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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南红壤丘陵地区 

农业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 
I．优势、潜力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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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 要 我国末南虹囊丘盛地区墨毳臣热带、王热带最沸#果、妊挤作物盈名量苟材等名、特、优创 

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在全圉商晶妊挤盖晨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和搞好诙地区的寝生持襞发展和生吝环境 

建设．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发晨具有重大I；睛。文章麓谩地区的优势、潜力、问犀和夸后发晨对策辱作了研究。 

美键铘 壑堑 壁．盔 董彗盖墨；生奎 撞塞i呈 

我国东南红壤丘I霞地区．地处热带、亚热带，大致包括长江流域的大部及其南部，约跨南方 

10个省(区)(琼、桂、粤、闽、赣、浙、鄄、苏、皖)，619个县(市)，11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 

面积的u．8％(整个南方红壤地区总面积为217．96万平方公里．包括15个省区，其中东南红 

壤丘陵占52％)．人口约占全国的30％。本区自然条件优越．气候生产潜力是我国东北及华北 

地区的1—2倍。此外，尚有3亿多亩未开发的丘陵山地和2．5亿亩宜于近期开发的低丘岗 

地．还有5亿亩林地及1亿亩可开发利用的灌木疏林地。是我国热带、亚热带经济林果、经薪 

作物及名贵药材等名、特、优创汇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在全国商品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对土地资源不合理的开发与利用．致使生态与环境破坏所带来的农业滞后 

和土地退化成为本区在经济发展上最大的制约因素。因此．针对土地资源的综合开发与生态 

环境建设问题进行深A研究与探讨．将对本区国民经济及农业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I 现状和特点 

1．1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根据自然资源类型分析，本区具有以下特点(表1) 

衰1 东南缸壤丘麓区可再生瓷潭坦台羹型构扈【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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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棘地多．耕地少。林地占本区总面积的35％，区内有72 5％的县以林为主，或林一耕、 

林一牧结合：只有17．8％的县以农为主，或耕一林、耕一牧结台。林业生产力不高，其产值仅 

占农业总产值的6 17％，而种植业的产值占了51．54％； 

2．沟谷宜农荒地开垦利用比较充分，部分地区出现过垦： 

3，区内有较丰富的牧用地资源和水面，但未能充分利用，对今后农业转型、培植经济增长 

因子有重要意义： 

4，低丘台地可开发面积达2．5亿亩，是综台开发条件较好的后备土地资源。 

1．2 社会经济状况 

1，人均收人提高，农村经济水平上升。1991年区内农村人均收人为705元．比1985年增 

长92％．按可比价计算，年递增率为1．85％，接近全国水平。经济发展使贫困的地区和人口逐 

步减少(表2)。 

表2 东南红壤丘陵区农村~ R(1991 

2．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91年本区已有近12％的县(市)的乡镇工业 

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60％以上，有些地区的非农产值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90％以上 

(表3)。产业结构呈现出由种植业型农业向大农业和非农产业型过渡
。 

表3 农村产业结构现状【1991)I2~ 

3，农村综合实力增强。根据农村经济的水平、结构、效益和科技水平的综合分析(表4)
， 

本区内珠江三角洲、杭州湾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村综合经济实力较强
，这些地区也是我国“农 

村综台实力百强县”的密集分布区。 

囊4 农村缘台实力分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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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生态与环境状况 

根据综合指标，将本区的生态与环境状况划分为三类．在不同地貌类型中，其分布情况是 

(表5)： 

1．平原区生态环境质量主要与农药化肥及工业污染状况密切相关。区中杭州湾、福建沿 

海及广东沿海平原．如璩扛三角洲等农业集约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农田化肥面源污染严重．生态 

环境质量差；而广西的左右扛、柳江地区以及海南省的东部沿海平原等农业生产水平较低，以 

传统型农业为主，生态环境质量较好；其余大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则处于中等状况； 

2．丘陵区以湘中、桂西、琼西最严重．主要表现为森林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湘赣交界 

的罗霄山区最好，森林覆盖事达80％以上。生态环境状况处于中等水平的地区主要集中分布 

于浙、赣、闺三省，以金衙盆地和江西上饶地区为代表； 

3．山区生态环境状况比较怒化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鄂西南、湘西南、润西北、皖东南及桂西 

石山地区。而生态环境良好的山区主要分布在武夷山和湖南的会同、资兴等地、南岭则属生态 

环境中等的类型区。 

寰5 东南红蕈丘陵区的生盎与环境状况f单位；万亩 

1．4 现状特征的综台分析 

综合上述自然资豫、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状况的分析，通过计算机处理(图1)，可以看到： 

1．资源不丰、综合经济实力弱或褪弱、生态与环境状况差的类型。代表性地区包括桂西石 

山区、鄂西南山她、湘西、桂东南、皖南和琼西等地： 

2，资源较丰、经济实力较强、生态环境质量较高。主要集中在福建中西部低山丘陵区； 

3，资源丰富、综合经济实力较弱、生态环境质量较高。包括浙闽沿海丘陵山区、赣中及湘 

赣交界的江南丘陵区； ． 

4，资源较丰、综合经济实力中等、生态环境质量中等。集中分布于浙江中西部、赣东北、两 

湖平原及南蛉山地； 

5．资源较丰、经济实力雄厚、生态与环境质量恶化。主要分布在苏南、杭州湾及璩江三角 

洲 

根据以上综合分析可见，越是社会经济发达的地区，其资源与环境的破坏]旺为严重．说明 

当前不少地区的经济发达．是以破坏环境与资源作为代侨的．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深思和高度重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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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1 末南虹壤丘陵自然瓷一一生态环境一社会经济墚台状况田 

里 说羁 d；生毒环境状况慧的； ：生毫环境状况中譬；s3=生毒环境状昆良好；jl：牡会最持状况报差 

丑：杜台最辨状况差的}j3：杜套垣济状况中等}孙 杜会经济状况良好和撮好。 

2 优势潜力 

2．1 自然资源的优势与潜力 

由于本地区受东南季风之毫，是我国水热资源丰富、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 

之一．其生产潜力很大。在本区．生物循环再生和土地更新能力强．全年都能发展种植业，有利 

于多熟镧立体种植的发展。全区平均复种指数为199(浙江高达247)，尚可进一步提高。以 

光、温、水为指标的气候生产潜力，除秦巴山区外，在46---54吨／公顷·年之间，平均达51吨／公 

顷·年。分别是三江平原的2．63倍、黄土平原的2．66倍、黄淮海平原的 L28倍。而目前大面 

积种植业平均产量仅为气候潜力生产量的20％左右。如果考虑土壤肥力因子．从光、温、水、 

土生产潜力与当前该区粮食生产水平(2／3的耕地为中低产地．产量为8．6吨／公顷)的比较来 

分析耕地的生产潜力。那么平均每公顷可增产4．5吨以上，其中以海南岛最高．达l2．21吨／公 

顷。全区增粮潜力总量约为5500万吨；本区尚有2000万公顷来开发的山丘荒地(其中1000 

万公顷宜植树造林．400万公蜃可用于农耕)、1600万公顷低丘岗(台)地(是近期开发条件相对 

较好的资源)和30％左右的水域面积以及河潮、滩地和640万公顷的东海、南海滩涂等重要后 

备资源可供开发和j用 J。 

在林业生产方面，本区3300万公顷现有林地的挖潜和660万公顷灌木稀疏林地的开发将 

对全区林业产值与林产品增加产生巨大影响，可建成我国最大的速生林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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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也是我国热带、亚热带经济韩果、经济作物及名贵药材等名特优刨汇产品的重要生产 

基地，盛产橡胶、竹木、油桐、茶叶、麻类等经济作物以及热带、亚热带水果如香蕉、柑桔、龙眼、 

荔枝等，具有巨大的特色生物产品贡献能力(表6) 同时是全国意义的可供未来规模经济开 

发的商品建设基地，不但产品类型众多，而且分布格局全面，其潜在的经济贡献必将通过综合 

开发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寰6 寨南红壤丘陵区热带、亚热带经济作袖豆水果产品对全目的贡越率c1991)【l’ 

此外，本区以有色金属为特色的矿产资源极其丰富．合理开发利用这类资源．同时注重生 

态环境保护，将对本区经济建设和农业开发产生巨大推动作用。 

2 2 区位条件与牡会经济发展潜力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耜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人，本地区将逐渐成为具有巨大发展潜 

力的地区，如以广州、深圳等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汕头一厦门一福州一温州一宁渡为 

轴心的东南沿海地区．以杭州、上海及南京等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长沙、南昌为轴心的 

两湖平原地区，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三峡工程为契机的长江流域经济建设带以及北海沿边 

贸易带。同时，京九铁路建成之后，也将会形成以九江一南昌一吉安一广州为轴心的沿线经济 

开发带。此外，奉区集中了5个经济特区。8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和8个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实 

力已相当雄厚．为腹地山丘资源的开发注人了活力．而腹地山丘资源的开发又将为沿海沿江经 

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保证和雷盾。因此．本区具有沿海、沿江区与丘陵腹地间在农业生态和 

经济网络上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巨大区位优势。 

3 面临的同题 

长期以来．由于对资源的各种不舍理的开发利用．本区上述巨大的优势与潜力．不但未充 

分发挥，各种资源与生态环境退化过程反而日趋严重．人地矛盾意来禽突出⋯。总括起来．当 

前整个区域农业发展面临下列主要问题： 

3．1 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 

当前奉区人均占有土地面积7．36亩，仅为全国平均值(14亩)的一半，人均耕地(O．93亩) 

也明显小于全国平均值(1．42亩)，且后备土地资源中耕地极其有限，质量差，开发投资大。另 
一 方面，在经济较发达的沿海、沿江地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比较注重经济开放．而尚未顾 

及资源的全面开发，使农村劳力超限度向二三产业转移，耕地抛荒现象已相当普遗，而且乡镇 

工业和开发区对耕地的侵占和污染也日盏加剧，加上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地矛盾相当尖锐。农 

业呈萎缩状态。 

3．2 农业结构不合理．山丘优势束发挥 

本区在地貌组成上，以山地(主要是中、低山)和丘陵为主体 各占该区总面积的38％．而 

在土地资源利用上，长期实行以种搪韭为主体．以粮食为中心的单一的“掏谷农业 模式，即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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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占全区面积20％左右的山间及丘间沟答、河谷平原和缓坡地实行相对集约的农业经营．近 

80％的劳力拥挤在这里，而对大面积的山丘，则几乎处于荒闲状态(不包括在一段时间内的毁 

林种粮)．使占地总面积35％的林地的优势远未发挥。 

3：3 土地资源退化。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由于长期不合理的土地开发利用．导致和加剧了本区的水土流失。当前本区水土流失面 

积为24．8万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21 4％．其中强度和极强度流失面积_3 分g9占总流失 

面积的16．81％和6．62％．与前人研究的结果比较，赣湘闽粤桂五省区的水土流失面积比5O 

年代增加了2．37倍．比80年代增加了18．4％(表7)。 

据调查．赣南、粤东、湘西、湘中、桂东南等地区水土流失较为严重。本区619个县(市)中． 

具有明显水土流失的县有159个，其中强度以上流失的县共25个；浙湘闽粤桂5省区每年表 

土流失量为5．85亿吨，楣当于每年冲去31_2万亩耕地的耕作层，损失养分1796万吨。 

此外，本区存在土壤侵蚀潜在危险的面积为22．35万平方公里，其中土壤抗蚀年限在10 

年以下的土地面积达2．8万平方公里。更为严重的是．粤桂2省区尚有2．1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一旦植被遭到破坏，在一年内就很可能将表土层全部冲去。 

衰7 部分省区水土渲失面积动态变化 

本区地处热带、亚热带、高温多雨．矿物风化和土壤淋溶作用强烈．土壤多呈酸性反应。阳 

离子交换量蛞，保肥性能差，自然肥力不高，土壤综合肥力大多处于中、下水平(图2．表8．表 

9)。耕地中有68％为中低产田，普遍缺少有机质和氨索．全部旱地和60％的水田缺磷，58％的 

耕地缺钾，80％缺碾．64％缺铝，49％缺锌，18％缺镁。因此．土壤养分贫瘠化已成为本区农业 

持续发展的障碍因素。 

衰8 东南红壤丘陵区土壤肥力现状聂利用水平(控衰9指标进行分氧】 

此外，由于化肥、农药残留及酸雨影响，土壤酸化及各种土体和永体污染过程也日益严重。 

据统计．目前区内因酸化、潜育化及污染面造成低产的土壤面积已超过1亿亩。对本区东都红 

壤丘睦区化肥使用情况的统计结果(表1O)表明．该区化肥使用量明显超出全国平均永平
． 尤 

以沿海的福建、广东两省超出程度高达2倍之多．浙江和江苏两省也达1
．6一1．8倍。以福建 

省为例．1991年亩均化肥纯用量达柏．88公斤．其中亩均折纯氮肥用量达26．40公斤，已经高 

达增施化肥而不增产的地步，而农田化肥、尤其是氮肥的潜在面踩污染间题日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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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 东南红壤丘陵土壤彝分的综台贫嘉化状况嘲 

裹9 末直丘麓区扛壤量力状况评价标准【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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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民收入差异显著 

西部地区农业沿岗、丘、山呈环状分布．生产水平低．产量不稳。东部丘凌农业偏重于。沟 

各 发展．土地利用率低，经济发展缓慢。沿海沿江经济发展迅速．农业增值快，生产面貌迅速 

改变。分析表明(表11)，本区农村人均社会总值和劳动生产率。无论是数值还是年递增辜都 

呈现出沿海一沿江一腹地逐步递减的趋势。这种梯级分布造戚了劳力由腹地向沿江、沿海流 

动。由于劳力和资金的高度集中，促进了沿海、沿江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也加劂了与腹 

地之问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性。 

寰11 j骨海．精江豆奠地主要竖济指标 

从产业结构看．非农产业的比重表现为沿海一沿江一腹地递减，非农业产品的变动速率以 

沿江为最高，它处于经济迅速变动期，将成为今后本区在经挤上极富活力的地区之一。因此． 

如何利用当前出现的有利形势，突出重点．逐步调整经济布局，是本区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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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土壤与气候变化国际研讨会”即将召开 

烃国际第四纪联音会(INqUA)和国际土壤学会(ISss)所属的古土壤委员会发起．INqÛ 执行委员会和 

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 古土壤与气候变化国际研讨会。将于 1998年7月27日一30日在兰州大学举行
．台 

前、会后和含中将分别组织沿青囊高原西部(巴基斯坦一喀什一吐鲁番)和东部(兰州一九寨沟一百秦岭)及黄 

土高原百部的野外考察。有兴趣者可与兰，II大学方小t博士联系(F-ng xi旷 Mm，Td＆ F峨：0931-- 

891--3362；F．．mai!：Fangxm@／“edu．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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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