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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遥感技术监测土壤侵蚀动态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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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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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阐述了应用遥感技术进行土壤侵蚀动态监测研究的机理
,

建立了我国南方地区土壤

侵蚀程度解译标志
。

根据兴国县和岳西县三个时相的土壤侵蚀动态监测图和调查统计资料

分析表明
,

建国以来南方山地丘陵区土壤侵蚀的动态变化
,

基本上呈抛物线形发展态势 ;江

西
、

福建
、

湖南
、

广东等省的土壤侵蚀面积
,

均有明显下降趋势
。

关键词 遥感技术
,

土壤侵蚀
,

动态监测
,

反射光谱

土壤侵蚀动态监测
,

在国内外都是一项新的研究课题
。

遥感技术的应用
,

为开展这项

研究工作开辟了新的途径l7,8 ]
。

为了查明建国以来南方山地丘陵区土壤侵蚀的动态变化

和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

选择了地处亚热带的江西兴国县和安徽岳西县为基点
,

进行系统

的多时相遥感调查
,

同时
,

结合南方主要省份水土流失调查资料【’一 31
,

对本地 区的土壤侵

蚀进行了动态分析
。

本研究应用不同时期的遥感信息源
,

分别编制了兴国县和岳西县三

个时期的土壤侵蚀动态监测图
。

动态监测面积分别达 3 2 15k m 2 和 2 374
.

69k m 2 ,

监测 内容

包括全县土壤侵蚀面积和侵蚀量的变化
,

同时涉及侵蚀土壤肥力及生产潜力的变化规律

等
。

无疑
,

这将使土壤侵蚀动态研究提高到新的深度和高度
,

对进一步分析我国农业生态

资源的基本状况
、

历史变化
、

发展趋势及存在问题等
,

提供了重要 的科学依据和新的手

段
。

1 基本程序和方法

本研究采用彩红外片
、

卫星磁带数据和黑白航片等遥感资料
,

结合野外调查进行室内判读
,

编制有

关县的土壤侵蚀动态监测系列图件
。

采用航卫片的时相
、

片种
、

比例尺分别为 :

击
比例尺

‘97 , 年 卫星磁带数据
蠢

比例尺

台
比例尺

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资助项目
。

参加工作的还有周斌
、

杨艳生
、

徐彬彬
、

吕喜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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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西县 19 58 年 黑白航片

198 2 年

捞
比例尺

捞
比例尺

199 2 年

黑白航片

卫星磁带数据

结合实地调查
兴比例尺
〕刀

按照全国土壤侵蚀分类系统
,

采用统一的标准和 方法
,

对不同时期的遥感信息分别进行解译
,

并将

判读的信息转绘到相同比例尺 (

击
)的地形图上

,

编制成各个时期的土壤侵蚀图
。

以图幅为单位
,

分别

进行各种土壤浸蚀类型面积量算和统计
,

取得同一地区不同时期各种侵蚀类型面积的变化数据
,

并结合

当地有关资料
,

进一步分析该地区各种侵蚀类型变化的原因和发展趋向
,

从而对该地 l次的 L壤浸蚀动态

实现实时监测
,

其流程图如图 1 所示
。

资资料收集集

地地地地 地地地 土土土 其文文

形形形形 质质质 地地地 它字字

图图图图 图图图 利利利 图 资资

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件料料

图图图图图图图图 及及

成成果总结应用用

面 积量算精度检验

分分折资料
、

野外踏查
、、

建建立判读标志志

面积 量算

土土壤侵蚀判判

读读精度检验验

野外校核
土壤浸蚀草图 土壤侵蚀 图

F ig

图 1 土壤侵蚀动态监测流程图

D 一a g r a m o fd yn a m le m o n lt o r i n g o f s o ll e r o s zo n

2 遥感信息编制土壤侵蚀图的机理

2
.

1 多时相的信息源

土壤侵蚀 的类型区别
、

程度差异和空间分布
,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 生变化
,

土壤侵蚀

现状调查只能查 明当前的土壤侵蚀状况
。

但要查明从过去到现在的 土壤侵蚀动态变化
,

必须依赖多时相的遥感信息源才能实现
。

因为
,

多时相的遥感图象是地面景观在不 同时

期的实况记录
,

它提供各个时期大量的地面信息
,

是反映土壤侵蚀动态变化可靠的基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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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

借此完全可以实现查明以往不同时期土壤侵蚀状况的 目的
。

这既使制图速度加快
,

提

高制图精确度
,

亦可减少费用
,

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
,

较在野外直接调查具有很大的优越

性
。

2. 2 土壤侵蚀地理学

土壤侵蚀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气候
、

植被
、

地形
、

母岩
、

土壤及人

为等影响
,

均在土壤侵蚀的形态
、

程度和空间分布上表现出来
。

在南方水蚀地区
,

由于地

面植被覆盖好
,

或地形平缓
,

使土壤侵蚀轻微 ; 人为破坏活动愈强烈
,

植被覆盖度愈小
,

或

无植被覆盖情况下
,

坡度愈大
,

则侵蚀程度愈严重
。

此外
,

在风化物疏松深厚的岩性区
,

植

被一旦遭破坏
,

随着时间因素的延伸
,

往往形成剧烈的流失区
。

因此
,

土壤侵蚀是反映地

面景观的一面
“

镜子
” 。

土壤侵蚀遥感制图
,

就是根据航卫片影象提供的土壤侵蚀因子 (植

被
、

地形
、

岩性
、

土壤
、

土地利用等 )
,

信息建立土壤侵蚀程度解译标志后
,

进行土壤侵蚀程

度解译的
。

这一过程在土壤侵蚀解译中占主要地位
。

因而土壤侵蚀地理学是侵蚀遥感制

图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

2. 3 侵蚀土壤的光谱特性

水土流失严重地 区
,

受蚀土壤直接裸露地表
,

其光谱特性在遥感图象上得到明显反

映
。

土壤光谱反射特性受到土壤有机质
、

氧化铁
、

质地
、

水分
、

阳离子交换量等影响I4,5 】
,

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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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侵蚀红壤的反射光谱

Fig Z R e fl e e t a n c e sPe c t r a o f d iffe
r e n t e r o d e d r e d s o ils

这些土壤性状均与受蚀土壤的侵蚀程度有关
。

此外
,

由于土壤剖面中质地的不均匀性
,

当

受蚀土壤裸露出不同层次时
,

颗粒组成变异较大
,

也直接影响侵蚀土壤的光谱特性
。

图

2
,

图 3 分别表示不同侵蚀红壤和不同侵蚀黄棕壤的光谱反射曲线
。

由图 2 可以看出
,

土

壤光谱反射率与侵蚀程度之间呈反 向关系
,

这种反向关系与这些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和质

地的变化有关
。

表 1 资料表明
,

不同侵蚀土壤有机质含量的顺序为
:
无明显侵蚀土壤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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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侵蚀土壤 > 强度侵蚀土壤 > 剧烈侵蚀土壤
,

而土壤光谱反射率 (在同一波长处 )则依次

为 :剧烈侵蚀土壤 > 强度侵蚀土壤 > 中度侵蚀土壤 > 无明显侵蚀土壤
。

表 1 表明
,

在花

岗岩或花岗片麻岩侵蚀区
,

当侵蚀程度分别由中度侵蚀或轻度侵蚀发展至剧烈侵蚀时
,

随

着侵蚀程度增加
,

> 0. 0 5一 1
.

Om m 粗颗粒含量增加
,

且多石英和长石
,

从而增大了光谱反

射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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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侵蚀黄棕壤的反射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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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侵蚀土坡的理化性状
T a b le 1 C h e m ie a l a n d Phys ic a lP r o P e r tie s o f d iffe

r e n t e r o d e d s o ils

土土壤壤 侵蚀程度度 深度度 有机质质 全氮氮 全磷磷 全钾钾 阳离子子 有效阳离离 颗粒组成成

555 0 11555 5 0 11555 D e Pthhh 0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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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g ))) / k g ))) > 0. 0 5一一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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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111

111111111111111111111
.

000 (m m )))

(((((((((((((((((((((m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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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 1
.

6 44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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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1 1
,

9 222 6
.

2 999 2 5
.

7 000 2 6
.

6 000

岗岗岗 中 度度 0一2 000 8
‘

777 0
.

3 999 0
.

8 000 2 7
.

88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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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444 2 4
.

2 000 3 7
.

9 000
卜卜」JJJ

强 度度 0一2 000 8
.

444 0
.

3 33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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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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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88 4
.

4 666 4 0
.

7 000 18
.

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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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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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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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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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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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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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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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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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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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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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33 0
.

5 111 1 2
.

777 13
‘

800000 5 8 :0 000 19
.

9 000

片片 黄黄 剧烈烈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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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44 0
.

4 000 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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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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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000 10
.

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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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表植被稀疏或无植被覆盖情况下
,

不同岩性发育的上壤
,

也有不同的反射光谱特

性
。

图 4 和表 2 资料表明
,

花岗岩区的白爆沙(岩性土 )
、

红粘土 (第四纪红土 )和紫色土的

反射率与土壤 的有机质含量
、

颜色和交换量有关
。

尽管紫色土的粘粒含量较高
,

但因其颜

色饱和度较低 (仅为 2
.

6)
,

母质的底色较暗
,

导致低的反射率
。

它们的反射率表现为 : 花

岗岩 白爆沙土 > 红粘土 > 紫色土
。

白爆沙 花岗岩母质

红粘土 第四纪红色粘土母质

紫色土 紫色页岩母质

} /
_

/ 产 一 、 广 一 一 ~ 、

30 卜 / 厂》介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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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5

波长 ( “m )

W a v e le n g t h

2 0 2
.

5

图 4 不同岩性上强度侵蚀土壤的反射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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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n t p a r e n t r o c ky m a te r ia ls

表 2 不同母质土壤的理化性状

T a 卜le 2 C li七m ie a l a n d Phys ic a lP r o Pe r t ie s o f s o ils d e r iv e d fr o m d iffe
r e n t p a re n t m a te r ia ls

岩岩性性 土壤壤 颜色色 有机质质 全氮氮 全磷磷 全钾钾 交换量量 有效交换量量
PPPa r e n ttt 5 0 1111 C o lo rrr 0

.

M
...

T o ta 1 NNN T o tal PZO sss T o ta l K
,

000 C E CCC E C E CCC

mmm a t e f la lllllll ( g / k g ))) (g / k g ))) ( g / k g ))) (g / k g ))) (c m o l (+ ))) ( c m o l( + )))
///////////////// k g ))) / k g )))

花花岗岩岩 爆 沙 ttt 灰白白 2
.

333 0
‘

2 111 0
.

6 666 5 5
.

0 000 3
.

1444 2
.

6 333

第第四纪红 土土 红粘 LLL 红红 8
.

777 0
.

3 999 0
.

8000 2 7
.

8 000 8
.

1000 4 9 444

紫紫色页岩岩 紫色土土 紫红红 1
.

666 0 3 000 1 6 222 2 9
.

9 000 8
.

4 000 8
.

2 444

根据上述侵蚀土壤光谱反射特性分析
,

遥感图象的色调变异
,

与不同岩性发育的土

壤
,

特别是与土壤侵蚀程度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
。

这一原理的应用
,

是由航卫片直接解译

土壤侵蚀程度的基础
,

同时
,

使土壤侵蚀动态制图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

3 土壤侵蚀程度解译标志与分析

3
.

1 侵蚀程度解译

应当指出
,

尽管侵蚀土壤的光谱特性与侵蚀程度以及岩性之间具有明显的联系
,

但在

制图过程中
,

应用光谱反射率研究土壤侵蚀程度的同时
,

尚须考虑植被
、

地形等因素对土

壤侵蚀的影响
,

以综合判别提高其解译精度
。

为此
,

分别建立了兴国县和岳西县地貌形态

分类及其解译标志
,

土地利用和植被类型分级及解译标志
,

土壤及岩性解译标志等 (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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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译标志从略 )
。

、

由 J
二

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
,

地质
、

地貌条件相对固定
,

我们选择植被覆盖度
、

坡度和侵

蚀土壤作为主要解译标志
,

综合判别土壤侵蚀程度的大小
,

更为确切可靠
,

具体解译标志

如表 3
。

在解译过程中
,

首先确定研究区所处地貌的影象特征
,

其次
,

找 出不同佼蚀程度

之 间影象特征的变化因子
,

即在相 同的背景条件 卜
,

不同 色调
、

影纹的差异所对应的侵蚀

程度等级
。

最后
,

研究其变化因子 (色调
、

影纹 )的变化规律
,

从而确定其 仁壤侵蚀程度
,

进

表 3 土壤侵蚀程度解译标志

T a b le 3 In tezp r e ta t一o n k ey s o f so il er o slo n d e g r ee s

侵侵蚀 程度度 植 被盖度度 坡度度 仪蚀 上壤壤 影象特 征征

EEE r o sio 们 d e g r eeee V e g et a t lo nnn S lo P eee E r o d e d 5 0 1111 Ph o to g r a p h le fe a t u r eee

⋯⋯⋯
c o ve 「a g eee g r a d le n ttttttt

等等等级级 %%% 等级级 度度度 黑 白航片片 彩色红 外航片片

CCCCC la s sssss C la s sss D e g r e eeeee B 1 a e k 一 w h l t eee e o lo r in fr a r e ddd

aaaaaaaaaaaaaaa irPh o tooo a irPh o tooo

无无 明显显 极极 ) 9 000 平平 < 555 刑面保持完整整 色调呈深灰色
,

或或 色调呈深红色
,

连连

局局局局局 缓缓缓缓 浅黑 色
,

连 片分分 片
一

分布
。

一 般分分

覆覆覆覆覆覆覆覆 布
。

阴坡色 调 比比 布于 中山区 且且

阳阳阳阳阳阳阳阳坡色调深
,

分布布 阳坡 红 色调略浅浅

JJJJJJJJJJJJJJJ
二

中 1lj区区 于阴坡坡

轻轻度度
,食:JJJ 9 0一7 000 较较 5

门

一一 人 层部分遭浸蚀蚀 色调呈深灰色
、

灰灰 色 调 呈 红 色
、

粉粉

覆覆覆覆覆 缓缓 8
。。。

色
,

可见颗粒状黑黑 红
、

红 黄等
,

有深深

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

一般分布 于低低 浅 层 次
。

可 明 显显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区区 区 分 颗 粒 状 树树

冠冠冠冠冠冠冠冠冠
。

分布 J
二

低 山山

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

中中度度 中中 7 0一 5000 缓缓 8
“

一一 A 层 大部分遭侵侵 色调呈灰色
、

浅灰灰 色调以浅黄
、

微红红

橙橙橙橙橙橙 1 5
。。

蚀
,

B 层部分裸露露 色
、

灰白色
,

灰色色 为主
,

其间有零 星星

背背背背背背背背景 上有黑色粒粒 红色颗粒分布
,

其其

状状状状状状状状影象
,

影纹 不明明 中阴坡色 调 红 于于

显显显显显显显显
,

分 布 以 低 山山 阳坡
,

以低山丘陵陵

区区区区区区区区
、

丘陵区为主主 区分布为主主

强强度度 中中 50一 3 000 较较 1 5
“

一一 B 层大部分裸露露 色调 以淡灰
、

灰 自自 色 调 为 黄色 调 或或

低低低低低 陡陡 2 5
“““

为主
,

分布 十低山山 黄白色调
,

分布于于

覆覆覆覆覆覆覆覆 坡面 上部部 低山坡面 卜部部

极极强强 低低 30一 1000 陡陡 2 5
。

一一 B 层部分残 留
,

风风 色调 以白色为 主
,,

色调 以白色为主
,,

覆覆覆覆覆覆 3 5
。。

化层大部分裸露露 部分为灰白色
,

无无 极小部分为淡 黄黄

影影影影影影影影纹
。

分布 于低低 色
,

无 影纹
。

一般般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坡或丘陵坡坡 分布于 低山 山坡坡

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 或丘陵坡面面

剧剧烈烈 裸裸 < 1000 极极 > 3 5
““

风化层全部裸露露 色调为白色
,

分布布 色调为白色
,

分布布

地地地地地 陡陡陡陡 于低 山坡 面上部部 十低 山坡面 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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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分析动态趋势
。

3. 2 侵蚀类型解译

大部分侵蚀类型都具有明显的几何图形
,

特别在较大比例尺的航卫片上
,

它们的外表

形态表现得非常清楚
,

而且不同侵蚀类型与侵蚀程度有着密切的关联性
,

这对解译侵蚀类

型和侵蚀程度非常有利
。

片蚀 : 虽无固定的形态
,

但其影象特征在不同航卫片上亦有所区别
。

在花岗岩侵蚀区

裸露地表常有石英砂粒覆盖
,

在黑 白航片图象上
,

片蚀区一般影象浅演
,

多呈灰白色调
,

在

彩红外片图象上
,

红粘土区则多为黄白色调
。

浅沟侵蚀 : 在坡面上呈栅状或针状集合体或呈放射状和扇骨状排列
,

有的则呈现出不

规则的格网状图形或网脉状图案
。

切沟侵蚀 : 沟外部形态构成一定的几何图形
。

在阳坡切沟发育较多
,

其色调比阴坡更

暗些
。

在紫色土区的沟谷均较短小
,

且纵横交错
,

其沟谷形态 比花岗岩和其他岩性区难以

分辨
。

崩岗侵蚀 : 花岗岩风化物疏松深厚
,

易遭流水切割
,

形成高大陡峭的崩岗壁
,

几何图形

明显
。

根据不同形态可区别出瓢形崩岗
、

条形崩岗和弧形崩岗等
。

按崩岗分布密度可 区

分出不同的侵蚀程度
。

对比不同时期的航卫片资料
,

可 以测出崩岗侵蚀在不同时期的数

量变化和发展速度以及产沙量的多寡等
。

滑坡与泥石流侵蚀 : 具有明显的后壁和侧壁及堆积体等
。

其影象呈扇形或核桃形
,

后

壁和侧壁常伴有阴影
。

堆积区则形成弧形堆积扇
,

特别是泥石流形成的砾石滩和沟道轨

迹
,

均有明显的几何图案
、

灰阶
、

色调
、

条纹等
。

4 土壤侵蚀动态及发展趋势

4. 1 动态分析

建国以来
,

南方山地丘陵区土壤侵蚀的动态变化
,

随着各个时期治理与破坏情况不同

而异
。

现将不同县
、

地区的侵蚀动态分析如下
。

4
.

1
.

1 江西省兴国县 根据该县三个时期土壤侵蚀动态 图面积统计
,

19 5 8一 19 7 5 年

lll

⋯
iii

---

\

一一汽
---

二二
巨 . 一 lll

000000000ns
�1152

.胜. .�
。三巴旧彩塑璐色-H

舒匆目
05习一8�囚

图 5 兴国县水土流失面积动态变化趋势

Fig
.

5 D yn a m ie e ha n g e s o f so il a n d w a te r lo s s a r e a in X i n g g u o C o u n ty s in ee l9 5 8



1 期 史德明等
:

应用遥感技术监测土壤侵蚀动态的研究 55

的 17 年间
,

水土流失面积增加了 10 5. 42 k m 2 ,

19 7 5一 1 988 年的 13 年间流失面积减少了

4ss
.

3 7km Z
(表 4 )

。

另据该县 19 6 4
、

19 5 0
、

1 952
、

19 90 年调查资料统计表明
*

161
,

水土流失

面积依次为: 1 6 7 9
.

9k m 2 ,

1899
.

0 7 k m 2 ,

1 7 ll
.

4k m Z
和 8 13

.

2 6km 2 。

由此可以看出
,

建国后兴

国县的水土流失面积在 19 5 8 年和 1 9 7 5 年出现过两次峰值
。

19 7 5 年至 19 8 8 年间该县流

失面积递降
,

至今仍呈下降趋势(图 5)
。

表 4 兴国
、

岳西两县不同时期土壤侵蚀面积的变化 (单位
:

km Z)

T ab le 4 e ha n g es o f e r o d ed 5 0 1一a re a s in x in g g u o a n d Y u e x i c o u n tie s d u r in g d irre
ren t p erio d s o r tim e (km Z

)

县县别别 年份份 无明显侵蚀蚀 轻度侵蚀蚀 中度侵蚀蚀 强度侵蚀蚀 极强度侵蚀蚀 剧烈侵蚀蚀 总流失面积积

CCC o u n tyyy Y C a rrr
W ith o u ttt S lig httt M

o d e r a teee Se ve代代 V e ry se v er eee E x tr em elyyy T o tal 5 0 1111

eeeeeee r O S 10 nnn e TO SIO nnn e fO S IO nnn e r O S I O nnn er O S IO nnnnnnnnnnnnnnn 10 5 5 a r e aaa

兴兴兴 19 5 888 4 4 9
.

2 666 6 2 3
.

1666 5 6 5 石444 3 8 0乡888 3 59
.

7 333 7 6石888 20 0 6
.

1999

国国国 19 7 555 3 3 0 0 222 7 5 8
.

2 888 5 5 1
.

3 666 4 0 2 3 666 3 4 5石888 54
.

1 555 2 1 11
.

6 111

县县县 19 8 888 8 1 8
.

0 444 7 4 3
.

0 666 4 9 3
.

4 222 29 9 3 555 8 3
.

3 555 4
.

0 666 16 2 3 2 444

岳岳岳 19 5 888 4 60
,

8 777 3 5 6石000 4 8 3
.

3 999 2 1 1
.

9 666 4
.

7 555 0 夕222 15 5 6
.

7 000

西西西 19 8 222 6 2 7 999 5 8 7
.

9 333 7 7 8
.

0 888 3 1 1
.

2 333 2 4
.

9 55555 17 0 2月 lll

县县县 19 9 222 2 2 6
.

7 111 10 9 1
.

2 222 52 3
.

9 666 1 3
.

5 222 1
.

0 22222 16 2 9 7222

表 5 兴国
、

岳西两县土壤侵蚀t 变化动态 (单位
:

万吨)

T a‘一e 5 C ha n g e s o f so ile r o sio n a m o u n t in x in g g u o a n d Y u e x i eo u n ties (10 4 T o n )

县县别别 年份份 无明显显 轻度侵蚀区区 中度侵蚀区区 强度侵蚀区区 极强度度 剧烈侵蚀区区 总侵蚀量量

CCC o u n tyyy Y e a fff
侵蚀区区 S lig h t e r o

---

M o d e r a teee S e V e r e e f o
---

侵蚀区区 E x tr em elyyy T o ta l er o
---

WWWWWWW ith0 U ttt SIO n a reaaa e t O SIO n a r eaaa S IO n a t eaaa V ery se v e reeeeeeeeeeeeeee sio n a m o u n ttt

eeeeeee rO S IO n a Te aaaaaaaaa efO SIO n a feaaa S IO n at eaaaaa

兴兴兴 19 5 888 1 1
.

2 333 9 3
.

4 777 2 12
.

1 222 2 4 7
.

6 444 3 86
.

7 111 1 15
.

0 222 10 6 6
.

1999

国国国 19 7 555 8
.

2 555 1 13
.

7 444 2 0 6
.

7 666 2 6 1
.

3 999 3 7 1 6 111 8 1
.

2 333 10 4 2
.

9 888

县县县 19 8 888 2 0 4 555 1 1 1
.

4 666 1 8 5
.

0 333 19 4
.

5 888 89 石石 6
.

0 999 60 7
.

2 111

岳岳岳 19 5 888 2 3
.

0 444 12 8 4 999 1 8 1
.

2 777 13 7 7 777 5
.

1111 0
.

9 777 4 7 5 6 888

西西西 19 8 222 3
.

1999 8 8
.

1999 2 9 1
.

7 888 2 0 2 3 000 2 6
.

8 22222 6 1 3
.

2 555

县县县 19 9 222 1 1
.

3 444 16 3
.

6 888 1 9 6 4 999 8
.

7 999 1
.

100000 3 8 1
.

4 000

发生上面动态变化的原因是由于 19 5 8 年
“

大跃进
”

时期森林遭到严重破坏
,

致使水土

流失面积扩大 ; 60 年代初期该县狠抓水土保持工作
,

到 19 64 年流失面积出现低谷 ; 60 年

代中期到 197 5 年的十余年间
,

在
“

以粮为纲
”

和
“

文革
”

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下
,

森林又一

次遭到破坏
,

导致水土流失面积又趋扩大
,

从而出现第二次高峰
。

进人 70 年代中期以后
,

加强了对水土流失的治理
,

特别在 198 3 年兴国县被列为全国八大重点防治区后
,

经过综

合治理
,

水土流失面积迅速下降
,

至 19 90 年全县流失面积下降到 8 13 26 k m 2
,

水土保持工

*

兴国县农业区划委员会
,

1987
:
兴国县农业区划资料汇编

,

12 6一 15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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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收到显著效果
,

改变了过去兴 国县曾是赣州地 区水土流失面积最大
、

流失程度最严重的

状况
。

在上述不同时期内
,

全县土壤侵蚀量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表 5)
。

4
.

1
.

2 安徽省岳西县 土壤侵蚀也 出现类似的动态变化
。

1 9 5 8一 19 8 2 年无明显侵蚀

和轻度侵蚀面 积大 幅度减少
,

而 中度以上侵蚀面积则大幅度上升
,

其中强度侵蚀面积

19 8 2 年 比 19 5 8 年增加了 4 6
.

8 3 %
。

1 9 8 2 年至 19 9 2 年间
,

由于加强了水土流失治理
,

出现

了相反的情况
,

即无明显侵蚀和轻度侵蚀面积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

中度
、

强度
、

极强度和

剧烈侵蚀面积大幅度下降
,

前三者分别减少 了 48
.

5%
,

95
.

“%
,

95
.

91 %
,

剧烈侵蚀面积则

全部消失 (表 4)
。

1982 年至今该县土壤侵蚀总的趋势是向减轻方面发展
* 。

不同时期内

土壤侵蚀量也出现同步增减现象 (表 5)
。

4
.

1
.

3 赣州地 区 江西省赣州地区是我国南方具有代表性的严重水土流失区
,

全区流

失面积占全省总流失面积的三分之一
。

据 1964 年调查
,

全区总流失面积为 1 0 5 57k m 2 ,

80

年代增至 1 1 126
.

67 k m “。

又据 1 9 8 8 年遥感调查
,

全区流失面积降至 9 4 5 6
.

87 k m 2 ,

水土流

失面积从 19 64 年占总土地面积的 26
.

9 % 下降到 19 89 年的 24
.

2 %
。

从 50 年代经 60 年

代至 80 年代末
,

水土流失面积的变化
,

基本上也呈抛物线形发展趋势(表 6)
。

表 6

T able 6

江西赣州地区不同年代的水土流失面积比较

C o m P a riso n o f so il a n d w a te r L o s s a r ea s in G a n z h o u o f

Jia n g x l P r o v in e e a m o n g d iffe
r e n t ye a r s (单位

:
k m Z)

项项 l才才 19 6 4
***

19 8 000 19 8 999

IIIte mmm (ye a r))) (y ea r ))) (ye a r)))

流流流失面积积 占总流失失 占总土地地 流失面积积 占
』

急流失失 占总 土地地 流失面积积 占总流失失 占总 土地地

LLLLL O S SSS 面积 (% ))) 面积 (% ))) L O S S a fe aaa 面积 (% ))) 面积(% ))) L O S S a f C aaa 面积 (% ))) 面积 (% )))

aaaaa f e aaa L O S S a r e aaa L O S S a f eaaaaa L O S S a f eaaa L O S S a f e aaaaa L o ss a r e aaa L O S S a f e aaa

TTTTTTT o ta l 10 5 555 T o ta l la n ddddd T o t a l10 5 555 T o ta lla fl ddddd T o ta l 10 5 555 丁o ta lla n ddd

aaaaaaa fe aaa a TC aaaaa a fCaaa a re aaaaa a f e aaa a TC aaa

侵侵侵 轻度度 6 4 6 0
.

555 6 1 222 1 6滩888 5 5 4 0乃乃 4 9
.

7 999 14
.

1 777 5 0 50 名名 5 3
.

4 111 12 9 222

蚀蚀蚀 中度度 2 9 7 1
.

999 2 8
.

1555 7 666 2 8 5 3
.

3 333 5 6 444 7
.

333 2 4 6 3
.

666 26
.

0 555 6
.

3 000

程程程 强度度 9 7 1
.

888 9
一

2 000 2
.

4 888 2 7 4 0刀刀 4
.

6 222 7
.

0 111 16 82
.

888 1 7
.

7 999 4 3 111

度度度 剧烈烈 1 5 2名名 1
.

4 444 0
.

3 999999999 2 5 9
.

6 777 2
.

7 555 0
一

6 666

总总计计 10 5 5 777 10000 2 6月555 1 1 12 6石777 10 0
.

0 555 2 8
‘

4 777 9 4 5 6名777 1 0000 2 4
.

1999

*

广昌县流失面积未计人
。

4
.

1
.

4 南方地区 从 50 年代至 80 年代
,

南方山地丘陵区的江西
、

福建
、

广东
、

湖南等

省水土流失面积一般均呈上升趋势
,

但近十余年来
,

水土流失面积呈 明显 「降趋势 (图

6)
。

特别在小流域综合治理区
,

这种下降趋势更为明显
。

就产沙量而言
,

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
,

南方山地丘陵区无论是产沙量
、

河流输沙量和含沙量
,

均处于上升阶段
,

1980 年以

来
,

尽管水土流失面积有所减少
,

但不少地区的侵蚀程度反而增强
,

因而产沙量并未明显

*

岳西县农业区划办公室
,

19 83
: 岳西县综合农业区划报告

,

4介一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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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南方主要省份水土流失发展动态 比较

F ig
.

6 C o m Pa r is o n o f s o i le r o s 1o n d e v e 1o Pm e n t a m o n g m aJ o r Pr o v in e e s l一z C h in a

减少
。

在 重点 防治区和小流域综合治理区
,

产沙量和河流输沙量则随流失 面积缩小而同

步减少
。

纵观南方山地丘陵区水土流失的动态变化
,

自建国以来至今
,

基本 上呈抛物线发展态

势
,

总的趋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
,

水土保持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

4. 2 发展趋势分析

南方山地丘陵区水土流失的发展趋势
,

决定于治理 与破坏之间的平衡关系
。

影响治

理与破坏的因素中
,

既有有利因素
,

也有不利因素
。

《水土保持法》的颁布 : 全国第 瓦次水
_

L

保持会议把南方红壤丘陵区
、

南方石质山区列为全国七大治理 区 ; 小流域综合治理贯彻

责
、

权
、

利统一和治
、

管
、

用结合的水 [ 保持政策
,

以及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的责任制
,

给水

土保持工作增添 了活力
,

均为有利因素
。

在我国
,

人 口
、

土地
、

资源间的矛盾
,

一时还难以

解决 ;农村能源 (燃料 )的缺乏 ; 开矿
、

采石和基本建设使新的泥沙来源增多 ;总 的水土保持

资金不足等
,

均为不利因素
。

如何控制不利因素
,

扩大有利因素
,

是至关重要的
。

关键在

于能否制止破坏
,

否则
,

水土流失就难以控制
。

因此
,

在当前条件下
,

只要各方重视
,

制 lf.

破坏
,

缓和水土流失的发展是可能的
,

但同时也要看到水上保持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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