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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林业建设保障鄱阳湖区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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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农业大学 南昌 330045) 

摘 要 鄱阳湖区的生态安垒问题 日益突出．诸如宠害频繁、水土流失_皿重、兰地沙漠化、承奇译短缺、生物多样性 

锐碱等，产生湖区生态安垒问题的根本原日是^口增长、资簿短缺、经洚发展对 自然与环境综台压力下的^水争地 

和^杠争地。由于森林具有多种碱兜防宠的功能，生忠林业在保障瑚噩生态安垒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有其独 

自的经营要 求= 

关键调 生意林业 鄱阳湖 生态安垒 

Strengthening ecological forestry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guarantee ecological safety on the Poyang e regi‘ons． 

DUAN Xian—M[ng(J[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tNanchang 330045)，CJEA，2001．9(3)：45~47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ecological safety troubles in the Poyang Lake regions，such as frequently natural ealami— 

t[es．serious loss of water and erosion of so[1，desert[fication of land，shortage of ware r resource，decrease of 

biodtversky Basic reasons are striving for land among water，forest and human being．under the comprehensive 

pressure from population growth，resource shorta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Ecological safety carl be effectively 

secure by eeotog~eal forestry tn the Poyang regions，but it has its special management cla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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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我国的生态安全不仅是西部的同题，长江流域的连续 

特大洪灾、黄河的持续断流、全国大小湖泊的急剧萎缩和消亡、连续的扬沙沙尘暴天气、草原退化、沙漠化和 

水土流失、城市的工业污染⋯⋯，生态安全同题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本研究以鄱阳湖区生态安全状况为依 

据，分析了形成湖区生态安全问题的基本原因，提出保障湖区生态安全的基本对策——加强生态林业建设。 

1 鄱阳湖区的生态安全问题及其原因 

鄱阳湖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中下游交接处的南岸，东经 115。47 30 ～116。45 ，北纬 28。22 30 ～29。45 ， 

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亚洲最大的生态湿地和世界最大的白鹤越冬栖息地．它汇聚江西省 5大河流 

(赣江、抚河、信江、修水和饶河 5大水系)井经调蓄后由湖口注入长江，形成完整的辐聚水系——鄱阳湖水 

系，对江西省防洪防涝和长江中下游蓄洪、排洪及调洪发挥重要作用，生态地位极为重要，许多著作、文献和 

研究报告中把直接与鄱阳湖毗连的u 个县市(新建、南昌、进贤、余干、波阳、都昌、湖口、星子、德安、永修 1o 

县和九江市)称谓鄱阳湖滨湖区(简称鄱阳湖区)，它们的气候、水文、旱涝灾害、交通运输等受鄱阳湖水体的 

影响较为直接，具有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类似性。该区是江西省主要商品粮棉、水产品及油料生产基 

地，亦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和淡水养殖基地，经济地位非常重要。由于受人口、经济、资源的多重睚力，湖区生 

态环境负荷日趋加重，环境治理跟不上生态退化，使湖区的生态安全状况 日益严峻，其表现一是水旱灾害频 

繁，湖区 洪涝为主，洪旱灾害较严重，且灾害频度和灾害程度近年加大，1 949～2000年湖区有 36年发生旱 

涝灾害(特大水灾 7年，特大旱灾 8年，较严重水灾 1 年，较严重旱灾 11年)，有 5年涝上加旱，仅有 16年风 

调雨顺 特大水灾一般每 10年发生1次，90年代 来平均每 3．3年发生 1次，特大旱灾平均每 6．4年发生 1 

次，90年代则平均每 4年发生 1次；二是水土流失严重，江西省是我国南方水土流失严重的省区之一，据 

1 996年卫星遥测，该省水土流失总面积达 3．52万km ，而湖区水土流失面积达 0．326万km ，占该区总土地 

面积的1 6．4 ，占该省水土流失面积的 9．3 ，湖区水土流失虽有治理但收效甚微，水土流失造成了表土冲 

肥力衰退、河床升高和水库淤塞，降低了水利工程的防洪抗旱能力，加强了洪旱灾害，影响了工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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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冀展；：是上地沙漠化．80年『十计“沙漠逼近南昌减”的报道并术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5年前巾同科学院 

兰 H沙漠研究所的专家在考察J 都阳湖周边地区 {：地妙化情况后认定这咀是“江南沙漠”．少数专家和科技 

几员已以识到书态的严峻．而今天湖医的都昌县多宝乡 型无际的沙匠和南昌县岗j=_乡兴农村的搬迁已是 

沙进人返的真实写照。1 999年江西省林业厅等部门调杏监删结果表日甘．江西省有 31个县土地沙化总面积 

8{t9万 hm ．其中湖区 }一地妙化面投约 拿省沙化面积的 1／3．沙化地 形圈上 示南昌市 J苛围的富山、，“ 

福、岗上、厚田、莲塘、南新、东新等乡镇分布大片沙丘 湖区的治沙成果是局部和有限的．猖獗的沙灾并未得 

到根本进制 有蔓延之势；四是水资源短缺．鄱阳湖区水资源短缺表现在季节和地域的不平衡，其根源首先 

是由鄱阳{胡目身的形态特征所决定，都阳湖属典型的季节性涨水湖泊．具有”高水是湖，低承似河”的独特自 

然地理景观：湖[ 站水位 21．7lm时湖泊l 积为3283．4km ，蓄水量为295亿13]。．湖口站水位降至历年最低 

值5．90m时湖泊面积只有 1 46km ，蓄水量 4．5亿 m ，二者面积相差22倍．蓄水量相差 65．6倍。每年汛期 5 

大河流洪水入湖，湖水漫滩，洪水 一片，枯水季节湖水落槽，滩地显露，水l 缩小．洪、枯水位面积相荒 l0多 

倍，蓄水垃相差20多倍。湖区近 jo 的降水和近 60 的地表径流集巾在4～6月． 需水量的60 ～70 在 

7～l0月，故 4～6月弃水多，而 8～】0月缺水量丈．湖医地表水资源的利用丰枯无法调节，丰水期时长江也 

正值高水位期，湖水难以顺畅充分地排入长江．长江甚至反而倒灌入湖．加重了湖厦的洪涝灾害，而退水时鄱 

阳湖又难以有救蓄水，造成枯期严重缺水 其次是园盲日围垦和湖泊淤积导致湖体库容的损失所造成．建国 

以来鄱阳湖围垦总面积达 】466．9km ，其中康山垦区围垦就达350km：．盲目围垦使都阳湖损失库容达 80亿 

m ．相当于目前湖泊容积的 53 。湖域面积的缩小．湖体容积的损失直接导致 r江河洪水无处可蓄．降低 _r 

湖泊的调蓄能力．妨碍泄洪，鄱阳湖年八湖泥沙量达2400多万t，出湖泥沙量仅 1200多万t，近 1／2淤积于湖 

中．且大多淤积于 5大河八湖洪道附近，加速了湖床抬高，大大壅高了尾间地区的洪水位，形成小流量、高水 

位的不利局面 再次是由于湖承污染，水质下降．进而导致可开发利用的水资源日趋枯竭，困流域内有大量污 

水和废水入湖．使鄱阳湖水质污染．湖水的有机物、5毒(汞、砷、酚、铬、氰化物)和重金属在许多蝴域均有超 

标现象，特别是工业以外的污染源如生活、市政、旅游和农业污染正逐步成为污染湖水环境的主要威胁，城镇 

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湖中，傍湖而居的城乡居民向湖中倾倒生活垃圾．严重地污染了湖水：五是生 

物多样性的锐减，由于湖区植被的破坏、森林资源的衰退和水质的污染，造成都阳湖湿地生态系统的破坏，使 

其作为多种物种繁衍生息的生境日趋变化，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成为湖区生态安全的一大隐患。 

产牛湖区生态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有樵采过度使湖滩植被破坏．采育失育使森林资源衰退，盲目围 建 

垸使湖泊库容减少．j大河流域的生态退化加重了湖区生态负荷、水利丁程及设旆的薄弱、废污的无序排放 

等 产生湖区生态安全问题的深层原因足人口与资源、经济、王1：境的矛盾交织．日益增长的人口给自然和环境 

带来压力，这种压力首先表现在土地利用 上，表现在人林争地和人水争地方面，一是人林争地，由于湖区社会 

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机会缺乏和人均耕地步，滨湖农民往往开垦陡坡地以增加收入或维持口粮之需，坡地 

开垦导致水土流失，地力衰退，于是又被迫退耕还林，同时农民的生活能源之需也对森林生态系统产生巨大 

压力，从而加剧了水土流失，抑制了树木生长，破坏 r森林生态系统；二是直接施加在湖滩四周的』、水争地， 

即围垦建垸．通过修筑堤防将江河或湖泊、洼地圈围，使之与外水隔绝，形成生产和生活空间，这些民垸广布 

湖区，面积从数十公顷到几万公顷，有的甚至形成了人口众多、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密集村镇，大多数围垦的后 

果弊夫于利，不仅经济效益差，且缩小湖域．降低湖泊的调蓄能力，妨碍泄洪， 『起水位急剧上升．加剧洪涝灾 

害．加速湖床抬高，影响航运．破坏鱼类产卵场，加速渔业资源衰退。由于圩区已伸入水下三角洲地带．圩外继 

续接收三角洲向前推进的沉沙沉积．圩内则无沉积，围垦不久，圩外地面反而高于圩内，久圩成塘，常出现内 

涝．不仅排涝费用高，促进水稻土次生潜育化，使之成为低产高耗农田．于是又向圩外围垦．形成恶性循环，一 

旦洪灾来临．民垸首当其冲，垸民不断地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根本谈不上积累更谈不上发展 

2 保障鄱阳湖区生态安全的基本对策 

2．1 森林减灾防灾的基本作用 

兴林是治水的先决条件，森林是减灾防灾的基础。森林作为陆地最大的生态系统，具有时间、空问、种群 

等优势．保持着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强大的第一性生产力，在维持环境系统有序结构中起关键作用，具有涵养 

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净化大气等功能 森林防灾减灾作用一是减轻水旱灾害，大雨降落时林冠层可截 

留 j ～40 的降水，枯枝落叶层截留 5 ～1 0 水量．而结构良好的森林土壤通过渗透作用使大量地表水 

转为地下水．最终减缓了地表径流的流速和减少了流量．减轻了土壤侵蚀，在汛期湖泊的入水得以缓和，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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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蓄水义延长r降水的有效利用周期， 节了水量的时空平衡状况，雨季不致成水患，旱季不致成水荒；二 

是减轻水土流失．降雨时森林以树： 茎流的形式将降雨集中到树干基部，并改变透冠水的雨滴大小、分布和 

相应的动能．从而改变林冠上方降雨的侵蚀能力．减轻了雨水对土壤的冲刷，枯枝落叶截留减缓了地表径流 

的冲力，地表径流的拦蓄叉降低了泥沙含量．控制 r泥沙下泄，森林强大的根系起到固土保土的作用，各地治 

理经验都|正明植树造林才是治理承 流失的根本措施；_二是治沙治荒．湖区沙化土地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巾上 

游水土流失，F游泥沙淤塞．河床升高．造成河流决口改道，形成下游零星、块状带状的沙洲和沙丘．且由于湖 

区大风使沙化推移，蚕食农田，淹没村庄，淤塞渠道 ．造成沙进人退。国内外的研究和试验都证明植树造林对 

防风固沙、稳定土壤等效果显著．如湖区都昌县多宝乡近 30年来探索成功“工程防沙一乔灌草结合同沙一综台 

治理与开发”治理模式，该乡位于都昌县城西端 1 8km处，形成了沿鄱阳湖口呈三角状分布、面积达291]hm 

的风沙化 { 地．是江西省连片沙化面积 大且危害最重之乡，70年代开始进入以工程防妙为主的摸索阶段， 

1 971年在重沙区建设乡办沙山林场，l977年在沙医设立了水土保持试验站(治沙站)．80年代开展了乔灌草 

固沙试验．9o年代开展治理与开发相结合的工作．通过在沙地上种植马尾松、湿地松、刺槐、苦楝、木荷等乔 

木和胡枝于、紫穗槐、山苍子等灌木及蔓荆子等草本植物营造浩沙防护林 200多 hm。，建成 一遭道绿色屏障， 

使沙逼人退的局势得到 定控制，该县现正全面启动沙山综合治理及开发工程。目前湖区林种结构简单，仍 

以用材林为主．加上尚未形成规模的部分防护林．树种结构简单，林相差．质量差，经营粗放．离湖区的生态安 

全要求相差甚远，为保障湖区的生态安全．湖匿林业必须根据当地的发展瓶颈和主导需求．必须要有特有的 

林种、特有的经营制度和特有的技术体系．即建设湖区生态林业，这是保障湖区生态安全的基本对策。 

2．2 程阳湖区生态林业建设对策 

鄱阳湖区生态林业建设对策一是必须首先明确其经营目的．不是以获取产品获取经济效益为直接 目的． 

而应以疑大可能地发挥森林生态效能获取生态和社会效益为主，突出其公益性 ，并始终围绕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改善；二是科学布局，分类指导．应根据湖区的不同地段生态脆弱程度和生态重要程度进行科学的林种布 

局．在水 流失严重地段、退耕还林地段和开垦过的坡地设置水土保持林，在河流、大中型水库和湖泊周围的 

第 1层山脊内设置水源涵养林 ．在固定沙地 、半固定沙地及潜在沙化土地设置 防风固沙林，在生态脆弱的公 

路、铁路、人I：堤、渠坝和河流两侧设置护路护岸林．这些环境资源林是湖区的生态屏障．是湖区生态林业的 

经营对象；三是稳定健全森林生态系统，树种选择和配置应选择适应性强，生长旺盛，枝叶茂密．根系发达，固 

着力强．耐干旱瘠薄，肥力要求低．抗性强．能改良土壤的先锋树种或优势树种，乔灌草结台．提高种植指数， 

采用混交林模式．增加树种组成和空间层次，减少养分竞争，增加养分互补，加大阔叶树的比重；四是重视封 

山育林技术．封山育林不仅经济节省．生态科学，且其 自然经营方式充分利用r自然力的作用．符合森林演替 

的方向．植被恢复快．物种的适应性和系统的稳定性好；五是加强对各类环境资源林的封禁管护，严格禁止采 

伐、樵采取薪和清理枯枝落叶，禁止放牧及其他人为干扰和损害森林的生产经营活动，在条件许可的地段进 

行生态林业生产也必须兼顾生态经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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