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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土地退化的涵义
、

危害
、

类型及人为活动对土 地退化的影响和土 地退化的防治进行 了全面地阐述
。

土地退化对人类生存
、

全球环境及农
、

林
、

牧生产 已产生巨大影响
。

因此
,

从全球出发
,

对我国土地退化及其防治进行研究
,

具有重大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

也是当前的一项紧迫的任

务
。

一
、

土地退化的涵义

土地退化是指人类对土地不合理的利用而导致土地质量下降乃至荒芜的过 程
。

其 影 响

可概括为
:

( 1) 直接损坏生态系统的生产力 ; ( 2) 通过水分与能量平衡交替
,

对全球气候及

C
、

N
、

S
、

P元素循环产生影响 , ( 3) 加速森林破坏
、

土壤侵蚀
、

水体污染及温室气体向大

气扩散等
。

纵观历史
,

埃及与印度等国的古代文明是凭借其肥沃的土地而兴起
,

而西印
、

西亚

及 中美不少地区却毁于土地退化
。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及环境规划署 1 9 8 6年统计
,

近千年来
,

全

世界已退化的土地达 20 亿公顷
,

当今每年退化的土地达 50 0一 60 D万公顷
,

若按此速率计算
,

今后 20 年将有 1邝的可耕地沦为荒地
,

如不采取防治对策
,

世界上 1 17 个发展中国家将平均减

产 19 %
,

到本世纪末
,

东南亚地区将只能养活其 85 %的人 口
。

我国农业耕种历史悠久
,

据 “ C断代
,

我 国西安半坡遗址内发现的谷物距今已有 6 0 0 0年
;

浙江河姆度遗址 内发现的稻谷
,

年代为 66 90 士 1 75 年
;
南方石灰性水稻土施用石灰的历史也达

1 6 0 0年
,

证明我国数千年的生产活动
,

加速了土地的进化过程
。

但另一方面
,

由于人增地减

的矛盾及对土地的不合理利用
,

造成土地退化
,

现有耕地中具有低洼
、

盐碱
、

风沙
、

干早及水

土流失等障碍 因素的达 5 亿多亩
;
耕地每年被 占用达 1 0 0 0万亩

; 因肥力减退而减产达 3 成的

耕地有 3亿多亩
。

二
、

土地退化的类型

土地退化的核心是土壤退化
。

按其过程
,

土壤退化大体可分为 3 大类
,

即物理退化
、

化

学退化及生物退化 ( 图 1 )
。

(一 )土壤物理退化 包括侵蚀沙化
、

紧实硬化及铁质硬化
。

土壤侵蚀是在人类活动影响

下
,

由各种营力作用引起的土壤物质移动而导致土壤退化的过程
,

它是土地退化的主要表现形

式
。

据统计
,

世界耕地侵蚀面积达 2 5 0 0万平方公里
,

占总耕地 27 %
。

每年因侵蚀作用而毁坏的土

* 本文曾在 19 9 0年 1 1月全 国土地退化学术会议上宣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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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有 600 一 700 万公顷
。

土壤侵蚀分水蚀与风

蚀两种
。

我国土城水蚀主要在西北黄土和南

方丘 陵山区
,

其面积为 15 0 万平方公里
,

占

全国土地面积 1/ 6 ,

平均流失土壤达 50 亿吨
,

相当于每年毁坏 1 5 0 0万亩土地
。

风蚀是与沙

化过程相联系的
,

我 国干早半干早地区
,

涉

及 n 个省区
,

面积达 1 49 万平方公里
,

其中对

农牧交错区有直接影响的风沙化而积达 33
,

4

万平方公 里
。

紧实与硬化
,

是土壤在机械耕作及侵蚀

影响下
,

结构变坏孔隙降低的过程
。

例如
,

我

国太湖地区曾因推行三熟制
,

几乎使 80 %的

水稻土出现紧实和粘 闭现象
; 东北黑土

,

在

大型机耕下出现压实现象
; 热带

、

亚热带地

区的红壤
,

在不 良耕作与侵蚀的影响下
,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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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土壤退化的 3 大类型
。

现脱硅与铁结核化等
。

( 二 )土壤化学退化 主要表现为土壤元素失衡及盐化
、

碱化
、

次生盐渍化和化学污染等
。

所谓土壤元素失衡
,

是指耕地在只用不养及管理不当的条件下
,

土壤养分含量不断下降的现

象
。

例如
,

我国东北黑土在不施肥情况下
,

开垦 10 年后
,

全氮含量由3
.

3降至 2
.

6 g k g
~ ` 。

开

垦 50 年后
,

又由 2
.

6降至 1
.

sg k g
~ ` ,

从而使小麦产量相应减产 30 一 50 %
。

土壤酸化
、

碱化
、

次

生盐渍化及化学污染也对肥力及产量产生不良影响
。

( 三 )土壤生物退化 有机质含量减少及土壤动物区系破坏的过程
。

我国沼泽化黑土
,

土

壤有机质在只用不养情况下
,

耕垦 10 年后
,

其含量减少 31 %
,

耕垦 50 年后减少 55 沁
。

土壤动

物区系的退化
,

热带地区比温带地区明显
。

土壤污染也加速了土壤生物退化
。

三
、

人为活动与土地退化

( 一 )乱砍滥伐森林加重了黄土高原的水蚀 近 30 年间
,

我国黄土高原人 口增加 1倍多
,

森

林又遭砍伐
,

子午岭森林线 已后退 20 公里
。

据统计
,

黄土高原每增加 1人
,

即要开垦 3一 5亩

土地
,

近 30 年陡坡开恳面积 已达 6 一 10 万平方公里
。

在此情况下
,

水蚀必然加剧
,

土壤侵蚀

量已由百年前的 1 3
.

3亿吨增加到 22
.

3亿吨
,

不仅影响生产
,

同时还危及人民的生命安全
。

(二 )人 口增长加剧草原风蚀沙化 建国以来
,

在半干早农牧交错地区已有 1 3亿草场发生

沙化
,

约占全 国草场的 1 / 3
。

乌兰布草原南部的商都县
,

百年前 ( 1 8 8 5年 ) 纯属草原
,

本世纪

20 年代开始移民
,

到 80 年代人 口与耕地均增加了 4 倍
,

而草原面积却减少了一半
,

还 有 1/ 3

的耕地发生沙化
。

近年来
,

沙化面积每年净增 2 1 0 0平方公里
。

可见
,

防止土地沙化的任务是

何等紧迫
。

( 三 )不合理的灌溉 引起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土壤盐演化 我国华北平原
,

在 50 年代
,

盐渍

土的面积仅为 4 0 0 0万亩
,

后来
,

由于不合理的灌概及耕种
,

加速 了次生盐渍化发展
,

盐渍土

面积竟增至 6 0 0 0万亩
。

1 9 5 4一 19 7 4的20 年间
,

内蒙后套地区的盐溃化面积增加 了43 一47 %
,

盐

斑面积每年以 1一 3%速率增加
。

据统计
,

我国现有盐渍土面积达 1 4
.

9亿亩
,

其中有潜在盐渍



化土壤达 2
.

6亿亩 占7 1
.

5 %
,

耕地中有盐渍土 1一 1
.

2亿亩
,

是我国农业生产中的一大隐患
。

( 四 )复种指数高导致农业地区土壤肥力减退 土壤中有效养分的含量是 有 限 的
,

氮可

供作物用20 一 40 年
;
磷 10 一 20 年 ;

钾 80 一 1 30 年
。

东北黑土
,

耕垦 10 年后
,

土壤有机质明显下

降
,

经 1 00 年后方可趋于平衡
。

据分析
,

土壤耕垦 10 年后
,

腐殖质含量减少了 31 %
,

耕垦 50

年后
,

减少了55 % ;
太湖地区由于盲目提高复种指数

,

耕层变浅
,

犁底层增厚
,

水稻产量减

少 5 0%
。

( 五 )大量工业废渣及农药污染了土壤 据统计
,

我国部分工业废渣就占地达 84 万亩
,

其

中占耕地 11 万亩
。

此外
,

受农药污染的土地也高达 2 亿多亩
。

这些人为造成的污染
,

对土壤

生产力
、

人类健康与环境均有严重影响
。

( 六 )采伐量过大破坏了森林草地 我国目前的森林采伐量较生长量高 n %
,

高于采伐量

的 43 %
,

更新量仅占采伐量的 57 % ; 而近年来草地每年退化约 1 0 0 0万亩左右
。

(七 )非农业用地侵占了大量耕地 土地被侵占也是土地退化的一种重要形式
。

50 年代初

期
,

全国有耕地 14
.

7亿亩
, 1 9 8 2年耕地为 16

.

5亿亩
,

尽管耕地有所增加
,

但由于每年被占用

的耕地达 7 00 万亩
,

所以
,

到本世纪末我国耕地面积将要减少 1
.

5亿亩
,

人均不足 1亩
。

土壤

生产力虽可以提高
,

但土壤 资源潜力有 限
,

耕地一旦被 占
,

生产资料不再复得
,

加剧人增地

减的矛盾
,

问题的严重性可想而知
。

四
、

土地退化的防治

( 一 )因地制宜
,

综合治理 应将土地资源
、

生物资源和环境条件统一起来采 取 综 合 治

理措施
。

首先
,

对生态平衡失调地区进行因地制宜的综合治理
。

例如
,

黄土高原应以水土保

持为 中心
,

禁止陡坡开垦
,

种草造林提高土壤肥力与作物的单产
;
黄淮海平原应提高土壤肥

力与复种指数
;
南方丘陵在防治水土流失基础上

,

要大力发展经济作物
,

实行农
、

林
、

牧全

面发展
; 北方农牧交错区

,

应禁止毁草造田
,

采用乔
、

灌结合及培植草地以治理风沙
; 热带

地区应增加 自然保护
,

注意立体垂直布局
。

第二
,

按生物气候特点
,

合理安排农业布局
,

除

东部为农区
,

西部为牧区进行区域生产外
,

在有条件地区实行集约耕作
。

第三
,

注意农
、

林
、

牧
、

渔全面发展
,

进行改土治水等农田基本建设
,

逐步建立优化的农业生态系统
,

达到全面

防治土壤退化的目的
。

(二 )总结经验
,

全面推广 在总结防治土地退化经验的基础上
,

针对不同的土地退化类

型
,

进行综合防治
,

逐步推广
。

1
.

关于治砂
。

以内蒙科尔沁地区为例
, 1 9 8 4年治理前

,

该地区的流沙面积有 1
.

5万亩
,

林

草覆盖度 < 10 %
,

粮食总产仅 1
.

5万公斤
。

但经过 4 年的防治
, 1 9 8 8年的流沙 面积仅 为原来

的 1/ 3 ,

粮食总产达 25 万公斤
。

毛乌素地区经 5 年的防治
,

其沙化面积减少了 12 %
,

产草量 由

16 公斤 /亩增至 88 公斤 /亩
。 “

八五
”

期间
,

将计划建立 8 个示范基地
,

以研究土地沙化过程及

沙地一草场复合生态系统的特 点
,

以期在重点地区使林草覆盖面积增加 i一 1
.

5倍
; 流沙减少

30 一 40 % ; 农
、

牧业产值提高 50 %
,

人均收入达全国平均水平
。

2
.

关于治蚀
。

关于黄土地区通过 11 个试区的治理
,

在试区中粮食 已 自给有余
,

人均达 40 0一

50 0公斤
,

人均收入增加 1 30 %
,

流沙流失量减少 50 %
,

坡面减少侵蚀量 4 5一 90 %
。 “

八五
”

期

间将建 12 个试区
,

结合小流域水土保持优化配置
,

可使试区内粮食增产 30 % , 人均收入增加

5 0% ; 流沙流失量减少 30 %
。

实践已经证明
,

陕北安塞县在
“

七五
”

期间
,

人均收入 已达 17 0一



“ g元
;
粮食单产达 30 一 0 7公斤

。

可见
,

在 10 年内有可能建成水土保持生态农业
。

3
.

关于治碱
。

河南封丘盐渍土区
,

经 1 9 8 3年至 1 9 8 9年的防治
,

粮食由 18 5公斤增至 53 8

公斤
,

人均收入由15 4元增至 6 28 元
,

全县粮食产量创历史水平
。

山东禹城盐渍土区
,

粮食单

产由 2 00 公斤增至 7 00 公斤
。

根据规划
,

采用综合治理及合理调节水资源和建立生态体系等措

施
,

到本世纪末
,

全区可增产粮食 15 0亿公斤
,

棉花 1 00 万吨
,

油料 15 。万吨
,

肉 2 00 万吨
。

4
.

关于治瘩
。

在红壤丘陵地区的 2 亿亩耕地中
,

酸化
、

结核化
、

养分贫瘩化 的耕 地 占

60 %
。

江西千烟洲试验站对 3 5 4 0亩荒地综合治理 6年
,

总产值由 0
.

58 力元增至 39 万元 (增 77

倍 )
,

人均收入由 1 30 元增至 1 0 7 8元 (增 8倍 ) ;
鹰潭红壤生态实验站采用了保持水土

、

培育肥

力及立体布局等措施
, 3 年内亩产由 50 0公斤增至 18 0 0公斤

,

茶叶产量翻一翻
。 “

八五
”

期间
,

将建立 10 个试验区
,

用以点带面 的办法进行全面治理
,

粮食产量估计可增加 2 00 亿公斤
,

热带

亚热带经 济作物生产可获得迸一步的发展
,

水土保持及生态环境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
。

5
.

关于治洼
。

我国三江平原有沼泽地 3 5 0 0万亩
,

由于排泄不畅而常受洪涝威胁
,

部分可

耕地土壤肥力退化
,

农 田抗灾力低
,

亩产不足 15 0公斤
。

通过试验
,

沼泽采用稻
、

苇
、

渔综合

利用模式
,

水稻亩产达 5 00 公斤
;
芦苇 2 0 0 0公斤 ; 渔业产值提高 1 倍以上

。 “

八五
”

期间
,

将通

过试区建设
,

使可耕沼泽地粮食产值提高 2 00 元
,

全区可增粮 2 5一 50 亿公斤
。

6
.

关于治林草
。

对林草进行整治
,

可以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

保持生态平衡
,

有利于各种

动植物
、

微生物的生长繁衍
,

有利于阻碍土地退化
。

(三 )保护耕地加强法制 据统计
,

我国后备土地资源仅 5 亿
一

亩左 右
,

其中可牧 用 的 2
.

5

亿亩 ;
可作经林用的 0

.

5亿亩
; 农用为 2 亿 亩 ; 沿海滩涂有 0

.

2亿亩
。

在人增地减矛盾下
,

必

须保护耕地
,

珍惜每 寸土地
,

执行上地管理法
。

此外
,

为了控制人 日增长
,

减少人类活动对

土地的破坏
,

还需制定法规
,

加强法制
,

执行森林法及水土保持法等
。

( 四 )组织攻关开展研究 为对我国土地退化进行全面治理
。

今后应组织各有关
一

单位
,

针

对
“

我国土地退化的时空变化对人类生存及生态环境影响及预测
”

进行科技攻关
,

具体研究项

日应包括
:

1
.

近数十年乃至百年来人为活动对土 池退化的影响及反馈
;

2
.

次生盐渍化
、

沙化
、

土壤侵蚀
、

」二壤肥力减退的物理
、

化学及生物学过程
;

3
.

极端 干早区及海陵交错带的沙化
、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和南方山地丘 陵的 土壤 侵蚀和
“

石质化
”

以及主要农区 (松辽平原
、

华北平原
、

太湖平原和江南丘陵区 ) 的土地肥力减退问

题
。

4
. _ _

卜地退化演变趋势的研究
,

并在此基础上建 立土地退化模式
、

土地退化数据库
,

开展

土地退化预测预报的研究
。

上述研究 内容可归纳为 5 大问题
,

即中国土地退化现状
、

趋势及土地合理利用途径
;
中

国水土流失的生态环境效应
、

社会经济后果及对策
; 中国沙漠化的生态环境效应及对策

;
森

林草地生态系统的整治与开发及生物多样性研究
。

并可按不 同区域
,

即红壤丘陵区
、

黄土高

原区
、

黄淮海平原区
、

三江平原区及半农半牧沙化区进行具体研究
。

五
、

结 语

( 一 )我 国土地退化问题严峻
。

一方面
,

随人 口增长
,

人均耕地不断减少 (建国初期人均耕地

3 亩
,

当前 < 1
.

3幻汀;
本 l丝纪末 < 1 亩 )

。

据研究
,

我 国土地资源最大承载力 (下转第86 页 )



的高低预示了交换性铝的高低
,

因此
,

所得临界 p H的实际意义是
:

土壤 p H在 5
.

5时
,

土壤交

换性铝全部消失
。

意味着在 以消除代换铝不 良作用为基本 目的时
,

石灰用量 以能使土 壤 p H

升到 5
.

5即可
。

施用石灰对磷吸附的不同影响
,

实际上都是受统一的机理所制约的
。

其中最主要的是土

壤代换性铝以及土壤 p H
。

据此
,

我们得出一个有实际意义的结论
:

土壤 p H S
.

5 ,

可以作为土

壤施用石灰的临界指标
。

土壤 p H 大于 5
.

5
,

一般无须施用石灰
,

当然
,

对于种植某些对酸非

常敏感的作物的土壤则属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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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_

七接第 60 灭 )

( 人均粮 5 00 公斤 ) 为 16
.

6亿人 ; 另一方面
,

在现有的20 亿亩耕地中
,

有 5 亿亩
,

即近 1 / 4的
_

{二地

因不合理利用而退化
。

(二 )我国在防治土地退化方面有丰富经验
。

只要因地制宜
,

总结经验
,

点面结合
,

综合

治理
,

增加投入
,

引用科学技术及制定法规
,

是能够防治土地退化的
。

(三 )作为科技工作者
,

我们呼吁
: “

积极行动起来
,

加强我 国土地资源退化防治与研究
,

为

防治土地危机
,

为人类生存及改善生态环境作出贡献 全” 拯救土地退化
,

拯救土地资源
,

就是

拯救人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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