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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该文分析了福建省地貌的基本特征
,

及对土壤侵蚀动力
、

侵蚀强度和方式的影响
,

并对 25
。

禁垦坡度进行了讨论
.

同时还对不同地貌类型的土坡侵蚀特征进行了分析
.

指出
:

人口 密集的

黑云母花岗岩和紫色页岩盆谷丘陵区是生态系统脆弱区域
,

是福建省土壤侵蚀的重点区
.

关键词
:

土 峨使性 地貌特征 降雨使性力 地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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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是组成 自然环境的基本要素
,

一地区自然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地貌因子的制约
,

地貌特征

可以视为各种形状和坡度的斜面在空间上的组合
,

作用于各种几何面上的大小和方向不同的力的

作功过程
,

以及各种几何面对作用力的过程反馈
,

则构成 了地貌 因子影响侵蚀的物理本质 (见图

1 )
。

分析福建省地貌对土壤侵蚀的影响
,

对揭示福建省土壤侵蚀规律和防治土壤侵蚀均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现实意义
。

侵蚀动 力

貌因子 反七 侵蚀过 程

抗侵蚀阻力

图 1 地貌因子与土壤侵蚀关系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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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福建省地貌基本特征

(一 )地势西北高
,

东南低
,

横剖面呈马鞍状

福建 省境 内有 两列 山脉
。

一列 由斜贯 于中部的 鸳峰一一 戴云— 博平岭 山脉
,

山带长 约

58 o k m
,

宽 70 一 s o k m
,

山带海拔 以北段和中段较高
,

平均在 1 0 00 一 1 2 00 m 之间 ; 另一列为蜿蜒于

闽赣边境的武夷山脉
,

平均海拔为 1 o 00 m 一 1 100 m 之间
,

北宽南窄
。

两个 山脉大体平行
,

呈北北东

— 南南西或北东— 南西走 向
,

与福建主要构造方 向一致
。

两列山脉之间为一条海拔约 1 00 一

Z o o m 的长廊状谷地
,

使福建从西到东形成了马鞍状地形
。

在中部山脉东侧
,

地貌类型由中山至低

山— 高丘陵 一一 低丘陵浅丘陵— 沿海平原
,

形成阶梯状或层状地形
。

(二 )山地丘陵多
,

坡度大

福建省山地丘陵面积大
,

约占土地总面积的 82
.

3 % (见图 2 )
,

这在我国亚热带东部地区是非常

突 出的
,

由于多 山地丘 陵
,

坡 度较大 (见 图 3 )
,

地 面坡度 15
“

以上的土 地面积 占全 省总面积 的

45
.

7 %
,

这种地形结构
.

增加了自然景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

以及潜在的不稳定性
,

为土壤侵蚀提供

了潜在的侵蚀动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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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福建省地貌类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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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山间盆地多
,

有深厚的红色风化壳覆盖

第四纪 以来
,

福建省以断块 的升降运 动为主要

形式
,

并经河流的冲蚀在 山地中形成了众多的山间

盆地
,

由于长期的暖湿气候作用
,

在这些盆谷地都发

育有深厚的红 色风化层
,

特别是花岗岩类
,

节理十分

发育
,

有利于化学风化作用的深入
,

红色风化层特别

厚如安灌官桥
,

长汀河 田的风化壳可达 10 一 60 m
,

为

土壤侵蚀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

而这些盆谷地多

为人 口密度较大的分 布区
,

对周围的 自然环境压力

大
,

容易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
,

如本省最严重的土壤

侵蚀区河 田
、

官桥
、

官 破等地均为花 岗岩盆谷丘陵

区
。

0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坡度 `
。

)

图 3 不同坡度的面积累积 百分率

二
、

福建省地貌对降雨侵蚀动力的影响

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地 势低
,

又处于台湾中央 山

脉的雨阴区
,

年降雨量为 1 0 0 0一 1 4 0 0 m m
,

降雨侵蚀力 R 值为 3 0 0一 4 0 0 ( l o o m
.

:
.

c m / h a
.

h
.

a )
.

见

图 4
。

等值线基本与海岸线平行
,

往西由于地形抬升作用
,

降雨侵蚀 力 R 值逐渐增加
,

等值线因受地

戮一荪矛
、 一万一

一

/ 找

/ 武军

图 4 福建降雨侵蚀力 R 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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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影响
,

走 向变化较大
,

在 闽中山脉东侧形成峰值
,

达到 5 50 以上
,

如闽浙交界的洞宫山东侧寿宁县

一带
、

戴云山东侧德化县一带以及博平岭东南端平和县一带
。

往西在沙漠河谷和尤溪河谷形成 R

值低谷
,

R 值回降到 45 。 以下
,

再往西南和西北
,

由于袱帽山和武夷山的地形作用
,

R 值又增加到

5 5 0 以上
。

全省 R 值大致呈马鞍状分布
,

与地形结构基本一致
,

反映了全省地形对降雨侵蚀动力的

深刻影响
。

三
、

福建省地貌特征对土壤侵蚀过程的影响

多山地丘陵
,

坡度大的地貌特征对土壤的侵蚀过程有重要影响
。

(一 )坡度对土壤侵蚀的影响

坡度实际就是地表重力势能分布梯度
,

是固有总有效能量分配到整个景观的媒介
。

福建省山地

丘陵多
,

坡度陡
,

重力梯度大
,

有较大的潜在不稳定性
。

根据 1 9 8 4年的普查资料
,

全 省坡度 25
“

以上

的陡坡
,

土壤侵蚀面积达 6 5 22
.

k2 m
, ,

占侵蚀总面积的 48
.

1 % (见图 5 )
。

其它条件相似
,

土壤侵蚀强度随坡度增加而增强 (见图 6 )
,

从图 6 可知
,

大约在 10 一 20
。

之间
.

土壤侵蚀对坡度较为敏感
,

不同地区
,

坡度对土壤侵蚀的影响效应也有差异
。

【二习 1

匕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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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不同坡度占地面积 比例

2
.

侵蚀面积占不同坡度面积比例

3
.

不同坡度侵蚀面积占总侵蚀面积 比例

图 5 不同坡度土壤侵蚀情况

坡度不仅影响到土壤侵蚀程度
,

而且影响到土

壤侵蚀的方式
。

根据我们对安溪官桥的调查
,

结果 见

图 7
。

图 7 表明
,

随着坡度的增加
,

土壤侵蚀由面蚀

逐渐向沟蚀~ 崩岗~ 滑坡崩坍方向发展
。

但几种侵

蚀形式组合最严重的是 20 ~ 40
“

区间
。

(二 )关于福建省禁垦坡度问题的讨论

福建省是一个多 山地丘陵省份
,

禁垦坡度的讨

论对全省山地开发有重要现实意义
。

《水土保持法 》

明确规定
:

禁止在 25
。

以上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
。

这

条规定对保护全省山地生态系统十分重要
,

也是切

实可行的
。

作者认为 2 50 为禁垦坡度是经过长期实

践总结出来的
,

并具有理论依据
:

( l) 据以上分析
,

当

坡度超 过 25
。

时
,

沟蚀
、

崩岗和重 力侵蚀 急剧增 加

(见图 7 ) ; ( 2) 大多数土壤 内摩擦角在 2 50 以下
,

当对

坡度大于 25
“

的坡地开垦时
,

必然破坏原有坡地的稳定
,

加剧各种重 力侵蚀
; ( 3) 在 25

。

以上坡度 修

建标准梯田
,

其技术要求较高
,

动土量大
,

费用高
,

在经济基础较差的山区难度较大
; ( 4) 超过 25

。

的

坡面
,

其剥蚀速度较快
,

土层较薄
,

如开垦种植农作物
,

不仅肥力和水分条件受到限制
,

且容易遭受

侵蚀而成为石头 山
,

如福建闽东南地区的
“
烂头山

”

相当部分就是陡坡开垦和顺坡种植造成严重侵

蚀的例证
。

福建省人多耕地少
,

人均仅 0
.

6亩
,

由于人 口压力
,

使陡坡开垦屡禁不止
。

对于 25
“

陡坡

禁止开垦和退耕还林 问题
,

提出以下建议
:

①应禁止在 25
。

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
。

目前大面

积的陡坡被开发成果园
,

但由于工程标准低
,

已造成大面积新的水土流失
。

在有一定经济基础和开

发经验的地区
,

如闽东南地区
,

由于土地
、

人口矛盾突出
,

可以适当放宽标准
,

但工程标准要高
,

如永

春的柑桔园
,

相 当一部分果园分布在 25 ~ 3 00 之间的坡地上
,

但因管理和开发得 当
,

使生态和经济

效益达到统一
。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

在 2 5
。

以下开垦种植
,

如果没有采取水土保持措施
,

也照样

会造成严重的土壤侵蚀
。 〔’ 二L’ 二。

② 目前已存在的陡坡旱地
,

由于长期土壤侵蚀
,

产量低
,

大部分 已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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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不同坡度土壤侵蚀模数变化情况 图 7坡度与土壤侵蚀形式 关系

荒
,

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将这部分陡坡旱地退耕还果
、

还茶
、

还林
,

对陡坡水土流失严重 的茶
、

果园要

进行改造
,

使之成为
“
三保

”
园

。

四
、

不同地貌景观土壤侵蚀特点

福建省的地貌特征不仅直接影响到土壤侵蚀动力
,

而且影响土地利用以及地面风化壳的发育

等
,

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土壤侵蚀
。

全省土壤侵蚀在地貌上的分布
,

以海拔 50 一 50 0 m 的丘陵地带面积最大
,

达到 7 07 0
.

ho
a

.

占土

壤侵蚀总面积的 “
.

9 %
,

占丘陵面积的 29
.

29 % (见图 8 )
。

其中低丘的土壤侵蚀最为严重
.

占不同

地貌类型的 77
.

2 %
。

山地土壤侵蚀较轻
,

仅占该地貌类型面积的 4
.

7 %
。

下面分别论述各地貌类型

的土壤侵蚀特征
:

口曰圈

(一 )侵蚀剥蚀— 构造中山地

其主要分布于闽西和 闽中大山带
,

该区坡度较

陡
,

多在 25
“

以上
,

剥蚀速度较快
,

风化壳薄
,

多在 1
.

o m 以下
,

侵蚀在很大程度上受风化的限制
。

由于 自

然条件的限制
,

人 口较少
,

零星分散于一些相对较平

坦的剥蚀面上
,

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少
,

植被覆盖率

在 70 % 以上
。

土壤侵蚀 以 自然的地 质侵蚀过程为

主
,

人为活动引起的加速侵蚀较少
,

河流下切引起的

坡面能量的重新调整
,

即暴雨条件下的山洪和滑坡

崩坍等重力侵蚀占重要地位
。

(二 )侵蚀剥蚀— 构造低山

其主要分布在两大山带的外侧及山间盆谷地外

围
。

该地貌类型坡度较大
,

多在 20
。

以上
,

在部分陡

山地 高丘 低丘 平原 台地

八曰六曰自自曰()00月h孟伟今-

(议à摹七

1
.

地 貌类型 占土地面积 比%

2
.

侵蚀面积 占地貌类型比另

3
.

各地貌类型侵蚀面积占
.

急侵蚀面积 比 %

图 8 不同地貌类型土壤侵蚀情况

坡地
,

常有基岩出露
,

在较缓坡地上
,

已有红 色风化壳的发育
,

与中山相 比
,

人类对 自然环境的干扰

程度增加
,

对土壤侵蚀 已有明显影响
,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

( l) 森林大面积的砍伐
; ( 2) 造 钵整地中

不适当的
“

炼山
’

顺坡全垦
。

因地形影响
,

该区的冬春降雨量 l( 一 3 月 )较多
,

占全年降雨量的 1 8 %一

20 %
,

经炼 山的坡地不仅裸露
,

而且经造林松土
,

极易遭受侵蚀
,

根据杨玉盛等研究
{ 3

一 ,

炼 山后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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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土壤侵蚀量达 2 4 81
.

I t k/ m
, ,

为不炼山造林的 15 倍
; ( 3) 茶园和坡耕地的大面积开发造成的土

壤侵蚀
,

如低山区的寿宁县
,

茶园
、

油菜园和坡耕旱地面积达 9 3 o 4 h a ,

占该类土地利用类 型面积的

85
.

7 %
。

如果有计划的控制森林砍伐
,

改变现有炼山造林技术
,

以及改造茶园旱地是控制该 区土壤

侵蚀的重点
。

(三 )侵蚀剥蚀丘陵

主要分布在沿海地 区和 内陆河盆地
,

是人 口 密集区
,

开发较早
,

开发程度较高
,

人为造成的土壤

加速侵蚀现象十分普遍
。

内陆丘陵区
,

燕山期的黑云母花岗岩
r ;

`
c3) 和侏 罗纪的紫 色岩 山间盆谷丘

陵区是全省内陆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区域
。

花岗岩之间盆谷丘陵区
,

由于母岩节理发育
,

在高温湿润

的亚热带气候条件下
,

化学风化强烈
,

形成了深厚疏松的风化壳
,

厚度一般在 10 一 60 m
,

其抗侵蚀性

弱 「3二 ,

一旦地覆植被遭受破坏
,

便容易导致侵蚀
。

以河 田为例
,

原是青山绿水的
“

柳村
” ,

由于人 口增

加
,

经济落后
, “

村 民以番薯充饥
,

农村能源奇缺
’ ,

村民所需燃料为灌木
、

茅草
,

以至枯枝落叶均被砍

伐
,

造成了极严重的土壤侵蚀
,

全乡土壤侵蚀面积达 15 8 3 9h a ,

占土地总面积的 44
.

“ %
,

其中强度

侵蚀 占侵蚀面积的 58 %
。

崩岗切沟侵蚀是花岗岩丘陵区土壤侵蚀的重要特征
。

安灌官桥
、

龙门
、

绍

安官破
、

永春狮峰等严重流失区
,

均为人 口密集
、

燃料奇缺的花岗岩盆谷丘陵区
。

紫色岩丘陵区是福建省又` 重点侵蚀区
,

如宁化禾 口
、

连城文亭等区
,

以宁化禾 口 地区为例
,

1 9 8 4 年普查
,

土壤侵蚀面积达 53
.

36 %
,

其中强度侵蚀面积达 43
.

37 %
。

无明显沟缘的沟谷侵蚀是

该类侵蚀的特征
,

沿海丘陵比内地破碎
,

由于人 口 多
,

开发早
,

丘陵中下部 已被开垦成耕地和果园
,

上部植被破坏

严重
,

植被覆盖率多在 30 % 以下
,

土壤侵蚀严重
,

相当一部分的丘陵上部基岩裸露
,

目前山地开石
、

采石
、

修路已造成了严重的新的土壤侵蚀
。

沿海半岛
、

岛屿地区因降水少
,

耕地 以旱坡地为主
,

冬季

(旱季 ) 由于台湾海峡的原因
,

风力较大
,

10 月至翌年 2 月份的月平均风速达 s m s/ 以上
,

而在该季

节
,

耕地地表基本无覆盖
,

风蚀较为严重
,

夏季暴雨侵蚀和冬季的风蚀交替作用
,

使坡耕地表层出现

严重沙化
。

以上分析的不同地貌景观土壤侵蚀可以通过下面的综 合剖面来反映 (见图 9
、

图 1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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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地貌景观下土壤侵蚀状况 (剖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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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结 语

福建省降雨侵蚀力 R 值受地形

影响
,

从沿海向内地逐渐增大
,

并呈马

鞍型
;
多山地丘陵的地形特点

,

使其具

有较大的潜在不稳定性
,

随坡度增加
,

土壤侵蚀强度加剧
,

侵蚀类型也 由面

蚀向沟蚀和重力侵蚀方向发展
,

在 20

一 4 00 之 间
,

土壤侵蚀 最为严重
;
建议

坡地种植农作物应 遵 守 《水 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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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0 不同地貌景观下土壤侵蚀状况剖面示意图

法 》
,

以 2 50 为禁垦坡度的规定
,

但必须结合实际
,

强调在 2 50 以下耕种也应 加强监 督
,

搞好水土保

持
;
地形不仅影响到侵蚀动力

,

而且影响土壤植被的发育
,

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土壤侵蚀
; 花岗岩和

紫色岩丘陵区是土壤侵蚀的重点区
,

是今后水土保持治理的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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