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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广西石灰岩分布较广
,

喀斯特现象发育
,

山多石 头多
,

土地零散坡地多
,

成土缓慢
,

土层

薄
。

石灰岩地区土壤允许流失量仅为 6 8 t/( k m
” ·

a)
,

而现在该区土壤流失 量 一般 为 100 ~

? 0 0七/ (k ”
m

·

a)
,

大大超过允许流失量
。

作者针对广西实际情况提出并论述了
: 1

.

造林

绿化 ; 2
.

封育恢复植被 ; 3
.

修筑石 坎梯田 , 4
.

增施肥料
,

深翻改土
; 5

.

建立生态 目

标责任制等水土保持措施
。

关他词 : 石 灰岩 溶蚀 水土 流失 水土保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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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酉石灰岩地层分布很广
,

是世界上典型的石灰岩山区之一
。

由于石灰岩 经 过 水 的溶解侵

蚀
,

岩溶发育
,

形成了独特的岩溶地貌
,

千姿百态的峰林
、

孤峰
、

谷地很多
,

岩溶地貌因洞奇石

美而闻名于国内夕卜

广西壮族自治区总面积 23 6 6 6 k m 2 ,

其 中裸露的石灰岩面积占41 %
,

埋藏在地下的石灰岩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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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1 0 %
,

合计占全区土地总面积 51 %
。

石灰岩地区其 自然特点是
:

千山百界
,

石多土少
,

坡耕地

多
,

地块零星
,

地丧径流少
,

易涝易旱
,

对发展农业生产极为不 利
; 同时

,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

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
,

工业基本建设
、

陡坡开荒
、

乱伐森林
、

开矿修路等各种人为破坏植被现象

日益增多
,

造成石灰岩地区生态不断恶化
,

水土流失 日趋严重
。

本文仅就广西石灰岩地地区水土

流失状况及其防治措施提出浅见
,

作为探讨
。

一
、

石灰岩地区水土流失状况及其危害

广西壮族 自治区共有 87 个县市
,

79 个县市分布有石灰岩
,

其 中
,

石灰岩面积 (包括裸露岩石和掩

盖岩石 ) 占木县市土地面积30 % 以上的有4 4个县市
,

侧个县市土地总而积 占全 自治豚
‘ _

上地 偿
、

面积

的4 8
.

13 %
,

人口 占全自治区总人 口的理2
.

68 %
。

石灰岩地区的县市多集中分布于桂西北的红水河和

左江
、

右江流域
,

这些县币既是少数民族聚居区
,

又多是边远山区和革命老区
,

现在人民生活仍

较贫困
。

由于石炭岩地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

水土流失 日趋严重
,

造成土壤疮薄
、

裸岩遍布
,

地

块零星
、

水土俱缺
,

农业生产力低下的状况十分明显
。

据 1 9 8 7年应用遥感技术调查
,

全 自治区石灰岩岩溶侵蚀属毁坏型面积 为 18 34 1
.

44 k m
“ ,

其

中
, 4 4个石灰岩山区县为16 65 4

.

7I k m
2 ,

占8 8
.

5 1 %
。

石灰岩侵蚀的特征为
:

一是石 灰 岩 受水

侵蚀后
,

岩溶极其发育
,

形成无数的裂 隙溶槽和溶洞
; 二是裸岩遍布

, “
不可利用的石山

”
占石灰

岩地区总而积的2 7
.

9 3 %
,

土壤缺乏
、

土层浅薄
,

一般只有石缝土和石山坡脚钱层覆盖 土
, :上壤

清薄
; 三是森林覆盖率低

,

石山有林面积只占石灰岩地区县市森林总面积的 3
.

54 %
,

占石山县总而

积的0
.

7 4 %
,

同时
,

植物不易生长
,

一旦植 被遭受破坏
,

则难 以恢复 , 四 是地表蓄水能力差
,

地

下河系发育
,

地表径流容易转化为地下径流
,

降雨多时
,

因排水不及时
,

又易积涝成灾
。

稍早
,

地

表河溪又很快干涸
,

因而出现易早
,

故有
“一 日大雨被水淹

,

三天无雨地冒烟” 之谚语
; 五是

一

石

灰岩成土过程极其缓慢
,

土壤允许侵蚀量小
。

据国内外学者研究资料
,

石灰岩 风 化 约 3 0 c m
,

才能形成 1 c m 厚的土壤
,

即成土与溶蚀的比值为 1/ 3 0 ,

若按此成土速率计 算
,

广 西 石 灰 岩 的

成土速率为 1 0
.

4一 2 6 七/ (k m
“ ·

a) ; 广西一带的石灰岩的岩溶速率为 0
.

12 ~ o
.

3 m m /
a ,

即 为

1 2 0一 3 o em
“

/ (k m
Z · a )

,

按岩石容重2
.

6 t/ m
“

计
,

则为 3 1 2一 7 8 o t / (k m
“ ·

a ) ;
并 根 据石

灰岩溶蚀速度
,

成土过程特点和岩石组成比例研究提出
,

广西岩溶 区 的 土 壤允许 流 失 量 以取

6 8七/ (k m
Z ·

a ) 为宜的结论
。

从广西石灰岩地区水土流失现状分析
,

土壤侵蚀模 数 一 般为 1 0 0

~ 2 0 0七/ (k m
Z ·

a)
,

有的大于 2 0 0 七 (k m
Z ·

a)
,
已大大超过岩溶地区土壤的允许流失量

。

从上述情况看出
,

广西石灰岩地区水土资源极其宝贵
,

土壤一经流失就难 以恢复
,

若不采取

措施加以控制
,

年复一年土壤将流失殆尽变成光山裸岩
。

造成石灰岩地区水土流失 日 趋 严 重 的

原因
,

除 自然因素外
,

人为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陡坡毁林毁草开荒
;
二是乱砍滥伐

林木严重
。

两个方面又集中表现在人口过快的增长
,

现在石山地区的人 口普遍都比建国初期翻一番

多
,

人均耕地逐年减少
。

群众为了解决吃饭
、

烧柴
、

用钱间题
,

只有向山上要粮 (陡坡开荒
、

广

种薄收) 要柴 (乱砍滥伐林木 )
,

要钱 (开矿
、

采石
、

挖药材 )
,

年长 日久
,

结果变成山越砍越

光
,

人均耕地减少
,

平均有粮越低
,

毁林开荒就越多
,

水上流失的恶性循环就越严重
。

石灰岩地区水土流失 日趋严重
,

造成的危害是很明显的
,

突出表现为
:

一是地面植被少
,

涵

水保土能力差
,

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

早涝灾害频繁
; 二是裸露岩石面积增大

,

耕地面积减少
,

土

层薄肥力低
; 三是地面水源缺乏

,

地下水位又深
,

抗早能力差
,

人畜饮水困难 ; 四是 农 业 产 量

低
,

人均收入少
,

群众生活困难
。

严峻的现实表明
,

对石灰岩地区土层疮薄
,

抗 蚀 年 限 小于 1

年
,

潜在危险程度属毁坏型的面积
,

必须尽快采取水土保持措施
,

实行综合开发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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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石灰岩地区水土流失的防治措施

根据广西石灰岩地区水土流失的现状
、

特征和具体条件
,

要治理恶化灼生态环境
,

恢复生态

平衡
,

必须采取综合开发治理措施
,

并且要立足于治本
,

从从础工作抓起
。

(一) 植树造林
,

绿化石山 这 三防治石灰岩地区水土流失
,

创造 良好 自然 生 态 环 境的根

本
。

森林是生态平衡的顶梁柱
,

也 址良
J

}
.

上循环队从础
。

近几年来
,

石灰岩山区的人民群众采取因

地制宜
,

树
、

竹
、

果
、

草
、

藤都种
,

对凡是植物能生长的地方都种上植物
,

努力提高石山区植被

率
,

同时
,

把植树造林绿化荒山与经济开发结合起来
,

采取长短结合
,

以短养长
,

短 平 快 的 先
.

行
,

用材林
、

经济林
、

水源林
、

薪炭林配置适 当比例 (一般提倡 5 : 2 : 2 : 1 或 4 : 3 : 2 :

l )
,

从而达到既增加森林覆盖率又增加经济收入
。

石灰岩 山地
,

由于土层 薄
、

肥 力 低
、

易 受

旱
,

营造的树种
,

多选用根系发育
、

耐疮耐旱的树种
,

如按树
、

木 棉
、

香 椿
、

苦 棘
、

乌 柏
、

酸

枣
、

任豆树
、

肥牛树等速生的用材林或薪炭林
; 经济林多为山植

、

柿子
、

板栗
、

红枣
、

油桐
、

竹

类
、

水果等
; 纤维植物有剑麻

、

孽麻 ; 药用植物有金银花
; 饲料植物有巴蕉玉等

,

均适宜石灰岩

山区生长
,

而月
.

短期就有经济收益
,

是石灰岩山区人民群众常种的植物措施
。

(二 ) 封山育林
,

恢复植被 这是防治石灰岩山 区水土流失的关键
。

由 于 长 期 大量砍伐
,

生长赶不上消耗
,

致使原来林灌茂密配 青山
,

逐渐变成光山裸岩
,

导致水土 流 失
,

生 态 失调
。

实践证明
,

实行封山育林要比人工造林效果大得多
,

一个劳动力一年只能造林 15 ~ 2C 亩
,

而封山

育林则可管护上千亩
,

因此
,

实行封山育林能起到投工
、

投资少
,

见效快的使用
。

其办法是采取

轮流封
,

死封与活封相结合
,

属于死封的
,

不 准人畜上山
,

封期 3 一 5 年
,

属活封所
,

可 以适当

放牧割草
,

但不准砍伐林木
。

同时
,

强化管理
,

严格封山育林公约
,

实行奖罚分明
,

通过封山育

林
,

逐步恢复和发展原生植被
,

既可解决群众放牧发展畜牧业和生活燃料问题
,
又绿化了石山

,

减轻水土流失
,

改善生态环境
。

如都安瑶族 自治县
,

从 1 9 5 3一 1 9 5 7年封山 育 林 7
.

99 万 亩
, 1 9 5 9

年封山 1 4万亩
, 1 9 7 1一 1 9 8 5年共封山 1 2 6万亩

,

平均年封8
.

4万亩
。

原该县所属 (现划归大化瑶族

自治区管辖 ) 的七百界乡免村盘多屯
,

从 1 9 6 8年开始
,

对井境内36 座石山坚持封山造林 (对
一

每座

山从山腰到山顶实行封山育林
,

山脚的石缝也造林 )
,

至 1 9 8 5年
,
已成材 4 70 亩

,

价值7
.

3万元
,

平均每户收入 8 68 元
,

从1 9 7 4年 以来
,

已采伐利用的收入 1
.

3万元
。

(三 ) 修造石坎梯地
,

保水保土 修造石坎梯地 (广西通称砌墙保土 )
,

是石灰岩地区 防治

水土流失
,

开发石山区农业
,

脱贫致宫的一条出路
,

也是提高农 作物产量的有效措施
。

石灰岩山

区群众多是在零星的
一

早坡石缝地
_

匕阱种
,

田于早坡地多系石灰岩风化而成
,

含沙量大
,

不但土壤

痔薄
,

而且保水
、

保土
、

保肥能力极差
,

粮食年平均亩产一 般 为 1帕一 1三。k g ,

低 鱿 只 有几十

k g ,

有的受早涝灾害影响
,

往往有种无收
,

改造好这些早坡地具有很大的增产潜力
。

采 取 修 造

石坎梯地
,

不但能防止雨水冲刷
,

而且能加厚土层
,

涵养水源
,

增强抗旱能 力
,

达 到 保 水
、

保

土
、

保肥
,

提高农作物产量的 口的
。

如凌云县下甲乡栏坪山村的 杨
一

再 荣
,

全 家七 口人三个劳动

力
,

原来是严重缺粮户
,

自1 9 8 7一 1 9 89 年坚持 自力更生
,

在40
。

左右的石山旱坡地上
,

共 建 造石

坎梯地 9
.

1 8亩
,

今年全部种上玉米
,

一糙共收获 1 5满 k g ,

平均单糙亩产 1 6 8
.

8 k g ,

加 上原有的

耕地产量
,

全家达到人均有粮超过了2 功k g ,

冲出了温饱线
,

成为当地洽山脱贫的好榜 样
。

(四 ) 增 施肥料
夕

深翻改土 这是石山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重要措施
。

石山区的早坡地经

建造成石坎梯地后
,

还要异地移土填补
,

平整
,

再进行改土
,

增加有机从含量
,

其措施是
:

利用

农作物收获后的秆
、

茎
、

枝
、

叶铺盖地面压青
,

然后异地移土填盖埋入土内30 c m 以上
,

经 腐 化

成有机质
,

增加肥分含量
,

提高土壤肥力
。

同时深翻能促进土壤热化
,

增加土壤的空隙度
,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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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能力
,

达到保土
、

保水
、

保肥和提高农作物产量的目的
。

如凌云县东和乡陇雅村 吴 天 平 一

户
, 1 9 8 8年 自筹资金 3 5 0元

,

建造石坎梯地4
.

2亩
,

并采取深翻压青措施
, 1 9 8 9 年 玉 米 平均亩产

2 9 1
.

7 k g ,
比 1 9 8 7年增产2

.

88 倍
。

近两年来
,

广西在石灰岩地区还推广一种用塑料薄膜覆盖种植

玉米新技术
,

这种在
.

氛种玉米后用薄膜覆盖地面
,

能防寒
、

保温
、

保持土壤水分
,

增加温度
,

加

速玉米生长
,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全 自治区 1 9 9 0年推广地膜覆盖玉米种植 30 万亩
,

每 亩 可 增 产

1 00 一 1 5 Ok g ,

仅此一项全区可增产粮食 3 0 00 万 k g 以上
。

(五) 建立生态建设 目标责任制
,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为工农业发展创造 良好的 自然环境
、

1 9 8 7年广西壮族 自治区党委
,

人 民政府作出 《关于保护森林
,

发展林业
,

力争15 年基本绿化广西

的决定》
, 1 9 8 9年又作出 《关于建立县级领导干部造林绿化任期责任制的决定》 这些行政措施

,

为防治水上流失
,

提供了有利条件
。

全 自治 区山权地界及造林绿化责任均 已明确
。

如都安瑶族 白

治县
,

从 1 9 8 0年起
,

在县林业部门的指导下
,

集中力量
,

狠抓了山林权属的落实
,

目前全县90 %

jyJ 荒山均 己责任落实到户
,

调动了群众治山
,

管山的积极性
,

做到山有主
,

治有责
,

管有利
。

石灰岩 区山水土流失 日趋严重
,

危害程度大是客观现实
,

但决非不治之症
,

只要按照 自然规

律
,

通过人们的势力
,

广泛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
,

采取因地制宜和行之有效的措施
,

完全可 以恢

复和发展石灰岩山区林灌茂密
,

山青水秀的景貌
。

(上接第13 页)

2
.

一般情况下
,

向侧坡溅蚀量与地表坡度刃i是抛物线型关系
,

临 界 坡 度 在 2 0
“

一 2 5
”

之

间
;
但当雨强较大时

,

如 i = 2
.

O37 m m / m in
,

该关系转而为幂函数关系
,

临界坡度消失
。

3
。

向下坡溅蚀量与地表坡度呈线性递增关系
,

且递增速率随雨强的增加而增大
。

同时采用S T = a (E D m S
“

模型对雨滴溅蚀总量进行预报是可行的
,

其误差小于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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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轻合金加工 厂 张维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