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丘红壤区生态环境变化与对策

—
以赣东北余江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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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余江县位于赣东北山区向都阳湖平原过渡的地段
,

是典型的低丘红壤区
。

全县红 壤及红

壤性水稻土占土地面积的 90 %
,

在我国中亚热带东部湿润区有着广泛的代表性
。

研究其生态

环境的变化对红壤资源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

一
、

气候变化

(一 )近期气候变异的特点

近 36 年来
,

余江县年平均气温为 1 7
.

6 ℃ ,

年平均 日照时数为 1 8 09
.

5小时 ;
年平均降雨量为

一

7 4 1
.

3毫米
。

如果 以年平均气温 17 一 18 ℃为平年
,

< 17 ℃为冷年
,

> 18 ℃为暖年
,

则 50 及 60

年代应为暖
、

平年 ; 70 及 80 年代为冷
、

平年
。

年平均 日照时数的变化大致与其相对应
,

其 中

以 7 0年代为最少
; 年平均降水量变幅较大的其 中以 70 年代最为明显

。

可见
,

余江气候有向冷

湿
、

少 日照和旱涝年频 繁变化的迹象
,

且 四者相关性显著
。

(二 )全球变暖在该区的反应

据对全国 1 60 个气象台 (站 )的资料分析
,

我国气候变化与全球变暖并不完全一致
,

在北纬

35 ℃ 以南
,

东经 1 05 ℃ 以东和南岭 以北
,

是一个 明显变冷的地区
。

赣东北余江地区即属于此区

内
,

为此
,

余江县气候变异剧烈
,

气候异常和灾害性天气频繁
,

很可能就是全球变暖在该区

的 反应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1
.

炎夏年与凉夏年频繁出现
。

炎夏年有 5 年
,

即 1 9 62
、
一9 6 6

、

2 9 6 7
、

1 9 7 1和 1 9 7 5 ,

最高

气温 ) 3 5 eC 的天数> 3 5天
,

极端高温达 4 0
.

5℃
。

凉夏 年有 8 年
,

分别为 2 9 6 5
、

1 9 7 2
、

1 9 7 4
、

1 9 7 7
、

1 9 8 0
、

1 9 8 2
、

1 9 8 5和 1 9 8 9年
,

最高气温 > 3 5 ℃的天数 < 2 5天
。

高温 凉夏年 占统计年数

的 4 3 %
。

2
.

干旱与洪涝频繁发生
。

1 9 6 0一 19 8 9年有 6 年出现严重伏早
, 6 年出 现秋早

,

平 均每

2
.

3年有一次伏早或秋旱
。

出现洪涝的有 10 年
,

每年有 2 一 3 次大的连续降水过程
,

降水量达

2 80一 5 5 0 m m ,

日最大降雨量为 2 8 1
.

2 m n : 。

3
.

冷冬年和暖冬年交替发生
。

余江县在正常年份的极端低温
一 5一

一 6 ℃ , 1 9 6 7一 19 7 3

年是冬季寒冷期
,

最低温度达 一 g ℃
,

其后是冬暖时期
, 1 9 9 0年以前未出现过 一 7℃ 以下的低

温
, 1 9 9 0一 1 9 9 1年又是两个冬寒年

,

极端低温分别为 一 1 1
.

7 ℃和 一 15
.

1℃
,

是该 县有气象记

录 以来的最低值
,
以致柑桔遭毁灭性危害

。

二
、

土壤变化

民期 以米
,

余江县农业生产活动主要局限于丘间盆地和沟谷农业上
,

而对面积比沟谷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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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 4倍的低丘红壤的利用则重视不够
,

盲目开垦
,

重用轻养
,

终将导致红壤大面积退化
。

根

据余江县土壤普查资料
,

红壤退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侵蚀面积扩大

从表 1 可见
,

全县红壤侵蚀面积达 2 8
.

招万亩
,

占丘岗面积的 c15 %
。

与 50 年代相 比
,

不仅

侵蚀面积增加 了 1 1 5 %
,

而且中
、

强度侵蚀比例增加了 3 倍多
,

有些地方甚至已经 出现了裸名
-

和光头 山

表 1 余江县红壤侵蚀状况及肥力水平

侵 蚀程 度分 级

f 10 6
K g /k m 之

侵 蚀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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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例 `。 。 ) 有机质 ( g /k g 、

轻度
,

{
,

度

强度

( < 2、

( 2一 10

( > 10少

1 7
.

斗6

10
.

1 2 ;:
,

{

全磷 ( P Z
O

S
,

g /k g )

) l

有效磷 ( P 2
0

5 ,

g {k g

1
.

1 6

> 几

)— J

< 3

l一 0
.

< 0
.

5

5一 3

3 一 l

< 1

余江县受侵蚀土壤的肥力状况很差 ( 表 2 )
。

其特点是
:

( 1) 有机质含量极低
。

除少数土层达到
`

1 0 / k g左右外
,

其余大部分均小于 5 9 / k g
。

( 2) 全氮和水解氮低
。

全氮含量几乎都在 0
.

5 9 / k g 以下
.

水解氮轻 1度 侵 蚀 土 壤 为 5 7 -

7 6 m g / k g其余都在 s o m g / k g以下
。

( 3) 磷素奇缺
。

侵蚀土壤中全磷最高含量为 2
.

2 9 / k g
,

鼓低仅有 0
.

4 9 / k g
。

速效 磷 除 轻

度侵蚀土壤有 2 一 3 m g / k g以外
,

其它侵蚀土壤几乎检测不 出来
。

( 4 ) 盐基交换量低
。

侵蚀上壤一般为 8
.

17 一 1 7
.

35 o m o L ( + ) / k g
,

而该地区 无 明显侵蚀

的土壤约为 Z o e m o l ( + ) / k g
。

( 5) 土壤中全钾含量有明显的变幅
,

最 高 > 30 9 / k g ,

最低 < 1 0 9 /比
;
速效钾的含量最高

为 2 5 o m g / k g
,

最低 < 50 m g/ k g
。

此外
,

土壤钾含量的高低与土壤侵蚀程度之间无明显关系
。

侵蚀程 度 剖面号 全氮

( g {k g )

水解氮

(g }k g、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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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侵蚀引起的养分贫瘩化已成为红壤肥力衰减的根本原因
。

尤其是近 4 0年来
,

低丘红

婆的侵蚀又有了新的发展
。

造成浸蚀退化的因素很多
,

但大致上可分为 以下 几种
。

1
.

自然因素

( 1) 降水量多而集中
:

红 壤地处 亚热带湿 润季风气候 区属水蚀地带
,

降水量多和降水强

度大是红壤侵蚀的重要因素
。

据气象观测资料
,

春夏冷暖交替多阴雨
,

降水量 占全年降水量

的 51 %
; 夏季有暴雨

,

雨量集中强度大
,

成为水土流失的动力
,

流失量占全年的 51 丸
。

3 1 1



( 2 )地形起伏
。

丘岗红壤均有坡度
,

而且不是坡度陡 ( > 8 ℃ )
,

就是坡度长 ( > 10 0米 ),

一 以覆被破坏
,

汇水 面积大
,

易于水土流失
。

厂3 ) 母质疏松
:

红壤的风化母质层多数结构疏松
,

抗蚀性弱
。

余江县红砂岩类母质红壤

占其总血积的 68 %
,

水稳性低
,

透水性强
,

植被不易生存
,

裸露面大
,

易遭 冲刷
。

2
. _

产
、
为因索

( 1) 植 波破坏
:

余江县森 林艘盖率由 19 5洲卜的 31 % 下降至 9] 8 0年的 1 5 %
, 二

平均每年 i基减

自
.

8 ] %
。

( 2 ) 窗日以叭
:

毁林开荒
,

陡坡垦种
,

加之不合理的种植利用方式
,

搞顺坡种植
,

铲草

皮 积肥等
,

儿乎使 自然植被破坏殆尽
。

( 3) 能源危机
:

群众生活能源无着落
,

人约有一半 以土农户每年缺烧柴 4 一 6 个月左右
。

为此
. _

l : d“ 丘 )砍取硬柴
、

灌木草丛等
。

能源紧缺地 区甚至扒松针
,

铲 草皮
,

以致寸草难生
。

`二 )肥力衰减

近 2 0多年来
,

红壤及其发
一

育而成的水田广种薄收
,

旱 lI’d 不用
,

用而不养的现象较为普遍

余江县冬季绿肥 (紫云英 )面积儿乎减少一半
,

化肥投入量 也只 育全国平均投入量的 69 %
,

因

而土壤营养元 素亏缺
,

中低产 田 ` 2 5 0一 5 00 公斤 /亩 )增多
,

约占全县耕地的 2/ 3以
_

L
。

(三 )红城酸化
,

水积土潜育化

1
.

酸化过程

红壤是在高温多雨环境下遭受强烈风化淋溶形成的酸性土壤
,

粘土矿物简单
,

交换量低
,

易于受酸性沉降物 ( p H 4
.

5 6一 5
.

0) 和针叶树 (马尾松等 )酸性分 泌物质 ( p H
一

1
.

5左右 )的影响
,

形成较多的铝离子
,

对柑桔
,

花生
、

油菜等产生毒害
。

2
.

抗逆力差

红壤的抗逆力较弱
,

土壤板实
,

通透性差
,

有
一

效水含量范围窄
,

夏秋间易产生伏秋早
。

3
.

红壤性水积土潜育化

红壤性水稻土由于长期实行
“

稻一稻一肥
”

耕作制 以 及灌排不当
,

引起次生潜育化
,

其面

积近 5 万亩
,

约 占余江县水稻土总面积的 15 %
,

由于氧化还原 电位低
,

还原性有毒物质含量

较 高
,

养分的有效性差
,

使水稻根系发育不 良
,

迟发贪青
,

病虫害多
,

减产 10 一 20 %
。

总之
.

余江县红壤生态环境正在逐步退化
.

人 !
一

!
、

资源
、

环境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

农

业生产正而临严峻考验
_

三
、

对 策

余江县土壤的侵蚀
、

酸化
、

肥力衰减引起的红壤及其生态系统退化主要归咎于人为的不

合理利用
。

因此
,

改造生态环境条件
.

因地制宜开发利用 ; 优化农业牛态模式
,

充分发挥潜

在优 势
,

用养结合
,

促进整个生态系统的农
、

林
、

牧
、

果
、

渔业的 良性循环是主要对策
。

(一 )植树造林 全面规划山丘利用

植树造林是稳定水热状况的重要手段
。

低
.

丘红壤上营造护田林或实施棍农林业
,

对…于调

节农田小气候及解决能源
、

防治环境退化都有重要的作用
。

余江县灾害性天气频 繁
,

破坏性

有增大的趋势
,

营造农 ifl 防护林
,

搞好农田基本建设
,

以改善生态小环境
,

增强防御自然灾

害的能力
。

在果树品种的选择 卜
,

)
、

认以耐寒的柑桔品种为

3 ] 2

司时 可发展暖温带的落叶 果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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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
,

板栗
、

桃
、

柿
、

李
、

葡萄等
,

; l几忿常绿 与落叫
`

果树并举
气

此外
.

农 {} 物 山
.

需
.

世 一步调 正

品种布局
,

避免单一化
。

全面规划山丘利用
,

根据现代 农业发展的需要
,

对 自然环境包括地貌
、

地质
、

土壤
、

气

候
、

水文
、

植被等因素进行综合性评价
,

按 自然和经济规律制定与落实视划
,

向高产
、

优质

高效的持续农业方 向发展
。

(二 )实行立体农业

采取一坡多 用 (顶林一腰果一谷农一塘渔 )的综合配置和林果间套的多层利用
,

可提高光

能和地力 利用率
;

表 3 表明
.

实行农林混间作
,

土壤水肥效应及经济效益均较好
。

例如
,

花生

和林木间作较林木或花生单作既增加了土壤水分含量及其 有效性
,

又提高了土壤养分含量
.

同

时充分利用光能资源
,

增产效果明显
。

表 3 农林间混作的水肥效应

间混方式 水 分 养分

0
.

3 6帕特 水

量 ( g /k g )

林木 + 花 生 3 0 7

林木 2 + 8

花生 2 59

马 尾 松 2 4 6

阔 叶林 2 6 5

荒地 2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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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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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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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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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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