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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大龙洞岩溶流域农业生态环境与治理措施
>

朱明秋?梁 彬?陈宏峰?何师意?关碧珠?周 密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广西 桂林 *"8))"<

摘 要7大龙洞岩溶流域水土流失与石漠化严重@旱涝灾害频繁?造成该流域这种

农业生态环境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岩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长期的人为干扰A在研

究湘西大龙洞岩溶流域自然地理与地质构 造@岩 溶 水 资 源@土 地 与 植 被 环 境 等 特

征的基础上?剖析大龙洞岩溶流域石漠化等 农 业 生 态 环 境 存 在 的 问 题?并 根 据 大

龙洞岩溶流域农业生态环境特点?提出了有效开发利用岩溶水资源?提高地表水@
地下水与降水资源的利用率及生态重建与恢复等措施A
关键词7大龙洞岩溶流域B农业生态环境B治理措施

中图分类号7/8:8 文献标识码7-

C 前 言

大龙洞岩溶流域地处湘@鄂@黔@渝毗邻的武陵山

区?是我国西南岩溶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典型岩溶台

地区?其特有的岩溶山区自然条件和边缘地域社会经

济状况构成较为特殊的岩溶生态环境系统>A流域位

于湘西凤凰县西北部与花垣县南端的接壤地带?土地

总面积!!#’::DE!;!!#::FE!<?其中+)G以上的土地

为碳酸盐岩分布区A流域内地表侵蚀强烈?地貌破碎?
生态环境极为脆弱A由于农业生态环境不仅是农业生

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是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以

及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H8?!IA因此?准确揭示大龙洞岩

溶流域农业生态环境特征?为大龙洞岩溶流域生态环

境重建与恢复@石漠化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对解决当

地群众的温饱问题@最后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具有重

要意义H#IA

J 农业生态环境现状

J’J 地理@地质条件

流域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多年降水量一般为

8*))K!8))EE?年均降水量8:))EE?降雨多集中在

*9=月?占年降雨量的*)GA年平均气温8L’"M?多
年平均蒸发量为88):EEA

流域内主要以裸露岩溶山地为主?地貌类型比较

复杂?地貌形态主要以溶丘洼地@台丘洼地和深切沟

谷等为主A总的地形特征为7西南部高?高程多在:*)
K8)))EB北东部较低?高程一般为L:)K=))E左右B
北西部则为深切河流NN牛角河A

大龙洞岩溶流域出露的地层主要为寒武系;O<@
奥 陶系 ;0<;图8<?其中奥陶系中统;0!<主要为灰绿

色中厚层泥质灰岩夹紫红色中厚层泥晶泥质灰岩B奥
陶 系 下 统;08<主 要 为 厚 层 状 砂 屑 灰 岩 夹 细 晶 白 云

岩B寒武系上统;O#<上部主要以厚层灰白色@青灰色

结晶灰质白云岩@灰岩为主?分布于台地区?中部主要

为青灰色@暗灰色中厚层云质灰岩@灰岩?下部主要为

暗灰色薄层泥质条带灰岩@泥灰岩B寒武系中统;O!<
上部为中厚层状泥粉晶白云岩夹薄层泥灰岩?中部为

中薄层状灰岩@白云岩?下部为中薄层状泥质灰岩@白
云 岩夹硅质页岩B寒武系下统;O8<上部主要为含炭

泥质云岩@白云岩?下部主要为炭质页岩@钙质页岩A
地质构造上处于新华夏构造第三隆起带的南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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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主要有华夏系"北东向构造#$新华夏"北北东向构

造#两期构造!主要构造由腊尔山向斜$禾库向斜和北

北东向$北东向$北西向断裂及少数近南北向$东西向

展 布 的 断 裂%地 层 走 向 一 般 为 &’()*+,)-!倾 向 南

东!倾角.()*/,)%
012 岩溶发育特征

据调 查!流 域 内 岩 溶 比 较 发 育!发 育 有 洼 地 33
个$落水洞+3个$漏斗+4个$溶洞/’个$暗河出口.(
个%

在流域东部米坨$柳薄$雷公洞及西部腊尔山$黄

瓜 洞$排达扣一带"面积约./+56/#!岩溶发 育 强 烈!
岩溶形态主要以较大规模的岩溶洼地$地下河为主!
其次为落水洞$溶洞$漏斗等!岩溶洼地多呈串珠状连

续分布!洼地长一般为.*/56$宽,(*.((6%地下河

发 育!共 有 +条 地 下 河"火 焰 洞 地 下 河$坡 脚 村 地 下

河$消水坨7雷公洞地下河$杉木寨地下河$禾库7雷

公洞地下河$大龙洞地下河等#!长达.(,56%面岩溶

率达.(8!岩溶个体形态平均分布密度/*’个956/!
地下河平均分布密度为(1,*.1(56956/%

在流域中部两林:高务$龙角洞:排云$比朵:
夯都等地 段"面 积 约 ,356/#!岩 溶 发 育 程 度 中 等!岩

溶形态主要为较小规模的岩溶洼地$落水洞$漏斗及

少数地下河等!岩溶洼地多呈单个分布!洼地规模较

小!地下河发育!共有’条地下河"禾若地下河$大高

岩地下河$雀儿寨地下河#!总长,56%面岩溶率达’*

+8!岩溶个体形态平均分布密度(1,*.个956/!地

下河平均分布密度为(1(;56956/%

图0 大龙洞流域岩溶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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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P 岩溶水资源特征

流域内主要地表河流为牛角河!位于流域北部陡

壁 下 部!据 大 龙 洞 站 /((’年 观 测!年 均 径 流 量 为

/Q;,6’9I%牛角河上游消水坨一带!平水期$枯水期

地表水在消水坨伏流口全部进入大龙洞地下河!枯季

径流量约/33R9I%流域内出露的表层岩溶泉约有.((
个!总流量约’/(R9I!单个泉流量一般小于.R9I%流

域内地下水埋深一般大于+(6!地下水主要通过大龙

洞地下河向大龙洞方向径流排泄%大龙洞地下河位于

流域的东部!由两条较大的接近平行的支流组成S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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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雷公洞地下河"长约#$%&’消水坨!大龙洞地下

河"长#(%&)两支流于大龙洞地下河附近汇合后在大

龙洞集中排泄)地下河出口高程*+,&"出口后为一落

差约(++&的瀑布"出口流量一般为+-../#+.&$01"
最大洪峰流量达$*.&$01"年径流量为2#-#3/(-,,4

5#+6&$)总的来说"地表水系不发育"表层岩溶泉流

量小"地下水资源丰富"但埋藏深"开发利用难度大)

7-8 土地资源特征

流域土壤主要有水稻土和石灰2岩4土两个土类"
其中9水稻土主要属马肝土亚类’石灰2岩4土有9红色

石灰土:棕色石灰土和黑色石灰土三个亚类)水稻土

主要分布在禾库!芭科:雅酉!两林一带"土层厚一

般为+-*/#-+&’石灰2岩4土分布于流域中部柳薄!
两林一带"土层分布不连续"厚一般为+-#/#&)土壤

的基本肥力特征如表#所示9土壤;<值一般为*-66

/,-,."多 呈 微 酸 性 至 中 性’有 机 碳 含 量 一 般 为

+=>,?/$-3>?’总氮含量一般+-+,.?/+-*6?’有

效 氮含量一般为,+/>+*@A0A’土壤中B0C一般为#

/($’有效2速效4钾含量一般为$+-6/6(@A0A’有效

磷含量一般为#-*$/3-**@A0A)属于氮供应能力较

强:钾供应能力中低:磷供应能力低的土壤)

表7 大龙洞流域土壤肥力特征表2DEEF年4

GHI-#BJHKHLMNKO1MOL1PQ1PORQNKMOROMSOTUHRPTAVPTAIH1OTOT(++$

土壤亚类 土壤名称

土壤肥力特征

;<值
有机炭

2?4

总氮

2?4

有效氮

2@A0A4

有效磷

2@A0A4

有效钾

2@A0A4
B0C

红色石灰土 褐红色亚粘土 3-,6 (-*$ +-## ### #-*$ ,#-+ ($

棕色石灰土

土黄色亚粘土 ,-3. $-++ +-(* (*3 3-** 6(-+ #(

土黄色粘土 3->. #-$* +-#+ #+, #-*$ >#-. #>

土灰色粘土 ,-,. #-+6 +-+,. ,* (-3( $+-6 #>

棕色亚粘土 ,-$* $-3> +-(. >+* $-+* >#-* #$

深棕色亚粘土 ,-*3 $-*+ +-(6 #.* (-#6 >6-# #$

土黄色亚粘土 *-66 +->, +-*6 ,+ $-.$ $(-3 #

土褐色亚粘土 ,-*# (-(3 +-#6 (,# (->+ *+-3 #$

流 域 土 地 覆 盖 类 型 有 旱 地:水 田:望 天 田:有 林

地:疏林 地:灌 木 丛:荒 草 地:人 工 幼 林 岩 溶 石 山 等 6
种2表 (4"其中旱 地:水 田 主 要 分 布 在 雅 酉:两 林:柳

薄:禾库一带’有林地:疏林地主要分布流域西北部在

腊尔山!雅酉!排达扣一带及流域东部禾库!米良

一带’灌木丛:荒草地主要分布于流域中部:东部的岩

溶石山)土地利用面积为#6>#$-$JH"占土地总面积

的6(-(*?"其中9农业用地面积为#,.6(-#J&(2表

$4"占土地利用面积的.(?)土地利用现状中"各种农

业用地所占比例大小依次为林地2含有林:疏林:人工

幼林等4W耕地2望天田:水田:旱地4W牧草地W水域

W园地"充分反映出山区山高:坡陡以林业为主的特

征)

表D 大龙洞岩溶流域土地覆盖特征统计表2DEEF年4

GHI-(XMHMO1MOL1PQRHTVYLPZNKOTUHRPTAVPTA%HK1MIH1OTOT(++$

土地类型 旱地 水田 望天田
有林地

2森林4
疏林地 灌木丛 荒草地

人工幼林

岩溶石山
水体 合计

面积2%&(4 *->( (#->( *+-#, #$->* #(-> ,.-# $6-$> (-*> #-++ (($-66

占流域面积

2?4

(->( .-*, ((-># 3-+# *-*>

$>-$6 ##-*>
$*-$* #,-#$ #-#$ +->* #++

((( 中国岩溶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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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湘西大龙洞岩溶流域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 "#$$#年%

&’()*+,’,-.,-/.01234.45,.-,6’,-05’(06,7’586.4-59’705:805:;’3.,(’.-5-5<==<

特征值

农 业 用 地 ">?<% 建 设 用 地 ">?<%

小计

耕 地

"水旱@
田地%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水域 小计
居民点

用地

交通

用地

水利设

施用地

未利

用地
合计

面积">?<% ABCD<)A E<E<)D AC)F AA<=A)C *=*)F ACF)E F*A)< *GB)E E*)< A=)F *CBF)B <<*DD
占流域土地总面积"H% D=)*< <B)CB =)=C G=)=F A)*E =)DB A)C* A)E= =)<D =)=G AB)BG A==)==

I)J 植被资源特征

流 域 内 目 前 已 没 有 原 生 植 被 群 落K称 得 上 森 林

"有林地%的仅分布在两林大小坪水库@雅酉高溜溜及

禾库天星水库L米良一带M植被类型主要是大面积的

灌木丛"矮灌丛@荒草灌丛@疏林灌丛%及荒草地K植被

覆盖 率 为 E=)BFH左 右K其 中 灌 木 丛 所 占 比 重 较 大

"*G)*CH%@森林覆盖率较低"约E)=AH%@草地荒山占

流域总面积的AB)=DH"表<%M主要用材林有杉@松@
柏@椿@柳杉@樟等N主要经济林有油桐@油茶@漆树@核
桃@猕猴桃@刺梨等M森林植被分布规律为O亚热带常

绿针@阔叶林带K分布在海拔G==?以下N常绿树种为

主的常绿落叶混交林带K分布在海拔G==PA===?之

间M森林植被的垂直分布具有随海拔的升高K常绿树

种减少K落叶树种增多K山顶树种趋于矮化的特点M
I)Q 社会经济环境

大龙洞岩溶流域包括湖南省凤凰县的两林乡@柳
薄乡@米良乡@禾库乡K花垣乡的雅酉乡K贵州省松桃

县 芭 茅 乡 的 一 部 分M总 人 口 约 B万 人K其 中 苗 族 占

CDHK人均占有土地C)CE亩K比湘西自治州人均占有

土地AA)AB亩低A)<A亩@比全省人均占有土地G)C*
亩 多F)=*亩K为典型的少数民族"苗族%居住区和传

统的山区农业区M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的原因K大
龙洞岩溶流域居民生活仍处于贫困落后状态"表F%M

表R 湘西大龙洞岩溶流域社会经济状况表"<==<年%

&’()F+0/-04/050?-/.-,6’,-05-59’705:805:

;’3.,(’.-5-5<==<

行政区
人口情况

总人口 贫困人口"人%

农村人均纯

收入 "元%

湖南省凤凰县

两林乡 AAF*< FAAE FBA

禾库乡 A*<=B F=*G FGA

柳薄乡 BAAE <DCB *DF

米良乡 FG** <BDB FFD

腊尔山乡 AGDBD F=<F G=G

湖南省花垣县雅酉乡"部分% A<FG* *DDD FDB

贵州省松桃县芭茅乡"部分% <G** A<*G FFG

合 计 EBAG< <<CD< FGE"平均%

注O表中数据来源于地质调查项目S湘西岩溶石山地区地下水资源

勘查与生态环境地质调查T"水U<==<V==<LA%

# 农业生态环境问题

#)I 土地宜农条件较差K开发利用程度低K利用现状

不合理

流域内土地资源较为丰富K但是大部分土地因土

层厚度小@土质差@产出地形陡等条件的制约K只适合

发展林业或畜牧业N而宜农土地大部分较贫瘠K保水

保肥能力差K中低产田占水田面积E=H以上K宜农条

件较差M
流域内已开发利用土地面积ADFA*)*>?<K开发

利用率为D<)<GHK其中O耕地@林地分别占土地总面

积的<B)CBH@G=)=FHN未利用地面积FCBF)B>?<K占
土地总面积的AB)BGHK未利用地约是耕地的<W*K可
见K流域内土地尚未充分被利用M

流域的土地利用不够合理主要表现在OX在土地

利用开发上重耕地@轻其它K即偏重于占流域总面积

<B)CBH的耕地K忽视占流域总面积的B<)=*H山@水@
草 地 和 未 利 用 土 地 的 开 发 利 用K特 别 是 水 面 的 利 用

差K未能发挥禾库天星水库@大小坪水库以抗旱为主

的综合效益MY耕地开发利用上重稻田@轻旱土M据

<==<年 资 料K流 域 内 各 类 粮 食 作 物 平 均 为 *G=*;:W
>?<K其 中 水 稻 GAEA;:W>?<@玉 米 <<CA;:W>?<@薯 类

AC<F;:W>?<K旱粮的平均单产只相当于水稻的FAHK
增产潜力大MZ在山地的利用上K重开发@轻管理与保

护M近几年虽然狠抓山地开发K使园地面积不断扩大

"从ACCD年的F)*>?<到<==<年的AC)F>?<%K但管理

与保护较差K不能及时受益K离规划要求差距较大M
#)# 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K经济效益差

根据<==*年有关资料统计K目前大龙洞岩溶流

域的农@林@牧@副@渔@五大业产值比例是OE)G[=)B
[<)*[=)F[=)AK农业生产结构极不合理K以种植为

主体K在种植业内部K又以粮食作物作为支柱的产业

结构K商品率低K经济效益差M据<==<年有关资料统

计K在大龙洞流域分布的G个乡镇"苗族分布区%K都

以农业生产为主K年人均纯收入一般低于E==元"表

F%K处于贫困线以下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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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土流失严重$石漠化不断加剧

近年来$为了增创山区林业优势$在当地政府的

倡导下$掀起了毁林种果的热潮%同时$由于对森林的

乱砍滥伐$毁林开荒和超坡度种植等原因$使大龙洞

岩溶流域水土流失严重加剧%据统计$&’世纪(’年代

中 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占流域总面积)’*$土壤侵

蚀量为+,’’-&’’’./01&%根据国土资源大调查中有

关 石 漠 化 程 度 划 分 规 定234统 计$&’’5年 流 域 内 重 度

石漠 化 面 积 为 )&"5(01&$中 度 石 漠 化 面 积 6+"’,

01&$轻度石漠化分布面积33"(701&$无石漠化面积

仅 为 &,",+01&$石 漠 化 面 积 已 占 流 域 总 面 积 的

6687+*9图&:$并有不断扩大和加剧的趋势%

图! 大龙洞岩溶流域石漠化土地分布图

;<="&><?.@<AB.<CDCE@CF0GHI?I@.<E<FJ.<CD<D>JKCD=HCD=0J@?.AJ?<D

!"L 森林覆盖率低$林分质量差

由于历史等多方面原因$流域建国之初保存完好

的森林植被屡遭破坏$到&’’5年$流域植被覆盖率为

7,"+,*左右$多以灌木丛M荒草地为主$而森林覆盖

率仅为7"’+*%植被类型主要是灌木丛9矮灌丛M荒草

灌丛M疏林灌丛:及荒草%此外在林分结构中$用材林

比例过大$防护林和水源林偏少%近些年来$在政府的

高度重视下$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和退耕还林$流域

森林覆盖率虽有所上升$但林分质量差$针叶林面积

比重大$阔叶林比重小$呈现数量型增长和质量型下

降的局面%据统计$凤凰县从+((5年开荒造林起$由
于幼林多$活立木积量由+(,)年的&+)",,N+’315减

到+((7年的(&"55N+’315%
!"O 农田水利设施不足$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

大龙洞岩溶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为+6’’11$丰
水期 降 水 量 占 年 总 降 水 量 的 7,"&5*$集 中 在 ,P(

月$存在着时空分布不匀$夏季多雨易洪涝成灾$冬春

少雨干旱严重等特点$与农作物的需水极不吻合$对

农业几乎无雨养作用%本流域属岩溶台地M洼地分布

区$地表水极为贫乏$表层岩溶泉流量较小$地下水埋

深大$岩溶水资源利用条件极差%而且流域内水利工

程相对较少$保证程度较低$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占

耕地面积的,’*左右%水利工程仅有两林大小坪溶洼

水库9+,’N+’315:M禾库天星溶洼水库9(’N+’315:M
雅酉火岩洞引水工程及雅酉P消水坨一带牛角河引

水等几处Q其它尚有一些小山塘$但蓄水条件较差M蓄
水量极少%而且$这些水利工程主要依靠降雨蓄水$旱
年灌溉不能满足$保证程度较低%

# 农业生态环境治理措施

大龙洞岩溶流域农业生态环境尚存在较多问题$

3&& 中国岩溶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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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世纪#"年代开始农业生态环境治理$但因

多种原因$农业生态环境治理收效甚微$农业生态环

境质量并未有明显好转$且时常遭受破坏$人地关系

处于恶性循环之中%因此$大龙洞岩溶流域农业生态

环境治理仍是一项长期的艰苦任务%
&’( 基本思路与目标

以流域为治理单元$以治贫先治山)治山先治水

土的原则$*防)治)保+相结合,-.$因地制宜$利用科学

技术$充分开发利用岩溶水资源$再配合土地整理)农
田基本建设$扭转水土流失加剧)石漠化面积不断扩

大的势头$走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逐步建成

农)林)牧)副各业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实现山青)水

秀)人富的目标$实现大龙洞岩溶流域农业生态环境

可持续发展%
&’0 农业生态环境治理原则

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

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1.$也是西南岩溶山区进行岩溶

生态环境治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大龙洞岩溶流

域是我国西南岩溶石山地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典型

地区之一$其岩溶地质条件对大龙洞岩溶流域经济建

设进程有着重大影响$因而$进行流域岩溶生态环境

治理$必须从流域农业生态环境的基本特征出发$综

合考虑各种影响因子$提出符合流域实际情况的的农

业生态环境治理措施$以实现流域农业生态环境的可

持续发展%
&’& 农业生态环境治理措施

根据流域农业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结合流域的

独特地理环境)生物多样性)水资源利用现状与条件)
土地适宜性与土地利用方向及石漠化现状$提出生态

环境治理主要措施如下2
3’3’4 有效开发利用岩溶水资源$提高地表水)地下

水)降水资源的利用率

3’3’4’4 水资源有效开发利用措施

5雅酉一带$堵地下河$引水灌溉%此地带发育有

火焰洞地下河$出口高程16"7$出口流量"’-3!7389:
坡脚村地下河$出口高程16"7$出口流量"’"167389%
而该带现有水田!314亩)旱地43#""亩$其分布高程

一般低于16"7$有效灌溉仅4!""亩$因此可利用火岩

洞地下河)坡脚村地下河;目前尚未利用<分布位置相

对较高的特点$采取堵洞引水工程$提高灌溉面积%
=两林一带$治理病害水库$提高蓄水量%这一带

分布有耕地约!""""亩$因大小坪水库建于!"世纪1"
年代$存在多处岩溶渗漏$仅能灌溉耕地3-4"亩$但

如果对大小坪水库进行渗漏治理$将可进一步扩大这

一带的灌溉面积%

>柳薄?米坨一带$开发表层岩溶泉)建水柜或

山塘集大气降水$同时采取节水技术灌溉%此地段有

耕地!/!"-亩$近!"""亩稻田缺水灌溉$是流域最为

缺水地段%然而该段地表)地下岩溶发育$消水坨@雷

公 洞地下河水位埋深大;一般为/"7<$开发难度大$
而且地表水系不发育$地表仅有少量的表层岩溶泉%
因此水资源开发利用应以开发表层岩溶泉及建水柜)
山塘等措施集大气降水为主$其次可在禾排设电灌站

;利用牛角河$提水高度约#"A4""7<$这样可解决大

部分耕地灌溉及人畜用水问题%
B禾库)米良一带$拦地表沟水或开发表层岩溶

泉引水灌溉%此地带地层主要为寒武系中统;C!<上
部的中厚层状泥粉晶白云岩夹薄层泥灰岩及寒武系

下 统;C4<含炭泥质云岩)白云岩)炭质页岩)钙质页

岩$岩溶发育弱至中等$发育有芭科)夯来)田寨禾库

等地表沟水$流量一般3A-"D89%同时分布有位置相

对 较高的多处表层岩溶泉;流量一般 "’4A4"D89<:
而耕地;约4!"E-亩$目前利用天星水库灌溉仅3"-"
亩<大部分分布地表沟谷小溪的下游或表层岩溶泉下

方%因此$此带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措施是完善天

星 水 库 引 水 设 施 建 设$同 时 开 发 表 层 岩 溶 泉 或 沟 水

;如米良沟谷<%
3’3’4’! 推广农业节水技术

节水技术包括工程节水技术)农业节水技术)管

理节水技术%节水措施主要有25改漫灌)串灌为排灌

分家:=改有水层灌溉为湿润灌溉)饱和灌溉和非充

分 灌 溉:>微 灌 技 术$如 喷 灌)雾 灌)滴 灌;适 于 旱 作

物<及渗灌)管灌;管道埋于地下$适于水稻<等%
3’3’! 生态重建与恢复措施

大龙洞岩溶流域##’/4F的面积具有不同程度的

石漠化现象$因而石漠化治理是大龙洞岩溶流域生态

环境治理的首要问题%生态重建与恢复植被是石漠化

治理的关键环节$植被覆盖率的高低直观地反映了石

漠化治理的成效,6.$因此$恢复和扩大森林植被是改

善大龙洞流域农业生态环境的当务之急%主要措施

有2
5台地四周的山峰与雅酉?两林及禾库?米良

一带;即轻度石漠化或无石漠化地区<实行全面封山

育林)退耕还林;草<:
=重度石漠化区$如杉木寨?苟条一带$土壤少)

土层薄)地表水极度贫乏$立地条件差$应采取全面封

山育林的技术措施$最终发展成乔)灌)草相结合的植

被群落%
>中度石漠化区实行人工补种$发展生态经济林

草后$再采取封山育林$以形成灌草或乔灌混交林$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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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树种有任豆树!日本落叶松!香椿等生态经济林

草"
#山 地 或 坡 度$%&’的 坡 地(实 行 退 耕 还 林!还

草)
*开展坡改梯工程(防止水土流失"

+ 结 语

大龙洞岩溶流域是我国西南岩溶区具有一定代

表性的典型向斜岩溶台地(其农业生态环境具有雨量

充沛但地表水少!地下水丰富但水位埋深大!地形崎

岖!耕地硗薄!宜农性差等特点"由于自然地理地质以

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流域内的社会经济比较落

后(在土地开发利用和产业布局上多存在重水田轻旱

地!重粮食轻林牧等问题(致使农民生活仍然较为贫

困(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石漠化不断扩大"本文根据大

龙洞岩溶流域的农业生态环境特点及所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以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包括堵地下河!治理

病害水库扩大灌溉面积(推广农业节水技术(以及在

不同地段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发展经济林草等措施

来进行生态环境恢复重建(对石漠化治理及解决当地

群众温饱问题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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