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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该文论述了江南红色丘陵区水土流失现状及危害
,

并对引起水土流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

指

出
:

该区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对森林的过度采伐和不合理的农林耕作制度
。

笔者针对这一特点
,

提出其治理途径应以农村能源建设为出发点
,

以稳定粮食生产为基础
,

大力改造和开发利用现有

林业用地
、

荒山荒坡和侵蚀劣地
,

增加林草植被
,

改善生态环境
,

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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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区 域 概 况

江南红色丘陵区位于长江中游右岸
,

一级支流湘江
、

资水的中游和赣江的中上游
,

涉及湖南
、

江

西两省
。

该区境内丘岗连绵
,

盆谷镶嵌
,

绝大部分地 区海拔在 50 0 m 以下
,

是一个以丘陵岗地为主
,

间有平原
、

阶地和低山的组合地貌地区
。

其中的衡阳盆地面积 6 o 0 k0 m
, ,

是我国江南丘陵区的较大

盆地之一
。

成土母质母岩类型较多
,

主要有紫色 页岩
、

紫色砂页
、

花岗岩
、

变质岩和第四纪红土
,

发育

成的土壤多为红壤和紫色土
。

本区属我国中亚热带的典型地段
,

气候温暖
,

雨量充沛
。

年平均气温 16
.

6一 18
.

5℃
,

极端最高

气温 43 ℃
,

最低气温一 n
一 3 ℃

,

日温大于 10 ℃的积累 5 5 05 ~ 5 881 ℃
,

无霜期 2 50 天以上
。

年平均

收稿日期
: 19 9 3一 0 1`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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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量 1 3 2 2~ 1 5 5 l m m
,

但年际变化大
,

时空分布不均
,

最小 9 2 2
.

s m m
,

最大 2 5 9 5m m
,

一般 4一 6

月降雨量占全年的 50 %一 60 %
,

7~ 9 月则受副热带高压控制
,

气温 显著上升
,

日照时数增多
,

降雨

锐减
,

天气酷热
,

往往造成干旱
。

江南红色丘陵区分布于湖南
、

江西两省的中南部
,

含 8 个地 (市 )
,

54 个县 (市
、

区 )
,

总土地面积

10
.

9 2 万 km
, 。

其中包括江西省的赣州
、

吉安两地区
,

31 个县 (市 )
,

总土地面积 6
.

54 万 k m
, ;
湖南 省

的衡阳市
、

娄底地区
,

邵阳市的邵阳
、

新邵
、

邵东
、

隆回四县
,

益阳地区的安化
、

桃江两县
,

以及湘潭市

的湘乡县和 长沙市的宁乡县
,

共 23 个县 ( 区 )
,

土地总面积 4
.

38 万 km
Z 。

该区 1 9 9 0 年总人 口 为

2 9 1 4
.

7万人
,

其中农业人 口 2 5 5 4
.

1 5万人
,

农村劳动力 1 3 2 4
.

7 5万人
,

人 口平均密度 2 6 7 人 / k m
, ,

其中湖南部分高达 4 07 人k/ m
, ,

人均占有土地 5
.

62 亩
,

人均耕地 0
.

8~ 0
.

98 亩
,

人均产粮 3 94 ~

4 3 7 k g
,

农村人均收入 5 2 1一 5 6 0元
。

二
、

水土流失现状及危害

(一 )水土流失现状 据江西
、

湖南两省的调查统计
,

该区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肠 5 6 4 km
, ,

占土

地总面积的 24
.

30 %
,

其中轻度水土流失面积 10 6 09
.

OkZ m
, ,

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39
.

9纬
;
中度水

土流失面积 7 5 3 5
.

9 1 km
2 ,

占 2 8
.

4% ;
强度水土流失面积 4 3 7 2

.

7 I k m
, ,

占 1 6
.

5% ;
极强度水土流失

面积 2 5 18
.

87 k m
, ,

占 9
.

5% ;剧烈水土流失面积 1 52 7
.

3 k6 m
, ,

占 5
.

7%
。

强度以上的水土流失面积

8 4 1 8
.

9 4 km
, ,

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3 1
.

7%
。

以分省计算
,

江西省部分水土流失面积 14 8 12k m
, ,

占该区水土流失面积的 55
.

76 %
;
湖南省部

分水土流失面积 1 1 7 5 k2 m
, ,

占 44
.

24 %
。

其水土流失的共同特点
:

一是水土流失面积与流失强度均

位居省内之首
,

为最严重地区
。

江西省部分的水土流失面积占全省水土流失面积的 43
.

3%
,

为都阳

湖的主要产沙区
;
湖南省部分也居省内六大类型区之首

;
二是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花岗岩

、

红砂岩

和紫色砂页岩地 区
,

其水土流失面积占到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67 %
,

且多为中强度以上水土流失
,

治

理难度大
, “

江南沙漠
”

的说法即源于此
; 三是产生水土流失的地类主要是荒山荒坡和疏幼林地

,

坡

耕地的水土流失占很小比重
。

但两省又有不同的特点
:

江西省部分水土流失以强度以上为主
,

其水

土流失面积占整个水土流失面积的 41
.

1% ;
沟蚀和崩岗发育

,

其崩岗是长江流域的主要分布区
,

侵

蚀模数常常大于 1 5 0 00 t/ (k m
, · a )

,

侵蚀量大
、

危害严重
。

湖南 省部分水土流失以中度为主
,

强度以

上流失面积仅占 19
.

9%
;土壤侵蚀类型主要为面蚀

、

片蚀
、

沟蚀作用明显
,

伴有崩岗发生
。

(二 )水土流失危害 区域内日趋严重的水土流失
,

给农业生产
、

经济建设及人民生活带来了严

重的威胁
,

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

水土流失使土壤养分流失
,

土层变薄
,

地力不断下降
,

裸岩裸土面积 日益扩大
,

给农业生产带

来了巨大损失
。

据在宁乡县伪山乡伪 山村测定
,

坡耕地耕种 3 年后
,

速效氮
、

磷
、

钾
,

A 层分别下降了

2 9%
、

6。%和 2
.

2%
; B 层分别下降了 8

.

7%
、

“
.

5%和 33
.

3%
;
衡阳市测算全市每年土壤流失量达

1 6 7 7万 t ,

相当于 6
.

9 万亩耕地 1 7c m 厚的耕作层
,

损失有机质 37
.

69 万 t
,

全氮 2
.

72 万 t
、

全磷

2
.

7 2 万 t
、

全钾 30
.

4 万 t
。

赣州地 区因水土流失使地力下降
,

生长 10 年以上的马尾松只有 33 ~

6 c7 m 高
,

每亩生产量不足 。
.

l m
, ,

林业产值 3
.

23 元
,

而水土流失严重的兴国县每亩林业产值仅 1
.

6

元
,

许多山地已发展到种粮难收
、

种树难活的地步
。

特别是花岗岩
、

红砂岩
、

紫色页岩等区
,

已经是红

沙漫漫
,

白沙岗连绵
,

该区裸岩裸土面积已达到了 23 1
.

6 万亩
。

由于对山地坡面开发利用的不合理
,

因而没有充分发挥山地农业自然条件的多种优势
,

逐步使山地农业生态环境恶化
。

2
.

水土流失带来的大量泥沙
,

使河床抬高
,

淹没 山下的 田土
,

淤塞塘堰
、

水库
,

缩短水利水保工

程寿命和降低效益
。

1 9 8 8 年秋季
,

安化县一场
`

洪灾
,

冲走禾苗 3 6 54 亩
,

水冲沙压农田 5 3 00 亩
,

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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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 山塘河坝 3 9 5 0 处
,

倒塌房屋 1 94 间
,

死伤 38 人
。

据对全县 16 0 35 处塘坝调查
,

泥沙淤积量约

45 4 万 m
, ,

占塘坝容水量的 22
.

23 %
。

资水千流的水电枢纽工程拓溪水库
,

泥沙淤积已超过 l 亿 而
,

目前坝前淤深约 4m
,

库尾在 6m 以上
,

形成了巨大的拦门沙体
。

1 9 8 8 年秋汛
,

新化县白沙镇水位达

到 1 71 m
,

超出设计最高回水位 0
.

7m
,

淹没耕地 4
.

67 万亩
,

房屋 52 7 间
,

损失严重
。

赣江上游的梅

江
、

平江等支流河床近二三十年来抬高了 Zm 多
,

河面拓宽 40 一 50 m
,

已无法通航
。

赣县 自 1 9 5 8 年

以来
,

修建小 ( l )型水库 43 座
,

总库容 “ 0
.

8 万 m
3 ,

到 1 9 8 0 年 已损失库容 1 56
.

2 万 m
, ,

占总库容

的 24 %
,

其中有 9 座 已淤满失效
。

宁都县东 山坝乡政府所在地及附近几个村庄
,

因位置低于河床而

常遭水灾
,

被迫搬迁
。

3
.

水土流失使生态环境恶化
,

山区小气候变异
,

导致旱涝灾害机率增加
,

灾情加重
,

人民生活贫

困
。

新化县 1 9 5 0一 1 9 7 0 年共发生旱灾 7 次
,

机 率为 3 5% ; 1 9 7 1一 19 8 0 年发生旱灾 8 次
,

机率为

8 0肠
; 1 9 0 0 ~ 1 9 5 0 年 5 0 年间发生水灾 2 次

,

机率为 4% ; 19 5 1 ~ 1 9 8 0 年 3 0 年间发生水灾 7 次
,

机率

增加到 23 %
。

宁都县 1 9 5 7一 1 9 8 0 年发生水旱灾害 32 次
,

受灾农田面积达 329
.

3 万亩
,

年均受灾面

积 13
.

8 万亩
。

赣州地区的落河 田 (田面低于河床的田地 )现 已有 60 多万亩
,

比 50 年代初增加了一

倍
,

这些农田因渍水排不出去
,

土壤发生次生潜育化
,

粮食产量下降
。

据典型调查
,

落河田亩产要比

原耕地亩产降低 1 4/ 到 1 3/
。

赣州地 区仅此一项
,

每年要减收粮食 。
.

6一 0
.

8 亿 k g
。

吉安
、

赣州两地

区的乡镇中有特困乡 2 58 个
,

占全省特困乡的 65 %
,

农村人均收入属全省 11 个地 (市 ) 中最低
。

三
、

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

引起水土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除了本区特定的降雨充沛且分配不均
,

存在大量花岗岩
、

紫

色砂页岩
、

红砂岩等易风化侵蚀基岩等不利的自然因素外
,

大量事实证明
,

人为不合理的生产经营

活动
,

是产生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
。

(一 )森林过伐是引起水土流失的根本原因 由于多年来的过量采伐
,

尤以滥伐毁林最为严重
,

致使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

加之未及时营造补植
,

加剧了水土流失
。

据江西省林业部门的统计
,

林

业采伐量超过生长量的 30 写以上
,

采伐迹地只有 29
.

2%得到 了更新
,

而 70 %以上 的采伐迹地变成

了荒地
、

流失地
。

在现有林地中
,

也由于大量砍伐
,

存在有 1 8
.

6%的稀疏林地
。

湖南 省安化县由于人

口的迅速增长
,

人均耕地越来越少
,

导致了乱砍滥伐
、

陡坡垦种十分普遍
,

仅 60 年代全县林区农民

就毁林开荒达 56 万亩
。

过伐造成森林资源破坏
,

大多数退采在边远山区和支流源头
,

而在低岗丘陵

区
,

或成稀疏残林
,

或成荒山荒坡
,

或成坡耕地
,

或成裸岩裸土
,

山地植被呈现 了森林~ 稀疏残林 ,

荒 山荒坡 ~ 坡耕地 ~ 裸岩裸土的演替发展方向
。

如对衡阳县赤水流域的调查
,

该流域低山丘岗面积

3 9 7 6 1亩
,

郁闭度大于 5 0 %的有林地 7 2 3 8 亩
,

仅占 1 8
.

2乡石;
疏残林地达 1 5 6 4 5 亩

,

占 3 9
.

3%
;
而

荒山荒坡面积高达 16 878 亩
,

占低山丘岗面积的 42
.

5%
。

这就是 目前该区普遍存在的
“

荒山荒坡

多
,

稀疏残林多
”

的现状
。

另外
,

目前林种不合理
,

用材林比重大
,

占 85 写以上
,

防护林
、

薪炭林比重过小
,

只有 5%左右
。

同时在更新后的人工林中
,

松
、

杉纯林占 90 %以上
,

林相单一
,

林层单薄
,

地面缺乏灌草覆盖
,

不但

土地资源未充分利用
,

而 且也不能充分发挥森林的生态功 能和有效控制水土流失的作用
,

出现了
“
远看绿油油

,

近看水土流
”
的现象

,

其保水保土效益十分有限
,

群众的生活能源得不到很好解决
,

乱

砍滥伐屡禁不止
。

据衡阳市统计
,

有 90 %的农户缺柴烧
,

其中缺柴三个月以上的占 70 %
,

因此
,

只好

向山上要柴
,

砍林木
、

铲草根
,

加剧了水土流失
。

(二 )不合理的农林耕作制度加剧了水土流失

1
.

坡耕地顺坡耕作
,

粗放经营
,

重用轻养
,

甚至轮垦撩荒
,

土 壤流失严 重
。

该 区现有坡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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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5
.

63 万亩
,

其中大于 25
。

的有 n s 万亩
,

主要在湖南境内
。

据邵东水土保持试验站测定
,

20
。

的沙壤

土坡耕地
,

平均年土壤侵蚀模数 6 s ls t (/ k m
, ·

a)
,

25
。

的达 7 7 2 4 t (/ k m
, ·

a)
,

丰水年可高达

1 0 4 2 7t / ( km
’ ·

a) ;
顺坡耕种的坡地 比横坡耕种的坡地土壤流失量大 72 % ~ 97 %

。

2
.

炼山全垦整地造林
,

毁掉了大量灌丛植被
,

人为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

这种现象在南方非

常普遍
。

仅邵东县毛荷殿区
,

70 年代全垦挖山造杉木林 4
.

21 万亩
,

致使河流泥沙量增加了 2
.

2倍
。

3
.

经济林经营粗放
,

片面推广顺坡全垦抚育方法
,

不仅未达到增产的目的
,

反而导致大量的土

壤流失
。

现有 1 6 2 2
.

2 万亩油桐
、

油茶等经济林
,

每年平均流失表土 1~ cZ m 左右
,

约流失土壤

5 4 07 万 t左右
,

部分林地表土已流失殆尽
,

产量很低
,

油桐
、

油茶的单产仅 2
.

5一 4k g
。

(三 )工矿生产忽视水土保持 近年来
,

由于开矿
、

修路
、

建厂
、

采石等建设活动没有采取水土保

持措施
,

盲 目扩大开挖面
,

随意堆放弃土
、

尾砂和矿渣
,

造成了新的水土流失
。

据衡阳市抽样调查
,

县

(市 )管理 的 9 个重点厂矿年开挖土石方量 10 0 44 万 t ,

土壤流失量约为 ”
.

99 万 t ; 乡镇管理的厂

矿
,

年土壤流失量约为 15
.

48 万 t ;
建筑业近三年占地 3 375

.

2 万 耐
,

搬动土石方量 3 30 万 m
3 ,

土壤

流失达 49
.

4 万 t
。

全市每年造成的土壤流失量还比两年内治理小流域拦蓄的泥沙量 12
.

6 万 t 还要

多
。

常宁县西岭锡矿 1 9 8 4 年兴起群众采矿热潮
,

有 8 0 00 人 日夜采矿
,

推积的砂砾堆 300 余座
,

最

大的 2 0 00 多 m
3 ,

雨后河水乱流
,

洪水泛滥
。

衡南县川 口钨矿每年开采矿石量 20 万 t 以上
,

弃土弃石

3 万 t ,

破坏植被 2 7 10 亩
,

毁坏幼苗 43 0 亩
,

淤塞灌溉渠道 n 条
,

水冲沙压农田 8 20 亩
,

淤塞塘坝

2 7 座
,

沙压报废水电站 1 座
,

价值 n 万元
,

每年使下游的龙溪桥水库 淤沙 3 万 m
3 ,

20 年来减少库

容 80 万 m
3 。

新建
、

扩建
、

改建公路及修建乡村级等外公路造成的水土流失也不容忽视
,

地表破坏和

泥沙流失十分严重
,

群众反映说
: “

公路修一片
,

山林倒一片
” 。

衡阳市近几年乡村简易公路每年增加

约 Z o o km
,

据抽样调查每年新增的土壤流失量约 54
.

4 万 t
。

四
、

防治水土流失的途径

本区丘陵
、

岗地连绵分布
,

丘间多宽谷
,

河网发育
,

有大量的冲积平原
,

水热条件好
,

除部分县之

外
,

绝大多数县 (市 )粮食问题已得到解决
,

湖南地区还是该省内的主要产粮区之一
。

目前该区存在

的主要问题是
:

疏残林地
、

荒山荒坡和侵蚀劣地的比重大
,

薪柴奇缺
,

燃源矛盾突出
,

水土流失严重
.

针对其特点
,

治理的对策应 当是
:

稳定粮食生产面积
,

大力改造和开发现有林业用地
,

荒山荒坡和侵

蚀劣地
,

增加林草植被
,

发展经济林果
,

解决燃料短缺
,

改善生态环境
,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

其治理途

径主要有
:

(一 )以农村能源建设为出发点
,

预防产生新的水土流失 解决群众的燃料紧缺困难
,

既是保护

好现有植被
,

减轻 山林压力
,

防治水土流失的关键
,

也是其它林草措施能否落实与成功的关键
。

因

此
,

该措施至关重要
。

采取的办法应当是开源和节能结合
,

预防和治理并举
。

要鼓励和支持群众以

气 (沼气 )代柴
,

以煤代柴
,

以电代柴
,

全面推行节柴灶
,

发展甘蔗等高杆高效经济作物
,

发动群众利

用房前屋后
、

田角地头大种芭茅
、

胡枝子等速生灌草
,

以解决群众的烧柴难问题
,

促进管护工作的顺

利开展
。

(二 )对现有疏残林地
、

灌丛荒坡等中轻度流失区
,

实行全面封禁和补植造林相结合的方法 该

区水热条件良好
,

在禁止人畜上山破坏的前提下
,

全面封禁是一项实现 自然恢复植被的费省效宏的

好形式
。

对疏残林地和荒坡应进行飞播造林和人工补植
,

飞播造林的树种要针阔混交
,

人工补植的

应穴垦整地
,

树种以阔叶树和豆科灌木为宜
,

力求改变当前马尾松
、

杉木等针叶纯林多
,

林相单一
,

土质差的现状
,

克服
“
远看绿油油

,

近看水土流
”

的现象
。

(三 )花岗岩
、

紫色砂岩及红土劣地等强度流失区
,

应以工程措施为先导
,

以草奠基
,

以灌过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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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乔定型
,

走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的路子
,

营造乔
、

灌
、

草相结合的水土保持林 工程措施因

山就势
,

因害设防
。

坡度在 2 50 以上的水土流失区
,

采取等高布设竹节水平沟
,

其设计标准一般为十

年一遇一 日暴雨
,

若处在暴雨 中心地带
,

则应采用十年一遇三 日暴雨
。

竹节水平沟沟深一般 0
.

8一

1
.

o m
,

沟底宽 。
.

6一 0
.

s m
,

长 4m 左右
,

沟内每隔一定距离设一土挡
,

坡面间距 4 ~ 7m
,

上下呈品字

型布设
,

可起到很好的蓄水拦沙作用
。

15 ~ 2 5
。

的坡面
,

以修筑反坡台地为主
,

田面宽 2一 3m
,

田面向

内倾斜 3一 5
。 ,

并配置坎下沟
,

沟深 0
.

3~ 0
.

4m ; 对坡面较长的山地
,

可每隔一定距离配设竹节水平

沟
,

以加强台地的防冲拦蓄能力
。

林草措施贯彻适地适树适草的原则
,

草灌先行
,

乔灌草结合
。

在竹节水平沟内或台地之上
,

种植

阔叶乔木与灌木混交林
;
在坡面上

,

优先发展灌木和草
,

二者成带状相间混交
,

带宽 1
.

Om 左右
,

在

种植 3 年左右后
,

在草带中种植针叶树
。

乔灌的种植密度
,

依据 目前立地条件极差 的现状
,

必须增

加
,

否则幼树难以郁闭成林
,

起不到积累枯枝落叶
·

,

改良土壤和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
。

据我们在兴国

县塘背小流城的试验研究
,

阔叶树每亩植 2 50 株左右
,

针叶树每亩植 80 0 株左右
,

灌木每亩植 1 0 00

株左右较为适宜
。

(四 )紫色页岩和一级林业用地流失区
,

要走治理与开发利用相结合的路子 紫色页岩矿质营

养元素丰富
,

容易风化利用
。

一级林业用地
,

坡度平缓 (一般在 1 5
。

以下 )
,

土层较厚
,

土壤 比较肥沃
。

因此
,

均应采取工程措施
,

将其修整成水平梯田
,

田面宽应大于 3 m
,

并配置坎下沟
,

地埂边种植灌草

带绿化固土
。

修成的梯地要大力发展经济果木
,

因地制宜的建成名
、

优
、

特
、

贵的经济林果基地
,

走出

一条开发性治理的路子
,

力争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

达到 以治理促进开发
,

帮助群众脱贫致富
,

以开

发促进治理
,

加快防治水土流失步伐的目的
。

种植经济林果的同时要与间作套种绿肥相结合
,

以改

良土壤
,

提高产量
。

(五 )对崩岗和侵蚀沟道
,

采取沟坡兼治 其治理模式为上截
、

下堵
、

内外绿化
。

在崩岗或沟道的

顶部和两侧
,

离边缘 3一 s m 处
,

开挖排水沟
,

截引地表径流到其它地方
,

再栽植高密度的草
、

灌
、

乔

相间混交林带
,

防止暴雨集流冲刷
,

制止沟头发展
,

形成沟头工程防护体系
;
在崩岗或沟道的内侧

,

应削坡逐级绿化
,

大力种植灌草
;
在崩岗的岗口或沟道底部

,

修建土谷坊或石谷坊
,

拦截泥沙
,

抬高

侵蚀基准面
,

同时营造以速生树种为主的沟底防冲林
、

沟岸防护林
,

达到防止沟底下切及沟岸扩张

的作用
。

这种综合防治工程体系形成后
,

将有效地控制泥沙下 l曳
,

稳定崩岗和侵蚀沟道发育
,

保护

下游农田和延长水利工程寿命
。

(六 )搞好现有坡耕地的治理
,

稳定农业用地和粮食生产 本区粮食问题基本解决
,

但从长远发

展的角度来讲
,

粮食生产仍不容忽视
。

对现有基本农 田中 80 肠左右的受低渍潜育化危害的中低产

田土
,

要改造成高产稳产农 田
,

这是发展与稳定粮食生产的关键
。

对现有坡耕地中小于 25
。

的一律

改造成水平梯地
,

有条件的地方可一次性改成水 田
;对 2 5

。

以上的坡耕地
,

应通过林粮间作和保土

耕作等过渡措施
,

逐步还林退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