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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化县岩溶山区生态变迁与可持续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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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研究岩溶山区的生态变迁 , 发现岩溶山区生态主要特征:近 50 年人口急剧增加 , 森林覆盖率直线

下降 , 农业生产方式落后。评价人口增长 、 社会因素 、 农业生产方式 、 森林资源利用对生态变迁的影响 , 剖析

岩溶山区生态变迁的内在变化规律 , 针对其原因提出建立能流 、 物流的良性循环体系及科普与生态移民的恢复

生态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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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发展的战略决策 , 恢复日益

恶化的生态环境是西部大开发成功与否的关键。在

生态系统中 , 人类是最活跃的因素 , 随着社会的发

展 , 人口增长 , 消费需求的增加 , 使得人类对自然

系统的压力急剧上升 , 要求生态系统输出更多生物

量 , 以供给众多人口生活的需要[ 1] 。为了追求更

多的生物总量和更高的经济效益 , 人类不合理开

发 , 负向干扰力对生态系统的作用 , 打破了生态系

统物流和能流的正常关系 , 导致森林面积减少 , 水

土流失增加 , 水资源濒临枯竭 , 土地盐碱化 、石漠

化加剧 , 形成生态系统恶性循环 , 生态系统中各因

子之间的关系呈现不协调状态;在过去的经济发展

模式中 , 人们关心的是经济发展对生态及环境带来

的影响 , 而现在人类真切地感受到生态的压力对经

济发展带来的重大影响[ 2] 。

1　研究地区现状

广西作为西部省区 , 生态建设的重点是 424.6

万hm2 石漠化和潜在石漠化的岩溶地区 (据 2005

年广西石漠化监测结果)。试验基点设在广西大化

县七百弄乡 , 该地区水资源极度缺乏 , 人均耕地占

有量低 , 土地石漠化严重 , 当地居民生活贫困 , 是

广西环境最恶劣的少数地区之一。

1.1　地貌及气候

大化县七百弄乡位于桂中偏西北部 , 是典型岩

溶地域 , 位于 107°19′～ 108°02′E , 23°33′～ 24°22′

N;海拔 500 ～ 1 100 m , 属南亚热带季风性气候 ,

年平均气温 19.1℃, ≥10℃的积温达 6 800℃, 年

平均降水量 1 500 ～ 1 600 mm 。地表侵蚀与溶蚀强

烈 , 形成由岩溶峰从洼地组成的地形地貌 , 境内共

计有 1 124 个洼地 (当地俗称弄场), 当地群众多

居住于洼地底部 , 交通十分不便利 , 形成了相对封

闭的生产 、生活空间。

1.2　人口与土地

七百弄乡总人口16 096人 (2004年), 其中农

业人口 15 861 人 , 境内石峰林立 , 峰峦叠嶂 , 石

灰岩裸露面积大 , 可耕地少 , 全乡共有耕地

539.67 hm2 , 农民人均耕地 0.034 hm2 , 不足广西

农民人均耕地的 1/3;人口密度 79 人/km2 , 略高

于广西人口密度的 1/3。[ 3]就耕地而言 , 该地人均

占有量低于广西平均水平 , 而该地区大部分耕作区

土层浅薄 , 土壤结构松散 , 保水保肥性能较差 , 易

旱易涝 , 土地肥力不均衡 , 肥力较低 , 年玉米平均

产量仅为 2 100 kg/hm2 。

峰丛洼地独特地理单元 , 地下溶洞纵横 , 水文

动态多变 , 涵养水源的能力极差;加之高温多雨 ,

蒸发强烈 , 加剧了旱涝灾害发生;天然和人为因素

造成水土严重流失 , 水土流失率达 500 ～ 1 500

t/ (km2·a), 部分山坡已无土壤存在 , 造成 “石漠

化” 现象 , 石山地区生态进入了恶性循环 , 环境日

趋恶劣。

1.3　生物资源

七百弄乡是大化县生物资源的重要基地 , 森林

覆盖率 6.6%, 有林面积 1 339.8 hm2 , 石山灌木

7 400 hm2 , 其余大部分为杂草;有国家保护动物

瑶山猴 、 野鸡 , 穿山甲 、蛤蚧 、 果子狸等;饲养动

物有黄牛 、山羊 、 猪 、 马 、 兔 、 鸽等 。据 4个屯调

查的统计 , 植物计 120多科 , 560 多种 , 其中药材

180种
[ 4]
, 该区域仍保存有丰富的物种 , 为生态修

复保存有多样的生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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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水资源

七百弄乡基本没有地表河 , 大气降水是该地区

的主要补给水源 , 也是农业生产和人畜用水的重要

来源 。当地年降雨量 1 500 ～ 1 600 mm , 其中 65%

集中在 5-8月 , 与农业生产用水基本一致 , 若是

“风调雨顺” , 基本能满足农业生产用水 , 人畜用水

4-10月份较充足 , 11-翌年 3月份缺水。如遇旱

季 , 人畜饮水困难 , 水资源缺乏导致农业生产严重

受阻 。

2　七百弄生态系统变迁的原因分析

经过 5年的现场调查 、研究 , 从人口增长 、 森

林生态变迁 、原住民生产生活方式 3个方面进行分

析 , 探索当地生态变迁的内在原因 。

2.1　人口增长

自 1950年的四 、 五十年间 , 人口增长大大加

快 , 1958年达 7 310人 , 到 1987年剧增到 21 542

人 , 人口密度 106 人/km
2
, 人均耕地不足 0.03

hm2 ,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转为掠夺关系 , 人类以征

服自然者自居 。90年代 , 人们对生态环境逐渐重

视 , 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 , 政府开始实施生

态移民工程 , 人口虽呈下降的趋势 , 至 2004 年 ,

人口密度仍为 79人/km
2
, 但环境压力仍未缓解 。

2.2　森林生态变迁

1949年以前森林覆盖率在 60%以上 , 森林覆

盖率从 1958年的 44.8%下降到 1965年的 23.4%,

到 1995年 , 森林覆盖率只有 6.6%, 森林面积由

1949年以前的 12 180 hm2 以上 , 锐减至 1995年的

1 340 hm2 。近 50年来 , 森林面积减少了 1万多

hm
2
。

分析其原因 , 在 50年代 , 我国解放初期各种

社会因素对森林资源的影响是深远的 , 50年代后 ,

人口的快速增长 , 加上大炼钢铁 , 使森林丧失元

气 , 森林覆盖率连年下降 (见表 1)。近些年来 ,

由于石山区森林较少 、 木材采伐量少 , 采伐木材多

为散生木 、 “四旁” 树 , 在森林资源管理上难度较

大。

表 1　七百弄森林资源变化

年份 1949 年 1958 年 1965 年 1987 年 1995年 2001年

人口中 (人) 7 310 21 542 16 649 14 408

有林地面积 (hm2) >12 180 9 094 1 750 1 340

人均森林占有量 (hm2/人) 1.24 0.08

森林覆盖率 (%) >60 44.8 23.4 ——— 6.6 ———

2.3　生产生活方式

50年代以前 , 农业生产仍属 “刀耕火种” , 而

后逐渐引入了化肥 , 但在土壤管理中存在着如下问

题:70%以上的作物茎杆被就地烧毁 , 偏远地域则

全部烧毁 , 土壤有机质减少;不进行均衡施肥 , 除

施用的农家肥含有少量的磷 、 钾元素外 , 没有其他

的补充途径 , 通常以投入大量氮肥为主 , 土地投入

的氮量达 268 ～ 340 kg/ (hm2·a);由于运输问题 ,

平缓地通常施用水肥 , 山坡地施用堆肥 , 从水肥 、

堆肥的分析结果得知:水肥氮 、钾含量较高 , 磷含

量相对较少 , 而堆肥磷含量较高 , 氮含量较少 , 钾

则缺乏 (见表 2)。

表 2　水肥和堆肥养分养分含量

N/ % P2O 5/ % K 2O/ %

水肥 0.6440 0.1534 0.4795

堆肥 0.2795 0.4723 0.0518

　　由于长期单独施用水肥或堆肥 , 导致土壤肥力

不均衡 , 加之大量的氮肥投入加速了有机质矿化 ,

造成土壤肥力下降 , 另外良种使用率低 , 玉米平均

产量仅 2 985 kg/km2 , 单位面积产量低 , 随着人口

的增加 , 人们需要生物物质的数量也不断增加 , 烧

山 、 开垦 , 广种薄收 , 植被破坏 , 森林消失 , 水土

流失 , 水土流失率达 500 ～ 1 500 t/ (km2·a), 大

部分山坡已无土壤存在 , 出现严重 “石漠化” 现

象。

调查研究发现 , 全部家庭仍沿用土灶烧菜做

饭 , 能源利用率极低 , 能源浪费严重 , 每人每天消

耗干生物量 10 ～ 15 kg , 相当于每人每年需砍伐

5 000 kg干生物量。在七百弄弄合村弄石屯调查结

果表明 , 弄石屯林木现蓄积量为 4 281 m3 , 年均增

长 360.3 m3 , 而弄石屯用于能源和建筑等年用量

为 1 213 m3 , 能源用量占用 90%以上 , 生物生成

量少于砍伐量 , 生物总量日益减少 , 砍伐面积却不

断增加以满足人口能源需求 。另外 , 由于耕地生产

力低 , 长期经济贫困 , 当地居民卖碳和出售原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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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日常开支 , 加上任豆原木价格上涨 , 加剧了林

木采伐量 。

3　可持续发展对策

3.1　建立能流的良性循环体系

3.1.1　水体系的建立

利用有限山泉和丰富的雨季水资源作储备水

源 , 建立储水池储水系统 。

3.1.2　能源初级体系和涵养水源体系 ———植被建

立

生态环境水源的枯竭 , 主要是涵养水源的生态

植被遭破坏 , 通过引进作物品种适应性试验得知:

林果表现优良的品种有山葡萄 、 山黄皮 、 日本相

思 、 金合欢 、任豆 、 番石榴和木豆;粮食经济作物

表现优良的有玉米品种桂单系列 、 马铃薯西丰;结

合地貌 、 土壤调查结果 , 治理水土流失 、恢复生态

植被工程 , 日本相思 、 金合欢和山黄皮适合地势

高 、 坡度大 、土壤较少和肥力较低半山坡以上地域

种植;山葡萄适合 `石漠化' 严重 、土壤较少山坡

种植;任豆 、番石榴适合坡度大 、 土壤较多的半山

荒坡种植;木豆适合荒坡 、地边种植。

3.1.3　生态能源体系的建立

生物能源———沼气生态能源是生态系统中 , 能

流合理的利用形式。研究表明 , 使用沼气前每人每

天用作燃烧的生物量 (干)10 ～ 15 kg , 使用后每

人每天只用 2 ～ 3 kg , 相当于每人每年减少砍伐量

3 000 ～ 4 000 kg 。

3.2　建立物流良性循环体系

3.2.1　物质生产的基础 ———土壤的改良

土壤调查表明 , 该地区土壤大部分是石灰岩风

化物发育而成 , 土壤 pH6.81 ～ 8.27 , 平均值

7.61 , 属中性—微碱性;有机质含量 8.24 ～ 58.06

g/kg , 平均 34.00 g/kg , 差异较大;全氮 0.84 ～

3.94 g/kg , 平均 2.25 g/kg;全磷变幅也较大 ,

0.15%～ 1.69 g/kg , 平均 1.15 g/kg;全钾 6.34

g/kg 。已耕作过的 0 ～ 80 cm 土壤中速效钾含量平

均为 45 mg/kg , 速效磷平均达 36.6 mg/kg 。微量

元素含量较丰富 , 但总体上土壤养分含量较低 , 养

分区域间变化很大 , 这由于成土母质的原因外 , 长

期淋溶与施肥的不均衡 , 也是造成养分不均衡的重

要原因。养分含量较低的土地以豆科作物和淀粉类

作物为主 , 茎杆入沼池还地;水肥和堆肥混合使

用 , 适当补充 P 、 K的不足[ 6] 。

3.2.2　提高生物生产效率体系的建立

玉米是石灰岩山区的主要粮食作物 , 引种试验

表明 , 玉米品种桂单 22号是七百弄最适合的优良

品种之一 , 桂单 22 号产量 5 244 kg/hm2 , 而当地

墨白产量 2 793 kg/hm
2
, 桂单 22 号比当地品种产

量高出 2 451 kg/hm2;引进日本马铃薯西丰品种鲜

薯产量 35.71 t/hm2;引进的矮象草产草量高达

102 885 kg/hm
2
;其它粮食作物正在引种试种。以

良种覆盖 , 配合科学栽培 , 生物产量将得到大幅的

提高 , 保证物流循环的基础 。

3.2.3　养殖体系的建立

养殖业是石灰岩山区发展经济重要产业之一 ,

也是物流循环的重要环节。养殖业在考虑高效的同

时 , 要考虑与当地资源相结合。研究表明 , 适合的

模式是以良种猪和当地土鸡为主要产业 , 限量发展

山羊 。

3.3　科普与生态移民

通过科学示范 , 使农民接受科学技术 , 提高农

民种养水平。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农民自觉保护生态

环境的意识。加大扶贫生态移民力度 , 减轻生态环

境承载力 , 结合实际 , 完善合理的能流 、 物流和经

济体系是岩溶地区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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