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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县农业生态环境问题与对策

　　林明添　杨生健　　　　　　林元队　林玉美
(大田县水土保持办公室· 福建省大田县· 366100)　　　 (福建省大田县环保局 )　　

摘　要　以生态环境演变为导线 ,论证了农业生态环境的演变规律 ,分析了农业生态环境的现状

及特点 ,并就农业环境建设的关键性问题进行讨论。同时结合大田县实际 ,以生态环境建设系统工

程为目标 ,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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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Agricultural

Eco-environment in Datia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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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evolution o f eco-environment in Datian county as a lead, some scientif-

ic and technical problems rela ted to soi l ero sion control and ecolog ical ag riculture const ruc-

tion a re discussed. the law o f ev olution o f ag ricultural eco-env ironment is expounded. The

satus and proper ties of ag riculture eco-environment a re fully analysed, and the key problems

o f ag ricul ture envi ronm ent const ruction are discussed. To a t tain the goal of sy stem engineer-

ing const ruction o f eco-environm ent , the feasible counter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speci fic

condition of Da tian county a re put forw 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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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县地处福建省中部 ,属戴云山脉西北中段山区丘陵地带。土地总面积 2 294 km
2
,其中

山地面积占 80%。全县耕地面积 14 662. 8 hm
2
,占土地面积的 6. 39% ;林地面积 168 950 hm

2
,

占 74% ;园地面积 5 200hm
2 ,占 2. 33% ;草地面积 24 000hm

2。年平均气温 15. 3℃～ 19. 6℃ ,海

拔 400 m以下平均气温 18℃以上。年均降水量 1 491. 7～ 1 809. 6 mm ,高于蒸发量约 200 mm ,

相对湿度 80%。该县是福建省煤、铁、硫、多金属和石灰石的重要成矿区和主要矿产地之一。其

矿产种类有 30多种 ,蕴藏量约 1. 0× 10
9

t ,均居福建省前列 ,三明市之首。 1996年全县共有

354 868人 ,人口密度 144人 /km
2
。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179 668. 4万元 ,其中农业产值 52 956万

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 2 260元。

大田县耕地面积在 1949- 1993年的 44 a中年均净减 101. 47 hm
2。到 1996年人均耕地仅

420 m2。全县人口由 1949年的 11. 43万增加到 1996年的 35. 48万 ,平均每年增加 5 117人 ,自

然增长率 25. 5‰。

50年代大田县原生森林茂密 ,但长期过伐 ,现全县森林面积 1. 533× 105
hm

2 ,占土地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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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 69% ,森林覆盖率 65. 7% ,植被类型以不同演变阶段的次生群落组成。 70年代前 ,农业环

境较好 ,河水清澈 ,山川秀美。80年代以后 ,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 ,环境污染日益加重。此外 ,由

于长期使用农药 ,土壤、水质受到污染 ,白色 (塑料 )污染也随着工业产品的大量使用越来越严

重 ,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

大田县 1958年前发生的水土流失面积 1. 3× 103
hm

2 , 1958- 1966年发生水土流失面积

2. 8× 10
3

hm
2
, 1967- 1976年发生水土流失面积 5. 9× 10

3
hm

2
, 1977- 1984年发生水土流失

面积 8. 5× 103
hm

2 , 1985- 1996年发生水土流失面积 5. 2× 103
hm

2。尤其是 1977年以来大面

积的陡坡开荒 ,盲目种茶果 ,加之缺乏水土保持设施和合理的耕作方式 ,导致水土流失面积不

断扩大。 80年代以来 ,大田县矿产资源大规模开采 ,加之“ 212”省道、六角宫电站、石牌开发区、

各选矿厂等项目开工 ,加剧了水土流失的发展。据调查 ,年平均递增 533hm2 ,其中 75%为强度

流失 , 10%为极强度水土流失 ,使农业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1　农业生态环境现状
1. 1　耕地资源缺乏 ,总体质量低

大田县耕地、旱耕地、人均耕地面积均低于省、市平均水平。据土地部门调查评价 ,全县Ⅰ ,

Ⅱ等宜耕地面积 15 467. 7 hm2 ,已基本开发 ,Ⅲ等宜耕地开垦地中还有部分 25°以上的由于水

源不足 ,土壤肥力低的需要退耕造林。同时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及交通、开发区等建设

项目的实施 ,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将日趋突出。由于境内高山峻立、切割强烈 ,形成的耕地山垅

田、高海拔田、斗笠田、缺磷缺钾田多 ,而洋面田、大丘田、肥沃田少 ; 同时中低产田占

93. 83% , 高产稳产田仅占 6. 17% ,旱耕地大于 25°的占 34. 2% ;此外 ,全县耕地评价结果 ,Ⅰ ,

Ⅱ等地分别占 5. 31% , 62. 58% ,而Ⅲ等宜耕地比例 32. 11%。

1. 2　土壤贫瘠 ,地力衰退

由于人为生产活动不合理 ,造成 0. 71× 104
hm

2水田耕作层隐匿流失 ,导致土壤肥力下降。 加

上多年来化肥用量剧增 ,绿肥、稻草回田等日趋减少 ,造成土壤有机质下降 ,养分失调。从土类分析 ,

渗育型耕层浅 ,耕性差 ,漏水漏肥占 37% ;潜育型由于地下水位高 ,处于还原状态 ,土壤中水、肥、

气、热不能协调 ,有效养分低 ,占 16%。据农业部门调查 ,有机质含量 20g /kg以下占 23% ,磷素 20

m g /kg以下的占 96% ,钾素 100 mg /kg以下的占 73% ;三级肥力占 57. 6%。

全县园地、农地由于缺乏水土保护设施 ,加之长期的传统耕作方式 ,造成水土流失 ,侵蚀模

数均在 2 500 t /( km
2· a)以上。仅此每年相当于损失碳铵 3. 3× 104

t,过磷酸钙 3. 57× 104
t ,氯

化钾 4. 5× 10
4

t。园地水土流失加剧了土壤沙化 ,耕层变浅 ,有相当部分台面冲刷成斜面 ,树蔸

外移 ,根系常年裸露 ,导致单产低 ,经济效益差。

1. 3　水土流失严重 ,生态环境失调

大田县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3. 11× 10
4

hm
2
,其中轻度水土流失 1. 206× 10

4
hm

2
,中度水土

流失 1. 5× 103 hm2 ,强度水土流失 8. 9× 103 hm2 ,极强度水土流失 1. 02× 103 hm2 ,剧烈水土流

失 480 hm
2 ,水田隐匿流失 7. 1× 103

hm
2。中强度流失以上的面积占 38. 23% 。尤其是近 10a来

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和修建公路、开发区等建设造成新的水土流失面积就达 5. 3× 103 hm2 ,

植被损坏面积 1. 4× 103
hm

2 ,地貌破坏面积 500 hm
2。 此外 ,由于地貌、植被的破坏造成崩岗

631处 ,面积 94. 93 hm
2
,崩岗体积 4. 311× 10

6
m

3
,影响耕地 216. 67 hm

2
,毁坏道路、水渠 630

处。严重的水土流失 ,既影响农业生产 ,威胁农田、水利、公路及农房的安全 ,又污染环境 ,使生

态平衡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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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森林林分质量低 ,生态功能脆弱

大田县有林地面积 1. 395× 105
hm

2 ,疏林地 3. 7× 103
hm

2 ,灌木林地 5. 5× 103
hm

2 ,未成

林地 4. 7× 10
3

hm
2
,无林地 1. 55× 10

4
hm

2
,森林覆盖率 65. 7%。 在有林地中防护林 9. 9× 10

3

hm
2 ,仅占 7. 1% ;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占人工林不足 1% ,树种、林种较单一。此外 ,用材林中中

幼龄面积占 85% ,中幼龄蓄积量占 72%。 从以上分析 ,大田县森林覆盖率绝对值较高 ,但郁闭

度较低 ,林分质量差 ,以致生态功能脆弱 ,综合效益低 ,植被一旦遭受破坏 ,生态平衡就失调。

1. 5　农业环境污染严重 ,影响作物产量和质量

1996年大田县 57个工业企业废水排放量达 1. 308 06× 107
t ,而处理达标仅占 18% ; 1997

年排放量 1. 595 33× 10
7

t ,处理达标量占 19. 1%。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日益增多 ,主要是

煤矸石、尾矿砂、粉煤灰和炉渣等 ,每年排放量均在 6× 10
5
～ 8× 10

5
t ,其中煤矸石占 90% ,占

地面积 4. 5× 105
m

2。这些污水和废弃物含有大量对人体、牲畜及农作物有毒的污染物。污水以

及堆倒在河道、山间沟谷等的废弃物直接进入河道、沟渠 ,造成文江河 ,均溪河严重污染 ,水质

恶化 ,河流水生生物大量死亡 ,用其灌溉农田 ,作物生长受影响 ,造成减产 ,甚至绝收。 此外 ,固

体废弃物露天堆置 ,通过降水和地表径流不但对水体造成污染 ,而且对周围的环境及污水流过

区域的土壤造成污染 ,影响植被面积 70 hm2多 ,且植被难以恢复 ,加剧了生态的恶性循环。

2　农业环境建设的关键性问题
2. 1　制订总体规划问题

回顾几十年来的经济建设 ,我们应清醒地看到 ,由于忽视“因地制宜 ,协调发展”的原则 ,战

略失策 ,政策多变 ,带来项目开发的盲目性 ,资源过度利用和相当程度的遭受破坏和浪费 ,使山

区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伴随而来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人们接连不断地付出沉重的代价。

因此 ,落实生态环境建设的首要任务在于制订一个科学、周密的总体发展规划 ,以此为指导 ,自

上而下 ,层层落实制订不同区域 ,不同尺度的规划 ,直至落实到实地、企业 ,责任到人。在制订规

划中 ,要重视更新观念 ,求实创新 ,切实可行。要掌握好 3个环节: ( 1)情况明、底子清 ; ( 2)当前

与长远相结合 ,明确目标 ,分期分批实施 ; ( 3)建立一套可操作执法的办法和监督检查制度。

2. 2　开发建设与保护环境问题

纵观历史 ,大田县山区资源重开发轻保护 ,使生态环境失去平衡 ,直接影响经济持续稳定

发展和子孙后代的生存问题。因而必须正确处理开发建设与环境保护间的辩证关系。 寓环境

保护于开发建设之中 ,保护、培植及合理利用部分自然资源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使经济与

环境协调发展。而开发是一种生产活动 ,通过改变资源的形式 ,转变结构 ,以获取经济效益 ,达

到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首先 ,要统一规划 ,合理布局 ,科学开发。同时各有关部门要明确分工 ,

通力协作 ,加强对资源合理开发的规划指导 ,组织协调 ,监督检查 ,切实加强行业的管理。

2. 3　当前利益与长期效益问题

在资源开发与利用中 ,要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远效益间的关系。其本质就是人口、资源、环

境的关系 ,人口的增加 ,资源的减少 ,环境的恶化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三大问题。而人均耕地占有

量的逐年下降 ,发展第二、三产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发展依赖型支柱产业所带来的资源破坏 ,

则成为大田县资源开发的三大难题。为此 ,资源开发要更好地适应“两个转变” ,坚持以生态、经

济思想指导实践 ,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生态效益间的关系。既重视抓资源开发的经济、社会

效益 ,又要防止对生态环境方面可能带来的负效益。要近期与中、远期效益兼顾 ,既大力开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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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资源 ,又注重培育、更新、保护资源。对过去某些地方一度出现过的以牺牲资源、环境效益来

换取当前一时的高经济利益的“短期行为 ,杀鸡取蛋”的做法 ,应从思想上行动上予以摒弃。 否

则 ,将给子孙后代生存留下一大隐患。

3　对　策
3. 1　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思想认识

农业生态环境建设 ,实质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外延 ,它的基本内容是保持土地利用的持久

性 ,获得稳定增产的生产力 ,维护良好的环境质量和生物多样性。 即实现人与自然间的和谐相

处 ,当代与后代需求兼顾的协调发展。因此 ,必须加强宣传教育 ,把持续发展的思想观念渗透到

经济战略研究 ,制订规划、会议报告及重大决策中 ,纳入县、乡政府的议程和领导任期目标责任

制范围。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要处理好“资源与环境”、“生存与发展”之间

的关系。

3. 2　依法保护森林 ,增强生态功能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 ,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资源 ,在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

态平衡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一定要从人类生存兴亡根本大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林业重要性。首

先 ,要切实加强对现有森林资源的保护管理 ,严格限额采伐 ,加大执法力度 ,严厉打击乱砍滥伐

等破坏森林资源行为。其次 ,加快森林植被的恢复和植树造林步伐 ,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以营

林为基础”的方针 ,在彻底消灭荒山的同时 ,要抓好采伐迹地 ,无林地等更新和水土流失区陡坡

耕地的植被建设。 此外 ,还必须建立健全严格的封山育林管护和乡规民约等制度 ,并认真抓好

落实。

3. 3　防治水土流失 ,保护水土资源

采取植物、工程、保土耕作和预防保护等措施防治水土流失 ,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 ,是

改变大田县落后面貌 ,治理江河 ,减少自然灾害损失 ,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 ,发展生态农业的一

项根本措施。 其宗旨就是为了保持土壤永续利用的生产力。 为此 ,必须认真贯彻《水土保持

法》等法律法规 ,充分发挥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 ,加强执法力度 ,制止“边治理、边破坏”现

象的发生。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水土保持工作 ,切实加强领导 ,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 ,各尽其

能 ,搞好水土保持。完善投入机制 ,建立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水土保持投资体系 ,大力开展

群众性、社会性的水土保持工作。制订规划 ,采取有效措施集中力量治理严重水土流失区。

3. 4　贯彻土地法规 ,保护耕地资源

大田县耕地资源紧缺 ,加上耕地质量总体水平偏低 ,为满足“一要吃饭 ;二要建设”的要求 ,

要切实加强土地利用的计划管理 ,保持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 首先要认真保护好现有耕地 ,严

格控制生产建设、村镇建设及取土烧砖等占用耕地。其次 ,乡镇要划定农田保护区 ,耕地保护率

应在 80%以上 ,认真执行耕地保护条例 ,将保护工作落到实处。再者 ,鼓励群众有计划地开发

Ⅲ等宜耕地 ,农村中的旧宅基地也应逐步恢复为耕地。

3. 5　控制排污总量 ,强化污染防治

首先要贯彻“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方针 ,对工矿企业老污染源强化治理 ,到 2000年前实

现达标排放。 对新建、改建、扩建的工业企业的防治污染配套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步建设和

使用 ,实行以新带老 ,总量减少的审批政策 ,做到增产不增污。其次 ,加强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 ,

完善监督管理体系 ,对重点污染源 ,如采煤、选矿、造纸、水泥等实行排污总量控制 ,进一步完善

(下转第 5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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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农业发展的势头很快 ,但多是在井灌区 ,利用井水进行喷灌或微喷、滴灌 ,主要用在城市花

园、草坪上 ,农业大田作物多为喷灌或管灌 ,滴灌、微喷 ,渗灌多用在果树上和蔬菜上。而将水库

或湖泊的水用管道加压输水进行大面积节水灌溉的工程还未见到 ,这样的节水灌溉工程才是

真正的大型节水灌溉工程 ,要加快灌溉技术和工程的改造 ,实行管道输水 ,减少渠渗 ,采用微型

灌溉技术 ,实现高效利用。 其灌溉面积不再是几公顷 ,几十公顷 ,而可能是几百、几千或几万公

顷 ,其经济效益将是无比的巨大 ,我们相信有一天 ,全国的有限水资源都能得到高效利用。

总之 ,雨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高效利用是一个系统工程 ,应采用宏观和微观调控相结合 ,

因地制宜 ,区别选择 ,可分步实施 ,也可同时并进 ,不可只顾当前和局部利益 ,应综合考虑不可

偏废。如在干旱少雨地区应重点实行人工集流 ,在灌溉地区应节水灌溉 ,在条件适宜的天气 ,各

地都可人工增雨 ,在半干旱地区 ,植树造林和人工集流同等重要 ,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打坝

建库 ,平整土地 ,窑窖集水 ,植树造林都同等重要。雨水的开发和利用是一场人民战争 ,应全民

动员 ,齐抓共管 ,这样才能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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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尤其是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的开发。 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以

及确保粮、牧、渔、果、蔬菜生产的农业保护区 ,推动农村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保护生物多样

性 ,保证生物资源的永续利用。 此外 ,要控制化肥、农药的污染。采取科学的施肥方法 ,提高化

肥利用率 ,减少流失而导致河流水体的富营养化。严格控制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合理施用 ,大力

推广低毒高效农药和生物防治方法 ,减少农药的污染和在植物中的残留量。

3. 6　实施“沃土计划” ,提高土壤肥力

农业部提出“沃土计划”中明确要求 ,每年 1 hm
2
耕地有机肥投入量不低于 3× 10

4
kg ,有

机肥投入年递增率 5%。必须发动群众大积大造农家肥 ,多种和种好绿肥 ,实施稻草回田措施。

要应用土壤普查成果推行测土施肥、配方施肥 ,以提高肥料利用率。耕作方式上 ,要提倡多种轮

作制 ,尤其是种地养地相结合 ,增加豆科作物、绿肥种植面积。 在实施“沃土计划”的同时 ,还必

须搞好中低产田改造 ,消除农田生态环境中的主要障碍因素 ,提高系统的产出效益。

3. 7　建设生态果茶园 ,防止水土流失

鉴于大田县茶果园坡度大 ,水土流失严重 ,土壤肥力低的特点 ,应采取综合措施 ,建设良性

生态的果茶园 ,提高经济效益。 首先 ,对新开发的果茶园应完善水土保持设施 ,防止水土流失。

对原有旧果茶园进行改造 ,修建成前有埂 ,后有沟的等高水平梯田。 并合理布局防护林、防洪

沟。其次 ,大力推广园地套种绿肥和园面杂草覆盖 ,改善园地生态环境 ,改良土壤。同时 ,加强

园地的扩穴改土、合理施肥、树体修剪及病虫综合防治等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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