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门
,

应恢复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
,

有关省
、

县建立相应机构
,

并交 由各级农委代管
,

把水保方针
、

政策
、

法令和人
、

钱
、

物统管起来
。

要制订水土保持法
,

实行法治
。

用建

立在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之上的法治
,

代替充满长官意志的人治
。

按照法律办事
,

不受人的干扰
,

持之 以恒
,

定见成效
。

第三
,

科技工作要走在前面
。

要加强中国科学院西北水保所的建设
,

成为我国水保

科学的研究中心
,

加强水土流失规律和综合治理的研究
,

出成果
、

出人才
,

作出应有贡

献
。

要恢复和加强有关省的水保研究所和有关水保试验站
。

有关农学院要增设水土保持

系和水土保持专业
,

水土流失严重省区要开办水土保持专科学校
,

大力培养人才
。

水土

流失重点地区
,

要举办训练班
,

对各级农业干部进行轮训
,

掌握水土保持有 关 科 学 知

识
,

变外行为内行
,

避免瞎指挥
。

各级水保干部
,

工作条件艰苦
,

生活待遇很低
,

应改

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
,

劳保福利应与地质部 门相 同
。

充分调动他们安心从事水

保事业的积极性和事业心
。

当前
,

应结合农业 区划
,

组织有关力量
,

制订分 区 治 理 方

案
、

实施的规划和计划
,

并纳入各级 国民经济发展年度计划
,

在人
、

财
、

物上予以落实

和保证
。

总之
,

搞好水土保持是发展我国农业的前提条件
,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

也

是改造 自然的一场持久战
。

任务是很艰巨的
,

但是
,

只要加强领导
,

按客观规律办事
,

并持之以恒干下去
,

定能收到成效
,

为工农业生产建立一个合理的
、

高效的生态系统
,

为我国人民生活创造一个优美的自然环境
。

我们祝贺 《水土保持通报》 的创刊
,

希望她成为我国水土保持学术交流的阵地
,

科

技成果的百花 园
,

推动水保事业发展
,

在建设祖 国锦锈河 山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

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

森林和湖泊环境的保护与生态平衡

一以安徽省调查为例一
侯 学 坦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

人类生活和动植物生产都需要一个优良的自然环境
,

因此在生产活动中
,

一方面要

创 造出更多更好的生物产品
,

同时也要保护有利于动植物生产的外界环境
。

高产需要 良

好环境
,

良好环境才能高产
,

两者是辩证的统一
。

所 以保护好环境
,

才能使得生物生产

量越来越高
,

环境质量越来越好
,

从而就能形成 自然界的 良性循环
,

有利于人类的生活
,

造福子孙后代
。

自然界中的水
、

土
、

光
、

气
、

热等非生物因素 以及植物
、

动物
、

微生物 等 生 物 因



素
,

不是孤立地存在着
,

它们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
、

相互依存
、

相互制约的
。

这些错综

复杂的因素在自然界中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综合体
·

—
生态系 统

。

例 如森 林
、

湖

泊
、

河流以及一个地区的山水林田路联系一起都可分别称做不同的生态系统
。

一个生态

系统在正常情况下
,

物质是不断地循环
,

能量在不断地转化
,

生物量和生产量是不断地

增高 但是
,

它如果一旦遭受到外界不合理的千扰
,

超过它本身自动恢复调节的能力
,

即阻碍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的正常进行
,

最终就会导致有机体数量减少
,

生物

量下降
,

生产力必然衰退
。

就就是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失去平衡 的标志
,

从而人类的

生活随之受着 明显的影响
,

甚至带来严重的灾难
。

一
、

保护森林环境与生态平衡

目前
,

全国山地普遍存在着破坏森林生态 系统 平衡的现象
,

仅就我最近到安徽

省大别山区岳西县调查所见到的事例
,

足 以说 明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

解放三十

年 以来那里 山区人民常年过着缺粮
、

缺油盐
、

缺衣
、

缺被的穷困生活
。

如此深重的灾难

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 首先是 由于  年地方上组织十万群众进山砍树 烧 炭
,

大 炼 钢

铁
,

破坏了二百万亩森林 挖河
、

挖田
、

掏铁沙
,

破坏沿河灌溉系统
,

并把七万亩将收

割的水稻田底土翻过来炼铁
。

而且当时一般农 田实际亩产只 斤
,

却向上浮报亩产

斤
,

因而逼着群众上 山毁林开荒
,

搞帮忙田
,

就是这样大大破坏了自然环境
。

接着十年

浩劫
,

无政府主义泛滥
, “一把火

” 、 “一把刀
” 又严重地破坏山林

。

特别是在
“四人

帮
” 时期

,

不顾具体生态条件
,

号召
“一刀切”

地大搞 万亩杉木林基地
,

竟把生长正

常
、

材质优 良的阔叶混交林烧光
、

砍光
,

重新栽上杉木苗
,

在山坡上搞林粮间作
,

甚至

在 度 以上的陡坡上也全垦栽杉
,

这样就更加彻底破坏环境
,

山地水源涵养力 降低
,

造

成大量水土流失
,

引起早涝灾害频繁发生
。

原来在 年以前岳西群众不 知什么是早灾

和水灾
,

以后就开始一年小旱
,

三年中旱
,

年又遇了大早
,

全县大小河流几乎全部断

流
。

 年 了月议 日一场暴雨
,

造成山洪暴发
,

岳西县城街道水深 米
,

冲毁大部分堰

溪
、

沙坝
、

桥梁
、

道路和沿河近七万亩农田
,

中断交通达三个月之久
,

死亡 多 人
,

生命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

目前该县五条水源的水土流失非常严重
,

毛尖 山水库十七年就

淤沙 万米
“ ,

水库上游的大小河道淤沙一至二米厚
。

随着森林的破坏
,

原来栖息在林内的鸟兽
,

无处生活
,

接踵而来的是动植物资源随

之减少以至枯竭
。

例如 年岳西全县曾收购廉香 斤
,

现在连一两也收不到 了
。

林内原

有的野猪
、

地鸡
、

哇哇鱼
、

豹子等野生动物近于绝迹
,

害虫的天敌一鸟类也随之减少 以

至消失
,

因而各种虫害大量危害农 田和森林
。

例如五河区二万亩稻田
,

去年为防治稻苞

虫就用掉农药二万多斤 马尾松林普遍发生松毛虫
,

全靠用农药喷撒
。

结果昆虫的天敌

也被毒死
,

越用毒药灭虫
,

松毛虫危害越蔓延
,

近几年受虫害的面积竟达到四十万亩
,

我在调查中亲眼看到马尾松林因它的树叶被虫吃光而成片死亡
。

由于农药 用 多 了
,

河

流
、

水库
、

农田土壤
、

农作物等也就被污染了
,

人们的健康当然就受到一定 程 度 的 影

晌
。

在大别山岳西县森林被破坏的同时
,

原有的经济林木也随之减少
,

从五十年代到现



在
,

乌柏由二百万斤下降到一百万斤
,

油桐籽由三十五万斤下降到六万斤
,

生漆由千担

下降到十几担
。

茶园在面积上虽由二万亩增加到五万亩
,

但产量却由九千担下降到七千

担
,

即亩产只达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

由于经济林木收入越来越少
,

加以用材林及林内的

动植物资源近于枯竭
,

所 以人民的生活愈加困难
。

以上仅以安徽大别 山岳西县境内为例
,

说明破坏山地森林环境和乱垦山坡的结果
,

引起了水土严重流失和水早灾的频繁发生
,

冲毁农田
、

道路
、

水利工程
,

造成动植物资

源枯竭
、

虫害猖狂发生
、

松树死亡
、

环境污染等一系统生态平衡失调所造成 的 恶 性 循

环
。

那么
,

我们怎样恢复那里的生态平衡呢

首先
,

在方针上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退垦还林
。

目前以封山育林为主
,

逐步营造森林

绿色蓄水库
,

并为野生动植物生物库创造条件进而建设多种经营商品库
。

为了保证能够

退去广种薄收的山坡耕地
,

重点要抓好山谷农 田单产的提高
。

具体措施上
,

在山谷土层

深厚的阴湿生境下宜栽植杉木
、

毛竹
、

柳杉
、

泡桐等速生用材树种
。

在排水 良好 向 阳

处
,

马尾松林附近要多栽麻栋
、

白栋
、

栓皮栋
、

小叶栋等阔叶树或营造马尾松
、

阔叶树

混交林
,

为鸟类生活创造条件
,

才能根本上控制松毛虫的危害
。

同时对坡度不大的已垦

地要有计划地发展板栗
、

茶叶
、

生漆
、

乌柏等木本油粮
,

但海拔 米 以上的山坡 以 栽

培适宜冷湿生境的黄山松和金钱松等为宜
。

为 了达到执行上述方针和措施的 目的
,

在政策上国家要暂停该地木材生产任务
。

由

于经济林木也得三
、

五年后才得收益
,

在此期间国家要给山区人民以经济支援
,

帮助他

们恢复林业
。

这里要指 出的
,

上面所举的例子不过是大别山的一个县
,

实际上整个大别

山区的情况大同小异
。

由于历史原因全 山分别归属于不同行政区域
,

为了避免执行不同

的政策
,

便于有计 划地管理
、

发挥山区的优势
,

目前可成立一个协调管理机构
,

逐步过

渡到建立一个大别山管理经济行政的实体
。

皖南山地在
“山区不吃商品粮

” 和 “农业学大寨
” 的号 召 下

,

年
、

年
、

了 年曾三次毁林烧 山种粮
,

特别是 年大面积开垦种芝麻
,

超额伐木
,

森林大破坏
,

造成水土严重流失
。

年徽州地区七月份普降暴雨
,

引起山洪暴发
,

冲毁农 田 万亩
,

毁茶园 亩
,

水利工程 万多处 其中包括水库 处
、

山塘 口
、

褐坝  条
、

机

电灌站 处等
,

冲毁道路
、

桥梁 处
,

死亡 人
,

房屋倒塌  间
。

在山洪暴发期

间
,

沿河公路交通中断
,

水深一米至三米
,

受灾严重的祁门县城街道水深三米
。

这就是

破坏森林环境后所引起的后果
。

过去在
“
要高山低头

,

河水让路
” 的 口号下

,

皖南 山区把一些河流上游河曲裁弯取

直
,

又把山上泥土挖下来
,

堆到河滩上造田
。

例如祁门县  !年开始在间 口 改河造 田
,

只造了 亩田
,

动员了当地社队群众和全县干部参加劳动
,

国家又投资 万多元筑坝
,

因底层砾石
,

稻 田漏水
,

还需用四 台抽水机不断灌溉
。

由于山地森林破坏
,

没有蓄水能

力
,

今年  。 月 日一场暴雨
,

就把 田坝冲毁
,

农 田淹没
,

泥土冲走
。

这样一来

山上土壤被挖走
,

无土栽树了
,

真是
“一举二空

” 。

这一方面是由于违背 自然规律
,

把

自然界形成的缓冲山水 的河曲毁掉
,

另方面也是因破坏森林所造成的结果
。

上面谈到大别山和皖南 山地林 区要保持森林生态平衡固然是必要的
,

就是在平原岗



地
、

江淮和沿江地区的 山区也要认识到山
、

水
、

林
、

田
、

路也是一个生态系统
,

保护那

里 山区森林也是非常重要的
。

例如就山地丘陵只 占全区总面积的 的巢湖地区而言
,

年 以前
,

该地区的无为县的严桥
,

巢县的银屏
、

黄 山等处
,

原来都是树木参天
、

清泉

潺潺
,

真是 山青水秀
。

以后毁林开荒
,

现在到处是荒 山秃岭
, 不仅河水 断 泉

,

去 年 大

旱
,

有些地方连吃水都十分困难
。

现在为了烧柴
,

把山上的灌木根都挖 尽
,

草 皮 都 铲

光
,

结果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

自然条件 日益恶化
,

水旱灾害频繁发生
。

例如巢县秀芙公

社张山大队有两个小水库
,

本来能分别蓄十几万方水
,

由于上游 山上毁林开荒严重
,

泥

土流入库内
,

逐年淤积
,

现 已报废 又如无为县汪 田大队
,

由于山地森林被毁
,

新华老

屋水库淤塞
,

蓄洪能力减弱
,

今年 月 日一场暴雨把大坝冲缺
,

山洪直泻而

下
,

冲毁农田 亩
,

沙压农田 亩
,

冲毁 田埂 条
,

房屋 间
,

冲倒大树 多棵
,

损失不计其数 庐江县砖桥公社关庙大队
,

年花了 。个工
,

在河滩开巧亩田
,

也

因山洪暴发
,

全部冲毁
。

这些事例就是岗地平原 区山地破坏森林的后果
。

岗地平原区在破坏 山地森林的同时
,

许多原有的经济林 木也被砍掉
,

原来该地区山

地板栗树很多
,

例如庐江县砖桥公社公庙大队许老生产 队
,

年产板栗 。万斤
,

现

在几乎砍光
,

年产量不过千斤
。

全地区  年栽桑  !亩
,

产茧 担
,

现在也 几 乎砍

光
,

产量只有百担
。

一些水果如巢县的花红
、

批把
、

滩梨等 也几乎绝迹
。

山区毁林开荒
,

不仅使得山地一无所有
,

坐吃山空
,

影响了经济发展
,

人 民生活非

常困苦
,

靠吃国家的贷款和救济粮 而且对平原好 区的农
、

林
、

牧
、

渔业也带来一定的

损害
。

由于山区毁林开荒
,

水土流失
,

大量泥沙带到平原好 区
,

淤塞了山塘
、

水库
,

使

水域面积缩小
,

以致平原易发生水旱灾害
,

直接影响农业生产 同时平原因缺木材供应
,

燃料
、

用材都缺 乏
,

只好一切都靠农作物的秸杆
,

因而秸杆很少还 田
,

种田全赖化肥
,

土

壤得不到改 良
,

牲畜的饲料缺乏
,

粪肥不够
,

粮食产量也就不易提高
。

加 以山上冲下来

的水质变劣
,

既直接减少了鱼的放养面积
,

又因暴雨之后
,

泥水流入塘库
,

水变浑浊
,

光照少
,

水生绿色植物和浮游生物生长受到抑制
,

饵料减少
,

鱼类生长缓慢
,

又易得病

害
,

严重影响鱼业的发展
。

所以一个地区的山水林田路和农林牧付渔业都是 相 互 联 系

的
,

破坏森林就会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
。

为了保持平原
、

丘陵
、

山地交错地区的生态平衡
,

应根据不同地点的自然
、

经济和

社会条件
,

制定不同的方针
。

总起来说
,

应该是
“因地制宜

、

适当集中
、

多种经营
、

全

面发展” 。

例如山区 以林
、

牧为主
,

要逐步退垦还林
,

种树种草
,

增加植被复盖面积

山麓梯田可种粮
、

果及多种经营 丘陵平原应 以粮油棉为主
,

农林牧结合
,

四旁造林非

常重要
,

也要搞多种经营 要发展家禽
、

家畜
、

养鱼
,

不能搞
“单打一

” 和
“

一刀 切
” 。

在政策上对山区群众的粮食标准要提高
,

保证供应
,

使其一心发挥山 区的优势
。

对

林业
、

多种经营产品和价格要提高
,

制定奖售政策
。

对一些严重缺柴地区
,

国家 目前要

纳入计划供应煤炭
,

否则森林无法保护
。

当然要逐步营造薪炭林来解决燃料问题
,
以免

破坏森林
。

在具体措施上必须根据 自然生态规律办事
,

用材林和经济树木的推广要符合其对土

壤性质 石灰岩与砂岩山不同 和 阴阳坡等局部生境的要求
。



二
、

保护湖泊环境与生态平衡

大跃进以后
,

由于片面强调 “以粮为纲
” ,

全国各处出现大规模围湖造 田
,

破坏了

自然湖泊这个生态系统
,

不仅减少了 自然蓄水量
,

削弱了抗早防涝能力
,

而且严重地破

坏了水产养殖业和水生动植物资源
。

我最近调查安庆地区极阳县的一个白荡湖
,

原有水

面积约 万亩
,

年起陆续围湖造田
,

现在 已围了将近三分之二的湖 面
,

建 造 了 水

闸
,

使湖水与长江隔断
,

阻止了鱼类 由长江 回游至湖中产卵
。

由于水面 缩 小
,

水 位 升

高
,

湖水浑浊
,

对湖中原来盛产的莲
、

菱
、

芡
、

菱
,

芦苇和一些沉水植物生长不利
,

湖中

水草稀少
,

致鱼
、

蟹
、

虾等水产无以生活
。

各种水禽的生活栖息繁育的生态环境也被破

坏
。

结果围湖前年产鱼 。余万斤
,

年下降到 余万斤
,

围湖前有多种野鸭在
’

湖 内

越冬
,

年捕获量估计约一百万只 以上
,

还有大雁
、

天鹅
、

丹顶鹤等珍贵候鸟等
,

现在 已

经绝迹 了
,

在正常年份灯 田内年可产粮食 千万斤
,

但用 电排水费就需花费 万元
,

因

此粮食成本很高
。

据我们和当地领导算 了一笔经济账
,

围湖前实际上水产总收入反比围

湖后为多
,

还可节省一笔电费
。

今年 七月汛期灯 田毁了近三分之一
,

我们十月间

调查时仍是一片汪洋
。

有位同伴同志说
“
人要围湖造 田

,

天老爷已经把部分抒 田退垦

还湖了
。 ”

看起来围湖造 田显然是得不偿失
,

违背 自然规律的
。

安庆地区有许多湖群
,

据 了解该地区 年代年产鱼 千万斤
,

现下降为 千 百万

斤
,

原来螃蟹年产 余万斤
,

前几年只产 一 万斤
,

今年  为 万斤
,

围湖前则鱼

年产 万斤
,

年仅捕捞到 条
,

这说明破坏湖泊环境所形成的生态平衡失调的后果
。

又如淮河流域的霍邱县的城西湖
,

自 年起被南京部 队围了近 万亩
。

城西湖是

淮河中游一个较大的蓄洪区
,

也是一个很好的天然水产养殖基地
。

由于建造水 闸
,

河湖

阻隔
,

影响了鱼类回游
,

加 以湖中水草逐年减少
,

围湖前年产鱼 余万斤
,

现在 已 经

很少
,

造成 多渔民失业
。

围湖前湖区来水面积为 公里
“ ,

现缩小 为 公 里
,

而蓄洪区只有 公里
,

汛期调节库容只有 亿米
“ ,

还有 亿米
“无处 存 放

,

因

而在雨季就易发生淹涝灾害
。

当地群众说
“围湖是围了锅底

,

淹 了锅边
。 ” 一般年份湖

的周围农田约减产 万斤
,

而今年  雨多
,

抒 田既内涝
,

沿湖岗地受灾面积反

达 万亩
,

损失粮食 亿斤
。

湖中因缺水又降低了湖水的抗旱能力
。

围湖后纤田虽增加

了一些粮食收入
,

但军队农场一切机械化
、

化学化
,

每斤粮食成本就达 到 数 角
,

加 以

减少了周围民田 的产量
,

所以从全局看来
,

围湖造田害多利少
,

实际上是把发展渔业之

长改为发展粮食之短
,

是破坏生态平衡的一件蠢事
。

所 以今后应有计划
、

有步骤地退垦

还湖
,

一方面合理地利用水面
,

同时也可充分发挥湖泊应有的水利对农 田的效益
。

巢湖本身虽未围垦造田
,

但附近有个 万亩的白湖则已全部围垦造田
。

在白湖未围

垦前
,

如巢湖闸的水位达到 米时
,

就可炸开白湖闸分洪
,

现在巢湖变成
“
肚大容量

小
,

嘴小脖子长
” ,

早时提水困难
,

涝时水排不出去
。

由于不合理改革耕作制度
,

造成
“河网密布

、

沟河交错
,

江河湖泊
、

星罗棋布” 。

加以 “改岗造田
” 后破坏 了 天 然 植

被
,

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
,

使得河床抬高
、

河道淤塞
。

虽然巢湖号称江淮水乡
,

现在连

同河道的总水面大了
,

然而河道变浅
,

反而储水量变小了
。

每年梅雨季节前必须把河底

腾空
,

把水排去
,

早年无水灌溉
,

如遇到雨水较多的年份
,

因无 白湖可以接受巢湖的排



洪
,

就易发生涝灾
。

而且白湖全部围垦后原产的芦苇
、

菱角
、

芡实
、

菱瓜等水生植物以

及鱼
、

龟等水产就没有了
。

所 以无论从白湖本身的水产和保证巢湖周围的农业出发
,

白

湖应退耕还湖
。

这是解决巢湖生态平衡的首要方针
。

巢湖本身水面 万亩
,  年 以前原来每亩水面产鱼 一 斤

,

现在 只 有 一

斤了 水产下降的原 因是很复杂 的
。

首先
,

年以后巢湖和裕溪 口建立了两道水 闸
,

使巢湖与长江几近隔绝
,

阻塞了江湖回游性鱼类入湖的通道
。

建闸后虽然也建设鱼道
,

但不符合鱼游 自然生态条件
,

鱼苗仍然只出不进
,

江中鱼类也难 回游湖 内
。

所 以不仅鱼

产量减少
,

而且鱼的种类也减少三分之一
。

鱼类的饵料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绿色植物所

制造的有机体
,  年以后

,

巢湖来水地面的山地丘陵因毁林开荒
,

都变成荒 山秃岭
,

地面很少有动植物残体流入湖内
,

因而饵料来源减少
。

同时 由于水闸兴建后水位常年保

持在 米左右
,

很少有浅水滩地
,

不利于湿生植物的生长
, 加 以周围水土流失 严 重

,

经常大量泥沙流入湖内
,

使湖水浑浊度增大
,

光线不能透入
,

致使沉水植物 也 难 以 生

长
。

水生植物少了
,

杂食鱼类就缺乏直接的饵料 植物残体少了
,

就缺乏肥水质
。

所 以

水生植物也少 了
,

进 而浮游生物及底栖无脊椎动物就无 以生活
,

从而杂食性鱼类就缺少

饵料
。

此外
,

水生植物一向为鱼类提供产卵
、

栖息和避敌的场所
,

鲤
、

卿等鱼类喜欢把

卵产在水草上
,

草之不存
,

则卵将无附
。

每逢产 卵季节
,

亲鱼成群在浅水区和河 口 寻找

适宜产卵场所
,

由于缺少水草遮掩
,

亲鱼往往被大量捕获
,

造成鱼种减少
。

此外
,

巢湖每天接纳沿湖周围工业废水污水 一 万吨
,

加以残留的农药和化肥流

入湖内
,

使湖水水质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

对鱼类生活 自然不利
。

湖泊既是鱼业和水生植物
、

野生鸟类的生产基地
,

又对农 田灌溉
、

排水
、

交通运输

起着重要作用
,

是 自然资源的宝库
。

这个湖泊生态系统
,

不仅本身是生物和非生物一个

综合体
,

而且与它周围附近的湖泊以及来水面的山地丘陵都有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
。

所

以保持湖泊生态平衡
,

发展水产养殖业既需考虑退垦还湖的措施
,

也要保持其周围环境

的生态平衡
。

例如为了保持巢湖生态平衡
,

关键的措施在于增加 平方公里的来水土

地面积 以及 多平方公里湖水面积 内的绿色植物
,

在来水 陆地的丘陵岗地上要尽 量 变

荒山秃岭为森林
,

农田 中要增加有机肥料
,

使动植物残体经微生物氧化分解后
,

通过流

水 入湖
,

可提供鱼类的食物
。

在巢湖沿湖也要强调绿化工作
,

大栽芦苇
、

荚瓜
、

水草
、

柳树等多种植物
,

既可提供付业的原料
,

又可为鱼类提供饵料和产卵
、

栖息
、

避敌 的场

所
。

而且可防止堤岸崩塌
,

以免泥沙冲刷入湖
,

造成湖水浑浊
,

阻碍光线深入
,

降低水

体的生物生产力
。

再一方面芦苇
、

水葱
、

泽泻
、

水葫芦等水生植物又可分别净化污水和消

灭细菌
。

当然防止污染的根本措施
,

还在于湖的上游工厂要处理污水
,

水 闸鱼道模拟 自

然生态条件
,

便于江鱼 回游湖内也是十分重要的措施
。

从类型角度看
,

山地森林和平原湖泊可分别称做不同的生态系统 另一方面从地区

概念出发
,

·

同一地 区的山
、

林
、

水
、

田
、

路联系起来也是一个生态系统
。

保护好森林生

态系统
,

水土才能保持
,

水早灾就不易发生
,

农田就可丰收
。

山地森林生长茂密
,

山清

水秀
,

湖泊来水就会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

有利于湖中水生植物和鱼类的生活
,

水产才

得丰收
。

从而农
、

林
、

牧
、

渔业和多种经营就能发展
,

这就是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的标

志和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