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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喀斯特石漠和石漠化概念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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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喀斯特石漠化是近年来所认识到的一种地质生态灾害，所造成的经济、环境乃至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受到 

国家的广泛关注，但却存在生态建设超前、基础研究落后 的严峻现实。本文总结了当前石漠化的类 型划分和存在 

问题，从喀斯特生态系统运行的地学过程、生物学过程和人为过程出发，提出石漠化过程存在地质 漠化过程、q 

态系统石漠化过程和人为加速石漠化过程，对不Ⅲ类型的石漠化宜分别采取保护、恢复、重建 、维持措施。石漠和 

石漠化表达的时空范畴不同，是石漠化这一土地退化过程的最后或顶檄结果 ，自然条件下其形成 多 地丧坡度较 

大有关，而人为加速石漠化过程rf1 漠化土地空间分布与地形坡度、地貌部位并无直接联系。建议 以“r扰方式 

植被+土壤+地貌”对人为加速石漠化过程导致的石漠化土地进行类型划分，评价的土地府分为1 漠化土地、行 

漠化土地和逆转优化的“基准化”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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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石漠化的研究现状 

1．1 石漠化概念的衍变 

石漠化灾害的概念最早于 2()世纪 8()年代初期 

提出 j。袁道 先 (】995 l999年 )采 用石 漠 化 

(Rock desert．ficati0n)概念 ，杨汉奎采用喀斯特荒 

漠化 (Karst desertification)概念 ．用来表征植 被、 

土壤覆盖的喀斯特地区转变为岩石裸露喀斯特景观 

的过程 ，并指出石漠化是 中国南方亚热带 喀斯特地 

区严峻的生态问题 ，导致 了喀斯特 风化残积层土迅 

速贫瘠化，是我国四大地质一生态灾难中最难整治、 

最难摆脱贫困的地 区。 

目前关于石漠化的定义可归纳 为 ：①石漠化是 

一 种退化土地或土地退化现象 ；②石漠化是一 

种 土 地 退 化 过 程 ，所 形 成 的 土 地 称 为 石 漠 化 土 

地_7_ 。喀斯特 石漠化 是土 地荒漠 化 的主要类 型 ， 

以脆弱的生态地质环境为基础 ，以强烈 的人类 活动 

为驱动力 ，以土地生产力退化为本质 ，以出现类似荒 

漠景观为标志。上述定义尽管认识 到土地退化是石 

漠化的本质 ，但 由于注重 对石漠化地表形态 和景观 

变化的描述，忽视了石漠化的生态退化过程，即土地 

系统功能的退化 。首先石漠化过程与石漠景观没有 

必然联 系．在西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条件下 ．只要人为 

干扰不超 出一定范围，自然条件下 不 町能形成 大范 

围的类荒漠景观 ；而且 自然形成 的裸岩景观如 冰川 

刨蚀形成 的裸岩地 和人为活动如陡坡开垦造成表土 

冲刷致基岩裸露 的石质坡地成 因明显不同 ，后 者才 

能称之为石漠化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石漠化表 

现形式有所不同，并非所有的石漠化过程均使土地 

出现类似荒漠 的景观 。因此 ，忽视 由石漠 化引起的 

喀斯特生态系统生态过程 的变化 ，是难 以刻划不同 

石漠化类型的共同本质的。 

1．2 喀斯特石漠化的类型划分 

1．2．1 按石漠化严重程度划分 

在 目前的实际工作 中往往将石漠化等同于基岩 

裸露 ，或将岩石裸露所 占面积达 7O 以上的地带划 

分为石漠化地区【1。]，裸露 的碳酸盐岩面积小于 50 

的地区为无 明显石漠化 区 。在 石漠化评 价指标 

选择和石漠化强度与等级 的划分等方面尚缺乏深入 

研究 ，仅从地表形态根据基 岩裸露 面积 、土被面积 、 

坡度 、植被加土被面积 、平均土厚将石漠化强度分为 

无明显石漠化 、潜在石漠化 、轻度石漠化 、中度石 漠 

化 、强度石漠化 、极 强度石漠化 ，轻 度以上石漠化 面 

积占贵州全省 土地面积 的 20．39％ ；或根 据裸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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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百分比、现代沟谷面积比、植被覆盖率、地表景 

观特征(裸岩出露方式)、土地生产力下降率将石漠 

化程度分为轻度、中度、强度，石漠化土地 占全省土 

地面积的 7．9％l1 。但裸岩率高低并不总是代表石 

漠化程度的强弱，只有在高裸岩率、低生物量情况下 

才具有强度石漠化 。】，因此，石漠化研究 中，既要重 

视岩石裸露率。更要重视植被变化特别是生产力的 

变化 ，重视这种变化的形成原因。 

1．2．2 按发生地貌类型划分 

石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长江上游 的金沙江 、乌 

江流域和珠江上游的红水河、南北盘江、左江、右江 

流域以及国际河流红河、澜沧江、怒江流域，地理位 

置特殊。以贵州为例，强度石漠化集中分布于水城 

安顺一惠水一平塘一线及其以南地区，中度石漠 

化和轻度石漠化亦连片分布于这一线附近及其西南 

地区，在毕节地区和黔中分布也较广，在黔东北和黔 

北则为零星分布(也与灰岩与碎屑岩互层组合有 

关)。即石漠化分布在古溶原解体、构造活动强烈的 

河流上游及河谷地带的典型峰丛山区、深切峡谷区， 

其次是溶蚀丘陵区等碳酸盐岩连续分布区。石漠化 

发生的微地貌类型可分为峰林溶原石漠化组合模 

式，峰丛洼地、峰林谷地石漠化组合模式，峰丛峡谷 

石漠化组合模式 。 

1．2．3 按岩性类型划分 

按岩性可分为纯质灰岩 、白云岩石漠化 区，碳酸 

盐岩层与非碳酸盐类岩层互层、间层石漠化；其中纯 

质灰岩区形 成仅有稀疏 的藤 刺灌丛覆盖的石海 ，白 

云质灰岩区形成稀疏植被覆盖的坟丘式荒原。石漠 

化与岩性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强度石漠化主要分布 

在纯质碳酸盐岩地区，尤其是纯质灰岩地区；中度石 

漠化在白云岩组合中的发生比例较灰岩组合中高； 

轻度石漠化在碳酸盐岩与碎屑岩夹层和互层中分布 

较广 ；石漠化与纯碳酸盐岩相关关系最 明显 j 。 

1．3 问题的提 出 

综上所述 ，对石漠化概念已有 明确认识 ，但主要 

集 中在石漠化现象描述和石漠化现状分 布方面 ，尽 

管已认识到石漠化以强烈的人类活动为驱动力，但 

石漠化分类评价中并没有考虑到土地利用这一主要 

影响因子，也没有区分自然因素的差异；有关石漠化 

的监测数据因人因机构有别，已有的石漠化恢复和 

治理技术难以推广。究其原因在于缺乏对喀斯特生 

态系统演变过程的全面 了解 。在于对西南喀斯特 山 

地石漠化形成类型与演变机制概念不清所致。本文 

试图从喀斯特生态系统运行的地学过程、生物学过 

程和人为过程探讨石漠化的本质。 

2 喀斯特石漠与石漠化 

2．1 喀斯特生态系统演替的特点 

2．1．1 地学过程 

喀斯特地区基岩的大范围裸露主要受碳酸盐岩 

风化成土方式、土壤丢失和岩溶发育阶段控制，石漠 

化的形成有其深刻的自然背景。 

喀斯特区成土速率极慢，若考虑地表的自然剥 

蚀率，成土速率更低。土壤允许侵蚀量远小于非喀斯 

特区，实际上碳酸盐岩石山荒漠化区域表层土粒处 

于负增长状态n 。除此之外，在地下水以垂直作用 

方式为主的地区会 出现“土壤丢失”现象。喀斯特区 

的“土壤丢失”与通常意义上的水土流失并不相同， 

不需要远距离的物理 冲刷就从地 表消失 ，导致溶蚀 

残余物质或地表原有的风化壳转入近地表岩溶裂 

隙，从根本上制约了地表残余物质的长时问积累和 

连续风化壳的持续发展n 。常常导致基岩的大范 

围出露 ，典型的形成石林地貌，在我 国已发现的此类 

表层喀斯特．主要分布在北纬 25。～26。的热带亚热 

带地区，在国外也有分布。 

喀斯特生态系统受控于地貌水文过程。山盆期 

地面保存较好的喀斯特区。在地下水埋深、流速、运 

动方向、水力坡降等方面与乌江期地貌发育典型的 

喀斯特区有着巨大差异。乌江期地貌更加发育的地 

区，则不利于森林的生长 。说明喀斯特生态系统 

结构受喀斯特表层水文结构的影响是很大的，并非 

喀斯特石漠化地区一经封山便可恢复森林。喀斯特 

洼地是地表凹下的负地形。且多呈封闭状态，地表汇 

流或河川通过洼地落水洞(漏斗)径流，将灰岩风化 

的粘性土冲入伏流。导致洼地石芽溶沟遍生的石漠 

化景观出现。形成洼地石漠化区。同时．在坡度较大 

的地表(极端情况如悬崖峭壁)。水土难以保持，尽管 

不受人为干扰，往往形成连片的基岩裸露。我国明 

代地理旅行家徐霞客(1586 1641)对一些裸露的喀 

斯特坡体也进行过描述。 

2．1．2 生物学过程 

尽管灰岩出露后随生物量增长和土壤形成，形 

成以生物活动和土壤媒体过程为主导的喀斯特生态 

系统  ̈，但喀斯特生态系统普遍具有生境基岩裸 

露、土体浅薄、水分下渗严重、生境保水性差、基质以 

及土壤和水等环境富钙的生态特征 ，对植物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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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有强烈的选择性 ：喜钙性、耐旱性及石生性的植 

物种群 ；具发达而强壮 的根 系。能攀附岩石 、穿窜裂 

隙，在裂隙水、土壤水、皮下水中求得水分、养分的补 

充。限于严酷的石灰岩山地条件，树木胸径、树高的 

生长速率慢 ，绝对生长量小 ，生长量稳定 、波动较小 ， 

种间、个体间生长过程差异较大 。喀斯特生态系 

统的土壤、水文过程决定了生物学过程中植被一土壤 

双层结构不发育，只有植被单层结构，如以石面、石 

沟 、石缝面积的比例代表岩石的裸露率，茂兰喀斯特 

森林小生境岩石裸露率为 42．51 ～98．05 ，平均 

为 89．86 ，石面石沟型和石面型是研究地区最普 

遍的组合类型l2 ，说明喀斯特山地存在“无土栽培” 

的特点 。】。喀斯特生态系统岩石裸露率极高，无土 

或基本无土，然而植被覆盖率高，甚至有结构较为复 

杂的森林覆盖；但相对高的植被盖度，并不总意味着 

土地退化弱 ，反映了喀斯特生态 系统中土壤 、植被的 

差异演替和差异退化的特点。 

2．1．3 人为过程 

地形崎岖、交通与通讯不便、经济落后、地区封 

闭等客观因素和大多数社会成员脱贫致富愿望的矛 

盾，使人们 自觉或不自觉地过分开采与掠夺土地资 

源，来维持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生活水平需要，使喀斯 

特山区的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导致生态破坏与 

贫困恶性循环，最终使居住条件越来越恶化，耕地更 

加分散、贫瘠。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和政策的失误 

对于喀斯特石漠化问题的严重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2 。历史上贵州先后遭到四次较大规模的生态 

破坏：第一次是在 20年代到 40年代的战争时期；第 

二次是在 50年代末，“大炼钢铁”高潮使大片原始 

林、次生林毁于一旦；第三次是在“文革”期间，“以粮 

为纲”，大搞开山造 田，大肆砍伐林木；第四次在 70 

年代末至 80年代初，由于农村经济体制变动，有关 

配套措施没有及时跟上，又使林木遭到严重破坏。 

近几年进行的“村村通公路”工程，由于资金不足和 

技术监督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基本上没有采取防止 

水土流失的措施，致使这成百上千条乡间公路成为 

造成水土流失和加剧石漠化灾害的根源。在修建大 

型的基本建设项目时，一些建设单位为了取材方便， 

没有对石山环境保护多加考虑，随意开采，也使石山 

地区的环境破坏严重。 

2．2 喀斯特生态 系统的退化过程 

2．2．1 地质尺度石漠化过程 

喀斯特山地表层土粒处于负增长状态，这是一 

种自然石漠化过程。在不同的岩溶生境和不同的地 

貌部位均发生作用，在坡度较大、表层岩溶结构含水 

性能较差的正地貌形成连 片的基岩裸露 ；在洼地的 

消水洞周 围往往也形成大片的裸露基岩。这种 自然 

石漠化过程的结果形成的土地类型定义为石漠化土 

地，是地质时期自然环境演变的结果，以基岩大面积 

裸露为特征，它是一种地貌景观或实体，系亚热带湿 

热环境下喀斯特地区生态系统特殊的生态过程形成 

特有的土地类型，土石按一定比例交互存在于石灰 

岩山丘里，在溶沟、溶隙与岩溶洼地里，有不同厚薄 

的土壤存在，在突起部分多裸岩分布。从时间上看， 

这种 自然石漠化过程主要在地质历史时期起作用， 

称地质尺度石漠化 。 

2．2．2 生态系统石漠化过程 

喀斯特生态系统的生物学过程决定了在长期的 

演化过程中，形成无土或土层极为浅薄但发育较好 

的森林，喀斯特生态系统具有植被低生产力特点、石 

生特点和喀斯特生态系统土壤允许侵蚀量低、土壤 

强烈分配不均特点，喀斯特森林是一种很典型的地 

形一土壤演替顶极，其属性取决于坡度、坡位、坡向、 

土层厚度、土壤水分等，水分条件是限制因子 ]，土 

壤条件对喀斯特森林群落生物量的控制作用，远大于 

气候条件 。在喀斯特地区森林严重破坏之后，如 

果附近没有种源存在，要想依靠土壤种子库中的种子 

来恢复森林植被是很困难的，只能恢复成草坡或早期 

灌丛植被 。即喀斯特生态系统的地表单层结构脆 

弱性特点决定了喀斯特生态系统有潜在石漠化的趋 

势，可称之为潜在石漠化或生态系统石漠化。 

2．2．3 人为加速石漠化过程 

主要发生在斜坡 、陡坡地带 ，包括①山区有林地 

经砍伐退化为灌丛草地，进一步砍伐退化为荒草坡； 

②山区有林地经毁林开荒变成坡耕地，经水土流失 

石漠化；③坡耕地经水土流失石漠化。这是一种与 

脆弱生态地质背景和人类活动相关联的土地退化过 

程，可以认为强烈的岩溶化过程为其产生的主要 自 

然原因，人类对生态的破坏和土地的不合理利用为 

激发石漠化过程的主要人为因素 。故定义为人为 

加速石漠化。人为加速石漠化存在两种类型：①石 

灰岩区失去植被裸露石灰岩；②白云岩地区失去林 

木后，山体上仅有很薄的粗砂性土壤 ，只生长植株矮 

小的草被，远看是光秃秃的荒山。人为加速石漠化 

如发展到顶极 ，则形成大 片裸露 的基岩 ，但其不一定 

与裸露的大面积基岩相 关联 。不 同的利用方式 ，植 

被、土壤与地表状况的差异退化过程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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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石漠与石漠化 3 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喀斯特生态系统存在不同 

性质 的石漠化过程和石漠化类型。三种不 同类型的 

石漠化都强调岩溶地质背景对生态过程的限制作 

用，但其主要的成因机制是不一样的。地质尺度石 

漠化主要受地学过程控制，具有区域性 ，受控于地貌 

发育阶段和岩性类型；生态系统石漠化受地学过程 

和生物学过程的共同作用，但生物学过程是主要的； 

人为加速石漠化受地学过程、生物学过程和人为过 

程的共同作用，其发生、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为活 

动破坏生态平衡 ，生态系统质和量逆转 ，导致地表覆 

盖度减低的土壤侵蚀过程：人为因素一林退、草毁 

(陡坡开荒等)一 土壤侵蚀一耕 地减少一石 山、半石 

山裸露一土壤侵蚀一完全石漠化的逆向发展模式， 

即人为过程一生物学 过程一 加速的地学过程 ，通过 

不合理的人为干扰破坏植被 ，更加 突出以加速土壤 

侵蚀为主的地学过程。地质尺度石漠化和生态系统 

石漠化在现代相同的地质背景和气候条件下，是不 

可能自然扩展和收缩的，相对于人类社会是极为缓 

慢 的，也是不可能达到石漠景 观阶段的。石漠化土 

地的扩展主要受控 于人类经 济活动 ，一般 在消除人 

为干扰 或调整土地利用结构 后，可恢 复到原有 的 自 

然景观或生产力水平 ，特别在采取 治理措施 后可加 

速其恢复过程。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石漠和石漠化表达 的时空 

范畴不同，石漠是喀斯特山地客观存在的一种难利 

用土地类型 ，是石漠化这一 土地退 化过程 的最后或 

顶极结果，自然条件下其形成多与地表坡度较大有 

关 ，而人为加速石漠化过程 中石漠 化土地空间分布 

与地形坡度、地貌部位并无直接联系。石漠化是喀 

斯特生态系统 的一种生态过程 ，是 指发生在历史时 

期主要由人类活动所导致的一种使环境向荒漠演变 

的退化过程 ，主要指人为加速石漠化 ；石漠化土地不 

包括纯粹 由 自然因素形 成 的原 生石漠 或类荒 漠景 

观 。在地质石漠化和生态 系统石漠化较 强的区域 。 

人为加速石漠化更易发生；但人为加速石漠化较强 

的区域并不等同于石漠。贵州土壤侵蚀与喀斯特石 

漠化两者的极强度、强度区域分布明显错位，土壤侵 

蚀极强烈和强烈区主要分布于六盘水 、毕节地区、正 

安和乌江下游的沿河、德江等地 ，石漠化极强度、强 

度区主要集中于六盘水 、安顺市、黔西南州和黔南州 

的偏南地区 ，从石漠和石漠化的角度也就不难理解 。 

3．1 关于石漠化的类型划分 

现在南方湿润喀斯特区所发生的石漠化应主要 

指人为加速石漠化 ，因此 ，建议按土地利用方式和土 

地类型划分石漠化类型。直接对喀斯特生态系统的 

不合理人为干扰方式包括毁林开垦、陡坡垦殖、粗放 

耕作方式、过度樵采、烧灰积肥、荒坡放牧、采矿和基 

建工程 ，按土地类 型可分森林退化 、草地退化 、耕地 

退化后形成的石漠化土地和工矿型石漠化土地；不 

同的土地利用方式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干扰效应 

和干扰过程是不一样 的，最终表现在恢 复方式 和恢 

复难度 的差异上 ，目前这方 面的研究相对不足 。建 

议以“干扰方式+植被+土壤+地貌”对人为加速石 

漠化过程 中石漠化土地进行类 型划分 ，既体现 了石 

漠化的过程，又反映了石漠化现状退化程度 。 

3．2 关于石漠化评价的几个问题 

3．2．1 评价状况还是评价过程 

目前确认的石漠化是相对于基准的土地退化过 

程 ，指的是人为加速石漠化 ，则石漠化的发生与否 只 

能从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才能判断，因此，评价指标 

必须展示过程。但迄今所见大多数指标都是石漠化 

土地在某一时段的状况而不是过程，不可能判断是 

否具有石漠环境条件的强化与扩张过程。基准的确 

定大致有历史资料法、气候模型法、相对基准法和人 

工恢复基准等l2 。西南岩溶山地可尝试用建国初的 

5o年代和改革开放前的 7o年代后期作为生态环境 

的两个主要基准年代，评价和监测石漠化的发生程 

度。通过与生态基准断面的比较，评价的土地应分 

为非石漠化 土地 、石漠化 土地和逆 转优 化 的“基 准 

化”土地。西南岩溶山地系统存在着地貌系统的分 

异、气候系统的分异、森林植被系统的分异、社会经 

济系统 的分异 ，不同地 域系统应有 自己相对 的生态 

基准。 

3．2．2 石漠化评价的空间尺度效应 

在一定的区域内各地块有各 自的作用和功能， 

它们在一定的结构中共同作用．以实现区域土地利 

用的可持续性。以各种土地按一定结构组成的区域 

而不是地块作为土地利用可持续性评价的对象才是 

合理的。而石漠化的发展与演化深受空间尺度的影 

响，不 同尺度石漠化过程的主导影响因素是 变化的 ， 

不同空间尺度的石漠化过程及其环境效应和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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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也有所差异。不同空间尺度的石漠化评价应有不 

同的评价指标和标准，它们共同组成石漠化的评价 

指标体系：①生态系统尺度，以其功能来衡量，指标 

包括生物生产力、水土保持力、生物多样性等；②景 

观尺度 ，指标包括植 被(土被)覆盖 率、岩石裸露 率、 

异质性斑块动态变化过程等 ；③区域尺度 ，考虑 自然 

一 社会一经济复合生态系统，包括生态环境指标、经济 

水平指标、社会压力指标。小流域尺度作为石漠化 

评价 的最佳尺度。 

3．2．3 现代石漠化过程的监测与评估 

在石漠化遥感解译中，一种是以石灰岩波谱特 

性和热性质参数为基础，直接从 TM 像元亮度(或 

灰度)数据中提取石漠化影像信息的方案；另一种是 

以植被波谱影像模型和图论为基础，通过对出露石 

灰岩区域集合与植被覆盖区集合域的图形关系进行 

逻辑运算，间接提取出裸露石灰岩分布区域的整体 

图形信息(即边界线信息)的方案 。这种解译模 

式根据基岩裸露、土被、坡度、平均土厚等来划分石 

漠化程度，根据遥感影像特征来解译石漠化面积，区 

分不了地质尺度石漠化、生态系统石漠化和人为加 

速石漠化；换句话说，不能准确划分非石漠化土地、 

石漠化土地和逆转优化的“基准化土地”。目前的石 

漠化解译加大了强度石漠化、极强度石漠化土地的 

面积 ，导致对石漠化成 因的误判 。通过典 型石漠化 

类型的多时相石漠化光谱数据与动态的社会经济信 

息相配合。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这一问题。 

3．2．4 景观格局在石漠化评价中的应用 

在生态演替和干扰的共同控制下，景观生态过 

程极为活跃，景观格局的变化也十分复杂，很难直观 

地把握景观要素空间分布的总体趋势和规律。景观 

空间格局分析是景观生态学的核心问题，对于宏观 

区域生态环境状 况评价及发展趋势分析 。都是 十分 

有效的手段 。石漠化形成的主要特征是岩石裸 

露率的提高，然而野外观测表明。景观格局与石漠化 

过程密切相关，较高岩石裸露率情况下，不同小生境 

的组合类型并不相同，相应的生境严酷程度也不相 

同，导致石漠化地段植被恢复的困难程度亦异，很值 

得进一步研究 。景观格局分析不仅强调 面积 ，而且 

还考虑所研究石漠化土地的空间分布特征(格局)、 

景观组成特点与石漠化过程的关系和对石漠化的影 

响，所以在石漠化程度判定和石漠化指征的研究中 

景观格局是一个不可忽视 的问题 。 目前 ，由于石漠 

化研究中景观格局分析很少，所以还不能在石漠化 

程度判定中建立起一个数量化的格局权重判定指 

标，但是，随着在石漠化研究中对景观格局的重视和 

深入系统的研究，将对石漠化指征的确定和石漠化 

指标体系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为建立更为完整 

的石漠化评价指标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3．3 关于不同类型石漠化生态恢复途径问题 

受损生态系统因管理对策的不同，可能有以下 

四种结果：①恢复到它原来的状态；②重新获得一个 

既包括原来特性，又包括对人类有益的新特性状态； 

③由于管理技术的使用，形成一种改进和原来不同 

的状态；④因适宜条件不断损失的结果，保持受损状 

态 。对不同类型的石漠化宜分别采取保护、恢 

复、重建、维持等相应措施。地质尺度石漠化，生态 

系统失去 自我调节能力 ，环境退化到原生裸地状态 ， 

丧失了原有的生命支持力。在这种立地条件下，植 

被的恢复重建将是 极其 困难 的，甚 至是 不可能 的。 

因此，地质尺度石漠化并不需要恢复或重建，只要停 

止一切人为的干扰活动，让植被与群落自我维持、衍 

生与发展。对生态系统石漠化则以保护为主。不进 

行人为干扰就是最好的措施，过分强凋人工措施反 

而会加重生境的破坏。对于人为加速石漠化，则根 

据“等级区位”实行阶梯式还林退耕、辐射式生态重 

建；根据生态系统的退化程度分别采取恢复、重建措 

施。把恢 复定位在修复被破坏的或功能受阻的生态 

功能和特征上 ，恢复不一定恢 复到系统所具有 的原 

始状态 ，只要恢复到某一个 中间 比较稳定 的状态 即 

可。对人为加速石漠化严重的区域。原来的植被与 

其周围环境的平衡关系不复存在。必须选择新的植 

被类型以适应新的变化了的环境条件。重新构筑与 

现实生态状况相协调的生态系统结构，而不一定追 

求与原生状态相一致的恢 复方式 。大幅度提高景 观 

系统的总体生产力和稳定性。将人类活动对于景观 

演化的影响导人正向的良性循环 。 

4 结语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人为加速石漠化过程： 

(1)从时间尺度上说，石漠化应发生在人类活 

动较强的历史时期，喀斯特石漠化实质是人为荒漠 

化 。 

(2)空问尺度上说，石漠化发生在亚热带喀斯 

特地区人类活动干扰植被 的范围。主要 发生在坡耕 

地 。 

(3)从起因上看，在潜在的自然因素基础上，应 

当主要由人类活动所致，其发展趋势决定于人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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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协调与否；但其逆转和 自我恢复的可能性大小及 

其时间进程的长短，则受不同的自然条件(地形、坡 

度及水热条件配合)及人为活动强度大小的影响。 

(4)从景观上看，这一过程既有渐变也有突变， 

植被退化、土壤退化、地表状况恶化三者退化与恢复 

的速度并不一样，裸岩率高低并不总是代表石漠化 

程度的强弱 。 

(5)从本质上看，石漠化是指土地生产力退化， 

与石漠的形成和扩张过程是有区别的。因此，仅注 

重地表形态的变化，而忽视石漠化引起的土地系统 

生态学过程的变化，是难以刻划不同荒漠化类型的 

共同本质的。 

(6)植被破坏与土壤侵蚀是石漠化最直接的影 

响因素，石漠化地区现阶段土壤侵蚀强度较小，但其 

土壤侵蚀程度是严重的，不能笼统认为土壤侵蚀与 

石漠化的相关性较小。 

(7)从土地利用的角度对石漠化进行分类与评 

价，并以此来划分石漠化土地类型，将有助于石漠化 

分类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和石漠化土地类型的判 

定。 

正确认识石漠化概念，注意区分石漠和石漠化， 

地质尺度石漠化、生态系统石漠化、人为加速石漠 

化，对以后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对西南岩溶 

山地的石漠化研究最终会 陷入一种 困境 ，这 无论对 

于石漠化 的治理 ，还 是对生态脆弱带 的经 济开发和 

可持续发展都将带来错误的理论指导。石漠化研究 

要加强过程的研究尤其是人为加速石漠化过程研 

究，从土地利用结构和景观生态格局角度分析石漠 

化的形成发展过程，揭示石漠化的自然社会规律和 

动力学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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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on Concepts of Rock Desertification 

and Rock Desert in Karst Region 

LI Yang—bing 一．WANG Shi—fie ，RONG Li · 

(1 Ndtio”。 K Laboratory oy Environmental(；eochemistry，GeoclJemistry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s【ienc P 、(；ui3 

ang 550002．China 2．School of Geograph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O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3’ang 550001 

China) 

Abstract：Karst rock desertification has been recently regarded as a kind of geological—ecological disaster re— 

suiting in more and more intense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effect， but basic researches on it 

lagge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This paper summarizes current classification and problems of karst rock de’ 

sertification．Different rock desertification types should adopt conservation，restoration，reallocation and 

preservation respectively based on analyses to the running processes of karst ecosystem including geological， 

biological and artificial processes．The karst rock desertification processes exist geological rock desertifica— 

tion，ecosystem rock desertification and artificially accelerating rock desertification． 

Rock desert is the last or the climax result of rock desertification processes，and different from rock de— 

sertification in space—time category．The formation of rock desert has much matter with the large slope gra— 

dient under natural conditions．but the distribution of artificially accelerating rock desertificatiOn has no di— 

rect relation with topography and geomorphologic position．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rock desertified lands re— 

suiting from artificially accelerating rock desertification should be classified into no—rock desertification land， 

rock desertification land and reversed“benchmark”land based on regionalization indicators“disturbed mode 

+ vegetation+soil+geomorphology”． 

Key words：rock desertification：rock desert：artificially accelerating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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