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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河池地区农业生态系统建设
`

罗 士 扬

( 广西河池地 区科教站 )

陈 云 英

( 广西河池地 区科委 )

摘 要 : 本文通过收集农业生态系统的有关数据
,

以河池地区实况为例
,

叙述了保持生态

平衡的意义
,

阐明了农业生态系统的现状
,

分析了影响农业生态系统的主要因素
,

提出了根据白

然资源和社会资源
,

采取分区建设以达到建立一个合理的农业生态系统的战略性意见
。

引 言

农业生态系统平衡是发展农业的基础
,

通过对这一问题 的研究
,

为因地制宜制订农业生

产规划
,

找出农
、

林
、

牧
、

副
、

渔最佳比例提供科学依据
,

做到
“
生 态 原 则

”
和

“ 经 济原

则”
相统一

,

是科技工作者当前一项重要任务
。

所谓生态系统
,

就是指在一定地点上有生命的生物群体与无生命的环境之间所构成的能

量转移
、

物质循环的系统
。

二农业生态系统
,

就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

以人类为中心
,

由动物
、

植物
、

微生物等生物因子和光
、

水
、

土
、

气
、

热等非生物因子共同构成特有的能量转移
、

物

质循环系统
。

在一定条件下
,

生态系统本身总是保持平衡状态
,

就叫生态平衡
。

此时
,

其有

机体的种类和数量
、

生物量
、

生产力最大
。

农
、

林
、

牧
、

副
、

渔和山
、

水
、

田
、

林
、

路的治

理等农业结构
,

直接影响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认识和掌握农业生态系

统的规律
,

不断促使农业生态系统朝着造福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

过去不少地方不按生态规律办事
,

造成资源浪费
,

破坏生态平衡
,

给国 民 经 济 带来损

失
,

引起环境恶化等严重后果
。

特别是近三十年来
,

由于世界上许多资源耗竭
,

粮食供不应

求
,

环境污染加剧
,

造成了全球性的大灾难
。

生态平衡问题就成了举世瞩目的问题
。

因此
,

对生态问题进行研究
,

实属迫在眉睫
,

意义重大
。

状 况

地处广西西北部的河池地区
,

包括河池
、

宜山
、

罗城
、

环江
、

南丹
、

天峨
、

东兰
、

凤山
、

巴 马
、

都安等十县 ( 自治县 )
, 3 0 0 7 8 0 0人

,

其中农业人 口 2 7 2 5 5 ()人
, 1 0 4 1 5 0 0个劳动力

。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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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4 9名 70 5 0 0亩
,

耕地面积 3 2 9 2 8 0 0亩 (水田 16 1 9名。o亩
,

旱地 26 7 5 0 0亩 )
,

占总面积6
,

6% , 宜

牧地 1 0 4 8。。00 亩
,

占 21 % , 宜林地 2 12貂 200 亩
,

占4 2
.

韶% , 水面面积 2 5 9 0 0。。亩
,

占 5
.

19 % ,

其他 1 222 85 00 亩
,

占2么 63 %
。

有耕牛 5 2右000 头
,

其中役牛 15 名000 头
。

地势北高南低
,

地面

海拔多在 600 一 8 00 米
。

地貌有中山
、

低山
、

丘陵和石山等类型
。

岩溶广布
,

占总面积 65
.

8%
。

地理位置北纬 23
0

42
`

一 25
。

扭
` ,

东经 10 旷 3 6, 一 10 9
。 。 6` ,

属亚热带季风气侯
,

无霜期

30 。一34 0天
,

年降雨量支加 。一竹的毫米
。

从土地
、

气候
、

劳力等条件看
,

客观上构成了农
、

林
、

牧
、

副
、

渔的综合经济结构
,

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若千物质基础
。

三十一年来
,

河

池地区农业生产有所发展
,

如 1 9 7 9年同 1 9 52 年相比
,

粮食总产量由 6
.

“ 5 亿斤到 15
.

3 7 4 9亿

斤
,

增长2
,

3倍
,

林
、

牧
、

副
、

渔也有一定增长
。

但是
,
不少地方也出现了不按自然规律和经

济规律办事
,

破坏生态平衡
,

使农业生产滑迸了恶性循环鼠死胡同
。

当前皿需研究解决的问

题是
:

( 一 ) 森林少
,

且分布不均
。

据研究
,

一个国家或地区森林覆盖率达 30 % 以 上
,

而且

分布均匀的
,

才能基本达到风调雨顺
,

森林覆盖率达 60 % 以上
,

才能在维持陆地生态平衡

中起主要作用
。

河池地区尚有宜林荒地一千万亩
,

实有森林覆被面积 石驭
.

04 万亩
,

森林覆

盖率仅 1 3
.

9 % ,
居广西八个地区的最末位

,

但以土地面积而论居第三位
。

不但森林少
,

而

且分布不均
,
全地区 70 % 以上的土地森林稀少

,

主要产粮社队 多集中于少林地区
,

单一 粮

食生产的特点十分突出
,

五业比例严重失调
,

如拍 78 年
,

农林牧副渔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分别为
:

`

78
.

39 %
, 2

.

87 % , 6
.

3 4% , 10
.

沁% , 。 , 19%
。

有人认为
, “

在山区森林覆盖率

低于 50 % 可能就相当危险分
。

河池地区是山区
,

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不重视
。

( 二 ) 毁林现象严重
,

天然森林元气大伤
。

河池地区解放前有森林 33 9
.

69 万亩
,

除人

工林一万多亩外
,

其余均是天然林
。

亩子乱砍槛伐
,
毁林开荒

,

三十一年来
,

天然林面积减

少达八十万亩以上
。

柯池县解放初期
,

森林覆盖率为 蜡%
, 六十年代降到 9 万

, 1 9 7 9 年降

到 5
.

。%
。

.

1 97 2一 19 78 年
,
全地区森林面积减少了 5 9

.

7万亩
。

由于大量毁林
,

自然生态失去

平衡
,

已经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

第一
、

水土流失
,

土壤沙化
。

地区内主要河流平均输沙量和平均侵蚀模数显著提高
。

如

布柳河集水面积为 3 31 。 平方公里
,

六十年代每年平均输沙量 6 5
.

8 万吨
,

平均侵蚀模数为

每平方公里 199 吨
, 1 9 7 9年分别提高到 258 万吨柏 7 79 吨

,

接近原来的 四 倍
。

布柳河

只等于长 江 流 域面积 1弱 万平方公里的 1 / 5 92
,

而每年输沙量却等于长江 10 亿吨的 1

/ 3 8 7
。

河池地区主要河流沿岸
,

五十年代到处都是茂密的森林
,

经过
“
大办钢铁

” 、 “
大办

粮食”
、 “

大学大寨
”
之后

,
森林锐减

。

近几年来
,

为了 多产木耳
,

多出木材
,

有些人说什

么
“
想有捞

,

快磨刀
,

上山来
,

砍木材
” ,

于是几天之内
,

有的地方成片森林被砍光
,

加
_

上

全地区仅农业人口每年消耗薪材就达 3 63
.

4 万立方米
,

据 1 9 8 0 年森林 资 源 连 续清查统

计
,

1 97 8
、

19 7 ) 两年木材消耗最超过林木生长量 ( 生长率 13 %
,

消耗率 1嫂
.

3% )
。

毁

林之风不断
,
水土流失日趋严重

。

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达 80 万亩
,

等于全广西水土流失面

积 32 0 万亩的 1 / 4 ,

而河池地区面积仅为广西总面积 1、 %
,

水土流失之严重程度令人触

. 今

沐亨理
,

19 8:1 农业生态系统的原理
,

科学技术知识讲座
,

( 5 )
,

广西科协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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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惊心
。

丰三
、

水渤占竭
,

溪河断流
。

很 多森林是水泉
、

水沟
、

溪河的水源林
。

五 十 年 代以后

由于大量毁林
,

造成了水源枯竭
,

溪河断流
。

如东 兰 县 32 条 小 河
,

其中 断流 7 条
,

占

2 1
.

8 7%
,

其余流量大大减少
。

流经县城的九曲江
, 1 9 5 7 年 3 月流量为 0

.

8 立方米
, 1 96 4

年 3 月减少到 0
.

5 立方米
,

1 9 8 0 年 3 月减少到不足 0
.

3 立方米
。

该县三石公社乐里大队

的 14 条水沟
,

过去是青山常在
,

沟水长流
,

可灌溉水田 4 00 亩
,

现在已有 8 条断流
,

剩下 6 条 也只有少量流水
,

灌溉面积减少到 1 00 亩
,

原来的 300 亩保水 田 变 成 了 “ 望天

田 ” 。

第三
、

气候反常
,

灾害增 多
。

由于天然植被被破坏
,

河池地区气候状况发生显著变化
,

主要是春旱和秋旱显著增加
,

涝
、

雹
、

风
、

病
、

虫等自然灾害 日趋严重
。

春旱和秋旱的历史

频率分别为 7 2
.

5 % 和 8 5
.

6%
,

产粮地区秋旱更为突 出
,

历史频 率 在 90 % 以 上
。

1 9 5 5

一 1 9 8 0 年
,

全地区发生过 6 次严重秋旱
,

均在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 1 9 6 6 年之后
。

东兰县

五十
·

年 f交只发生旱灾 2 次
,

六十年代增 加到 6 次
,

七十
·

年代竟增至 8 次
。

该县 1 9 7 2 年 3 月

22 日发生严重的风雹灾
,

最大的冰雹
一

单个 重量达 60 一 70 斤
,

落到地
_

卜三夭还溶化不完
,

大树连根拔起
,

四千多亩玉米被打平
,

这种情况
,

九十 多岁的老 人过去亦未见过
。

都安瑶族

自治县七级以
.

上大风
,

五十年代平均衍年 1
.

63 次
,

六
一

卜年平均每年 4
.

4次
,

七十年代增至

4
.

6次
, 1 9 7 7年一年之内竟出现 9 次之多

。

第四
、

农田环境 污染增加
,

危害日趋严重
。

河池地区 1 9 8 0 年工业产浪比 1 9 6 5 年增长

8
.

95 倍
,

占二农业总产值 4 9
.

4 5%
。

由于工业迅速增加
,

废水
, .

废气
、

废渣 没 有妥 善处

理
,

任意排放
,

加上连年使用大量高残留化学农药
,

农业环境污染有所增 加
,

危 害 日 趋严

重
。

据统计
,

仅化工等 8 个行业 7 3 个单位
,

每天排出废水 36
.

11 万吨
,

几乎等于上海市

每天排人长江 8 , 万吨污水量的一半
; 钉天排 出废气 5 4 9

.

4 万立方米
,

每年达 2 。。 5 3 1 万

立方米
,

全地区面积 3 2卫5 3 平方公甲
,

平均旬
二

平方公 里 G
.

o 3 万立方米 ; 每 年 排 出废渣

14 5
.

12 万吨
。

广西氮肥厂等七个单位
,

何天排人龙江的废水达 18
.

96 万吨
,

其中氰化物等

有毒物质超过国家规定排放标准
。

山于水质污染
,

龙江死鱼现象常有发生
,

有的河段已无鱼

虾踪迹
。

金城江火力发电厂
一

,

过去常 `不黑烟滚滚
,

致使金城江镇周围的柑
、

袖等果树无法结

果
,

早就为人所知
。

大厂矿务局的废渣含锚超标 6] 倍以 卜
。

全地区工业 “ 三废 ”
中超标的

物质有
:

锅
、

砷
、

语
、

钟
、

铜等
,

其中有的超标达数十倍之多
。

当 议

河池地区解放以来
,

农
、
!巨生产育听发展

,

但速度不快
, 7欠平不高

,

产量 不 稳
,

贡 献不

大
,

群众不富
。 , 。 7 9 午习7均每人有粮仅 51 8

.

9 斤
,

粮食总产量 比 l 公5 2 年 只 增 长 1
.

3

倍
,

增 长率为 3
.

1%
,

低于个国水平
。

造成农业生产
一

长期落后的原因
,

既有社会因素
,

也

有 自然因素
。

前者是
,

粉碎
“ 四人帮 ”

前农业经济政策多变
,

生产关系变革和生产力发展不

相适应
,

片面强调 “ 以粮为纲
” ,

违背 了客观规律
,

破坏了农业生态平衡
,

影响了农业生产

的发展
。

后老是干旱 多灾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
,

为产粮区干旱中的秋旱历史频率达 90 % 以

L
。

对于类似这样 个 森朴复
」

奋杯低
.

.

水土流失严重和灾害频仍而 多山的地区
,

农业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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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建设
,

必须从 “ 生态原则 ” 和 “ 经济嵘贝lJ’’ 出发
,

从大农业
、

大面积
、

大粮 食 的 观 点出

发
,

扬
一

长避短
,

趋利避害
,

把着眼点从只占土地面积百分之几的耕地扩大到占 j : 少: 而积合分
之 七十以

_

L的山坡
、

草场
、

水面
,

在努力提高农业总产值的前提下
,

加快发展林
、

牧
、

副
、

渔各业
,

使种植业所占的比重由现在 75 % 以上逐步调整到 50 % 左右
,

从根本上改变现在
一

的农业经济结构
。

根据这一方向
,

全地区可划分为四个发展分区
,

现当议如下
:

( 一 ) 以农业为主的分区
。

主要是宜山
、

罗城
、

河池
、

环江
、

都安等县的平原地汉
,

也

包括各县的平原地区
。

这些地区以农为主
,

不但需要
,

而且可能
。

从需要来说
,

我们是社会

主义国家
, 一个地区直至一个国家所需要的粮食不可能个靠外援

,

必须有计划地发展粮食生

产
。

从可能来说
,

这些地区发展粮食生产的条件优越
:

气温高
,

雨最丰沛
,

水热同期 ;
土层

深厚
,

土质肥沃
;
水利茱木过关

,

易于灌溉
; 群众技术水平较高

,

经验丰官
。

这些地区历年

来提供的商品粮占全地区商品粮总数的 7G % 以土
。

如官山县洛东公社是广西商品粮基地之
1 9 8 1 年全社给国家提供粮食超过万斤的达 2 5 户

,

其巾岭头生产队从 1 9 6 9 年以来
,

连续十三年增 产
,

递增率为 8
.

5 %
, 1 9 8 1 年平均每户产粮 1

.

5 万斤
,

何人有粮 2 2 9 6斤
,

一年两季水稻平均亩产达 1 3 4 3 斤
,

受到国家的奖励
。

其中何登霄一户全年产粮 3 3 6 9 9斤
,

人均产粮 3 3 6 9
.

9 斤
,

向国家卖粮 2 2 9 96 斤
,

获国家奖励红灯牌收音机
、

电唱机
、

八挂钟

等物
,

还奖售凤凰牌和永久牌单车七架
、

上海产缝纽机两台
,

加上当年他家养猪 1通 头
,

全

年经济总收人达 5 0 0 0 多元
。

事实证明
,

这些地区实行以农为主
,

大力发展粮食生产
,

不但

需要
,

而且可能
,

完全符合群众的意愿和客观规律
,

以农为主同样是一条可取的致富道路
。

当然
,

以农为主
,

亦应注意搞好作物品种搭配
,

实行合 理布局
,

把提高单产作为主攻方向 ,
-

发展 多熟制
,

适当进行耕作制度的调整
,

坚持用地和养地结合
。

同时
,

还应注意从建立一个

合理的农业生态系统出发
,

发展林
、

牧
、

副
、

渔牛产
,

使五业互相促进
,

更加协调
。

( 二 ) 以林业 为主的分区
。

主要是南丹
、

夭峨
、

东兰
、

凤己
_

!
、

巴马
、

者阵安等县的大部分

地区
。

其特点是坡地多
,

面积大
,

交通不便
,

劳动强度大
,

生产发展慢
,

经济基础薄弱
。

这

些地区今后应以林为主
,

以林促农
、

促牧
、

促副
。

主要依据早
:

第一
、

全地区 1 0 0 0 万亩宜

林荒地大部分分布在这些地区
。

这些地区 L! l高坡陡
,

土质贫疮
,

水土流失严重
,

不适宜发展

农业 , 如以林为主
,

却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

第二
、

这此地区六十年代以前
,

森林较多
,

其

中不少是原始森林
。

后因乱砍滥伐
,

林线后退
,

水土流失
,

灾害频仍
。

为了维持生态平衡
,

为

农业生产创造 良好条件
,

也应以林为主
。

都安县琳琅大队
,

过去到处只亲山赤岭
, “ 半夭大

雨水成灾
,

三天无雨旱情来
, 一

十年就有九年歉
,

农民缺米又缺柴
” 。 一

九五五年以来
,

他们

坚持年年造林
,

绿化了大部分荒山
,

提高了森林复盖率
,

促进了生态平衡
,

泉水由原来 7 个

增加到 25 个
,

保水田由过去 6 00 亩增加到 1 9 0 0 多亩
,

出现了林茂粮丰的喜人景象
。

社

员高兴地唱道
: “ 弄咭

,

夕了一株树
,

胜存十元钱
,

林多粮也多
,

生活象蜜甜
” 。

第三
、

这些地区

人多田地少
,

发展农业有很大的局限性
,

而由于宜林荒山
,

成千 卜万
,

无论从 卜地资源或劳

力资源 }枯发
,

发展林业均优于发展他业
。

第四
、

这些地区森林资源丰官
,

林术生
一

长良好
,

除

松
、

杉
、

桐
、

茶
、

柑
、

橙大可发展外
,

优良乡土树种如 白克木
、

泡桐
、

柳
、

椿
、

楠等亦可大

量种植
。

现这些地区的部分公社已列为国家或自治区的杉
、

桐
、

汕茶推地
,

已出现许多靠林

致富的例子
。

如南丹县挽 白大队
, 1 9 7 0 年以前

,

没有发挥宜林优势
,

是 个 有
`

名 的 “
兰靠

队
” ( 食粮靠统销

, 生产靠贷款
,

生活靠救济 )
。

后来狠抓了林业
,

种杉 2 0 0 0 亩
,

桐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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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

竹 1 0 0 0 亩
,

油茶
、

板栗各 10 0 多亩
,

大队还办了
一

个林场
,

现在每年产桐籽 20 多

万斤
,

仅此项收户
、

就达 8 万元以上
,

平均每个劳动力 10 9 元
。

林业的发展为农业提供了资

金
,

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

粮食总产由 1 97 1 年的 12 3 万斤 上升到 1 9 7 9 年的 19 3 万斤
。

其

中新村生产队林业收人占全年生产总收人 5。 % 以上
,

该队 1 97 8 年全队平均梅户林业收人

达 1 3 0 1 元
,

劳力较 多的一户当年林业收人达 盯妞 元
。

群 众高兴地说
: ,’5民抓林业才几年

,

壮村瑶寨换人间
,

靠林致富金光道
,

社员生活赛神仙
” 。

发展林业
,

效果卓著
,

由此可见一

斑
。

( 三 ) 以牧业为主的分区
。

主要是环江
、

罗城
、

南丹三个县适宜发展牧业的地区
。

河池

地区共有宜牧荒地 10 8 4 万亩
,

其中万亩以 上的 59 片
, 5 0。。一 1 0。。 o 亩的 73 片

, 1 0 0 0

一 5 0 0 0亩的 39 8 片
。 _

L述三县宜牧面积达 8 0 0 万亩以
_

卜
,

其巾 60 % 以上等待开发利用
。

这些宜牧坡地不但集中连片
,

而且气候温和
,

雨从充沛
,

牧草 异
:

种资源丰富
,

牧草生 长期达

11 一 1 1
.

5 个月
,

冬春季霜雪少
,

对发展牧业极其有利
。

此外
,

全地区还
一

仃几百万亩石山灌

丛可发展养羊
、

养免
。

环江和南丹两县已列为全国的菜牛基地
, ,

其菜牛肉 质 鲜 嫩
,

畅销港

澳
。

罗城县维新大队 1 9 7 7 年以后大抓养羊
, 1 9 8 0 年养羊收入达 1 7 0 d 4 元

,

该大队大洞

生产队牧业收人已由原来只占农业总产仇 10 % 提高到 29 %
。

环江县马口 洞地区
,

宜牧地

达 5] 万亩
,

而耕地只有 2吐。。 亩
,

显然以牧为主更为适巾
。

( 四 ) 其他地区
。

除上述三个发展分区外
,

河池地区尚有水面面积 2 59 万多亩
,

其中大

小水库
、

塘坝水面 13 8 万亩
,

可 以发展养鱼
。

其他小宗土特产品
,

名 目繁多
,

各具特色
,

如香菇
、

木耳
、

辣椒
、

蒜头
、

柑桔
、

橙子
、

荔枝
、

果蔗
、

蛤螃
、

乌龟
、

罗汉果等
,

均属色味

俱佳
,

堪称美品
,

驰名区内外
,

有的在国际市场亦颇负盛名
。

这些地区要根据自己的特点
,

发挥自然优势
,

合理开发利用木地资源
,

适合发展什么
,

就发展什么
,

采取多种形式
,

发展

多种经营
,

做到既符合 自然规律
,

又符合经济规律
,

在较短的时期内
,

改变原来 单一经济所

造成的穷困落后面貌
。

综上所述
,

河池地区是农
、

林
、

牧综合发展的理想 J
一

也区
,

资源丰富
,

潜力很大
,

路子甚

宽
,

只要解放思想
,

打开视野
,

把立足点摆对
,

把着眼点扩大
,

认真规划
,

因地制宜
,

就可

以做到人尽其才
,

地尽其利
,

物尽其川
,

把河池地区建设成为一个林海碧波滚滚
、

五业俱兴

的乐园
。

让农业生态系统和 协动听的交响曲响遍本仁西北大地
、

也响遍全
, !飞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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