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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江西星子县砂山自然环境 , 分析砂山活化的原因 , 并且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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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星子县位于赣北, 背靠庐山, 面向鄱阳湖, 东与都昌

县隔湖相望, 南止永修县, 西邻九江、德安两县, 北接庐山区 ,

地跨东经115°48′～116°10′、北纬29°8′～29°36′。砂山分布于

星子县城南西10 km 新池—蓼花东部鄱阳湖滨砂岭山及县

南端的沙湖山等地 , 面积约为34 km2 。

1  自然环境

1 .1 地形地貌  砂山为风成沙丘, 大约形成于晚更新世末

期[ 1 - 5] 。沙丘呈披覆形, 分布在丘陵、网纹红土和下蜀黄土

上, 主要由淡黄色、松散砂粒组成的岗岭和丘群, 海拔高度一

般在40～60 m。从湖岸向外延伸, 分别为流动沙丘、半流动

沙丘和固定沙丘。流动沙丘( 明沙丘) 规模小, 呈斑状分布 ,

由于缺少足够沙源, 不能发展为高大沙丘。整个砂山沟谷分

布广泛也是其显著的特征。通常多发生在一定斜坡之上, 沟

谷延伸方向与风向垂直。由于水蚀作用的差异, 沙山形态多

样, 在沟蚀明显地区发育冲沟, 长10 ～15 m, 宽1 ～2 m, 沟谷

呈V 字型。由于受后期的风力磨蚀作用, 沟缘不明显。在漫

蚀作用区, 发育有平行冲沟 , 在风力作用下呈羽毛状半固定

沙丘。

1 .2  气候 特 征  星 子 县年 均 温 17 . 3 ℃, 7 月月 均 温

29 .20 ℃,1 月月均温4 .6 ℃ , 极端高温40 .2 ℃, 极端低温

- 15 .7 ℃ , 平 均 年 温 差 24 . 6 ℃, 活 动 积 温( ≥10 ℃)

5 481 .1 ℃ ; 无霜期259 d , 最短227 d , 最长299 d ; 年降雨量1

377 .2 mm, 蒸发量1 827 .9 mm; 全年日照时数1 932 h , 日照率

44 % 。该区属于典型中亚热带季风湿润区, 降水充足。星子

县1、4 、7 、10 月风速分别为4 .1 、3 .6、3 .4 、4 .0 m/ s , 平均风速为

3 .7 m/ s , 八级大风日30 .5 d , 大风次数65 次, 极端大风次数

29 次[ 6] 。该区属于大风区, 夏季以偏南风为主, 其余各月均

以偏北风占优势。

1 .3  土壤、植被  流动沙丘、半流动沙丘上尚未形成土壤 ,

到固定沙丘方逐步有土壤产生。由于地表物质、地区环境差

异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的不同, 湖滨砂山荒漠化景观结构以固

定半固定灌丛沙丘—草本为主要类型 , 与流动沙丘—灌木景

观类型相间分布。灌丛沙丘多类似弯形沙堆和辫状沙堆, 迎

风坡陡, 裸露呈明沙, 背风坡植被覆盖度较好, 生长有白茅、

茵陈草、球柱草、假俭草和结缕草等组成草本群落, 属于季风

亚热带湿润型原生植被遭到破坏后形成的次生类型。明沙

丘( 流动丘) 上零星生长单叶蔓荆、狗牙根等小灌木。

1 .4  砂山土地风沙化 现代砂山活动主要表现在已经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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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砂山表面。在人为或自然条件下砂山重新活化[ 6] 。土地

荒漠化在砂山地区景观上主要表现为自然植被遭到破坏、沙

丘活化、流动沙丘扩大等。流动沙丘面积占10 % , 半固定沙

丘面积占80 % , 村庄、周边绿地占10 % 。

流动沙丘多呈条带状分布, 星子砂山呈 NNE- SSW 向, 并

且风力侵蚀严重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北部和东南部沿湖一带。

以荒漠化土地景观中最显著特征———流沙占该地区面积大

小作为可利用土地资源丧失的一个主要指标。根据荒漠化

程度指征指数[ 7 - 8] , 星子砂山处于正在发展荒漠化阶段。当

砂山处于固定阶段时 , 其景观结构决定了景观功能具有生态

与经济功能。一旦人为不合理经济活动破坏其景观结构, 就

会发生荒漠化。这一生态与经济功能也随之丧失。

2  砂山活化的原因

2 .1 自然因素  星子县虽然处于湿润与半湿润气候区 , 但

是位于大风区。每年冬季进入星子地区的少雨季节, 在东北

风的吹动下沙粒不断掩埋新形成的土壤。星子县旱灾也时

有发生。在2000、2003 、2004、2006 年, 旱灾都不同程度的发

生。干旱使得砂山沙粒易被风移动。

2 .2 社会因素

2 .2 .1 植被的破坏与保护并存。据星子县志记载[ 7 ,9] 。砂

山地区土地荒漠化大约在清朝康熙年间得到发展 ; 砂山固定

后, 表面沙通过风力加以维持。砂山土地荒漠化为不合理樵

采所致。由于星子县地处亚热带半湿润气候区, 生态环境破

坏后易发生逆转。在1950～1960 年, 再次出现开采蔓荆的浪

潮, 造成砂山活化。星子县居民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大规

模播撒草种, 栽种蔓荆 , 绿化沙山, 大大减小流动沙丘的面

积。自2000 年后, 政府开始加强环境的保护力度, 提倡当地

农民种植经济作物 , 砂山的生态环境已有明显改观。所以 ,

目前的砂山正处在一个植被破坏与保护并存的时期。

2 .2 .2 采砂。砂岭山石英砂矿分布范围东靠鄱阳湖, 西至

上杨家山 , 南北长7 000 m, 东西宽300 ～3 500 m, 总面积12

km2 , 可划分为型砂区和民建砂区。型砂区面积达6 .5 km2 , 资

源量2 .84 亿t ; 民建砂区面积达5 .25 km2 , 资源量1 .53 亿t 。

采砂是当地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随着星子地区环境保护

意识的提高 , 人们开始重视旅游经济的开发, 禁止私人随意

采砂。但是, 许多个体户仍在湖边、山坡的边缘开采, 相应的

破坏了植被。在有大风的条件下, 北部和东南部沿湖一带砂

山很容易活化。

2 .2 .3  经济作物管理技术上存在的问题。目前鄱阳湖滨沙

生植被并没有达到其顶极群落。从流动沙丘到固定沙丘乃

至固定沙丘的不同阶段 , 群落的顺向演替序列为: 单叶蔓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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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狗牙根、单叶蔓荆群落→茵陈篙、白茅等杂类草群落

→美丽胡枝子、小果蔷薇等灌木群落→落叶阔叶林、马尾松

林或针阔混交林等先锋乔木群落。地带性植被为常绿阔叶

林。如果沙漠环境一再得到改善, 那么该地沙生植被会朝着

中亚热带地带性植被向常绿阔叶林方向演替。

目前, 该地区经济林没有按照生物演替规律种植。固定沙

丘处植被茂盛, 发展成为灌木群落层。植物群落垂直结构为乔

灌草3 层。人工经济林湿地松成活率高, 生长茂盛。但是, 在

植被稀疏处种植的湿地松生长缓慢, 同时由于松树大量吸收水

分, 使得在原本贫瘠的土地上很难生长灌木和草类, 最终导致

风沙活化。在蓼花池半固定沙丘处采集了湿地松的近地地层

剖面。从图1 可以看出, 在湿地松近旁, 土壤肥力富集在3 处,

并且由于根系吸收大量水分而造成部分湿地松死亡, 灌木不能

生长,所以在风的作用下形成半流动沙丘。

图1 蓼花池湿地松林近地地层剖面的比较

2 .2 .4 农作物管理上存在的问题。砂山固定沙丘上, 植被

茂盛, 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当地已经形成了适应风沙化土

地的农作物, 如芝麻、橘树、棉花。但是由于未常采用农作物

和草类的轮作, 土地贫瘠化, 土地风沙化。

3  治理对策

3 .1 合理规划  针对砂山为不同于一般的土地类型, 应当

成立专门机构, 建议成立“星子县砂山开发与环境保护处”,

派专人对砂山进行管理 , 合理规划, 实现保护环境与经济效

益的统一。

3 .2 法律手段

3 .2 .1 法律制定。根据国家现有《矿产资源法》、《环境保护

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等法律, 制定适宜星子县砂山

实际的环境保护法规, 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3 .2 .2 法律宣传。深入宣传贯彻《矿产资源法》、《环境保护

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等法律、法规, 增强全社会的环

境保护意识, 加强对全体公民特别是农村干部和土地经营使

用者的国土资源教育, 积极树立科学发展观, 实现人地关系

的和谐发展。

3 .3  经济措施 向砂山开矿者收取税款以保护环境。从社

会产值、经济效益最优化出发, 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两者

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在自然资源利用率最大化和环境破

坏最小化的前提下 , 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同时, 严厉惩处

滥砍滥伐、私自开采砂矿者。

3 .4 科学管理

3 .4 .1  科学管理砂矿开采。首先, 应尽量减少植被的破坏 ,

积极覆盖废矿处活土层, 边开采边回填, 及时补偿树种( 如湿

地松等) ; 其次, 在砂矿开采、运输的各个环节都应注意环境

保护, 避免填埋植被。

3 .4 .2 科学管理人工植被。一是在星子县砂山的北部、东

南沿户地带种植防护林, 降低风速, 并且安排专人看护、管

理。二是按照生物演替规律 , 在流动沙丘、半固定沙丘上播

撒狗牙根、单叶蔓荆, 适当进行人工管理; 当植被茂盛、土壤

肥力充足时, 栽种湿地松等经济作物, 注意株间距, 同时注意

病虫害的防治。三是在农作物的种植上, 必须坚持农作物和

草类轮作, 防止土地生产力下降。

4  结论

( 1) 星子县砂山自第四纪以来一直存在。在20 世纪以

来的现代时期, 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沙漠化正逆过程变化, 既

有气候干湿波动的作用, 又有人类活动的作用。然而相对于

气候变化, 人类对沙漠化的影响已经不可忽视 , 对沙漠化正

逆过程起到某种加速的作用。

( 2) 在半湿润气候条件下, 若将人为破坏降到最低限度 ,

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规划, 优化设计生态系统 , 则可使该区

沙漠化正过程减缓甚至停止, 进而改善小气候 , 达到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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