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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长汀县河田镇的

水蚀荒漠化及其治理

陈志清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　要　福建省长汀县河田镇的水蚀荒漠化是我国南方花岗岩丘陵地区的一个典型代表,

严重的水蚀荒漠化主要由两个因素造成: 在自然因素方面, 一方面由于地表物质主要由风化强

烈的花岗岩组成, 为水蚀荒漠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丰沛且集中的降水增加了水

蚀荒漠化的强度; 在社会因素方面, 人口剧增加大了对土地的压力, 几次大规模乱砍滥伐又使

植被大量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采取了科学试验研究与群众治理实践相结合的方针,

开展了水蚀荒漠化的防治工作, 使治理区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关键词　河田镇　水蚀荒漠化　治理

荒漠化是全球变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同时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环境问题也越来

越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把荒漠化列入《21 世纪议程》第

12 章, 并把荒漠化定义为“由于气候变异和人类活动在内的各种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

和具有干旱的半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1994 年 10 月在巴黎签署的联合国荒漠化防治国际

公约采纳了这一概念并列入公约的有关条款。1994 年 3 月亚太经社会和联合国环境署在曼

谷会议上重申了 1992 年德黑兰会议的观点, 认为荒漠化还应包括“湿润半湿润地区由于人

为活动引起环境向着类似荒漠景观的变化过程”, 从而使这一概念更加明确和全面, 也为水

蚀荒漠化的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我国已往对荒漠化的理解和研究一般偏重于北方以风力

作用为主的干旱、半干旱地区[1, 2 ] , 对水力作用为主的强烈水土流失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黄

土高原地区[3, 4 ] , 对发生在我国南方的水蚀荒漠化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 我国

南方的部分地区, 尤其是某些花岗岩丘陵地区, 由于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加上人类不合理

的经济活动, 造成以水力作用为主的强烈侵蚀, 土地严重退化, 并且发展到劣地切割, 出

现类似荒漠的景观, 下面以闽西南长汀县河田镇为例来研究我国南方花岗岩丘陵地区水蚀

荒漠化的成因、发展过程及治理模式。

1　水蚀荒漠化的成因

111　自然因素

河田镇位于福建省西南部汀江上游长汀县境内, 地理座标为北纬 25°33′～ 25°48′, 东经

116°18′～ 116°31′, 海拔 310m。本地区在大地构造上属于华南台块中的华夏台背斜, 包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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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的隆起和凹陷, 走向以北东为主, 属华夏构造体系。对本地区水蚀荒漠化影响较大的

是岩性特征, 由于成土母岩绝大部分是燕山早期黑云母花岗岩, 其组成以石英为主, 钾长

石次之, 含少量黑云母, 风化强烈。花岗岩风化壳一般厚 10 m , 有的厚达百米, 深厚的红

色风化壳为土壤的形成和发育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在植被破坏的情况下, 也为水蚀荒漠化

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母岩中钾长石、黑云母风化后, 剩下难以风化的石英砂粒, 虽然

土层深厚, 但结构疏松, 含沙量大, 抗蚀能力差。此外, 花岗岩多组节理发育, 部分地区

还发育着垂直节理的密集带, 这些节理在强烈的风化作用下, 促进裂隙的形成和发展, 使

土体处于不稳定状态, 在水力和重力的共同作用下, 崩坍、崩岗和各种类型的侵蚀沟极易

产生, 水蚀荒漠化迅速发展。

气候方面对水蚀荒漠化影响较大的是降水, 本地区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 由于周围

的地形呈东、西、北三面高, 中南部低, 整个地势向南倾斜, 东南湿热气团由南入侵后顺

汀江河谷北上, 受到北部山地的阻挡后, 气流被迫抬升冷凝成雨, 因此降水丰富, 年均雨

量达 1 700 mm , 降水的季节分配极不均匀, 4 月～ 6 月降雨占全年总降雨的 50% 左右, 且

多暴雨, 如 1980 年 7 月 13 日降雨 147 mm , 致使暴雨成灾, 频繁的暴雨造成强烈的水土流

失, 也为水蚀荒漠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动力条件。

112　社会因素

11211　人口过度增长　近几十年来, 河田镇的人口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表 1) , 尤其从 1963

年至 1983 年增长最为迅速, 到 90 年代初时, 河田镇的人口比 50 年代初时已番了一倍以上。

人口的飞速增长必然要使资源的消耗相应增长, 在可持续发展模式中, 人口的增长必须要

有资源更大幅度的增长为后盾, 才能保持生态环境的不被破坏及区域的持续发展。然而, 几

十年来, 河田镇的耕地总面积基本上维持在同一水平, 甚至还略有减少, 人均耕地面积则

大为减少 (表 2) , 再加上河田镇资源贫乏, 尤其缺乏煤、石油等能源资源, 人们日常生活

必不可少的燃料靠山上原本少得可怜的柴草, 人口的不断增长加大了对土地的压力, 人们

为了生存, 只能顾及眼前利益, 滥砍乱伐, 甚至铲草皮、挖树根, 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水

蚀荒漠化不断发展。

表 1　河田镇历年人口变化表

Tab11　Changes of the population in Hetian Town

年　　份 1953 1963 1973 1983 1993

人口数量 (人) 36 618 38 000 50 763 63 831 75 692

10 年内净增 (人) 　　　　　1 382 　12 763 13 068　 11 861　　　　　

年平均增长率 (‰) 　　　　　3177 　33159 25174　 18158　　　　　

表 2　河田镇历年耕地面积变化表

Tab12　Changes of the cultivated land in Hetian Town

年　　份 1953 1963 1973 1983 1993

耕地总面积 (hm 2) 3 91916 3 81813 3 60815 3 65719 3 64511

人均耕地面积 (hm 3ö人) 01107 01101 01071 01057 0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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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2　大规模的人为破坏植被　人口的不断增长不仅给河田镇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也为当

地荒漠化的形成和发展孕育了巨大的潜在威胁, 而一些突发性事件造成的大规模植被破坏

又成了该地水蚀荒漠化的导火线和直接原因。据近代史记载, 河田镇的植被遭到毁灭性破

坏有两次: (1) 1912- 1916 年间, 因为当时封建宗派的林权纠纷, 发生两次大规模的互相

抢伐林木, 这种掠夺性的乱砍滥伐, 致使苍翠山林不久就演变成灌草劣地。 (2) 1934 年国

民党实行第五次围剿, 红军长征北上, 国民党军队进驻河田, 大量砍伐林木充做军资, 又

一次使植被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50 年代以来, 当地政府虽然对水蚀荒漠化进行了部分治理, 但某个时期政策的失误又

使河田镇的植被屡遭大规模破坏, 如 1958 年大跃进炼钢铁, 砍伐了大量林木烧炭, 使森林

植被破坏严重, 涉及面广, 影响深远。“文革”十年内乱, 无政府主义思潮大泛滥, 群众性

的乱砍滥伐严重。80 年代初, 在落实山林权政策的交叉阶段, 群众对政策产生误解, 一部

分群众又迫不及待地对残存的一些林木砍光伐尽。河田镇的水蚀荒漠化本来就十分严重, 生

态环境极其脆弱, 经过这一次次的浩劫后, 到 80 年代初, 河田镇不少地方已经成为光山秃

岭、草木不生的红色荒漠了。

2　水蚀荒漠化的危害

211　表土冲刷, 土层变薄, 肥力下降

由于严重的水土流失, 地表失去植被覆盖, 表土受雨溅水冲, 使残存表土逐渐丧失, 土

壤有机质也不断被冲刷流失, 有的不仅表土 (A 层) 不复存在, 甚至出露土壤的淋溶层

(B 层) 或母质层 (C 层)。水蚀荒漠化严重的山地有机质含量平均不到 1%。据河田水东坊

1984 年 8 月 17 日采样的土化分析, 平均有机质含量为 0115% , 全N 含量为 01012% , 全

P 含量为 01022% , 全 K 含量为 4183%。80 年代初, 河田镇的农田有机质含量在 2% 以下

的面积占该镇耕地总面积的 60% 以上, 土壤旱瘠矛盾十分突出, 不仅农作物难以生长, 有

的山地甚至植树不长, 种草难生, 土地资源枯竭, 也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

212　江河阻塞, 水库淤积, 径流减少

由于严重的水土流失, 坡面径流挟带大量泥沙冲入河道、水库, 致使江河阻塞, 河床

不断抬高, 水库大量淤积。河田境内汀江支流不少地段河比田高, 河床一般高出田面 1m～

115 m , 最高处河田朱溪的冷水坑高出 217 m , 成为地上悬河。在大量泥沙淤积的同时, 径

流量不断下降, 1981 年的径流量比 1978 年下降 61%。由于泥沙泻入库渠, 给各项水利设

施带来严重威胁, 也使它们逐渐失去使用价值。

213　生态环境恶化, 水旱灾害频繁

严重的水蚀荒漠化, 使山地植被遭到破坏, 地表裸露, 表土冲刷, 粗砂残存, 增加了

对红外线的吸收, 致使气温升高, 蒸发量增大。河田镇山坡地表温度最高可达 7616℃, 且

昼夜温差很大。由于森林植被遭受破坏,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雨不能蓄, 旱不能抗, 每逢

雨季, 山洪暴发缺口破堤, 造成水冲沙压, 大片良田变成瘠薄的沙地。

214　光山秃岭, 四料俱缺

由于山地水土流失, 土壤干旱瘠薄, 森林、牧草生长不良, 因此, 木料、燃料、饲料、

肥料俱缺, 尤其缺柴对群众生活影响最大。据调查, 河田群众每户每日烧柴 1215 kg,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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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全镇 13 477 户, 全镇群众每年烧柴就超过六千万公斤, 河田不产煤, 全靠山地草木解

决。如此巨额的燃料消耗, 势必造成砍树铲草, 使山地植被遭受破坏, 并且长期得不到恢

复。

215　经济结构简单, 人民生活贫困

水蚀荒漠化的严重发展, 不仅造成生态环境恶化, 也限制了河田工副业生产的门路, 形

成了单一的农业生产。据水蚀荒漠化最严重的 1982 年统计, 集体分配部分中农业占绝对优

势, 林业收入不到 5% , 牧业收入没有, 渔业收入不到 2% , 全年人均产值仅 13415 元, 人

均年收入 10617 元, 人均月收入不到 9 元, 人民生活极端贫困, 成为福建省 153 个贫困乡

镇之一。

3　水蚀荒漠化治理的不同模式及其效益

河田严重的水蚀荒漠化在本世纪初已经开始出现, 到 40 年代时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

步, 1939 年时, 原福建省研究院土壤保肥试验区也曾对河田水蚀荒漠化的治理作过初步尝

试, 但由于当时战乱不断, 物价飞涨, 资金得不到保障, 治理时间又短, 因此收效甚微。50

年代以来, 当地政府对河田水蚀荒漠化的治理十分重视, 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 其中 50

年代主要开展以封山育林为代表的水土保持工作, 60 年代修建了数量众多的土谷坊, 同时

也采取了乔、灌、草同时上的生物措施, 70 年代除了大力宣传水土流失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外, 还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开展以开发利用为主的治理工作, 但水蚀荒漠化的全面振兴还是

80 年代以来, 尤其是 1983 年 5 月, 福建省政府把河田镇列为全省水土保持试点的重点, 确

立了不同样板, 进行不同模式治理的示范, 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主要模式有:

311　乔灌混交模式

试验区位于八十里河上游官心塘, 针对表土已被冲刷的石质坡地, 采取多树种 (如合

欢、胡枝子、紫穗槐、剌槐等)、高密度、乔灌混交、快速覆盖的模式进行治理, 经过 7 年

的治理, 治理区土壤侵蚀模数降低 9418% , 土壤的物理状态得到明显改善, 土壤变得疏松,

坚实度降低 56- 72% , 容重低, 孔隙度高, 有机质含量比治理前提高近 5 倍。治理区小气

候条件也明显改善, 使林内温差变化减小, 湿度提高。经济效益评估表明, 投入和产出的

费用比为 1∶315, 经济效益显著。

312　黑荆树水土保持林模式

试验区设在河田镇水东坊水土保持试验场, 原有植被为稀疏的马尾松小老头树, 土壤

为黑云母花岗岩发育的红壤, 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治理时沿等高线挖小水平沟, 施基肥, 营

造黑荆树水土保持林, 同时进行生长测定、径流观测、林内小气候观测及土壤理化性质测

定。对比研究表明, 黑荆树水土保持林显著地调节了小气候, 改善了土壤的理化性质。由

于林木的郁闭作用, 降低了风速, 减少了太阳辐射, 并且由于林木本身的蒸腾作用调节了

小气候。由于黑荆树根瘤菌固N 作用及枯枝落叶的分解, 土壤的理化性质得到很大改善, 土

壤中有机质大幅度提高。黑荆树水土保持林的经济效益也很明显, 据估算, 第一代林轮伐

期 3 年, 产出与投入比为 2125, 第二代林产出和投入比达 5167。黑荆树水土保持林不仅能

提供大量荆材, 解决了燃料的困难, 而且还能提供大量优质拷胶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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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多层次立体种植体系模式

示范场位于河田镇修坊村汀江东岸的赤岭, 大小山头 20 座, 劣地侵蚀严重, 地表裸露、

冲沟密布, 属强度水土流失区。治理采取了多类型: 分层次立体种植体系的造林、种草、种

果树等防治与开发相结合的模式。采取丘陵顶部种草, 丘坡挖沟种植黑荆树, 丘麓平缓地

种植果树, 有水源处辟为农田、鱼塘。对坡地上残存的老头松, 采取保护促进生长的全垦

种草抚育小老头松的措施, 在黑荆树与马尾松的防护林林缘崩沟边, 适当栽植李、桃、山

楂、金桔等果树, 并适时套种花生、黄花菜等经济作物, 以提高经济效益。采取这种治理

模式后, 昔日的满坡红砂如今成为郁郁葱葱的森林, 从而增强了山地的蓄水保土功能, 使

地表径流减少了 80% , 土壤侵蚀量减少了 92%。山地小气候得到改善, 夏天林内的地表温

度大大下降, 防止了日灼, 促进了草被的生长。林地表层土壤的颜色由红色变成暗褐色, 土

壤肥力增加, 其中全N 含量提高 412 倍。经过 5 年的综合治理, 促进了农、牧、渔业生产

的发展, 经济效益也十分可观, 不仅为社会提供了物质财富, 而且为类似流失区的治理树

立了样板, 推广了经验, 收到了长久的社会效益。

314 茶果场开发性治理模式

试验区位于河田镇南面的五里岗, 治理前是基岩裸露、沟壑密布, 树难长、草不生的

极强度水土流失重灾区。试验场分成 5 个区, 分别种植茶叶、柑桔、杨梅、苗圃及农作物。

经过治理后, 不仅提高了土壤的有机质, 而且原来 75% 的裸露地表得到覆盖, 目前场内茶

果已发展到 120 多种植物, 引来各种动物 70 多种, 生物多样性得到恢复和保护, 生态环境

逐步达到平衡, 变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茶果场开发性治理模式在当地起到了良好的示范

作用, 群众目睹了现实, 增强了信心, 河田镇果茶种植面积也由 1979 年的 1700 亩发展到

1988 年的 9 709 亩, 增加 517 倍, 也使当地农民在治理中增加了收入, 得到了实惠。

315　封禁治理模式

除了上述几种生物措施、工程措施外, 河田镇从 1983 年起组织了强大的护林队伍, 将

水蚀荒漠化严重的 4018 万亩山地全面封禁, 到 1988 年组织调查, 实践证明, 通过 5 年的

封禁治理, 植被得到迅速恢复, 效益显著、经济合算, 表明在人力、物力、财力不允许进

行人工强化治理之前, 先进行全面封禁, 也不失为治理水蚀荒漠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封禁

治理后, 水土流失程度明显减轻, 流失面积减少, 而且促进了原有的马尾松生长, 增加了

马尾松的密度, 保存了有效的分枝轮数, 提高了林木郁闭度, 从而也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4　启示与建议

我国南方花岗岩丘陵地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 孕育着发生水蚀荒漠化的潜在危险, 闽

西南长汀县河田镇的例子说明, 水蚀荒漠化的形成和发展是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综合

作用的结果, 其中成土母岩是造成水蚀荒漠化的物质基础, 气候条件是引起水蚀荒漠化的

外部动力, 而人类不合理的经营活动则是促使荒漠化迅速发展的直接原因, 人口无计划的

增长必然加大对土地的压力, 对土地荒漠化的形成和发展构成潜在威胁, 乱砍滥伐及某些

时候决策的失误及突发事件造成的大规模植被破坏往往成为发生荒漠化的导火线。河田镇

的例子在我国南方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花岗岩丘陵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然而由于种种

原因,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尚开展甚少, 还有许多问题诸如水蚀荒漠化的成因、形态分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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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趋势、治理模式等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同时, 我国南方花岗岩丘陵地区又是生态环境可

逆性很大的地区, 不合理的经济活动会造成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 丰富的水热资源又是荒

漠化治理的十分有利条件, 积极的防治能比较快地收到成效。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在重视北

方沙质荒漠化防治的同时, 把水蚀荒漠化的防治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

政策及资金投入等方面给予适当的优惠和扶持, 使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根本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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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SERT IF ICAT ION IND UCED BY W ATER EROSION

AND ITS COM BAT OF HET IAN TOW N IN

CHANGD ING COUNTY , FUJ IAN PROV INCE

Chen Zhiqing
( Institu te of Geog rap hy , Ch inese A cad emy of S ciences, B eij ing　100101)

Abstract

H etian Tow n of Changding County, Fujian P rovince, is a rep resentat ive of desert ificat ion

induced by w ater ero sion in granit ic h illy areas of Southern Ch ina. Two facto rs are accountab le

fo r the serious w ater ero sion induced desert ificat ion. In physical aspect, the th ick w eathered

ho rizona of the granite p rovide m aterial basis fo r the developm ent of desert ificat ion. Sufficien t

p recip itat ion and h igh rainsto rm intensity increase the w ater ero sion in tensity. In socio - eco2
nom ic aspect, rap id populat ion grow th exerted p ressure on land, several defo restat ion of fo rest

on a large scale resu lted in destruct ion of the vegetat 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 le’s R e2
public of Ch ina, m assive p revent ion and contro l w as carried out fo llow ing the p rincip le of scien2
t if ic experim ent and research in com binat ion w ith local peop les’ p ract ice. T he contro l and com 2
bat of desert ificat ion induced by w ater ero sion imp roved the eco logical environm ent signifi2
cant ly.

　　Key words　　H etian Tow n, D esert ificat ion induced by w ater ero sion, Com 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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