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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亚热带山地丘陵区特征

及开发中的有关问题

周秉根 姚 敏

(安徽师范大学地理系
·

芜湖市
·

2 4 1 0 0 0)

提 要

我国亚热带山地丘陵区
,

山多地少
、

人 口众多
、

经济基础薄弱
,

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

障碍着

区内经济的发展
.

区内开发应按照以下几个方面搞好
:

1
.

协调山一林一地一人的关系
; 2

.

调整

粮食一林牧一副渔关系 ; 3
.

改善生产一生活一生态环境 ; 4
.

提高生态一经济一社会效益
。

关健词
:

亚热带山地丘陵 区 区域特征 区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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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概 况

我国亚热带地区属于阿里索夫所分类的亚热带东岸气候型 (即亚热带季风气候型 )
。

位于秦

岭
、

淮河以南
,

青藏高原以东
,

雷州半岛以北的广大地区
,

总面积约 2 00 万 k m
, ,

人 口 5 亿多
。

现有

耕地 3 3 3 3
.

3 万 h m
, ,

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1 4/
。

林地 5 5 3 3
.

3 万 h m
, ,

占全国林地面积的 45 %
。

境

内自然条件优越
,

气候温暖湿润
,

地貌
、

土壤类型多洋
,

生物资源丰富
,

适宜发展多种经济
,

具有很

大的生产潜力
,

是我国农
、

林
、

牧
、

土特产品的主要产区
。

粮
、

棉
、

油产量分别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5 5 %
、

40 %
、

6 0 %
。

稻谷产量约占全国的 70 %
。

同时
,

也是全国三大林区之一
。

因此
,

亚热带地区

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
。

【
}文搞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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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亚热带地区
,

山地丘陵面积约占 70 % ~ 80 %
,

是我国亚热带主体
。

区内由于自然环境

复杂
,

地区差异大
,

在开发利用中曾有失误和遭受挫折
,

生态环境恶化
,

是我国生态平衡失调地区

之一
。

加上人多地少
,

经济基础薄弱
,

人民生活水平较低
。

因此
,

合理开发亚热带山地丘陵区是我

国亚热带地区开发的重要课题
。

二
、

亚热带山丘区基本特征

(一 )山多地少
,

区域优势未能发挥

区内山丘面积大
、

类型多
。

根据海拔高度可分为
:

缓岗
、

低岗
、

高岗
;
缓丘

、

低丘
、

高丘
;
低 山

、

中

山和高 山
。

加上外营力作用
,

包括剥蚀
、

溶蚀
、

寒冻剥蚀侵蚀作用等
;
切割程度包括浅切割

、

中切割

和深切割
;
岩性的差异包括石灰岩

、

酸性岩和变质岩等
; 以及坡度

、

坡向
、

植被和土壤类型的不同
,

使 山地的 自然条件差异很大
,

决定了山地开发的不同方向和途径
。

区内山场面积大
,

但耕地面积小
,

山丘 区农业人 口 人均耕地不到 0
.

07 h m气例如
,

安徽省大别

山区人均耕地 0
.

o hs m
Z ,

皖南山区人均耕地 0
.

06 h m
2 。

耕地少但坡耕地多
,

在耕地中大约有 50 %

以上的耕地是分布在坡地上
。

区内虽然山场面积大
,

但林牧业生产水平仍较低
.

从农业生产结构看
,

仍然以种植业为主
,

一

般种植业产值要占农业总产值的 2 3/ 以上
。

例如
,

黄山市 1 9 9 1年农业总产值 1 1 9 4 32 万元 (按当

年价格计算
,

下同 )其中种植业产值 57 8 27 万元 (占 48
.

4 % )
,

林业产值 21 8 69 万元 (占 18
.

3 %
,

牧

业产值 4 8 4 3 2万元 (占 2 3
.

8 % )
,

副业产值 9 6 6 6万元 (占 8
.

1 % )
,

渔业产值 1 6 3 8 万元 (占 1
.

4 % )
。

由此可 见
,

区内山场面积大
,

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尚未发挥
,

致使多种经济门路不广
,

影响山丘区

经济的发展速度
。

(二 )人 口多
、

素质差
、

障碍经济发展

亚热带山丘区面积占亚热带面积的 70 %一 80 %
,

人 口 占亚热带地 区总人 口的 60 %左右
,

区

内平均人 口密度为 2 10 人 k/ m
Z 。

由于区内人 口 主要集中在河谷平原
、

山间盆地和缓坡地带
,

使这

些地区人 口过于集中
,

人口密度较大
。

例如
,

安徽省款县南乡是个 山区
,

但人口密度却高达 2 21 人

k/ m
Z

加上计划生育工作未能全面落实
,

致使人 口增长过块
。

据初步统计
,

在众多的人 口中
,

文盲

和半文盲人 口数约占总 人 口的 25 % ~ 55 %
。

地方甲状腺肿大
,

克汀病
、

克山病
、

氟中毒等疾病严

重
,

有些地区某种疾病的发病率高达 10 %一 30 %
。

这种人 口 数量
、

质量现状
,

严重障碍了亚热带

山丘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

(三 )经济基础薄弱
,

贫困面积大

亚热带山丘区经济发展水平低
,

产业结构不合理
,

商品流通性差
,

财政收支不平衡
,

人均收入

少
。

据统计
,

在我国亚热带 山丘区约有 93 万 k m
Z

面积的人 口仍处于贫困境地
,

约占亚热带总面

积的 4 6
.

5 %
。

贫困地区耕地约 1 1 5 5
.

9 8 万 h m
, ,

人 口 1 6 7 9 7
.

4 万人
,

占亚热带总人 口的 3 3
.

6 %
,

贫困地 区中约有 12
.

3 %的人口年平均收入 低于 150 元
。

(四 )生物资源丰富
,

破坏严重
,

环境恶化

我国亚热带地区生物资源极为丰富
。

全国有种子植物 3 万种
,

其中半数分布在亚热带地区
。

区内不但形成 了以常绿阔叶林等为主的地带性植被
,

还有许多著名的刁遗植物
、

特有种和残留植

物
。

还有亚热带特有的经济林
,

如柑桔
、

油桐
、

油茶等
。

亚热带地区动物种类约占全国半数以上
,

其中有许多属于珍贵稀有动物
。

亚热带丰富的生物资源主要是分布在亚热带山丘地区
,

因此
,

亚

热带山丘区是我国生物资源丰富的地区之一
。

但 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利用
,

亚热带 山丘区生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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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很大
,

环境严重恶化
,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

1
.

森林覆盖率大幅度下降
。

例如安徽省大别 山区
,

19 5 7 以年前森林覆盖率为 60 %以上
,

目前

下降到 49
.

5 %
。

皖南山区解放初期森林覆盖率高达 60 % ~ 70 %
,

目前下降到 3 1
.

8写
。

四川省 50

年代森林覆盖率为 1 9
.

0 %
,

目前却下降到 1 3
,

3 %
。

2
.

动
、

植物资源数量和种类减少
,

许多珍稀 动物属种濒于灭绝
。

如大别山盛产野生夭麻
,

现已

罕见 ;
梅花鹿

、

察也已基本绝迹
。

3
.

水土流失严重
。

据中国科学报 1 9 9 4 年 1 月 7 日报道
,

中国东部湿润
、

半湿润地区流水侵蚀

面积约 43
.

6 万 k m
, ,

其中强烈以上的侵蚀面积约占 20 % ~ 35 肠
,

而且
,

仍在继续发展中
。

如江西

省土壤侵蚀面积 已从 50 年代的 1
.

1 万 k m
Z ,

增加到 80 年代的 4
.

56 万 k m
Z 。

广东
、

湖南
、

福建等省

从 50 年代到 8 0 年代土壤侵蚀面积分别由 0
.

7 4 万 k m
Z 、

1
.

9 0 万 k m
,

和 0
.

4 5万 k m
z

增加到 1
.

1 4

万 k m
Z 、

4
.

7 2 万 k m
,

和 2
.

1 1 万 k m
Z 。

皖西大别 山区和豫南大别 LIJ 区也分别增加 T 1
.

7 4 倍和

1
.

8 5 倍
。

强烈的流水侵蚀
,

导致表土和土壤营养物质大量流失
。

据统计
、

浙
、

赣
、

湘
、

闽
、

粤等 省
,

以

及豫南
、

皖西和鄂东北地区
,

每年共流失表土 62 56 2
.

9 万 t
,

其中流失有机质约 9 38
.

46 万 t
,

氮
、

磷
、

钾等无机养分约 9 82
.

33 万 t
。

南方山地丘陵严重侵蚀 区
,

土壤 A 层全部被冲失的面积约达

20 %一 4 0 %
。

仅福建沿海一带
“
红色荒漠化

“

的裸地达 5
.

5 万 h m
Z 。

三
、

区域开发中的有关问题

(一 )协调山一林一地一人之间关系

我国亚热带 山丘区山地面积大
、

类型多
。

原来广阔的山丘地区林木葱郁
,

森林密布
,

由于不合

理的开发和过多的人 口
,

山林大部分遭受破坏
,

森林面积较大幅度锐减
。

林相特征有了很大的变

化
,

原始森林基本砍伐殆尽
,

多次生林
、

灌丛林
、

次生灌丛和草山草坡
,

不少山地实际上是荒山秃

岭
.

耕地面积小
,

多坡耕地
,

水土流失严重
。

由于大量施用化学肥料
,

土壤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
,

土壤营养物质大幅度下降
,

土壤结构粘重板结
.

地力下降
。

在众多人 口
、

且素质较差的状况下
,

土

地越来越承受不了人 口 巨大的压力
,

这种人地矛盾
,

并 由此引起的环境恶化
,

尚有发展趋势
。

不解

决好这对矛盾
,

位于回归沙漠带上的我国亚热带地 区沙质化现象将可能发生
,

贫穷面貌也不易改

变
。

为此
,

必须协调好山一林一地一人之间的关系
。

1
.

山地的利用与保护
。

根据山地的类型
、

特 征和 目前的利用现状
,

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 山地
。

其利用方向应以林牧业为主
,

结合山区资源特征
,

发展以生产山区土特产品为主的生产部门
。

对

深山区
、

半山区应有不同的利用方向
。

逐步建立一个由自然林
、

次生林
、

灌丛林
、

人工林等多层次

的立体山地开发体系
,

改造荒山荒坡
,

逐步消灭沙质化土地
。

提高林
、

牧
、

副业生产水平
,

发挥山场

面积大的优势
。

2
.

植树造林
,

以封管为主
。

区内的落叶阔叶一常绿阔叶混交林
、

常绿阔叶林和季风常绿阔叶

林为地带性顶极群落植被
,

虽然而积小
,

但属于 自然生态系统
,

要严加保护
。

对次生林
、

灌丛林
、

次

生灌丛
,

应以封管为主
,

根据亚热带的水热条件
,

封管 5 ~ 8 年可逐步向顶极群落演化
。

对有林地

一般不宜全垦培植人工林
。

植树造林应安排在无林山丘地 区
,

坡陡土质差的 山地应修筑水平梯

地
。

山地绿化一般可实行梯级绿化
.

逐步改善生态环境
。

土壤肥沃
、

坡度小的幼林地
.

可实行以豆

科作物为主的林粮间作
。

人工林应改变以马尾松
、

杉木为单一林种的局而
.

实行针阔混交
,

乔
、

灌

木混交
,

改变人工林结构单一的局面
。

在村前屋后应营造护林
.

美化环境
,

提高木材产量
。

发展沼

气
、

改用省柴灶
.

利用桑条
、

桔秆
、

木屑等资源
,

解决农村能源
,

减轻 人口 对山林的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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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节约耕地
,

提高土壤肥力
。

在我国亚热带 山丘区虽然有一部分宜垦荒地
,

但数量有限
,

而且

大多数分布在边远地区
。

目前基建
、

修路
、

农村 建房
、

修坟等占用耕地现象严重
,

耕地面积大幅度

下降
。

例 如 1 9 4 9 年安徽省金寨
、

霍 山
、

岳西 3 县耕地 6
.

78 万 h m
Z ,

人 口 73
.

9 万人
,

人均耕地

0
.

o 9 2 h m
, ; 1 9 8 5 年 3 县 耕地减少到 6

.

49 万 h m
, ,

人 口却增加 到 12 9
.

82 万 人
,

人均耕地 仅

0
.

o s h m
, 。

对一些不宜耕种的陡坡旱地应退耕还林
、

还茶
、

还桑
。

由于不少地区土地质量下降
,

低

产土壤面积广
,

生产水平较低
。

随着人 口的增加
,

人均耕地面积还有减少的趋势
。

在人均不到一

亩地的情况下
,

改善群众生活确实难度很大
。

因此
,

在节约耕地的同时
,

适当扩大耕地
,

部分退耕

的情况下
,

应重点改 良土壤
,

提高土壤肥力
.

其途径是深翻改土
、

扩大绿肥和农家肥等有机肥料
,

改变土壤的理化性质
,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1 9 8 5 年亚热带 山地丘陵区按播种面积计算
,

每 hl m
Z

地产粮食 4 。”
.

s k g
,

复种指数 1 81
.

1 %
,

耕地平均每 hl m
,

地产粮食 7 42 5
.

k0 g
.

高产量与低产量

耕地亩产相差 2
.

5 倍
。

由此可见
,

耕地的生产潜力是大的
。

4
.

控制人 口数量
,

提高人 口 质量
。

造成区内人口增长过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主要是国家人

口政策曾有失误
,

多子多福
,

重男轻女等封建思想根深蒂固
。

经济贫困
,

文化落后
,

致使计划生育

工作不能全面落实
。

人 口增长情况地区差异大
,

并呈现人 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呈负相关关系
。

人 口

数量增加
,

又严重影响人 口 质量的提高
,

从而障碍经济的发展
。

为了解决人口问题
,

首先要通过宣

传教育
、

行政管理
、

法制管理
、

奖惩制度等综 合措施
,

严格控制人 口数量
。

同时应加强对科学
、

教

育
、

文化
、

卫生等方面的投资
,

开展多种形式办学
,

运用电影
、

电视
、

幻灯
、

广播
、

墙报
、

图片展览等

多种形式
,

传播农村脱贫致富的好方法
、

好技术
、

好工艺
。

这不仅能提高人 口的文化素质
,

而且也

拓宽了经济发展渠道
。

(二 )调整粮食一林牧一副渔关系

目前
,

亚热带山丘区农业产业结构与土地结构
、

资源特征不相吻合
,

这是区内经济发展缓慢

的主要原因之一
。

根据区内土地和资源的特点可以看出
,

粮食是基础
,

林业是前提
,

副业是关键
,

牧渔业是配套产业
。

如果林业不发展
,

到处是荒 山秃岭
,

不仅会引起环境恶化
,

而且会直接影响到

经济发展速度
。

粮食生产不抓紧
,

依靠外地调入
,

不但增加国家的粮食负担
,

而且也增加了群众的

经济负担
.

在植树造林
、

封山育林发展林业的前提下
,

抓住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 (重点提高单产 )
,

努力发展副业生产
。

因为副业生产门路广
,

生产周期短
,

见效快
,

容易积累资金
,

与资金结合紧密
,

且不易破坏环境
,

许多副业生产部门还可美化和改善环境
。

因此
,

应大力发展以副业生产为主要

手段的种植业 (果
、

桑
、

竹
、

经济林等 )
,

养殖业 (猪
、

牛
、

羊
、

鸡
、

鸭
、

鹅
、

蜂
、

璋等 )
,

培植业 (香菇
、

木耳

等 )
,

手工业 (编织
、

纺织 )等生产部门
。

通过引导
、

示范
、

优惠
、

激励
、

提高等多种经济渠道
,

形成一

个经济效益明显
,

多部门协调发展的匹配开发模式
。

(三 ) 改善生产— 生活— 生态环境

生产环境是指人们工作劳动环境
,

生活环境是指人们一切社会活动环境
,

它们都是生态环境

的范畴
。

在 日常生活中
,

人们一般更注意生产和生活环境
。

根据这 一特点我们在环境改造中
,

在

全面规划的基础上
,

应重点改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

也就是讲先处理好小环境问题
。

虽然小

环境受到大环境的制约
,

但小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大环境的环境质量的提高
。

在我国亚热带山丘区

广大农村
,

人 口 居住 比较分散
.

特别在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以后
,

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范围缩小
,

这

一特点有利于建立 小的人地生态系统
。

例如农田生态系统
、

农户生态系统
、

村落生态系统等
。

如

果小环境质量得到提高
,

将有助于由点到面
,

由局部到整体的环境改善
。

根据亚热带 自然特点
,

有

( 下转 第 1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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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的分析
,

应用该项 目的成本和机会收入的分析
,

更重要的是农民对该项 目
“

直观意识
”

的分

析
,

以作出对该项 目推广应用所需条件的论断
,

然后通过一定的经济社会手段 (包括经济补偿 )实

现水土保持技术措施的应用
。

(四 )研究水土保持效果
,

建立水土保持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这方面研究比较多
,

这里不再繁述
。

通过以上分析
,

可以形成水土保持经济问题研究框图 (附图 )
.

} 水土保持经济间题研究 }

宏观管理与调控研究
:

“

研究自然一经济一社

会
”

关系

区域管理与调控研究
:

研究区域
“

自然一经济

一社会
”

关系

水上保持措 施经济问

题研究
:

研究水土保持

措施的经济过程

““

自然一经济一 社会
”””

农业资源合合合 水土保持经济效益益

协协调发展机制制制 理利用机制制制 评价指标体系系

水水土保持发展过程的经济规律律律 水土保持经济效果评价价

形形成水土保持经济手段
、

经济环境与水土保持过程一致致

(上接 第 8 页 )

利于建立多级多层次的小生态系统
,

其成本低
、

见效快
,

在群众 中很具有说服 力
,

能收到 良好的经

济和生态效益
。

(四 )提高生态— 经济— 社会效益

目前
,

区内有些地区抓经济
、

生态和社会三大效益时
,

基本上是依据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 ~

生态效益这一格式
。

许多地区和生产部门在经济建设中
,

往往只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而忽

视生态效益
。

如果这种局面不改变
,

三大效益均不易提高
,

甚至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的损失
,

落后的经济面貌也不易改变
。

根据亚热带 山丘区实际
,

在处理三大效益关系

时
,

可由目前的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 ~ 生态效益
,

过渡到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
,

最后

转变成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

如果没有这样的过渡和转变
,

亚热带山丘区的经济
、

社

会和生态落后面貌将不易改变
,

所影响的是几亿人 口
,

历时达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生态环境的改

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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