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2004-09-23
修回日期: 2005-01-04
作者简介:韦昌能( 1969-)  男 工程师 主要从事林业勘测设计工作 O

广西忻城县喀斯特山地的植被特征及其恢复研究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covery of Vegetation in the
Karst Mountain Area of Xincheng County of Guangxi

韦昌能

Wei changneng

(广西来宾市林业勘测设计院 广西柳州 545001)
( Laibin Forestry Surveying and Planning Institute of Guangxi Liuzhou Guangxi 545001 
china)

摘要:在广西忻城县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古麦村和南康村 利用典型抽样统计方法 研究喀斯特山地 的 植 被 特

征 提出恢复喀斯特山地植被措施 为改善喀斯特山地生态环境和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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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egetation Was investigated by using typical sampling method in the villages of
Gumai and nankang of xincheng county Guangxi southern china. These tWo villages are chosen
as representatives of karst mountain are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egetation in these areas are
analyzed. The measures of recovering vegetation are listed to improv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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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喀斯特山地的区域经济开发和工程建设的

问题日益突出 尤其是广西中西部地区 喀斯特山

地分布面积广 人口增加快 对喀斯特生态环境破坏

大 石漠化面积急剧扩展 这已经成为人类生存 ~ 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隐患和灾害 O 广西忻城县地处广西

中西部 是桂西南岩溶石山综合治理区旱片中心 为
典型的石灰岩地区 岩溶地貌极为发育 全县石漠化

面积 50%以上 是珠防林工程建设和石漠化生态治

理重点县 生态区位非常重要 O搞好忻城县生态环境

的建设 对保护红水河沿岸的森林资源 维护本地区

乃至珠江中 ~ 下游的生态安全 抵御洪涝灾害 改善

生态环境 具有重大意义 O 为此 本文研究忻城县喀

斯特山地的植被特征和植被恢复的措施 为改善喀

斯特山地生态环境和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

论参考 O

1 研究区自然概况和研究方法

1. 1 自然概况

忻 城 县 地 处 广 西 中 西 部 位 于 东 经 108 24  
109 7  北纬 23 24  24 23 O 境内属喀斯特地貌 地
势北高南低 境内以峰丛石山为主 间有土山丘陵交

错分布 海拔 406 888mO 主要河流属于珠江流域西

江水系 干流红水河自西北向东南贯穿县中部 过境

长 度 56km 滂 江 河 ~ 清 水 河 属 红 水 河 的 一 级 支 流 O
气候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 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 光

照充足 O 全县平均年日照时数 1557. 4h 年平均气温

20. 7  大于 0 的 年 总 积 温 为 7591. 4   极 端 低

温 2. 3   极端最高温 39. 7   年平均无霜期 343
dO 雨 量 多 集 中 在 4 9 月 年 平 均 降 雨 量 1453.
2mmO 土壤有红壤 ~石灰土和冲积土等 3 个类型 O 植

被属于桂中石灰岩植被 其原生植被均已破坏 O林分

除部分天然马尾松林外 其余都为人工林 人工林主

要有杉木林 ~马尾松林 ~古蓬松林 ~桉树林 ~油桐林和

竹林等 O县内自然灾害较为频繁 在石山岩溶地区常

出现冬春干旱夏内涝的现象 O

09 广西科学院学报 2005 年 5 月 第 21 卷 第 2 期



 -  研究方法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古麦 ~ 南康两个行政村的植

被进行典型抽样统计 1  并结合常规样方调查方法 
统计植物的物种名 ~树高 ~胸径 ~冠幅 ~郁闭度 ~多度 ~
高度和盖度等 样方大小均为 10m 10m 

 忻城县喀斯特山地的植被特征

 -  主要群落类型及其特征

忻城县喀斯特山地的植被大多发育成常绿 落
叶阔叶混交林 并以灌丛为主 基本上都为次生林 

根据植被的外貌 ~组成 ~生境特点研究区的植被

可划分 3 个区域 ; 第一区域是自然植物群落结构相

对复杂 ~保持了生物多样性的区域;第二区域是自然

植被生长不很好 但可以通过合理管护可持续利用

区域;第三区域是自然植被退化 ~ 群落结构简单 必

须通过人工措施 引进植物种源才能实现植被恢复

的区域 
Z - 1- 1 第一区域植被类型

Z - 1- 1- 1 香 椿 (toona sznenszs) + 苦 楝 (melza
aZecalac ) + 菜豆树( racelmac ela sznca) 混交林

该林分分布在古麦行政村 地块岩石裸露 80%
以上 大多数为缝隙土 间有小块土壤 土层浅薄 干
燥 属石灰岩山地恶劣生境 林分结构比较简单 可
分为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 第 I 亚层乔木高 10*
15m 胸径 10*18cm 郁闭度 0. 5*0. 6 枝下高 6m
以上 树冠连续 树干较通直 主要树种为香椿和苦

楝 第I 亚层乔木高 4*8m 胸径 6*8cm 郁闭度

0. 3*0. 4 生长稍差 主要树种是菜豆树 偶见有 ;任
豆 ( enza znszgnzs) ~ 石 山 巴 豆 (cloton calcale/s) ~ 光

桐( el/zcza folczz) 等 
灌 木 层 主 要 有 红 背 山 麻 杆 (Alc olnea

tlewzozces)  盖 度 Z0% * 30%  间 有 少 量 白 饭 树

( f l/eggea uzllosa) ~ 粉 苹 婆 (stelc/lza e/osma) ~ 粗 糠

柴 (mallot/s p zlzppznenszs) ~ 石 岩 枫 (mallot/s
lepanc/s) ~ 火 棘 (pylacnt a folt/neana) ~ 鸡 嘴

(caesalpznza tsoongzz) ~ 穿 破 石 (c/clanza
coc znc znenszs) ~ 黄荆( ztex neg/nco) 及藤本腺背金

银花( Lonzcela  ypogla/ca)  
草 本 层 有 野 菊 花 (denclant ema znczc/m) ~ 茜

草( r/}za colczfolza) ~翠云草(selagznella /ncznata) ~
肾蕨(Nep lolepzs colczfolza) 等呈零星分布 

该 群 落 的 林 下 天 然 更 新 不 良 幼 树 ~ 幼 苗 生 长

差 林分长势较好 但是结构比较简单 群落的外貌 ~
结构和生活型均反映出中亚热带石灰岩的落叶阔叶

林的特点和性质 Z  
Z - 1- 1- Z 重阳木 (Bzsc ofza lacemosa) +任豆 金

银 花 ( Lonzcela  aponzca) + 毛 乌 蔹 莓 (caylatza
mollzs)  肾蕨群落

本群落分布在南康行政村 土壤较薄 ~ 干旱 为

棕色石灰 土 岩 石 裸 露 85%  海 拔 350m 群 落 结 构

较复杂 可分为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 第 I 亚层乔

木树高 1Z*15m 胸径 14*18cm 冠幅 4m 4m 郁

闭度 0. 5*0. 7 枝下高 8m 树冠基本连续 树干 较

通直 主要树种是香椿和苦楝等 第I 亚层乔木树高

10*1Zm 胸径 18*Z0cm 郁闭度 0. 3*0. 4 树干较

通直 枝下高 5m 树种以重阳木和菜豆树等为主 第

1 亚层乔木树高 6*8m 胸径 6*10cm 郁闭度 0. 3
*0. 4 枝下高 8m 树冠稀疏不连续 主要树种任豆 ~
吊丝竹 (denclocalam/s mznol) 等 400mZ 内有 5 丛

3Z 根 
灌木层以金银花和毛乌蔹莓为主 盖度达 50%

*60%  其 次 有 拓 麻 (c/clanza fl/tzcosa) ~ 斜 叶 榕

( f zc/s gz}}losa) ~毛榕( f zc/s p/}zfela) 等 间有长萼

玉叶金 花 (m/ssaenca longzsepala) ~ 大 叶 紫 珠 ~ 白 饭

树 ~ 杜茎山 飞龙掌血 (toccalza aszatc/) ~ 毛 野 花 椒

( ant oxyl/m almat/m) ~ 红 算 盘 子 (Gloc zczon
cocczne/m) 盐 肤 木 ~ 石 岩 枫 等 藤 本 有 ; 鸡 屎 藤

(paecelza scancens) ~ 尖 叶 龙 须 藤 (Ba/ znza
c ampzonzz Var. ac/tzfolza) ~ 石 山 胡 颓 子 (Elaeagn/s
calcalea) ~五叶爪藤(hol}oellza falgeszz) 等 

草本层主要以肾蕨为 主 其 它 的 有 地 桃 花 ~ 茜

草 ~ 翠云草 ~ 荩草 ~ 蜈蚣草 (ptelzs uzttata) ~ 银粉背蕨

(Ale/lztoptelzs algentea) ~ 假 鞭 叶 铁 线 蕨 (Aczant/m
maleszana) ~槲蕨(dlynalza folt/nez) 等 

更新层的幼树 ~ 幼苗有 ; 菜豆树 ~ 重阳木 ~ 苦楝 ~
香椿 ~红椿(toona czlzata) ~ 灰毛浆果楝 ~ 广西白背桐

(mallot/s apelta Var. kwangszenszs) ~ 构 树 ~ 七 叶 莲

(sc efflela al}olzola) 等 
本群落在当地属较好的群落 拥有中亚热带石

灰岩山地落叶  常绿混交林成分 灌木以金银花等

藤本为主 其它物种较多 也比较复杂 ~更新层良好 
较稳定 
Z - 1- 1- 3 贵 州 琼 楠 (Bezlsc mzecza kwezc owemszs)
+ 香椿混交林

本群落分布在南康行政村 海拔 300m 靠近洼

地边缘 土壤较浅薄 干旱 为棕色石灰土 林分结构

较 为 简 单 林 内 有 农 作 物 用 地 有 30% 种 过 木 薯

(manz ot esc/lenta) ~ 指天椒(capszc/m ann//m 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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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oldeS)  人为活动频繁 可分为乔木层 ~ 灌木层 ~ 草

本层,
乔木层树高 10~ 16m 胸径 18~ 24Cm 最大一

株胸径 36Cm 郁 闭 度 0. 7~ 0. 8 树 冠 较 连 续 树 干

较通直 枝下高 6m 主要树种以贵州琼楠和香椿为

主 其次是菜豆树 ~任豆和苦楝等,
灌 木 层 不 明 显 零 星 分 布 的 有 石 岩 枫 ~ 火 棘

(py7aCantha fo7t/neana) ~ 鸡 嘴 ~ 山 麻 杆

(AlCho7nea 7/goSa) ~ 穿 破 石 (C/d7anla
CoChlnChlnenSlS) ~ 凉 粉 果 (FlC/S P/mlla) ~ 广 西 紫 麻

(O7eoCnlde  langSlenSlS) ~ 密 花 寧 麻 (Boehme7la
denSlglome7ata) ~飞龙掌血等,

草 本 层 主 要 以 肾 蕨 为 主 其 次 有 荩 草 ~ 贯 众

(Cy7toml/m fo7t/nel) ~假鞭叶铁线蕨 ~ 翠云草 ~ 地桃

花 ~ 落 地 生 根 (B7yoPhyll/m Plnnat/m) ~ 细 叶 景 天

(sed/m elatlnoldeS) 等,
本群落更新差 主要是人为活动频繁 部分种植

农作物 演替过程不稳定,
2. 1. 2 第二区域植被类型

2. 1. 2. 1 枫 香 ( Llg/ldam}a7 tallanlana) - 菜 豆

树 - 光桐(ve7/lCla fo7dll) 荚 (vl}/7n/m
dllatat/m) - 杜茎山(maeSa jaPonlCa) 肾蕨群落

本群落位于古麦村 土壤较深厚 ~ 干旱 为棕色

石灰土 林缘有农作物用地 人为活动频繁 群落结

构比较整齐 可分为乔木层 ~灌木层和草本层,
第 I 亚层乔木树高 12~ 15m 胸径 10~ 25Cm 

郁闭度 0. 5~ 0. 7 树冠基本连续 树干较通直 枝下

高 8m 主要树种是枫香 400m2 内有 26 株 几乎 纯

林, 第I 亚层乔木树高 9~ 12m 胸径 10~ 12Cm 郁
闭度 0. 2~ 0. 3 树干较通直 枝下高 5m 主要树 种

是 菜 豆 树, 第 I 亚 层 乔 木 树 高 4~ 6m 胸 径 8~
14Cm 树 冠 稀 疏 不 连 续 间 有 盐 肤 木 ( rh/S
ChlnenSlS)  水东哥(sa/7a/la t7lSyla) 等 主要树种是

光桐 400m2 内有 6 株,
灌木层以荚 ~ 杜茎山为主 占 40%~ 50%  间

有白饭树 刺冬青 ( 1ex hyPonoma var. gla}7a) ~ 大叶

紫 珠 (CalllCa7Pa maC7oPhylla)  灰 毛 浆 果 楝

(ClPadeSSa Clne7aSCenS) 等, 藤 本 有 ; 菝 葜 (smllax
Chlna) ~ 酸 藤 子 (Fm}ella Pa7ulflo7a) ~ 地 爪 榕 (FlC/S
tl o/a) ~ 小 果 啬 薇 ( roSa CymoSa) ~ 粗 叶 悬 钩 子

( r/d/S aSPe7) 等,
草 本 层 以 肾 蕨 为 主 占 30%  其 次 为 五 节 芒

(mlSCanth/S flo7ld/l/S) ~ 荩 草 (A7th7axon
hlSPld/S) ~ 白 茅 草 ( 1mPe7ata Cyllnd7lCa var. majo7) ~

间 有 竹 节 草 (Ch7ySoPoyon aClC/lat/S) ~ 茅 莓 ( r/}/S
Pa7ulfoll/S) ~刚莠竹(mlC7oStegl/m Clllat/m) 等,

更 新 层 400m2 内 仅 有 马 尾 松 (pln/S
maSSonlana) 幼苗 1 株 菜豆树幼苗 1 株,

此 群 落 代 表 了 古 麦 村 的 主 要 群 落 在 中 山 ~ 坡

下 ~ 洼地 ~ 谷地近处生长较好 具有石灰岩山地落叶

阔叶林占优势的特点,
2. 1. 2. 2 红 绒 毛 羊 蹄 甲 (Ba/}lnla a/7ea) - 灰 岩

山麻杆(AlCho7nea CalolCola) 山顶灌丛

本群丛分布在南康行政村 海 拔 360m 高 的 石

灰岩山顶上 石岩大块 不松散 黑色的钙质土,灌丛

高 度 80~ 100Cm 郁 闭 度 0. 7%~ 0. 8%  以 红 绒 毛

羊 蹄 甲 和 灰 岩 山 麻 杆 为 主 其 次 有 贵 州 琼 楠 ~ 石 山

樟 ~ 粉 苹 婆 ~ 小 叶 山 柿 ~ 山 木 通 青 篱 柴 ( ltPlt la
SlnenSlS) ~ 秀丽海桐 (plttoSPo7/m P/ h7/m) 等 夹杂

有 石 山 巴 豆 ~ 白 萼 素 馨 ( aSmln/m al}lCalyx) ~ 刺 冬

青 ~ 铜 线 树 ~ 习 龙 掌 血 细 叶 谷 木 (memeCylon
aC/tellat/m) ~ 石山胡颓子 ~ 尖叶龙须藤 ~ 柴藤 ~ 菝葜 ~
红背 山 麻 杆 ~ 云 实 (CaeSalPlnla SePla7la) ~ 忻 城 油 茶

(Camellla Sp. ) ~ 崖 棕 ( 7aChyCa7P/S a7gy7at/S) ~ 五

节芒 ~圆盖阴石蕨(P/mata tye7mannl) 等,此灌丛是

以红绒毛羊蹄甲为主 种类较丰富 代表了南康村的

山顶植被 具有石灰岩山顶植被特点[2],
2. 1. 3 第三区域植被类型

2. 1. 3. 1 桃金娘( rhodomy7t/S tomentSa )灌丛

本灌丛分布在古麦村 海拔 300m 土壤脊薄 ~干
燥 蒸发强烈 因过渡的破坏和放牧退化成典型桃金

娘灌丛 以桃金娘为主 高度 40~ 80Cm 郁闭度 0. 6
~ 0. 8 其 次 树 种 有 枫 香 ~ 野 梨 (py7/S Calle7yana) ~
展 毛 野 牡 丹 (melaStoma no7male) ~ 小 冻 绿 树

( rhamn/S 7oStho7nll) ~ 盐肤木 ~ 菝葜 ~ 酸藤子 ~ 了哥王

(wl St7oemla lndlCa) ~千里光(seneClo SCandenS) 等,
草 本 层 以 白 茅 草 ( 1mPe7ata Cyllnd7lCal var.

majo7) ~ 五 节 芒 ~ 莠 竹 (mlC7oStegl/m ulmlne/m var.
lm}e7}e) ~ 肾 蕨 ~ 龙 须 草 (E/lalloPSlS }lnata) ~ 扭 黄 茅

(Pete7oPogon donto7t/S) 等,
更新层有灰毛浆果楝 ~香椿 ~枫香 ~马尾松 ~粗糠

柴 ~石岩枫 ~乌桕 (saPl/m Se}lfe7/m) 等, 从表面上

看 更 新 层 400m2 内 有 幼 树 ~ 幼 苗 10 种 但 生 长 极

差,由于土壤十分干燥 蒸发强烈 基质又强度溶蚀 
这些严重阻碍了幼树 ~幼苗的生长 ~演替不能取代灌

丛成林 必须采取人工措施,
2. 1. 3. 2 红 背 山 麻 杆 - 老 虎 刺 (pte7olo}l/m
P/nCtat/m) 山顶生灌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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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灌丛在古麦行政村9海拔 400m9山顶岩石表

面成尖齿状9土壤极少9只在石隙或石块之间凹陷的

地 方 有 分 布9其 余 全 是 大 块 的 岩 石, 灌 丛 高  0~
100Cm9郁 闭 度 0. 4~ 0. 69以 红 背 山 麻 杆 为 主9占

40% 9其次是老虎刺9呈零星分布的树种有粉苹婆 ~
石 岩 枫 ~ 粗 糠 柴 ~ 竹 叶 椒 ( Zanthoxylum armatum) ~
密 花 树 ( Rapanea neriifolia) ~ 贵 州 琼 楠 ~ 石 山 樟

(Cinnamemum saxatile) ~ 石 山 巴 豆 ~ 榔 榆 (Ulmus
parUifia) ~ 虾 公 木 (Bridelia fordii) ~ 长 叶 紫 珠

(Callicarpa longifolia) ~ 盐 肤 木 ~ 大 叶 紫 珠 ~ 铜 钱 树

(Paliurus hemsleyanua) ~ 紫 藤 (Wisteria sinensis) ~ 厚

叶 酸藤子 (Embelia subcoriacea) ~ 五节芒 ~ 荩草 ~ 龙须

草 ~翠云草等,
本群落是当地居民每年砍柴割草的地方9所有

的树种都是萌芽的9根本没有有性繁殖的条件9群落

无法顺向演替9必须封山育林9进行人工更新改造9
植被才能恢复起来,
Z . 1. 3. 3 黄荆 - 灰岩山麻杆  荩草灌丛

本灌丛分布在南康行政村9海拔高 300m9坡度

Z5 , 在洼地附近的阳坡上9土壤贫脊 ~ 干燥9石灰岩

松散 ~ 不成块9主要物种是黄荆 ~ 灰岩山麻杆和兰香

草 (Caryopteris incana) 为 主9高 度 50Cm9少 有 1m
高9盖度 80% 9地 面 长 有 部 分 荩 草9夹 杂 有 老 虎 刺 ~
五 节 芒 ~ 白 茅 草 ~ 龙 须 草 ~ 扭 黄 茅 ~ 茅 叶 荩 草

(Arthraxon lanceolatus) ~ 野 古 草 (Arundinella
hirta) ~有芒鸭嘴草( Ischaemum aristaum) 等,

此 灌 丛 更 新 层 极 差910mX 10m 样 地 内 仅 有 1
株菜豆树幼苗,该群落已划为牧场9没有林木生长的

余地,
2. 2 植被的演化现状与趋势

忻城县喀斯特山地的植物群落演替同时存在顺

向演替和逆向演替两种情况,草本群落是在采伐地 ~
火烧地或弃耕地的次生裸地上首先出现的群落9面

积大9受人为影响也大9代表种类是一些阳性耐旱的

禾草类草甸9如白茅 ~野古草 ~狗牙根 ~蕨类 ~艾蒿 ~野
菊类, 草本群落受干扰停止后9立地环境条件改善9
一些灌木开始侵入9出现灌丛群落和灌草丛群落,灌
丛群落和灌草丛群落在本地中所占面积不大9主要

分布在山林隔火带和山脚湖边9受人为活动影响很

大, 以马尾松群落为代表的常绿针叶林是山地分布

面积最广的森林群落类型,它们大多是人工纯林,近
年来由于松毛虫危害9加上各种鸟类采食种子9以及

封山育林的影响9虽然作为建群种的马尾松目前还

占据着一定的优势9但是林下自然生长的马尾松幼

树少9伴生树种却快速繁殖与生长9预示着马尾松林

将被槲栎 ~化香树 ~朴树等混交林替代,

3 忻城县喀斯特山地植被恢复措施

忻城县喀斯特山地植被退化的主要原因是居民

为了生存9盲目伐薪和刈割9导致植被不断被破坏9
植物群落逆向演替,对已经被破坏的植被9如果及时

采取封山育林和人工造林等措施9自然植被是可以

很快恢复的,
3. 1 封山育林的主要技术措施

第一区域的中山 ~山顶植被覆盖度大9植物多样

性保存较好9且石山陡峭9人为不易破坏9应采取全

封方式;山脚乔木植被生长较好9土层厚9肥力足9人
为 活 动 频 繁9可 以 适 当 放 牧9在 保 护 好 乔 木 的 前 提

下9采取半封方式9但乔木必须保持好, 根据当地群

众的村规民约将房屋前后森林保护起来9防止外来 ~
内部 破 坏9同 时 引 导 群 众 把 后 龙 山  神 山  风 水

山 的观念提高到科学的高度9增强生态意识9使村

寨附近都有一片较好的森林, 该区域封育年限可定

为 3~ 5a,
第二区域的自然植被生长不好9主要是人为活

动破坏严重9当地居民开荒种地 ~ 砍柴 ~ 放牧均在该

区域进行,可采取半封方式恢复该区域植被9封育年

限为 8~ 10a,
第三区域山顶至山脚的植被均已退化9可以在

山顶采取全封9山脚轮封9封育年限 10~ Z0a,
在半封 ~ 轮封区域9郁闭度 0.  ~ 0. 9 的红背山

麻杆 ~黄荆 ~桃金娘等灌丛9可以进行伐薪炭柴 ~沼气

池 原 料 和 绿 肥 等9但 砍 伐 后 的 郁 闭 度 务 必 保 留 在

0. 3~ 0. 5,
3. 2 人工造林的主要技术措施

造林树种选择按适地适树原则和结合发展当地

经济为目的9可以选择香椿 ~任豆 ~枫香 ~菜豆树等当

地树种9营造混交林9可将常绿树种 ;贵州琼楠 ~石山

樟等与竹子混交, 还可以考虑种植药用植物如大花

金银 花 ( Lonicera macranthoides) ~ 金 银 花 ~ 茜 草 ~ 青

天 葵 (NerUilia fordii) ~ 毛 叶 竽 兰 (NerUilia picata)
等; 淀粉植物 ; 七叶薯 (Dioscorea esgiurolii) ~ 五 叶 薯

(D. pentaphylla) ~桄榔(Arenga pinnata) 等;纤维植

物 应 选 截 裂 翻 白 叶 树 (Pterosprmun
truncatolobatun) ~ 地 桃 花 (Urena lobata) ~ 粉 苹 婆 ~ 家

麻 树 (Sterculia pexa) 等; 饲 料 植 物 ; 桑 (Morus
alba) ~ 枫香 ~ 构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 裂叶秋

海棠(Begonia laciniata) ~野竽(Colocasia antigu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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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造林前 用于育苗的种 子 要 选 择 粒 大 ~ 饱 满 ~ 无

病虫害 经消毒处理后再播种 种子发芽后要精细管

理 防病虫害 ~间苗 ~施肥 造林前一定要炼苗 用于

造林的苗木 苗龄以 1~ 1. 5a 为宜 苗高 4O~ 6Ocm 
且为长势优良的壮苗 造林时间宜选择春季雨水季

节进行 整地时不能炼山 尽量保留石山原生植被 
密度不要求定量 采取 见缝插针 的方式 营养袋苗

造林或石隙石缝种子点播 造林时将松散石块去掉 
集中表土 大坎造林 以提高造林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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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增加复种指数[8] 引进适宜的冬季作物和种植冬

季绿肥 改变冬季耕地闲置现象 增加复种指数 既

可 以 增 加 经 济 收 入 又 可 以 为 来 年 作 物 提 供 绿 肥 
< 4>节水灌溉措施 包括节水灌溉方式和节水灌溉制

度 在大洼地 <如:龙槐 ~ 龙烈等 >  耕地面积大 相对

缺水严重 主要采用滴灌与喷灌相结合的灌溉方式 
在小洼地<如:龙情>  主要采用喷灌方式 节水灌溉

制度包括灌溉定额 ~ 灌水定额 根据作物需水规律 
确定每种作物最佳灌溉时期和灌溉定额等 科学合

理利用水资源 

4 龙何屯土地整理效益分析

龙何屯土地整理从 ZOOO 年初开始 到 ZOO3 年

底 土 地 整 理 初 步 取 得 了 成 效 < 1>复 垦 旧 宅 基 地

O. ZhmZ  修 建 梯 地 约 14hmZ  加 上 部 分 平 整 土 地 工

程 增加有效耕地面积 4. O67hmZ  并使原来的强 度

水土流失区变成中轻度水土流失区 < Z >粮食单产量

提高到近 45OOkg/hmZ  人均总收入约 1Z3O 元 提高

了 8O%  < 3>对 6 处岩溶地下水进行了开发利用 配
套修建地间水柜 6 个 装水容量 1O18. Z4m3 辅设输

水主管道 1858m 安装有喷灌 ~ 滴灌 ~ 浇灌三位为一

体的灌溉系统 灌溉面积达 4hmZ 修建集雨水柜 11
个 在龙何地下河天窗采将地下水提到高处 并配套

修建水柜蓄水池 1 个及引水主管道 Z5Om 实现整个

村子自来水到户 解决了龙何屯 114 户共 53O 人的

自 流饮用水 ~ 畜禽用水及龙何洼地内 <约 1OhmZ >全

部农作物的自流灌溉 每年人均节省 挑 水 用 工 173
个工日 < 4>新建 88 个沼气池 几乎实现每家每户一

个沼气池 88 座沼气池年可共产气 3. 5Z> 1O4m3 提
供 优质农家肥 <水肥 > Z4OZ . 4r 节约柴火 Z ZOr 提高

了龙何居民的生活质量 < 5>重修果化镇到龙何屯的

公 路 约 4km 修 建 阶 梯 级 石 板 路 约 5km~ 生 产 道 路

约 11km 对龙何小学进行改造整修 使全屯儿童在

舒适的环境中学习 < 6>先后封山育林 66. 67hmZ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Z1. 97hmZ  种 植 牧 草 6. 67hmZ ~ 饲 料 林

1OhmZ  营造经济林 1OhmZ ~果树林 5. 33hmZ  植被覆

盖度由原来的不足 1O%提高到 37. 74%  土壤侵蚀

模数下降了 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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