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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全面分析广西中部岩溶干旱的旱情及时空分布规律 ,归纳了可能造成广西中部岩溶农业生产受旱成灾的原因 , 进一步提出
了完善水土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改善水源生态环境和增强农业生产的防旱抗旱能力等措施 ,以实现该区农业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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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Karst Drought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Central Guangxi
LI Yi-ye  ( College of Geography Scienc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karst drought and its temporal-spatial distributionin central Guangxi , the possible reasons that induced drought hazard
in agriculture production were concluded , and some measures against drought were put forward , such as perfecting the opti mal collocation of water andland
resources , increasing the utilizing rate of water resources , i mprov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water source and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drought resis-
tance i n agriculture production etc . , which all ai med to achieve sustai 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econom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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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中部岩溶地区年降水量在1 300～1 600 mm, 属于降

水丰富的地区, 但由于该地区干旱发生频率高 , 致使旱灾损

失十分严重。广西中部干旱缺水形成原因较为特殊, 主要是

由于其独特的地质环境造成, 其地表、地下的岩溶发育形成

了双层岩溶水文地质结构, 由于地下岩溶空间发育, 大气降

水很快渗漏到地下, 成为深埋的地下水 , 形成水土分离格局 ,

地表农田长期受旱, 此类干旱被形象地称为“岩溶干旱”[ 1] 。

桂中岩溶干旱区是广西重要的农业经济区之一, 面积大, 气

候温暖湿润, 土地适应性广, 如果干旱问题得到解决 , 该区农

业的可持续发展将具有广阔的前景。

1  广西中部岩溶干旱概况

1 .1 桂中岩溶干旱区域范围 桂中岩溶干旱区位于广西中

部略偏北的区域, 即广西盆地中心部位 , 主要包括柳州地区

大部分地带、河池地区东部、桂林地区西部和南宁市东北部 ,

总面积47 513 km2 , 该区的岩溶分布占区域总面积的28 .74 % ,

现有耕地面积60 .16 ×104 hm2 , 总人口869 .2 ×104 人( 2000

年) 。

1 .2 桂中岩溶区干旱灾情严重  据1999 至2004 年统计资

料( 表1) 显示 , 近年来由于气候异常, 干旱频率增高, 旱灾损

失相当严重[ 2] 。6 年中春、夏、秋连旱2 年 , 春夏连旱1 年, 春

旱2 年, 只有1 年降雨和水资源相对充足、旱情轻微。大旱

之年往往是上年秋冬雨水偏少, 接着出现春夏连旱或夏秋连

旱, 如2004 年受2003 年干旱延续的影响, 造成了50 年一遇

的特大干旱, 旱灾损失十分严重。

表1 广西近6 年旱情、旱灾简况(1999～2004)

Table 1 Brief situation of drought and disaster in Guangxi during 1999-2004

年份

Year

季节

Season

旱情特点

Drought features

干旱区域

Drought area

农作物受灾

Crop disaster

直接经济损失

Direct economic loss
1999 春旱 40 年一遇, 河溪历年的枯水位 全区 , 桂中较严重 旱地49 .1 万hm2 ,水田45 .5hm2 粮食减收2 .64 亿kg

2000 春旱 3～4 月雨水偏少 桂南、桂东南局部 水田28 .8 万hm2 粮食减收约6 亿kg

夏早 6 月后降雨少 全区 , 桂中最严重 望天田减收、绝收, 受旱68 .1 万hm2

秋冬 降雨偏少 全区 , 桂中较严重

2001 雨量偏多35%

2002 春旱 雨量偏少38.3 % 涉及全区范围 31 .6 万hm2 , 绝收1 .73 万hm2 粮食减收3 .30 亿kg

2003 春旱 降雨偏少41.1 % 桂中最严重 30 .5 万hm2 不详

夏旱 降雨量10 年最小 桂中最严重,桂北

秋冬 降雨偏少75.6 % 桂中最严重,桂东

2004 春夏 50 年一遇, 特大旱灾 全区 , 桂中最严重 192 .1 万hm2 , 其中绝收14 .3 万hm2 31 .87 亿元

 注 : 据广西水资源公报统计。

 Note : Data based on < Bulletin of Water Resources in Guangxi > .

  桂中岩溶区旱灾频率高 , 旱情严重 , 是广西岩溶旱区的

重灾地区。广西境内万亩以上岩溶旱区共有83 片, 总受旱面

积达 22 .33 万 hm2[ 3] , 受旱面积中, 桂中岩溶平原 地区占

55 .9 % 。据统计 , 岩溶旱区年平均受旱面积在60 万hm2 左

右, 严重年可达100 多万hm2 , 直接经济损失达20 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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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桂中干旱区旱情时间分布规律。根据干旱发生的频

率, 即[ ( 干旱出现的年份数/ 统计的总年份数) ×100 %] , 以频

率≤36 .5 、36 .6 ～47 .5、≥47 .6 为干旱类型划分的阈值, 把桂

中旱区划分为轻型干旱、中型干旱和重型干旱( 表2) , 按旱

情出现季节, 分春旱、夏旱、秋旱和冬旱。从表2 可以看出 , 桂

中旱区的中、重型干旱偏多, 这说明桂中旱区的干旱现象极

为普遍而且十分严重。春旱、夏旱以及秋旱的平均发生频率

分别为47 .8 % ,34 .8 % 和54 .5 % , 春、秋两季干旱出现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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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大多数县市都是春秋多干旱, 秋旱尤其明显。整个桂中

岩溶区不同程度地出现干旱现象, 其全年出现干旱的平均综

合概率高达45 .7 % , 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

表2 桂中各县旱灾性质、干旱程度及季节出现频率情况统计

Table 2  The characteristics , degree and seasonal occurred frenguency of

disaster ineachcounty of central Guangxi

县( 市) 名

County

( City)

春旱

Spring

drought

夏旱

Summer

drought

秋旱

Autumn

drought

旱情综合率

Integrated rate

of drought

干旱类型

Types of

drought
环江  65  15  55 45 .0 中旱型

罗城 40 30 63 44 .3 中旱型

融水 20 39 45 34 .7 轻旱型

融安 20 39 45 34 .7 轻旱型

永福 10 35 40 28 .3 轻旱型

河池 70 10 55 45 .0 中旱型

忻城 65 30 50 48 .3 重旱型

柳州 40 45 78 54 .3 重旱型

柳江 50 45 70 55 .0 重旱型

柳城 40 40 60 46 .7 中旱型

来宾 65 43 60 56 .0 重旱型

武宣 60 43 50 51 .0 重旱型

合山 60 38 45 47 .7 重旱型

鹿寨 30 40 60 43 .3 中旱型

象州 30 39 70 46 .3 中旱型

上林 49 30 30 36 .3 轻旱型

宾阳 62 35 40 45 .7 中旱型

平均 47 .8 34 .8 54 .5 45 .7

 注 : 据广西气象局资料室“广西壮族自治区500 年气候历史资料”统计。

 Note : Data come from Reference Roomof Guangxi Weather Bureau .

1 .2 .2 桂中干旱区旱情空间分布规律。从表2 除可以看出 ,

桂中干旱区空间分布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该区东部的象

州、鹿寨、柳州、柳江、柳城、永福、融水、融安等县市, 秋旱的出

现频率高 , 而西部的环江、河池、忻城、上林、宾阳等县市春旱

频率高。桂中干旱的强度和出现时间与地貌形态关系较密

切, 表现为岩溶平原区多重度型干旱, 岩溶石山区多为中、轻

度型干旱。这主要因为分布于该区域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平

原区, 耕地大面积连片分布, 地下岩溶发育良好 , 地表水体

少, 而且农田耗水量过大。分布于该区域西部和北部的忻

城、环江、罗城、河池、融安等县石山区, 耕地主要分布于洼地

和山坡, 因耕地分布面积小, 农田耗水量略少。岩溶石山区

灌溉水源主要为泉水, 由于这些地区的泉水常在冬季和春初

断流, 故以春旱为主。岩溶石山区的地下河水埋藏深, 开发

难度大 , 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较大。

2  广西中部岩溶干旱的形成原因

2 .1 降水时空分配不均 桂中地区位于北回归线及其南北

两侧, 受副热带高压控制, 又处于广西弧形山脉内侧, 属于亚

热带季风气候, 气候暖和, 年降水量1 300～1 500 mm, 但受冬、

夏季风的交替影响, 降水季节分配不均, 干湿季分明。4 ～9

月为雨季, 其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70 % ～85 % , 容易发生

洪涝灾害;10 月至次年3 月为干季, 降水量仅占年降水量的

15 %～30 % , 干旱少雨。降水区域分布不均, 岩溶区的年降

水量偏少, 这主要是岩溶区内山峰高度相差不大, 且山体间

又相对独立 , 利于气流的穿行, 气流缺乏因爬坡降温而产生

降雨的环境 , 又因岩溶区山峰的高度低于非岩溶区的山脉 ,

而使岩溶区盆地、谷地降雨偏少。

2 .2  蒸发量增大加剧旱情 桂中地区与相邻的同纬度地区

如桂平、广州等地比较, 降雨量总体偏少, 蒸发强度则比较

大, 而且越是降雨偏少的年份 , 蒸发量越大, 加剧旱情。1990

～1999 年的相关资料统计显示 , 柳州有6 年, 南宁有8 年蒸发

量大于降雨量。在干旱年份, 柳州大部分地区年蒸发量在

1 500 ～1 900 mm, 蒸发量是降雨量的1 .10～1 .76 倍, 东部的蒸

发量明显大于降水量, 且两者相差较大, 如武宣的蒸发量是

降水量的1 .5 倍。桂中地区雨水偏少, 而气温偏高促使蒸发

量大增, 水库水量锐减, 地下水位急剧下降, 造成生产用水严

重匮乏, 耕地水分又大量蒸发, 致使旱象加剧, 农作物受旱减

产。如贵港市2000 年7～9 月间, 各月蒸发量均在210 mm 以

上, 比历年同期增加20 ～40 mm, 由于持续干旱 , 农作物受灾

面积迅速扩大, 如贵港市晚稻、晚玉米、甘蔗等作物受灾面积

达12 .3 万hm2 , 受旱面积达70 % 以上。

2 .3  岩溶发育地下水埋藏深 形成于2 ～4 亿多年前的碳

酸盐致密、坚硬、深厚, 含水性极差。桂中地区岩溶高度发

育, 广泛分布。岩溶区的山峰陡峭 , 长期的岩溶作用形成双

层岩溶水文地质结构, 地下众多的溶洞、溶沟、溶隙、漏斗和

落水洞天窗 , 再加上岩溶区一般土层较薄, 大部分岩石裸露 ,

故大气降水很快通过溶隙、漏斗、落水天窗等汇集于地下河 ,

快速转化为地下水。另外, 降水时表面很薄的土壤覆盖层里

形成的土壤水蒸发迅速, 埋藏很浅的灰岩不透水层又阻止了

地下水通过毛细管作用对上层土壤的水分补充 , 地下水埋藏

过深, 水土分离, 故在桂中岩溶地区常出现“十天无雨地冒

烟”的严重干旱现象。

2 .4  土被保水性差  据初步调查, 桂中地区土被基本上为

红土与碳酸盐岩风化物, 红土与碳酸盐岩风化物水穿透性

强, 持水性差, 整体上保水性能极差。地表覆盖层薄且极不

均匀 , 绝大多数地方厚度不足2 m, 局部溶槽虽可达10 m 或更

厚, 但沿石崖边壁垂向水流下渗迅速。基岩面上往往是一层

数10 c m 厚的残积粘土层, 稍旱即脱水龟裂, 加快水分的流

失, 对水田危害尤为严重。土地砾石多, 土层的漏水性大, 保

水性能极差。小平阳的试验表明, 此类土壤的稻田耗水量比

粉质土和粘质土的大1 ～3 倍, 单位产量的耗水量高达12 .5

m3/ kg , 容易渗漏, 持水能力非常弱, 从而造成水库、渠道渗漏

和农田耗水量大, 加剧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2 .5  森林覆盖率小 植被覆盖能增加近地空气的湿度, 截

流部分降雨和径流, 减缓地表径流的速度, 加强下渗作用, 增

加对水源的涵养能力, 对调蓄岩溶地下水具有重要作用[ 4] 。

按照所处的纬度位置和气候- 景观带, 桂中地区原生植被应

以常绿阔叶林为主, 但长期以来, 村民对林木乱砍滥伐, 原生

植被破坏殆尽 , 次生阔叶林除少数村背石山稍有分布外 , 绝

大多数在山上已难以见到。据国内外有关资料显示, 要使岩

溶山区的生态环境处于良性循环, 森林覆盖率至少要达到

30 % , 但目前广西岩溶石山区平均森林覆盖率仅为14 .6 % [ 5] ,

而位于桂中地区的来宾、忻城和宜州等地则更少 , 仅为5 % 。

森林过少, 植被覆盖率低, 使该山区表层调蓄水的能力不强 ,

加重了干旱的程度。

2 .6  水利设施渗漏严重  桂中地区的水利工程设施大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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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 世纪50 年代末和60 年代初, 限于当时的技术与经济等

条件, 规划性不强, 施工质量不高, 工程设计抗旱防灾标准偏

低, 缺乏控制性的骨干水利工程, 调蓄能力低, 稍遇降水略少

的年份就无法满足灌溉要求[ 6] 。渠道大部分没有防渗处理 ,

渠系水有效利用率低, 大量的水在输送过程中白白损耗, 灌

溉效益达不到原设计标准。据调查, 岩溶区80 % 水库存在着

不同程度渗漏问题 ,35 % 水库严重渗漏无效益。渠道水利用

系数仅0 .4 左右 , 不到先进地区的60 % 。生产1 kg 稻谷的毛

耗水量平均为4 .1 m3 , 干旱年份由于气温高蒸发量大, 毛耗水

量高达6 .5 m3 , 是我国先进地区的4 ～6 倍。灌溉系统功能不

高降低了农业抵御干旱的能力, 进一步加剧了灾情。如黎塘

镇现有水利设施, 总设计灌溉面积0 .25 万hm2 , 由于水库工

程老化失修 , 干渠及配套设施渗漏严重 , 没能发挥应有的灌

溉效益, 致使0 .04 万hm2 保水田变成单造田,0 .06 万hm2 水

田因无水灌溉而成为旱地。

3  广西中部岩溶干旱与农业可持续发展途径

3 .1 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根据广西中部岩溶干旱旱情

的季节性、多发性以及农作物生长需水的特点, 立足于资源

优化配置和发挥自身优势, 以市场为导向, 调整和优化农业

产业结构, 建立具有发展前景的特色农业和优势产业, 形成

合理的农业区域布局和分工格局[ 7]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主

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加快发展畜牧业 , 增大草食性牲畜比

重。该区大面积种植的农作物如甘蔗、玉米、花生等有大量

的秸秆、甘蔗尾叶、花生麸等可作优质饲料, 而且草地和荒草

地资源丰富 , 引种优良牧草, 提高牧草地生产力, 建立优质、

高效种养结构, 以提高畜牧业在农业经济中的比重; ②加强

农产品的深加工, 大力扶持食品、饲料加工业, 特别是粮食主

产区以粮食、果蔬为主要原料的加工业。以发展农产品加工

业为突破口, 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 ③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发展现代农村服务业, 建设好为农服务

的物质流通网络和信息网络, 达到快、准、全、新、特的效果。

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可降低农业经济对高耗水种植业的依

赖性, 形成综合抗旱防灾能力。如在吴江村示范片进行的产

业结构调整, 通过建设经果林示范基地、良种肉猪养殖基地、

优质蔬菜基地, 将稻 - 稻种植改为稻 - 旱或稻 - 菜 - 菜种

植、果- 菜间作。通过示范工程项目的实施, 不断地引进新

品种、新技术, 使该村的蔬菜生产形成规模化、集约化, 其中 ,

“桥美萝卜”作为特色品牌已进入优质农产品市场。

3 .2  积极调节农业种植结构和农业用水结构  根据作物对

干旱环境的适应性, 预测每年的降雨变化, 调节作物种植时

间, 防止旱情对生产的影响。如黎塘示范区开展水田的水旱

轮作, 种地与养地相结合, 推广现行的水稻 - 蔬菜轮作、旱田

和旱地玉米- 瓜果- 蔬菜多熟, 水果、花生、黄豆套种等防旱

种植方式, 较好地减弱干旱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另外大力发

展节水农业, 控制土壤水无效损失, 增强土壤蓄水持水能力 ,

对改善桂中岩溶干旱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也较有成效。如采

用秸秆、地膜覆盖土壤, 可以有效控制水分蒸发。深耕、深沟

浅种, 多施有机肥、秸秆还田等 , 可增厚耕作层, 提高有机质

含量, 改良土壤结构, 提高土壤的涵水能力, 增进水肥吸收及

抗旱能力。在坡耕地, 沿等高线挖拦蓄水沟, 可拦蓄大量地

表坡面流, 并使水流大量下渗, 增加土壤水分和地下水补给

量, 有效补充土壤蒸发和作物蒸腾流失, 提高保水保肥能力。

3 .3  实施地表与地下水资源联合开发 岩溶平原区地表水

系不发育, 地表水与地下水通过岩溶裂隙、管道相互转化, 并

且地表支流多在枯季断流。开展地表、地下水联合开发 , 在

地表水断流前尽量采取泵站提水, 增加灌区回归水对地下含

水层的补给, 并通过建设抽水型地下调节水库, 解决区域性

年际性干旱问题。桂中岩溶区具有浅层岩溶化强、储水性和

透水性好、岩溶含水层调蓄功能强的特点, 因此 , 在农作物需

水的干旱季节可适当过量开采中深层地下水, 雨季来临后通

过雨水自然入渗而恢复地下库容。地下水的开发, 可通过兴

建与灌渠或耕地配套的浅井群网, 建立投资少, 周期短和取

水成本低的小型水田 - 旱地复合浅井灌区。在黎塘示范核

心区吴江村示范片, 开展了岩溶平原区水资源有效利用与高

效节水农业开发综合治旱模式的示范区建设。2001～2005 年

以来, 先后投资320 万元, 分别完成地表- 地下水资源联合开

发利用与水资源调蓄和节水灌溉等设施, 包括2 级地表水提

水站和5 处地下水开发水井, 果园区新建100 m3 的蓄水池和

固定式节水管灌系统, 稻田和蔬菜地的节水灌溉渠6 000 m。

良好的灌溉条件, 使得玉米平均产量为6 750 kg/ hm2 , 比2001

年平均增产2 250 kg/ hm2 , 白萝卜平均产量为61 500 ～69 300

kg/ hm2 , 每公顷增产15 000 kg 以上, 胡萝卜平均产量为52 800

～59 100 kg/ hm2 , 每公顷增产2 250 kg/ hm2 以上, 人均纯收入

高达2 728 元。

3 .4  提高水利工程综合利用效率  以节水灌溉为目标, 改

造和新建蓄水、引水工程, 完善灌区渠系配套, 提高水资源利

用率 , 使有限的水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8] 。推广使用新技术、

新材料, 提高防渗漏性能, 减少水源损失。在开发水能资源

时, 坚持水电、灌溉、防洪、航运并重。在开发地下水资源时 ,

根据水源条件进行城乡生活、工业生产供水源地建设或水产

养殖开发, 以达到最大的综合水利效益, 提高抗旱防涝能力。

在地表水缺乏地区, 可以因地制宜采取蓄、提、引相结合 , 适

量开发地下水源, 解决岩溶地区的干旱缺水问题。在小平阳

示范区的刘村核心示范片,2001 年可用于养殖的山塘面积12

hm2 , 通过示范项目实施,2005 年水产养殖面积增加22 hm2 。

2002 年建成1 口机井, 出水量达100 t/ h , 配套修建输水管

1 750 m, 调蓄水池1 个, 为莲花塘等8 个主要养殖山塘提供补

充水源, 同时使原来的20 .7 hm2 的望天田改造为双季稻良

田。其中莲花塘原有水面积5 .3 hm2 , 水深平均75 c m 左右 ,

蓄水约4 万 m3 , 通过筑坝、开挖和防渗, 建坝320 m, 防渗约

7 000 m2 , 挖土约20 000 m3 , 扩大养殖面积达10 hm2 , 水深平均

1 .5 m, 蓄水量可达15 万m3 , 这不仅增强了山塘的水产养殖功

能, 而且使调蓄水资源的能力增加了2 .75 倍, 提高了防旱抗

旱能力。2004 年该核心示范片水产总量达250 t , 同时在山塘

边新建200 头的养猪场和2 000 羽养鸡场、养鹅场各1 个, 建

立杂交柑示范果园3 .3 hm2 ,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综合治

旱技术示范效益。

3 .5  构建水资源良性循环格局 桂中岩溶平原区的平地、

缓坡地绝大部分被开垦为耕地, 以种植农作物为主, 林果用

地偏少 , 如兴宾区和宾阳县的果园、茶园用地面积不到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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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农民不懂相关法律, 对于土地征收的程序是否合法、土地

征收补偿是否合理不能明确判断 , 同时土地征收过程不能得

到社会的有效监督。建议基层土地管理部门将相关的法律

法规印刷成简易的小册子免费发放给每个农户, 以供在出现

问题的时候, 农户可以首先发现并反映出来。此外, 地方高

校的相关专业、院系可以利用社会实践的机会 , 进行土地管

理法律法规宣传。

4 .4 完善土地征收的程序 我国宪法中尚缺乏对土地征收

需要经过正当程序的规定, 土地管理法中提到了土地征收的

程序, 仅有非常简单的规定 , 这种状况与法治的进程是不相

适应的。为了进一步推动土地征收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 必须

加强征收的程序建设, 完善征收制度中的公众参与和被征地

农民权益保障制度。在设定征收及进行决策前要采取座谈

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公众尤其是每位被

征地农民的意见。公众( 尤其被征地农民) 有权就土地征收

的目的、范围、条件、实施程序及补偿的标准等发表意见和提

出建议, 以保证征收制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实施以及进

行征收补偿时要充分落实公众尤其是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

参与权和监督权, 有异议的到仲裁机关申请异议调解。被征

地农民通过行使这些权利监督土地征收权的合理合法地使

用, 从而保护自己合理的土地经营权不被侵害。

4 .5 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要自上而下的执行 对于土地征收

制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现任政府或许已经认识到并且有改

革的意识, 但是较高的改革成本、较长的改革时间又使改革

行为难以付诸实施。现行的政府决策者任期以5 年为1 届 ,

各级政府的执政均以一个任期来评价功过, 而改革的成本和

风险又是由主持改革的政府承担, 在我国经济的过渡时期 ,

改革的困难比较多、压力比较大 , 因此 , 政府决策者改革的力

度均是以政权稳定和社会稳定为第一目标, 自下而上改革的

主动性不强。

5  结语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最初是由农民响应制度不

均衡寻找获利机会时自发产生的 , 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因此得

以肯定。而随着法律的健全、政府决策者任期制度的约束 ,

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从基层发起困难重重, 因而需要从中央到

地方的自上而下地进行。

参考文献

[ 1] 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 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2] 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个经济

制度变迁史的回顾[J]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香港) ,1994(8) :61 - 84 .
[3] 刘燕萍.征地制度创新与合理补偿标准的确定[J] .中国土地,2002(2) :

25- 26.
[4] 刘守英.农地制度建设试验区的经验及其启示[J] .管理世界,1993(3) :

129 - 132 .
[5] 张五常.出售土地一举三得[ N] .信报,1986-06-25(3) .
[6] 李蕊.国外土地征收制度考察研究[J] .重庆社会科学,2005(3) :69- 74.

( 上接第4209 页)

总面积0 .5 % , 此类土地利用格局不利于水资源的良性循

环。因此, 要增加岩溶平原的果林地面积 , 调整林种结构,

重建森林生态系统 , 改善水源生态环境。通过生物作用可

将降水资源转化为地表水或地下水资源, 利用森林植被的

涵养水源功能 , 缓解降雨分布在时间上的不均一性, 减少水

资源流失 , 增加水资源系统的供水能力。在小平阳示范区,

通过封育地下水分水岭地带约720 hm2 山地 , 营造人工经济

林396 .7 hm2 , 并在山前缓坡地带种植优质果树37 .3 hm2 , 引

种竹木新品种 , 加快水源生态环境的恢复, 森林植被覆盖率

和水源涵养能力正在逐步提高。

3 .6  增强农业抗干早服务体系  建立以县级抗旱服务队

为龙头、乡镇级抗旱服务队为纽带、村级抗旱协作组织为基

础的农村抗旱服务网络 , 为农民抗旱提供专业化、规范化的

服务。要适应现阶段农村生产力发展状况, 为边、远、穷、难

地区农户提供流动灌溉、抗旱设备维修与租赁服务, 推广抗

旱节水新技术 , 为抗旱减灾提供技术保障。

4  结语

由于桂中岩溶干旱面积大, 土地垦殖率高, 水资源的自

然分布只能部分保障供水 , 因此解决水资源问题的对策应

采取开源与节流并举、管理与保护同步进行的方式。就开

源而言, 要大力提倡地表水与地下水的综合利用, 加大岩溶

地下水开发力度, 实施水资源优化配置, 改善和兴建必要的

地表水和地下水取水与蓄水工程。同时 , 要加强生态环境

和水源林建设 , 以增加枯季径流。节流比开源更为重要, 应

尽快建立节水农业体系 , 提高工业、乡镇企业用水的循环利

用率 , 杜绝生活用水浪费。要加大节水力度 , 做好水环境的

保护与管理。农业可持续发展示范研究结果表明, 要有效

解决岩溶平原区普遍存在的岩溶干旱缺水问题, 必须抓好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土资源配置、生态环境治理、节水、农

业资源保护和管理等方面 , 以增强农业生产的抗旱防旱能

力, 提高水、土资源利用率和产出率。同时发展高效农业,

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 以实现农业经济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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