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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江峡谷石漠化土地生态重建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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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黔、桂三省区是中国西南岩溶区石漠化的重点区， 

石漠化面积约6．79万 ，占三个省区总面积的18．1％ 

并且石漠化仍在进一步加剧_l：现在已明确认识到石漠 

化是岩溶山区脆弱生态系统与人类不台理经济活动相互 

作用而造成的土地退化过程 I，因此．在西南岩溶山区 

女Ⅱ何开展生态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已成为西部大开 

发中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国际岩溶环境恢复和建设经 

验可归纳为：建设新资源利用格局；生态与社会经济相协 

蛹；提高人口素质；有技术措施和市场潜力保证HJ，基于岩 

溶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予以防范和峨少景观荇染成为新的 

研究趋势 J。国内曾采取的模式可归纳为退耕还植与封 

山育林两方面，恢复与重建的试验示范研究还停留在局部 

的范围内或单一的群落或植被类型，但片面的环境保护和 

单独的生态治理工程无法解决这个系统问题L6：尽管已 

认识到通过水土资源的高效持续利用，以生态经济型林草 

为核心的植被恢复，培植替代产业 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个层面互相结合的岩溶石漠化治理的生态经济模式 J， 

较西南石漠化地区现有的、单一的以植被恢复为主要内容 

的生态治理模式进了一步，但目前仍缺乏景观水平和区域 

尺度的综合研究与示范。因此，有必要对西南岩溶石漠化 

区的治理模式进行理论上的总结． 期找到适合岩溶环境 

特点的、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的生态经济模式。 

1 花江峡谷概况 

花江峡谷位于贵州西南部关岭县和贞丰县交接处的 

北盘江花江段，为北盘江深切一北陡南缓向斜构造形成的 

岩溶峡谷，归属珠江流域。出露岩石以碳酸盐岩为主，岩 

溶峰丛峡谷地貌发育，在贵州岩溶山地中具有代表性和典 

型性 海拔高度400～l 1∞m，海拔850 m以下属南亚热 

带干热型的河谷气候，900 m以上为中亚热带河谷气候。 

从谷底洛坡到谷肩，年均降雨量(主要集中在5—10月) 

分别为 1 100~．n、I 259mm、1~8aan，连续3个月降雨量不 

足50mm的干旱发生频率达90％．年均温分别为20．3℃、 

18．5℃、16 4℃。花江峡谷区由于岩溶发育．河谷深切．地 

下水埋藏深，地表干旱，存在显著的人为加速土壤侵蚀过 

程，植被次生性明显，生境干热特征显著，是已严重石漠化 

的生态系统。干旱是当地的主要环境灾害，是生态系统脆 

弱和环境承载力低的制约因素。峡谷区79．36％的面积属 

生态经济质量一般化或极差类型区 ，是贵州省内生存环 

境恶劣的岩溶贫困地区之一。 

该区植被的减少主要发生在 1963年公路修通以后， 

200O年轻度以上石漠化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68％， 

2002年为70．61％ 。2002年的土地利用状况见表1，由 

此可看出生态退化的严重程度。其中峡谷区地质构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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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演化、岩溶形态、可开发利用的水资源、植被群落可能是 

石漠化过程的主要自然成因，以土地利用为表现形式的强 

烈人类活动为石漠化驱动力。但从根本上说，峡谷区石漠 

化土地发生扩展的本质原因是未能在沉重的人口压力和 

脆弱生态环境之间找到一种恰当的土地利用方式。 

表 1 花江示范区基于2002年 SPOT—TM遥感解译的土地利用数据 

Tab．1 The data of land use based Oil SPOT—TM in 2002 at Huajiang karst gorge 

花江峡谷区人口从 20世纪 30年代的600人左右增加 

到2000年的6 595人，其中少数民族占14．1％，有苗族、黎 

族、布依族、仡佬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位于峡谷南坡的顶 

坛乡，面积28．68hI2，地表全为碳酸盐岩出露，地形相对高 

差 600m以上，坡度 >25。的面积占 87％，仅有望天田 

1．6h ，人均0．12 hm2耕地中，适宜耕地仅为0．02 h ，最 

大的耕地地块面积约为 0．067 hm2左右，玉米平均单产 

1 80okg，hm2。20世纪90年代前，在没有基本农田建设的 

情况下，长期以种植业为主发展粮食生产，陷入“人增一耕 

进一林退一土地石化”的恶性循环。20世纪80年代的 10 

年问，南坡顶坛片区有 29户农户，由于无法在石漠化土地 

上生产粮食，不得不举家迁到外地落户谋生。1991年顶坛 

片区人均粮食 110 l(g，人均收入60元，辖区内查尔岩、云洞 

弯、板围、水淹坝 4个村 2 700多人生活处于极度贫困状 

态。 

2 顶坛石漠化治理过程 

1991年前，顶坛片区的花椒一直处于零星分散的自然 

生长状态。1991年，顶坛个别农户开始在市场上销售花 

椒，效益显著，因此更多的农户逐渐开始自发种植花椒。 

1992年9月，刚组建的兴北镇及时提出顶坛片区把花椒作 

为一个产业发展。1993年在贞丰县北盘江镇党委、政府的 

扶持和策划下，顶坛片区选择了以生态建设与农村经济发 

展相结合的治理途径，以种植含油量高、味麻、耐旱、耐瘤 

的优质花椒为突破口，在岩石缝地的溶蚀沟、槽、缝、坑等 

小生境处种植花椒，前期与玉米套种，等花椒成林郁闭，则 

全部退耕。1994年，贞丰县和兴北镇两级党委政府出台鼓 

励政策：向顶坛片区发放40万元扶贫贷款和 16万元以工 

代赈资金，帮助农民扩大生产，建设万亩花椒生产基地，截 

止 1996年底，仅查尔岩村共种植 420hm2，效益初现端倪； 

当地政府以此为契机，先后来取缓征花椒特产税，兴建椒 

水配套工程、椒树投保、椒农培训、椒市培育等措施，鼓励 

群众大面积发展花椒产业，并在 1996年争取到了世行扶 

贫项目资金的支持，使花椒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经济效 

益越来越显著。与此同时，筹建花椒制品厂，深度开发花 

椒系列产品，注册“顶坛花椒”品牌的工作也有条不紊地展 

开，走花椒精深加工之路。 

1997年，在科技部门的帮助下进行了进一步规划【l0J： 

①适宜耕地推广杂交玉米及丰产栽培技术。②还林退耕 

与生态重建，即海拔900m以下，规模种植花椒、砂仁，推广 

花椒育苗、丰产栽培技术，培育花椒“基地建设一丰产栽培 

一 产品加工”产业体系。海拔900m以上，规模化种植薄壳 

核桃、板栗、金银花；大于30~的岩溶石山进行封山育林，补 

植椿树和金银花。③“猪一沼气一肥”生物循环，种植石榴 

等优质水果，发展生态庭院经济模式。④采取房顶集雨 

水，开发表层岩溶带水，修建水窖、水池，解决人畜饮水和 

经济林苗灌溉。 

通过几年的努力，顶坛片区植被(林冠)覆盖率 1997 

年达到9％，1999年增加到 10．75％，2000年增加到 24％； 

修建水池(水窖)9个，可蓄水 16 8601113；花椒发展到 

913．3 hm2，产量达 6万 l(g，产值达 180万元；封山育林 

1 010．6 hm2，水土流失减轻面积达 1 333．3 hm2；人口自然 

增长率平均降到2．16‰(200o年)，人均粮食平均每人增加 

17．5kg，人均总收入达到 1 335元／人，核心村人均达 2 000 

元，人。“猪一沼一椒 (经果林)”生态农业示范户达人均 

3 200元，富裕户达4万 一5万元／户。培训农民实用农业技 

术1 80o余人次，提高了农民的科学技术文化素质。“顶坛” 

模式是不可多得的岩溶生态环境治理与开发的典范。 

3 花江顶坛石漠化治理的经验与特色 

3．1 充分利用岩溶环境优势和当地的适生植物资源 

顶坛片区现在广泛栽培的花椒是一种适应低海拔河 

谷的地方特产品种，分布于花江峡谷岩溶山地或路旁，以 

海拔900m以下岩溶河谷生长最好，所产之花椒含油量较 

高，且果皮之香麻味最浓。根据实验分析，顶坛花椒挥发 

油成分含量随海拔的升高而降低，顶坛花椒高油分含量源 

于花江峡谷地区特有的峡谷干热气候，特别是当地持续30 

天以上的伏秋连早起到关键作用，所以顶坛花椒是优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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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与特殊环境结合形成的特色产品，种质保护得到保证。 

花江峡谷区岩溶石漠化非常严重，缺水少土，但仍有 

土壤斑块分布于石沟、石缝等肥沃生境，形成小生境类型 

多样和明显的异质性，这是岩溶环境的特点之一。贞丰顶 

坛则在当地典型的岩溶生态环境下，没有把有限的资金用 

于坡改梯，就地势利用石头缝种植花椒，因地制宜成功利 

用了当地土地资源特色。 

在科技人员的帮助下，还筛选出当地乡土特色植物砂 

仁(艳山姜)、黄毛忍冬藤(金银花)，形成以花椒种植为核 

心的“经果林(如柚木 +柿树、枇杷、桃等)一花椒一金银 

花”套种模式，以花椒种植为核心的“防护林(如肥牛树 

等)一花椒一金银花一苞谷”混农林模式，花椒 +砂仁模 

式。同时也开始了小规模的反季节蔬菜种植，作为花椒产 

业的补充。 

3．2 修复生态系统基本过程和启动自修复过程 

“猪一沼一椒(砂仁)”模式就是将旱作玉米改种花椒， 

利用花椒的收入购进粮食和饲料养猪，猪粪制沼气，废渣 

还土，保证有足够有机肥回归土壤，形成植物一动物一土 

壤循环系统，其间各组分物质、能量形成快速稳定的良性 

循环，从而构建一个花椒林种植、养猪、沼气发酵 3个环节 

组成的生态农业良性循环系统和花椒系列产品的深加工 

与销售产业链。通过人工种植花椒树、果树、椿树等适生 

性强且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树种，采取人工促进为主的方 

式，实现植被恢复和重建，花椒等规模种植郁闭成林后也 

具有明显的生态效益。 

3．3 注重可持续性 

(1)环境可持续性。花江峡谷是干湿季明显的干热河 

谷，地下水埋藏深，地表干旱指数 1．4～1．1，干旱频率高、 

程度深，即使在雨季，也常出现时间长达一月以上的干旱 

期，最长的一次干旱从8月延续到次年的3月。花江峡谷 

区属于典型的“工程性”缺水区，因此顶坛片区启动了雨 

水、地表水、地下水综合利用及微型蓄水工程(小水池 、小 

水窖、集流沟等)。①拦挡储存，开发利用坡面水，通过沟 

道拦水一引水渠一沉沙池一蓄水池一管网输水或人工挑 

水的途径，重点解决生产用水和生态用水；②引泉人池，开 

发利用表层岩溶裂隙水和层间水(泉)资源，即泉水一引水 

管(泉)一水池(水窖)一管网输出一人畜饮水或生产或生 

态用水；③收集、开发雨水资源，屋面收集雨水一软管导人 

一 水窖储存一管道输出解决人畜部分饮水困难问题；④不 

同蓄水类型的水池联网(水管串接)，形成有一定调节能力 

的微型水利工程系统。充分利用岩溶表层水和坡面水，同 

时结合防止强烈土壤流失与沟谷侵蚀的拦沙谷坊，协调了 

生态效应和水文效应，也进一步促进水土资源的有效保持 

向高效利用发展，增强了环境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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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可持续性。花江地区所产顶坛花椒品质卓 

越，具有较强的开发潜力，以花椒为代表的产业化规模种 

植，同时筛选或引种具有较好生态效益及经济效益的特色 

经济植物进行配套种植，使之达到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 

展，解决了退耕还林所带来的长期生态效应和短期经济效 

益的协调问题，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在短期内的统 

一

。 这种独特自然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产业，在竞争中具有 

明显的比较优势，一方面以其高经济收益驱动农民生产积 

极性，另一方面也因其市场实现的特殊性在客观上促进了 

生态与环保目标的实现。体现了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提 

高农村经济实力、提高农民收益、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几个 

方面具有的密切联系和高度的一致性。 

(3)社会文化可持续性。在贵州大学和贵州师范大学 

科研人员的帮助下，在找出社区发展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通过识别现有资源、识别发展机会、发展机会排序等目标 

决策与分析过程，进行了社区生产建设规划和文明社区村 

建设规划，以实现社区居民对石漠化治理与生态环境恢复 

的主动参与和自觉维护，启动岩溶石山区农村自动增长机 

制。如顶坛 片区规模种 植 的顶坛 花椒 (Zanthoxyltma 

planispimma Sieb．et Zucc．~ar．dingtanemis Yulin Tu，~ar． 

nov．)、金银花(黄褐毛忍冬 Lonicera fulvotomentosa Hsu et S． 

C．Cheng)、香椿 (Toona sinensis)、砂仁 (艳山姜)(Alpinis 

zenm ~t(Pers)Bum et Smith)、木豆(Cajanus cajan(L．)Mil1． 

sp)、任豆(Zenia imignis Chun．)等就是由村民大会通过的。 

也就是说，顶坛片区生态建设的成功之处还体现在尊重当 

地乡土知识和自主权，发现了与当地社区文化价值相一致 

的农业一生态模式的潜力，增强了当地人的能力，注重对 

社区可持续发展来讲至关重要的社区的能力建设和组织 

管理创新，以实现石漠化治标又治本，实现石漠化地区社 

会、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对其它岩溶石漠化地区来说 

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和指导意义。 

3．4 生态经济型反贫困模式的辐射效应 

花江峡谷区北坡，与顶坛乡隔江相对，同样处于石漠 

化严重泛滥地区的关岭自治县板贵乡在改变自身生存条 

件的努力中，走的则是一条通过坡改梯改造 自然的道路。 

从 1991—2OO2年的 1O年间，板贵人总投工75万余个，开 

土石 80多万方，完成坡改梯O．12万hm2，粮食产量翻了两 

番，人均纯收入由原来的100多元上升到 1 100多元，完全 

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坡改梯后人们的观念依旧落后，改出 

来的耕地用途仅仅局限在粮食的扩种上，但恶劣的生态环 

境为板贵的粮食生产框定了一个很窄的范围，与河对岸 

顶坛已颇具规模的花椒产业相比，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生 

态效益，都有着巨大的差距。在乡政府的带领下，板贵 

O．13万 hm2坡改梯9o％以上种上了花椒和金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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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当初顶坛人发展花椒产业并没有考虑到它的生 

态效益，但事实上，以花椒为主的林地大面积增加具有积 

极的效益，它不仅增加了项目区农民的经济收入，而且，客 

观上形成了耕地较少，林、牧地较多的格局，客观上改善了 

花江沿岸石漠化的危害。云洞弯村的一组统计数据很能 

说明问题：该村2001年的植被覆盖率由1990年的7．3％提 

高到91％，区内60％的水土流失得以控制，8o％的土地石 

漠化得到有效防治，该村也因此被国家授予“全国绿化千 

佳村”的荣誉称号。受顶坛花椒的启迪，目前贞丰县林业 

局已研制出一套花椒、金银花、香椿乔灌藤混交种植治理 

石漠化的模式，能有效促进石漠化土地向较完整的生态系 

统演替，被称作“贵州模式”。顶坛人改变生存状态的强烈 

意识造就了花椒产业，进而在不自觉中成就一项意义深远 

的生态工程。 

4 结 论 

在外部和内部的压力下，通过科技和有限的资金投 

人，经过多年的努力花江峡谷区的土地利用已经发生了激 

动人心的变化，以传统粮经作物(玉米、花生、红薯)向特色 

经济植物(花椒、金银花、砂仁)转变，从生存向市场经济转 

变。取得这些成功的关键是当地的革新：认识到当地植物 

资源的可利用性和农民对它们的可接受性；设立公共资源 

管理的有效制度；资源转换模式的设立注重脱贫和生态环 

境改善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是一种基于内在的发 

展 “̈，是根据市场需求和利用内在优势自己做主的参与 

式发展，具有可持续性。顶坛片区的实践证明了岩溶石漠 

化是可治理的，为岩溶区的石漠化治理、生态重建及实现 

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了一个可借鉴的典型模式，它给以我 

们如下启示： 

4．1 重新认识岩溶资源环境优势 

岩溶山区地表破碎，地形起伏大，土层薄、土被分布不 

连续，地表干旱，宜农土地资源缺乏；岩溶植被具有石生、 

旱生、喜钙性的特征。长期以来强调的粮食生产恰恰是亚 

热带岩溶山区的劣势，客观上也是不能实现的。但岩溶山 

区具备其它地区不存在的优势，小生境、小气候类型复杂 

多样，在岩溶地球化学背景上形成了一些特色经济作物， 

木本粮食和木本油料植物丰富。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岩 

溶环境资源优势，如我们在过去的工作中几乎都将岩溶性 

干旱作为一种限制性因素，却很少将干旱作为一种资源来 

认识和利用。实际上，有许多植物就只能在干旱地区生 

长，并且干旱地区能生产一些经济价值很高的植物产品。 

但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很不够，有必要从更广的范围来考 

虑特色产业的发展，提出适合于当地地质背景的土地利用 

方式。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粮食生产并不一定是岩溶山 

区最适合的选择，山区复杂、丰富和多样的自然环境应该 

得到更充分和合理的利用，选择最适合这些不同小环境的 

作物和经济植物种类，发展特色产业u 。 

4．2 治理模式转变到以经济效益为基础的生态恢复 

西南岩溶石山治理成效不大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 

不考虑地质背景和不同环境条件下树种的选择性，不考虑 

生态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在脆弱的岩溶石山区盲目造 

林和种果；二是没有处理好人与环境、生物与环境之间以 

及产品与市场的协调发展问题，强行推行各种政策和措 

施 3̈l。顶坛片区采取集生态环境建设与农村经济协调发 

展于一体的生态适宜型农村经济地域模式，其成功经验在 

于在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中强调生态效应的同时，成功地将 

农村长期经济效应向短期化转化以及长期生态效应向经 

济化转化，为西南喀斯特山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借鉴 

的思路。 

4．3 生态农业对岩溶山区治理的意义 

顶坛片区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高度结合的生态农 

业，集聚了广大农民自愿的人力和物力投人，开始摆脱以 

往仅仅依靠行政号召推广的局面，由政府主导向农户主动 

参与转变，为农民增收和过剩农村劳动力创造就地就业的 

机会。生态农业的这种独特的作用迄今似尚未引起各方 

面足够的重视  ̈，因此，区域政策应该通过鼓励参与、地 

方主动权和社会资本来更多地关注这种基于内在的发 

展[1 5l。 

(编辑：田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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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ologi~ Reconstruction or Karst lloe~ Deserlification and 

Its Signiticance in I-luajian Gorge 

L／Fang-b／rig ’ WANG Shi-jie‘ XIONG Kang-ning 

(1．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Geochemistry Institute of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 

Guiyang Gui／JlOU 550002，Claim ；2．Southwest Agri~ tur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6，Claim； 

3．Gui／Jl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Gui／JlOU 550001，Claim) 

Abstract There alefew ecological rehabilitationpracticesmode]s ofkarst rocky desertificalionwhich reallyintegrate ecological，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thoughthe rocky desertiticationtrendis seriousin kal~tmountain aI|潞 of southwestClaim ．andthereis alack oftheoretical sum— 

mary and thi．king．People take advantage ofthe native plant resolu'ees and dry and hot climate superiorities to grow economic vegetation such as 

Zhathoxylum planispinum~rllr．dingtanensis andViuvousAmomum，et al，which adaptto dry and hot environments atDingtan ofnuajiang kal~t 

gorge，a,ti．st agrieuhure inner structure successfully with the eeo-environment restoration，develop distinctive ag．~ture characterized by pla— 

nti．g Zh~hoxylUln planispinum ~rllr．dingtanensis on a large scale，and make 11Be of rain water and snifface wilier and epikarst Wilier，praelise 

participatory co．~unity-based l-eSOlU'ecs management．All these enable the eco-environment，economiy and community of Oingta．to have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erefore．the SU(3(3e~qtll experience of“Dingtan”model should be a Ie [e】[1ce to the karst rocky desertificalion coln． 

prehensive control practice in southwest kal~t region in China． 

Key words nuajiang gorge；karst rocky desertitication；ecological rehabilitation；innov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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