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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南岩溶区跨越黔、滇、桂、川、渝、湘、鄂、粤 8省 (市 ) ,面积

54万 km2 , 236个岩溶县 , 1亿多人口 ,是国内外最大的连片岩溶区之

一 ,也是全球岩溶之瑰宝。但对其整体性、系统性的综合研究 ,目前基本

上还处于空白。本文从区域岩溶特征到资源、环境、社会、经济进行较为

系统的综述 ,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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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发展

我国是岩溶十分发育的国家 ,含裸露、覆盖、埋藏三种类型在内总面积达 346. 3万 km
2
,其

中裸露型岩溶为 90. 7万 km
2。西南岩溶区则占全国岩溶类型总面积的近 1 /3,其岩溶类型之齐

全、资源之丰富、环境之复杂、区位之重要、贫困面之集中 ,在国内外连片岩溶区都是难能与之

比拟的 ,堪为世界级的“岩溶宝库” ,极具研究、开发之价值 ;当前国家正在实施的“八七扶贫攻

坚计划”亦已把西南岩溶区作为重点攻坚目标加紧进行。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至今还未能从整

体上对这一地区进行全面的系统研究和综合整治 ,这无疑将是今后国土整治研究的一项重大

课题。 有鉴于此 ,笔者仅就这一地区的资源与环境等方面的问题作一阐述 ,以期引起更多的关

注 ,以能使这一全球难得的“岩溶宝库”得到及时和有效的治理与开发。

需要说明的是 ,西南岩溶区跨越了属于中南地区的部分省域 ,但因其岩溶面积小 ,故仍以

占主要成分的西南区命名 ,与一些人称的“南方岩溶区”属同一含义。

1　西南主要岩溶类型及分布特征

西南岩溶区以贵州为中心 ,跨越云南、广西、四川、重庆以及湖南、湖北、广东西部一带 ,包

括覆盖岩溶在内 ,总面积达 54万 km
2 (图 1) ,如裸露、覆盖 (上覆第四系土层 )、埋藏 (埋藏在非

可溶岩之下 )加在一起合计达 111. 6万 km
2
(表 1) ,占全国岩溶总面积的 3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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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 ,区内岩溶面积占 30%以上的县 (含县级市 )共 236个 ,其中贵州 69个 ,云南 61

个 ,广西 50个 ,四川 (含重庆 ) 35个 ,湖南 11个 ,湖北 8个 ,广东 2个 ;岩溶面积超过 50%的岩

溶县 ,在黔、滇、桂三省为 126个 ,占总数的 53. 4% 。

表 1　西南岩溶区岩溶分布情况表 (单位:万 km2 )

Tab. 1　 Kar st distribution in South-West China

科目
省　　　　　　　区

贵州 云南 广西 四川 (含重庆 ) 湖南 湖北 广东
备　　注

岩溶总面积 12. 88 10. 66 8. 95 8. 78 6. 05 4. 48 1. 39 据 1 /20万水文

占全省 (% ) 73. 0 27. 1 37. 80 15. 47 28. 44 24. 0 6. 5 地质普查资料

裸露岩溶面积 8. 9 9. 7 7. 9 8. 2 5. 8 4. 1 1. 4

占全省 (% ) 51 26 33 15 27 22 7

(据朱学稳 ,略有修改 )

图 1　中国西南岩溶区岩溶分布图

Fig. 1　 Dist ribution o f the kar st types in South-West China

1.裸露、覆盖型岩溶 ; 2.埋藏型岩溶 ; 3.省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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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岩溶区的岩溶类型划分前人曾作过多方面的研究
[1, 2 ]

,吴应科在 1984年曾提出过分

类方案 [3 ] ,从气候上 ,可划分为亚湿润高寒—温带岩溶和湿润热带亚热带岩溶两大基本类型 ,

高山岩溶属前者 ,其余均为后一种类型 (图 2)。为方便论述 ,兹将各岩溶类型简述如后。

图 2　中国西南岩溶类型分布略图

Fig. 2　 Scketch map o f the distribution o f th e ka rst types in South-West China

Ⅰ 高山岩溶 (横断山型 ) ;Ⅱ山地岩溶 (川西—桂西北型 ): Ⅱ 1峰丛中高山峡谷 ,Ⅱ 2岩溶中低山 ,Ⅲ 3封

闭式高位峰丛洼地中高山 ,Ⅱ 4峰丛洼地中低山 ;Ⅲ高原岩溶 (滇东型 ): Ⅲ 1断陷岩溶盆地 ,Ⅲ 2石林溶

原 ,Ⅲ 3雨林岩溶 ;Ⅳ山原岩溶 (黔中—鄂西型 ): Ⅳ 1峰林溶原 ,Ⅳ 2峰丛低山谷地 ,Ⅳ 3峰丛中山高位盆

(谷 )地 ;Ⅴ峰林岩溶 (桂林型 ): Ⅴ 1峰林平原—谷地 ,Ⅴ 2峰林—孤峰平原 ,Ⅴ 3边缘峰丛 ;Ⅵ 构造盆地

岩溶 (四川盆地型 ): Ⅵ 1平行岭脊槽谷 ,Ⅵ 2埋藏岩溶 ; Ⅶ 丘陵平原岩溶 (湘中型 ) ; 1.红层碎屑洞隙型

　　　　　　　　岩溶 ; 2.红层碎屑孔隙型岩溶 ; 3.红层碎屑孔隙—洞隙型岩溶

( 1)高山岩溶类型。分布在川西北、滇西一带 ,海拔 3000～ 4500m ,最高玉龙雪山为 5596m ,

属高寒—温带岩溶。岩溶形态以峰林式残林、小洞穴和表面溶痕、溶沟槽为多。但在高山峡谷

中 ,以生物岩溶与钙化沉积形成色彩缤纷的“自然堤”、“彩池”、“海子” ,构成高山岩溶特有的景

观 ,又以川西北的九寨沟和黄龙沟为典型 ,前者“海子” 108个 ;后者“海子”、“彩池”总数多达

3400个
[ 4]
。这是本类型“立体岩溶”的底层产物。

( 2)山地岩溶类型。主要分布在川西、川西北及桂西北两地 ,海拔分别为 2000～ 3500m、 500

～ 1700m。前者多以常态的中、高山峡谷出现 ,岩溶不甚发育 ;后者峰峦迭置 ,岩溶洼地、漏斗、

洞穴密布 ;呈现一派“千峰万山刃”景貌 ,尤以广西七百　为典型 ,其在 203km
2
的分布范围内 ,

集中了 1124个圆洼地 ,平均每平方公里 5. 6个 ,形成世界岩溶一大壮观。这是处于云贵高原与

广西盆地交接的大斜坡地带 ,在其特有的水动力条件下形成的产物。

( 3)高原岩溶类型。主要分布在贵州西部和滇东一带 ,海拔 2000～ 2500m。基本特征是多

断陷盆地 ,以昆明盆地 (面积 1100km
2
)为代表的断陷盆地至少有 28个 ;滇南分布国内少有的

热带雨林岩溶 ;滇东有典型的石林岩溶。此外 ,高原面上广泛分布第四系红土 ,反映高原岩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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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暖湿环境下形成的。

( 4)山原岩溶类型。分布在贵州及鄂西、湘西一带 ,海拔在 1000～ 1500m。其主要特征具层

状地貌 ,层状台面发育 ;台面周边多深切河谷 ,构成原始云贵高原被割切 ,形成“山原”景貌 ;在

河谷地区常表现为“反均衡”剖面 ,显示河谷上下游岩溶发育的不均一性 ;在黔东北、湘西、鄂西

一带受构造控制呈现别具一格的山顶岩溶盆 (谷 )地 ,是山原岩溶一大景观。

( 5)峰林岩溶类型。分布于广西东部、湘南、粤北一带 ,海拔一般为 200～ 800m。主要特征

为群峰挺拔 ,各种岩溶形态极为发育 ,其挺拔多姿的峰林石山在国内外独树一帜 ;属流水岩溶

产物 ,石峰下有脚洞 ,这在其它地区很难找到 ;地表水、地下水联系密切 ,地下洞隙密集交织 ,岩

溶发育较均一 ;峰林与峰丛相伴而生 ,或呈连片的峰林—孤峰平原 ,构成西南岩溶区发育最为

完善的类型。 以“桂林山水”为代表的峰林岩溶景貌为世界所瞩目 ,被国外学者称誉为“中国式

岩溶”。

( 6)丘陵平原岩溶类型。分布在湘中 ,海拔在 200～ 800m,平原区为 100～ 200m。以丘陵洼

地及丘丛盆地为主 ,缺少显目的岩溶景象。

( 7)构造盆地岩溶类型。分布在四川盆地、广西百色盆地 ,海拔分别为 350～ 600m、 600～

1200m (西缘 )及 200～ 300m (百色 )。受构造控制 ,又有川东平行岭脊槽谷和盆地埋藏型岩溶两

个亚类型。前者形成独具一格的“一槽二岭”或“二槽三岭”景观 ;后者埋藏在侏罗系砂页岩之

下 ,由二、三叠系碳酸盐岩组成的古、新岩溶 ,富集油气及盐卤水。 广西百色盆地是典型的内陆

油田。

此外 ,还有四川盆地红层碎屑岩岩溶类型。分洞隙、孔隙、孔隙—洞隙型三种亚类型。广泛

散布在四川盆地、湘中、滇中、滇西南红层盆地中
[5 ]
。

2　主要自然资源与岩溶环境

2. 1　主要自然资源

2. 1. 1　建材资源

石灰石、白云石、大理石等用之不竭。 80年代中期台湾推出石灰石配以焦炭形成乙炔 ,制

造石化天然气能源专利 ,这在贵州等地区可以形成大的支柱产业。

2. 1. 2　矿产、油气资源

与岩溶作用直接或间接形成的矿产多达上百种 ,主要有铁锰、磷、铝、锡、铅锌、钨和油气资

源等等。云南个旧和广西大厂锡矿、广西平果铝矿、云南兰坪铅锌矿、开阳磷矿等都是居世界前

列的特大型岩溶矿床 ;与岩溶区密切相关的煤炭资源 ,仅贵州一省即超过江南 9省之和 ,居全

国第四位 ;四川盆地油气、卤水资源丰富 ,川东已发现气田 11个 ,川南 30个 ,有的气井日产达

100万 m3 [4 ] ,黑卤水日产量超过 100m3 [6 ]。此外 ,本区已发现流量在 10 l /s、温度 20℃以上热

(温 )矿水点 358个 ,其中云南 186个 ,已开发的约占总数的 50%
[6 ]
。

矿产资源遍及各种岩溶类型 ,油气、卤水则集中在构造盆地岩溶类型 (Ⅳ ) ,又以四川盆地

南部为主要 [7 ]。

2. 1. 3　岩溶地下水与水能资源

西南岩溶区地下水资源为 1766. 7亿 m
3 /a (表 2) ,占全国岩溶地下水资源总量的 22. 1% ,

而全区已知流量> 50 l /s的地下河 2497条、岩溶大泉 2450处 ,总计 4947处 ,占全国> 50 l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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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水点总数 5289个的 93. 5% ,其中特大型地下河 (长度大于 30km、汇水面积在 300km
2
以

上 )有 27条 ,枯期总流量 78. 18m
3
/ s

[6 ]
,均分布在黔、桂、滇境内的山原、峰林、高原岩溶类型

中 ,其中尤以山原、峰林类型地下河最为发育。 但岩溶地下水资源已开发的尚不足 20% ,开发

潜力很大。

表 2　各省 (区 )岩溶地下水资源统计表 (据朱学稳 )

Tab. 2　 Sta tistics of ka rst g roundwa ter r esources in South-West China

省　　　区
岩溶地下水资源

(亿 m3 / a)

占全省 (区 )地下水资源

总量百分比 (% )
备　　注

四川 (含重庆 ) 293. 63 41. 35

云南 325. 15 43. 78

贵州 177. 77 83. 10

广西 514. 80 66. 00 根据各省 (区 )地矿局水文队调查资料

湖南 263. 35 57. 00

湖北 186. 81 44. 80

广东 5. 19 6. 50

合计 1766. 70 51. 88

此外 ,西南岩溶区水能资源也极为丰富 ,总蕴藏量约 1. 4亿千瓦 ,约占全国总量的 21%。

主要分布在峡谷林立、落差很大、雨量充沛的高山、山地和山原岩溶类型区。

2. 1. 4　物产资源

据全国农业区划 1989年统计 ,仅滇、黔、桂三省的高等植物多达 15000余种 ,占全国种子

植物的 50%以上 ,药用植物种类占全国的 70%左右 ;油茶、油菜、烤烟、八角、甘蔗、水果、板粟、

紫胶、漆树产量名列全国前茅 ;野生脊椎动物达 1000余种 ;地方名特优产品如环江菜牛、丽江

马、关岭牛、东巴凤香猪、滇南小耳猪、黔北白山羊等均享有盛名。

各岩溶类型区既有共性物种 ,也有一定的特色物种 ,例如山原岩溶区由于潮湿、阴冷、药生

植物是其主要特色物种。因地制宜进行特色物种的培育和开发是大有潜力的。

2. 1. 5　洞穴资源

中国最长的洞穴 (超过 10km )如湖北腾龙洞 ( 37km)、广西地苏地下河洞 ( 57. 2km )、广西

板升地下河洞 ( 52. 5km )、贵州白水洞 ( 22. 4km )等以及最大的洞厅 ,如贵州犀牛大厅 ( 8万

m
2
)、湖北宋家河大厅 ( 4. 32万 m

2
)等均位本区

[4 ]
(表 3)。 有一定规模的大小洞穴数以万计 ,尤

以山原、山地、峰林岩溶类型分布更为普遍 ,开发洞穴探险、旅游、医疗、特殊生产等方兴未艾。

2. 1. 6　旅游资源

本区在旅游资源方面其种类之多、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在全球也是少见的 ,广西、贵州要建

成旅游大省的主要依据也在于岩溶旅游资源的开发。全区所形成的奇峰、怪石、洞穴、湖泊、峡

谷、瀑布、天生桥有其独特的魅力 ,诸如桂林山水、长江三峡、滇池风光、九寨沟人间瑶池等等不

胜枚举 ,几乎所有的岩溶类型区中都有其别具一格的岩溶风景名胜 ,这是本区最具开发潜力的

资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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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西南岩溶区洞穴中单个面积 > 1万 m2的大厅一览表 (据《中国岩溶学》 )

Tab. 3　 Kar st cave chambe rs with an area mo re than 10 thousand m2 in South-West China

　名　　称 　位　　置 面积或长×宽 ( m2 ) 资料来源

犀牛大厅 贵州安龙县 400× 200

主洞大厅 贵州积全县 46200

宋家河大洞洞口 湖北五峰县 400× 108 据潭明、朱学稳、汪训一、杨汉奎、陈健、杨世焱等

干团洞洞口 广西风山县 37000

干团洞 ( 2)厅 广西风山县 31000

“泻光流王”大厅 四川兴文县 22050

鹧鸪岩 广西灵川县 20000

龙宫厅 湖南慈利县 16000

芦笛岩 广西桂林市 14900

干团洞 ( 3)厅 广西风山县 14900

金化大厅 广西马山县 14000

2. 2　岩溶环境特点及主要环境问题

2. 2. 1　岩溶环境特点

由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组成的岩溶环境系统有一系列的特点 ,主要表现出双层

空隙结构、土壤瘠薄 ,“三水”转换明显 ,岩溶植被的旱生性、岩生性和喜钙性 ,以及人为地质作

用效应等。其中广泛发育的地表、地下不均一的双重空隙结构 ,又是产生一切岩溶环境问题如

地面塌陷、水源漏失等等的根源 ,但同时也是形成各种岩溶资源包括风景资源的基础。 日趋剧

烈的人为地质作用对于西南岩溶区所构成的环境负效应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当前突出的

石山石漠化即是人为地质作用的典型反映。

2. 2. 2　主要岩溶环境问题

( 1)旱涝灾害。这是西南岩溶区最普遍、影响最大的环境灾害。全区 1亿多亩耕地 ,约有

2 /5受到以旱为主、旱涝交迭威胁 ,有人统计近 500年来水旱灾害的频率达 40. 14%～ 76. 5% ,

重水灾和旱灾的频率可达 8. 58%～ 23. 68% ,反映了受灾的严重性
[ 8]
。另有 1000万人、数百万

头牲蓄缺少饮水。 因此 ,治理岩溶旱涝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 2)土地石漠化。森林砍伐与退化导致水土流失而产生石漠化。目前石山地区的森林覆盖

率普遍在 10% ～ 15%左右 ,贵州的安顺、毕节、六盘水地区 ,森林覆盖率在 10%以下 ,六盘水地

区的水土流失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52% ～ 68% ;贵州全省每年流失表土 1亿吨 ,土地侵蚀面

积达 7. 6万 km
2 ,占全省总面积的 28. 4% ,且每年有 900km

2的石漠化面积扩大 ;云南省水土

流失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27% ,流失表土 1. 48亿吨 ,等于流失 6个地州施用化肥总量的 5

倍 ,经济损失 40多亿元 ,石漠化已达 39. 5%
[9 ]
。

( 3)岩溶塌陷。我国已知岩溶塌陷 858处 ,含 3万多个塌陷点 ,而西南岩溶区即有 678处 ,

占 79% ,其中发生在土层的有 649处 ,占塌陷总数的 95. 7% [10 ]。因此 ,西南岩溶区是我国岩溶

塌陷最为严重发生区 ,而贵州六盘水水钢水源地因抽水产生塌坑达 1023个 ,为最严重者。

( 4)水库渗漏。水库渗漏是岩溶地区常见的环境地质问题。在 1980年以前湖南修建大小

山塘、水库 3000多座 ,因渗漏影响正常蓄水的占 31% ,完全不能蓄水的占 7% ;广西 1200多座

水库有 50%的水库发生明显渗漏 ;云南岩溶渗漏水库占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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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岩溶崩塌、滑坡、泥石流。在岩溶山区是常见的地质灾害 ,具有活动频发率高、突发性

强 ,历时短 ,成灾快的特点。 云南省作过统计 ,在连续厚度> 200m以上的碳酸盐岩地区 ,崩塌

密度为 73. 6个 /103 km2 ,是全省崩塌面密度的 3. 57倍 ;滑坡面密度为 30个 /103 km2;泥石流为

16. 3个 /10
3
km

2
。 在碳酸盐岩夹碎屑岩或互层地区 ,滑坡密度上升到 42. 5个 /10

3
km

2
,崩塌则

下降到 28. 8个 /103 km
2 ,泥石流下降到 7. 2个 /103 km

2 [11 ]。据长江流域发生的 142个岩质崩塌

统计 , 30. 2%发生在碳酸盐岩中。可见 ,崩、滑、流的产生与岩性组合有密切关系 ,亦与森林砍

伐 ,失去防冲刷和固坡作用有关联 ,如 1985年 5月 ,桂林地区降特大暴雨 ,造成全州、灌阳、兴

安等县石山或半石山地区出现大小崩塌、滑坡 5000多处 [12 ] ,大多发生在生态受到破坏的地区

即是典型例证。

( 6)矿坑突水突泥。突水突泥的产生主要受人为扰动而造成的突发生事件。重庆江北煤矿

1966年 8月采煤时 ,遇特大突水 ,开始流量达 9000m
3 /h, 72天后减至 3400m

3 /h,造成井下事

故 ;湖南斗笠山煤矿 ,矿坑突水造成地面塌陷 ,塌坑多达 2000个 ,造成重大损失。突水中还时有

突泥 ,其量达数千立方米 ,突泥灾害在湘中煤田发生多起。

( 7)地裂。碳酸盐岩风化的残积红粘土 ,因膨胀或收缩而引起地面开裂 ,分布较广 ,以桂中、

桂东南、滇东南岩溶平原区为典型 ,都发生在干旱季节或干旱年份 ,如广西贵港市六七十年代

连续发生地裂百余条 ,损坏房屋 300多栋
[12 ]
。

( 8)岩溶水资源衰竭。 由于岩溶地下水过量开采破坏动态平衡而出现枯竭问题 ,特别是地

下水位大幅度下降 ,造成大面积区域性下降漏斗 ,这是不少地区井泉断流的基本原因。 昆明翠

湖九龙池 ,因周围抽水 ,造成地下水位每年以 1. 2～ 1. 5m的幅度下降而泉水渐干涸即是典型

例证。

( 9)岩溶地下水污染。 据统计 ,岩溶地下水以原生的点状污染者居多 ,次为局部面状污染。

据不完全统计 , 80年代全国约有点状污染 138处 ,局部面状污染 28处 ,近 10年由于受城镇污

水和农村化肥、农药的污染已有扩大的趋势。

( 10)特殊的地球化学环境下产生的问题。贵州西北部岩溶区分布富氟煤系地层 ,风化后造

成特殊的地球化学背景 ,使土壤和水中有较高的氟含量 ,造成粮食、蔬菜污染 ,长期食用后形成

氟中毒。贵州老地层中的碳酸盐岩 ,含氟量一般为 ( 24～ 100)× 10
- 6

,最高可达 200× 10
- 6 [4 ]

。此

外 ,患泌尿系统的结石病 ,与水中碳酸钙含量较高有关。

3　西南岩溶区的社会与经济

3. 1　区域社会条件

西南岩溶区共有 236个岩溶县与准岩溶县 , 1994年统计的总人口约为 1. 06× 108 (表 4) ,

占全区总人口的 25. 4% ,其中少数民族仅滇黔桂三省区即达 2388万人 ,全区约 3500万人 ,占

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40%左右 ,有壮、苗、瑶、白、布依等 36个民族 ,他们大多居住在边远的

高山深谷之中。

西南岩溶区紧邻缅甸、老挝、越南 ,边防线长达 3700km ,其中岩溶区边界为 950km,占

27%。云南的沧源、西盟、江城、麻粟坡 ;广西的龙州、凭祥等县级口岸均位于岩溶区。广西又是

西南出海通道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本区又处于我国中西部的南缘地带 ,广西、广东还处于东部沿海。因此 ,它既有中西部资源

147第 17卷　第 2期　　　　　　　　吴应科等:西南岩溶区岩溶基本特征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综述　　　　　　　



丰富 ,交通不便 ,经济不发达的特征 ;又与东部沿海地区接壤的有利区位。同时 ,与东南亚、南亚

各国有海、陆交通的便捷条件 ,完全可以形成我国南部对外开放的窗口和通商大埠 ,也是守卫

西南的重要边防线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此外 ,西南岩溶区既是百色起义、遵义会议、湘鄂黔边区等革命根据地 ;又是六七十年代的

三线建设基地 ,为贫困区奠定了较好的工业基础 ,部分企业已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表 4　西南岩溶区人口分布统计表 ( 1994)

Tab. 4　 Popula tion statistics in ka rst ar eas of South-West China

科目

省　　　　　　　份

云南 贵州 广西
四川

(含重庆 )
湖南 湖北 广东

备　　　注

人口 (万人 ) 2299. 1 3086. 4 1968. 7 约 1340 655. 8 约 1160 90. 0 1.四川省包括重庆市

占全省 (% ) 58. 4 91. 3 43. 8 11. 9 10. 3 20. 3 1. 3 2.各省总人口 41790万人

3. 2　区域经济发展态势

西南岩溶区的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于东部较发达地区 ,也滞后于全国发展水平 ,具体表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 1)国内生产总值低。 1994年人均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 1 /2(表 5) ,全区国内生产总值仅

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4. 15%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是全国的 46% ,与广东省相比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仅为广东的 27. 3% ,差距在 3倍以上。

表 5　西南岩溶区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比较表 ( 1994)

Tab. 5　 Cor relation of domestic total output va lues be tween the kar st a reas o f South-West China

科　目

省　　　　　　　　份

云南 贵州 广西
四川

(含重庆 )
湖南 湖北

备　　注

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 5, 543, 306 4, 931, 119 5, 077, 591 1, 155, 452 939, 713 1, 036, 865广东仅有 3个岩溶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 ) 2411 1598 2574 1057 1433 1283 县 ,自然条件差异

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

百分比 (% )

56. 91 94. 62 40. 91 4. 16 5. 55 5. 52 大 ,未统计十人内

　

为全国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百分比 (% )

65. 85 40. 90 68. 68 28. 15 38. 16 34. 17 全国为 3755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广东

省的百分比 (% )

38. 03 25. 21 40. 68 16. 67 22. 60 20. 24 广东为 6340元

　

(据《 1995年中国年鉴》 )

( 2)农民收入和人均产粮处于全国低下水平。除广东省略高外 , 1994年的农民人均收入一

般在 600～ 700元 ,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50%左右 ,如以特困县比较 ,差距在 2倍以上 ;人均产

粮一般在 300～ 350kg ,与全国农民平均产粮差距在 20%左右 ,但特困县则在 30% ～ 40%以

上。

( 3)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低。农业不发达 ,工业更落后 ,从表 6中可反映这方面的问题。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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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省份的人均工农业产值仅及全国平均的 25%～ 30% 。

表 6　西南岩溶区人均工农业产值统计比较表 ( 1994)

Tab. 6　 Cor relation of av erage output va lues of industry and ag riculture per

person betw een the ka rst ar eas of South-West China

科　目

省　　　　　　　　份

云南 贵州 广西
四川

(含重庆 )
湖南 湖北

备　　注

人均工业产值 (元 ) 4224 1447 3202 956 1015 1038

人均农业产值 (元 ) 868 816 1282 767 971 1042

人均工农业产值 (元 ) 5092 2263 4484 1723 1986 2080

为全国人均工农业

产值 (% )

65. 86 29. 27 58. 0 22. 29 25. 69 26. 90 全国平均为

7731元

为广东人均工农业

产值 (% )

40. 76 18. 12 29. 90 13. 80 15. 90 16. 65
广东为 12491元

(据《 1995年中国年鉴》 )

通过“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几年的实施 ,贫困人口已由实施之初的 3000多万下降至 1997

年年底的 1000多万 ;国内生产总值各地区也大多以年均 9. 0%的速度在增长 ;农民人均纯收

入由二三百元上升至五六百元或更多。扶贫攻坚任务已取得重大进展。

值得指出的是西南岩溶区的经济发展与区域岩溶发育特征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总体上 ,

山地、山原、高原岩溶类型由于地形、地质极为复杂 ,加之交通不便 ,贫困面既广又深 (赤贫或接

近温饱 ) ,峰林、丘陵平原岩溶类型则相对较好。广西峰丛洼地人均纯收入仅为峰林谷地的

88% ,峰林谷地又为峰林孤峰平原的 72% [13 ] ,反映了岩溶组合形态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4　结　语

西南岩溶区以其独特的岩溶景貌与资源优势在国内外连片岩溶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

但其环境脆弱 ,生态恶化和经济严重滞后亦将决定其治理开发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从

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岩溶学科发展的角度出发 ,应该引起各方面的更多关注和扶持 ,以期使这块

养育着亿万人民的生息之地和全球难得的“岩溶宝库”为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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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MMARY OF BASIC FEATURES,RESOURCES,

ENVIRONMENT, SOCIALITY AND ECONOMY IN

THE KARST AREAS OF SOUTH-WEST CHINA

Wu Yingke①　 Bi Yuyuan②　 Guo Chunqing①

(① Institute of Karst Geology , CAGS , Guilin 541004; ② I 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Division, CA AS ,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karst region wi th a total area of 540000 km2 ex tends across Guizhou, Yunnan,

Guangxi, Sichuan, Chongqing , Hubei , Guangdong, including 236 counties and mo re than a

hundred million people. The region is one of the largest karst areas, and is the karst treasure

in the w orld.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a lo t of reseaches befo re, the systematic synthetica l

resea rches as a whole have ra rely been done. This paper systema tically summarizes the re-

gional karst features, the resources, the env ironment , the social backg rounds and the econo-

my o f the a rea.

Key words　 South-West China　 Karst features　 Na tural resources　 Karst env ironment　

Social backg rou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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