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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岩溶地区石漠化分布特性与防治对策分析 

姜丹玲 
(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广州 510520) 

摘要 采用遥感影像和 GPS实地勾绘图斑、结合地面调查方法和 GIS技术对广东省岩溶地区石漠化进 

行监测，描述了全省石漠化面积和程度分布，分析 了石漠化的分布特性与动态变化，提出了石漠化防治相应 

对策，为全省石漠化防治提供可供参考的技术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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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to the Distributed Characteristic and the Prevention -cure 

Countermeasure for Calcareous Rock Region in Guangdong 

Jiang Danling 

(Forestry Survey—planning Institute in Guangdong Province，Guangzhou，5 1 0520) 

Abstract In this paper，Based on the remote sensing image and GPS to protract figure on the spot，the ac— 

tuality monitoring of calcareous rock in Guangdong have been accomplished with the field survey method and GIS 

technique．The distribution of area and degree on calcareous rock have been described，distributed characteristic 

and dynamic change have been construed．Thereby，the prevention—cure countermeasure propose to provide techni— 

cal father approach on area coverage have been presented． 

Key words calcareous rock region，desertification，distributed characteristic，prevention—cure counter一 

石漠化是“石质荒漠化”的简称 ，是指在热带 、亚热带湿润一半湿润气候条件和喀斯特区岩溶极其发育 

的自然背景下，受人为活动干扰，地表植被遭受破坏、土壤受到严重侵蚀、岩石逐渐裸露而呈现出类似荒漠景 

观的演变过程。石漠化是岩溶地区土地退化的极端形式。 

广东岩溶地区主要分布在本省西北部，韶关、清远等北部地区连片集中分布，肇庆、云浮、阳江等西部地 

区呈零散分布。早期岩溶地区因人口的过快增长和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生态环境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地表土壤大量流失致使石漠化，危害极为严重。但多年来石漠化的防治工作也在积极开展，通过长期的封山 

育林、植树造林、能源建设、配套设施建设等防治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恢复了岩溶地区林草植被，有效 

地控制了地区水土流失。但石漠化治理是生态环境建设工作中最难啃的“骨头”，在短期内难以取得明显的 

效果。为正确评价石漠化治理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对石漠化过程的影响，2005年本省 

相应开展了岩溶地区土地石漠化监测工作。本文旨在监测数据资料基础上，分析本省岩溶地区石漠化的现 

状与动态变化信息，研究石漠化治理相应对策，为全省石漠化治理提供可参考的技术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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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岩溶地区自然概况 

1．1 地理位置 

本省岩溶地区涉及清远 、韶关、肇庆、云浮、阳江、河源等 6市 21县(区)，行政区域面积482．1万 hm ，地 

理坐标北纬21。56 ～25。33 、东经 111。30 ～115。06 ，所处区域西与广西自治区接壤，北与湖南省、江西省相 

连。 

1．2 地貌 

北部地貌以中、低山为主，西部以丘陵居多；岩溶地貌分布其中，发育典型，地下河普遍发育，地势由西部 

向东南倾斜。从粤北山地至粤西丘陵，由岩溶强烈切割的山地向溶蚀堆积的平原转化，岩溶地貌为峰丛、峰 

林、弧峰三大类型。峰丛型石山密集，基座相连，负地形发育，其间漏斗、落水洞、圆洼地发达，以乐昌、阳山为 

代表；峰林型多呈圆柱形或锥形，以清新、连南为代表；孤峰型孤峰分散，孤立在岩溶平原上，以怀集、阳春为 

代表。 

1．3 土壤 

岩溶区土壤多为由碳酸盐岩溶蚀残余物发育而成的石灰岩土，根据其发育程度和性状分为红色、黑色、 

灰色和黄色石灰土4个亚类。红色石灰土和黑色石灰土是本区最常见的类型。红色石灰土多分布在石灰岩 

山地海拔300～600 m间平缓的山腰和山麓，土层较厚，土体干燥，植被较差，土壤有机质少；黑色石灰土，分 

布在石灰岩山地海拔600 m以上的岩隙、岩沟和低洼处，土层厚 30～80 cm，湿度较大，植被较好，有机质含 

量较高。灰色石灰土、黄色石灰土在本区面积不大，零星分布于石灰岩山地上部的岩缝中和坡麓低洼地。 

2 监测方法 ] 

根据相关技术要求执行，采用遥感(RS)影像 +GPS实地图斑勾绘调查 +GIS面积求算为主的监测技术 

路线进行。 

2．1 遥感信息处理 

以县为单位，以叠加有基础地理信息的遥感影像图(纸质)和1／5万地形图，作为外业用图，用于不同图 

斑的实地勾绘和因子调查。遥感影像选择2004年度美国LandsatTM的全色波段(15 m分辨率)和多光谱数 

据(30 m分辨率)的融合图像(IHS融合，双线性插值重采样)，应用地形图按高斯一克吕格投影对遥感数据 

进行几何精校正，每景影像校正控制点要求40～50个且均匀分布。选取省界、县界、乡镇界及主要道路、河 

流、湖泊、山峰、高程、乡镇村居民点等基础地理信息，与遥感影像叠加。 

2．2 图斑实地勾绘调查 

按县(市、区)一乡(镇)一图斑三级区划系统进行区划，以实地调查方式划分岩溶区和非岩溶区，结合土 

地利用、石漠化类型和程度的不同，采用 GPS定位逐一实地勾绘不同图斑，调查相关因子。 

2．3 数据库建立 

将外业勾绘图斑进行清绘，扫描进计算机，经过几何校正和误差检查后，用 ArcGIS 8．3配准进行图幅拼 

接、拓扑生成，在高斯一克吕格 6度分带投影、北京54坐标系下求算面积，产生空间数据库。将图斑调查数 

据录入计算机，利用石漠化监测信息管理系统(国家林业局荒漠化监测中心编制)对数据进行逻辑性、唯一 

性等检查无误后，建立属性数据库(VFP 6．0格式)。 

2．4 数据统计 

利用石漠化监测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数据库的统计汇总工作。 

3 结果与分析 

3．1 石漠化面积 

3．1．1 类型分布 岩溶地区土地总面积 1 064 566．8 hm ，其中石漠化土地面积 81 329．8 hm ，占总面积的 

7．6％；潜在石漠化土地面积404 751．6 hm ，占总面积的38．0％；非石漠化土地面积 578 485．4 hm ，占总面 

积的54．4％。其中各监测单位(市)具体面积见表1。 

由表 1可见，石漠化土地和潜在石漠化土地主要分布于清远和韶关两市。两者石漠化面积之和为 

68 625．2 hm ，占全省石漠化面积的84．4％；潜在石漠化土地面积之和为390 952．9 hm ，占全省潜在石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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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的96．6％。肇庆、河源、阳江、云浮等4市石漠化和潜在石漠化面积均不大。 

表 1 岩溶地区面积按土地类型分类统计 

注：按相应技术标准，岩溶地区土地按基岩裸露率和植被覆盖度的不同等级共划分石漠化土地、潜在石漠化土地和非石 

漠化土地三种土地类型。 

3．1．2 程度分布 全省石漠化土地内，轻度石漠化面积 14 111．5 hm ，占石漠化土地总面积的 17．4％；中度 

石漠化面积 30 332．5 hm。，占 37．3％；重度石漠化面积 36 394．7 hm ，占 44．7％；极重度石漠化面积 

491．1 hm ，占石漠化土地面积的0．6％。各监测单位(市)具体面积见表 2。 

表 2 石漠化面积按程度分类统计 

注 ：石漠化评定因子有基岩裸露度、植被类型 、植被综合盖度和土层厚度 ，各指标综合评分 ：轻度：≤45分；中度：46～60 

分；重度：61～75分 ；极度：>75分 。 

3．1．3 地类分布 石漠化和潜在石漠化土地内，林地面积456 612．6 hm ，占相应总面积的 93．9％，具有绝 

对比重；耕地面积 12 891．9 hm ，占2．7％；未利用地面积 16 576．9 hm ，占3．4％。具体面积见表 3。 

表3 石漠化和潜在石漠化面积按土地利用类型分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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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成因分布 广东省石漠化土地的成因主要为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其中人为因素分过度樵采、火烧、 

工矿建设、不适当经营、其他人为因素等；自然因素分地质灾害、其他自然灾害等。因人为因素导致的石漠化 

面积为 69 680．2 hm ，占85．7％；自然因素导致石漠化面积 1 1 649．6 hm。，占14．3％。不同成因导致的石漠 

化面积统计结果见表4。 

表 4 石漠化土地面积按成因分类统计 

3．2 石漠化分布特性 

3．2．1 分布区域局部性 广‘东是我国西南岩溶地区分布面积和程度最小的地区之一，根据监测结果，本省 

岩溶地区土地总面积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5．9％，主要集中分布在粤西北局部地区，涉及21个县的 102个 

乡镇。各单位岩溶区土地面积占行政区域面积的比例不大，比例在60％以上的县只有 1个(阳山)，占21个 

监测单位(县、区)的4．8％；比例在30％ ～60％的县有5个(乐昌、武江、乳源、英德、连州)，占23．8％；比例 

小于30％的县有 15个(曲汀、阳春、连平、清新、连南、云城、云安、翁源、罗定、新兴、怀集、封开、新丰、仁化、 

东源)，占71．4％．． 

3．2．2 分布区域连续性 广东岩溶土地主要分布在粤西北地区，粤东和粤南部不存在岩溶分布。岩溶土地 

总体呈现北部多于西部，且在石漠化程度表现上也具有连续性和过渡性。从地势来看，粤北部高、西部低，岩 

溶地貌从北部的岩溶山地、峰丛洼地逐步向粤西岩溶丘陵、岩溶平原过渡。 

3．2．3 分布区域生态区位重要性 东江、西江、北江水系构成珠江水系的主体，是全省珠三角地区甚至港澳 

地区生产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本省岩溶地区主要集中分布于东江、西江、北江流域在境内的中上游，其生 

态区位十分重要。全省岩溶土地内，北江流域岩溶面积最大为882 419．5 hm ，占岩溶地区面积的82．9％；西 

江流域(含西江干流与贺江流域)面积146 903．6 hm ，占相应面积的 13．8％；东江流域面积35 243．7 hm ，占 

3．3％。北江流域石漠化面积68 515．1 hm ，占全省石漠化面积的84．2％；西江流域石漠化面积 10 993．5 

hm ，占相应面积的 13．5％；东江流域石漠化面积 1 821．2 hm。，占相应面积的2．2％。分布区域的生态状况， 

将直接影响到珠江流域水质，生态区位非常重要。 

3．2．4 分布区域经济发展滞后性 本省岩溶地区岩石裸露、石漠化现象或隐患(潜在石漠化面积较大)比 

较严重，土地资源相对不足，经济、文化、交通等基础较薄弱，发展滞后。根据岩溶区社会经济数据统计，岩溶 

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岩溶区人均产值 6 144元，全省人均产值为 17 213元；农民人均纯 

收入岩溶区为3 477元，全省平均为4 365．9元。尤其是岩溶土地面积比重大于30％的县(区)，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为5 243元、农民平均纯收入为 3 228元。与本省平均水平相比，岩溶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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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7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低 1 137．9元 。 

3．2．5 石漠化分布不均 全省石漠化面积 81 329．8 hm ，潜在石漠化面积404 751．6 hm ，潜在石漠化面积 

远大于石漠化面积；石漠化土地内，轻度石漠化占17．4％，中度石漠化占37．3％，强度石漠化占44．8％，极强 

度占0．6％。在程度分布中，强度所占比重较大，极强度所占比重较小，且轻度、中度到强度其面积呈现递增 

趋势。 

3．2．6 石漠化面积比前期大幅减少 与 1999年相比，全省石漠化面积减少了 152 991．2 hm ，减少率为 

65．3％。其中轻度石漠化面积减少94 846．5 hm ，减少率为87．1％；中度石漠化面积减少47 393．5 hm ，减 

少率为61．0％；重度石漠化面积减少10 751．2 hm ，减少率为22．6％。石漠化面积的减少表现为潜在石漠 

化面积的增加。石漠化面积减少最大的6个县市分别为连州市(减少面积50 603 hm )、阳山市(减少面积 

49 181．5 hm )、英德市(减少面积20 855．6 hm )、清新县(减少面积 11 997．5 hm )、连南县(减少面积9 375 

hm )、乳源县(减少面积 9 048．2 hm )。 

4 石漠化土地防治对策 

尽快解决岩溶地区群众生产、生活问题，恢复石山森林植被，是防治石漠化的根本途径和措施。鉴此，提 

出如下防治对策与建议。 

4．1 加强领导，确保投入 

石漠化治理建设是一项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综合性系统工程，也是一项生态公益性事业。各级政 

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领导，将其作为保障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和综合性任务。政府应 

明确自身为投入主体增加投入，积极发动社会各界参与石漠化防治工作。同时从实际出发，制定可操作性强 

的石漠化治理策略，并尽快实施。 

4．2 加大封山管护力度和资金投入 ，保护石 山现有的森林植被 

为加强岩溶石山现有森林植被的保护，防止石漠化进一步发展恶化，广东可在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工 

作中，按照因害设防、突出重点的原则，将岩溶地区现有的林地全部纳入省级生态公益林和国家重点公益林， 

按面积对林权所有者或经营者实行生态效益补偿。同时国家和地方应继续加大和落实生态效益补偿资金， 

为岩溶地区居民提供一定的经济来源，促使石山宝贵的森林植被得以休养生息，发挥更大的生态效益。 

4．3 实施退耕还林等生物防治工程，加速人工恢复森林植被 

生态恢复与重建是岩溶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根据实际情况，在岩溶地区可继续推进珠江防护 

林和四江水源涵养林等生态工程建设 ，合理开展退耕还林工程建设，对岩溶地区人工恢复森林植被，给予更 

加优惠的政策。通过退耕还林工程可建设一批用材林、经济林基地，解决退耕农户的生活来源，通过调整当 

地农村产业结构，提供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4 加强农村生态能源建设，改善农村能源结构 

据统计，山区居民还主要依靠柴草做饭取暖，薪材消耗比重还较大，平均每人每年能烧掉 0．04 hm 森林 

植被。发展沼气与水电能源是解决农村能源、保护森林植被的有效途径，也具有很大潜力和很好的前景。建 

议国家把岩溶地区发展沼气等替代能源作为保护森林资源、治理石漠化的一项重要措施，继续给予政策性照 

顾和倾斜，继续支出岩溶地区生态能源工程建设专项资金。 

4．5 加大生态移民力度，减轻岩溶山区的人口压力 

随着人口的增长，许多岩溶山区的人口已超出了土地资源的承载力，人地矛盾、人水矛盾十分突出，生态 

状况不断恶化，有些地方已经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因此，建议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大对生态移民的 

投入和扶持力度，减少石漠化地区的人为活动，给石山区林草植被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尽快恢复生态环境。 

4．6 建立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点，开展综合治理模式的研究 

石漠化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本省石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粤北山区，特别是在少数民族集 

中居住区，其自然环境、生活方式、文化背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开展石漠化综合治理时， 

应按照不同地区特点，采用相对应的治理模式和策略，才能收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因此，有必要在不同的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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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地区，建立多种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点，并开展生物与工程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方法和措施的研究
，为全省 

开展岩溶地区石漠化防治探索成功的治理模式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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