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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生态：短视留下后遗症 生态建设藏隐忧 

 

(2006-05-08 12:03:51)

科学时报记者 王莉萍  

    貌似繁盛的生态林下暗藏隐忧。专家认为，缺乏生态综合治理的整体性、长期坚持性和水土治理与开发、发展相

结合的战略眼光，是造成既往水土保持建设与生态安全不够完善的主要原因。  

    “你看那不又是一条黄河吗？！”一位专家忍不住大声说。  

    在福建、江西，一个由16位两院院士、中国知名专家组成的考察团经常会对眼前的河水感到诧异。其实，用“血红的

河水”来形容一场小雨之后绕过青山的南方河水更为贴切。  

    为期5天的考察结束后，4月27日，“中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综合科学考察”院士专家考察团在江西南昌举行了一个

圆桌会议，会上，专家们在肯定了两省水保工作成绩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生态建设中存在的隐忧。  

    多位院士和专家语出惊人：目前，森林覆盖率高的南方地区并不意味着水土流失得到了控制，生态安全问题不但在南

方八省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国内一些地区甚至有局部恶化的趋势。  

    在专家们看来，中国水土保持工作正面临全新的研究课题。  

    不单是森林覆盖率  

    以南方红壤区为例，尽管福建、江西等南方八省有着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森林覆盖率，但长期研究红壤的中科院南

京土壤研究所赵其国院士却发出了“远看青山在，近看水土流”的悲叹。  

    赵其国认为，“长期以来，由于不同部门的统计口径不一，林下水土流失现象未能引起行政管理部门的足够重视。林

业部门规定，面积达1亩以上、郁闭度达0.2或以上即为森林面积，并不考虑地表植被的覆盖率，这对水土保持来说还远远

不够。”  

    郁闭度指森林中乔木树冠遮蔽地面的程度,是反映林分密度的指标。  

    “世界上的‘森林覆盖率’概念主要指郁闭林，不包括果木等经济林和一些防护林，而中国对森林覆盖率的统计统统

包括在内。”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冯宗炜院士认为，从生态功能上看，中国被计入覆盖率的森林与国外指称的森林在

生态质量上存在差距。  



    他说：“由于林下缺少灌木或草本植被覆盖，土壤表面裸露程度很高，仍然会发生中度甚至强度以上的水土流失。而

事实上，地表枯枝落叶层才是‘绿色水库’蓄水功能的真正承担者，根据测算，它们的蓄水能力是本身重量的百倍以

上。”  

    因此，在冯宗炜看来，由简单的森林覆盖率所表征的我国生态建设状况事实上并不让人乐观。据统计，近些年来，各

省森林覆盖率均有明显增加，南方八省平均为52.87%，有的甚至超过70%。从遥感影像上看，这些地区的植被状况很好，覆

盖度比较高。  

    “这只是‘空中绿化’，”冯宗炜说，“水土保持更应强调地表覆盖度的提高和合理的植被层次结构，过分强调森林

覆盖率，反而会对水土保持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专家们建议，水土保持部门应从保持水土的角度，提出植被覆盖度的概念与内涵，抛开林业部门的森林覆盖率；同时

改进现有的水土保持宏观监测方法。  

    关于监测问题，赵其国解释：“从考察来看，对林下水土流失的监测，仅仅依靠中低分辨率的遥感图像看来是不够

的，应该采用高分辨率遥感图像和其他类型的遥感手段，比如以微波遥感来加强监测手段。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

需要加强。”  

    统筹不当与利益追求惹的祸  

    堪称中国治理水土流失先行者的福建省，有着悠久的水保工作研究历史。据考证，上世纪4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就在

福建长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水保工作站，但时至今日，该省依然存在程度不同的水土流失。  

    “森林覆盖率重量不重质。”冯宗炜指出，森林面积大并不代表森林质量好，生态功能强。但获得这一认识，我们差

不多经历了整整一代人。  

    据冯宗炜介绍，我国早期造林主要是考虑木材的蓄积和经济价值，强调林木的覆盖，没有统筹考虑生态环境效益。这

种现象在南方比较普遍，不仅带来造林初期的水土流失，而且造成成熟林的林下水土流失。  

    他说：“2000年以前的国家战略目标是以木材为主。而后国际上发生了观念转变，但一些老同志几十年的观念却不容

易随着立即转变，致使一些测定标准至今依然沿用老指标，残留的思想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这与生态建设发展没有

矛盾，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现在很多年轻人带来了新的生态观念，主张发挥森林的多功能性。”  

    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研究员王晓鸿分析，“人工造林规划不当确实隐藏生态危机，但是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

以及各种水平限制，也只能做到先把林子造起来。”  

    “中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综合科学考察”南方红壤区考察组调查结果显示，导致林下水土流失现象的原因有多种，

其中最主要的是，单一树种造成脆弱生态。  

    赵其国介绍：“1980年开始的绿化植树，在南方以马尾松或其他经济林木如桉树等为主，其中，马尾松会加剧土壤酸

化，导致其他植物难于存活；而桉树生长快，需水量大，造成地表干旱，也影响其他植被生长。”  

    南方大片的生态林都是清一色的马尾松，其天敌是松毛虫，在考察团经过的地方就曾见到整山的马尾松像是被大火烧

过，一片萧条，全部死光，有专家指出，那就是松毛虫成灾造成的。  

    专家介绍，松毛虫的发生与环境条件及森林生态系统有关。凡是混交造林、经营管理合理、形成复杂的生物群落的林

分，即使有松毛虫发生，也会相应出现多种松毛虫的天敌，不易发生灾害。如果营造大面积的纯松林，间伐抚育不当，灌

木植被贫乏，失去森林生态系统平衡，则阳坡山洼首先会形成松毛虫的发生基地，然后扩散蔓延，及至猖獗成灾。  

    由于树种单一，无论是生态林还是经济果林，都存在造成水土流失和生态隐患的问题。而如果说生态林是统筹规划不

当，那么，经济果林的问题则更多的是对利益的追逐。  

    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研究员梁音说：“由于草本和灌木的生长会影响果实采摘，而且会与果树争肥争水，为了追求经济

林果树高产，当地农民往往会把林下的草刮得光光的，除草剂也被大量使用，使林木下草被减少，地表完全裸露，反而加

剧了水肥流失。另外，由于某些地区耕作方式不当，比如果园或茶园进行多次翻耕，使经济林木下水土流失问题更加突



出。”  

    对此，冯宗炜认为，南方大量存在的人工单一的纯林，必须慢慢恢复成亚热带长绿阔叶林，保证其成为一个有多重结

构、功能并不单一的复杂森林生态系统。否则，类似松毛虫成灾等生态隐患和水土流失问题将很难根本解决。  

    缺乏战略眼光是主因  

    貌似繁盛的生态林下暗藏隐忧。赵其国认为，缺乏生态综合治理的整体性、长期坚持性和水土治理与开发、发展相结

合的战略眼光，是造成既往水土保持建设与生态安全不够完善的主要原因。  

    在孙鸿烈看来，这种整体性还体现在对水土保持与生态安全之间关系的认识高度上。“水土保持与生态安全密不可

分”，他说，生态安全包含了生态环境建设与生态经济社会建设两层含义，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一个地

区的水土保持与治理效果，不可能不在生态安全上有所体现。”而从水土保持看，生态治理是关键，但这种治理又必须是

综合的，否则谈不上生态安全。  

    南方红壤区考察组在调查报告中说，“水土保持的生态治理不仅表现在治理数量上，而且表现在质量上；不仅表现在

自然变化上，而且表现在人为治理上；不仅要采用生物工程，而且必须与生物恢复治理相结合。做不到这些就谈不上生态

治理，也不会有水土保持的效果。”  

    赵其国分析，“从生态安全的角度看，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是对立的统一，流失是绝对的，保持是相对的，而且都是

在动态中相互转化，即使通过水土保持，生态安全较为稳定的地区，或当前尚无水土流失的地区，一旦忽视了水土保持与

治理，新的流失问题必然出现。”  

    因此，他认为，在水土保持上，我们的最终目的与根本任务就是对所有的水土流失地区，无论是已治理和未治理的地

区，均必须树立“坚持不懈，长期整治，综合治理，重新构建，科学规划，全面巩固”的方针，否则，稍有不当或放松，

就会出现新的水土流失问题，情况会比过去的问题更为突出且严重。  

    被边缘化的水保工作  

    在治理水土流失问题上，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教授王毅有一个观点引人注意，他认为，长期以来国

家的政策导向是退耕还林、植树造林，更多的经费被划拨到造林上，而水土保持工作被边缘化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之所以造成这个原因，王毅分析，“首先是，对水土流失导致的灾害缺乏长远认识，很多时候都是局部范围内就事论

事，以致水土保持工作的功效被淡化。第二，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农业的贡献率正在逐步下降，这也致使水土保持

工作贡献率面临下降的趋势。第三，水土保持工作没有与地方政绩考核挂钩，因此地方政府很难真正把水保工作重视起

来。像福建省这样有悠久的水土保持工作传统，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水保工作的地区毕竟是少数。”  

    他建议，国家应重新定位水土保持工作，通过财政拨款对全国水土流失地区治理给予支持。另外，地方应多方调动群

众积极性，鼓励商业模式，对搭建科技平台给予支持。 

（图片均由本报记者王莉萍摄影） 



    图左侧是经过治理的土地，右侧则保留治理前的原貌作为对照。  

    水土流失严重地带  

    荒岗变良田  



    果林虽然使山变绿，但由于缺乏植草，依然不能遏制水土流失。  

    考察途中三位院士正在热烈讨论（左起冯宗炜院士、袁道先院士、赵其国院士） 

(来源：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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