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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广西的石漠化主要是由自然因素(主要为岩性 ~ 坡度 ~ 植被及降雨量D和人为因素 以及这两种因素迭加

作用而引起的 利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我们预测出广西潜在石漠化面积(即坡度大于 25 度的未出露碳酸盐

岩 区 D最 大 的 是 河 池 市 第 二 是 百 色 市 和 崇 左 市 河 池 市 ~ 百 色 市 和 崇 左 市 分 别 还 有 25. 84% ~ 36. 26%和

37. 41%坡度大于 25 度的未出露碳酸盐岩区仍在进行容易发生石漠化土地利用方式(灌溉水田和旱地 D  这些

地区必须严格实行生态保护 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 有条件的应逐步退耕还林还草还竹 阻止石漠化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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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ocky deSert of land in Guangxi mainly reSultS f rom the natural factorS ( Such aS
the lithology Slope vegetation and rainfall etc. D  human activitieS or the complex ef fect of the
both factorS above. The GIS and RS Were uSed to Work out the latent acreageS of the rocky deSert
of land in Guangxi Which are the areaS of the unexpoSed carbonatite With the Slope more than 25
degreeS. The largeSt area iS located in ~echi city the Second in BaiSe and Congzuo city. In ~echi 
BaiSe and Congzuo citieS the land of the latent rocky deSert iS Still cultured in a mode of the land
eaSily being eroded the percentage of the acreageS iS Seperately 25. 84%  36. 26% and 37. 41% .
To block the rocky deSert appearing the rigorouS StepS to protect the local ecology are reguired 
particularly to keep the land from being eroded in theSe areaS. In Some areaS under the appropriate
conditionS the land of the latent rocky deSert Should be returned to cultivation of treeS graSSeS
and bambooS.
Key !ords: rocky deSert of land origination analySiS developing tendency monitoring

石漠化是土地石质荒漠化的简称 是指在人为

活动的影响下 加上特殊自然因素的迭加而造成的

植被减少 ~土壤被严重侵蚀 基岩大面积裸露的一种

土地退化现象"1# 广西是喀斯特地貌发育的典型地

区 全区碳酸岩分布面积 8. 95 万 km2 占全区面积

的 37. 8% ;裸露的石山面积 7. 88 万 km2 占全区面

积的 33. 3% ;广西 95 个县(市D中 岩溶面积比重在

30%以上的有 36 个 占 37. 9%  且集中分布在桂中

的红水河流域 ~ 柳江流域  桂西的左 ~ 右江流域 桂

东北的漓江流域中下游两岸"2# 这些地区岩溶地貌

极为发育 森林植被稀少 水土流失 岩石裸露 土地

石漠化非常严重 土地石漠化缩小了石山区人民的

生存和发展空间 恶化生态环境 丧失土地资源 激

化人地矛盾和人水矛盾 直接影响石山区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 G
近 30 年来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对喀斯

特环境问题的研究 G 我国专家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

西南喀斯特地区石漠化问题进行研究 包括喀斯特

生态环境脆弱性特征 ~ 喀斯特石漠化的特点 ~ 分布 ~
成 因 机 制 及 生 态 重 建 等 得 到 了 一 些 有 价 值 的 认

识[2~ 5]G 随着遥感技术( RSD 和地理信息系统 ( GISD
等新技术的应用 石漠化研究工作的效率得到了提

高 研究成果也更具客观性 G 利用 RS 和 GIS 技术研

究石漠化就是利用遥感影像分类进行地物识别 利

用遥感影像监测植被 ~ 土地 ~ 裸岩地的变化情况 然

后通过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对遥感图像进行处理 
将石漠化土地发生变化的区域从背景中分离出来 
在此基础上 再研究这些变化的类型[6~ 9]G 本文根据

广西现有的地质 ~ 地理(高程 ~ 坡度等D 及土地利用现

状等方面的资料 系统分析广西石漠化的成因 并在

RS 和 GIS 的支持下 预测广西的石漠发展趋势 G

1 广西石漠化的成因分析

引起广西石漠化的原因可以归纳为自然因素和

人为因素 以及这两种因素的迭加 G
1. 1 自然因素

土壤侵蚀是引起土地石漠化的根本原因 G 广西

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 17~ 23 C  年

平 均 降 雨 量 1000~ 2600 mm 多 数 地 区 在 1200~
1800 mm 且多集中在 4~ 9 月 G 因此 广西的土壤侵

蚀是以水力侵蚀为主 G 我们认为 影响广西土壤侵蚀

并进而造成土地石漠化的基本因素有以下几种: ( 1D
岩性 G 我们将广西的石漠化地区投影到地质图上(见

图 1D  发现广西的石漠化地区几乎全部在碳酸盐岩

区 说明广西的石漠化与碳酸盐岩有着十分密切的

关系 G 广西境内出露的岩石主要是碎屑岩和碳酸盐

岩 G 碳酸盐岩与碎屑岩相比不易风化 且不易成土 
覆盖在碳酸盐岩区的土壤大多是由其它岩石风化成

土而来 G 该地区土壤被侵蚀的速度大于成土速度 G 这

也许就是广西石漠化发育具有明显地域性特征的根

本原因 G ( 2D 坡度 G 当岩性和地表质地等状况一定时 
石漠化级别主要取决于地表坡度 通常坡度越大 石

漠化的级别越高 特别是坡度大于 25 的陡坡区 土

壤容易流失 容易导致石漠化 G 广西的碳酸盐岩地区

多发育成峰丛 ~ 峰林 ~ 丘峰 ~ 丘陵 ~ 洼地等地貌形态 
具有清楚的遥感影像特征 G 这种以坡度较陡为地表

特征的地貌形态极易引起土壤侵蚀 容易导致石膜

化 G ( 3D 植被 G 当岩性和坡度等因素确定以后 植被

覆盖度 ~ 植被结构等就是石漠化的一个重要的影响

因素 G 通常植被覆盖度越低 石漠化程度就越高 G 从

我们调查情况来看 即使是在碳酸盐岩地区 只要植

被覆盖好 其石漠化的进程就会得到有效遏制 G ( 4D
年降雨量 G 在岩性 ~ 坡度和植被一定的情况下 年降

雨量越大 越集中 水土流失就越严重 石漠化程度

就越高 G

图 1 广西石漠化地区在地质图上的投影

1. 2 人为因素

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与石漠化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 G 人为因素对石漠化发展的影响总是通过一

定的物质形式表现出来的 如人类的活动可以引起

土地 ~ 植被 ~ 大气 ~ 水体等的质和量发生变化 G 随着人

口迅速增长 对土地 ~ 能源等的需求随之增大 使原

有的森林资源快速消耗 植被覆盖率随之下降 加上

不 适当的耕作方式 如高边坡种植 (>25 的高陡边

坡D  过度放牧 甚至原始的刀耕火种 以及近来发展

较快的小矿山 ~ 修路等富民 ~ 便民工程等等 使得脆

弱的岩溶生态不堪负重 呈现出石漠化加速发展的

趋势 G

2 广西石漠化发展趋势预测

在分析得出广西石漠化成因的基础上 我们利

用 1999 年广西土地利用现状图(由广西国土资源厅

提供D 将现有石漠化地区提取出来 再从数字地质图

上 将 碳 酸 盐 岩 区 提 取 出 来 用 数 字 图 像 处 理 技 术

( GIS 和 RSD 将现有石漠化地区从碳酸盐岩区中剔

除 取出未出露碳酸盐岩地区的图像(见图 2D  然后

再用广西数字地形数据提取的坡度数据 将坡度在

16 至 25 的未出露碳酸盐岩地区作为黄色预警区 
而将坡度大于 25 的未出露碳酸盐地区作为红色预

警区(见图 3D G 这些尚未出露的 ~ 坡度较大的碳酸盐

岩地区就是广西石漠化潜在的发育地区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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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Z 广西未出露碳酸盐岩分布

图 3 广西未出露碳酸盐岩坡度分布

将广西石漠化潜在的发育地区的面积进行统计

( 表 1) 9可以将广西的石漠化地区分为 3 个档次 Z 以

河池 \ 百色为最9南宁 \ 桂林 \ 崇左 \ 来宾和柳州为次9
其余为第 3 个档次 G 而潜在的石漠化面积(即坡度大

于 Z5 的 未 出 露 碳 酸 盐 岩 区 ) 则 以 河 池 为 最9百 色 \
崇左次之9其余为第 3 个层次 G
表 1 广西各市石漠化基本情况及其发展趋势预测

城市
名称

各市面积

( kmZ )
碳酸盐岩

面积( kmZ )
石漠化面
积( kmZ )

未出露碳酸盐岩面积( kmZ )
坡度

<15 
坡度

16*Z5 
坡度

>Z5 
桂林市 30559. 4 6538. 9375 1749. 81 4460. 19 695. 43 177. 68
柳州市 16315. 3 6Z44. Z5 1018. 16 4745. 19 509. 1Z 94. 07
河池市 33793. 6 Z0966. 0 7711. Z9 8807. 01 35Z4. 87 1541. Z6
贺州市 11855. 3 19Z0. 56Z5 493. 79 1391. 6 10Z . 49 Z7. 71
百色市 364Z4. 3 1Z3Z3. 1Z5 5546. 77 4807. 07 Z053. 06 6Z4. Z4
来宾市 13469. 8 8466. 75 1547. 88 6Z54. Z6 608. 1Z 94. 91
梧州市 1Z573. 1 90. 81Z5 0. 61 83. 81 6. Z1 0. 49
南宁市 Z Z047. 4 6774. 5 Z559. 14 3949. Z8 383. 4 88. 47
贵港市 10617. 9 1677. 31Z5 9Z . 18 1583. 04 18. 84 1. Z1
崇左市 16591. 5 10405. 6Z5 1689. 9 6849. Z6 1455. 89 569. 61
玉林市 1Z768. 6 4Z5. 1Z5 Z8. 73 397. 49 Z3. 11 1. Z1
钦州市 10533. Z 344. 31Z5 0 3Z8. 96 15. 3 0. 36

防城港市 5898. 06 98. 375 0 81. 98 15. 53 0. 5Z
北海市 3344. 06 Z0. Z5 3. 68 Z0. 07 0 0
凭祥市 650. 313 131. 06Z5 Z1. 07 101. Z1 14. 74 Z . 83
总 计 Z37441. 833 764Z7. 0 Z Z463. 01 43860. 4Z 94Z6. 11 3Z Z4. 57

将广西坡度大于 Z5 的石漠化潜在发育地区中

各 主要地物的面积进行统计 ( 见表 Z ) G 可以看出 6
种主要地物中9有林地 \ 灌木林地和疏林地都能有效

遏制石漠化的发生和发展9草地次之9而耕作土地则

由于坡度大 \ 降雨集中而极易发生水土流失9出现石

漠化 G 另外表 Z 显示出9广西坡度大于 Z5 的未出露

碳酸盐岩区中9仍在耕种(灌溉水田和旱地)的面积9
以河池市 \ 百色市和崇左市为最9面积都在 Z 万 hmZ

以 上9分 别 占 各 市 坡 度 大 于 Z5 的 未 出 露 碳 酸 盐 岩

区面积的 Z5. 84% \ 36. Z6% 和 37. 41% ; 南宁 \ 桂林 \
来宾和柳州等市灌溉水田加旱地的面积均为数千公

顷9分 别 占 各 市 坡 度 大 于 Z5 的 未 出 露 碳 酸 盐 岩 区

面积的 48. 56% \ 16. 5% \ Z6. 79% 和 13. Z Z% G 这些

地区是最容易发生水土流失9进而导致土地石漠化

的地区9因此也是今后广西防治石漠化的重点地区9
对这些地区的耕作土地必须采取严格的防止水土流

失措施9有条件的应逐步退耕还林还草还竹 G
表 2 广西坡度大于 25 未出露碳酸盐岩区主要地物面积

城市
名称

灌溉水田

( hmZ )
旱地

( hmZ )
有林地

( hmZ )
灌木林

( hmZ )
疏林地

( hmZ )
荒草地

( hmZ )

桂林市 Z417 514 7430 5666 486 950
柳州市 64Z 6Z0 58Z 639Z 151 980
河池市 7867 30730 Z5136 49855 7813 30934
贺州市 658 89 816 Z55 155 353
百色市 5Z18 174Z0 183Z3 8Z58 Z174 8176
来宾市 465 Z078 746 3876 Z05 Z048
梧州市 0 0 4Z 0 0 1
南宁市 763 3533 1699 1665 485 580
贵港市 Z9 7Z 13 0 5 Z
崇左市 493Z 16379 5538 Z771Z Z74 1Z68
玉林市 38 0 7Z 11 0 0
钦州市 0 0 Z0 0 0 16

防城港市 0 0 37 7 7 0
北海市 0 0 0 0 0 0
凭祥市 0 91 38 86 0 Z9
小 计 Z30Z9 715Z6 6049Z 103783 11755 45337

3 结束语

广西的石漠化主要是由自然因素(主要为岩性 \
坡度 \ 植被及降雨量) 和人为因素9及这两种因素迭

加 作用而引起的 G 利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 GIS 和

RS) 9我们预测出广西潜在的石漠化面积(即坡度大

于 Z5 的未出露碳酸盐岩区) 最大的是河池市9第二

是百色市和崇左市 G 河池市 \ 百色市和崇左市分别还

有 Z5. 84% \ 36. Z6% 和 37. 41% 坡度大于 Z5 的未出

露碳酸盐岩区仍在进行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土地利

用方式(灌溉水田和旱地) G 对这些地区的耕作土地

必须实行严格的生态保护9采取严格的防止水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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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措施9有条件的应逐步退耕还林还草还竹0
本次石漠化预测只对市级以上的潜在石漠化面

积和土地利用现状进行统计9尚未对各县内潜在的

石漠化地区作进一步的研究9今后这些潜在石漠化

地区应加强遥感监测9实时地更新资料9以便及时地

了解这些地区的土地利用现状的变化情况9并验证

本 文 所 预 测 地 区 石 漠 化 的 发 展 与 实 际 情 况 是 否 吻

合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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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水调成糊状9制成毒饵9直接涂在瓜棚篱竹上或装

入容器挂于棚下9每 666. 67 m2 布设 20 个点9每点

25 g0 或用 90%敌百虫 25 g9白糖 1 kg9加水 25 kg9
喷施果叶茂密处9每 7 d1 次9连续 2~ 3 次9可以诱

杀成虫0
( 4D药剂防治0在成虫盛发期9用灭杀毙 6000 倍

液9或 80%敌敌畏乳油 1000 倍液9或 2. 5%溴氰菊

酯 3000 倍液9于中午或傍晚喷雾防治9每 3~ 5 d 喷

一次9连喷 2~ 3 次9防治效果显著0 此外9还可以采

用诱蝇酮等性诱剂诱杀雄虫9效果也好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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