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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 (湖南
、

湖北 )地处长江流域中游
,

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

光照充足
,

热量丰富
,

雨水

充沛
,

自然条件十分优越
。

其特征是 ) 10 ℃积温 4 ,
8 00 一 5 ,

8 00 ℃ ,

年降水量 1 ,

20 。一 2
,

20 。毫米
,

有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天然植被 ; 农作物生长期 2 30 天
,

水稻一年两季
,

作物四季长青 , 琪桐
、

香果

树
、

银杉和毛红椿等世界稀有林木资源丰富 , 亦盛产油桐
、

油茶
、

茶和漆等经济林木
。

湘鄂亚热带地区地形起伏
,

多山地丘陵
,

素有
“
七 山一水二分 田

”
或 t’j 又山一水一分田 ” 之

说
。

即 7 0` - 8。%为山丘所据 , 平原
、

川地仅占 l oee 20 %
。

地形地貌复杂
,

水
、

土
、

气等自然条件

有其独特之处
,

倘若开发利用违反生态平衡规律
,

大自然的惩罚将是无情的
。

近年来曾到湖南
、

湖北两省的几个县进行一次比较深入的农业生态调查
,

共计调查了十一个

公社
,

十三个大队和农业
、

水土保持
、

林业
、

园艺 (场 ) 站 , 也访间了两个省的农业院校
、

农业

科研单位和农业厅
、

林业厅 (局 )
。

通过调查对湘鄂丘陵山区农业生态方面 目前存在的间题和治

理意见分述如下
。

一
、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

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
水土流失相当严重

,

生态环 境 日 趋 恶

化
,

农业生产发展 日趋缓慢
,

三者互相联系
,

形成恶性循环
。

湘鄂丘陵山区农业生态系统中
,

林
、

果
、

茶
、

农作物等种植业和畜牧业
,

互相促进
,

相互制约
,

维持着生态平衡
,

而其中最关键的是

林
。

解放初期
,

湘鄂两省大小山头竹木葱郁
,

植被茂密
, 1 9 5 7年后不断遭到破坏

。

湖南 森 林资源

本来就不多
,

只 占全国的 1
.

9%
,

一些地区由于毁林开荒
、

乱砍滥伐
、

偷砍盗 卖 相 当 严 重
,

采

伐量大大超过生长量
,

木材蓄积量不断减少
。

据统计
,

全省在 1 9 5 1一 1 9 7 8年的28 年中
,

木材过伐

量达 1 ,

43 0万立方米
,

仅 19 7 8年全省总消耗立木 1 , 0 5 0万立方米
,

为当年生长量的 15 0%
。

木 材 单

位面积蓄积量只有 2
.

1 3立方米
,

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40 %
。

由于采伐过量
,

全省生产木材的

县 已由解放初期的 88 个减少到现在的 60 多个
。

许多地方的木材几乎砍光
。

双峰 县 荷 叶 区 19 5 7一
1 9 7 5年仅 18 年时间

,

楠竹用地减了 17
,

33 1亩
,

减少了 42
.

3%
,

幸存者继续遭破坏
,

现 已 残存 无

几 , 白碧公社过去有竹林 3 ,

00 。多亩
,

每亩有立竹 80 一 1卯根
,

到 19 7 5年仅保存 4 n 亩
,

现在只有 300

亩
,

每亩仅有立竹 30 一 40 根
,

用竹已感困难
。

据在株洲县 5 个公社调查
,

总计原有 1 3
.

2 4万亩用材

林
,

现在只剩 9
.

8万亩
,

森林蓄积量由1 9 7 2年的 1 9
.

78 万立方米下降到 1 9
.

25 万立方米
。

现有 蓄积

量中
,

有 8
.

47 万立方米是 1 9 72 年前营造的中幼林
,

原有林的蓄积量实际减 少 9万 立 方 米
,

下降

45
.

5%
。

全省现有木材基地多集中在边远山区
,

采伐运输越来越困难
。

大部分木厂小径材比重大
,

木材质量低
。

从湖北的林业生产现状来看
,

目前是一小
、

二少
、

三低
,

即森林面积小 (只有6 , 5 48
.

8

万亩
,

占全国的 3
.

3% ) ; 活立木蓄积量少 (包括疏林和散生林木蓄积在内
,

仅有 9 5 , 6 2 9
.

9万立方

米
,

不到全国的 1 %
,

比解放初期减少 了工/ l 。 ,

) 其中成林蓄积 3 ,

03 8
.

6万立方米
,

比解放初 期

下降了将近 50 % , 平均产量低 (每亩 1
。

5立方米
,

不到全国平均单产 5
.

2立方米的 1 / 3 )
,

森 林

覆被率低 (只有 2 3
.

5%
,

是我国南方几省的倒数第二位 )
,

每人平均消耗量低 (全国每 年 平 均

20 人消耗木材 1 立方米
,

湖北则平均 90 人消耗 1 立方米 )
。

特别是在 10 年浩劫期间
,

各地乱砍滥



伐
、

偷砍盗卖
、

毁林开荒现象十分严重
,

使本来就很贫乏的湖北森林资源急剧减少
。

乱砍滥伐不

仅破坏森林资源
,

造成木材生产青黄不接
,

供需矛盾突出
,

而且森林遭受破坏后
,

严重的水土流

失给农牧业生产造成严重的灾难
。

由于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

水土流失 日益加剧
,

生态环境 日趋恶化
,

旱涝灾害频繁
,

农业

生产发展非常缓慢
。

据统计
,

湖北省水土流失面积达 5 万多平方公里
,

约占湖北省整个丘陵山区

面积的 1 / 3以上
。

湖南省水土流失面积 5
.

66 万平方公里
,

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2 6
.

7%
,

其 中砰重

的有 1
.

85 万平方公里
,

占总面积的 8
.

7 %
。

虽经多年治理
,

但 由于森林遭破坏
,

水土流失仍 在 发

展
,

河流泥沙含量急剧增加
。

据水文部门测定
,

湘
、

资
、

沉
、

澄四 水近 10 年 ( 1 9 6 7一 1 9 7 7年 )
,

平

均每年输入洞庭湖的泥沙约 3
,

9 17 万吨
,

较前 n 年 ( 19 5 6一 19 6 6年 ) 平均值增加 3 4
.

2 %
。

由于四水

泥沙含量 的增加
,

加上长江三口
,

每年平均输入洞庭湖泥沙达 1
.

09 亿吨 (其中长江 占湖泥沙总量的

82
.

8 % )
。

因此
,

洞庭湖平均每年增加洲土面积 6 万多亩
,

水面急剧缩小
,

蓄水量减少
,

蓄洪调

洪能力急剧下降
。

湖北省稀水县白莲河水库原设计受益 2的年
,

现每年库内平均淤积 20 厘米 以上
,

按此推算
,

不到 1 00 年这个水库即将报废
; 稀水河每年流入河道的泥沙达 1 50 万吨以上

,

其中有 2 / 3

( 100 万吨 ) 淤积河床
,

使河床平均每年增高 3 厘米
,

造成地下水位增高
,

河水倒灌
,

沿河两岸

4万多亩农田成 了 “ 冷浸田 ” 或 “
落河田

” ,

土壤有机质减少
,

团粒结构变差
,

粮食产量越 来越

低
。

据调查
,

湖北省土壤有机质含量逐渐减少
,

土壤结构变差
,

肥力水平下降
。

在湖区和一部分

山区
,

由于排水不 良
,

地下水位上升
,

加上不合理的耕作制度
,

使稻田潜育化和次生潜育化不断

发展
、

加重
。

据全省 20 个土壤普查试点的调查
,

潜育化和次生潜育 化 占稻 田 总 面 积 的 4 5%左

右
,

严重 阶碍着产量的发展
。

同样
,

湖南省 由于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

水土流失 日益加剧
,

使

生态环境 日趋恶化
,

农业生产发展 日益缓慢
。

据统计
,

全省每年流失表土约 1
.

7亿吨
,

相当 于 80

万亩耕地耕作层土壤 的总重量
。

随着表土层的流失
,

大量养分被淋溶冲走
,

使土壤肥 力 明 显 下

降
; 一般水上流失严重的坡地

,

三五年就要弃荒轮换
。

全省受泥沙
、

黄泥水为害的稻田近 7 00 万亩
,

占水田面积的 1 / 6 ,

是低产 田面积的比重不能很快下降的重要原因
。

据全省 1 9 5 0一 1 9 7 5年 2 5 年 资

料统计
,

平均每年受水早灾面积达 1
,

10 0多万亩
,

成灾面积为受害面积的 50 %左右
。

25 年 中
,

受

早灾面积 1
,

的乃万亩以上的有 9 年
,

水灾面积 50 0万亩以上的有 5 年
。

就全省范围说
,

大体上三年

一大早
,

五年一大涝
。

山于 自然灾害的影响
,

造成农业生产很不稳定
。

解放后 30 多年中
,

粮食生

产与上年比较
,

有 7 年减产
,

19 年增产
,

上下波动达 30 一 40 亿斤
;
棉花有 13 年减产

,

增产的只有

9 年
,

上下波动 3 0一 40 万担
。

湖北鄂中丘陵地区 1 9 7 8年出现的大旱灾
,

其干旱时间之 长 ( 4 个多

月 )
,

受旱面积之大 ( 3
,

8 0 0多万亩 )
,

为近百年所罕见
,

造成本区汉水和埙水的主要支流 绝 大

部分断流
,

塘堰及中小型水库干涸
,
田地龟裂

,

禾苗焦枯
。

仅应城一个县
,

中稻及晚稻就旱死了

8
.

46 万亩
,

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
。

此外由于水土流失
,

江河
、

水库
、

塘坝淤积
,

水体变浅
,

鱼道

堵塞
,

加之工农业污染
,

水产资源显著减少
,

质量下降
。

据湖南省统计
,

江河年捕捞量由 19 6 5的

5 1
.

62 万斤下降到 1 9了4年 5
.

02 万斤
,

减少 9 0
.

3%
, 1 9 8 0年虽回升到 20

.

32 万斤
,

但产量仅 占1 9 6 5年

的 3 9
.

3 % ;
湘江经济鱼类减少

,

小鱼及杂鱼类增多
,

在捕捞群体中成鱼减少
,

幼鱼增多
,

有些珍

贵鱼种
,

如酮鱼
、

胭脂
、

银飘鱼几乎绝迹
。

从以上调查情况进一步证明
,

违反 自然规律
,

破坏农业生态平衡
,

大 自然给 以人们的惩罚是

无情的
。

二
、

针对湘鄂两省丘陵山 区农业生态系统所存在的问题
,

提出如下两点建议
:

1
、

大力发展林业
,

涵养水源
,

保持水土
。

我们应当从大 自然的惩罚中觉醒
,

历史事实使我们清

楚地认识到
,

人类是依靠森林植物而生存的
。

没有森林
,

人类在地球上难以维持 ; 破坏森林
,

就



是毁灭 自己
。

据湖南株洲县的调查
:
大京水库设计蓄水面积 2 , 3 0口亩

,

库容 1
,

3 40 万立方米
,

建库

后在水库周围营造了杉木林 6 ,

00 0亩
,

森林覆被率达到 70 %
,

20 年来库容淤积量 30 万立方米
,

60 多

华里的渠道水流畅通 , 而杨柳水库设计蓄水面积 2 , 3 00 亩
,

库容 90 0万立方米
,

建库后仅在水库周

围营造柑橘 50 。亩
,

油茶 8 60 亩
,

森林覆被率现只有 15 %
,

20 年来库容 已淤积 1 20 万立方米
,

为 大

京水库的 4倍
。

又如
, 1 9 8 0年 8 月 5 日正是早季

,

朱亭区的日降雨量为 87 毫米
,

次日对梨冲同一

山坡有林地和无林地的雨水渗透深度
、

土壤含水量进行测定
,

有林地雨水渗透深度达 55 厘米
,

无

林地雨水渗透深度只有 15 厘米 ; 土壤含水量有林地为 2 2
.

5 7 %
,

无林地只有 19
.

43 %
。

又据湖北调

查
,

有林地林冠可 以截留 10 一 23 %的降雨
,

使 50 一 80 % 降雨得以渗入地下
,

林地内的地面径流一

般在 1 %左右
,

最多不超过 10 %
,

每公顷林地 比无林地至少能多蓄 300 立方米水
。

这样
, 3

,

3 00 多

公 顷森林所含蓄的水量
,

就相当于一个容量 1 00 万立方米的水库
,

当年降雨量在 1 , 2 00 毫米时
,

林地

的水分消失量只有 50 毫米
,

而荒山则达到 60 0毫米
。

同为 5
“

的缓坡
,

林地每公顷的土沙流失 量 为

0
.

此吨
,

梯田为 28 吨
,

裸露地则达 6乙吨
。

可见森林可涵养水源
,

减少地表径流
,

防止土壤侵蚀和

水土流失
,

调节气候
,

改善生态环境
。

森林是农业生态系统的核心
,

今后湘鄂丘陵山区必须坚持

封山育林
,

大力造林
,

坚决制止破坏森林和滥砍乱伐的犯 罪行为
,

使两省森林覆盖面积由20 一 3咪

捉高到 40 一 50 %
,

使农业生态系统平衡失调问题逐渐得到改善
。

湘鄂两省都要把发展林业放到整

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
。

水土保持是综合性的工作
,

今后要制订一个符合自然和经济规律的水土保持规划
,

并开展对

水土流失的成因和资源合理利用的科学研究
。

水土保持工作要注意综合治理
,

狠抓根本
,

要把治

山放在首位 ; 应做到治坡与治沟相结合
,

植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
,

以植物措施为主
。

2
、

科学地处理好林农关系
。

据调查
,

湖南株洲从 1 9 6 5年开展治山造林活动
,

大力发展林业
,

全

市森林覆盖率由 1 4
.

6 % 提高到 4 0
.

6 %
,

涵养了水源
,

保持了水土
,

调节 了气候
,

积累 了资金
,

加

上其它因素
,

有力地 促进 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

大规模造林前的15 年
,

全市粮食总产和单产
,

年平

均增 长率分别为 落
.

87 % 和 2
.

2 % ;
大规模造林后的 15 年

,

粮食总产和单产
,

年平均增长率分 别 为

7
.

53 % 和 9
.

7 %
。

实践证明
,

株洲丘陵山区建设是符合 自然规律的
。

过去由于没有从丘陵山 区 的

实际出发
,

片面强调了
“ 以粮为纲

” ,

采取了
“ 逼粮上山

” 的错误做法
,

违背因地制宜的 自然规

律
,

不仅 丘陵山区林业经济特产受到破坏
,

生态平衡失调
,

粮食生产也上不去
。

今后必须因地制

宜
,

进行规划
,

实行农林结合
。

一般 25
“

以上的坡地只能用作林地
; 2 5

“

以下的坡地可种们橘
、

茶

叶
、

油茶或其它经济作物
,

已开垦为农地的
,

应停耕造林
; 15

“

以下坡地
,

如土层薄的也不 宜 垦

殖
。

在一定 自然区域内
,

若都是坡度较小的丘岗
,

必须保持一定的林木面积
,

以便建立一个较好

的农田生态系统
。

从对湘鄂丘陵山区生态调查中大量现实情况证明
,

农林是互相依 存
,

缺 一 不

可 ; 只有大力发展林业
,

恢复与深持生态平衡
,

才能保证农业更大丰收
。

因此
,

要在战略上处理

好林农的关系
,

坚决克服那种
“
发展林业

,

影响农业 ” ; “
粮食不过关

,

林业顾不上
”
等把农林

对立起来的观点
。

当前要按照农林全面发展
,

山
、

水
、

田
、

林
、

路综合治理的要求
,

根据林业本

身的特点
,

对丘陵山区 的合理开发利用
,

做到宜农则农
,

宜林则林
,

统筹兼顾
,

合理布局
。

要充

分发挥丘陵山区的优势
,

建立农林相结合而 以林为主的经济结构
,

促使生态系统 良性循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