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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喀斯特贫困地区的地生态环境效应

张耀光

( 中国科学院
、

国 家计委地理 研究所 )

提 要 西南喀斯特贫困地 区主要分布在广 西
、

贵州
、

云南和 四 川等省

( 区 )喀斯特区
,

喀斯特地生态环境产生的一 些不 良效应是导致贫困 的

主要 因素
,

主要有
:

( 1 )洞穴发育
,

导致渗漏强烈
,

生产和生活用水奇缺
.

( 2) 土 层形成缓 义
,

水土流 失严 重
,

使土地石 化和农业生产条件恶

化
,

( 3) 山多平地少
,

农地有限
,

生产和经济落后 ,

(4 )地形崎岖
,

交通不便
,

地区封闭
,

社会文化落后
.

( 5 ) 山高坡陡
,

土地利用 困难
,

自然灾害频繁
.

关键词 西南喀斯特贫困地区 ,喀斯特
;
地生态环境效应

。

O 引 言

我国 1 9 8 6 年约有一亿多农村人 口人均纯收入在 2 00 元以下
,

其中 4 0 0 0 多万人 口的人均

纯收入低于 1 50 元
。

几年来
,

经政府扶贫
,

目前不少地区已脱贫致富
,

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

解决

了温饱问题
。

但在一些自然条件恶劣
,

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地区
、

深山区
、

多灾区

和人畜饮水困难地区
,

仍有 8 0 0 0 多万人生活还较贫困
,

扶贫难度相当大
,

要使这些地区摆脱贫

困
,

还需经过长期和更为艰巨的努力工作
.

西南贫困地区
,

大部属这种贫困类型
,

其贫困
一

暴在特

定的自然
、

社会
、

经济条件下形成的
,

与其他贫困区既有共同性
,

也有其自身特殊的原吸
`

组喀

斯特地生态环境
,

是导致贫困的基本因素
.

因此
,

本文试从分析研究喀斯特地生态环境的特
户

点
,

探讨其对区域贫困产生的效应
.

1 贫困区概况

西南喀斯特贫困区
,

包括云
、

贵
、

川
、

桂四省 ( 区 ) 以碳酸盐岩石山区为主的贫困区域
,

喀斯

特地貌较发育
,

由国家划分的 18 片贫困区的桂西北山区
、

九万大山区
、

乌蒙山区
、

滇东南 山区

和横断山区组成
,

面积约 33
.

k6 m , ,

人 口约 4 0 0 0 万
。

1 9 8 6 年该 区共有 1 26 个贫困县
,

约占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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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贫困县数的 19 %
,

贫困人 口约占该 区农业人口 的 50 %
,

其中人均纯收入低于 1 50 元的特困

人 口 占贫困人 口的 39 %左右 (表 1 )
,

大部分集中在少数 民族聚居区
,

生活在峰丛洼地
、

峰林谷

地的喀斯特环境
。

西南喀斯特贫困区地表漏水干旱
,

水土流失和土地石化严重
,

自然灾害频繁
,

地方病多
,

发病率高
,

工农业生产水平低下
,

商品经济发展迟缓
,

人民生活较为贫苦
,

是有名的
“

老
、

少
、

边
、

穷
”

地区
,

农业生态环境的脆弱和贫困程度不亚于黄土高原贫困区
。

T
a b

.

1

项 目

表 1 西南喀斯特贫困区状况 ( 1 9 8 6 年 )

S t a t u s o f t h
e p o v e r t y

一 s t r i
e k e n k a r s t r e g i

o n s
i
n s o u t h w e s t Ch i n a ( 1 9 8 6 )

全 区 乌蒙山区 九万大 山区 桂 西北山区 澳末 南山区 横断 山区

低收入 县 (个 )

农业 人 口 (万人 )

贫困人 口 (万人 )

收入少于 1 50 元 的特困人 口 (万人 )

3 6 4 2
.

1 15 9 7
.

0 3 50
.

7 1 1 0 7
。

0 4 3 4
.

4 1 5 3
.

0

1 8 4 0
.

5 8 5 6
.

5

7 1 3
。

4 3 7 3
.

3

1 7 2
.

9 4 9 5
.

3 2 4 3
.

6

53
.

0 1 3 7
。

4 1 3 7
。

3

7 2
。

6

1 2
.

0

(据 《中国的贫困地区类型及开发 ) 19 8 9 年 )

2 喀斯特地生态环境效应

本 区喀斯特地貌类型复杂
,

地生态环境多样
,

其特有的一些地生态环境及其效应
,

是导致

本区贫困的重要原因
。

2
.

1 洞穴发育
,

渗漏强烈
,

生产和生活用水奇缺

区内气候温湿
,

碳酸盐岩较质纯层厚
,

裂隙断裂发育
,

喀斯特作用强烈 (表 2 )
,

地表和地下

洞隙发育
,

喀斯特化程度较高
。

据资料
,

广西已调查到喀斯特地表塌陷 289 处
,

仅田阳洞靖一处

就有塌陷 1 0 0 0 多个
; 云南个旧锡矿的尾矿库区

,

面积仅 0
.

s k m
,

左右
,

就有 4 88 个塌陷 (康彦

仁
,

1 9 8 6 )
。

喀斯特洼地
、

谷地中溶斗和落水洞也极发育
,

地下洞 穴更为常见
,

基本上
“
逢 山必

洞 ” .

其间又以峰林平原区的洞穴密度最大
,

可达 41 个 k/ m
,

左右
,

钻孔见洞率也较高
,

广西武

呜盆地灰岩中达 19
.

2%
,

比华北地区大 4 倍
,

较华中地区也大 2倍以上①
.

因此
,

降雨大部分通

过这些塌 陷洞隙渗入地下
。

在喀斯特发育较强的广西石 山区
,

高峰丛洼地 区的降雨入渗系数多

在 0
.

“ 以上
,

地下水埋深 50 ~ 1 00 m
,

其中桂西峰丛山地入渗系数最大
,

都在 0
.

6 以上
,

都安和

天等县一些地 区更高达 。
.

7~ 0
.

9
,

故喀斯特地区
,

特别是裸露的石山区
,

地表严重缺水干旱
,

表 2 西南喀斯特区碳酸盐岩溶蚀强度

T
a b

.

2 oS l u t io n r a t e o f e a r b o n a t e r o e k f o r t h e k a r s t t e r r a i
n s in s o u t h w e s t C h in a

广西 贵州
地 区

目

溶蚀 速度

( m m / k a )

桂中 辫东南

云南

澳东 兴文石林

1 2 0~ 30 0

桂西北 屏南

6 0 ~ 8 0 3 0~ 9 0

(都安 7 6
.

8 ) ( 贞丰 7 6
.

0 1 )
4 0 ~ 8 0

3 0 ~ 7 0

5 9
.

8
(罗平 5 1

.

5 3 )

① 柴宗新
.

石灰岩 山丘区水土流失特征分析
, 1 98 7

.



第 1期 张耀光
:

西南喀斯特贫困地 区的地生态环境效应

农业和人畜用水奇缺
。

据资料①
,

滇黔桂等省 (区 )约有 1 0 0 。 多万人 口 缺少饮用水
,

其中广西 27

个石山县缺水人数近 30 0 万
,

约占石山总人 口的 32 %
,

都安县更高达 6 1
.

8% ;
滇桂两省 (区 )还

约有 3 00 万头牲畜饮水有 困难
;
黔南紫云县峰丛洼地 区的宗地乡

,

是极为贫困的地区
,

有约

6 0 %的人 口 和牲畜缺乏饮用水
,

其中打郎和妹场地区
,

更高达 95
.

5%
。

因此
,

全区有 10 2 7 3
.

13

万亩旱地
,

旱地占耕地面积达 “ %左右
,

云
、

贵
、

川三省更高达 70 % 以上 (表 3 )
,

农 田人均有效

灌溉面积只 .0 3~ 0
.

4 亩
。

因而
,

农业生产状况较差
,

人均粮食产量只有 20 0一 3 8k0 g 左右 ( 1 9 8 9

年 )
,

有的不到 20 k0 g
。

旱地作物基本靠天吃饭
,

单产水平极低
,

许多地 区温饱问题没有解决
。

表 3 西南喀斯特区旱地分布状况②

T
a b

.

3 T h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d r y f a r
爪 l

a n d f o r t h e k a r s t t e r r a
i
n s i n s o u t hw e s t C h in a

竺 区 全区 广西 贵州 云南 四川

项 目 ~ 、 、

早地面 积 (万 亩 )

旱地 占耕地的%

1 0 2 7 3
.

13 19 1 9
.

6 4 4 84 8
.

4 8 1 5 8 1
.

6 7 1 9 23
.

3 4

6 5
.

98 5 0
.

0 7 1
.

2 5 7 0
.

1 6 7 1
.

9 9

2
.

2 土层形成缓慢
,

水土流失强烈
,

土地石化严重
,

农业生产环境恶化

本区碳酸盐岩分布面积达 41
.

05 万 km
Z ,

约占总土地面积的 30 写
,

其中以广西和贵州分布

面积较大
,

分别占该省 (区 )总面积的 37
.

8 %和 73
.

6%
。

因碳酸盐岩抗蚀力较强
,

酸不溶物含量

较小 (表 4 )
,

较纯的碳酸盐岩不溶物一般都小于 10 %
,

有的只有 1%左右
,

而使其风化的溶蚀

和腐蚀作用速率也很小
,

因此土层形成过程极其缓慢
。

如在较湿热的广西石山区
,

虽喀斯特作

表 4 西南喀斯特 区碳酸盐岩不溶物含量

T a b
.

4 A m o u n t o f u n d is s o 】v e d s o l id s o f e a r b o n a t e r o e k s f o r t h e k a r s t t e r r a i
n s

i
n s o u t h w e s t C h in a

地 区 广西 贵州 云 南

泥灰岩
含泥灰岩

云白岩
灰岩

泥灰岩
含泥灰岩

白云岩灰岩泥灰岩
含泥灰岩

白云岩
灰岩

泥灰岩
含泥灰岩

云白岩灰岩
项 目

不溶物含 t 写 } 1
.

5 7 } 2
.

2 8 } 2
.

3 2 } 8
.

5 8 4 8 ! 4
.

4 3 以 0
.

3 4 12 6
.

2 3 } 1
.

8 1 2
.

0 5 1 1
.

1 3 1 1
.

8 8 } 2
.

9 8 ! 5
.

8 2 1 5 0 6 5

(据地质所岩溶组
、

宋焕 荣和 黄尚瑜
、

俞锦标等资料 汇编 )

用较强
,

碳酸盐岩的溶蚀速度达 0
.

08 ~ 0
.

3 m m / a
,

但溶蚀岩石体积也只有 80 ~ 3 00 m
,

/ k m
, ·

a ,

这样的自然风化速率
,

需要 2一 7
.

5 万年才能形成 2 c0 m 厚 的土层
。

目前在碳酸盐岩区存在

有超过形成速率的土层厚度
,

有人认为是喀斯特水的差异溶蚀和选择交代作用形成的
。

即使有

这种作用形成的土层
,

其形成速度较之砂页岩等岩类的土层形成作用仍是较缓慢的
。

由于喀斯

特山区山坡陡峻
,

可耕地少
,

燃料缺乏
,

烧山开荒和砍伐林木严重
,

地表森林覆盖率迅速下降
,

黔桂石山区森林覆盖率平均只有 12 %左右
,

有些地区小于 10 % ; 而滇东北只有 6%左右
,

因此

①
②
周性和

,

温欢茂
.

中国西南部石灰岩山区资源开发研究
,

19 90
.

周性和
、

温淡茂
.

中国西南部石灰岩山区资源开发研究
,

19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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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强烈
,

许多地区的水土流失强度都超过允许流失量 ( 50 t k/ m , · a )①
。

此外
,

流失面积

亦较大
,

广西水土流失面积 1 9 8 6 年达 3 万 km
, ,

占总面积的 13 % ;
贵州 1 9 8 9 年已达 5 万多平

方公里
,

约占总面积的 38 %
。

因此
,

岩石裸露面积 日益扩大
,

光秃石山增多
,

土地逐渐
“
石化

” 。

广西裸露和半裸露的喀斯特山地 (石山 )面积 已达 8
.

95 万 k m
, ,

有 48 个县的石 山面积达 30 写

以上
,

而
“

九分石头一分土
”

的典型石山县
,

仅桂西北的峰丛山地区就有 18 个
,

占 27 个典型石

山县的 6 7% ; 贵州省基岩裸露 7 0%以上 的石 山面积
,

1 9 8 0 年达到 1 3 4 6 6 6k m
, ,

从 1 9 7 4 年到

1 9 7 9 年石山面积增加了 3 2 12
.

k3 m , ,

每年约有 0
.

5%面积的碳酸盐岩区变成光秃石山
。

这些石

山缺水少土
,

夏天地表受太阳辐射温度高达 70 ℃以上
,

蒸发量超过降水量
,

地表异常干旱
,

只

能生长发育缓慢的嗜钙
、

耐旱
、

石生性植物
,

导致植物群落由森林向半荒漠的逆向演替
,

使生态

环境恶化
,

农业生产条件变差
,

只能在山坡石缝和溶坑的积土中点播一些耐早作物
,

产量极低
,

一般亩产只有几十斤
.

遇上旱年甚至颗粒无收
。

2
.

3 山多平地少
,

农地有限
,

居民点分散
,

生产和经济落后

本区以喀斯特山地为主
,

平地很少
,

耕地不到 10 %
,

很多地方常是
“

九分石头一分土
” 。

以

桂西和黔西南的峰丛 山地较发育
,

连片展布的面积较大
,

其中洼地或谷地是喀斯特山区农地和

村落分布的主要地形
。

洼地数量虽多
,

但面积较小
,

水土资源较缺
,

土地质量较差
,

生产效益较

低
,

环境容量也较小
。

如桂西的都安县
,

峰丛洼地山区面积占全县面积的 92
.

4 %
,

耕地只占全

县面积 8 %左右
,

是典型
“
九分石头 一分土

”

的贫困地区
。

有 2 万多个面积不到 kI m
,

的洼地
,

全

县 79
.

2 万亩耕地的 2 3/ 分散在这些洼地中
。

由于洼地所在地势较高 (海拔 5 00 一 l o 0 0 m )
,

喀斯

特渗漏带深厚
,

地表缺水干旱极为严重
,

受旱面积达 80 % 以上
。

适于种植需水的高产细粮和经

济作物的耕地极少
,

旱地 比重达 78 %
,

只能种植玉米
、

红薯
、

木薯等耐旱低产作物
,

其玉米的播

种面积和总产量
,

分别占该县旱粮的 55 %和 80 %左右
。

平均亩产均较低
,

旱地产量低于同期稻

谷平均亩产 1
.

73 倍以上 ( 1 9 8 6年 )
,

人民温饱问题很大
。

目前广西 27 个石山县每年需从外地

调入 4
.

4
,

一 4
.

8 亿斤粮食解决吃饭问题
;
黔西南的紫云县位于

“

麻 山
”

峰丛洼地 区
,

平地只占全

县面积的 2
.

14 %
,

旱地面积达 “
.

43 %
,

农业生产条件较差
,

1 9 9 2 年平均亩产粮食 1 93 k g
,

人均

占有粮食 1 7 k0 g
,

缺粮人 口 占总人口 的 32 %
,

其中位于峰丛深洼地的打郎片每年人均 口粮不到

一4 o k g
,

只够吃 4一 5 个月
。

本区村落多建于有一定水源和土地的洼地或谷地中
,

一般 只有几十户
,

甚至几户人家
。

居

民点极其分散
,

基本上 以
“
一洼一村

”

为一个行政或经济实体
,

独立的个体 自然经济较明显
,

商

品生产和商品文换极不发达
,

多为以种养业为主的自给性 自然经济
,

商品经济极不发达 (表

5 )
。

贵州紫云县 1 9 9 2 年工业 偿
、

产值只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 17
.

3肠
,

人均财政 收入 27
.

65

元 ;
桂西峰丛 山区的东兰

、

巴马
、

凤山三县
,

1 9 8 5 年人均财政 收入不足 10 元
,

人均纯收入也多

在 15 0 元 以下
,

特困户较多
。

2
.

4 地形崎岖
,

交通不便
,

地区封闭
,

社会文化落后

区内山多谷深
,

并多峰丛洼地
、

峰林洼地或谷地组成的喀斯特地貌
,

峰洼相间分布
,

地形起

伏较大
,

峰洼比高可达 50 ~ 100 m
,

峰谷高差常超过 20 0 ~ 50 o m
,

地区阻隔性大
,

跨越十分艰难
,

修筑道路困难较大
,

所以直至今日
,

许多乡村仍不通公路
。

桂西北 ( 198 6 年 )大约有 50 %的行政

村没有公路相通
,

滇南 2 0 0 5 个贫困乡只有 47
.

2%通公路
,

滇东北还有 46 %的乡至今不通公

① 柴宗薪
.

石灰岩山丘区水土流失待征分析
, 19 8 7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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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

贵州的紫云县 2 23 个行政村
,

只有 84 个村有简易公路 (马车路 )
,

还有 1 29 个村连马车路都

没有
。

当地物产的输出和外地货物的运入
,

只能通过蜿蜒崎岖的羊肠山道
,

靠人背畜驮运输
。

上

述地区与外界联系非常困难
,

区内之间的交换也不容易
,

以致发展商品经济的信息不灵
,

得不

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
,

生产水平低下
,

商品经济极不发达
。

表 5 西南喀斯特区与西南区及全国经济水平比较

T
a
b

.

5 C o m p a r i s o n b e t w
e e n e e o n o m ie l

e v e
l
s o

f
s o u t h w

e s t k a r s t

t e r r a i n s
, s o u t h w e s t r e g io n s a n

d t h e w h o le C h i n a

项 目 单位 喀斯特 区 西 南区 全国

人均农 业产值

人均粮 食产长

人均社会商品 零售额

人均工 业 产值

人均财政收入

声
`

均 国民收入

兀

公 斤

兀

兀

兀

兀

2 1 0
.

0 2 6 3
.

5 3 7 0
.

5

3 1 7
.

0 3 6 2
.

5

2 2 9
.

3 2 5 7
.

3 4 1 1
.

8

3 3 9
.

4 3 8 5
.

2 7 9 3
.

5

1 7 8
.

5

3 6 5
.

4 4 4 3 9
.

1 2 6 5 2
.

6 2

(为 l , 85 年 统计资料 )

因山地阻隔
、

交通不便
,

不但与外界很少联系
,

就是一坳之隔的紧邻洼地村落
,

居 民也
“

鸡

犬之声相闻
,

老死不相往来
” ,

形成一个半封闭或全封闭的社会环境
,

致使一些地区文化科技水

平低
,

教育卫生条件差
,

劳动者素质低弱
,

文盲和半文盲比重达 35 % ~ 55 %
,

地甲病
、

高氟病和

麻疯病等地方病流行
,

有病县达 68 写左右
。

如贵州紫云县位于峰丛山区的宗地乡的打郎片
,

只

有几个校舍十分简陋的小学
,

儿童入学率一直在 20 %左右
,

有 50 %不懂汉话
,

90 %学生读三年

级以后就辍学
。

全乡 22 个行政村
,

2
.

6 万人
,

只有一个有 5 张病床
、

2 0 0 0 元药品基金
、

连常规手

术用具也没有的卫生院
。

这种环境都极大地阻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

因此人 民十分贫困
,

是我

国目前脱贫最困难
、

扶贫任务最艰巨的地区
。

2
.

5 山高坡陡
,

土地利用困难
,

自然灾害频繁
,

农业生产水平低且不稳

区内喀斯特山地大部海拔在 5 0 0 ~ l 0 0 0 m
,

有的达 Z0 0 0 m 以上
,

山坡陡峻
,

常达 4 0
0

~ 5 0
0 ,

有的甚至峭立
。

山坡不但难于垦植
,

而且坡面物质移动势能较大
,

水土流失强烈
,

基岩裸露
,

土

层浅薄
,

石牙突出
,

坡面崎岖
,

农作困难
,

甚至放牧牛羊也成问题
,

多为不能农用的石质荒坡
。

为

解决粮食问题
,

这些地区的农民只能在山坡岩缝
、

石窝中点种一些玉米或栽种一颗木薯苗
,

产

量较低 (表 6 )
。

表 6 西南喀斯特区农业生产状况 ( 1 9 8 9 年 )

T
a b

.

6 A g r i e u l t
u r e s t a t u s o f t h e s o u t h w e s t k a r s t r e g io n s i n C h i n a

孟上牡
\ 全· 广· ` 州 云 ` 四川

粮 食播 种面 积 (万亩 )

粮 食总产呈 (万吨 )

平均粮 食亩产圣 ( k g )

2 8 8 8 6 1 45 0 8

7 0 5 7
.

8 1 2 7 0
.

8 7 0 8
.

3 1 0 0 0
.

2 4 0 78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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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地区常常
“

十年九旱
” ,

大旱 3 ~ 5 年一遇
,

有的旱期长达 6一 9个 月
。

而海拔较高的山

区
,

因气候变化较大
,

风
、

雹
、

寒冻等 自然灾害频繁
。

如海拔 1 8 0 0一 2。。 o m 的黔西毕节地区
,

因

山高气温低
,

无霜期短
,

寒害较重
,

冰雹
、

大风灾害也较多
,

其中大方县有雹月达 5~ 9 个月
.

在

海拔 1 3 0 Om 以上的高原山区
,

平均每年持续出现 1 10 夭以上的秋风
,

9
,

一 n 月出现 5 天以上的

连续阴雨天气
,

不少地 区连绵阴雨持续 20 多天
,

造成低温冻害
,

威胁农业生产
.

只能种一年一

熟的玉米
、

土豆
、

荞麦等耐寒作物
,

产量低而不稳
,

一般亩产少于 ZOOk g
,

粮食往往不能自给
。

乌

蒙山贫困区每年吃返销粮达 21 万吨
,

贫困人 口占农业人 口的 52
.

7 %
,

其中特困户人 口占贫困

人 口的 4 3
.

5 8%
,

是较为贫困的地区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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