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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我国南方山区的土壤侵蚀
, 已成为农亚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

该文分析了粤东

山区土壤仅蚀的特点及其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
。

指出
:
防治土壤侵蚀是改善山

.

区农业生态

环境的关键
。

同时提出了防治粤东山区土壤侵蚀及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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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粤东山区土壤侵蚀现状及特点

粤东 ilJ 区位于广东省东部
,

介于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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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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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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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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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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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E之间
。

包括 梅 州市

及所辖 7县 , 河源市及所辖 4 县 ; 汕头市所辖 2 县 , 惠州市所辖 2 县 , 土地总面积 40 1 96 k m 2 ,

占全省土地总面积 23 %
,
其中丘陵山地面积占81

.

8 % t ` o] 在地域上分属东江中
、

上游和 韩 江上

游流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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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东 山区土壤侵蚀的历史较长
,

50 年代以后
,
由于人 口增长速度过快

,
加之人为不合理的社

会经济活动的影响
,
造成植被资源严重破坏

, 导致新 的土壤侵蚀不断产生
。

到 80 年代
,
全区土堆

侵蚀面积达 4 5 72
.

6 k m
’ ,
占土地总面积 1 1

.

4% ,
占山丘总面积 13

.

9 %
。

梅州市所辖 7 县土壤侵

蚀面积 80 年代比 50 年代增加了 1
.

1倍
,
见表 l

。

河 源市龙川县土壤侵蚀面积 80 年代 比 60 年代 增 加

了 2
.

4倍
。

表 1 粤东山 区梅州市所辖 7 县土壤侵蚀面积

份 1 19 50年 19 52年 1 96 2年 19 6 7年 19 78年 1 9 83年

侵蚀面积 ( k m
Z ) 2 0 50 2 3 5 0 2 0 7 6 2 1 17 2 5 56

粤东山区土壤侵蚀的特点之一是侵蚀强度大
。

南方红壤侵蚀区年 侵 蚀模 数 一 般在 3 0 00 一

8 00 0七/ k( m
Z ·

a ) ,
较之黄土高原土壤侵蚀模数要小

,
但对南方 山区土层厚度仅为黄土高原 黄土

层厚度的 l / 1 0~ l / 5 0而言
,

其侵蚀强度是很大的
。

据部分县资料统计
,
粤东山区沟蚀和崩岗侵蚀

分别 占土壤侵蚀总面积的 22
.

0%和 9
.

1% ,
在这 些侵蚀区域

, 土壤侵蚀的绝对量也是很 大 的
。

如

崩岗侵蚀是我 国南方特有的一种侵蚀类型
。

主要分布在花岗岩风化壳地区
,
其年侵蚀模数在 工~

2 万七/ ( k m
Z ·

a )
, 局部高达 8 ~ 10万七/ ( k m “ ·

a )
,
甚至更高 〔 2 ’ 。

粤东山区土壤侵蚀与南方山区

其它地区一样
,
具有泥沙输移比小的特征

。

由于侵蚀物质颗粒组成较粗
,
悬移质比例小

,
推移质

比例大
,
输移比一般小于 0

.

4 ,
远比黄河中游地区的泥沙输移比小 (黄河中游地区输移比 接 近于

l ) 〔“ ’ 。

大部分侵蚀物质滞留
,
被河流搬运 的泥沙相对较少

,
势必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的影

响
。

二
、

土壤侵蚀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

粤东山区局部地区土壤侵蚀强度很大
,
但侵蚀物质输移比小

,
大量 的泥沙就近滞留

,
对农

.

业

生态环境影响很大
,

是当地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根源
。

据考察
,
粤东山区土壤侵蚀对农业生

态环境的不 良影响十分严重
,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 农 田受损 该区每遇大雨
,

由于严重的土
`

壤侵蚀
,
大量

“
黄泥水

”
侵入农 田

,
致使农

田土壤理化性质变劣
,
肥力下降

,
产量低而不稳

,
一些耕地被滞留的泥沙掩埋

。

据梅州市所辖 7

县 1 9 8 4年不完全统计
,

80 年代初期全市受
“
黄泥水

”
侵入影响的农田达 9 866

.

7 h a ,
被泥沙 掩埋

的农 田 1 20 Oh a 。

该市土壤侵蚀严重的石马河流域
, 1 98 5年 5 月 7 日一次暴雨

,

被泥沙掩 埋 的农

田 3 6 6
.

7 h a ,
占全流域水田面积的 3 8

.

9% ,
其不能复耕的有 59

.

2 h ao

(二 ) 土壤退化 土壤侵蚀使丘陵山地养分及粘粒流失
,

土壤肥力下降
。

梅州市所辖 7 县 ,

3 0年来表土流失达 12 156
.

7万 m “ ,
折算剥蚀掉 5

.

4 c5 m 的土层
〔 “ ’ 。

据调查统计
,

梅州市薄层有机

质面积
夕
占山地土壤总面积的 85 % ;

侵蚀赤红壤 (花 岗岩
、

砂页岩
、

第四纪红土母质 ) 表层 的有

机质含量仅为 9
.

3 9 / k g左右
,

全氮 1
.

22 9 / k g左右
。

同时
,
南方山区的风化壳 比黄土高原 的 黄土

层 薄得多
,
且具有较高肥力的风化壳表层 (有机质层 )

,

厚度仅为 10 ~ 2 c5 m
。

因而受 其 土壤侵

蚀的危害及造成的后果就十分严重
,

一些严重侵蚀区
,
甚至基岩裸露

,

农林牧均不能利用
。

(三 ) 江河
、

山塘
、

水库淤积严重 粤东山区韩江
、

、

东江上游河床
,
普遍 淤 高 l m 〔 “ ’ 。

梅

州市有 3 79 条大小河流遭受淤积
,
通航里程由50 年代初的 783

.

6 k m ,
减少到 80 年代的 34 0

.

5 k m ,

减少了 5 6
.

5% ; 有 370 座水库和 3 507 座 山塘遭受严重淤积
,

占蓄水工程总数的 39
.

9% ,
游积总库



水土保持通报 第1 2卷

容 4 23 4万m
3 ,

占有效库容的 6
.

6%
,

有 5 05 座山塘完全报废
,
如兴宁县石壁水库

,
总库容 1 2 35

.

5

万 m
“ ,
由于水库上游土壤侵蚀严重

, 主流石马河洪水进库含沙量一般达 20 k g /m
3

以上
,

造成石

壁水库 j 忆̀重淤积
,
到 1 9 5 4年的2 6年间

,

水库淤积 5 4 1
.

9万 m
3 ,

占有效库容的 8 6
.

6%
。

(四 ) 自然灾害加剧 粤东日
_

l区 自然灾害加剧
, 以土壤侵蚀严重的韩江上游梅州市为例

。

据

该市梅县资料
,
该地洪灾出现的机 率

,
1 5 2 2一 19 1 1年 约 为 17 % ; 1 0 1 2一 19 4 9年为 1 5 % ; 1 9 5 0一

1 9 8 6年为 39 % ,
洪灾机率有增加的趋势

〔 ` , 。

从 1 9 8 0一 19 8 4年
,

梅州市共发生洪涝 灾 害 23 次
,
受

淹面积 13
。

3万 h a ; 发生早灾 5 次
,

受灾面积 9
.

4万 h a ;
损失粮食 4 7 g 3t

,
各项损失共达 1

.

0亿元
。

汕头市饶平县新丰溪小流域土壤侵蚀严重
,
河床比 20 年前淤高 Z m , 1 9 8 3年 7 月一次暴雨使新丰

均
二

进受 30 0年来第一次水浸
〔 5 ’ 。

(五 ) 小气候环境变坏 土壤的水热状况会因植被破坏
,

土壤侵蚀而发生变化
, 即土壤有机

质
、

粘粒的流失
,

砂粒增加
,
使土壤单位体积的热容量减小

,

地面一方面可 以直接接受太阳的辐

射能
,
另一方而则增加对太阳辐射能的反射率

。

由于植被破坏
,

地表径流增加
,

土壤水分减少
,

土壤蒸发的水分和潜热减少
。

这样就使土壤侵蚀严重的光山秃 岭小气候 环境恶化
,

气温和土温 日

变化和季节变化幅度增大
,
大气和土壤湿度降低

, 气温和土温在夏季白天最热时可达 50 一 60 ℃
。

据在兴宁县 下堡观测
,

侵蚀严重的红色岩类丘陵坡面
,
夏季晴天 的地表温度 可 达 60 ℃ 以 上

。

因

此 ,
植物易受灼干枯

,
而无法生

一

长
。

三
、

防治土壤侵蚀是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关键

粤东山区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
,
还包括了人地比例关系矛盾突出

,
部分水资源受污染等

。

粤

东山区土壤侵蚀导致农业生态环境恶化
,
严重障碍着农林牧业的发展和经济的振兴

。

1 9 8 8年该区

人均国民经济收入不 到全省人均收入的 50 %
。

区内的五华屯龙川
、

丰顺被列为全国 重 点 扶 贫县

(全省有 4 个重点贫困县 )
,
其中五华

、

龙川是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县
。

因此 ,
防治土壤侵蚀

,

是

改善山区农业生态环境
,
促进山区经济振兴与发展的关键措施之一

。

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

粤东山区防治土壤侵蚀
,
应采取 以下几项基本措施

:

(一 ) 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结合
,

以生物措施为主 土壤侵蚀以及与之相关的生 态 环 境 恶

化
,
从根本上来说是植被逆行演替 的结果

,

在我国南方山区尤其是这样
。

因此 , 防治土壤侵蚀
,

恢复生态平衡
,
并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

,
只能通过生物措施来实现

, 这就决定 了防治土壤侵蚀
,

应以生物措施为主
,

但在侵蚀严重的地区 (j 已其是崩岗侵蚀发育地段 ) ,
没有一定的工程措施配

合
, 生物措施难 以实施

,
或者难 以奏效

,
若仅靠谷坊等工程措施

,
其最终将因淤 满 而 报 废

,
为

\ 此
,

只有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
,

做到 以工程促生物
,

以生物护工程
,

并最终 以生物替代工程
,

才能提高综合防治效益
。

区内的梅县
,

从 1 9 8 6一 1 9 9 0年
,
推广工程

、

生物措施相结合 治 理 崩 岚

仅蚀的经验
,
共计治理崩岗侵蚀 20

.

27 k m
“ ,
占全县崩岗侵蚀面积 7 4%

,

使崩岗得到基本控 制
,

下游河床普遍 下降 0
.

5~ l m 〔 “ ’ ,

效果显著
。

(二 ) 洽理与开发相结合 土壤侵蚀严重地区
,

往往人多地少
, 经济落后

,

群众生活困难
。

因此 ,
防治土壤侵蚀

,
不仅在于拦蓄泥沙

,

还要促进生产发展及振兴经济
。

这就需要把治理与开

发结合起来
, 以治理保障开发

,

以开发促进治理
。

建设立体农业
,
是实现治理与开发有机结合的好形式

。

要根据丘陵山区垂直分布的特点
,

建

立合理的生态 (水保 ) 林
、

山腰发展用材林
、

薪炭林
、

经济林
; 山脚较缓的坡地

, 以开发为主
,

搞好梯地工程
,
种植各类果树

,
并利用果间间种经济作物

、

牧草 ; 山下谷地种植 粮 食 作 物
、

养

鱼
、

养鸡
、

养鸭
、

养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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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解决农村能源紧缺问题 粤东山区土壤侵蚀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
就是村民为了获得

一

燃料而过度樵采
, 因而造成植被破坏

。

因此
, 必须通过多种途径

,
切实解决农村生活能源紧缺问

题
,

减少薪柴的消耗量
。

在发展薪炭林的同时应注意搞好节柴灶的推广
,
开发利用煤炭资源

,
开

.

发小水电或微型水电
,
发展沼气和其它新能源

,

都是可行 的办法
。

(四 ) 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粤东山区与我国南方山区其它地区一样
,
人 口密度大

,
人地关系

矛盾十分尖锐
。

要进一步搞好农村计划生育
,
严格控制人 口盲 目增长

,
减缓人 口对 自然环境的压

力
,
是防治土壤侵蚀的重要战略措施

。

(五 ) 以小流域为单元
,

搞好综合治理 小流域是一个相对独立
、

完整的 自然区域
, 同时又

,

是一 个完整 的社会单元
, 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

,

有利于统一领导
、

统一规划
,
同时便于

集中人力
、

物力
、

财力
、

重点进行治理
夕
实现治一片成一片

,

进而搞好整 个流域的综合治理
。

1 9 8 6年以来
,
广东省科学院山区 综合科学考察队与五华县人民政府合作

,

选择该县河子 =1I 新

一村进行国土整治
,

开展综合治理开发试验研究
。

新一村为综合治理的重点
。

该村土 地 总 而 积

1 0
.

2 4 k m
2 , 以丘陵 111地为主夕

治理前 ( 1 9 8 5年 ) 的土壤侵蚀面 积 6
.

3 6 k m
“ ,

占 土 地 总 面 积

心2
.

1% , ,
亏山丘面积 80 % 以 上

。

是粤东山区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地 区之一
。

经过几年 的努力
,

新一

村综合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
,

至 1 9 9 0年底
,

森林授盖率达到 5 5
.

8 %
,

比 19 85 年增长近 20 倍
;
土壤

侵蚀得到初步控制
,

新桥河河床降低了65 c m ;
小气候环境明显改善

,
如侵蚀严重的黄狗坑

,

过去

林木稀少
,
崩岗侵蚀发育

,
夏季酷热难忍

,

如今这种状况明显改善
; 过去被泥沙掩埋的耕地 己基

本复耕
,

农业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 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

。

1 9 9 0年
,
该村粮食总

J

产量达 6 88七, 比 19 85 年增长了35
.

7 % ; 果树种植面积和水果产量
,

分别比 1 9 8 5年增 加 36 8倍和 83

猪 ( 目前果树仅部分进入挂果期 ) ; 生猪饲养量和猪肉上市量
,
分别比 19 85年增加 1

.

0 倍 和 1
.

3

猪 ; 农业总产值比 1 9 8 5年增加 4
.

0 5倍
,
人均经济收入 1 0 0 2元

,

比 1 98 5年增加 2
.

9 9倍 ( 19 9 0 年 农

业产值
、

人均经济收入按当年价值计算 )
。

以上可喜的变化
,
充分说明了小流域综合治理是治理

开发丘陵山区的成 功经验和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
。

四
、

结 语
我国南方丘陵山区

,

特别是粤东丘陵山区
,

由于降雨量较多
,

年均降雨见 1 6 00 一 2 100 m m ,

且 70 %以
_

l二降雨量集 中在 4 ~ 9 月
,
降雨强度大

,

因而土壤侵蚀强度较大
,
加之风化壳较薄

,
表

土层更 薄
,
所以

,
侵蚀的危害及后果较之黄土高原 (具有深厚黄土层 ) 更为严重

。

由于侵蚀物质

质地较粗
,

悬移质比例小
,
推移质比例大

夕 泥沙输移 比小 (一般小于 0
.

4) ,
被冲刷的大 贫 泥沙

就近或沿途滞留
,
造成江河

、

山塘
、

水库严重淤积
,

并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

而影响作物的生长发

育
。

为 了改善丘陵山区农业生态环境
夕 防治土壤侵蚀是关键所在

夕 因此
,

今后要继续坚持以小流

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
,

实行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
, 以生物措施为主

,
把综合治理与开发

结合起来
,
是 防治土壤侵蚀

,

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根本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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