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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岩溶石山地区的水涝灾害严重
。

岩溶石 山

地区也是长江 中下游洪水的重要来源地
。

然而

由于岩溶石山地区持水性差
,

旱情尤为严重
,

通常
“

涝是一条线
,

旱是一大片
” 。

岩溶石山

地区有近 2X( X) 万人饮用水问题没有解决
,

农

田灌溉问题更是严重
。

要解决旱涝问题
,

不仅

要合理开发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
,

更主要是合

理调蓄地表水和地下水
,

这是一个艰巨的系统

工程
,

需要依据地质环境条件予以统一规划
。

3
.

自然灾害的防治问题

岩溶石山地区自然灾害
,

主要是气候灾害

及地质灾害
。

地质灾害以 岩溶塌 陷和滑坡为

主
。

岩溶塌陷是岩溶发育过程的 自然产物
,

但

是人类工程活动如蓄水
、

排水
、

震动
、

荷载等

也会诱导和加速岩溶塌陷的发生
。

岩溶塌陷对

工程建设和工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危害性
,

甚至

危及居民生命安全
。

如桂林发生公路塌陷及因

爆破引起农田岩溶塌陷坑影响到城市交通和农

业生产
,

贵州水钢供水区 s k n尹范围内因抽水

而诱导塌陷坑近千个
,

在坑坝一头塘一带塌陷

密度达 4印个 / h了
,

贵阳湘雅村 4 次塌陷
,

造

成铁路下沉
,

塌陷面积 11】】) 时
。

贵州省博物

馆也因邻近抽水造成塌陷而使建造物一角垮

塌
。

岩溶地 区的滑坡问题也是严重的
,

其危害

性也很大
。

气候变化及灾害
,

也会诱导地质灾

害的发生
,

例如 劝年代初万县地区的暴雨
,

诱发了数万处的滑坡坍塌
。

4
.

土地质量
、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环境问题

岩溶山区土地少而分散
,

土层瘩薄
,

加上

严重的水土流失
,

土壤肥力很低
,

氮
、

磷
、

钾

养分少
,

有关稀有元素也缺乏
。

除烟叶外
,

农

作物产量都低
。

二
、

对岩溶石山地区地质一生态环境治理

的建议

针对岩溶石山地区地质一生态环境突出的

问题
,

中国地质学曾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讨
,

与会专家对今后应采取的治理措施
,

建议如

下 :

1
.

深入开展岩溶地 区新一轮地质一生态

环境大调查

于 70 年代开展的 1/ 2 0 万水文地质普查
,

了解 了大部分岩溶山区的水文地质条件
,

为后

期开发提供了基本依据
。

但是由于近 O2 年来

各方面建设的发展及对水资源的开发所产生的

多种效应
,

而且限于当时普查的手段
。

很有必

要在新形势下
,

应用新思路
、

新方法
,

开展岩

溶地区地质一生态环境大调查是非常必要的
,

它是岩溶石山地区防治 自然灾害
、

发展大农业

和维护生态环境
,

达到脱贫及走上可持续发展

道路基础性工作
。

2
.

提高岩溶石 山地 区地质一生 态环境质

量
,

以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

改善岩溶石山地区地质一生态环境
,

就是

要合理地保护
、

开发各种资源
,

主要是水资

源
、

土地资源
、

能源
、

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
,

同时要有效地进行地质灾害
、

气候灾害和生物

灾害的防治
,

使生态环境得以恢复
。

要因地制

宜地采取相应 的措施
。

这些措施主要有
: ( l)

立体生态大农业 ; ( 2) 开展庭院小农业 ; ( 3) 退

耕还林保水土 ; (4) 扩展生态保护区 ; (5) 建立

区域防护林 ; ( 6) 发展特色经济林 ; ( 7) 建立特

色种植基地 ; ( 8) 兴水利调蓄水源 ; ( 9) 合理发

展山地畜牧业 ; ( 10) 发展粮食生产基地 ; ( 11)

合理发展山地养殖业 ; ( 12) 开发无土与水生粮

食
。

即要依靠当地的地质一生态环境特性
,

合

理地安排大农业
。

3
.

加强找水计划 实施
,

建立开发基金
,

为岩溶石 山地区的综合治理提供基本条件

加强找水计划的实施
,

会有利于这片岩溶

山区的真正脱贫走上发展的道路
。

在加强找水

实施中
,

也需要结合考虑地质一生态环境的保

护与其质量的提高问题
,

以使水资源 的开发能

更有效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在加强

找水计划过程中
,

尚需考虑筹集开发地下水的

基金
,

以使寻找出来的水得以迅速利用
,

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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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地下水开发资金须由当地支付
。

除了国土资

源部实施找水计划提供相应的基金之外
,

尚需

争取水利部门
、

地方政府等多方面的协作
,

建

立开发岩溶地下水 的基金
。

希望省政府将一部

分扶贫资金用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

4
.

全方位地实施节水计划
,

强化统一管理

节约用水是关系到岩溶石山地区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

应当把建立节水型社

会作为奋斗 目标
,

加大节水科技投人
,

积极推

广 已经行之有效的节水措施
、

方法和生产经

验
。

建议对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
,

以对水资源

科学有效地管理
。

5
.

依靠科技进步
,

开展多学科探索资源

开发
、

生态重建与灾害防治 的新途径

为了既合理而又有效地开发岩溶石 山地

区
,

进行多学科协作研究仍是非常重要的
,

特

别是地学与植物学的协作研究
,

对针对当地

水
、

土特征
,

开发适宜的农林生物资源的品种

进行土壤改良等
。

通过多学科协作研究
,

可以

更有效地探索石山地区的资源开发
、

生态重建

和灾害防治的新技术与新途径
。

6
.

按 自然单元针对 当地条件
,

统一合理

地制定开发与治理的方案

岩溶石山地区的开发与治理
,

目前还没有

统一的规划
,

单纯考虑某一村庄或乡的开发
,

可能会对邻近的乡
、

村产生不良效应
,

要开发

及保护这些地带的岩溶石山
,

都应当以小井暗

河所控制的流域为基础
,

统一进行有关开发与

治理的规划
。

其他岩溶石山地区
,

也应当以一

个地表小支流或一个大暗河系统为最基本的规

划单元
。

当然
,

较大 区域的统一规划也是需要

的
。

较大区域规划
,

可指导小 流域规划的制

订
,

为近期与长远的开发与治理方案
,

提供更

好的依据
。

7
.

因地制 宜
,

采用 多种模式发展岩溶石

山地区的经济

开发岩溶石 山地区应有多种途径
。

已有成

效的开发模式
:

( l) 开发岩溶地下水为主的带

动模式 (湖南龙山 ) ; ( 2) 水土保持发展防护林

的带动模式 (贵州毕节 ;) ( 3) 综合开发矿产资

源的带动模式 (贵州瓮安 ) ; ( 4) 大水电工程的

带动模式 (乌江
、

红水河 ) ; ( 5) 林业综合发展

的带动模式 (广西忻城
、

来宾 ) ; ( 6) 庭院综合

农业发展的带动模式 (贵州
、

乌当 ) ; ( 7) 岩溶

旅游资源的开发带动模式 (云南宜 良 ) ; ( 8) 综

合治理的地质一生态环境的带动模式 (贵州安

顺 )
。

当然
,

这些模式 尚不是完全成熟
,

但却

提供了思路和努力方向
。

无论何种模式
,

归根

结底是必须以调节人地关系
、

改善地质一生态

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的
。

8
.

领导高度重视
,

综合治理要持之以恒

我国岩溶石山地区石漠化与美国早年田纳

西河流域相仿
。

3 0 年代初
,

那里农业人 口 占

50 %
,

水土流失面积占可耕地面积 的 85 %
。

在联邦政府资助下
,

由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统一

规划和宏观指导
,

经过 60 年的努力
,

流域 自

然灾害得到全面控制
,

社会
、

经济和环境进人

协调发展
,

人地关系成为良性循环
,

人均收人

从 3 0 年代 占全国平均 的 9% 上升到 77 %
。

因

此
,

岩溶石山地区的综合治理需要中央和省区

的领导和支持
。

为此
,

建议中央领导召集相关

省区
、

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及有关学会开专

门会议
,

研究岩溶石山地区资源
、

环境和可持

续发展问题
,

作 出长远规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