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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桂 中地区降水不少 ，但由于 自然及人为等因素，旱情严重 ，成为广西著名的旱片之一。对其成因 

机制的探讨是桂中环境治理和区域开发的科学基础。在概述地质地理特征 的基础上 ，进行了桂 中旱 

区的干旱时空分析 ，重点揭示了桂中旱片的成因机制；然后 ，根据干旱类型、旱灾脆弱度及从便于地下 

水利用出发，进行了桂中旱片的综合区划 ；最后 ，遵循生态环境治理 、综合抗旱与脱贫致富相结合的原 

则，提出了治理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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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mechanism of drought tracts in middle Guangxi 

and its drought comprehensive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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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ecause of natural and anthropogenic reasons，the middle Guangxi area has been an obvious drought 

tracts in Guangxi．Investigating mechanism of its formation is the scientific foundation of environmental harnes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Guangxi，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ographic 

features，spatiotemporal analyses were carried out for the drought of the middle Guangxi，and its formation mecha— 

nism of the drought tracts is revealed emphatically．And then，the comprehensive division of drought tracts in the 

middle Guangxi is carried through according to drought types，drought vurnerability and convenience of groundwater 

utilization．Finally，in light of principle of harnessing eCO—environmental，synthesizing drought prevention and sha— 

king off pox’erty，the counterm easures are pointed out． 

Key words：form ation mechanism；dry type；drought frail degree；drought comprehensive division；drought tracts in 

middle Guangxi 

桂中旱片位于广西中部略偏北地区，即广西盆地中心部位，主要包括柳州地区大部 、河池地区东部 、桂林 

地区西部和南宁地区东北部 ，面积 47513 km ，总人 口869．2万(2000年)，现有耕地面积 902．43万 hm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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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最重要的经济区之一。桂中旱片的旱情严重 ，威胁着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本文在概述地质地理特征 

的基础上 ，进行桂中早区的干旱时空分析，重点揭示桂中早片的成因；根据干旱类型、旱灾脆弱度以及便于地 

下水利用 ，进行桂中早片的综合区划；最后 ，根据生态环境治理、综合抗旱与脱贫致富相结合的原则 ，指出应 

采取的治理对策措施。 

1 桂 中旱片地理环境和地质背景 

1．1 地理环境 

地貌上 ，桂中早片呈四周多山、中间低的岩溶盆地特点 ，北面靠贵州高原斜坡和桂北山地，是九万大山的 

向南延伸部分，山地连绵成片；东面、东南面至大瑶山西坡，一般高度 1000～1500m，主峰达 1978 m，对偏东 

气流的侵人有明显障碍作用；西面、西南面抵凤凰山东南端 、大明山东麓，山峰在 1000 m以上；南边地势低 

平 ，一般不超过 500m；中部广布河谷、盆地 、红土台地和残峰 ，起伏和缓 ，地势开阔⋯。区内属湿润中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及南亚热带常绿季雨林山地丘陵及平原红壤、水稻土及裸岩地 ，台地常有旱地分布。除北部山区 

有部分森林外 ，广大岩溶地区植被残存不多，地表漏水严重，河流深切，用水困难 ，早地面积大 ，是广西著名的 

早区之一 】。本区有大面积的岩溶地形分布 ，面积达 13654 km ，占该区总面积 28．74％。岩溶渗漏是本区 

主要的工程地质问题 ，如宜山—忻城以及河池县市的强岩溶化地段的水利工程 ，坝基渗漏较为突出。 

1．2 地质背景 

(1)地层岩性 

桂中早片属于华夏(加里东)褶皱区，处在湘桂褶皱带的桂林至河池拗陷的西部。基底构造由下古生界 

轻微变质的砂岩及其页岩组成。其盖层为泥盆系中统至二叠系上统合山组，基本上是连续沉积厚度巨大的 

碳酸盐岩，分布面积约占总面积 70％ ；而岩性不纯、组合类型复杂的碳酸盐岩和非碳酸盐岩地层，主要分布 

在东部 、南部和北部的边缘地带。 

(2)地质构造 

整个沉积盖层在强烈的印支运动和燕山运动下 ，形成了一系列不同走向和形态特征的褶皱和断裂构造 ， 

喜山运动则是以间歇性差异抬升和断裂活动为主，导致区内西北部高起，东南部低落，形成了由西北向东南 

倾斜的地势。构造从区域上决定了可溶岩的分布格局，在岩性接触带常常形成谷地或洼地 ，往往发育地下河 

岩溶大泉。另外 ，构造对岩溶发育程度和岩溶水赋存具重要的控制作用。一般在构造复合部位和张性断裂、 
‘

褶皱变换部位岩溶化程度和赋水性均较高。 

(3)岩溶水文地质特征 

广泛分布巨厚 、质纯碳酸盐岩构造，形成了本区的水文地质条件，其主要特征是：岩溶水主要赋存于纯碳 

酸盐岩 中，具有大面积连续分布为特点 ；地下河分布广泛，类型多样；补给形式有以降水为主的面状人渗和以 

地表径流为主的注人式两种，前者更普遍，岩溶水动态与降水密切相关；岩溶水赋存不均，一般从峰丛洼地一 

峰林谷地一孤峰平原不均程度逐渐降低。根据地貌形态和水位埋深，桂中岩溶水可分为峰丛、峰林谷地中等 

深埋区和平原浅埋区，其中，前者包括环江一融安和河池一 c斤城亚区，后者主要包涵柳江一柳城亚区、来宾一 

武宣、鹿寨一象州和上林一宾阳亚区。 

2 桂 中旱 区的旱情时空分析 

2．1 桂中旱片的旱情季节分析 

按旱情发生季节，干旱有春旱、夏旱 、秋旱之分，其旱情和干旱性质及四季出现频率如表 1所示。从干旱 

发生的季节分布概率看，春旱 、夏旱以及秋旱等均有发生 J。春旱 、夏旱以及秋旱平均发生概率分别为47． 

8％ ，34．8％和 54．5％。由此可见，春、秋两季干旱多，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从桂中旱区的干旱季节概率 

看，大多数县市都是春秋易干旱 ，秋旱尤其明显。整个桂中旱区均会出现干旱现象 ，其全年出现干旱现象的 

平均综合概率为 45．7％。根据发生干旱的综合概率 ，以≤36．5％ ，36．6％ ～47．5％和 >47．6％为干旱类型 

划分的阈值范围，桂中早区可划分为轻型干旱 、中型干旱和重型干旱。从划分的结果和所做的类型分区略图 

来看 ，桂中中重型早区偏多，说明桂中早区的干旱现象十分普遍而且严重。有关桂中岩溶干旱片及其分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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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见表 1。 

表 1 桂中各县受灾面积、旱灾性质及出现季节一览表 

Table 1 Disaster·impacted area。property and occuming seasons of drought in various counties of middle Gun ngxi ％ 

县市名 春旱夏旱秋旱热 蠡 春旱夏旱秋旱撼 蠡 
环江 2940．0 65 15 55 45 中旱型 柳江 12833．3 50 45 70 55．0 重旱型 

罗城 4626．7 40 30 63 44．3 中旱型 柳城 6406．6 40 40 60 46．7 中旱型 

融水 4293．3 20 39 45 34．7 轻旱型 来宾 10357．3 65 43 60 56．0 重旱型 

融安 2413．3 20 39 45 34．7 轻旱型 武宣 3453．3 60 43 50 51．0 重旱型 

永福 993．3 10 35 40 28．3 轻旱型 合山 6O 38 45 47．7 重旱型 

河池 713．3 70 10 55 45．0 中旱型 鹿寨 2137．3 30 40 60 43．3 中旱型 

宜州 2360．0 65 30 65 53．3 重旱型 象州 4806．7 3O 39 7O 46．3 中旱型 

忻城 11280．0 65 30 50 48．3 重旱型 上林 49 30 3O 36．3 轻旱型 

柳州 4o 45 78 54．3 重旱型 宾阳 2000 62 35 40 45．7 中旱型 

平均 47．8 34．8 54．5 45．7 平均 47．8 34．8 54．5 45．7 

2．2 桂中干旱的空间分布规律 

桂中干旱，除在时间上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外 ，其空间分布也存在一定 的规律 J。结合桂中区域图和表 

中数据可知，处在其东部的象州 、鹿寨、柳州 、柳江、柳城，以及永福、融水、融安等县市，秋旱的出现概率都大 

于春旱 ；而西部的环江、河池、忻城、上林和宾阳等县(市)则春旱概率高于秋旱。总之，东部秋旱多于春旱， 

而西部春旱多于秋旱。 

2．3 不同地貌形态的旱情分布规律 

桂中地貌地形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峰丛、峰林洼地 ，或称为大石山区，另一类是平原、谷地。两 

类区域的旱情及成因都有较大的差别。平原、谷地型干旱片的大量存在是桂 中岩溶农业经济发展相对迟缓 

的重要因素之一。平原区的农 田水利建设一般都是各级政府部门极为关注且投资较多的地方，之所以现在 

仍有许多干旱片 ，主要有 3种不同情况 ：(1)投资兴建的地表水利工程效益大大低于设计效益，最突出的问 

题是工程漏水以及农田耗水量过大，例如2O世纪 5O年代末至 6O年代初在岩溶区突击修建的中小型蓄水工 

程有 50％严重漏水或者蓄水甚少 ，后虽经多次防渗处理，多数仍达不到预期 的效益 ；(2)沿江大型抽水站成 

本太高且管理难度大，无法发挥作用 ，柳江沿岸的干旱片多属于这种情况；(3)对旱区内岩溶地下水的开发 

利用重视不够，任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在地下流淌，如桂中峰丛、峰林洼地区的洼地中，95％的耕地无可供灌溉 

的水源 ，都应划人干旱片范围，这些地区极端缺水，也是桂中最贫困的地区。 

3 桂中旱片成 因机制分析 

3．1 降水颇丰。但时空分配不均 

桂中地区位于北回归线及其南北两侧，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又处于广西弧形 山脉 内侧 ，属于亚热带季风 

气候，气候暖和，降水量颇丰(1300～1500 rnlT1)，但降水季节分配不均，区域分布不匀 ，尤其是岩溶区的年降 

水量较少，而蒸发量大 ，这是桂中气候的显著特征之一。造成岩溶区降水较少的原因，主要是 区内山峰高度 

相差不大，且山体又相对独立，有利于气流的滑行而形成穿堂风 ，使气流失去了因爬坡降温而降雨 的机会。 

同时因岩溶区山峰的高度相对低于非岩溶区的山脉，而使盆地、谷地成为降雨的死角。大部分地区年蒸发量 

在 1500～1900 rnlTl之间，大于降水量 ，而东部的蒸发量更明显大于降水 ，且两者相差较大，如武宣蒸发量是 

降水量的1．5倍，而西部相差较小。 

3．2 广布碳酸盐岩、裂隙溶隙与光山秃岭 

形成至今有 2—4亿多年的广西碳酸盐岩 ，主要是滨海一浅海的沉积岩，并早已变成了致密坚硬而含水 

性极差的岩石，石山比率较高。但因历经地质作用，该岩石中产生了许多裂隙或断层，后经流水渗透侵蚀 ，逐 

渐溶蚀裂隙。由于岩溶地区地下形成众多的溶洞、溶沟、溶隙、漏斗、地下河和落水洞天窗，再加上岩溶区一 

般土层较薄，大部分岩石裸露 ，故大气降水很快通过溶隙、漏斗、落水天窗等汇集于地下河 ；而很薄的土壤覆 

盖层所形成土壤水又迅速被蒸发掉；埋藏很浅的灰岩不透水层又阻止了地下通过毛细管作用对上层土壤的 

水分补充 ，故在岩溶地区常出现“十天无雨地冒烟”的严重干旱现象。同时 ，桂中早区降水量虽不少 ，但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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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区的山峰比较陡峭，浅层岩溶强烈发育 ，水土流失严重，森林极少 ，植被覆盖率极低 ，故到处是光山秃岭， 

这更加重了干旱的程度。地表覆盖层薄且极不均匀，容易渗漏，持水能力非常弱 ，是造成水库、渠道渗漏和 

农田耗水量大的主要原因。 

3．3 人口压力和不合理的人类活动 

按照所处的纬度位置和气候 一景观带，桂中旱区的原生植被以常绿阔叶林为主，但长期以来 ，对林木乱 

砍滥伐，毁林多造林少，原生植被破坏殆尽 ，次生阔叶林除少数村背石山稍有分布外，绝大多数乡村已难以见 

到。多年来人工造林面积不大 ，而随着人 口的增长 ，群众 日常生活所需 的木材、燃柴不断增加，只好毁林取 

材 ，烧秸秆或反复割草来解决，因此森林覆盖率低。由此而来 ，大气湿度低 ，雨量减少 ，地面蒸发量大，生态失 

衡。另一方面 ，由于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土地渗漏严重，地面蒸发量大 ；地下水丰富但没有充分利用 ，农业结 

构又不合理 ，致使区内人畜饮水困难，生态环境险恶。干旱与生态恶化 ，使社会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 

综观上述成因分析 ，造成桂中旱区干旱的主要原因有：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地形切割强烈，山高水深 ，尤 

其在河池一带的峰丛地区；岩溶渗漏 ，在岩溶平原区最为突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降低了小气候调节能力 ； 

水利设施合理性差，管理不善，年久失修等。总之 ，气候因素是产生干旱的基本原因，碳酸盐岩性和岩溶地貌 

是桂中早片形成的主导原因，而人类不合理活动则是桂中旱灾产生的重要原因。 

4 桂中旱灾脆弱性评价 

4．1 旱灾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旱灾脆弱性是指农业等生产易于或敏感于遭受干旱威胁和损失的性质与状态，它受到一个区域的 自然 

系统、社会系统及其组合关系的影响 】。气候对农业旱灾脆弱性 的影响主要包括降水和蒸发两个因素 ，其 

中降水量的多少与干旱灾害的脆弱性成反相关，因此 ，旱灾的形成与桂中旱区降水量的时空分布不均有密切 

相关。土壤蓄水保水能力差，遇水易被冲走 ，一旦雨季来临，既促使地表径流增大，又加速了水土流失。水土 

流失引起河流、水库淤塞 ，进 步诱发旱涝灾害。雨季结束 ，由于蓄水过小，土壤又因缺水而形成干旱。盆地 

“聚热效应”与土壤吸热强，加速了夏秋季节水分的蒸发速度。森林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 、增加降水等功 

能。森林覆盖率低，蓄水就少，干旱就容易发生。由于岩溶地质环境的特殊性，使大气降水快速渗人地下，造 

成了河流极不发育，地表严重缺水，而丰富的岩溶地下水资源又未能充分而有效地开发利用。人类既是承灾 

体，又是致灾体 ，人 口密度与干旱灾害脆弱性成正相关。人口密度过大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大，就成为环境系 

统失衡的诱因。农村人口中文化程度偏底，科教兴农意识淡薄，大多数农 民存在“靠天吃饭”的思想，主动防 

旱积极性不高 ，也激化了旱灾的脆弱性。另外，人均总收人与旱灾脆弱性成正相关。 

4．2 桂 中旱灾脆 弱性评价 

根据上述对旱灾脆弱性影响因素的分析，同时考虑到资料 的可取性和详尽程度，选 出 8项指标 (见 

表 2)。首先对所得的原始数据采用公式(1)进行处理。 

= 芒 (1) 
式(1)中，x；’表示各指标序列中的每一项，其中 =1～8，并依次分别代表水田密度、蒸发量、人 口密度 、石山 

比率、人均收人 、水库水塘密度 、降水量和森林覆盖率。 表示该指标中的最大值，如最大的森林覆盖率 

是融安县 ，为66％。利用公式(1)对所得资料数据进行处理，其处理结果见表 2。 

在上述指标体系基础上，根据所得指标数据和下面的构造模型 ’。 式(2)，计算桂 中旱区各县的旱灾脆 

弱度，其结果见表 2。 

+ ) 。 
( ) 一 ( In) ( ) 一 『(m|n) 

式中， 为旱灾脆弱度 ， 为第 i个县第 个指标的初始化值； ( )为第 个指标初始化值的最大值； ( In) 

为第 个指标初始化值的最小值 ； 为第 个指标的权重 ，其中，水田密度 、蒸发量 、人 口密度、石山比率取 

0．1，人均收入 、水库水塘密度 、降水量和森林覆盖率取 0．15。由所得的结果(表 2)可以看出，桂中岩溶区旱 

灾脆弱性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以0．25～0．42(轻度)，0．43～0．53(中度)，0．54～0．72(重度)为旱灾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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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度等级的阈值范围，并进行分级区划(见图 1)。由图2直观得出：桂中岩溶谷地和平原地区旱灾脆弱度 

大，两侧山地旱灾脆弱度相对较小 ；南部旱灾脆弱度大，而北部旱灾脆弱度相对较小。 

表 2 桂中旱片旱灾脆弱性评价指标处理结果 

Table 2 Disposal result of drought vulnerability index for drought tracts in the middle GuarIg】【i． 

图 1 桂 中旱片旱灾脆弱度分 区略图 

Zonation of vulnerability for drought tracts in the middle Guangxi 

5 桂 中旱片综合区划 

从自下而上的干早产生的综合概率和旱灾脆弱度的分类区划出发，结合从岩溶区的地质地貌和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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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分布特点等干旱成因分析，进行桂中旱片综合区划 ，旨在针对不同旱片成因和旱灾程度特点 ，便于充分 

利用地下水资源，进行综合抗旱。据此原则 ，将桂 中旱区的综合区划为两层 6个亚区，即峰丛 、峰林谷地旱片 

和岩溶平原(谷地)旱片。前者土地人 口分散，且山高水深，缺乏可利用的地表水 、地下水资源 ，属资源型缺 

水；而后者则除了自然条件(如就近缺乏地表水资源，或需要远距离、高扬程从江河提水)外，主要与人们未 

能充分了解、认识当地丰富的地下水资源有关，属工程型缺水 ，在解决干旱的途径方面，两者有很大的差异。 

5．1 桂中峰丛、峰林谷地 

包括环江东部、罗城、融水 、融安和永福西部，以及河池、宜州、忻城等县市地，岩溶总面积 14395km ，属 

云贵高原向桂中盆地过渡 的斜坡前缘 ，地形 由西 向东逐渐开阔，平地 比例 由西部的 20％ 增大到东部的 

50％，地表径流逐渐发育。区内不同的地貌单元，其岩溶水的贮存运移方向有较大的差异。在该 区东部环 

江、罗城 、融水、融安及永福西部一带 ，岩溶水以管流为主，小型地下水发育，谷地中伏流多，地下水埋藏浅 ；在 

西部河池、宜州、忻城一带，岩溶水以管流为主，在洼地区地下水管道单一，埋深较大(大于 50m)；在谷地和 

平原区，地下河多以树枝状分布，且埋藏较浅，局部地带岩溶发育相对均匀，岩溶水以隙流为主，形成水点多、 

天窗多、网络状的富水地段。 

西部旱片主要分布在峰丛洼地中，东部旱片主要分布在峰丛峰林谷地内，地下水资源开发程度环江 、罗 

城、融水多在 10％以下，宜州、融安、忻城为 10％ ～30％，在河池、宜州、忻城一带 ，虽然地下水开采量达2．955 

亿 m3／a，但地表水系不发育 ，水利设施较少，该区仍是主要干旱地区之一。 

5．2 桂 中平原 区 

包括柳江、柳州 、柳城、来宾、武宣、合山、鹿寨 、象州 、上林、宾阳等县市。地貌上北部为峰林平原，南部 

为孤峰平原。广西的主要地表干流都汇经本区，但江河的支流少，地表水资源远离耕地分布区。由于红水河 

深切，两岸平原多无蓄水工程建设的条件，江河取水的扬程高且输水较远 ，故利用程度不高。区内地下水普 

遍埋藏较浅，地下水也较发育，分布也较均匀，但其规模较小，故干旱现象仍很普遍。由于本区地处广西盆地 

中心，地势低平 ，耕地集中，是广西的粮、糖基地。尽管区内总水资源丰富，天然资源达 76．05×10。m ／a，但 

对水资源的需求高，近期达 48．97×10。m ／a，而供水能力为 45．05×10。m ／a，且因许多工程年久失修，实际 

供水能力还远小于上述数量，因此区内干旱面积仍很大。 

图 2 桂中旱片的综合区划图(代码见表 3) 

Fig．2 Synthetically zoning map of drought tracts in middle Guangxi witll codes listed in Tab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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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桂 中峰丛 Al环江 本亚区包括环江县东部、罗 

峰林谷地 —融安 城、融水 、融安及永 福西部岩 

溶区，总面积 14680 km ，岩溶 

区面积 6587 km 。占44．9％。 

岩溶区耕地面积 8O．62 km ， 

人口73．05万。岩溶 区谷 地 

多，土地 、人口集中。 

B桂中 

平原 

A2河池 该亚区包括河池、宜州、忻 

— 忻城 城3个县市，属龙江流域。总 

面积 8280 km 。其 中岩溶 区 

面积 7808km ，占 94．3％。 

总耕地 面积 9．261万 hm ，其 

中岩溶 区耕地面积 8．835万 

hm2
，占95．4％。 

Bl柳江 

— 柳城 

B2来宾 

一 武宣 

该亚区包括柳 江、柳 州、柳 

城，总面积 5271 km ，其中岩 

溶 区面 积 4538 km ，占 86． 

1％。农业人 口95万。耕地 面 

积 10．6万 hm2。 

该亚区包括来宾、武宣、合 

山三县 市，总面积 6450 km2。 

其中岩 溶区 面积 5695 km ， 

占88．3％。 

鹿寨 该 亚 区包 括 鹿寨、象州 两 

一 象州 县，总面积 5220 km ，其中岩 

溶区 面积 3061 km ，占 58． 

6％ 

B。上林 包括上林、宾 阳两县 ，位于 

一 宾阳 桂中谷地西部边缘 ，亚区总面 

积4200 km ，其中岩溶区面积 

2572 km ，占总面积 61．2％， 

现有耕地面积 8．361万 hm ， 

其中水 田 2213hm ；总 人 口 

131．35万 ，其中岩溶区 77．7 

万人 。 

4．区内经 济较 为发达，农业 

以种植业 为主，粮蔗面积大， 

是主要的产粮区。 

本 区地貌可分为两大类型，即峰丛 

洼地 、峰林谷地 ，前者主要分布在环 

江县下南一上南、明伦 、大安一长美 ， 

罗城县怀群、乔善一天河、东 门镇，融 

安县的东起大 良、沙子—捧板地 带． 

其它地区为峰林谷地 。谷地 有地表 

河流过。本亚区北部为砂页岩 中山、 

森林密布。 

本区以峰林谷地为主，也有较大峰 

丛洼地。部分谷地 中有地下河或大 

泉汇流形成的溪流。水位埋深在10m 

左右。谷地 中水位埋深 lO～50 m。具 

打井条件，一般标高为200～300m。全 

区地表水不发育，区内缺水严重。 

地貌上属典型 的峰林平原。岩溶 

水以溶洞裂隙水为主，具有统一的地 

下水位 ，分布较均匀 ，泉水 出露较多。 

岩溶发育深达 150 m左右。 

地貌以岩溶平原为主 ，西部分布有 

峰林谷地 。除红水河 、柳江、黔江从本 

区东部穿过，全亚区无长年性河流 ， 

水文网不发育，造成大面积干旱。岩 

溶水以溶洞裂隙水 为主，分 布不均 

匀，以溶潭 、大泉形式 出露。地 下河 

一 般水位埋深 10m。 

地貌以岩溶平原为主。地 表水系 

较发育。地表河枯水位低于地面2O～ 

30 m。水位埋深 10m，岩溶水 以泉为 

主要的形式出露。自然条件较优，但 

近年来森林破坏严重 ，涵水性 差，干 

旱现象严重。 

盆地内侧为岩溶平原，部分为峰林 

谷地 、峰丛洼地 ，外侧为非可溶岩中 

低山，属红水河支流清水河流域，地 

表水系较为发育。岩溶水以溶洞裂 

隙水为主，地下河短小，明伏流交替； 

平原南部水位埋藏一般小于 10m，北 

部地形起 伏加大 ，水 位埋藏 差异较 

大。部分地段具较好的打井条件 ，单 

井出水量一般为 1000 m ／d。 

在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应大力 

发展林业，使生态环境与农业发展呈良 

性循环 ；峰丛洼地区以建水柜方式解决 

人畜用水和环境异地开发 ；加强水利管 

理，完善配套水利设施。河谷农村人 口 

分散区域，可用大口井形式 ，开采第四 

系孔隙水解决人畜用水问题。 

山区近期 以天窗提水为主，远期可取 

堵地下河抬高水位 ，蓄引并举的方式 i 

平原区以打井 (大 口井 、钻井 )取 水为 

主，提引结合开发。地表极为缺水区， 

近期应以打井提水 ，解决人畜饮水和旱 

作喷灌用水，远期应采用植树造林、调 

整农作结构和异地开发为脱贫途径。 

对现有水利设施进行补充，对局部地 

表水利工程发挥不 了效益的地 区进行 

岩溶水的补充开发 ，以采用钻井提水灌 

溉解决干旱问题。 

对现有水利工程进行有效维修，完善 

配套，发挥 已建水利工程效益 i新建红 

水河沿岸电灌 站的同时，广泛打井取 

水，开发地下水，以机井、大 口井、天窗 

抽水相结合 的方式解决农业供水。配 

合植树造林 ，改善生态环境，扩大平原 

区耕地面积。安置石山区异地开发的移 

居工作。 

在西部地区广泛打井 ，分散开采地下 

水 ，用于灌溉和人畜饮用。东部除增修 

小型蓄水工程外，应大力植树造林 ，恢 

复生态平衡 ，修建 和完善现有水利设 

施，增大供水量 ，从 根本上解决水资源 

的枯竭问题。 

平原区水利条件较好，应继续完善和 

修复水利工程 ，扩大灌溉面积 ，大旱年 

份水源不足时 。可采用开挖大 口井的方 

法，也可利用第 四系砂砾石层孔隙水 ， 

作为农 田灌溉的补充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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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讨论与结语 

桂中旱片由于岩溶地质环境的特殊性，使大气降水快速渗入地下，造成了地表水(河流)极不发育，地表 

严重缺水，而丰富的岩溶地下水资源又未能充分而有效地开发利用 ，加上土少地薄，保水能力差，因此耕作粗 

放 ，粮食产量低。自然环境十分脆弱的岩溶区又因人口迅速增长 ，导致上山毁林开荒，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 

失和石山的石漠化过程。这种广种薄收、粮食低产的农业经济，使生态环境形成进一步的恶性循环。为此， 

要根治干旱，就必须遵循生态环境治理、综合抗旱与脱贫致富相结合原则 ，在保护生存环境的前提下对岩溶 

石山区宝贵的水土等 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 ，使农村经济能够持续发展 ，环境得以良性循环。 

针对桂中水资源及岩溶干旱片的分布特点，应该因地制宜开发利用水资源。从单一的水利建设，转向 

农、林 、水结合的综合治理。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该地区的岩溶水资源有效而合理的开发利用。合理部署 

土地生态功能区域，加快岩溶地区林地、草地和湿地的建设，以此促进区内森林植被的覆盖及改善包括大气 

降水人渗的条件，改善表层岩溶带的水文功能及水资源的调蓄功能。针对区域生态环境特点，充分利用光热 

土地资源，制定生态农业发展规划，优化农业结构，合理地利用现有耕地资源，从而防止不合理开荒造地引起 

的水土流失，有效减少水土冲刷物对水环境的污染。 

岩溶环境是一种原生性的脆弱环境 ，一旦遭到损害，恢复的难度极大。长时期 以来，由于加上“三废”污 

染，适于饮用的“洁净水”资源正 日渐减少，使资源质与量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这种现象必将在长 

时间里制约桂中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环境蜕变造成的缺水，呼唤人们必须增强水资源及地质生态环境的保护 

意识，以维持、保护自身的生存环境。 

对于岩溶平原(谷地)型旱片，水资源的利用应在加强小流域规划的基础上，实施对地表水、地下水统筹 

考虑，在流域及邻近区域内合理调度。要充分发挥岩溶地下水“就近补给，就近开发利用，且投入低、管理方 

便的优势”，加大地下水的开发力度。地下水开发利用的方式 ，应本着实用、方便 、低成本、易管理的原则，因 

地制宜地采用引水 、堵地下河、抽地下河天窗及勘探打井等不同方式。也就是说 ，方法的选择要适应当前农 

村的管理体制及经济发展水平。 

对于(峰丛)洼地型旱片，则应从环境容量的分析出发区分不同的条件。少数生存环境十分险恶的洼地 

区，要坚决采用人口搬迁的办法，否则不足以改善当地群众的基本生存条件。其余地区，则应制定长远与近 

期的目标。在当前 ，应充分利用桂中较丰富的降水 ，通过广修村头、地头水柜的办法来蓄存降水，以初步解 

决、缓解人畜饮水及农业用水的困难。同时，要大力改善农业生产结构，推广节水技术，封山育林，扩大植被 

覆盖，逐步改善区内的生态环境。要从根本上改善该区的干旱面貌 ，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 ，需要几代人坚持 

不懈的努力，并综合采取工程措施与生态保护措施相结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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