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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首地区移民安置区不同利用方式 

土壤肥力和土地生产力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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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峡工程蓄水、移民搬迁及土地利用方式改变将对库首地区土壤肥力、土地生产力和当地农业生产活动产生长

期潜在影响。本研究对移民安置期间三峡库首地区秭归、兴山、巴东和夷陵等县区农田、果园和茶园 3 种利用方式的 85 个样点

土壤的肥力状况进行了采样调查，并对当地土地生产力和移民经济收入状况等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三峡工程蓄水后，

库首地区农田土壤肥力水平较高，果园土壤其次，而茶园土壤肥力水平偏低；在蓄水和移民搬迁同时，当地加大农业投入，尤

其是加大果园和茶园的肥料投入，以保证农业生产发展需求；受蓄水和移民搬迁影响，库首地区 3 县粮食总产和单产均有所降

低，其中秭归县受到影响较大，但库首各县的粮食生产在三峡蓄水后总体保持稳定；库首地区各县，尤其是秭归县的柑橘和蔬

菜种植面积和产量保持逐年提高趋势，该地区的优势产业保持稳步发展，土地生产力未受到明显影响；柑橘经济效益显著高于

茶园和农作物，移民安置期间，秭归、兴山县人均纯收入保持逐年上升态势，库首地区农村的经济水平保持稳步增长。 

关键词： 三峡库首地区；移民安置；土地利用方式；土壤肥力；土地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 X171；D632.4         

 

三峡库首地区包括秭归县、兴山县、巴东县和夷

陵区，位于三峡水库前缘地带，是三峡工程蓄水首批

受淹没的地区[1-2]。三峡库区是长江中上游主要的水土

流失区域之一，受母质、地形和环境影响，土壤基础

肥力普遍偏低，同时易于发生水土流失，造成土壤质

量退化和土地生产力降低。土壤肥力是影响土地生产

力的核心因素，而土地利用方式改变引起的土壤质量

动态变化也已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3-5]。随着三峡水

库蓄水位 175 m方案的实施，人口动迁、土地淹没、

城镇搬迁和土地利用方式改变等问题不可避免，土地

原有状态的改变、人为活动的加剧，将影响库区农业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并可能进一步加剧人地矛盾[6-10]。

自库区各县搬迁安置工作开展以来，移民工作已取得

较大成果[11-12]，但土地淹没、移民搬迁及土地利用方

式变化对库首地区土壤肥力、土地生产力和移民经济

生活长期影响的研究尚比较缺乏[13-16]。本次调查通过

对库首典型移民安置区土壤肥力和土地生产力的分

析，采用点面结合的方法，深入探讨了移民对库首地

区的土地承载力、农业生产及经济状况等库区农业生

态系统要素的长期影响。以期为库区生态农业建设、

改善移民生产和生活质量、缓解移民地区生态环境压

力，提供一定的科学决策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本研究是以位于湖北省秭归县的中国科学院三峡

工程生态环境秭归实验站（31°3.53' N, 110°40.55' E）

为基地，对水库蓄水和移民搬迁影响到的广大库首地

区开展的长期调查分析工作。库首地区属于湿润亚热

带季风气候，大部分是高原山地，山脉海拔 1 000 ~    

2 000 m，其次是丘陵和台地，海拔 500 ~ 800 m，年平

均气温为 15℃~ 18℃，平均日照时数为 1 216 ~ 1 884 h，

区内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为 1 000 ~ 1 300 mm。库首

地区土壤类型较多，农业土壤以紫色土和水稻土为 

主，林地土壤有黄色石灰土、棕色石灰土、黄壤和棕

壤等 [1,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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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移民安置区土壤样本采集及数据分析方法 

移民调查采取点面结合的方法，广泛收集库首地

区各县、乡、镇的农业统计资料，并确定了典型乡镇

和典型村组进行重点调查。最终选择了秭归县水田坝

乡、归州镇、茅坪镇、屈原镇、郭家坝镇、沙镇、溪

镇、兴山县峡口镇、夷陵区太平溪镇、巴东县沿渡河

镇作为典型乡镇。土壤调查涉及的库首地区 4 个区县

见图 1 所示，星号标注为秭归生态实验站。土壤采样

点的分布根据当地区、县、乡、镇的面积和人口等实

际情况选取，以便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最终获得的

库首地区土壤样本数共 85 个，土壤有机质含量，pH，

全量N、P、K以及有效态N、P、K等肥力指标采用常

规农化分析方法测定[19]，土壤养分数据和获得的土地

生产力统计数据用SPSS 13.0 和Excel 2007 软件进行处

理和统计分析。 

 

 

 

 

 

 

 

 

 

 

 

 

 

图 1  三峡库首地区土壤和移民调查区域分布图 

Fig. 1 Survey region of soil and migration in the region of head part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2  结果与讨论 

2.1  库首移民安置区不同利用方式土壤肥力变化 

土壤调查选择的 85 个采样点分布于 4 个县区典型

移民安置区，因果园面积较大，其采样点也较多，约

占 70%，其余为茶园和农田，采样分析结果力求准确

反映 3 种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肥力和养分变化的基本

情况。根据图 2 土壤理化性状分析结果，种植农作物、 

 

茶树及果树的土壤肥力状况存在差异。农田土壤 pH 值

接近 7，果园和茶园土壤 pH 值平均低于 6，其中茶园

土壤在 4 左右，显著偏酸。农田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

肥力状况较好，而茶园土壤有机质含量较低，与农田

和果园土壤差异显著。土壤全量养分中 N 素水平为农

田＞果园＞茶园 ，而土壤 P 素水平差异不大。土壤有

效态养分中，碱解 N 的差异不大，农田土壤有效 P 显

著低于果园和茶园土壤，而有效 K 的含量则以果园土

壤较高。3 种利用方式的土层厚度为 50 ~ 70 cm，差异

不显著。 

总体而言，农田土壤和果园土壤的肥力水平维持

较好，而茶园土壤肥力水平则在中低水平。农田土壤

施肥较多、在不同作物轮作以及人为耕作措施作用下，

土壤肥力水平维持较好。但水库蓄水淹没低海拔土地，

尤其是水田，使该部分肥力较高的土地面积相对缩小，

无疑会对粮食生产产生较大影响。而果园作为库首区

域的优势产业，较大的化肥农药投入，成熟的栽培耕

作措施，使土壤肥力维持在中等水平。茶园多在坡地，

相对海拔较高一些，种植模式单一，人为干预较农田

和果园土壤小，并且土壤肥力背景值也较低，因此土

壤肥力水平较低。 

2.2  移民安置期间库首县乡镇化肥投入量调查 

图 3 结果显示了库首地区 4 个县区移民调查点的

化肥施用情况，可以看出与果园和农田相比，茶园的

N 肥和复合肥投入量最大，其中 N 肥投入量显著高于

果园和农田，而复合肥在农田中的投入量最低。从图

4 结果看出，化肥的投入总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尤

其是 2003 年三峡水库蓄水开始，秭归和巴东县化肥投

入先有小幅减少，而后又大幅提高，而兴山县化肥投

入自水库蓄水后一直逐年提高。图 5 结果显示了秭归

县 2003—2007 年不同种类的肥料投入量，可以看出复

合肥和 K 肥的用量增加较明显，N 肥和 P 肥用量有所

波动，但总体仍是增加的趋势。调查结果反映了在受

到土地淹没和移民搬迁影响的同时，当地加大了农业

投入，尤其是加大茶树、果树等经济作物的肥料投入，

以便保证当地农业生产发展需求，缓解产业结构调整

的影响，并减少当地农民的经济损失。 

    



  第 6 期            马 力等: 三峡库首地区移民安置区不同利用方式土壤肥力和土地生产力调查                903 

    
  

 

 

 

 

 

 

 

 

 

 

 

 

  

 

 

 

 

 

 

 

 

 

 

 

 

 

 

 

 

 

 

 

 

 

 

 

 

 

 

 

图 2  不同利用方式土壤肥力状况分析 

Fig. 2  Soil fertility under different land use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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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库首地区不同利用方式土地肥料投入量 

Fig. 3  Fertilizer inputs under diffident land use patterns in the region  

of head part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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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移民安置期间库首地区 3 县化肥总投入量 

Fig. 4  Total inputs of chemical fertilizer in three counties in the region  

of head part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during immigration resettlement 

 

 

 

 

 

 

 

 

 

 

 

 

 
图 5  移民安置期间秭归县肥料投入量变化 

Fig. 5  Changes of fertilizers input of Zigui County  

during immigration resettlement 

2.3  移民安置期间库首地区土地生产力变化 

因库区各县农业种植结构不同，统计平均得到的

粮食产量在总体水平上可能存在差异，但可以较清楚

反映不同年份粮食生产的总体变化趋势。根据库首地

区秭归、兴山、巴东 3 县以往 10 年的农业统计资料分

析，受移民及三峡蓄水影响，秭归县 5 个乡镇及 3 个

县总的粮食种植面积有一定程度下降，各县乡的粮食

总产量在 2002 年以后也存在较明显的降低。 

图 6 显示了库首地区 3 县土地粮食单产的变化情

况，可以看出各县在三峡蓄水前后粮食单产有明显降

低，这与蓄水淹没了部分低海拔农田土地有关，因此

土地生产力一定程度上受移民搬迁和蓄水的影响。而

在水库蓄水以后，随着新垦土地扩大、耕作措施的优

化，粮食单产又保持稳步提高的趋势。就粮食单产总

体趋势而言，兴山和巴东两县除蓄水期间外是逐步提

高的，受影响的程度相对较小，土地生产力也逐步提

高，而秭归县地处三峡坝区，受到水库蓄水的影响较

大，总体粮食单产是降低的。粮食总产和单产水平受

当地土地肥力和农村劳动力资源水平影响，蓄水淹没

和移民虽然使库首各县粮食生产受到一定影响，并且

秭归县粮食单产降低，但根据调查反映，库区各县乡

的粮食生产在水库蓄水后总体仍保持平稳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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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移民安置期间库首地区 3 县粮食单产变化 

Fig. 6  Per unit grain yields of three counties in the region of head part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during immigration resettlement 

 

根据农业资料统计，柑橘是秭归县的优势产业，

全县各乡镇柑橘种植面积和产量自 1996年开始逐年上

升，2007 年的全县柑橘总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较 1996

年提高了 1.34 倍和 0.7 倍。图 7 显示了秭归和巴东两

县在移民安置期间柑橘平均单产的变化情况，因柑橘

品种和种植模式不同，两县统计数据之间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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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可比性，但曲线反映出总体趋势。可以看出，作

为秭归县的优势产业，该县柑橘单产在移民安置期间

仍是显著提高的，而巴东县受移民和蓄水影响，柑橘

单产存在年际波动，并有一定程度降低。果园面积的

扩大、柑橘品种的改良、肥料和农药投入量的增大，

都使秭归县柑橘增产。三峡蓄水后，淹没大量低海拔

优质脐橙园，对柑桔生产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但是随

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区域柑桔产业带战略实施，

柑桔规模反而快速扩大，因此库首地区这部分优势产

业未受到显著影响。 

 

 

 

 

 

 

 

 

 

 

 

图 7  移民安置期间库首地区两县柑橘单产变化 

Fig. 7  Per unit citrus yields of two counties in the region of head part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during immigration resettlement 

 

移民安置期间，秭归县各乡镇蔬菜的种植面积和

产量存在波动，但有明显上升趋势，且上升幅度较大，

蔬菜种植面积与产量呈正相关关系。图 8 库区 3 县的

蔬菜单产反映菜地土壤的生产力变化情况，可以看出

2001—2003 年水库蓄水这段时间，3 县的蔬菜单产均

有明显降低，这与蓄水淹没低海拔土地有关，而随着

新垦土地面积的扩大、蔬菜品种的改良、种植措施的

优化、化肥农药投入的增加，蔬菜单产逐步恢复甚至

超过原先的水平。秭归县蔬菜面积总体较柑橘种植面

积少，使该地区蔬菜种植业的生产力仍然得到恢复，

并未受移民和蓄水的显著影响。 

2.4  不同利用方式土地经济效益调查 

由图 9 调查结果看出，果园年平均效益较高，达

到近 5.94 万元/hm2，其次茶园平均效益在 4.08 万元

/hm2，而种植农作物效益较低，这与该地区的实际情

况相符。柑橘和茶树种植面积较大，效益也较高，是

库首地区各县发展较好的优势产业，该地区在水库蓄

水以后大面积的旱坡地和旱坡梯田用于种植柑橘和茶

树，而水稻、玉米等粮食生产处于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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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移民安置期间库首地区 3 县蔬菜单产变化 

Fig. 8  Per unit vegetable yields of three counties in the region of head 

part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during immigration resettlement 

 

 

0

1

2

3

4

5

6

7

8

茶园 果园 农作物

土地利用方式

经
济

效
益

 （
万

元
/h

m
2 ）

 

 

 

 

 

 

 

 

 

图 9  库首地区不同利用方式土地经济效益 

Fig. 9  Economic efficiencies under different land use patterns in the region 

of head part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农民人均纯收入反映在移民安置期间当地农民总

体生活水平和经济状况，由图 10 秭归和兴山县 10 年

以来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农民人均纯收入保持逐年

增高的趋势，其中秭归县人均纯收入在蓄水前后，受

移民大量搬迁安置影响有一定程度降低，而后人均收

入又逐年提高。在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占有量有所降

低的情况下，得益于柑橘、茶叶、板栗等经济林产品

的发展及配套加工设施建设，库首两县农村的总体经

济水平仍保持稳步增长的状态。 

3  小结 

（1）土壤调查表明，库首地区农田土壤肥力水平

较高，果园土壤其次，而茶园土壤肥力水平偏低。 

（2）在受到蓄水和移民搬迁影响的同时，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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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n Soil Fertility and Productivity Under Different Land Use Patterns  

in Resettlement Region in the Head Part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MA Li1,  LI Yun-dong1,  XIA Li-zhong1,  YANG Lin-zhang1,  WU Dian-ming1, 2,  CHENG Xun-qiang1,  LIU Guo-hua1,2 

(1 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0008, China;  2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Abstract:  Water storage of the Three Gorges Project (TGP), immigration resettlement and changes of land use pattern may have long-term 

potential impacts on soil fertility, land productivity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development in the head part area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TGR). Based on these backgrounds, 85 soil samples of three typical land use patterns (farmland, orchard and tea garden) in the rural regions of Ziui, 

Xingshan and Badong counties were analyzed, and local land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status in the head part of the TGR were also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 After water storage of the TGP, The fertility of farmland soil was relatively high, followed by orchard soil, but tea garden 

soil was relatively low; To meet the demand for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local agricultural input increased, especially fertilizer input 

into orchard and tea garden; Yield and per unit area yield of grain decreased during water storage of the TGP and immigration resettlement, especially 

in Zuigui country, but grain production in the head part area of the TGR kept steady; Planting areas and yields of citrus and vegetable in three counties 

in the head part area of the TGR increased year by year, superior industries and land productivities were not impacted significantly; Economic benefit 

of citrus industry was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ose of tea and crop, per capita net incomes of Zigui and Xingshan countrie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economic level in the head part area of the TGR kept steady growth. 

Key words:  Areas of head part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Resettlement, Land use pattern, Soil fertility, Land productiv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