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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北岩溶山区水土流失现状与治理对策

黄 金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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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佛山  

摘 要 粤北岩溶山区是广东省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之一
,

水土流失面积达
, 。

水土流失是由脆弱生态

环境及人类破坏森林
、

陡坡开垦
、

过度放牧及工程建设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严重的土坡侵蚀使土壤层变薄
、

肥力下

降
、

水利工程淤积及寿命缩短
、

早涝灾害加剧 针对粤北岩溶山区水土流失的现状和成因
,

提出了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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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北岩溶山区主要分布于韶关和清远 2市
,

面积 6以刃 多 km甲
,

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44
.
9 %

,

强度水土流失面积 446
.
1

姗
,

占广东省岩溶面积的 90 纬以上[1j
,

主要在大东山东北侧
kznz

,

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16
.
2 %

,

极强度水土流失面积

和西南侧连片分布
,

东北侧为乐乳岩溶山区
,

包括乐昌西南 176
.
2 k rn Z,

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6
.
4%

。

土城侵蚀主要以

部
、

乳稼西北部
、

东南部和曲江西部;西南侧是连阳岩溶山区
,

水力侵蚀为主
,

侵蚀的主要形式有面蚀
、

沟蚀
,

兼有重力授

包括连州
、

阳山
、

英德和清远北部
.
本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

蚀
、

山洪和泥石流等
,

其中面蚀占总侵蚀面积的 98
.
25 %

,

主

湿热的气候对岩溶发育十分有利
,

岩溶作用明显
,

石山麟峋
,

要发生在植被较差和没有采取适宜水保措施的坡地上
,

特别

地貌上属丘睦
、

山地区
,

地表起伏大
,

以峰丛(林)洼地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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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 是坡耕地上;沟蚀占总侵蚀面积的 1
.
12 %

,

主要发生在山地
间有为数不少的溶蚀洼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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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 soo m 以下的丘陵区
,

尤其在地面贫林缺草
,

人畜活动
洞形成的

,

当地人称为
“

腔
” ,

如清远的白湾镇就有这样的
“

控
” J

二二
._. 、

二
_.
二二下二几工一下一厂二三

’

一三 一了
’

一I
’

几
’

一

万几二二
_
几万

’

二
_
二

‘

二止二二二
一 ‘

二二工几下” 下二
_

频萦的地方更为严重
,

这些坡耕地大多有无数深40 ~ 50
~99 个

,

全俄 90 多个自然村全部都座落在这些
“

腔
”

中
.
由于特 份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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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殊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背景

,

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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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还很低
,

部分居民的沮饱间题仍未解决
,

是广东省主要的贫 有崩岗
、

垮山
、

滑坡
、

塌岸等几种类型
,

重力侵蚀现象多集中

困地区
,

也是广东省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区域
,

水土流失严 发生在连山东南部
、

乳源和英德的西南部等多雨和攀雨中

重
、

水资源短缺
、

早涝灾害颇繁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 心
,

一遇大雨陡坡地段常发生崩塌下滑.山洪和泥石流多发

制约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
。

生在海拔 soo m 以上的山区
,

由于山高坡陡
,

攀雨集中
,

泥石

1 水土流失现状及其危容 流往往随山洪发生
,

在漏斗形的集水区内
,

基岩受强烈风化

1
.
1 水土流失现状 形成深厚的风化壳

,

加之较大规模的崩岗
、

滑坡形成的松散

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最新遥感调查资料
,

粤北岩溶山区现 物质
,

经雨水浸泡后
,

沿陡坡倾泄而下形成泥石流
。

有水土流失面积 2 753
.
3 kn 产

,

其中轻度流失面积 894
.
8 1

.
2 水土流失的危容

krn 留
,

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32
.
5%

,

中度流失面积 1 236
.
2 (1 )破坏土地资源

,

可利用耕地面积缩小
.
日益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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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使土地资源遭受极其严重的持续破坏
,

导致地形支

离破碎
,

地表物质
“

沙化
” 、 “

石化
” ,

在土层较薄的石质山区
,

由于土壤流失殆尽
,

使得基岩裸露
,

石漠化面积不断扩大;在

沟蚀较严重的区域
,

往往造成沟头延伸
,

沟底下切
,

沟坡滑

塌
,

沟沿上升
,

使一些沟掌
、

沟坡
、

沟沿的较好耕地遭到冲刷

损坏
,

土层变薄
,

还使不少耕地丧失利用价值
,

直接威胁当地

群众的生存基础
。

( 2) 土壤肥力下降
,

粮食产量低而不稳
。

随着水土流失

程度的加剧
,

导致土体结构破坏
,

土层变薄
,

土壤层次缺失
,

土壤养分流失
,

肥力降低
,

使原来保水
、

保土
、

保肥的
“

三保

田
”

变为跑水
、

跑土
、

跑肥的
“

三跑田
” ,

造成粮食产量低而不

稳
,

据估算
,

整个粤北岩溶山区每年造成 N
、

P

、

K 损失约

13
.
62 万 t

,

有机质流失 18
.
96 万 t

,

土地肥力降低
,

粮食产量

也随之降低
,

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

乱砍滥伐
,

毁林开

荒
,

广种薄收
,

加上人 口增长过快
,

这些地区往往形成
“

越穷

越生
,

越生越垦
,

越垦越穷
”

的恶性循环
。

(3 ) 淤积水库
、

河道
,

抬高河床
,

降低防洪标准
。

由于严

重的水土流失
,

每年雨季
,

山洪携带大量的泥沙流人河道
、

水

库
、

渠道
,

降低了现有水利工程的效益
,

严重影响到水利工程

的安全运行
,

缩短水利工程的寿命
,

根据连州的围子水库
、

阳

山的先锋水库等 10 座水库泥沙淤积调查推算
,

整个粤北岩

溶山区每年水库淤积泥沙损失库容 1
.
36 x l少 耐

;根据连江

的部分河段实测
,

泥沙淤积河床厚度达 0
.
3~ 1

.
Z m

,

使过水

断面减少
,

削弱了河道行洪能力
,

降低了防洪标准
,

直接威胁

到河道两岸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

(4 ) 生态环境恶化
,

水早灾害频繁
。

土壤侵蚀的加剧
,

使

得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

林草生长不良
,

植被筱盖率低
,

致使地

表蓄水能力不断降低
,

随之而来水早灾害连年发生
,

以干早

为例
,

粤北岩溶山区平均早期为 40 一70 d
,

每 3 a就有 Z
a
中

等以上旱灾
,

并且受灾面积大
,

近年来每年受旱灾影响的耕

地占总耕地面积的 10
.
5% 一43

.
6%

。

2 水土流失的成因

2
.
1 自然因素

自然因素对土壤侵蚀的影响
,

其实质就是土壤在降雨
、

地质地貌
、

风化物等自然外营力作用下发生的破坏
、

分离和

迁移过程
,

粤北岩溶山区水土流失严重
,

从自然因素方面分

析
,

主要受土壤和地质因素
、

气候因素
、

地形因素的影响
。

( 1) 土壤与地质因素
。

在粤北岩溶山区
,

质纯的碳酸盐

岩类分布面积广
,

出露面积达 46
.
38 %

,

由于碳酸盐岩类抗

风化能力强
,

导致该地区成土速率慢
,

土壤剖面中通常缺乏

C 层(过渡层)
,

在基质碳酸盐母岩和上层土壤之间
,

存在着

软硬明显不同的界面
,

使岩土之间的猫着力与亲和力大为降

低
,

一遇降雨激发便极易产生水土流失和块体滑移
。

同时
,

粤北岩溶山区因地处亚热带湿润气候区
,

化学淋溶作用强

烈
,

上层土体中的物理钻粒(< 0
.
01
~
)容易发生垂直下移

累积
,

从而造成喀斯特区土体的上松(质地轻
、

通透性强)与

下紧(质地钻重
、

通透性差)
,

形成一个物理性状不同的界面
,

这也容易导致水土流失的产生
。

(2 ) 气候因素
.
粤北岩溶山区地处亚热带北缘

,

属亚热

带暴雨区
,

雨量十分丰富
,

年平均降水量 1 400 ~ 1 800
~

,

暴雨中心达 2 000
~

以上
,

且月际变化大
,

有明显的干雨季

之分(表 1)
,

由于境内地势高差悬殊较大
,

局部地区容易形

成控制面小
、

历时短促
、

降雨强度大的单点暴雨
,

对地表土层

产生强烈的冲刷
,

随着地表径流的大量形成
,

造成严重的洪

灾和沟蚀
,

加剧了水土流失
,

激发滑坡
、

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

表 l 乐昌
、

阳山
、

乳派 3 站多年各月平均降水t

月份

乐昌

阳山

乳源

3 4 7 8 9 10 1 1 12 合计

39
。

0

5 8

.

0

6 4

。

0

1 1 9

.

0

1 3 9

.

0

1 4 2

.

0

1 7 9

.

0

2 4 7

.

0

2 2 2

.

0

2 3 8

.

0

3 7 9

.

0

3 1 3

.

0

2 5 8

。

0

3 0 0

.

0

3 0 3

。

0

1 6 0

.

0

1 6 7

.

0

1 5 3

。

0

1 7 0

.

0

1 9 6

.

0

1 8 0

.

0

6 4

.

0

6 4

.

0

7 6

.

0

4 8

.

0

4 2

.

0

4 9

.

0

4 1

.

0

5 3

.

0

5 6

.

0

1 4 7 6

.

0

1 8 4 2

.

0

1 7 5 7

.

0

(3 ) 地形因素
.
粤北喀斯特山区地表崎岖破碎

,

岩溶地

貌发育齐全
,

整个区域不仅山地面积大
,

而且坡面陡峭
,

沟壑

纵横
,

多乱石缝地和石音兄地
,

地表平均坡度达 18
.
38

。 ,

其中

> 25
“

的陡坡地 占总面积的 35
.
3写

,

15 ~ 2 50 的坡地 占

36
.
2%

,

两者合计占 71
.
5%

,

山多坡陡的地表结构不利于水

土资稼的保存
,

为水土流失创造了良好的先天条件
,

加剧了

斜坡体上水
、

土
、

肥的流失
。

2

.

2 人为因紊的影晌

粤北岩溶山区由于人类活动频繁
,

人 口密度大
,

对生态

环境的干扰严重
,

人类不恰当的经济活动加速了水土流失的

发生与发展
.

(1 )人口增长过快
,

土地垦殖率高
。

粤北岩溶山区经济

落后
,

自然生态环境容童小
,

土地承载能力低
。

长期以来
,

由

于受多子多福和生育越多劳力越多的观念影响
,

人 口增长率

长期居高不下
,

人 口平均密度 已达 21 0 人/km
Z ,

远远超过当

前生产力水平下的合理人 口容量约 120 人/k m
Z
的限度

,

人

口超载率在 40 % 以上
。

随着人口剧增
,

密度提高
,

人均耕地

面积逐年减少
,

粮食不足的问题愈加突出
,

人们为了生存下

去
,

不得不大量毁林毁草
,

开垦石音兄土
,

陡坡种植
,

实行掠

夺性经营
,

以解决吃饭问题
,

使不少地方陷人人口增加一过

度开发一土壤退化一经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
。

(2 ) 不合理的土地利用
。

据统计
,

粤北岩溶山区大于 250

的陡坡早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 17
.
3%

,

占早耕地总面积的

40
.
5%

,

其中大于 350 的极陡早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 9
.
6 %

,

不少地区甚至还是
“

一碗泥巴一碗饭
”

的石奋兄地
,

而在旱坡

耕地中
,

实现梯土化的或等高耕作的不到 1/3
,

开荒扩种
,

粗

放经营
,

广种薄收的现象十分突出
。

根据土地详查资料
,

本

区耕作业
、

林业
、

牧业用地比例为 4
.
3 ,

2

.

1
:

1

.

0
,

这种典型

的以耕作业为主的土地利用现状结构
,

导致了陡坡耕种
,

毁

林
、

毁草垦殖
,

片面强调了粮食生产
,

而忽略了林业和畜牧业

的发展
,

墩终使农业生态环境 日趋脆弱
,

加剧了水土流失
。

( 3) 植被破坏
。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
以粮为纲

”

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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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严重背离了粤北岩溶山区山多坡陡耕地少
、

而荒山荒坡

面积大的土壤资源结构这一客观实际
,

导致整个区域大量林

草被毁
、

森林夜盖率锐减和农业产业结构失调
,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
,

粤北岩溶山区森林夜盖面积在 30 % 左右
,

到 90

年代已下降到 13
.
5%

,

目前粤北岩溶山区森林筱盖率只有

12 纬左右
,

而且森林植被分布不均
,

特别是在石漠化较强的

区域森林彼盖率更是低得惊人
,

只有 3% 左右
,

加上灌木林

地也只有 10 % 左右
。

长期以来造成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
,

使地表植被稀少
,

菠盖率低
,

一旦遇上较大的降水
,

极易产生

水土流失
.

(4 )建设项目缺少水土保持措施
。

近几十年来
,

粤北岩

溶山区兴建了大童的水利工程
,

这些工程对当地的防洪抗早

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

但由于人们在工程建设中对

缮后工作不够重视
,

生产建设单位和有关部门领导水土保持

意识淡薄
,

大t 的弃土
、

废渣不作妥善处理
,

造成新的水土流

失;同时
,

个体与集体采矿
、

采石
、

电力
、

交通建设
、

工业开发

区和民用住宅等基建工程大多缺乏水土保持措施
,

有的虽有

实施方案
,

但没有严格按方案设计要求施工
,

建设项目在增

加的同时
,

新的水土流失也随之增加
,

据不完全调查
,

粤北岩

溶山区因开发建设等工程造成每年新增人河泥沙 1
.
30 X

10’ t ,

而这一现象有明显增长的趋势
.

3 水土流失防治对策

3.1 系统规划
.
因地制宜地进行练合治理

针对粤北岩溶山区水土流失的现状
、

特点和发展趋势
,

对粤北岩溶山区水土流失治理应作更系统
、

更全面的规划和

组织实施
,

在治理过程中应以大流域为依托
,

小流域为单元
,

乡
、

村
、

组为基础
,

系统规划
,

采取生物措施
、

工程措施
、

农耕

措施相结合
,

通过山
、

水
、

林
、

田
、

路的综合集成
、

集中连片治

理
,

大力发展小流域经济
,

把小流域建设成为多目标
、

多功

能
、

高效益的综合防护体系和经济体系的水土流失治理模

式
。

在工程措施上
,

应抓好山坡防护工程
、

山沟治理工程
、

山

洪排导工程和小型蓄水用水工程建设
,

加大坡耕地改造与整

治的力度
,

通过坡地改梯田
,

建拦水沟埂
、

水平沟
、

水平阶
、

水

簸其
、

鱼麟坑
、

挡土墙
、

水窖(早井)等
,

改变小地形
,

将雨水就

地拦蓄
,

减少坡面径流形成
,

对于 15 ~ 25
。

的坡耕地应建设截

流工程
,

辅以林草措施
,

在俊蚀沟道布设谷防
、

淤地坝
,

防止

沟道的下切与扩张;在生物措施
_
七

,

对于 2扩以 t!.的坡耕地要

坚决退耕还林还草
,

切实加强退耕还林和天然林保护
,

加快

陡坡退耕还林还草的步伐
,

加大林草优选
,

增加植被覆盖度
,

发展市场畅销的经果林
、

药材等
,

推动林果业
、

畜牧业及药业

的发展
,

壮大区域经济;在农耕措施上
,

以坡耕地合理利用和

保水保土措施为重点
,

采取等高耕作
、

横坡耕种
、

垄沟种植
,

草粮
、

林粮间作
,

林草林灌套栽
,

埂坎经济带等不同栽培模

式
,

把水土保持与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
.

3
,

2 治理与开发利用相结合
,

提离农民治水改土的积极性

粤北岩溶山区既是广东省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
,

也是广

东省的贫困地区之一
,

水土保持不能单从改善生态环境考虑
,

关键是要农民从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中得到经济实惠
,

让农民

通过综合治理实现脱贫致富
。

因此
,

治理粤北岩溶山区的水

土流失必须与进一步开发利用土地资源
,

发展
“

两高一优
”

生

态农业
,

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结合起来
,

突出小流域综合治理和

农业结构的调整
,

在立地条件较好的地方大力发展经济林果

和速生用材林
,

扩大林业和畜牧业发展规模
,

提高质量
,

开展

加工转化
,

并搞活市场流通
,

完善市场体系
,

千方百计增加群

众的经济收人
,

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
,

只有这样
,

才能提高农

民治水改土的积极性
,

促进水土保持工作向纵深发展
。

3

.

3 多集道络集资金
,

建立投入保阵机制

粤北岩溶山区水土流失范围广
、

程度深
、

治理难度大
,

综

合治理需要大量资金
,

而粤北岩溶山区经济较落后
,

资金短

缺限制了水土流失治理的步伐
。

因此
,

今后应建立以农民投

劳为主
,

国家
、

地方
、

农户相结合的多层次
、

多方位的多元化

资金投人机制
。

首先各级政府要按国家要求安排好配套资

金
,

同时
,

市
、

县
、

乡(镇)各级政府应把建设投资纳人各级财

政预算
,

安排专项资金;其次
,

按照
“

谁投人
、

谁所有
、

谁受益
”

的原则
,

对适宜开发的荒山
、

荒沟
、

荒丘和荒滩
,

采取对外承

包
、

股份合作
、

拍卖
、

租赁招商等引资形式以及税费减免等优

惠政策
,

鼓励和吸引广大农民
、

企事业单位
、

私营业主等投人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 ;第三是应立足于小流域自然资源优

势
,

以市场为导向
,

在小流域内建立
“

优质
、

高产
、

高效
”

的水

土保持型生态农业示范基地
,

通过综合治理与开发
,

增产增

收
,

再从水土保持产业中提取一定的资金去治理小流城水土

流失区
,

以形成滚动资金机制
,

增加综合治理的资金投人
。

衰 2 耳北岩溶山区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层次设计

山地垂
直带层

中山地

低山地

丘睦台地

宏观协调模式 中观产业模式 徽观样地模式

防护一生态开发型土地生态系统
天然林封育管护

.
自然保护区

,

高山草
场

防护一生产型土地生态系统

贾禁麟爵
育

,

商品性木材适度加工

绿蒙覃麟靛
薪炭林业

,

经果林业
,

任豆
,

阴香
,

板栗
,

油桐
,

药材
,

食用菌

防护一生产一消费型土地生态系统
乔湘混交林与绿禽

,

核桃
,

柿子
,

薯十豆
+ 玉米

河谷平坝地 生产一防护一消费型土地生态系统

金煞忍羚
级坡台地种植与经果

盂爆凝
肚

,

边‘经果园业与防护林 稻+ 稻 + 油
,

玉米+ 番薯+ 花生
,

柑橘
等经果产业带

3
.
4 调整产业结构

,

跪立多层次的水土保持型立体生态农

业体系

长期以来粤北岩溶山区发展农业的着眼点只放在种植

业上
,

对林业和牧业不重视
,

致使生态环境质童不断下降
,

最

后连种植业的环境也受到破坏
。

因此
,

调整产业结构
,

建立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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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高程有可能是极值点
,

尤其是当 1
,

25 万等高线图
_
L 的

1 00 0
,

3
50
。或 5 ooo m 这些分界值是图斑的最大值时

,

计

算机自动提取的海拔类型与人工解译的海拔类型会不一致
,

导致自动提取的海拔分级比人工提取的高一级
。

这种情况

主要发生在海拔分级临界值即 1 000
,

3 5
00 或 5 000 m 出现

在圈闭的面积很小的图斑内
。

在这种情况下
,

图斑海拔分级

按照低的级别划分较为合适
.
在检查起伏度的分级时也存

在由于分区统计取图斑内部 DE M 数据极值而导致起伏度

定级比人工定级大的情况
,

在这种情况下
,

如果自动提取的

起伏度值比人工解译级别的上限值略高
,

但高出的范围在

Zoo m 以内的图斑为判读正确
,

大于 Zco m 则为判读错误
,

这种情况大部分悄况出现在对山区的地貌解译上
。

上述质检技术是用于对整幅地貌图进行质t 控制
,

严格

按照其进行定性和定t 检查
,

也同样能保证喀斯特地区地貌

解译的正确性
。

4 结 语

地貌制图是区域地貌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
,

也是简明扼

要地反映地貌研究成果的重要手段川
。

西南地 区喀斯特地

貌在全国具有代表意义
,

在解译上有一定难度
。

因此我们在

编制中国 1
,

1
00 万数字地貌图过程中对喀斯特地区地貌力

求严格按照上述解译技术进行解译
,

使图件能正确反映喀斯

特等各种地貌类型的形成和分布规律
,

并能把喀斯特地貌与

非喀斯特地貌之间的成因关系和规律合理地表现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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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型立体农业体系是本区大农业今后发展的方向
,

水

土保持型立体生态农业体系的建立
,

在空间尺度上应分为宏

观
、

中观与徽观 3个层次[z]
,

宏观上应当突出山区生态环境

的持续性与经济发展的地城性
,

充分利用光温水时空差异性

及生物多样互补性
,

体现山地立体专业化利用与保护的地域

格局;中观上着眼于产业结构布局与调整
,

根据不同产业用

地的生态功能要求
,

将现状土地利用适应性与土地类型适宜

性
,

同土地资源利用改造决策结合起来
,

对现状经济结构有

悖于自然生态结构的利用方式相应提出改进对策;徽观模式

侧重于具体的利用方式
,

强调可操作性
,

在农林牧各业内因

时因地制宜地设计多熟制作物种植
、

市场型林特生产
、

生态

林草防护与开发利用等模式(表 2)
。

英德
、

阳山等部分地区

的实践证明
,

通过林果
、

林农
、

林牧
、

林电结合等形式
,

建立各

种以林为主体的具有良性循环的生态农业体系是粤北岩溶

山区防治水土流失的有效途径
。

3

.

5 加强宜传教育
,

强化水土保持监I 与执法工作

加强预防监督
,

防止新的水土流失是水土保持工作中的

首要问题
,

今后应通过广泛深人的法制宜传教育
,

以法治林
,

严格执行《森林法》
、

《水土保持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

普及全

民水土保持法制意识
,

明确各级水土保持部门监督权
、

处里

权和收费权
,

使水土保持工作法制化
、

规范化[3] ;同时
,

水土

保持工作涉及到国民经济的诸多部门
,

必须充分协调各部门

之间关系
,

做到各司其职
,

各负其责
,

各出其力
,

密切合作
.

在综合治理过程中
,

要加强水土保持项目管理
,

积极推行水

土保持项目负责制
、

技术责任制
、

法人责任制
、

合同制等
,

因

地制宜地推行工程招标投标制和建设监理制
,

建立新的建设

管理机制;在监督管理方面
,

计划
、

环保
、

土地
、

矿产等有关审

批部门应严格把关
,

对开发项 目不依法编报水土保持方案

的
,

环保
、

计划部门不予评审和立项
,

土地
、

矿产部门不允办

理土地使用
、

采矿许可证等;在水土保持违法案件的查处中
,

司法部门要给予大力支持
,

只有社会各部门通力协作
,

才能

强化依法保护水土资源的各项措施
,

推动水土保持产业化和

水土资撅的可持续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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