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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述了三明市山地果园生态系统自然条件脆弱性特征, 剖析了盲目开发种植、低标准建园、粗放管

理导致山地果园水土流失, 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讨论了生态果园建设发展方向, 提出了三明市生态果园

建设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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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natur al condition features of eco-sy stem frag il ity in mountainous or chard of Sanming city are

expounded. The reasons of soil ero sion and deterio rated eco-environment in mountainous or chard are bl ind

development and plantat ion. T he const ruct ion standard is low and br ing mountainous region under extensive

cult ivat ion. T he developing direct ion of eco-orchard const ruct ion is discussed. T he technical measures o f eco-

orchar d const ruct ion in Sanm ing city are put fo rw ar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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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明市地处福建省中、西北部,属丘陵山地地貌。

全市土地总面积 23 206 km
2
, 山地面积占 62. 7% ,丘

陵面积占 28. 9%, 山间盆谷等占 7. 84%。中亚热带季

风气候,各地年平均气温 16. 8℃～19. 4℃, ≥10℃活

动积温 5 100℃～6 000℃,无霜期 258～306 d;年均降

雨量 1 565～1 820 mm。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发展三明

市果树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至2000年为止,全市果

园面积 8. 14×10
4
hm

2
, 投产 5. 75×10

4
hm

2
, 产量

5. 25×10
5
t ,有效地促进三明市农村经济的发展,增

加了农民收入。

由于三明市自然条件特殊, 降雨量大且雨季相对

集中,地形地貌复杂,土壤生态脆弱, 加之不合理开发

建园、粗放管理以及缺乏必要的水土保持措施, 导致

山地果园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耕层变浅,地

力下降。据调查, 全市果园水土流失面积4. 85×104

hm2 ,土壤侵蚀模数 2 500 t / ( km2·a) ,年均流失土量

1. 21×10
6
t ; 全市低产果园占 60%以上, 部分果园适

龄不能投产、早衰等问题严重,直接制约果树产量和

品质进一步提高。笔者在总结十几年生态果园建设试

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论述并剖析了三明市山地果园

生态系统脆弱性特征及成因,讨论了生态果园建设发

展方向, 并提出三明市生态果园建设技术措施。

1　山地果园生态系统脆弱性特征

1. 1　自然条件

1. 1. 1　降雨量大且雨季集中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和地形条件决定了三明市降雨丰沛、降雨强度大且雨

季较集中。尤其是 3—6月,降雨量达到 900～1 100

mm, 占全年雨量的 57%～61%; 7—9月为台风降雨,

雨量相当集中而不稳定; 10月至翌年 2 月进入少雨

季节,雨量仅 600～800mm。为此,三明市 4—6月是

大雨和暴雨出现频率较高的时期, 导致果园水土流

失, 尤其是幼龄果园植被覆盖度低, 更加剧了园地生

态环境恶化。

1. 1. 2　地形地貌复杂多样　三明市位于武夷山与戴

云山之间,中部有玳王冒山,属多山地形,山岭耸崎,丘

陵起伏, 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全市山地丘陵面积占总

面积 91. 6% , 25°以上的山坡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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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戴云山脉的大田、尤溪, 玳王冒山脉的沙县市

区、永安等各地的陡坡山地面积比例更高。从而构成

坡地生态系统不稳定, 植被一旦被破坏,就会造成水

土流失。

1. 1. 3　地质土壤生态脆弱　全市地层中广泛分布着

中生代火山岩系花岗岩,侵入岩分布较大的有黑云母

花岗岩、石英砾岩、粉砂岩等。而以花岗岩为主发育的

地带性红壤, 其土壤结构疏松、石英砂含量高、渗透性

强、蓄水保土和抗蚀性能弱;紫色岩类发育形成的紫

色土, 土层浅薄、结构松散、分化强烈, 抗侵蚀能力极

弱,易于水土流失。此类紫色土主要分布于沙县、宁

化、永安、泰宁和尤溪的紫色岩地区。

1. 2　盲目开发种植,失去生态屏障

由于政策执行偏差和部分领导为了追求政绩,片

面要求开发规模,使各地一轰而上, 缺乏因地制宜和

科学规划,在 25°以上的山地毁林开垦,陡坡、顺坡开

垦,有的甚至从山脚开到山顶形成“光头山”, 破坏了

原有的坡地生态系统, 新开垦的果园失去了生态屏

障,区域生态环境恶化,造成丘陵山地涵养水源、蓄水

保土能力急剧下降, 地表径流增大, 果园土壤冲刷日

益加剧。据测算, 20°山地果园在日降雨量 15 mm 以

上 31次的情况下, 每年每 1 hm 2果园土壤流失土量

达到 14 250 kg, 而且沟道冲刷量加大,约为坡面的 7

倍。典型的有永安市西洋、青水, 尤溪县联合、新阳,大

田县湖美、太华等地。

1. 3　建园标准低,干旱威胁频繁

由于坡地坡度较大、地形复杂,加之资金不足,全

市建园标准均较低,甚至顺坡开垦。主要表现在水平

梯田(台)没有标准,台面较窄、没有等高水平,台面内

高外低,后壁无竹节蓄水沟、前无地埂;园内缺乏蓄水

系统, 如集流沟、蓄水沟、蓄水池; 果园上部没有防洪

沟和防护林体系;果园机耕路和道路设计不规范,道

路直上直下。为此,在 3—6月雨季期间果园水土流失

严重; 7—10月果实膨大期,经常受干旱的威胁, 直接

影响产量和品质, 成为制约果树生产的一大障碍。

1. 4　沿袭传统清耕,生态环境恶化

各地果园管理基本是沿袭连年中耕除草,实行

“面面光”的传统耕作方式,果园植被覆盖度低, 生态

系统不稳定, 幼龄果园表现尤为突出。梯壁连年除草,

极易造成梯壁崩塌,梯埂内移,台面缩小。据调查, 10

a 生果园由于梯壁连年除草,由于除草和土壤冲刷使

台面内移 18～25 cm , 土壤疏松的梯台经常出现崩

塌,结果树蔸外移, 部分根系裸露, 既不利果园管理,

又影响果树生长。

1. 5　管理粗放,适龄不能投产

在选择果树品种时忽视“适地、适树、适栽”的原

则, 盲目引种, 经济效益低, 结果出现失管、抛荒等问

题; 部分果园过度开发利用和掠夺式经营, 加剧了园

地水土流失,土壤严重退化,栽种后适龄不能正常投

产; 另一些则由于开发建设规模过大,中后期资金缺

乏, 造成粗放管理,甚至抛荒, 村办果园尤为突出;此

外, 由于缺乏发展山地绿肥, 有机肥投入不足,长期施

用化肥使土壤板结, 土壤结构恶化, 水肥气热不能协

调, 树体生长缓慢, 树势较弱,直接影响果树生长。

2　生态果园建设发展方向

2. 1　生态果园建设必须与调整品种结构有机结合

生态果园建设的核心是要充分发挥丘陵山地资

源优势, 按自然规律特征,建设成生态、经济效益最佳

的果园, 这样才有生命力,才能持续发展。各地必须根

据当地自然条件的适应性, 按照市场发展需求,尤其

是将面临加入WT O后的国际水果市场的挑战, 因地

制宜地选择果树种类、品种、品系进行合理规划布局,

以提高经济效益。

2. 2　生态果园建设必须与畜牧业等有机结合

充分利用果场(园)空地、附近坡地种植牧草,或

者利用园地中各种禾本科草类发展草食类家禽、家畜

是一种较好的生态农业模式。在果园中建立青饲料轮

供技术,采取直接投饲、切碎生喂、切碎熟喂等;或利

用粉碎机加工成草粉作饲料。畜禽生产又为果园提供

充足的有机肥,改良熟化园地土壤。此外,还可推广果

园沼气工程,使能量进行合理转化利用。泰宁、大田等

地在果园发展沼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 3　必须注重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

生态果园建设必须在完善等高水平梯田(台)、排

蓄水系统及护坡等工程措施的基础上,千方百计地增

加园地的生物覆盖,这是至关重要的。工程措施目的

是截短坡长,提高水分入渗率,减少地表径流;通过间

套种豆科作物或山地绿肥,形成具有多物种多层次结

构的生态系统,其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更复杂,由于

多物种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使果园生态系统更

加协调、稳定。为此,建立复合型的多物种多层次生态

果园是果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3　生态果园建设技术措施

3. 1　科学规划,合理配置资源

以小流域为单元搞好生态果园的总体规划和布

局。要根据小流域坡地资源特点, 因地制宜, 适地适树

原则,不强行大面积连片开发,尤其是禁止全坡开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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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以上的坡地禁止开垦建园,已建成的果园应退耕

造林,或进行高标准改造。宜果山地应合理规划布设,

做到山水园林路统筹布局, 有层次地开发种植。此外,

要实施品牌战略, 根据市场需求确定本地优势的品种

为主栽品种, 并进行区域布局,形成规模。

3. 2　增加投入,蓄水保墒抗旱

3. 2. 1　完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新建果园应按水土

保持技术标准并结合坡地坡度、地形等特点及果树种

类高标准修建等高水平梯田、隔坡梯田、坡式梯田以

及鱼鳞坑等; 中上坡段和山顶营造水土保持林, 开防

洪沟;梯台内侧开竹节蓄水沟,前筑埂,并按一定面积

修建小型蓄水池,最大程度地蓄积利用天然降雨,提

高果园的抗旱能力。小流域内旧果园应加大改造投

入,建设成标准生态果园。

3. 2. 2　推广保水耕作技术　多年试验研究表明,覆

盖、夏季雨季结束前刨树盘以及喷洒叶面蒸腾抑制剂

能有效地缓解秋旱。据试验,果园覆草后地面蒸发减

少 60%以上, 土壤含水量比对照高 3～4个百分点。

投产果园宜采用全园覆草, 幼龄果园宜采用树盘覆

草,覆草可用杂草或稻草等作物秸秆,在秋冬季进行,

覆草厚度以 15～20 cm 为宜。也可用农用地膜在雨季

结束时覆盖, 并在每 1株果树膜上打 10个左右小孔,

以利降水进入树盘。此外,雨季结束后刨树盘,切断土

壤毛细管,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又能积蓄天然降水也

是一种实用抗旱保墒方法。

3. 2. 3　推广小微型蓄水工程　针对三明市果园秋旱

严重的特点, 大力开展小微型水利工程,其投资少,见

效快,施工简单方便,群众易于接受。如利用园地周围

或附近积水区,或人为制造一定的集流面积修建蓄水

池将雨季期间降水蓄贮,在干旱缺水季节解决果树生

长“卡脖子”旱和关键期用水; 根据果园地形特征,在

山坳处修建小塘坝蓄水,在坑沟、溪沟中筑拦水坝建

成小山塘,或利用 PVC 管材从附近引水, 并依据蓄水

量和果园规模分别实施果园灌溉系统。

3. 3　套种绿肥(牧草) , 增加园面被覆

果园套种绿肥(牧草)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

良土壤, 培肥地力, 改善园地温湿度,促进园地生态良

性循环和早结丰产。笔者十几年研究表明, 三明市春

夏季可推广的绿肥有: 印度豇豆、乌豇豆、竹豆、猪屎

豆类、日本菁、草决明、园叶决明、184柱花草、无刺含

羞草、藿香蓟等;秋季可推广箭舌豌豆、苕子类、蚕豆、

肥田萝卜等。梯壁或零星空地可种多年生绿肥, 建立

绿肥基地。如爬地兰、百脉根、小冠花、紫花苜蓿、商

陆、百喜草、香根草、宽叶雀稗等。

3. 4　扩穴改土培肥,推广仿生管理

进行扩穴改土,增施有机肥, 改良熟化土壤, 促进

土壤生态系统向良性发展,提高土壤水肥气热协调能

力。建立示范点,以点带面推广少耕、免耕、生草、覆盖

等仿生管理的水土保持耕作措施,能显著地改善果园

生态环境。尤其在完成全园扩穴改土的基础上采取生

草管理省工省本,效益好。各地可按豆科 60%,禾本

科 30%的比例混种, 或者在剔除恶性杂草的基础上

利用果园的自然杂草进行生草栽培配套管理。

[ 参 考 文 献 ]

[ 1]　林明添 ,程建炎,刘朝泰, 等.山地绿肥高产栽培与综合

利用[ M ] .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

[ 2]　李有华.山地果园抗旱栽培技术体系探讨[ J] .水土保持

研究, 2000(增刊) : 45—49.

[ 3]　陈强, 范海英. 浅析闽东茶果园水土流失成因及其控制

[ J] .福建水土保持, 1997( 1) : 20—22.

(上接第 51页)

　　通过本工艺生产的沙芥产品,可在常温下贮存 6

个月,产品保持鲜绿、不变色、不改味、质地脆嫩,具有

沙芥原有的风味。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食品添加

剂均符合国家颁布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故该产

品是安全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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