下水库)马官地下水

库)青山水库三座水库联网灌溉区"由于后寨地下河

呈网状分布!埋藏较浅且地下河天窗星罗棋布!有利

于该区的水资源开发和水稻田的灌溉"具有灌溉条件

好)降雨丰沛)土壤肥沃)土层厚)阳光充足等优点"选
用普定香米)金优RKH优良品种!推广两段育秧)拉绳

插秧)合理施肥)浅灌技术等!扩大种植规模走产业化

经 营!可 把 马 官 田 坝 建 成 高 产)高 效)优 质 的 粮 油 基

地",NNN年 已 种 植 ,HI28G优 质 水 稻!单 产 NPLJ6S

28G!总产量 ,HOKPJ6!产值 ,KNPMJ万元"取得了良好

的经济)社会效益"

以沼气为纽带的&种)养)加(模式!主要适用于中

游的下坝)新堡)山脚村等地"该模式!即&种植T酿酒

T养 猪T沼 气(模 式!通 过 耕 地 产 出 的 粮 食!用 于 酿

酒!酒面向市场销售!利用酒糟养猪!可减少饲料的投

入!猪粪排入沼气池!沼气是村民生活的新能源!还可

以照明"清洁能源的使用!减少农村因燃煤造成的环

境污染!同时有利退耕还林和封山育林成果的巩固"
另外!沼气渣是较好的有机肥!多施有机肥!可调节土

壤结构!提高粮食产量"粮食增产后又促进酿酒业的

发展"该模式的运用!拉长了产业链并促进物质能量

的 良性循环",NNN年下坝村按这一模式!修建了 HO
个沼气池!酿酒发展到 MJ户!占全村总户数的 G,Q!
年产量达 ,KJ6!创产值 GO余万元"酿酒业的发展!有
效促进养殖业的发展!该村生猪存栏数达 GOOO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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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均养猪达 !头"有的户多达 #$%#!头&据测算每年

利用酒糟饲养"可减少饲料投入 $万余元’减少燃煤

#(()"折合人民币 #*+万元"减少化肥投入 +*!万 余

元"而粮食总产量 ,#-)"比 #../年增产 +*!0&该模

式能较好地利用了现有资源"促进了生态1经济的良

性循环&
旱 耕地利用模式"即2油菜3西瓜3地瓜4模式"

主要适于流域下游属峰林台地1谷地的冯家1二官1干
坝 等 地"共 有 旱 耕 地 +/,56+"占 流 域 面 积 的 7*-0"
均属黄壤"土壤质量差"但土层较厚"地势平坦"且集

中连片"交通方便"阳光充足&据此"引进特大新红宝1
巨宝 #号1丰罗 #号三种西瓜进行试种"并获得成功&
引进的西瓜具有个头大8有重达 #!9:;1水分充足1瓜
甜汁纯1口感好1属中晚熟西瓜及市场价格高等优点&
由于西瓜不能连续栽种"须隔三年方能复种"因此引

入了2油菜<西瓜<地瓜4合理轮作模式&通过该模式

的运用"有效地调节土壤结构"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
#...年 西 瓜 的 种 植 面 积 达 -((56+"西 瓜 远 销 贵 阳1
云南1四川1广西1江西等省市"经济效益极为可观&如
干坝村 #...年种植西瓜 #(56+"产量达 7,!)"产值达

7,*!万元&随着西瓜种植业的扩大"也有效促进了运

输业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牧地利用模式"即2牧地=公司=农户4模式&主

要适于上游的母猪洞1余官村"中游的青山村"下游的

后寨村等地&流域内"牧地 7+$.*,-56+"占总面积的

$(0"人 均 占 有 牧 地 (*(,-56+"是 人 均 耕 地 的 #*!
倍&其中一1二等牧地 +$7,*$56+"占牧地总 面 积 的

,!0&通过引入2牧地=公司=农户4的利用模式"把
集体连片的牧地承包或租凭给公司或个体户"公司负

责组组织实施和找市场销售"并向农户提供技术"如

科学饲养方法和引进优良品种"形成规模养殖&近年

来上游的母猪洞养鹅场1余官的奶牛养殖场"中游华

大养猪场"下游的鸿发养殖场"均利用了该模式取得

了良好的生态效益1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喀斯特立体生态农业利用模式"即2头戴帽"腰系

带"脚穿靴4主要适用于上游的打油1余官"中游的下

坝1山 脚1中 坝 等 地&2头 戴 帽4是 指 在 7!>以 上 的 石

山1裸岩1旮旯地等难以利用坡地"综合运用封1造1补
措施"恢复植被"建造成生态防护林体系’2腰系带4即
在 +!>%7!>坡耕地8退耕还林坡地;统一规划"有计划

种植适宜喀斯特地区生长的花椒1杜仲1意杨等经济

林和用材林"在山腰建成生态屏障"为耕地系上一条

2绿色安全带4"以调整农地1林地的比例"增加农民的

经济收入"巩固退耕还林的成果"促进生态良性循环’
2脚 穿 靴4即 在 +!>以 下 的 耕 地"以 农 业 措 施 为 主"辅

以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实现耕地的可持续利用&#..!
年 下 坝 村 运 用 该 模 式"对 7!>以 上 的 石 山1半 石 山 进

行封山育村 +((56+"在 +!>%7!>坡耕地营造以花椒1
杜仲 为 主 的 经 济 林 #((56+"在 #!>%+!>的 坡 耕 地 进

行坡改梯工程 7(56+"有效地防治了水土流失"林灌

覆盖率增加了 #+个百分点"杜仲1花椒已初具规模"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良好&
?@A 土地利用模式推广实施对策

7@+@# 加强农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生产技术素质

后寨喀斯特流域"农民文化素质较低"吸收农技

知识的机会和途径少&可通过电视广播1报纸宣传1举
办农业科技知识培训班等形式传授西瓜的种植及其

病虫害的防治’经果林的种植与管理技术’畜1禽的科

学饲养方法’农作物良种1良法推广等"以提高农民的

生产技术素质"为模式的顺利利推广提供技术保证&
7@+@+ 强化政府在模式推广实施过程中的作用

流域内农民生活贫困"仅靠自身的力量"无法进

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只能依靠各级地方政府给予必要

的资金1物资1信息1技术上的扶持"并协助开拓农产

品销售市场"对民间销售组织和贩运大军给予必要的

服务等&达到一定规模后"按产业化模式操作"形成农

户与公司的经济共同体"把2基地<公司<销售市场4
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实现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促

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7@+@7 因地制宜"选择土地利用模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简单照搬现有的模式"
盲目追求高效益&若一哄而上"将造成市场供求关系

的变化"导致经济效益下滑"挫伤农民的积极性&不同

地方要因地制宜"以市场为导向"选择适宜的土地合

理利用模式&

B 结 论

后寨河流域的上游主要推广立体生态农业模式"
增加植被覆盖率"减少和控制严重的水土流失’中游

主 要推广2油菜<优质水稻4和以沼气为纽带的2种1
养1加4模 式’下 游 主 要 推 广2油 莱<西 瓜<地 瓜4模

式&
8+;流域内牧地合理利用模式"推广运用应注重

传统品种改良和引进名1特1优畜种&引进优质草种进

行牧地改造"提高牧地载畜力和牧草的产量&
87;流域内五种模式的运用和推广"将有效调整

种1养殖业结构’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有
效地调整农1林1牧地比例结构"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 中国岩溶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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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水土流失!充分挖掘土地的生产潜力"实现流域

内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致 谢$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南京大学史运良教

授%王腊春教授的指导"岩溶地质研究所蒋忠诚博士

帮助完成摘要的英文翻译"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还

得到岩溶办领导和职工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谢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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