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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土壤侵蚀内城现象”及景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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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空间上湖北省“土壤侵蚀内城”与“强土壤背景侵蚀区位”具有偶合性 , 两者共同形成“叠加效

应” 。受气候 、地质 、地貌分异控制 ,湖北省土壤侵蚀景观生态系统的整体结构具有空间不平衡性。南北分

带 、东西分块 ,以长江 、江汉盆地为输沙沉积中心 , 土壤流分别从南 、北向中部 , 由西向东依次下降 ,北部 、南

部土壤流呈现向中心轴带辐聚单流向特点 ,为一“不对称断块环”组合结构。“土壤侵蚀内城现象”的形成是

社会因子与自然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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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er-city Phenomenon of Soil Erosion and Landscape Pattern in 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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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Hubei province , the soil eroded to inner-ci ty is coupling w ith fo rmidable soil erosion to backg round in

the spatial phase , and they form overlying ef fect together.Integral st ructure of soil erosion landscape ecosystem is

unbalanced in spatial owing to the differences of the climate , geology , geomorphy in Hubei province.In micro

scale , the Yang tze river and Jianghan plain are the center of sediment and transporting sand , the currents of soil

are assemble successively f rom north , south to the center section , and from w est to east walking through center

axes.The spatial structure pat tern is unsymmetrical block-ring model.The soil erosion to inner-city is come into

being of both social and natural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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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空间上湖北省“土壤侵蚀的内城区”与“强土壤

背景强侵蚀区位”具有偶合性 ,两者共同形成“叠加效

应” 。内城区是土壤侵蚀的高发区 。内城区土壤侵蚀

灾害还是其它灾害的诱发因子 ,内城区自然灾害链和

自然灾害群发的特征进一步导致湖北省周边贫困县

(市)更加贫困。事实上 , “内城现象”在中国具有普遍

性 ,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应该做好我国“内城区”的水

土保持工作 ,加大力度研究我国“内城区”的生态安全

性 ,只有“内城区”的生态环境建设搞好了 ,区域的可

持续发展才有可能性 。

1　何为“土壤侵蚀内城现象”

早期城市地理学家认为“内城问题”是城市社会

问题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内城问题一般包括 4 个方

面:与内城地区工业基础缩减相联系的经济衰退及其

对就业的影响;自然环境恶化 ,服务设施和住宅内设

施缺乏;以城市贫困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衰退;社区和

种族争端[ 1] 。

在此将城市地理学中“内城问题”这样一个概念 ,

移植到我国土壤侵蚀领域 ,目的是首先以湖北省为例

研究贫困山区土壤侵蚀问题 ,逐步建立我国山区 、西

部地区的土壤侵蚀基本理论 ,加强我国山区 、西部 ,特

别是贫困地区水土保持措施研究 。西部地区地理区

位 、自然经济条件同东部发达地区相差较大 ,与城市

中的“内城”相似 ,贫困山区土壤生态破坏 、经济落后

的基本过程与内城中的“城市贫困”类似 ,贫困山区人

类对土壤侵蚀的影响有其特殊性。因此 “贫困山区”

与“内城区”具有可比性 ,内城区的非正常活动 、经济

和交通落后 、生态伦理道德落后等导致脆弱生态环境

下水土流失的加剧 ,加速侵蚀与背景侵蚀共同形成的

“叠加效应” 。反过来导致脆弱区的自然灾害链 、自然

灾害群发 ,贫困地区更加贫困。内城区土壤侵蚀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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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济的贫困化间形成一个自反馈环 。将贫困山区

人类活动叠加在脆弱生态环境后 ,造成土壤侵蚀更加

剧烈 ,山区更加贫困的所谓“土壤侵蚀内城现象”。

2　湖北省贫困山区土壤侵蚀

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下 ,人类对于土壤侵蚀的影

响力是不一样的 。一方面是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本

身的生态脆弱性 、抗干扰的能力不一样;另一方面不

同的自然环境条件下的人 ,对环境的依赖程度 、人们

的生态环境意识也不一样 ,对土地的利用方式也不相

同 ,土地的价值体现的形式也不一样。那么人在脆弱

生态环境下的行为更值得研究。贫困山区对于土地

的利用形式较为落后 ,土地的价值得不到实现 。在湖

北贫困山区自然灾害具有整体性和关联性。贫困山

区对湖北省土壤流失总量的贡献大 ,是土壤侵蚀中值

得从多视角重点研究的特殊区位。

2.1　贫困山区的空间分布

湖北省是一个多山的省份 ,山地的特点是绝对高

程和相对高差都很大 ,地形切割深度和密度也大 ,气

候垂直差异明显 。根据地域经济发展社会分异性 、多

项经济技术指标分析 ,湖北省境内共有国家级贫困县

25个 ,省级贫困县 12个[ 2](图 1)。从图 1中发现无

论是国定贫困市县 ,还是省定贫困市县 ,其地理位置

均位于湖北省四周的秦巴山区 、武陵山区 、大别山区

和幕阜山区 。这些地区是湖北省土壤背景侵蚀强烈

发生地区。从自然属性看空间上贫困市县与中低山

地貌单元和不良地体(例如碳酸盐地层区 、白垩纪 —

第三纪陆相地层区等)有较大的相关性 ,即贫困市县

均位于周边中低山区与不良地质体区。

图 1　湖北省贫困市县分布图

2.2　贫困山区土壤侵蚀

贫困山区土壤侵蚀产生过程中 ,自然因子的作用

形成脆弱的生态环境 ,由于历代人类活动的参与 ,使

这一特定区位的土壤研究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

2.2.1　水利工程对山区土地资源的消耗　湖北省河

流众多 ,除长江 、汉江 、清江外 ,长度在 5 km以上的中

小型河流有 1 193条 ,其中流域面积超过 1 000 km2

的河流有 27条。这些河流一般河床陡 ,落差大 ,水力

资源丰富。水利资源集中分布在鄂西 、鄂北山区 ,伴

随着这一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 ,也消耗了十分奇缺的

山区大量的土地资源。给水土保持工作带来巨大的

压力和挑战 。伴随着每一个电站的修建必然带来大

量的移民 ,而一个正常区域(如移民安置区或库区)在

保证自然生态良性循环 ,保持一定生产力 、一定生活

水平和环境质量条件下所能供养和吸收的移民数量

是有限的。

在野外考察期间我们发现多处由于水库“就近移

民” 、“后靠移民”过程中造成土地承载能力失衡 ,土地

生态系统的结构 、功能乃至整个小区自然 —经济环境

就会恶化或破坏 ,从而产生大面积水土流失的现象 。

水土流失给区域经济发展造成困难 ,甚至可能使子孙

后代陷于无以为生的地步 。

湖北省三峡水利工程的库区移民工作在国内来

说应该是做得比较好的 ,可是在图 2(2000年的遥感

影像)中可以看到香溪河东侧山脊附近(大于三峡大

坝高程以上)分布着大量的新增加土壤侵蚀图斑(与

1995年的遥感影像对比发现),该图斑的直接成因属

于“后靠移民”新开垦的地块 。因此解决湖北省西部

“内城区”的土壤侵蚀问题时必须采用系统论的观点

解决水库移民安置和水库建设耗用土地资源问题 。

对于鄂东南 、桐柏 —大别山山区在水电开发时同样存

在这样的问题 ,对于库区建设时的水土保持工作提出

了艰巨的任务。

图 2　香溪河流域三峡水库移民形成的土壤侵蚀图斑

2.2.2　湖北省周边“内城区”土壤侵蚀空间水平

分异性　湖北省受气候 、地质 、地貌分异特点控制 ,土

壤侵蚀景观生态系统的整体结构具有空间不平衡性 。

31第 4 期　　　　　　　　　　　　　张志等:湖北省“土壤侵蚀内城现象”及景观格局　　　　　　　　　



呈现南北分带 、东西分块的特点 ,以长江 、江汉盆地为

输沙沉积中心 ,分别从南 、北向中部 ,由西向东依次下

降 ,北部 、南部土壤流呈现向中心轴带辐聚单流向特

点 ,为一“不对称断块环组合”结构 。宏观结构的总体

特征反映了湖北省土壤流的整体流动方向和交换趋

势。湖北省周边“内城区”由于自然区位条件和人类

活动因子对水土流失影响的程度不一样 ,内城区不同

区位形成了不同特点的土壤侵蚀景观结构。

(1)桐柏—大别山土壤侵蚀景观区 。分布于鄂

东北桐柏 、大别山的南麓 ,根据景观现状的组合格局 、

景观单元间的细微过程差异及其空间关联 、未来变化

趋势[ 3] ,将该区空间结构作如下划分。大致以京广

铁路线为界 ,可分为东 、西两部分地区。

东部地区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如下 3个单元:①新

洲—麻城盆地土壤侵蚀景观单元;②蕲春—浠水沿江

平原土壤侵蚀景观单元;③大面积变质岩区土壤侵蚀

景观单元 。

强度侵蚀发生区的岩性为混合岩 、花岗质条带混

合岩 ,均一化程度较高 ,发育了特征的黄棕壤。理论

上讲土壤侵蚀的斑块应该是相对均匀分布的。由于

受燕山期北北东向脆性断裂带的影响 ,强度侵蚀景观

元素斑块 、廊带的宏观方向为北北东。土壤侵蚀的图

斑相对集中在以下几个景观廊带中:①麻城—新州红

色盆地东部边缘条带;②英山草盘地镇 —雷家店镇梨

树沟;③罗田胜利镇 —北丰。其它强度侵蚀图斑分布

较为零星 ,但展布方间仍为北北东向。其内部结构和

生态功能有一定差异 。

西部地区界于桐柏山与汉丹线之间 ,可划分为:

桐柏山土壤侵蚀景观单元区 ,微度土壤侵蚀元素是基

面 ,其中可见少量的侵蚀斑块;山前丘陵谷地土壤侵

蚀景观单元 ,山前丘陵区内的土壤侵蚀斑块 、廊带具

有北西向的优势方位 。与中生代陆相盆地的空间排

列方向有关。该区强度侵蚀等级分布于万和镇—殷

店镇一线 ,该带呈北西—南东向条带断续向南东延伸

至广水市余店镇 —蔡河镇 —广水街办南侧。

中度侵蚀区相对集中成片状分布 ,主要集中在以

下几个片区:随州市的均川镇 —何店镇;随州市的封

汇—吴山镇;广水市郝店镇;大悟丰店镇 —吕忘镇 。

(2)鄂西北土壤侵蚀景观区。鄂西北流域是全

省河流中悬移质 、泥沙量最大的地区之一 ,多年平均

含沙量 1 ～ 5 kg/m3 , 多年平均输沙模数为 500 ～

1 000t/(km2·a),侵蚀严重的地区位于汉江北岸的郧

县 、郧西县 、丹江口市 。仅郧西县泥沙流失量 1.18×

107 t ,水土流失面积占该县总面积的 58.89%。

极强度侵蚀区分布于竹溪县 ,以竹溪的龙坝 、沿

河为代表 ,图斑 、廊带展布方向为北西向 ,其分布规律

与下垫面地层的构造线 、岩性一致。

强度侵蚀区主要集中于襄广断裂带以北 ,集中分

布在:丹江口水库汉江流域;公路断裂带以北 ,上述 2

个强侵蚀条带的主导因素共同点是人口容量的剧增 ,

下垫面为陆相碎屑岩 。

受两郧断裂带 、公路断裂带 、竹山断裂带和青峰

断裂带的影响 ,结合其它因子的综合表现 ,该区景观

可进一步划分为:①武当山地块单元 ,该单元内土壤

侵蚀斑块较为散布 ,无定向性;②两竹(竹溪 、竹山)

单元 ,该单元内岩石地层的定向性 、岩石结构明显 ,土

地利用也具有方向性 ,土壤侵蚀图斑的展布也具有定

向性;③两郧(郧县 、郧西县)单元 ,虽然是湖北省的

少雨区 ,但该区生态环境脆弱 ,贫困人口多 、移民多 、

土地承载力小 ,属于土壤侵蚀高发区 。不同的单元其

内部结构有较大的差异。

(3)鄂西南土壤侵蚀景观区。该区主体由古生

代地层形成北东 —东西向褶皱 ,同时还包括黄陵背斜

神农架背斜 。区域上北界大致以城口 —房县断裂为

界 ,东界以江汉谷地为界。该区包括恩施州 、宜昌市 ,

侵蚀模数为 3 560 t/(km
2
·a),集中分布在人口密集 、

陡坡开垦活动频繁的三峡 、清江流域河谷地带 。可进

一步划分为如下 3个单元 。

①石灰性紫色土区 ,主要分布在秭归 —巴东 、利

川 、当阳—荆门 ,与地质上的三叠系—侏罗系地层分

布区范围大体一致;②黄陵背斜 、神农架背斜景观单

元;③北东向 —东西向侏罗山式褶皱单元 ,该单元是

鄂西南土壤侵蚀景观生态区的主体部分 ,属于生态环

境脆弱地区之一 ,原因是该区岩溶发育 ,土壤侵蚀景

观形成格状菱块型 、条带型 。

强度流失主要分布在:①宜昌县分乡镇 —黄花

场 ,呈北北西向展布;②巴东县税家 ,官渡口镇—东

襄口镇 ,恩施市新塘 、龙马等 。恩施州水土流失强度

图斑展布方向为北东向 ,与地层的走向一致 ,主要侵

蚀母岩为二叠系煤系地层分布区。

中度流失区规模较大的有来风县大河镇—革勒

车 ,利川市道路坝 —谋道—鱼龙 ,建始县的龙评 、鱼兰

评 ,以及清江流域的上游地区。

(4)鄂东南土壤侵蚀景观区。从地质角度看该

区主要是由古生代地层组成的近东西向侏罗山式褶

皱 ,行政范围包括咸宁市的大部分地区 、黄石市及武

穴市的沿江地区 。该区可以大致划分为 3个单元。

①通城单元:土壤侵蚀景观结构呈明显的环块状

结构;②大冶 —阳新单元:以环块与条带型组合为特

色;③其它地区:为该土壤侵蚀区的主体部分 ,线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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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格局 、平行分布格局是该生态区的重要组合型 。

强度—极强度土壤流失区带的空间展布方向明

显呈东西向展布 ,分布于:通山大畈镇富水水库 、阳新

王英水库 、梅田 、咸宁市南川。该带与古生代地层的

分布与走向相关;通城岩体分布区;大冶—黄石一带

的强度流失区与岩体相关 。

2.2.3　“内城区”经济落后与生态伦理道德落后
[ 4]

　　虽然贫困市(县)———内城区有大片的森林 ,人口

密度小 。农民为了摄取生活用能 ,常常破坏林草植

被 ,若能改变燃料结构 ,可以减少对天然植被破坏。

另外由于山区公路密度(单位面积内公路的长度)小 ,

交通不便 ,造成林业采伐布局不合理 ,部分地段过伐

现象明显 。山区人口 、资源 、环境的矛盾由来已久 ,为

了满足生存的基本需要 ,长期以来山地土地利用最突

出的问题是规模砍伐森林 ,盲目开垦等不合理现象。

在那里人均可耕地少 ,土壤一般较贫瘠 ,坡地多 ,大部

分无灌溉设施 ,农民为解决温饱问题大量对土地进行

开发 ,陡坡垦殖 ,视土地为其主要经济来源。在开发

利用土地的同时 ,引起大量植被的破坏 ,导致生态功

能破坏 。目前许多山区县垦殖率达 40%～ 60%,耕

地中旱坡耕地比例很大。坡地开垦破坏了山地脆弱

的生态平衡 ,人为加速了水土流失 。坡耕地已成为土

壤侵蚀的主要场所和江河泥沙的主要源地。

3　研究意义及解决途径

鄂西地区是各级政府重点扶贫地区 ,山区坡陡 、

沟谷密度大 ,往往在特大暴雨和大洪水袭击下 ,易于

导致广泛的山崩 、泥石流和滑坡活动 ,造成更为强烈

的土壤侵蚀和生态环境破坏。贫困山区的土壤侵蚀

现象与城市发展时的“内城问题”相似 ,是今后湖北省

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中应该注意的一个“自然—社会复

合”现象。贫困山区是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区位 。内城

区的水土流失同时会在异地引起其它自然灾害 。

贫困山区往往是行政管理上的死角地区 ,经济落

后 ,人才缺乏 。政府要从制度创新 ,加强组织体系建

设 ,宣传可持续发展的新概念等多方面的入手[ 5] 。

对于土壤侵蚀中内城问题的解决应该是积极引

导农民走多种开发模式 ,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而不能

象现在搞“事后治理”的方案。例如鄂西南的“烟经

济”是森林减少的原因之一 ,烟叶要求用炭火烤干 ,所

以烤烟发展起来了 ,森林却减少了;另一种可以采用

“农民下山” 、“外迁”的模式 。这样的治理模式初期国

家投资较大 ,但生态治理效果明显。因为在作者第 2

次的鄂西北考察中发现 ,目前实施的“退耕还林” 、“退

耕还草” 、“退耕还粮”见效慢 ,流于形式的较多 。对于

湖北省的自然环境条件 ,土壤生态自生的修复能力较

强 ,只要人类活动的干扰停止 ,土壤侵蚀即可停止发

生 。此外还可以进行人口向小城镇集中 ,推进小城镇

的建设的实验性研究工作。继续推广“政府主导 、社

会动员 ,立足发展 、坚持开发 ,因地制宜 、综合治理 、自

强不息 、艰苦创业”的扶贫开发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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