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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西都安三只羊乡多石 少土 缺水 人均耕地面积少 原生植被少 农作物经济效益低 能源不足 农民

文 化素质较低 自然灾害(旱 涝)发生频繁 生态环境恶劣 石山荒漠化 森林覆盖率低 水土流失严重 但是 
该乡具有生态重建的客观条件 以及技术和资金保障 可以对该乡进行封山育林 营造人工林 发展良种水果

种植 发展科学的养殖 实施集水及节水灌溉工程 综合利用沼气能源 举办各种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素质等 来

恢复和重建该乡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 实现该乡 种植-养殖-沼气-种植 ' 的良性生态循环 
关键词:岩溶地区 生态环境 生态重建

中图法分类号: S718. 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378( 2007) 01-0053-04

Abstract: Guangxi duan SanZhiyang area is a typical limestone region that is poverty-stricken in
southWest China. In this area there are so many stones so less soil and extremel lack of Water on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The natural ecological conditions are very bad for human living. And
af ter many years!disorderly exploitation and destructi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its system
has become extremely Weak and deteriorated rapidly. In this paper We research into the natural
conditions and the present ecological state of SanZhiyang area such as climate Water and soil
resource biological community and vegetation etc. According to its natural conditions and
climate We reconstruct its ecological system by planting forests and increasing the green surface
area; at the same time We provide the scientif ic methods and technology for planting and
breeding helping the local people to shake of f poverty and develop the local economy. This
research Will provide a scientif ic method for reconstructing the ecological system of the Whole
karst mountain area in southWest China.
"ey #ords: karst areas ecological conditions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广西都安三只羊乡是我国西南岩溶石山贫困地

区典型范例 是我国闻名的贫困乡镇之一 与广西大

化的七百弄乡齐名 整个地区多石 少土 素有 九分

石头一分土 ' 之称 地表水资源极端匮乏 自然生存

环境十分恶劣 
多年来 由于人口的压力 当地人均耕地面积逐

年减少 人均产粮水平低 至今三只羊乡的多数村屯

仍未解决温饱问题;人口增加的同时使当地生活能

源 (自然界的薪柴)的消耗量逐年上升 加快了森林

植被的消耗 使森林覆盖率大大下降 森林绿地迅速



缩小 水土流失严重 生态环境恶化 水资源日益馈

缺 农作物产量下降 自然灾害 旱 涝 发生频繁 形

成 了 " 生 态 退 化 贫 困 生 态 进 一 步 退 化 的 恶 性 循

环 对当地进行生态重建研究 改善生存环境 是当

前 亟 需 解 决 的 突 出 问 题 因 此 我 们 对 当 地 自 然 条

件 生态现状和人文因素等进行综合调查 提出以科

学的种养技术为依托 通过封山育林 人工造林 发

展特种经济等多种对策来实现当地生态环境良性循

环 

1 自然条件和生态现状

1. 1 自然条件和资源概况

1. 1. 1 自然条件概况

三 只 羊 乡 位 于 都 安 县 北 部 北 纬 24 26/  东 经

180 02/  总面积264km2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平均

气温19. 6C  极端高温39. 3C  极端低温0. 4C  霜期

1~ 2d 年平均蒸发量1644. 9mm 相对温度74%  年

积温平均值7289. 5C  年日照平均值1395. 5h 年逐

月 降 水 分 布 不 均 5~ 8月 降 水 占 年 总 降 水 量 的

67. 8%  春旱 夏涝十分频繁 该乡为典型的高峰丛

洼地地貌 地层以炭系为主 由石灰岩 白云岩等组

成 土壤成土母质为碳酸盐类分化物 量少且分布零

散 全乡没有河流 可耕作土地全为旱地 
1. 1. 2 土地资源及其特点

三只羊乡是典型的石多土少的地区 土地资源

少 没有水田 全部为旱地 人均耕地0. 05hm2 远低

于全国人均0. 1hm2的水平 耕地一般为圆洼地和谷

地 相 嵌 在 群 峰 之 中 没 有 平 地 其 中 大 多 为 中 低 产

地 耕地的有机质含量中等 含氮量较高 速效磷和

速效钾的含量比较低 缺磷 缺钾的耕地较多 由于

峰丛洼地的地形地貌特点 地面植被少 没有河流 
因此 土地养水 保水能力差 耕地易涝易旱 峰丛园

洼地多数地方干旱缺水 少数地方又涝又旱; 峰林谷

地 亦是旱涝交替 
1. 1. 3 自然植被及植物资源

三只羊乡属岩溶石山地区 植物种类资源十分

丰富 种类一般为耐旱的石山种类 包括一些珍稀的

中草药品种 但由于乱砍乱伐和疯狂地采挖 生态环

境的日益恶化 可利用资源正逐渐减少 部分种类濒

临灭绝边缘 如今 三只羊乡森林植被人为破坏十分

严 重 地 面 干 旱 缺 水 土 层 贫 薄 生 物 生 产 效 率 很

低 原生植被极少 次生植被生长缓慢 
1. 1. 4 耕作特点和农作物种类

三只羊乡多数耕地为零星分布的洼地 谷地或

山地 土地的耕种只能依靠手工耕种 粮食作物和经

济作物主要为玉米和豆类等 果树及林木类经济作

物 为 油 桐 油 茶 板 栗 等 但 是 这 些 经 济 作 物 种 类

少 品种性状差 产量低 品质差 不能为当地群众带

来较好的经济效益 
1. 1. 5 能源资源

当地能源资源十分有限 电能仅足以供应当地

居民的照明 日常所需的热能则以燃烧柴草为主 随

着石山地区生境的恶化 当地植物生物量逐年下降 
而人口却日益膨大 对能源的需求也日益增多 
1. 1. 6 社会及经济状况

三只羊乡总人口19000多人 具有初中以上文化

的占25%  小学文化占45%  文盲 半文盲占30%  其

中18~ 30岁 的 受 过 教 育 的 青 壮 年 几 乎 全 部 外 出 打

工 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 观念也比较陈旧 在

这 样 的 人 文 环 境 下 当 地 经 济 结 构 也 极 为 落 后 其

中 95% 为传统家庭手工小农业模式 只有5% 的小

工商业者 结构极不合理 生产力水平很低 处于半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 
1. 2 生态现状

三只羊乡为多石 少土 缺水等典型的喀斯特地

貌 自然条件十分恶劣 加上多年人为的破坏 当地

的生态系统极为脆弱 
1. 2. 1 生态环境恶劣

该乡山上植被多为草 乔木 灌木极少 生态系

统调节功能差 保水 涵水能力差; 水灾 旱灾 风灾

连年不断 特别是以干旱缺水为主 旱涝交替 往往

一场大雨排泄不及 造成内涝 数天之后 雨水流失

贻尽 干旱便开始发生 因此 当地民谚有 " 三日无雨

地冒烟 一场大雨水连天 之说 
1. 2. 2 石山荒漠化

由 于 人 口 的 快 速 增 长 该 乡 能 源 奇 缺 滥 垦 乱

伐 广种薄收 超过25 甚至50~ 60 的陡坡也被开垦

种植农作物 使岩溶山区本已极少的土壤被冲蚀后

极难恢复 许多山坡已无土壤存在 岩石裸露地表 
形成所谓的 " 石漠区  个别地区已出现类似我国西

北的荒漠 按目前侵蚀的速度 据估算 该乡岩溶区

土壤完全被侵蚀仅需40a 时间 
1. 2. 3 森林覆盖率低

三只羊绝大多数石山为裸露的石灰岩石山 只

有在洼地和谷地内才有土层分布 而且上层薄 厚度

一般不超过2m; 部分为寸草不生的石芽地; 洼地 和

谷地中适合植物生长的地方几乎已被开垦为种植农

作物用地 因此整个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仅为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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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低于广西全区平均 5 的水平 少数残存的森林

植被植物 绝大部分靠仅有的溶蚀裂隙中极少的充

填土壤以维持生存 生长条件极为恶劣 生长速度十

分缓慢 
1.  .  水土流失严重

三只羊乡石山地形复杂险峻 地下洞隙纵横 水
文动态多变 地面植被稀薄 保水养水能力极差 加

上旱 ~涝灾害频繁 水土流失严重 

 生态重建的可能性

 .  重建的客观基础

首先 都安三只羊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与西

南其它岩溶山区一样 气候温和多雨 十分适合各种

植物的生长 其次岩溶石山具有丰富的植物资源 据
报道 有超过    多种 1 生长在岩溶石山地区 大部

分种类耐旱 ~耐贫瘠 其中部分种类的生命力十分顽

强 石头上有裂缝 它们就能见缝生长 有些种类 特
别是某些草本植物 即使山石光滑如镜 只要提供一

点水分 它就能在石板上萌芽生长 所有这些 为三

只羊岩溶石山植被恢复提供物质基础 
 . 重建的技术基础

针对岩溶石山地区生态重建问题 国内的生态

科研人员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提出不少建设性的

对策及策略      广西各级政府 也 十 分 重 视 广 西 岩

溶石山生态恢复和重建问题 自  世纪  年代以来 
广西先后立项并完成了一系列石山地区综合治理研

究及开发项目 综合多学科多领域科研技术力量 通
过多种形式和多种方式对岩溶石山的生态重建作了

大量有益的研究和探索 其中 文献 5   通过收集

资料 实地调查 针对广西各石山地区的自然生态环

境恶化的原因 分别提出广西石山地区重建良性自

然生态环境的途径和措施 并建立了一批具有良好

科学性的试验示范模式和基地 这为都安三只羊乡

的生态重建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 3 重建的资金保障

广西为了解决岩溶石山地区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问题 各级政府已投入上千万元资金 组织十多个科

研院所的科研力量 投入岩溶石山荒漠化的各项综

合治理及生态恢复建设中 政府的支持和扶持为三

只羊乡的生态重建提供了可靠资金保障 

3 生态重建的对策

广西都安三只羊乡的生态环境主要从提高系统

的森林覆盖率 ~发展地方经济 ~加强能源和水资源基

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入手 用综合的 ~ 科学的方法 集

成各种技术进行恢复和重建 
3.  提高生态系统的森林覆盖率

3. 1. 1 封山育林 保护原生植被

根据三只羊乡的地形地势 联合当地政府及林

业管理部门 制定严厉的措施 严禁乱砍乱伐 采取

全封和轮封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封山育林 封山育林

的区域主要是山腰至山顶范围 在这一区域内山势

陡 土壤水分稀少 不宜营建人工林 只能采取强行

封山 禁止乱砍滥伐及随意放牧 使自然植被逐渐得

以恢复 并逐步达到封育区内草本 ~小灌木等植被覆

盖面积有所提高 原来完全裸露的石漠荒山己开始

出现绿色植被 
3. 1.  营造人工林

选择耐旱 ~生长速度快 ~对土壤改良有较好效果

且有重要经济价值的阔叶树种 多层次多种类地混

种营造人工林 以迅速稳定立地条件 恢复地力 达

到快速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人工造林的范围集中在山脚至山腰退耕带 此

范围内坡度大多略高于 5  断续分布一些小谷地 ~
石穴地 土层厚度为3    cm 根据立地条件 主要

选 择 适 应 石 山 生 长 的 树 种 如 , 任 豆 ( Zenza
znszgnzs) ~ 银 合 欢 (le caena le cocephala(Lam. ) de
wzt) ~ 香 椿 (Toona sznenszs) 和 槐 树 (sopho a
japonzca) 等 造林的主要方式为植苗 造 林 并 发 动

当地群众积极营造混交林 混交的树种主要选择榕

树( zc s mzc oca pa L. ) ~厚荚相思(acacza sp. ) 等 
以增加人工林地的生物多样性 提高区域生态系统

功能 
3.  生态重建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3.  . 1 种植经济水果林 发展良种水果种植业

为提高当地农民的收入 可以选择退耕地段 种
植管理粗放 ~生长迅速 ~品质优良的桃 ~李 ~枇杷作为

重点发展的果树 在果树下套种中药材金银花 ~射干

等作为果园的地被物 既能保持果园的水分 ~ 养分 
减轻水土流失 又可为农户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 另
外也可以在便于操作的平果林地套种一年生或多年

生低矮牧草 既可以改善果园的小气候环境 又可以

为农户提供了大量的养殖饲料 
3.  .  引进新型饲料牧草 科学发展养殖业

大面积土地用于种植果树 牛 ~羊群活动范围受

到限制 可以引进新型饲料牧草 如黑麦草 (lolz m
m ltzflo  m lam) ~三叶草(T zfolz m  epens L. ) ~菊
苣(czcho z m Intyb s L. ) 等 采用圈养方式发展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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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业 O
畜类食用蛋白质含量高9营养丰富的人工牧草

后生长快9产量高9经济效益显著 O同时9畜粪又是优

良 的 沼 气 原 料 和 农 家 肥9通 过 种 草 养 畜9可 以 实 现

6种植-养殖-沼气-种植 的良性生态循环 O
3 2 3 发展集水及节水灌溉工程

根据三只羊地区雨量丰富这一特点9可以在地

头设置水柜9收集季节性的雨水及山水9采用微型滴

灌或微型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9灌溉农田 经济果林

地等9既能达到合理用水 有效用水 稳产高产 增产

增收的目的9又能基本满足人畜饮用 O
   综合利用沼气9解决当地的能源问题

三只羊乡发展猪 牛 羊养殖业9沼气原料丰富9
可以发展沼气9以沼气代替薪柴作为农村的燃料9可
以很好地解决当地农村森林资源枯竭 薪柴紧缺这

一突出的问题9同时9也能净化农村居住环境9沼液

废渣还能当有机肥使用9用于改良土壤和提高农作

物产量 O
   举办各种技术培训9提高农民素质

针对当地农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 思想观念陈

旧 的 现 状9可 以 采 用 举 办 果 树 种 植 与 管 理 蔬 菜 种

植 低产果园改造 养殖 沼气池建设和应用等技术

培训班的形式9或者组织农民到农业发达地区参观

学习9让农民了解现代农业生产模式9逐步掌握先进

的农业生产技术9开阔眼界 打消思想顾虑9积极响

应和参与生态重建各项工作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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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都有各自独特的景观9即使同一专类园的景观也

丰富多彩9如棕榈苏铁区由高大的棕榈科植物和大

型苏铁类植物构成的热带景观9精品园内由竹柏 苏
铁类 蕨类等古生植物构成的古生植物景观9金花茶

园内由常绿大乔木 灌木 林下草本及大型藤本植物

构成的原始森林景观等等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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