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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land degradation in the Karst area of Guizhou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and the pressure of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ecology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cept of soil degradation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land degrada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analyzes the causes of land degradation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
measures to prevent land degradation. It points out that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soil and land 
degradation indicators, the research on the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of soil degrada-
tion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process, mechanism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oil and land degrada-
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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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贵州喀斯特地区的土地退化问题日益严重，人类活动对生态的压力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阐述

了土壤退化的概念和贵州省土地退化现状，分析了土地退化的成因并提出了预防土地退化的相应对策。

指出应加强对土壤与土地退化指标评价体系，土壤退化的监测与预警系统研究以及对土壤与土地退化过

程、机理及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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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土壤资源在一定范围内保持着相对稳定，是一种可更新资源，如果超出了这个可塑范围，土壤资源

将表现为不稳定，如土壤侵蚀、土壤污染和土壤恶化等，打破了原有的物质和能量循环，原有的土壤性

质便难以再恢复，从而使土壤资源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遭到破坏，导致土壤退化[1] [2]。总的来说，土壤退

化是指在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下所发生的导致土壤的农业生产能力或土地利用和环境调控潜力下降的过

程，即土壤质量暂时性的和永久性的完全丧失其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征的过程，包括过去的、现在的

和将来的退化过程[3] [4]。从退化性质看，土壤退化可分为三大类，即物理退化、化学退化和生物退化；

从退化程度看，土壤退化可分为轻度、中度、强度和极度四类；从土壤退化的表现形式上看，土壤退化

可分为显型退化和隐型退化两大类型[5]。在土壤退化评价指标体系上，可根据四个范畴划分退化指标，

即土壤退化阶段的判断，土壤退化发生的判断，土壤退化程度的判断，土壤退化趋势的判断[6]。土壤退

化的标志是土壤承载力的下降，即对农作物来讲是土壤肥力的下降，对人类来说是人均土壤资源数量的

减少，而对生态环境来说是环境质量的降低。 

2. 土地退化问题 

水土流失严峻，土壤板结严重。由于山体滑坡和土壤侵蚀等的危害，土壤中的耕作层变得愈加稀薄，

土壤养分随着地表径流而大量流失，土壤的团粒结构也遭到破坏，使得土壤中的空气被挤出，增加了土

壤的紧实度，因此低产田面积逐年增大[7]。这也是土壤肥力锐减，耕地等级下降的原因。 
农田耕地侵占，环境污染严重。中央早已提出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严格要求，对耕地实行最严

格的保护制度。因个别农户占用耕地违法建房，其他村民争相效仿，以致一发而不可收，违规建房者越

来越多，严重扰乱了农村建房的秩序，从而造成大量国有土地资产流失。其次，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

调整，山地生态畜牧业、家庭牧场和地方乡镇企业发展快速，已成为各地政府大力推动和农民积极响应

的新型畜牧和工业联合发展的方式，但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不合理的处理方式，养殖业和工业带来

的环境污染问题愈加严峻，比如土壤重金属污染、土壤盐渍化、水体富营养化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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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地退化的因素 

3.1. 人为因素 

近年来，随着人口的突然增长，山地土壤资源的短缺问题变得越加严峻，人们对耕地土壤资源的有

序合理开发逐渐由适应型转变为剥削性、掠夺性的开发。具体表现为：1) 盲目扩大耕地面积并引起森林

和草场面积减少，环境趋于恶化，土壤侵蚀化加剧。人类活动对土地退化的这个驱动过程可以看作是对

土地的过度开发。2) 为了增加土地生产量，过量施用化肥和农药，并强化灌溉，使得耕地的自然性状遭

到破坏，引起土壤污染、板结、肥力下降直至耕地被废弃，变成荒漠化土地。这个过程可以看作是对土

地的过度使用。3) 减少农田的休耕期，使土地难以得到休养生息和地力的恢复，造成土地质量下降，也

是过度使用的一种表现[9]。 
开矿破坏严重。疯狂无节制的矿产开采活动，破坏了原有的自然景观、地表土被剥离、草地植被消

失、动物被迫迁徙、水土流失，直接后果就是水体严重恶化，土壤肥力急剧下降，林地、草地退化，这

些现象反过来又加剧水土流失，使生态环境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10]。同时由于企业碍于资金和先进技术

设备的限制，在矿产开采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违反操作规程的事件，不仅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损失，

也会使得河床变成支离破碎的废石堆[11]。 
旅游业开发忽视了生态保护。随着旅游业的兴盛，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一小部分人利益熏心，急

功近利，盲目开发。首先是植被的破坏，不少的树木遭到砍伐，山地和林地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使得原

本脆弱的生态环境压力倍增。其次，大部分的游客都是以自驾游的形式在景区游玩，尾气的排放会对周

围的空气产生明显的影响，河流中到处见到了都是漂浮物、悬浮物；再次是监督力度不足，相应的规章

制度并没有严格执行[12]。 

3.2. 自然因素 

影响贵州省各地区土地资源退化的自然因素，主要有地形、土壤、降雨等。如毕节地区石灰质岩溶

地貌遍布，山高坡陡，河谷深切[13]。如此恶劣的地形条件，在土地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利用的情况下，必

将产生强烈的土壤侵蚀。 
地貌及其物质的不稳定性。首先贵州多区域为山地丘陵，地面斜坡不稳定，有大面积的第四纪松散

沉积物覆盖。其次，外营力受季风强弱的影响，表现出水力侵蚀的强度和范围的多变性，以及由此产生

的水力—风力复合侵蚀、水力—冻融复合侵蚀的叠加与变化[14]。 

4. 土地退化防治措施 

4.1. 调控土壤水分，改良土壤质地 

水分是诸土壤肥力因子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土壤水分状况不仅直接关系到土壤对作物的水分供

应，还会影响到土壤室内空气的温度和湿度、土壤的肥、气、热及其他物理化学性质，进而间接地影响

着作物生长发育、农产品产量和品质。调控土壤水分关键在于科学选择合理的灌溉方法与技术[15]。土壤

质地过粘要掺沙质土或炉渣，过沙要掺粘土，使土壤质地近于壤质土为宜。 

4.2. 调整耕作制度，增强土壤抗蚀 

合理轮作，防止复种指数过高造成土壤养分的过度消耗引起土壤退化，因对耕地进行适当的空闲或

适当增加豆科作物的种植，有利土壤肥力的恢复。对已污染的土壤可采用以下的方法处理：客土法适用

于小面积污染严重的土壤，主要是在被污染的土壤上覆盖一层非污染土壤，将污染土壤部分或全部换掉，

覆盖和换土的厚度应大于耕层土壤的厚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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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加强水利建设，提高抗旱能力 

加强水利基本建设，调整坡面水系，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增加蓄水量，扩大耕地浇灌面积，提

高土壤抗旱能力[17]。但在实施水利工程时，要因地制宜建设埂、沟、塘、池、渠、库相连的排灌网络系

统，做到排水有沟、拦土有埂、沉沙塘、蓄水有池、引水有渠，层层设防，蓄排结合，化害为利，控制

水土流失，增强土壤保水保肥能力。 

4.4. 科学合理施肥，改善土壤性状 

合理、适时科学施用化肥。要根据不同土壤的性质，不同的需要量和利用率合理调整氮、磷、钾等

所需施用的化肥量；并调节有机肥与无机肥施用比例，注重生物钾肥、固氮菌类、酵素菌肥等生物肥的

施用，适当减少施用化肥、种植绿肥和增施有机肥[18]。因地制宜的推广秸秆还田，秸秆还田具有增加土

壤有机质和有效养分、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有利于提高土壤肥力，防止土壤退化。 

5. 展望 

我国土壤退化研究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有特色的进展，但整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因而，

今后我国土壤退化的研究工作应从更广和更深的层次上，系统综合地开展土壤退化的综合评价与主要退

化类型农业生态系统的重建和恢复研究，并逐步向土地退化或环境退化方向拓展。具体来说，应加强以

下几方面的研究工作： 
1) 土壤退化的监测与预警系统研究。主要包括建立土壤退化监测研究网络，对重点区域和国家在不

同尺度水平上的土壤及土地退化的类型、范围及退化程度进行监测和评价，并进行分类区划，为退化土

地整治提供依据。 
2) 土壤与土地退化过程、机理及影响因素研究。重点研究几种主要退化形式(如土壤侵蚀、土壤肥力

衰减、土壤酸化、土壤污染及土壤盐渍化等)的发生条件、过程、影响因子(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经济的)及
其相互作用机理。 

3) 退化土壤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研究。主要包括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及专家系统等技术，研究和

开发适用于不同土壤退化类型区的、以持续农业为目标的土壤和环境综合整治决策支持系统与优化模式；

主要退化生态系统类型土壤质量恢复重建的关键技术及其集成运用的试验示范研究等方面的工作，为土

壤退化防治提供决策咨询和示范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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