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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南岩溶石漠化土地生态建设

分区治理思路与途径探讨①

吴协保1，孙继霖1，林琼2，吴照柏1
(1．国家林业局中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湖南长沙410014；2．国家林业局防沙治沙办公室，北京100714)

摘要：论述了实施岩溶石漠化分区治理的必要性。根据岩溶石漠化土地分布特

点及区域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生物资源等差异性，将我国西南岩溶区分为中高

山、岩溶断陷盆地、岩溶高原、岩溶峡各、峰丛洼地、岩溶槽谷、峰林平原及溶丘洼

地(槽谷)8个岩溶石漠化综合治理区，其建设重点与主要措施分别是：中高山区重

点实施封山育林育草与营造生态防护林与薪炭林。利用自然景观和原生态文化，

发展生态旅游业；岩溶断陷盆地区对盆地周边山地实施封山育林育草，盆地内修

缮水利设施，建设高效经果林或中草药基地；岩溶高原区保护好现有林草植被，积

极发展水源涵养林与经济林，完善生态体系结构，培育生态经济型产业，合理开展

生态移民；岩溶峡谷区通过封造、乔灌治理相结合，提高岩溶植被的生态功能，积

极发展生态旅游业与特色农林牧业；峰丛洼地区开展封山育林育草，发展南亚热

带特色林业，适度进行生态移民；岩溶槽谷区加强对石漠化区域的生态建设，提高

非石漠化土地的开发利用力度；峰林平原区合理开发利用地表和地下水资源，实施

封山育林和人工造林，提高森林生态功能与景观价值；溶丘洼地(槽谷)区则围绕洞

庭湖流域、岩溶景观区开展封山育林育草、人工造林。加强薪炭林与沼气池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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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漠化问题是我国现今的三大生态问题之一，更

是岩溶地区的首要生态问题，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

的高度重视，2008年国家正式启动了石漠化综合治

理工程‘h引。但石漠化土地分布广、自然地理环境、种

质资源、社会经济条件及立地条件差异显著，因而生

态建设要坚持因地制宜、科学防治，切不能采用一刀

切的治理模式与措施。本文针对石漠化土地分布特点

及治理制约因素，提出了我国西南岩溶生态建设的分

区治理思路与建设重点，以期为各地石漠化的科学防

治提供参考。

1石漠化土地生态建设实施分区治理的必要

性分析

1．1石漠化土地分布的广域性与差异性

据2005年石漠化监测，我国有岩溶石漠化(以下

简称石漠化)土地面积12．96万km2，涉及贵州、云

南、广西、湖南、湖北、重庆、四川I、广东8省(区、市)的

451个县；石漠化土地以轻、中度石漠化为主，轻度石

漠化3．56万km2，占石漠化总面积的27．5％；中度石

漠化5．92万km2，占45．7％；强度石漠化2．94万km2，

占22．6％；极强度石漠化0．54万km2，占4．2％，不同

地方的石漠化土地基岩裸露度、现有植被类型及盖

度、土层厚度及立地条件等差异显著；此外还有潜在

石漠化土地面积12．38万km2，且各地潜在石漠化土

地的自然条件差异也很明显[3]。

1．2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性

石漠化土地分布北起秦岭山脉南麓，南至广西盆

地，西至横断山脉，东抵罗霄山脉西侧，跨越中国大地

貌单元的三级阶梯，地理坐标为东经98。36 7～116。

05 7，北纬22。01 7～33。167。石漠化成土母岩包括石灰

岩、白云岩等类型，形成的岩溶地貌有峰丛洼地、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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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断陷盆地、岩溶槽谷、岩溶高原、岩溶峡谷、丘峰

洼地(谷地)、中高山岩溶山地、以及局部分布的石林

等，类型多样。石漠化土地以温暖、湿润多雨的亚热带

气候为特征，包括热带、亚热带气候类型区，年均气温

从西：tLN东南依次由8～10℃递升到20～22‘C；而年

均降雨量则依次由700 1 000 mm递升到2 000～

2 200 mm，降水量的空间分布自东南向西北、由南向

北递减，且具有明显的山地垂直气候特征。

1．3区域社会经济的差异性

石漠化区域包括从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区域到经

济相对滞后的西部山区，经济差异明显。石漠化区域

属典型的“老、少、边、山、穷”地区，多发生在革命老

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总体滞后的边远山区，土地

生态环境容量小。该区域居住有壮族、苗族、瑶族等46

个民族，分布有48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人口密度为

210人／km2，相当于全国平均人口密度的1．56倍；石

漠化分布区现有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166个，2005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2 547元，仅相当于当年全国平均水

平的78％t 3|。

1．4生态建设的局限性

岩溶植被具有旱生性、石生性和喜钙性的特点，

植被覆盖的空间分布受因岩溶环境、海拔高度、水热

条件等方面的制约，因而生态建设必须遵循其自然规

律，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合理采用人工造

林、封山育林、低效林改造等多种措施手段与方式，科

学选择适生的种质资源进行生态建设，保证治理成

效。

鉴于石漠化土地分布区域的差异性与生物种质

资源的局限性，石漠化土地生态建设采用分区治理是

必须的，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2石漠化综合治理生态建设分区

生态建设是石漠化综合治理的核心内容。为了保

持与国务院2008年批复的《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

理规划大纲))(2006—2015年)的一致性，生态建设分

区采用了《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规划大纲》的治

理分区。该分区充分考虑了岩溶地质地貌、水文结构

特征、生态环境条件、石漠化成因与治理措施等方面

的相似性，借鉴r我国现有的地理气候区划、社会经

济及行政区划等成果资料，将石漠化土地划分为中高

山石漠化综合}台理区、岩溶断陷盆地石漠化综合治理

区、岩溶高原石漠化综合治理区、岩溶峡谷石漠化综

合治理区、峰丛洼地石漠化综合治理区、岩溶槽谷石

漠化综合治理区、峰林平原石漠化综合治理区、溶丘

洼地(槽谷)石漠化综合治理八大区[4]，详见图1。

图1岩溶石漠化土地治理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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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态建设分区治理思路与途径

通过分析各区的石漠化状况、地形地貌、岩性构

造、水文气候、土壤生态、树种的生态特性及社会经济

等方面的差异，揭示出各区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生

态环境问题，并总结归纳出石漠化生态建设的制约因

素。在此基础上，确定石漠化生态建设治理思路与途

径(表1)，以为各区科学防治石漠化提供可供借鉴的

经验与技术，从而推进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建

设Cs“l a]。

表1 分区生态建设的制约因素和治理思路与途径
Tab．1 Restricting factors，treatment thought and way for division eco—construction

区域名称 区域概况 制约因素 治理思路与途径

薹誉蓊黼臻燃别黼黼莲．⋯⋯⋯一⋯⋯⋯。一。⋯． 强化封山育林育草．充分发挥岩溶生态系统的

管萎銎霉麓嚣燃爱爱攀||糕蓊黼蓁⋯一’’⋯～”⋯⋯⋯一⋯‘ 化，发展生态旅游业。

位于贵州中部长江与珠江流域分水岭地带的

高原面上，包括贵州平坝一安顺一普定一六枝

。．。 的34个石漠化县，石漠化面积1．36万km2。年

：： 均气温15．o～17．5℃。年均降雨I 300～1 500

：竺 mm，无霜期289天，云雾多，日照少，太阳辐射

：： 能量低。地表河流少，地下河流发达，季节水量

：：： 变化大．雨季水量丰富，可形成洪涝，旱季很多

三： 岩溶泉干涸。土地垦殖率高达32％，耕地石漠～
化突出，中低产田比例高达70％；区内人口密

度高达293人／kinz。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

2 123元．

要孽尝堡翌专兰登娄翥量裹妻冀器I嚣黜蓑嚣言萋老釜整髦璧懋亨妻璧竺舅茹釜溢减盈誓亲善堡曼譬善竺要!望予孝奎；淼泛蔷i谳；黼未窆鋈暨兰望苎笔熙仝2三萎善鬻兰黼麓黧
窆璧大、贫师大、中低产地比磊磊嘉每：：茹茹磊试蒹、群：薹豢

土地生产力，建设高效现代农业与林业示范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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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警喜鬻瓣鬈然糕鬣粟啜醚i兰姑囊譬夏毳絮鬻篙嚣嚣喜
驱垂蓁然黧篓慕季瑟瑟裟蓁蒸黼糕潲薹

|||||◆囊萎圣燃|||蓁一圣
二：：“：‘二。．了二：．：。：：‘：．二_：：’二：：。。=二 加强对石漠化区域的生态建设，提高非石漠化

二二 。．：7：．2：：：：，”。。”‘=^=二二‘：，=：：’二=：!。：j? 性高。 栗、核桃等经果林，加速群众脱贫致富；三是大

萎茎蠢喜◆霎兰攀差薹妻薹◆
二。．。：‘二=’。一．二。■。：’。』二。二：⋯。二二 合理开发利用地表和地下水资源，大力开展封

二：：：。=二i：’。：’，二。!+：：=‘：～⋯⋯—一 的破坏．

詈茎茎◆O墓0-4,-- |；一蓁茎荤奏茎糕霎雾
溶丘 一’二i：二’‘：”二：j，二：j。。．’=：：：：。二。= 围绕洞庭湖流域、岩溶景观区开展封山育林育

理区 。。。。。．。。j=。‘；。。_。。’++。 栎类为主的薪炭林或沼气池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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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高山石漠化综合治理区：该区受山高坡陡、

低温、干热河谷焚风等自然条件限制，生态建设主要

是通过封山育林育草保护好现有林草植被，适当营造

生态防护林与薪炭林；利用岩溶峡谷地貌、森林、草

地、雪山自然景观和藏族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发展

生态旅游业。

(2)岩溶断陷盆地石漠化综合治理区：该区盆地

周边山高坡陡，生态环境恶劣；盆地内地下水文过程

活动活跃，可利用水资源短缺；对薪材依赖性大。生态

建设的主要措施和途径是对盆地周边山地实施封山

育林育草；盆地内修缮水利设施，建设高效经果林或

中草药基地；村寨附近合理布设薪炭林。

(3)岩溶高原石漠化综合治理区：该区石漠化分

布相对集中，中低产地比重高；光热水资源相对较差；

人口密度高、贫困面大。生态建设主要是保护好现有

林草植被；有计划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发展水源涵养

林与经济林，完善生态体系结构，培育生态经济型产

业；合理开展生态移民。

(4)岩溶峡谷石漠化综合治理区：该区石漠化分

布集中，程度深；立体气候明显；可利用水资源缺乏，

陡坡耕种突出，土地生产力低下；经济滞后，贫困程度

深。可通过封造、乔灌相结合，提高岩溶植被的生态功

能；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业与特色农林牧业，加速区域

经济结构调整。

(5)峰丛洼地石漠化综合治理区：该区基岩裸露

度高，石漠化程度深；地表水系缺乏，而地下水系发

育，旱涝灾害频发；石旮旯地居多，缺水少土，土地生

产力低；经济发展滞后，贫困面大。该区宜通过开展封

山育林育草，提高林草植被的蓄水保土功能；与此同

时注意发展南亚热带特色林业；适度进行生态移民。

(6)岩溶槽谷石漠化综合治理区：石漠化呈块状

或带状分布，且呈现扩展趋势；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对

土地依赖度高；人口密度高，人地矛盾突出。应加强对

石漠化区域的生态建设，提高非石漠化土地的开发利

用力度，加速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调整。

(7)峰林平原石漠化综合治理区：该区石漠化严

重影响到岩溶景观旅游资源价值及生态环境质量；降

雨季节分配不均，水源渗漏严重，旱涝现象明显；峰林

区域立地条件恶劣，生态建设困难。为此，该区应合理

开发利用地表和地下水资源，大力开展封山育林和人

工造林，提高森林生态功能与景观价值。

(8)溶丘洼地(槽谷)石漠化综合治理区：该区水

资源需求量大，且季节分配不均，旱涝交替出现；农村

生活能源相对匮乏；人口密度极大、人地矛盾突出。本

区的生态建设应围绕洞庭湖流域、岩溶景观区开展封

山育林育草、人工造林，提高林草植被覆盖度与景观

效果；加强薪炭林与沼气池建设。

4结语

石漠化是岩溶土地退化的顶极形式，其区域生态

环境恶劣，土地生产力低下，生态建设难度极大；且石

漠化分布区域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状况差异显著。因

而在石漠化生态建设中，应遵循自然规律，根据各区

的岩溶地质地貌、水文特征、生物种质资源及立地条

件特性，分区筛选与培育适生的乔灌草种质资源，加

强现有生态建设科研成果的组装、配套与应用，科学

选择与配置人工造林、封山育林育草与低效林改造等

方法与措施，逐步实施岩溶石漠化土地的生态建设，

实现岩溶地区的生态平衡。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岩

溶系统生态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艰巨的过程，切务急

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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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ivision treatment to eco—construction of

karst rock deserted land in southwest China karst area

WU Xie—ba01，SUN Ji—linl，LIN Qion92。WU Zhao—bail

(1．Central South Forest Inventory and Planning Institute of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Changsha，Hunan 410014，China；

2．Office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esertification of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Beijing 100714，China)

Abstract：The necessity of division treatment for rocky desertification is expounded．In terms of the distribu—

tion characteristics of karst rocky deserted land and the diversity of regional natural geography，social econo—

my and biology resources，eight karst rocky desertification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divisions in southwest

China karst area，i．e．，middle and higher mountain，karst graben basin，karst plateau，karst gorge，peak

cluster marsh land，karst trough valley and peak cluster plain，as well as karst hilly marsh land(trough val—

ley)are divided．And the main restricting factor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each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division are induced and summarized．Furthermore，the construction emphases and

main measur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rehabilitation in each division are determined．In the middle and

higher mountain division，the emphases are to close the land for reforestation and growing grasses，and build

up ecological protection forest and firewood forest as well as develop ecological tourist industry by using nat—

ural landscape and raw ecological culture．In karst graben basin division，the measures of closing the land for

reforestation and grasses along the mountainous land of the basin will be made．And，the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in the basin will be repair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yield economic forest or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base．In karst plateau division，the current forest and grass vegetation will be well protected，and

the water conservation forest and economic forest will also enjoy active development．Moreover，the ecologi—

cal system structure will be improved，ecological economy type industry will be cultivated，as well as the eeo—

logical resettlement will reasonably be kicked out．In the karst gorge division，through the mixing of closing

the land for reforestation and arbor and brush treatment，the ecological functions of karst vegetation will be

raised．Also，the ecological tourist industry and feature agriculture，forestry，and animal husbandry will be

actively developed．In the peak cluster marsh land，the measures of closing the land for reforestation and

grasses，the development of south Asia tropical feature forest and the suitable ecologicaI resettlement will be

Implemented．In karst trough valley division，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rocky desertification division

should be enhanced，and the use degree of non rocky desertification division be upgraded．In peak cluster

plain，to reasonably develop and use the water resources of both surface and underground，to close the 1and

for reforestation and artificial reforestation，and to raise the ecological functions of forest and its 1andscape

values．In the karst hilly marsh land(trough valley)，along the Dongting Lake basin and karst landscape di—

vision，the measures of closing the land for reforestation and grasses，artificial reforestation，firewood con—

struction as well as the methane pool construction will be triggered．

Key words：rocky desertification；eeo—construction；division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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