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拢 要

本文简要地阐述了翰南的自然条件
,

人类活动与环境平衡

的关系
.

环境平衡破坏后的表现及引起环境平衡破坏的原因
。

赣南是江西省赣州地区的简称
,

包括 18 个县 1个市
,

属丘陵山区
。

除零星分布的小

片河谷冲积平原外
,

大于巧
。

以上坡度的丘陵山地占土地总面积 ( 40
, 8 2 5平方 公 里 ) 的

7 5%左右
。

地势周高中低
, 四周为武夷山

、

诸广山
,

大庚岭
、

九连山和零山等中山地形

所环绕
,

这些山岭的海拔大都在 8 00 米以上
,

主要为前震旦纪变质岩系和花岗岩所组成
;

巾部地区丘陵绵延
,

其间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大小不等的盆地
,

主要 由第三纪或白坐纪的

红色砂岩
、

紫色砂页岩
、

砂砾岩和第四纪红色粘土所构成
,

部分地方也有石灰岩出露
;

盆地内部地势平坦
,

河流贯穿其中
,
往往发育成 良好阶地

。

河流两旁有三四两级阶地
,

大部份经受切割成岗地或低丘地 ; 一二级阶地地势平坦
,

是农田所在
。

本区主要土壤类

型为红壤
,

其次为水稻土
、

紫色土和黄壤
,

还有面积很小的山地黄棕壤
、

山地草甸土
、

红色石灰土和冲积性草甸土等
。

研究单位
,

一方面要积极运用各种设备
、

装置和材料
,

处理好
“ 工业

几

三废 ” 和
“
城市三

废 ” ,

监测和防治水域
、

大气和土壤等环境的污染
,

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

增进人们

的健康
,

另一方面要同各级水土保持部门和科学研究单位密切合作
,

进行国土整治
,

综

含防治水土流失
,

让宜林荒山荒坡和
“
四旁

”
尽快地栽上各种乔灌草

。

这就是说
,

在对环

境的监测
、

防治和保护工作中
,

我们既妥充分发挥各种先进设备
、

装置和材料的作用
,

还要配合各级水土保持部门和有关科学研究单位
.

大量种植和认真保护有相应除害的乔

灌草
,

综合防治水土流失
,

绿化祖国大地
,

这才是防治污染
,

保护环境
,

改善生态平衡的

根本措施
。

水土保持战线上的同志们应该进一步认识
,

水土保持工作不应局限于实现泥

不下坡
,

水不出沟
,

而应扩大到对整个 自然资源和生态坏境的保护
。

凡是生态环境遭到

破坏
、

造成水土流失的地区
,

要生产措施与工程措施
、

生物措施紧密配合
,

进行全面的

缘含治理
;
生态环境没有遭到破坏

,

环境比较优美的地区
,

要认真保护
。

实际上
,

国土

整治
,

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
,

都是保护 自然
、

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
,

实现社会主义四个

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

它们相辅相成
,

相得益彰
,

一定要全面规划
,

统筹安排
。

本文根据作者 1 9 8 2年 10 月在陕西临渡召开的环境科学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整理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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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水热资源丰富
,

’

年平均气温1 8
.

8七
,

> 1 0℃的活动积温为 5
,

” 4
.

6℃ ,

无 霜 期
28 6夫

。

年降水量 1, 59 又
几

g毫米
,

一年币基雨
,

( > 50 毫米 / 日) 次数在 3
.

0一6
.

5 次 之间
,

多出现于 2“ n 月间
,

其年污二 ` 月份的暴雨 日数占全年暴雨日数的6 4例
。

气候的 特 点

是冬短夏长
,

冬暖夏热 乡
`

雨量充沛
,

但季节性分配不均
,

且多暴雨
。

’

本区是我国十八个重点林产 区之一
。

建国以来
,

造林育林弓水土保持和发展山区生

产工作
,

取得了很大成绩
。

全地区至 , 9 8 0年正
,

累积造林面积 2 , 0 30 万亩
,

治理水 土 流

失面积 60 8万亩
。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

森林面积不但没有增加
,
反而有所 减 少

;
荒山面

积不但没有减少
,
反而有所增加 ; 水土流失面积也有所扩大

,

流失程度亦 有 所 加 剧
。

1 9 7 4年
,

全地区森林覆盖率为 59 %
,

而至 1 9 7 9年降低至46 %
, 5 年间

,

平均 每 年 降低
1 %左右

。

如赣县
、

瑞釜
、

于都等县
, 1。 8 0年的有林面积 比解放初期分别减少了3 0%

、

33 %和 49 %
。

实际上
,

这些县自解放 以来
,

造了不少林
,

赣县累积造林面 积 为 2 16
.

1万

亩
,

·

于都 2 7 0
.

9万亩
,

瑞金 1 8 5
.

5万亩
,

宁都 16 7
.

9万亩
,

兴国 16 2
.

4万亩
,

但实际保存面

积仅分别为 4 0
.

6万亩
, 2 5

.

5万亩
.

32
.

7万亩
,

3 8
.

4万亩和 35 万 亩
, 赣 县 的 荒 山 面 积

( 1 9 8 0年 ) 比解放初期增加了 1
.

9倍
,

于都 .2 9倍
,

瑞金 3
.

9倍
。

林地的减少 与荒山的增

多又是呈极不均匀分布的
,

主要集中分布在交通便利和人口稠密的地方
,

也是本区水土

流失重点地区
。

全区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2 ,

00 8万亩
,

是耕地面积的 3
.

5倍
,

比 1 9 6 4年全地区

的水土流失面积 1
,

6 43 万亩增加了33 万亩
。

以兴国县为例
, 1 9 6 4一 1 9 8。年间了

`

流失 面 积

扩大了近 50 万亩
,

强度和剧烈流失面积也分别增加了 9 %和 3 %
。

,

由于水土流失面积的

扩大和流失程度的加剧
,

引起生态失调
。

如城镇的污水
,

工 矿 的
“ 三 废

” (废 水
、

废

气
、

废渣 ) 虽已引起环境保护部门的重视
.

采取了措施
,

但仍有部份未经妥善处理的有

毒物质不断掺入水域
、

大气和土壤中
。

农田过量的施用农药
,

化肥的施用方法不当
,

也

污染了水域和土壤
。

所有这些都破坏了环境平衡
,

造成了严重后果
,

主要表现如下
:

1
.

肥沃表土流失
,

地力下降
,

恶化了植物生长条件
。

据估算 ` 全地区年土壤侵蚀量

在 6 , 0 00 万吨左右
,

其中所含氮
、

磷
、

钾达 50 万吨
,

超过全地 区每年化肥施用 总 量
。

据

兴国县测定
,

无明显侵蚀区土壤有机质的平均含量为 5
.

24 %
,

中度侵蚀土 壤 为 1
.

8%
,

而剧烈侵蚀土壤仅 0
.

3%
,

其它养分的含量也随侵蚀程度的加剧而减少
,

土壤遭 到 严重

破坏而退化
。

花岗岩红壤或紫色土
,
受剧烈侵蚀露出碎屑层后

,

在伏秋早季
,

地表温度

高达 70 一 76 ℃
,

蒸发量大于 同期降水量的 1
.

68 倍
,

含水量接近凋萎系数
,

草木难生
,

加

大了林业生产的难度
。

2
.

江河输沙皿增加
,

都阳湖受容
,

危及长江
。

赣江 (吉安测站 ) 含沙量在五十年代

为 0
.

21 公斤 /立方米
,

六十至七十年代为 0
.

24 公斤 /立方米
,

比五十年代增加了 17 %
。

又

如赣江
、

修水
、

信江
、

抚河及饶河等五河
,

1 9 6 6一 1 9 7 5年的输沙量 比 前 十 年 (1 9 56 一

1 9 6 5年 ) 增加 23 %
,

淤积在都 阳湖的泥沙比前十年增加25 % (都阳湖湖底每年抬高 2一 3

毫米 )
,

进入长江的泥沙比前十年增加 23 %
。

3
.

河床抬高
,

出现了 “ 落河田
” ,

缩短了航运里程
,

江河渔业捕捞皿下降
。

境内主

要河流的河床比解放初期平均抬高 1 一 2 米
,

如平江河河床抬高 了1
.

2一 2
.

1米
,

贡河河

床抬高了 1
.

6米
。

宁都东山坝村梅江河在 90 年前水深 10 米
, 1 9 8 0年 7 月 9 日实 测

,

河 床

已高出田面0
.

9米 ;
平江河有的河段

,

河床也高出农田 1 米左右
。

全地区现有
“
落河田 ,



嘴。万亩
。

通航里程也由娜放初期的皿
,
500 公里

,

缩扳至 7 9
晗里

。

江河摘排盈由1与 4年的

4 , 7万担下降至1 98 Q年的。
.

“ 万么 兴国和宁都等县的主要何疼
, 已基本无鱼可浦

。

4
.

派沙入库
,

健冰库你粤大 t 扭失
,
降任了水利* 电工粗狱盆

。

据南康县 19 7 8年娜

查
,

由于水土流失
,

各类水利工程多受其害
,

完全失效的就有石肚 处
,

占工 程 总 数 的

8
.

8%
。
翰县已有 9 座小 ( J ) 型水库的死库容全被淤启

。

兴国县龙下水库 1 9 6 6年修建
,

有效库容 55 万立方米
,

到 1 97 7年
,

全被淤满 , 还有 10 个小水库由于淤塞
,

每年减少灌添

面积近 3 .0 的亩
。

宁都会凤水库从 196 5年建库
,

到 19 8 0年总库容损知
8

.

3%
,

有效 库 容

损失 11
.

4%
。

不少山区小水库
,

因库区森林减少
,

水土流失严重
,

山泉枯竭
,

水源不足
,

年平均发电时伺也大大缩短
。

尔用材翅缺
,

烧续襄张
,

放牲场地减少
,

山区优势不得发拜
。

交通便利与人口较稠

密之处
,

原始森林 已不复存在
, 不但工农业用材大都依赖边远山区

,

柴草不 足 更 为 突

出
。

水土流失严重地区
,

约有 40 一 65 %的人口每年缺燃料 3一 9 个月不等
,

附近山上的

枯核落叶被耙光
,

有些还拔苗刨根
。

每个社员每年要花 2 5一 33 %的劳动力
,

徒步几十里

去割草砍柴搞燃料
。

由于植被破坏
,

全地 区放牧场地也由六十年代的 420 万亩下降至 1 30

万亩
。

占土地面积约 70 %的山地
,

只创造极少的财富 ( 如兴国县
,

林农产值比仅 1 :

9)
,

优势不得发挥
。

6
。

局部气候变坏
,

灾容日盆
。

赣南地区七十年代的平均气温比五十年 代 高0
.

2℃ ,

年降水量有所 下降
,

暴雨次数增加
,

伏秋早期加长
。

多雨则江河暴涨
,

少雨 则 河 干 水

枯
。

如平江河最大洪峰流量 3
,

1 40 秒立方米
,

最小枯水流量仅 1秒立方米
,

极 端 洪枯 比

值竟达 3 , 1 4 0
。

兴国县 1 9 52年至 19 5 7年
,

共发生水早灾害 8 次
,

平均每年 1
.

3次
,

而 1 9 5 8

一 1 , 7 9年共发生 50 次
,

平均每年 2
.

3次
。

又如瑞金县
,

解放前 5 00 多年中
,

平均28 年才出

现一 次大水
,

解放后 30 年中
,

就发生 了三次
。

了
`

掀食减产
,

社员收入较低
,

生存环幼受到威胁
。

水土流失地 区
,

社员的收入较低
。

以兴国县为例
,

水土流失较严重的城岗公社
,

粮食亩产和每人平均口粮均低于邻近流失

较轻的桐边公社
,

亩产相差 1 00 一 15 0斤
,

每人平均 口粮相差 50 一 1 00 斤
。

宁都东山 坝 公

社五个靠河边的 自然村
,

因水浸村基
,

已有 50 多户被迫迁徙高处
,

尚春 6 个 生 产 队
,

25 4户巫待搬迁
。

该县还有6
.

6万亩农田
,

几万人口常遭山洪袭击
。

解放以来
,

仅兴国
、

于都
、

赣县及瑞金四个县
,

就有近五万亩农田被泥沙淹没
。

8
.

工矿排放过 , 的 “ 三废 ” ,

未加妥兽处理
,

污染了环境
,

形晌人体位康与牲育安

全
。

本区矿产资源丰富
,

有些厂矿对废渣
、

废水和废气未加妥善处理
,

任其不断掺入土

壤
、

大气和水域中
,

污染了环境
,

大量有毒物质积累在粮食
、

蔬菜和饲料之中
,

对人畜

带来了危害
。

如寻乌的稀土矿
,

露天开采
,

对弃土未采取有效拦砂措施
; 宁都的廖坑钨

矿用硫酸流砂后的废渣处理不当
,

影响下游两岸植物生长
;
大余县被工矿废水

、

废渣侵

害的农田 己占其耕地一半
, 宁都的青塘硫磺厂的二氧化硫气体使该厂方圆 30 0米左 右 的

山地草木不生
,

受矿区废水和废清污染的矿毒田
,

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农业生产
。

9
.

过盆施用含有帆趁农药
,

污绝了农田和水城
。

目前
,

本区仍以
“
六六六

”
为水租的主

要杀虫药剂
,

这种农药只是微不足道的发挥了药效 (施用量中的极少剂量在杀虫方面起

到作用 )
,

绝大部分残留在土壤中
,

恶化了土壤
,

也污染了水域
,

又不断传送到作物或



牲畜
,

然后传到人体
,

对人类健康威胁很大
。

这些有机抓被人体吸收后可致癌
、

致峙
、

致突变
。

化学氮肥的施用不当
,

也使环境受到污染
。

环境平衡破坏的原因
:

众所周知
,

环境平衡是相对的
,

实际上的所谓平衡
,

是一种动态的平衡
。

在生态系

统的动态演化过程中
,

由于生物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与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性
,

在没有外

界干扰破坏的情况下
,

处于相对平衡状况
。

在一定的限度内
,

它可以承受一定的外界压

力
,

仍能维持相对的平衡 , 当外界压力超过一定的限度时
,

将引起生态系统失调
,

导致

环境平衡受到破坏
。

尽管引起环境平衡破坏的因素很多
,

有 自然因素 (暴雨及灾害性天

气
,

山丘陡坡地形
,

松脆的地面组成物质
,

植被的覆盖度低
,

地壳运动等等 )
,

也有人

为因素 (违反 自然规律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等 )
,

但往往是人为因素与 自然因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
,

而且通常是人为因素导致 自然因素的恶化
。

如水土流失严重地区与其地面组

成物质
,

主要与松脆的紫红色砂页岩和深厚抗蚀性弱的花岗岩风化壳有关
。

滥垦乱伐等违背 自然规律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
,

是导致环境平衡破坏的重要因素之

一
。

山区土壤在未经人类干扰破坏或在合理利用的情况下
,

植被大多生长 良好
,

土壤的

地质侵蚀过程极为缓慢
,

一般不会或难以发生加速侵蚀
,

土壤的流失速度小 于 成 土 速

度
,

环境处于相对平衡状况下
。

如兴国县在清同治 n 年 ( 1 8 72 年 ) 时
,

境内平江两岸青

山连绵
,

航运通畅
;
而今 日的平江河两岸

,

多为荒山秃岭
,

航运阻塞
。

全省林木砍伐量大

于生长量
,

赣南亦然
。

兴国县 1 9 7 9年统计
,

全县森林总蓄积量为 5 3万立方米
,

年生长量

5
.

3万立方米
,

砍伐量 1 2
.

34 万立方米
,

年砍伐量为生长量的2
.

23 倍
。

又如赣县
、

于都
、

瑞

金和宁都等县
, 1 9 8 0年的砍伐量也分别为它们生长量的 1

.

7 8倍
、

2
.

11 倍
、

2
.

03 倍和 1
.

8了

倍
。

解放以来
,

本区人口几增 1 倍
,

加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企事业发展
,

对木材和

烧柴的需要量大大增加
。

特别是烧柴
,

因为价格比较便宜
,

不但农村社 员 烧
,

城 市 居

民
,

大的招待所
、

饭店
、

食品加工厂
、

化工厂
、

石灰厂
、

砖瓦窑等 也烧柴
,

全地区每年

至少烧掉木柴 20 0万立方米
,

而每年上交的商品材不过50 一 6 0万立方米
。

如 兴 国县 1 9 7 9

年上交商品材 ( 0
.

7 7 8 2万立方米 ) 仅 占砍伐量的 6
.

3%
,

而用作燃料 的 木材 ( 10 万立方

米 ) 占全年砍伐量的 80 %
。

采伐后的林地
,

又未能及时进行造林或封山育林
,

在燃料奇

缺
、

烧柴十分紧张地 区
,

残次林或灌木林还进一步遭受破坏
,

致使原来的常绿落叶阔叶

林逆向演替
,

出现荒山秃岭
。

其它如山区群众铲草皮
,

烧火土积肥 ; 农业上的毁林开荒
,

陡坡种植
,

旱土的有田无埂
,

顺坡耕种
;
林业上的炼山

,

全垦造林
,

不合理地抚育幼林

或垦复油茶林等
,

为土壤输出系统之外
·

— 加速侵蚀过程创造了条件
。

土壤 圈 是 地 质

循环的产物
,

是已风化的岩石在有机体参与的条件影响下形成的
,

随着地质 循 环 的 演

进
,

土壤不断地消失 (成土速度比侵蚀速度慢 )
,

也不断产生 (成土速度 比 侵 蚀 速度

快 )
,

进行着积极的更替
。

丘陵山地的土壤容易遭受侵蚀
,

但土壤是初始生产力的代表

者
·

— 植物的生长基地
。

植物群落顺向演替时
,

土壤的地质侵蚀速度也随着减慢
,

在没

有外来的干扰下
,

基本上没有加速侵蚀过程
;
但当植物群落出现逆向演替或受人类干扰

时 了不合理利用 )
,

土壤的地质侵蚀与加速侵蚀同时进行
,

产生了恶性循环
。

过量地排放

未经妥善处理的
“
三废

” ,

超过了环境 自然净化的效能时
,

污染物质损害了环境
,

大量

有毒物质还积累于农作物中
,

影响人 民群众健康
,

也破坏了环境
。

人是依附于环境中的



房员之“ 扩又是拜境的亥妞着
,
一人类利用自然

,

改造育然
,

以建夜头好的娜境
。

但人类

在利用自然的过程中
,

有时未能认识坏境的相互类系
,

过多地内自然索取
,

超过了环境

所能承受的压力或自然净化的效能
,

破坏了环境平衡
,

产生怨性循坏歌但只委人们遵重

真然规律拼运用合然规律
,

不但自然资像能倦到很好的并发利角
,

而且还可变恶性循环

为良性翻环
。

二

如共国县扛背公杜果稼大队
,

几

从 1 , 54 年起
,

坚持年年治山治
一

水
,

至今 1 , 。00

豪育策山已全部披上绿装
.

该队从 1 061 年起
, 己基本上控制了水毕灸害 ; 连年丰收

,

水

箱亩产由” “ 年的” 。斤增加至 8 00 斤
,

社员逢房的木材和食油基本上由山上解决
,

燃料

已自给有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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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实行以户承包赞任翻
,

诬要和水土保持工作上的专业户和专业队结合起来
。

比如

干沟控制性的工程
,

根本不是一家一户可以拿下来的
,

所 以还要组织公社联 队或专业队

来完成
,

社员到专业队劳动
,

既可挣国家补助
,

还可顶投义务工
,

一举两得
。

虽然沟道

面积较小
,

但一户也搞不成的
,

还可以联户承包
,

所做工程量也可顶投义务工
。

四
、

不断完善 继续前进

·

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
,

虽然是一条保持水土的新途径
,

但由于是件新工作
,

所以有

许多具体政策问题
,

还没有妥善解决
,

甚至有的问题还没发现
,

所以需要我们在实践中

发现问题
,

解决何题
,

不断完善
,

继续前进
,

使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成为水 土保持中一

项长期的战略措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