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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广西石灰岩山地是石山地区的主体，采用 “封 治、堵、改 的措吉蠡、 。林、农、牧， 

工 综台发展是山地农业的基础，理顺了 开发与治理 的关系}山地农业是治山之车．必山之 

路，对于南方峰丛山地区亦有重要的借鉴推广意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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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ly agriculture is the crux for the development ot 1imestone mount~nous region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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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西石灰岩山地及山地农业 

1．1 石灰岩山地是广西石山地区的主体 

广西全区岩溶面积为 8．95万 km ，占全区总面积的 37．8 ，可划分为峰丛山地、峰林平 

原，孤峰平原三大区域；其中峰丛山地多系中、低山地形 ，属典型的山地地貌，面积为 3．92 

万 km ；峰林平原中的边缘峰丛 (或称峰林峰丛)和邻近 山地一带的峰林谷地也大多为低山一 

山丘地形，面积约为 2．7万 km!．教总体上属于山地的面积约为 6．62万 km ，占全区岩溶总 

面积的 74 ，构成广西石灰岩岩溶山区 (通称石山地区)的主体，且大多分布在桂西北、佳 

西南步数 民族聚居地带；其次是佳东北、佳中一带，遍及 32个石山县 (市) 这些石山县，集 

1993一II一1s收橹 

38 

http://www.cqvip.com


吴应科：山地农业是浩山之本 ，兴 山之路 第 1】卷第 1期 

“看、少、边、山、穷 于一体，其石灰岩山地面积占 75 以上，平原和台地不足 25 ，地 

形崎岖．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目前尚有500万人未能稳定解决温饱，由此可见，石灰岩山 

地的岩溶改造．特别是农业改造任务之艰巨，面开发山地农业将是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可行 

途径。 

1．2 山地农业殛其特性 

顾名思义，石灰岩山区山地农业是指开发石灰岩山地的林、农、牧业资源．以及与之相 

关的工、贸、旅游业等，建立石灰岩山地太农业生产系统的农业体系 ，进一步可分解为以林 

为主的坡沟地农业和以粮为主的洼地平原 农业 ，它们之间的面积比约为 8：2，但如以山地整 

体而言，洼地平原仅是石灰岩山地的底面层次，是山地农业是小的组成单元． 阔的山坡、沟 

各、山体顶面有着最大的开发延伸空间，是发展山地农业的主体。概括起来，山地农业的基 

本特性反映在以下几个方 面。 

(1)农业资源的多样性 由于复杂的地质背景和气候的差异，造成各种生物种质资源相 

当丰富，仅植物资源即有 255科 1400属 4500种 ，昆虫达 3000种，大型真菌 82种 ，这是农 

业资源多样性的本源与基础 ，是开发山地农业巨大潜力所在 。 

(2)农业开发的立体性 在山坡地带自上而下一般可分为自然林带、混合 (自然与人 

工)林带、耕作带三个层次，林间、林下又伴生各种有价值的动、植物种类；沟坡地区一般 

为 自然林带和林农混作带二个层次。总体上 ．坡沟地与洼地平原构成多层次 、立体式的农业 

开发格局 ，较之平原农业区有着更大的开发空间，人均有效利甩土地面积数倍于平原农业区。 

(3)农业生态脆弱性 受岩溶特殊环境的剩约，石灰岩山地农业生态系统表现脆弱 ，集 

中反映在水土分离．易旱易涝 }森术一旦破坏 ，不易恢复 受其影响，农业生产处于低下且 

不稳定状态，粮食平均亩 ( hm )产仅为全区平均水平的 1／2～3／S。 

(4)农业地质背景的复杂性 由岩溶负效应综合作甩造成的石多土步、水土分离、土壤 

瘠薄、地形复杂、水文动态变化大、地表水与地下水系统同时存在 ，以及非岩溶化地层的穿 

插分布等 ，构成复杂的农业地质背景 ，这是造成石生性 、旱生性、喜钙性 、小生境性、暗生 

性 (漏穴及地下河中的生物)等生物繁衍多榉性的环境基础 ，是农业资源多样性的直接原因。 

但其复杂的地质条件也极大地增加了治理的难度 

(5)农业资源的分散性和经营的封闭性 受石山植物生长困难的条件限制，有开发价值 

的各种动植物资源品种虽多，但分布稀少或不集中，且品质也受气候等外界因素影响而不稳 

定 ，在较大程度上制约了农业规模化生产。此外．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长期封闭自守的小 

农经济与现代大农业的集约化经营相去甚远，故山地农业的改造任务极为艰巨。 

2 山地农业是峰丛石山区农业发展的唯一可行模式 

2．1 石山地区农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将不足 2O 的 “洼地平原”作为石山农业主要开发地。几十年来，在小小洼地内 

搞 以粮为纲”和为之服务的旱涝治理，耗尽了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 ，完全忽略了石山山 

地更太空同的开发与治理； 

(2)以牺牲森林资源的沉痛代价作为 “洼地平原 难以生产的生活能源的补偿．使森林 

资源遭受到不可恢复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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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石山洼地 是峰丛山区岩溶形成和发育的集中地段。也是物质能量交替循环最剧 

烈的地段 ，虽然它具有便于农业生产的诸多有利条件，如地下水易采易莲、地块较平整、利 

于粮食耕作等 ，今后还将是山地农业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通过改造，使其充分发挥 

粮作农业的作用。但磷也是旱涝、土地石化 (称之为石芽地)、漏水漏肥、土面塌陷等不良岩 

溶环境的集含地段，成为石山地区最为脆弱的地带，对其农业改造在许多方面 (如旱涝洽理、 

岩溶塌陷治理等)都超过石山的 “坡改梯”工程，这是束能重视岩溶环境对于农业生产的制 

约作用和影响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2．2 石山绿州和山林农业是山地农业的基本依据和发展基础 

广西峰丛山区的年降水量为 1250~1750mm，年平均气温为 17~22℃，这极有利于各种 

动、植物衍生繁殖。固此，虽然石山地 区缺水 (漏失于地下)步土，但凭借有利的水势条件 

和残存的基础植被，加之严格的封山育林措施，大面积的石山绿化也是指 日可待的．这是开 

发山地农业的基础。目前山村民寨几乎都有小片茂盛的风水林。成为石山荒漠中的片片绿岛， 

这主要是凭借 自然力量绿化的榉地 ．而散布在石山贫困区的 山林农业” (以林业为主的农 

业)，则是山地农业的雏形，它是以封为主、封造结合的产物，但却代表了石山农业的希望， 
一 些石山村寨经过十几至二十多年的不懈治理与开发，也取得了三大效益同步增长，基本上 

达到了人一地矛盾在较低层次上的统一。这是广大石山农民长期实践的硕果。虽然由低层次 

的 “山林农业”到高层次的 “林、农、牧、工 立体开发的 。山地农业 尚有一个漫长艰巨 

的发展过程，但 “山林农业”的发展必然是 “山地农业”，因为广阔的石灰岩山她为发展大林 

业 (林业及林下、林问有价值的各种物种)和农业多种经营提供了新的空间，这是山地农业 

发展的依据和发展基础。 

2．3 山地农业是石山改造和农业振兴的必由之路 

如前所述．山地农业具有显著豹生态性，因为生态环境的主体——森林是山地农业的基 

本物流，挂西北的峰丛山区和挂西南～挂东北的一部分峰林平原区至少有 65 的土地面积可 

用于林地开发；同时 ．栖息在森林里的各种有价值的动、植物资源，如药材、昆虫、大型真 

菌、野禽、野兽等亦可得到源源不断的开发。据对桂西南桂西北 2O个山地县统计，宣林面积 
1 

达 7780万亩 (1亩= hm )，封 山育林后，仅术材一项，年产值即达 19．45亿元 (按苏宗明 

等测算，以年亩产值 25元的现价计)，而经济林、果树、药材、香菇等开发价值更大；其次 

通过坡耕地的治理，将可新增免除旱涝之虞的梯田 (地)400万亩，为现有耕地面积的 1／4， 

既防止了水土流失，又为发展 二高一优”农业基地提供了条件。由此看来，山地农业不仅 

是石山治理之必须，而且也是石 山农业振兴的必由之路。 

3 山地农业的技术路线及可行性分析 

3．1 山地农业的控制因子及其主要技术路线 

岩溶山区，以其脆弱的特殊生态环境， 林、水、土”的协调配置更显得重要，也是直接 

影响自然界一切生物和农业发展的关键因子。发展山地农业要处理好三者的关系，就必须采 

取恢复生态、防止水土流失、增强林业优势的技术路线，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 —

以封为主，封造结合大力培育 自然和人工森林系统，恢复生态．涵养水源，增强以 

林为主的山地农业资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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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治理驶耕地 。砌墙保土，营造 三保田”(保水、像土、保肥)，建立山地旱涝保收 

稳产高产疆； 

— — 堵嗣成库。将地下河流域内的地下水、地表承、降水拦截予岩溶洼地，形成 。三 

水 并蓄的 “自然水库 ，起到农田灌溉、减轻或防止洼地涝灾、防止或减轻水土流失等作用， 

这是治农漕土的重要组成部分 ； 
— —

改造洼地中低产田。作为山地农韭的底蟊层次亟待由粗放农业转变为精细农田，进 

i亍中低产田 (包括果园)改造 ，使之成为山垃农业的 “二高一优”农业开发基地； 
— — 进行多屡次立体式开发。以林为主，多种经营，兴办乡镇企盟，以工促农，农工商 

并举，遂步办成具有石山独特优势的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大农监。 

上述诸方面，可概括为 “封治堵改，立庠开发．林为中心，多种经营”，这是融治理与开 

发于一律的发展战略种技术路线，将长期指导山地农业的持续发展。 

3，2 山地农业的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 

封 、治 、堵 改 是发鼹山地农业的基础工罄 ，具备技术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 

封：以封为主，封造结合。大量实践证明，采用以自然力量为主，遵循其颇向演替规律 

的封山育林措旌t对于水热条件较好、大部分地区尚保存有基础植技的广大石灰岩山地是行 

之右效的措施；同时，还伴以人工种植果树、经济林的措施，以提高林种的经济效益，其封 

造结合的比例一般在 8：2。对于森林植放严重退化地区．则必须采取人工播种或喷洒 。种苗 

营养演”(澳大利亚已普遗采用，称之为 “Hyormrlcm~”，是 由种子，营养元素、废纸、永等 

配制的液体)．使之形成林、灌、草的人工植被 ．继而逐步与 自然环境相适应而形成人工一 自 

然蒋、灌、草揎被系统。封造结合的措施，与现有的林业技术和农民的生活方式相适应，具 

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垒区 32个石灰岩山地县 (市)总面积为 8．47万km ．封山育林如以 6O 

计．折合为7600万亩 年亩平均出材量以现价25元计．则为 19亿元，除去年亩护林费l5元。 

为 l1．4亿元外．年纯收入则遮 7．6亿元 如造林面积接 15 计算。为 1140万亩，以营造油 

桐和柑橙为代表的经济林和水果林，平均 3年护林费及成本每亩以 300元计，则需投入 34．2 

亿元，但其年亩产值平均可达 300元，按 l0年产朝计算，总产值达 342亿元，扣除成本，年 

获利税达 3O亿元，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治：治理坡耕地。主要是砌墙保土，这是农民长期实践取得 “三保”效益的可行技术。可 

分石坎梯田 (地)和土坎梯田 (地)丽种 石山区以石坎为主．做到石坎坚固。田面平整，活 

土层0．3m以上。其超垦坡上植树造林。涵养梯田，实行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 

理，全区 32个石灰岩山地县 (市)共有坡耕地 758万亩 ，未治理的约 400万亩．有待提高标 

准的约 100万亩，总投资概算为23．26亿元，可取得明显的经济和生态效益，其中仅保肥一 

项每年步损失 9．6亿元 保水效益相当于近 4座大型水库；保±效益每年控制土壤流失量相 

当于 5寸多厚的表土层 8万多亩。总投入不足 1O年即可收周，如部分改种经济作物，经济效 

益将更为显著。 

堵：堵洞成库或称溶洼成库，区内已有上林县大龙洞水库、宜山县拉洞水库和里滴水库 

凌云县水源漏地下水库等堵洞成库的成功经验 大龙洞水库仅用 30m高的小型拱堤加上 

470m 长的防渗墙 ，即获得有效库容 1．O7亿 m 大型水库的效益；拉洞水库只用了 56m 的混 

凝土堵体即建成 1000万 m 的中型水库，虽然上述水 库 已经过数次治漏处理 (目前大龙洞水 

库尚在作最后防渗治漏处理，预计可达到基本不蒲的目的)，但总体上，其所需经费仍远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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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规模的山谷水库 因此，堵洞成库具有工程小、投资省、效益大的特点，关键是摸清可 

能渗孺的通道和部位，采取堵、-灌、铺等综合治理措施．一般容易取得成功．即使由于渗漏 

达到部分成库的目的，但其抬高地下术位和拦截瑟沙的作用．也有助予地下术的取用和环境 

的改善 ，推动山地农业的发展。目前全区查 明的地下河共 604条，70％分布在峰丛山地区，其 

中大中型地下河有 92条 ，假设开发其中的 1／2，即 5条 ，平均形成 800万 m 的小型水库，受} 

总蓄水量可达 3．6亿 ，根据已建水 库的修建费用，按正常水库单位有效永量投资 (约 1．5 

元／m )的 1／2计 ，则为 2．7亿元 ，可老溉双季承稻 田近 36万亩，或旱母 (地 )lO0万亩 上 · 

其增产的经济效益将数倍于投入的成本 ，这是开发岩溶水资源 ，达到灌溉、发电 养鱼、改 

善生态环境等综合效益的长远之计。 

改：洼地平原的中低产阳 (果匿)约有 1200万亩之多，主要是粮食产地，其次为果园。 

重点是农田水利灌溉设施的整修配套 、排涝工程 、土壤改 良。平均每亩投入 2000元 ，共 24亿 

元 ，达到粮食亩产由以前的不足 300Kg提高到 550Kg，果园单产翻番。其技术是可行 的，经 

济效益也是明显的。 

综上所述，各方面的总投资约为 90亿元，如按 5O年内完成这一目标，则每年平均投入 

1．8亿元，假设国家和农民各负担 50 ．即年负担 0．9亿元和 7．8元／人，完全有能力承担； 

如以30年计，年负担也仅 1．5亿元和 13．0元／人，积极创造条件也是有能力承担的。至于各 

种其它间接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则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 

4 山地农业的发展方略 

4．1 山地农业的开发模式 

以区域或地区资源环境的差异性作为粞定大农业开发模式的基本依据，因而不同的地貌 

形态和农业资源特点是制定农业开发方向和发展途径的主导因素。此外，以典型地区的地名 

作为模式的辅助名称，便于识别与称呼，据此，将山地农业划分为6种开发模式 (表 1)一为 

拟定石山地区山地农业发展方略提供重要依据。 

4．2 山地农业的规虫日方略研究 

1、指导思想 总的指导思想是；树立长期性、综合性、开发与治理高度统一的治山思路。 

同时，要长短结合、以短养长，突出重点，开发一片，巩固一片，带动一片，逐步形成高效 

率的运作机制和现代化的山地农业体系，与发达农业区接轨。 

2、阶段与目标 如以5O年为全程开发目标．则根据发晨进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有序地 

进行。 

试点及重点贫困区治理阶段 从现在起至 2I世纪初，选择典型地段建立 5,-~6个不同开 

发模式的试验示范点，探索高层次开发山地农业的方法途径，为连片推广提供经验和工程示 

范．对以都安、东兰、靖西为代表的尚未解决温饱和容易返贫的地区实施以 “封治”为重点 

的基础工程建设，森林覆盖章提高至 2o ～25 ，坡耕地治理完成 1／2以上，初步遏利严重 

的水土流失局面和石山荒漠化的发展，为这一地区的山地农业的发展奠定基础。通过发展乡 

镇企业和重点地区的中低产田改造，使重点贫困区的贫困农民稳定解决温饱同疆。 

分片实施阶段 在重点贫困区脱贫的基础上，有重点的进行分片 (按地区或流域)开发 

治理 ，使 z／3的山地县 (主要是重 点山地县)完成山地农业的基础工程．森林覆盖率达到 40％ 

以上 ，“林、水 、土 环境基奉协调 ，达到整治一片 ，见效一片，人一地关系开始进入 良性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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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人民生活步入小康，部分地区接近富裕(人均收入 2000元以上)，遗一阶段将持续至 2020 

年 。 

全面振兴阶段 运用示范试点和分片实旆成果，进行全方位地推进山地表监的发展，这一 

阶段将在 2l世纪 3O年代完成，生态环境将得到全面恢复 ，dj地农业逐步走上工业化 集约化， 

人民生活接近非石山区。 

巩固提高阶段 建立阻高科技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农业，完善农业工业他、集约化、市场 

化，国土整治达到较高水平，人民生活全面步八富裕水平。这一阶段将持续至 2l世纪 40~50 

年代完成。 

4．3 发展山地农业的战略性举措 

(1)以 “科技效益型 替代目前的 “劳动密集型 是实现 “二高一优 山地农业的关键 

性举措。形成阻推广实用科技和推进科技开发为主体，以典型试验和重大科研攻关为重点，是 

科技兴农 的基本内容。至 2000年。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份额应由目前的20％～ 

30 增加至 4O％，箕后再上升至 80 左右，而相应的科技投入亦应大幅度提高，以适应这一 

目标的实现 

(2)推广和开发替代薪柴能源，最大限度地减少本材消耗．这是当前也是长期的紧迫任 

务，要从资金、科技、管理等各方面予以支持，至 2000年应该有 40 的农户不烧术材，2020 

年增加至 7O％以上 ，大力 推行 “多元化 生活能源结构。 

(3)山地农业的发展涉及诸多矛盾和内外关系，顺应自然，理顺关系，将是推动山地农 

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正确处理坡沟地与洼地平原的关系 着力点应放在占山地面积 80 阻上的坡沟地，这是 

石山的潜力和希望所在．无疑 ，“封、治、堵 及坡沟地的开发始终是山地农业的重点。 

正确处理石山非石山的关系。碎屑岩占32个山地县面积的32．t ，加上碳酸盐岩与碎屑 

岩互层 ，共占 35．5 ，故非石山占有相当比重。充分利用非石山的资源环境优势，形成 互 

补型 石山改造模式，这必将有力地推动山地农业的发展。 

正确处理开发与治理的l关系。山地农业是开发概念，但也有治理内涵，以林为主的山地 

农业兴起之日，也是生态研：境改善之时， 封、治、堵、改 是农业环境治理工程t但也是开 

发林 、水 、土 (梯田)的重要手段 。山地农业及其包含的 “封 、治、堵、改 、“林、农、牧、 

工 两个子系统，巳充分体现了 “以开发促治理，治理保开发”的辩证思想，全面而有重点 

地实掩 “封 治、堵、改 是开发 “林、农、牧、工 山地农业的关键所在。 

正确处理投资与效益的关系。。封、治、堵、改 是基础工程，其初始投资应由国家和受 

益方共同负担 但必须强调 “谁破坏，谁治理 ，“谁受益t谁保护 ，并形成章法，使开发、 

治理与保护三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保证高效益地配置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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