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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湖南省衡阳市为例 ,分析了红壤生态系统退化的自然原因与人为影响, 提出了红壤生态系统恢复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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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红壤丘陵区主要位于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在

自然因素以及人类破坏地表植被的作用下, 红壤土壤侵蚀严

重, 导致红壤丘陵区成为严重的生态系统退化地带[ 1] 。衡阳

市是湖南省红壤丘陵之一,E 110°32′16″～113°16′32″,N26°07′

05″～27°28′02″。全市土壤共分9 类、20 个区类、85 个土层、

261 个土种、111 个变种, 其中以红壤分布面积最大, 占全区土

壤总面积的57 .93 % , 并以带状或斑块状广布于山丘岗地中。

长期以来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利用, 导致水土流失、肥力减退、

土壤酸化与污染, 自然灾害频繁、生物多样性锐减等一系列

退化问题, 呈现“红色荒漠化”现象, 严重影响了衡阳市农业

发展与环境保护。因此 , 衡阳市红壤区的生态恢复与重建已

迫在眉睫。

1  红壤丘陵区生态退化的原因

红壤丘陵区是衡阳市农业综合开发与经济发展的重要

基地, 也是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的地区之一, 其生态退化特征

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生物多样性锐减

以及地力水平低下等。导致红壤生态系统退化的因素很多 ,

其中红壤生态系统的自然脆弱性是内因, 不恰当的生产行为

是外因。

1 .1  自然脆弱性是生态退化的内因  红壤是衡阳市地带性

土壤, 主要成土母质有花岗岩、变质岩、石灰岩、砂页岩和第

四纪老冲积物, 成土过程受到高温多雨气候条件的影响。从

自然因素看, 表现出明显的可变性与潜在的脆弱性。这种潜

在的自然脆弱性主要体现在3 个方面。①衡阳市红壤丘陵

区地形崎岖不平, 具有一定的坡度。坡度是形成土壤侵蚀的

潜在根源之一, 一般情况下, 坡度越大, 土壤侵蚀越严重[ 2] 。

坡地多, 坡度陡, 重力梯度大, 土壤侵蚀的潜在危险性高; 同

时衡阳市地形地貌轮廓是以衡阳城区为中心、朝北东方向稍

有延伸的类椭圆形盆地。盆地周围海拔均在300 m 以上, 南

面有超过海拔1 000 m 的中山, 而中部广大地区海拔多在50

～100 m, 构成周高中低 , 南高北低的地势特征。这样的地形

地势特征, 使得雨季降水自周围山地向盆地中心聚集, 再向

北部的衡东彭陂港河口流出, 导致土壤侵蚀加重。②衡阳市

气候具有高温多雨, 湿热同季的特点, 水热资源丰富 , 年降水

量1 200～1 400 mm, 降水集中,4 ～9 月份降水量占全年降雨

量的60 % ～80 % , 特别是6 ～7 月多暴雨, 降水强度大, 给土

壤侵蚀提供了强大的侵蚀源动力。同时, 湿热同季使红壤区

风化强烈, 形成疏松深厚的风化层, 土壤抗蚀性低。③红壤

具有深厚的红色粘土层, 棱块状结构, 具有粘、酸、瘦、缺磷的

特点, 有机质含量低, 转化速度快, 土壤腐殖质分子量小且品

质较差, 生物难以自然生长, 物种结构简单。因此, 红壤丘陵

区的自然生态系统比较脆弱。

1 .2  不当的生产行为是生态退化的外因  衡阳市红壤丘陵

区人口密度大, 人地矛盾突出, 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 , 不恰当

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红壤丘陵生态系统退化的诱发因素。

首先表现在大面积的坡地被开发利用, 植被受到严重破坏 ,

生态系统退化。衡阳市红壤丘陵区以农业人口为主, 农村的

主要燃料是薪材, 长期以来, 农户为了获得生活能源 , 不得不

砍伐森林植被, 伐林之后 , 又未能及时植树造林, 加之红壤生

态系统自我恢复能力差 , 因此, 红壤丘陵区逐渐演变为严重

的生态退化区。除此之外,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次运动带来

的植被破坏加剧了生态系统的退化程度。建国以来, 衡阳市

植被遭受了多次严重破坏, 第一次是1958 年“大跃进”时期 ,

仅油茶被毁6 666 hm2 ,1961 年覆盖率由1957 年的31 .72 % 降

到23 .00 % ; 第二次1966 年至1975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境内

林木蓄积量减少了1 162 .35 万 m3 , 减少89 % ; 第三次是70 年

代末至80 年代初, 由于田地实行承包, 一些农民目光短浅 ,

盲目开荒种地, 使大面积森林被砍伐; 近年来, 开山采矿、采

石及基础建设规模迅速扩大, 大部分地区不重视生态环境保

护、缺乏统一规划 , 对坡地植被造成严重破坏 , 加上剥离表土

处理不当, 造成严重水土流失, 也是该地区生态退化的重要

原因之一。由于森林遭受破坏, 导致水土流失面日益加据, 水

土流失又诱发土地肥力下降, 河川库塘淤塞, 干旱洪涝增多与

生物多样性锐减等一系列生态退化问题; 其次, 农户对土地重

施化肥、农药, 偏施氮肥, 忽视土杂肥、有机肥和钾肥[ 3] , 致使红

壤地力下降, 物种单一, 生态系统自我调节功能下降。

2  红壤丘陵区生态恢复对策

衡阳市红壤生态系统是社会- 经济- 自然综合系统,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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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人口的快速增加, 生态系统失衡性愈来愈明显, 因此, 生态

恢复和重建成为全区域的当务之急。根据本区的自然条件

和社会经济现状, 生态恢复包括重建林业生态系统, 合理设

计农业生态系统。

2 .1 恢复与重建植被生态系统  依据衡阳市的地表结构及

土壤状况, 植被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包括生态林业建设、

毛竹低产林改造、油茶低产林改造、名优特种经济林开发、三

难地改造、封山育林6 个方面。其中生态林建设, 主要集中

在水土流失严重、地质条件不稳定的山区地带 ; 毛竹低产林

改造主要在衡山、衡东、常宁、耒阳和祁东4 县( 市) 实施[ 4] ,

近几年 , 该4 县( 市) 对毛竹进行部分改造 , 在防治红壤生态

系统退化方面起到一定的效果; 名优特种经济林建设主要在

全市各区、县的丘岗山地坡度平缓, 立地条件及水肥条件较

好的地方实施, 主要品种以良种板栗、脐橙、橘柑、香柚、白

果、红枣、水晶梨、腾稔葡萄及奈李等为主 ; 油茶低产林改造

主要在衡阳、衡东、常宁、耒阳4 个油茶工程县( 市) 实施。如

果能不断地坚持这6 个方面的森林建设 , 就能对保持红壤生

态系统平衡产生显著地效应。为了实施6 个方面的林业建

设, 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 1) 强化规范管理, 科学造林。各级政府部门应统一组

织领导 , 统一规划布局, 统一技术指导。在广大的农村应实

行植树造林的责任承包制。把荒山、荒地承包给农产, 坚持

分户营造、分户管理、分户受益, 以及高产、优质、低耗的原

则, 对人工林进行多树种、针阔混交的改造, 尽快提高森林覆

盖率; 对天然次生林做适度调整 , 引进珍贵树种, 提高经济效

益; 在贫困地区, 全面启动绿色扶贫工程, 动员承包农产科学

植树。

(2) 加大林业投资力度, 确保林业生态系统重建的持续

发展。一是依据《森林法》尽快建立县、乡镇、村组林业基金

制度, 确保林业建设资金不短缺; 二是尽快建设森林生态效

益补偿机制, 实行“谁受益 , 谁出资”, 以改变森林经营只有投

入而无受益的不合理状况及其弥补地方财政拨款的不足; 三

是林业部门向其他各部门及个人广泛集资 , 实行股份制, 统

一所筹资金, 实行专人、专款的绿化工程。

( 3) 加强环境保护教育, 提高人口素质, 使人口增长与森

林资源和环境相适应。在农村, 可利用电台、电视广播对农

民进行植树造林的宣传, 动员每家农产投入到植树造林的运

动中, 同时参与森林保护与管理。在县城, 利用植树季节和

公假时间, 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 4) 制定详细的造林和伐林计划。衡阳广大的农村燃料

以木材为主, 不可能实行封山育林。为此, 必须科学地进行

造林和伐林, 实行用材林和经济林相结合, 大量地植树, 有计

划地开采。

2 .2 积极推广立体种植模式 “立体种植模式”是红壤开发

利用与退化治理的方向, 应在红壤退化地区示范和推广。衡

阳市丘陵区地势较高, 地层不稳定, 地形地貌复杂多样, 因此

适宜采用立体种植模式。即以水土保持为核心, 兴建高标准

基本农田, 建设多林种、多种作物、多层次的立体种植生态经

济系统。其技术措施是: 一方面根据地貌形态特征, 在不同

层次采取工程与生物措施并举。即山顶造林, 形成水土保持

的第一防线, 山坡整地造林种草 , 并开发成层层的水果带, 大

力发展药、茶、果等经济林木, 在经济林木空地套种西瓜、豆

类、花生等作物, 中间间作辣椒、茄子等矮杆作物, 栽上玉米

或藤本作物 , 形成立体套种结构, 构成水土保持的第二道防

线, 山脚一般为农田和蓄水塘池 , 形成整体的绿色防御体系。

在配置上, 选择具有共生互利作用的物种组合 , 利用果- 草

- 牧、果- 绿肥- 土壤、果- 豆科作物等模式 , 提高人工植物

群落对资源的利用效能[ 5] 。同时, 利用物种间平衡制约的关

系及物理气候因素上的相互保护关系, 提高群落及其系统的

稳定性和抗灾能力。此外, 山地果园套种牧草, 不仅可有效

防治水土流失, 培肥地力 , 提高果品产量与品质, 还能利用牧

草发展草食性动物, 并由此带动饲料加工等一系列产业的发

展, 有利于引导山地农业发展向开发和保护相结合的方向发

展, 这既保持了水土, 增强了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 又提

高了农民的收入, 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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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来自化肥销售商, 一些销售商为了得到更大利益, 当然是

想方设法把更多化肥卖到农户手中, 这种状况是引起过量使

用化肥的主要原因。为此, 建议采用如下对策:

( 1) 宣传科学使用化肥的知识。测土施肥已经尝试多

年, 但由于缺乏有力的保障措施、工作程序和足够的基层技

术推广人员 , 从而使技术推广一直难以有效地进行, 建议加

大力度推广测土施肥技术。

(2) 通过征收化肥税来避免过量使用化肥, 从而直接减

少化肥的使用。化肥税可以为科学施肥知识培训、普及应用

测土施肥技术提供资金, 税款应专用于推广科学用肥的活

动中。

( 3) 加强对蔬菜地土壤和周围地下水的动态监测。从可

持续农业发展的高度加强管理, 研究并跟踪蔬菜地的环境演

变, 开展地下水环境污染的长期预防、监测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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