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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喀斯特山区的土壤侵蚀性退化及其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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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6论述了贵 州 喀 斯 特 山 区 土 壤 侵 蚀 性 退 化 的 三 种 类 型:石 漠 化@土 壤 贫 瘠

化@土壤结构性恶化;及特征>从岩性@地貌@人类活动等方面详细剖析了土壤侵蚀

性退化的成因机理>指出土壤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是喀斯特山区土壤侵蚀性退化的

内因>而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则是该地区土壤侵蚀性退化的诱因和外动力A在此基

础上>根据各喀斯特地域的具体情况>结合实 施 西 部 大 开 发 战 略 中 有 关 生 态 建 设

的要求>提出了保护抢救喀斯特山区土壤资源@防治土壤退化的对策措施A
关键词6土壤侵蚀性退化B特征B成因机理B防治对策B贵州喀斯特山区

中图分类号6.)?<’) 文献标识码6,

贵州喀斯特山区是一个相对独特的地域环境单

元>属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土壤侵蚀性退化极为严重

:如大面积石漠化的出现等;>这不仅从根本上威胁到

贵州人民的生存环境>而且还因该地区位于长江和珠

江上游的分水岭地带>土壤侵蚀性退化会直接或间接

地影响长江和珠江中下游沿岸地区的生态安全与可

持续发展A国内对喀斯特山区土壤侵蚀性退化的现状

分布@影响因素作过一些初 步 探 讨C)D#E>但 对 该 地 区

土壤侵蚀性退化的类型@形成机理及在当前西部生态

建设中如何有针对性地防治土壤侵蚀性退化等还较

缺乏研究A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A

F 贵州喀斯特山区土壤侵蚀性退化的主要特征

贵州是我国喀斯特地貌最发育的省份>碳酸盐岩

出露面积达)#万GH!>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I>土
壤侵蚀性退化严重>主要表现为6
F’F 石漠化

全省水土流失面积已达 <’J<万 GH!>占土地总

面积的 8#’?I>其中喀斯特山区水土流 失 面 积 超 过

J’?万 GH!>占该区域总面积的 ?"I强A以喀斯特发

育 典 型 的 乌 江 流 域 为 例>水 土 流 失 面 积 达

8J#!)K#GH!>占流域总面积的 ?#’?I以上>平均侵蚀

模 数 为 !!J8LMGH!N O>其 中 极 强 度 侵 蚀 区

#!)*KJGH!>占流域总面积的 #’<!I>平均侵 蚀 模 数

))89"LMGH!N OB强 度 侵 蚀 区 )!)9J’!GH!>占

)8K"9I>平 均 侵 蚀 模 数 达 J?""LMGH!NOB中 度 侵 蚀

区 )!J")’JGH!>占 )8K?JI>平均侵蚀模数为 #<?"LM

GH!NOB轻 度 侵 蚀 区 )9#)#’*GH!>占 !)’)JI>平 均

侵蚀模数 )?""LMGH!NOC#EA全省每年因水土流失而

新增石漠化面积 *##GH!>每年泥沙流失量 )’*J亿 L>
有 )’)亿 L直接进入三峡库区A目前全省喀斯特区有

石 漠 化 面 积 !K!J万 GH!>占 全 省 土 地 总 面 积 的

)!K9I>占喀斯特区总面积的 )<’8IB石漠化主要出

现在长江上游的乌江流域和珠江上游北盘江流域A
F’P 土壤贫瘠化

据初步统计>全省每年因 土 壤 侵 蚀 而 流 失 氮 )!
万L@磷?万L@钾#"万L和有机质<?万L=A由于喀斯

特山区土壤侵蚀性退化主要发生在坡耕地>因此坡耕

地 尤 其 是 !?Q以 上 陡 坡 耕 地:目 前 贵 州 有 此 类 耕 地

*<’8万 RH!>占全省总耕地的 )*’9?I;中的有机质

及其养分含量大幅下降:表 );>土壤贫瘠化现象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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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以在黔中喀斯特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普定波玉河

"含后寨河#流域为例$主要早耕地"土#中黄沙泥土%
岩泥土%死黄泥土等中缺速效磷和速效钾的占抽样总

数的 &’(’)$缺有机质的占 *+(,)-./0!
1(2 土壤结构性恶化

"3#土壤 45值升高$675值下降$影响了土壤胶

结物质量.80"表 ,#!退化区的植被覆盖差$心土底土

出露$有机质来源有限$土壤有机质和重组有机质含

量减少$轻组有机质明显降低$结合态腐殖质尤其是

松结态"6#腐殖质含量大幅减少$致使土壤 45值升

高%675值 降 低$不 利 于 土 壤 团 聚 体 的 形 成$降 低 了

土壤的抗蚀性!
",#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降低!退化土壤的表层

土中$9+(,8::的团聚体含量明显减少$分散系数

;值增大$土壤团聚体稳定度降低$尤以退化严重的

坡耕地表现最明显"表 *#!
"*#土壤的保水通气性恶化!以退化荒山为例$因

其表土层中有机质含量下降$团粒结构恶化$土壤容

重 增 加$其 总 孔 隙 度 和 持 水 量 均 较 林 地 明 显 降 低.*0

"表 /#!

表 1 贵州喀斯特山区自然土壤与退化土壤的养分变化情况比较

<=>(3 5?:@=ABC?D?EDFGABHDGI?DGHDGC?ED=GFA=JC?BJKBGLGL=G?EMHGHAB?A=GHMC?BJBDNFBOL?FPCQ=ACG=AH=C

土壤

类型

退化

程度

利用

现状

以细土"R3::#部分计算 以整个土体"含砾石#计算

有机质

")#

全 S

")#

全 T

")#

全 U

")#

速效 U

"@@:#

有机质

")#

全 S

")#

全 T

")#

全 U

")#

速效 U

"@@:#

样本数

石

灰

土

轻微

退化

林地 &(88 +(+,V +(+V&8 3*8, 3W& 8(,/ +(3/V +(+W+8 3(33’ 3,V /

草地 W(V* +(3V* +(+8&’ 3/,’ 3*, 8(*& +(3/8 +(+/&/ 3(38/ 3+* W

严重退化 坡耕地 *(,/ +(3*W +(+*&/ 3(8/W 33W 3(WW +(+W* +(+,3* +(V’/ 8, *

据朱安国%林昌虎等人资料整理

表 X 石灰岩区自然土壤与退化土壤的有机无机复合情况比较

<=>(, 5?:@=ABC?D?EI?:@?FDMCBGF=GB?DC?E?AY=DBI=DMBD?AY=DBICF>CG=DIHCBDD=GFA=JC?BJKBGLGL=G

BDMHGHAB?A=GHMC?BJBDQ=ACGAHYB?DC

类型
土层深度

"I:#

有机质")#

原土有机质 重组有机质

45

")#

结合态腐殖质")#

松结态"6# 稳结态"Z# 紧结态"5#
675

+[3+ *(&8 *(,+ V+(+/ +(’/3 +(8+’ 3(&8+ +(8*V

自然土壤 3+[/8 ,(3, 3(V’ V*(V’ +(83/ +(*+3 3(+&8 +(/&V

/8以下 3(+W 3(++ /& +(,8W +(3,+ +(8V/ +(/*V

退化"侵蚀# +[3+ ,(3& 3(’8 V/(’* +(/V’ +(/,, 3(+,’ +(/&8

土 壤 3+[*8 3(88 3(/+ V8(’’ +(*V’ +(3&+ +(V/3 +(/8,

注\45)]"重组土重^重组有机质#7"原土重^原土有机质#̂ 3++

表 2 贵州喀斯特山区自然土壤与退化土壤表土层的团聚体组成变化比较

<=>(* 5?:@=ABC?D?EGLHI?:@?CBGB?D?EYA=DFJHCBDD=GFA=JC?BJKBGLGL=GBDMHGHAB?A=GHMC?BJ

BDNFBOL?FQ=ACG:?FDG=BD?FCAHYB?DC

土壤

类型
利用方式 样本数

团 聚 体 含 量 ")# 团聚体稳定度) 分散系数 ;

93+:: 3+[8:: 8[3:: 3[+(,8:: 9+(,8:: R+(,8:: 93:: 9+(,8:: R+(+8::

石
灰
土

自然土壤
林地

草地

/

W

38(8

3&(’

,V

,3

*+(,

,/(’

3V(3

3V(’

’3(V

V,(&

V(,

3&(*

’*(/

V/(8

’3(&

VW(3

3(3+

+(’8

退化"侵

蚀#土壤

台耕地

坡耕地

*

/

33(&

/(V

3*(/

33(&

*+(8

,+(3

*+(8

*3(W

VW(,

WV(,

3*(V

*3(V

W&(/

WW(’

&+(+

W&(+

3(,/

3(8&

据文献.,0整理$团聚体稳定度指的是团聚体的水稳性$其详细定义及计算公式参见文献.,0/V_W/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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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贵州喀斯特山区林地和退化荒山表土层的

持水通气状况比较

"#$%& ’()*#+,-(.(/0#12+3+212.1,(.#.4#2+#1,(.

,.152/(+2-16#.40,1515#1,.1524212+,(+#124

7.8761,9#1245,66-,.:7,;5(7<#+-1+2=,(.-

土地类型
有机质

>?@

团粒结构

>?@

土壤容重

>=A8)B@

总孔隙度

>?@

含水量

>?@
*C值

林地 D%E &&%E D%BF &G%H I%EB I%G

>侵蚀@
退化荒山 H%I BJ%E D%KB BJ%I K%BG I%E

>&@土壤中障碍土层上升L退化坡耕地甚至植被

覆盖较差的自然土壤M因表土层逐年减薄M原土体中

埋藏的障碍土层>如铁锰结核层等@呈上升趋势L目前

全省旱坡耕地中在 HNDJ8)间出现障碍土层的超过

EK%G万 5)GM约占全省旱地面积的 BH?L

贵 州 喀 斯 特 山 区 土 壤 侵 蚀 性 退 化 有 以 下 特 点O
>D@面积广M除旱坡耕地普遍存在严重的土壤侵蚀性

退化外M在植被覆盖率低 于 BH?的 荒 山 荒 坡 也 存 在

着土壤侵蚀性退化M退化总面积已超过 K%J万 <)GM
占喀斯特山区总面积的 JH?以 上M其 中 毕 节 地 区 在

EH?以上L>G@发展快M如全省侵蚀性退化土壤面积所

占比例从 GH世 纪 JH年 代 的 D&%G?上 升 到 GH世 纪

FH年代初的 &B%J?P与此相应的河流输沙模数也大

幅增加>表 J@L>B@潜 在 危 害 大M喀 斯 特 山 区 山 多 坡

陡Q土层薄Q生态脆弱M土壤侵蚀的承受能力弱RKSM全

省 危 险 型>抗 蚀 年 限 DHNDHH#@的 土 地 面 积 约 E%FI
万 <)GRESM占土地总面积的 &J%B?M主要分布在喀斯

特峰丛山区P极险型>抗蚀年限TDH#@和毁坏型>抗蚀

年限为 H@约 G%EI万 <)GM其中绝大部分为基岩裸露

的喀斯特石质山地M即石漠化半石漠化土L>&@治理恢

表 U VW世纪中叶以来贵州乌江上游河流输沙模数变化>1A<)VX#@

"#$%J Y,-85#+=2)(4767-(/-,61#.4-#.4,.1527**2++2#85(/152Z7[,#.=+,92+(/:7,;5(7

/+()152),4462(/152GH1582.17+\

乌江上游
JH年代末

>DFJINDFJF@

KH年代初

>DFKGNDFKB@

KH年代中

>DFKJNDFKK@

EH年代初

>DFEGNDFEB@

EH年代中

>DFEJNDFEK@

IH年代初

>DFIGNDFIB@

FH年代

>DFFHNDFFF@

洪家渡站 &IK KBB EHK DBHJ DBGK GBKG ]BHH

牛吃水站 KFK DDB& DGB& GIFH ]BHHH

注OGH世纪 FH年代以前各时段输沙模数来自 公̂元 GHHH年贵州区域环境预测_第 B册专题研究之十二>DFIK年M‘ODGaDJ@MGH世

纪 FH年代资料系汛期抽样数据

复难M速率慢L如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生境恶劣M地表缺

水少土M土壤植被生态系统恢复极为困难M通过封山

后要自然恢复成乔木林地M至少需要 &J年以上RISL

V 贵州喀斯特山区土壤侵蚀性退化的成因机理

V%b 喀斯特山区土壤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是土壤侵蚀

性退化严重的内因

>D@碳酸盐岩系成土过程缓慢L贵州灰岩风化剥

蚀 速 率 仅 为 GB%EN DDH%E))ADHHH#M若 按 平 均

KDcKI))ADHHH#的剥蚀速率Q平均酸不溶物B%F?计

算M一 千 年 只 有 风 化 残 余 物 G%&E))M换句话说每形

成 D8)厚的风化土层需要 &HHH余年M慢者需要 IJHH
年RFSM成土能力只是非喀斯特区的 DADHNDAIHM且厚

度分配不均L这是喀斯特山区土层浅薄且分布不连续Q
土壤生态系统脆弱易退化的背景和基本原因之一L

>G@山 多 坡 陡 的 地 表 结 构 不 利 于 水 土 资 源 的 保

存L喀斯特山区地表崎岖破碎M不仅山地面积大>其中

山地占贵州总面积的 IE?Q丘陵占 DH?Q平川坝地仅

占 B?@M而且坡度陡M全省地表平均 坡 度 达 DE%EIdM
其 中 大 于 GJd的 陡 坡 地 占 全 省 总 面 积 的 B&%J?MDJd
NGJd的占 B&%F?M两者合计占 KF%&?RDHSL山多坡陡

的地表结 构 加 剧 了 斜 坡 体 上 水Q土Q肥 的 流 失>表 K@
和土壤退化L

表 e 贵州喀斯特山区坡度与土层厚度及侵蚀状况之关系

"#$%K "52+26#1,(.-5,*$21022.=+#4,2.1(/-6(*2#.4-(,615,8<.2--#.4-(,62+(-,(.,.:7,;5(7<#+-1#+2#-

坡 度 >d@ DHNDJ DJNGH GHNGJ GJNBH BHNBJ BJN&H ]&H

有机质厚度>8)@ GH DE DJ DI F E K
土层厚度>8)@ DGH ID IK EI ED &G TGH
土壤侵蚀模数>1A<)GX#@ GIJ BDJH DDEHH ]BGDHH

据杨明德等M贵州岩溶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分析M‘DD

FDG第 GH卷 第 B期 苏维词O贵州喀斯特山区的土壤侵蚀性退化及其防治

万方数据



!"#$上松下紧%的两种质态界面降低了斜坡体的

稳定性&从而促进了土壤侵蚀性退化的发展’喀斯特

山 区土壤剖面中通常缺乏 (层!过 渡 层#&在 基 质 碳

酸盐母岩和上层土壤之间&存在着软硬明显不同的界

面&使岩土之间的粘着力与亲和力大为降低&一遇降

雨激发便极易产生水土流失和块体滑移’同时&贵州

喀斯特山区因地处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化学淋溶作用

强烈&上层土体中的物理粘粒!)*+*,--#容易发生

垂直下移累积&从而造成喀斯特区土体的上松!质地

轻.通透性强#与下紧!质地粘重.通透性差#&形成一

个物理性状不同的界面&这也容易导致水土流失的产

生’可见&喀斯特区土石间和土壤内部上.下层间存在

的这两个质态不同的界面&是该地区水土流失强烈的

重要内因&对土壤侵蚀性退化起促进作用’

!/#钙生性环境对植被生长的选择限制作用强’
贵州喀斯特山区水热条件优越.地貌类型复杂.立体

气候明显.小生境复杂多样&为多种植物的生长创造

了良好条件0但另一方面&喀斯特山区是一种典型的

钙 生 性 环 境&支 持 生 态 系 统 的 化 学 元 素 是 (1.23.

45.26.76.(.89.:,.;3.:<.;.=等 富 钙 元 素 系

列&而且由于母岩的矿物组构较简单&风化淋溶的成

土 速 率 慢&进 入 或 转 化 储 存 于 生 境 中 的 营 养 型 元 素

>.?.@.>1.A相对缺乏&土壤常呈微碱或中性反映&

B;达 C+DEF+D&加上钾含量低&且易溶解流失使土

壤养分贫化&植物生长不良’植被退化又进一步加剧

土壤侵蚀’土壤的这种生物地球化学作用及其土壤性

质&就导致喀斯特生境对植物的严格选择&许多喜湿

喜酸的植物在这里难以生长或生长不好’所以在通常

情况下&除了人类活动影响较少.原生性保存较好且

生态系统正处于正向演替顶级阶段的喀斯特生态系

统具有群落结构相对复杂.植物种属成分较丰富的自

然 本 底 特 征 外&在 人 类 活 动 参 与 下 形 成 的 次 生 环 境

中&处于其它演替阶段的喀斯特生态系统&特别是退

化 喀 斯 特 生 态 系 统&常 表 现 为 植 物 种 属 成 分 相 对 较

少&群落结构相对简单&食物链易受干扰而中断&生态

系 统 稳 定 度 低&生 态 系 统 的 正 向 演 替 速 率 慢 且 易 中

断&群落的自调控能力弱’这也是喀斯特土壤生态环

境系统脆弱的重要原因’

!D#降水的影响’贵州喀斯特山区年均降雨量约

,G**--&全 省 各 地 年 暴 雨 总 次 数 达 D**E,***次’
暴 雨集中在春季!约占 /*H#和夏季!占 DDH以上#’
春季和初夏季的暴雨正是大面积坡耕地的中耕播种

季节&农作物!玉米.油菜.绿肥等#正处于幼苗阶段&

疏松的坡土得不到很好的覆盖&故春季和初夏季暴雨

对加剧土壤侵蚀性退化的影响很大’

I+I 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是喀斯特山区土壤侵蚀性退

化的外动力和主导因素

!,#人口增长过快&土地垦殖率高’贵州人口从

,J/J年的 ,/*"万增加到 ,JJF年的 "KDC万&人口自

然增长率过快&目前仍在 ,/L以上&比全国高 D个千

分点&全省喀斯特山区的人口平均密度已达 GG*人M

N-G&远远超过当前生产力水平下的合理人口容量约

,D*人MN-G的限度&人口超载率在 /*H以上’人口增

长快.压力大.土地垦殖率高!如乌江上游土地垦殖率

高达 /K+DH#&加上人口素质 低&使 不 少 喀 斯 特 山 区

陷入人口增加O过度开发O土壤退化O经济贫困的

恶性循环中’

!G#对土地掠夺式经营’乱砍滥伐.滥垦滥耕.铲

草皮.挖树根.烧秸秆等在喀斯特山区经常发生&不少

地区尤其是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在 ,JJ*年以前普遍

存在着$刀耕火种&烧山种地%的现象&对土地掠夺式

经营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土壤瘠薄化’

!"#耕 种 方 式 不 当&作 物 布 局 不 合 理’在 贵 州

"KJG*N-G的 总 耕 地 面 积 中&旱 耕 地 占 KJHP,,Q&而 在

旱坡耕地中&实现梯土化的或等高耕作的不到三分之

一&即占耕地总面积 /K+GH以 上 的 耕 地 实 施 的 仍 是

传统的顺坡耕种’同时在作物布局上也不合理R一是

单 一 种 植 的 多&不 同 作 物 之 间 的 间 作.混 作.套 种 的

少0二是片面地认为玉米.小麦等耗地作物是高产作

物&而豆类.花生等养地作物是低产作物&导致用.养

地 植 物 比 失 调&地 力 逐 渐 衰 退&作 物 长 势 差&覆 盖 度

低&增加了降雨时的坡面径流而加剧土壤退化!见表

C#’

!/#执行政策偏差也是近代贵州喀斯特山区土壤

侵蚀性退化的重要原因’S是 G*世纪六.七十年代

$以粮为纲%的政策导向严重背离了贵州喀斯特山区

山多坡陡耕地少.而荒山荒坡!宜于发展林牧业#面积

大的土壤资源结构这一客观实际&导致全省大量林草

被毁.森林覆盖率锐减!由建国初期的约 "*H下降到

,JF/年的不足 ,"H#和农业产业结构失调’首先是种

植业比重过 大&其 产 值 占 D"+DH&林.牧.副.渔 只 分

别占 D+CH.GD+GH.,D+"H和 *+"H0且畜牧业又以

耗粮型的养 猪 业 为 主&占 C*H以 上&而 食 草 型 的 牛.
羊业等则不到 "*H0同时在种植业内部&耗地型的粮

食 作 物 种 植 面 积 占 CDH&产 值 约 占 C*H以 上!,JJK
年#&而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含绿肥作物#仅占 GDH&

*GG 中国岩溶 G**,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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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贵州不同耕种方式下的水土流失及石漠化状况比较

"#$%& ’()*#+,-(.(/-(,01+(-,(.#.2+(34521-1+6,/,3#6,(.7.21+6812,//1+1.63706,9#6,.:3(.2,6,(.-

耕种方式
水分流失量相对百分比

;<=

泥沙流失量相对百分比

;<=

山地石漠化速度相对百分比

;<=

对照地;裸坡耕地= >?? >?? >??

玉米顺坡耕种 >>@%AA >B@%CD >B@%CD

玉米等高耕种 EF%&B &B%E& &B%E&

玉米花生等高间作套种 &C%DE D@%E& D@%E&

据文献G>H和G>@H整理

用养 地 失 衡IJ是 对 农 业 基 本 建 设 投 入 减 少IK一

五L时期全省在农M轻M重投入中N农业 占 D%D<NK二

五L时期为 F%F<NK六五L时期下降为 B%D<NK七五L
时期进一步降到 B%?<N近几年仍在 B<OA<徘徊P
同时由于种植业效益比较低N农民收入增长缓慢N影

响了农民对土地尤其是对平整土地M农业生态工程等

方面的投入N存在着重用轻养M只顾眼前利益M忽视土

壤资源的持续利用的倾向IQ对土地资源认识模糊M
对其保护不力I把土壤资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混为一

谈N缺乏对贵州喀斯特山区土壤资源脆弱性M难以恢

复性的了解P土壤资源利用M保护M改造等方面的法律

和 法规尚未完善N执行不力N虽有K土地法LMK水土保

持法L等法律法规N但对存在的不少问题仍没有切实

具体的解决措施I

R 贵州喀斯特山区土壤侵蚀性退化的防治

R%S 提高认识N转变观念N健全法制

深化对贵州喀斯特山区土壤资源的脆弱性M稀有

性和难以恢复性的认识N变传统的K粮食L观念为现代

的K食物观念LN变K种植业L观念为K生态农业L观念P
变传统的对土壤粗放经营观念为可持续发展观念P同

时进一步健全完善有关土壤资源保护M利用M改造等

方面的法律M法规N制定详细的技术规程和具体保护

措施N并督促实施I

R%T 开展调查研究N摸清家底N科学地制定喀斯特山

区土壤退化防治规划

喀斯特山区是一个相对独特的地域环境单元N该

地区土壤侵蚀性退化除有湿润亚热带地区常态地貌

下 的 水 蚀 作 用 外N还 受 特 殊 的 喀 斯 特 溶 蚀 作 用 的 控

制I因此应组织相关专业人员对全省喀斯特山区土壤

侵蚀性退化的类型M现状分布M形成机制M趋势等开展

专题调查研究I在此基础上N结合西部大开发中生态

建设的要求N制定喀斯特山区土壤侵蚀性退化的防治

规划I

R%R 按贵州喀斯特山区生态建设的要求和土壤资源

的空间分布及组合规律N调整喀斯特山区土地利用结

构N降低土地垦殖率

喀斯特山区土壤侵蚀性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

是乱砍滥伐M陡坡耕种N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N因此进

行以退耕还林还草为主的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也就具

有关键性的作用I根据贵州喀斯特区山多坡陡耕地

少M不利农耕和国家在西部地区实施的以退耕还林还

草为主的生态建设要求N首先把全省 @FU以上陡坡耕

地;占全省总耕地面积的 >C%E<以上=全部退耕还林

;草=P>FUO@FU的 坡 耕 地 也 要 通 过 采 取 加 强 坝 地;盆

谷地=中的基本农田建设N提高其复种指数和单产等

措施来逐步实现退耕P>FU以下的缓坡耕地要逐步梯

田;土=化N降低土地垦殖率N使喀斯特区农林牧用地

比例由目前的 @&%E>VBB%E&V@@%@&调整为 >V@V

>%FN与喀斯特山区的地貌类型和土壤资源结构相协

调I其次要搞好退耕地的保护M改造与利用N在K三效

益L兼顾的原则指导下N因地制宜N分类分批实施治理

开发W;>=在喀斯特山原发育的河源区N退耕后应以恢

复 水 源 涵 养 林 为 主N适 当 发 展 经 济 林;如 核 桃M漆 树

等=和食草型畜牧业I;@=河流上游及中下游干支流两

岸的峡谷地带是土壤侵蚀性退化强烈的地区N在河流

上游的退耕区应以发展经果林;如茶树M李M核桃M岩

桂M香椿等=为主N适当发展薪炭林和防护林P河流峡

谷或地势高差较大的地区N退耕后应发展立体农业P
在海拔较高的山顶封山育草P在山地丘陵上部发展以

水 保 林 为 主 的 水 源 涵 养 林P若 山 地 丘 陵 中 部 比 较 陡

峻N则应发展以用材林和薪炭林为主的护坡持水的固

土林N山体中部缓丘地带发展以经果药材林;如油桐M
金银花M杜仲等=为主P山体下腰部热量条件较好的退

耕区可发展以花椒等为主的经济林N适度兼顾速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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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林的发展!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发展高效精细农业

"包括早熟蔬菜#$"%#在土壤侵蚀性退化最严重的石

漠化地区&退耕地多属石旮旯地&岩石裸露率在 ’()
以上&土壤仅存于岩石裂缝或溶洼区&立地条件极差&
应以封山育林育草*自然恢复植被为主$"+#在其余广

大的喀斯特峰丛山区&退耕后实行林牧复合经营&经

济林"含药材林#*生态防护林*可饲食性灌草相结合&
林"如任豆树*黄槐*杜仲*黄柏等#*灌"如岩桂*九里

香等#*草"如柠檬草*象草*香根草等#配套&使该类地

区在退耕后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的协调改善$

,-. 合理耕作&优化喀斯特山区作物种植结构与布局

坚决摒弃/烧山种地0*/刀耕火种0等对土地的掠

夺式经营1对于未列入退耕范围的坡耕地&应逐步梯

田"土#化&一时还不能梯田"土#化的&应变顺坡耕种

为等高耕作!同时优化喀斯特山区作物种植结构和布

局&变原来的/粮2经0二元结构为/粮2经3饲0三元

结构"比例为 +4+45#1在布局上要变原来相对单一

的作物种植为不同种作物之间的间作*混作套种&变

原 来 重 视 耗 地 作 物"玉 米*小 麦 等#为 耗 地*养 地"花

生*豆类等#作物兼顾&用*养地平衡$此外在耕种季节

上&应尽量避开雨季中耕&尤其是第一*二次暴雨期间

中耕&尽量采用绿肥免耕穴状种植等水土保持耕作法

进行耕作&以减缓暴雨期间的土壤侵蚀性退化$

,-6 增大投入&加强喀斯特山区基本农田水利建设

考虑到贵州喀斯特山区农业基础差和土壤退化

的严重性&应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争

取 %年内把对农业的投入占全省基本建设投入的比

例提高到 7)&8年后稳定在 9()左右$大力开展以

治水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1"9#是狠抓坡改梯

工程&鼓励农民就地取石砌坎&增厚活土层&变原来坡

耕 地上的/三跑0"跑水*土*肥#土为/三保0田土!"5#
是通过修建鱼鳞坑*地埂等节水工程与农艺节水*生

物节水结合起来&减少坡面径流和土壤流失!"%#是改

造中低产田土&实施/沃土工程0!"+#是充分利用喀斯

特山区地下洞穴系统发育的特点&因地制宜修建各种

喀斯特地下水库&这既可大大节省修建库坝的投入*
减少地表淹没损失&又可提高农田保灌面积和单产&
为巩固退耕成果铺平道路$

,-: 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争 取 在 8年 左 右 时 间 内&把 贵 州 目 前 9+;以 上

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 <;&以减缓人口增长过快对

土地造成的直接压力$

,-= 办好喀斯特山区土壤侵蚀性退化综合防治的试

验示范

在喀斯特山区选择几种典型的土壤退化类型区

"如石漠化区*土壤结构恶化区等#进行试验示范&建

立一批科技含量高*易操作*生态经济效益显著*示范

辐 射 效 应 强 的 土 壤 侵 蚀 性 退 化 防 治 的/精 品 工 程0*

/样板工程0&不断总结经验&推广土壤侵蚀性退化防

治的成熟技术和模式$

致 谢1本文引用了朱安国*林昌虎*杨明德等先生的

部分资料&特此说明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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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8ekjek9gi8f8d9kdcf9kh=dk;w{i8e8df9j9;cf9khLek9gvcdd8hh8eeLchii8f8d9kdcf9khkjek9gefdn;fnd8Zchi
f<89dj8cfnd8eL8em8;9cgg{chcg{p8if<8;cne8echil8;<ch9elkjek9g8dke9t8i8f8d9kdcf9khchimk9hf8iknff<cf
jdcz9g9f{kjek9g8;ke{ef8l 9ef<89hf8dhcg;cne8chinhd8cekhcvg8<nlchc;f9t9f98e=en;<cekt8dgkci8i
md8eend8kjmkmngcf9khLvc;wucdijcdl9hzl8f<kieL;ngf9tcf9hzcgkhzlknhfc9hegkm8L8f;xZcd89hin;8l8hfe
kjek9g8dke9t8i8f8d9kdcf9kh 9h on9p<kn wcdefd8z9khex~ce8i kh f<8chcg{e9eLekl8;kdd8emkhi9hz
;knhf8dl8cend8eLfk;khe8dt8ek9gd8eknd;8echi<cdh8eeek9gi8f8d9kdcf9khu8d8enzz8ef8ic;;kdi9hzfkf<8
;kh;d8f8;khi9f9khekjon9p<knwcdeflknhfc9hkned8z9khechif<8d8!n9d8l8hfjkd8;k:8ht9dkhl8hfcg
;khefdn;f9kh9hf<8i8t8gkml8hfkj78efkj"<9h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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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9p<knwcdeflknhfc9hkned8z9khe

怀集一景 *观音岩+

笔者对天然溶洞情有独钟,前几年L曾慕名前往

已被评为省级风景名胜区的粤西北喀斯特岩溶地带

的怀集县桥头镇L与几名老友到素有*地下画廊+之称

的*黑岩+=现称*观音岩+Z欲睹其神秘景色L但只因所

带的手电-火把不能照清景物全貌不得不抱憾而归,
近闻*观音岩+装了电灯L并向游人开放L于是在

*五一+节假期L与家人再度乘车前往,
*观音岩+在 桥 头 圩 市 西 约 .wl处L现 扩 宽 了 道

路L可双向行车L洞口前还建了个沙石铺成的停车场L
交通方便L因而游人日增,

此岩由于洞内漆黑无光L故名*黑岩+(又因洞内

钟乳形成的大小观音像有数个之多L近年又被改称为

*观音岩+,
*观音岩+入口向北L出口向南L洞长约 /WWlL宽

约 XW01WlL高 为 r0XWlL内 有 一 小 溪 弯 曲 贯 腹 而

过L在宽阔处形成一个水塘L水深没过人头顶L可作

游泳池,在水塘附近L有一个蓝球场大的宽敞*大厅+L
厅顶平整如镜L犹如一块大天花板镶嵌其上(厅内有

三门两柱L一门面水L两门通*房+L两条上下粗如水桶

相距不远的石柱名为*擎天柱+L似是顶梁之柱L上下

连接,
此溶洞的特点是钟乳形成的石像-石画甚多L据

笔者粗略估计有 .WW个左右,当你低头走在路上L便
可见到地面相隔不远有一个个大小不一的钟乳堆像(
而当你抬头观望洞壁或洞顶L亦随处可见钟乳形成的

立体壁画镶在洞壁或洞顶,这些栩栩如生的石像-石
画L过去有不少被人冠以了名称L如a正要离开莲座的

*观音出游+(大腹便便的*满月少妇+(低头弯腰的*受
罚 将军+(伏在平台上的*高台卧狮+(满布卵石的*雌
蛙 产卵+(伸头举手的*灵龟指路+(绽放锃亮的*长寿

灵芝+以及半遮半掩的*壁挂垂帘+22据当地一老人

说L此洞有 r个观音L也有几个小学生说L此洞有 V个

观音L并主动带我们去看,其较有趣的为小溪中那个

露 于水面的*南海观音+与溪边的那个*滴水观音+面

面相觑-欲言又止的神态L最为吸引游人,
=谭子荣 供稿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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