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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山区生态环境观测成果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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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 80年代以来 , 中国科学院南方山区综合考察队和中国科学院千烟洲红壤丘陵综

合开发试验站(简称千烟洲站)的历代科研工作者从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到农业科技攻关示

范 , 再到应用基础理论研究 ,一步一个台阶 ,不仅为红壤丘陵区的生态恢复和生态经济可持续发

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 而且在南方红壤丘陵区典型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 、机理及其对全球变

化的响应和适应机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论文以千烟洲站的发展为主线 , 对南方山区生态环

境观测成果与发展进行简单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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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0年中国科学院南方山区综合考察队进入江西省 , 1983年在千烟洲建立试验点 ,

到 1988年正式建立千烟洲站 ,再到如今新的发展阶段 ,回顾 30年走过的风雨历程 ,我们感

慨万千:昔日的荒山草坡已成郁郁森林 ,昨天的土坯房已变成崭新的小洋楼 ,到处是先进的

试验仪器和设施 。千烟洲站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 ,除归功于上级领导的支持外 ,是几代科

学研究人员艰苦创业 、辛勤耕耘的结果。他们在南方山区和千烟洲奉献了自己美好的青春

和宝贵的聪明才智 ,用汗水把论文写在了红土地上 ,为祖国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

1　区域概况

南方山区是中国南方亚热带东部丘陵山区的简称 ,是南方队考察研究的一个特定区域

概念。其范围大体是指淮河以南 、云贵高原以东 、雷州半岛以北的广大丘陵山区 ,包括豫 、

鄂 、皖 、湘 、浙 、赣 、闽 、粤 、桂九省(区)的 535个县市(其中不包括两湖平原的 36个县市),总

面积为 108.52×10
4
km

2
。其中 ,红壤丘陵山区占 78.2%。地带性植被从北向南依次为落

叶 -常绿阔叶混交林 、常绿阔叶林 、季雨林 。

受东南季风影响 ,中国的亚热带在世界亚热带中是自然条件最为优越的地区 ,与全国的

其他山区相比 ,本区的自然条件不仅独具特色 ,而且优势明显
[ 1]
。

(1)热量资源丰富 ,雨热同季 ,生产潜力大 。年平均太阳辐射总量为 98 ～ 120J/cm
2
,年

平均温度在 14.6 ～ 23℃之间 , ≥10 ℃年活动积温 4 700 ～ 4 800 ℃,是我国大陆热量条件最

好的区域之一;年降水量平均在 800 ～ 2 000mm之间 ,更为重要的是在农作物生长季节的每

年 4— 10月 ,其光 、热 、水量占全年总量的 70% ～ 86%,极有利于亚热带喜温作物和林木的

生长。据测算 ,本区生物生产量可达 1 000 ～ 2 000 kg/(hm
2
· a),比华北地区高 1倍 ,比黄



9期 王辉民等:南方山区生态环境观测成果与展望 1469　

土高原高 1 ～ 2倍 ,比东北地区高 2 ～ 3倍。

(2)土地类型多样 ,自然生产力高 ,环境容量大 。在复杂的地貌要素主导作用下 ,形成

了多种土地类型 。据统计 ,有 20多个土地类 , 700多个土地型 ,为发展多样化农业生产和立

体农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自然条件。

(3)水资源 、生物资源在全国居重要地位 。全区水资源总量 9 671.44×10
8
m

3
,占全国

的 35.5%,人均水资源 3 460m
3
,每 hm

2
耕地 60 495 m

3
,分别是全国的 1.33倍和 2.24倍 。

全区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 9 691×10
4
kW,占全国的 10.25%,仅次于西南地区。同时 ,本

区生物资源极为丰富 ,仅高等植物就达万种之多 ,是丰富的种质资源库 。多种多样的生物品

种资源与多种土地类型相适应 ,形成资源多样化的特色 。

以上这些自然资源都是本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重要资源基础。然而 ,这块

得天独厚的宝地 ,却由于长期以来对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土地尤其是耕地的大量减少 、森林

的过量采伐 、人口猛增等 ,致使上个世纪 80年代前后 ,红壤丘陵山区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 。

当时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1)人均资源量贫乏 。人口猛增造成本区按人均占量指标衡量 ,多种主要资源均低于

全国人均水平 ,例如全区人均耕地仅 0.057 3 hm
2
,森林蓄积量 5.3 m

3
,可开采水能资源仅

0.17kW,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潜在的威胁使人均耕地越来越少 ,人口与耕地矛盾日益

尖锐。

(2)水土流失严重 ,生态环境恶化。本区能源相对较少 ,仅支持发展工业仍感紧张 ,广

大农村不可能与工业争能源。因此只好将能源紧缺的矛盾绝大部分转嫁于丘陵山区的森林

身上。由于过伐过樵 ,甚至铲草皮作肥料 ,其结果造成广大丘陵山区的植被破坏 ,原生植被

逆向演替 ,最终退化为荒山草坡 。

南方山区的植被破坏 ,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上个世纪 80年代 ,区内水土流失面积

达 0.2×10
8
hm

2
,比 50年代增加了近 2倍 。水土流失致使不少地方出现了土地质量下降乃

至完全丧失生产力并以侵蚀地为标志的类似荒漠景观 ,被学术界称作 “红色荒漠 ”或 “红色

荒漠化 ”。同时 ,生态环境的破坏 ,使旱涝灾害的频度和成灾面积均不断扩大 ,甚至一些历

史上从未发生过旱涝灾害的地方也受了灾 。

总之 ,当时的南方山区是一个优势和危机并存的特殊区域。该区的资源优势主要是环

境资源优势 ,而环境资源优势的发挥 ,主要依赖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如果生态环境继续

恶化 ,不仅资源优势不能发挥 ,而且还会逐步导致资源的枯竭 ,从而引发 “生态危机 ”。如何

运用科学的方法 ,合理利用区域的资源优势 ,改善生态环境 ,促进经济发展 ,是国家生态环境

建设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需求。

2　南方山区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与千烟洲模式的建立(1980— 1989年)

为了全面认识和评价南方山区的资源状况 ,寻求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治理途径 , 1980

年初 ,受国家委托 ,以原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简称综考会)为核心 ,组建了

南方队 ,席承藩院士任队长 ,李孝芳 、刘厚培 、那文俊先后任常务副队长 。在 1980— 1989年

期间 ,南方队对我国南方山区进行了大规模 、多学科的综合考察 。考察分为两期进行 ,取得

了丰硕的考察研究成果
[ 2]
。

2.1　第一期考察(1980— 1982年)

本期考察以江西省吉泰盆地为重点区域 ,以泰和县为点 ,采取点面结合的方法 ,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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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特点 、问题及其发展潜力等开展综合考察研究;同时南方队接受国家农委的委托 ,

与湖南省农业区划办公室共同主持对湘 、赣 、浙 、闽 、粤 、桂 6省区 、61×10
4
km

2
地域的中亚

热带丘陵山区进行了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发展战略研究 。在面上考察和点上实验的基础上

总结出版了 《江西省泰和县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 》、《江西省吉泰盆地商品粮生产基地科学

考察报告集 》、《柑桔生态要求与基地选择 ———赣南柑桔基地考察报告文集 》、《江西省泰和

县土壤 》、《中国亚热带东部丘陵山区农业发展战略 》等专著。通过考察 ,促进了吉泰盆地商

品粮生产基地建设;使宜橘而又少橘的赣南红壤丘陵区柑橘种植业有了迅速的发展;首次提

出并论证了丘陵山区必须从 “沟谷农业”转向 “立体农业”的发展道路等科学论点。

2.2　第二期考察(1983— 1989年)

为进一步深入探索红壤丘陵区生态环境与经济的综合发展途径 ,根据中国科学院和国

家计划委员会的要求 ,开展了第二期综合考察研究 ,考察范围由第一期的中亚热带地区扩展

至亚热带东南部 9个省(区)。工作采取重点区域考察与面上考察相结合的方法 ,在每个重

点区内 ,先选一 、二个县进行重点剖析 ,取得一些系统的基础资料与数据 ,然后开展重点区的

全面考察。同时 ,还把宏观的科学考察和微观的开发性试验研究工作结合起来 ,进行小范围

的开发治理试点 ,开展一些试验和观测。本期考察所取得的不同范围与精度的考察 、试验资

料以《南方山区综合科学考察专辑 》的形式出版 ,全面反映了南方山区国土资源概况 ,并从

多方面探讨了与国土整治有关的科学技术问题 。

由于本期考察范围广 、任务重 、时间紧 ,南方队先后组建 5个分队 ,按照统一计划 ,分片

包干。其中 ,二分队由原综考会主持并组建 ,主要承担湘赣丘陵山区的考察研究任务 。为了

验证 、完善第一期考察的成果和观点 ,提高对红壤丘陵山区的理性认识 ,进而科学地指导山

丘荒地(重点是红壤丘陵)开发治理的生产实践和加速南方山区的综合开发 ,二分队与江西

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合作 ,在江西省泰和县设立千烟洲试验点 ,开展生产性试验研究 ,成功创

建了驰名中外的 “千烟洲模式” ,并根据科学试验研究结果撰写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红

壤丘陵开发和治理》一书。 “千烟洲模式”不仅为进一步开发我国南方大面积红壤丘陵资源

提供了科学的 、可行性强的模式样板 ,而且为该区域的资源综合利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探索

了一条成功道路 。相关研究成果被评为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和 “中国科学院科学技

术进步一等奖”。

2.2.1　选点与规划

1983年初 ,由综考会组织南方二分队 、江西省政府以及吉安行署和泰和县等领导组成

的考察评估组对南山牧坊 、三都乡 、千烟洲等 3个点进行了认真的实地勘查研究。最后 ,在

综合考虑代表性 、范围大小 、自然单元完整性 、综合性 、地方政府重视程度的基础上 ,认为千

烟洲最符合建点的要求。

千烟洲位于江西省泰和县(26°44′48″N, 115°04′13″E),总面积 204.17 hm
2
,包括 81个

山丘 、9条沟 、3个小流域。地处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气候温暖湿润 ,夏热冬凉 ,四季分

明;降水充沛 ,但年际变化大 ,且季节分配不均 ,季节性干旱问题突出。土壤类型主要为红

壤 、水稻土和潮土 ,成土母质多为红色砂岩 、砂砾岩或泥岩 、泥砾岩 ,以及河流冲积物 ,其中红

壤是试区内分布面积最大的一类地带性土壤。

由于长期不合理的利用 ,开发前的千烟洲是个无林 、缺水 、土地大量荒芜 ,经营单一 、不

通车 、不通电的贫困落后的山村 ,只有 7户常住人家 , 31口人 , 11个劳动力 ,人均拥有农用地

6.3hm
2
,其中人均占有耕地 0.68 hm

2
,荒山草坡 5.54hm

2
。在这个小流域中 ,不仅人均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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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 、草山数量多 ,而且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后备资源亦很充裕 ,开发潜力极大 。但在开发

前这里资源利用极不合理 ,经营粗放单一 ,加之科学技术落后 、人才匮乏 ,生产效率很低 ,农

村经济不振 。据 1982年统计 ,农业总收入仅 5 828元 ,其中种植业占 76.7%(而粮食收入占

种植业收入的 98.05%),畜牧业占 20.2%,副业和渔业收入分别占 2.2%和 0.9%。除了上

山砍柴伐薪之外 ,林业收入几乎为零 。整个千烟洲土地利用系数仅为 10.9%。

考虑到千烟洲的自然资源条件与社会经济状况 ,根据因地制宜 、扬长补短 、生态经济效

益相结合 、长期短期效益相结合 、可持续发展并利于经营管理的原则 ,编制了详细的 《千烟

洲土地利用规划 》(简称规划)。其核心是改变土地利用结构 ,将过去的谷地农业改变为丘

谷并重 、全面开发 ,并建立起新的经济构成。根据当地光 、热 、水 、土资源条件和资源开发的

潜力等因素 ,以小流域为治理单元 ,设计出了 33种土地利用方式和 200多个用地斑块 ,并将

其划分为 6个小区 ,即针阔混交林区 ,果农复合区 、果林复合区 、木本油料区 、林牧渔业复合

区和生活管理区等。在功能分区的基础上 ,把千烟洲作为一个整体 ,按照:“丘上造林种草 ,

丘腰缓坡植果 ,丘间筑坝蓄水养鱼并用于灌溉 ,丘底 、河谷滩地种粮”的立体布局。从丘上

到丘下 ,从丘间水塘到河谷滩地 ,对小流域的每块可利用的土地进行逐块而又顾及全面的规

划 ,并编制了详细的投资计划。

2.2.2　创建千烟州模式

1983— 1986年 , 《规划》全面实施 。在实施过程中 ,妥善处理了开发与治理的 3组关系 ,

即治用关系 、长短关系和予取关系。治用关系 ,主要针对红壤丘陵区地形破碎 ,暴雨多而且

季节性干旱严重的特点 ,把治坡治水和用坡用水作为一相互作用的整体 ,以用为目的 、以治

为手段 ,在坡上造林种草 ,缓坡植果 ,丘间沟谷洼地则根据给予面积的大小 ,因地就势修建了

22座塘库 ,既拦截了山洪 ,又开辟了水源 ,还发展了淡水养殖业 。长短关系 ,主要是针对村

民生活贫困 ,而荒丘造林不仅当前没有经济效益 ,还需要投入足够的资金和劳力 ,试区开发

中把造林种草和在幼龄果园中种植可在当年就有收益的经济作物综合在一起 ,形成一条

“以短养中(果树),短中结合养长(林业),长短结合”的发展林业生态经济的道路。予取关

系 ,主要针对本区农业经济不发达 ,农民生活贫困 ,无力投资开发治理红壤丘陵的特点 ,在开

发过程中采取由国家资助造林 、修塘等基础设施建设;个人贷款投标有偿承包果园等开发项

目 。这种 “先予后取”的措施 ,可使承包户获得实惠 ,又可让农民看到开发前景 ,增强了开发

者的信心 ,这样能使国家 、集体 、个人都有比较好的回报 。

《规划 》的实施使千烟洲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 1983— 1986年期间 , 土地利用率从

10.9%增至 75.4%;耕地由 10.3%降至 6.47%;果园 、林地 、养殖水面由原来的不足 1%分

别增至 13.2%、68.42%和 2.4%;荒丘坡地由原来的 85.83%降至 4.26%。农业总收入增

加了 15.9倍 ,试区人口由 31人增至 156人(主要由外地迁入),人均收入比 1982年增加了

3.1倍
[ 3]
。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使千烟洲形成了 “丘上林草丘间塘 ,河谷滩地果鱼粮;畜牧

水产相成链 ,加工流通两兴旺”的生态格局 ,即著名的 “千烟洲模式 ”(图 1)。

2.2.3　农林牧综合开发的技术体系

在 “千烟洲模式”的建立过程中 ,创建了一套基于治用结合 、立体开发 、以短养长 、商品

生产理念的红壤丘陵农林牧综合开发技术体系 ,技术体系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 4]
:

(1)以水为突破口

亚热带红壤丘陵区共同的特点之一就是季节性缺水 ,即伏秋旱 。红壤丘陵区的春季因

正值雨季 ,阴雨连绵 ,农田作物并不缺水 ,一般在 7— 10月农作物特别需要水时 ,南方又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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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开发前后的千烟洲景观对比

Fig.1　LandscapechangeofQianyanzhoubeforeandafterexploitation

　　
少雨的严重伏秋旱。过去不少千烟洲的开发者采取过 “以短养长 ”的办法 ,但多因没有解决

好伏秋旱的水源问题而受挫。千烟洲从开发治理起始就抓住了能够保证近期获得经济效益

的 “水” ,以水为突破口 。根据小地形和集雨面 ,在千烟洲境内修建了 22座塘库 ,利用每年

4— 6月降水集中 ,雨量丰沛(约占全年雨量的 40%以上)的自然特点大量蓄水 。此举一下子

就使全洲的蓄水量由过去的 5.7×10
4
m

3
,迅速增至 15×10

4
m

3
,从根本上攻克了缺水的难关。

随着水源条件的改善 ,农田得到整治 ,扩大了复种指数 ,农作物总产量和单产显著提高;果树及

其行间的旱地作物也由于及时得到灌溉 ,而生长良好 ,迅速地获得了生态经济效益 。同时 ,塘

库由于常年有水 ,为发展渔业创造了条件 ,这也是 “以水为突破口”带来的综合效益。

(2)以柑桔为主导产品

据千烟洲红壤丘陵的土地条件看 ,宜发展粮食生产的土地面积有限 ,潜力不大。但是通

过调查发现 ,有相当大面积可适种柑桔 ,而在全国果业区划中 ,千烟洲正处于宽皮桔的适宜种

植区内。柑桔的经济收益高 ,栽种 3 a后即可开始结果 ,第 4年可投产 ,投产期可保持 30 a,一

般在进入盛果期后每 hm
2
可产柑桔 3×10

4
kg以上 ,按平均 1.0元 /kg计算 ,可收入 3 ×10

4

元以上;高产桔园每 hm
2
可产柑桔 6×10

4
～ 7.5×10

4
kg,如按平均 0.5元 /kg计算 ,可收益

30 000 ～ 37 500元。幼龄桔树在投产前行间可以种植大量作物或培育苗木等 ,亦能获得一

定的经济效益。投产后就成了 “摇钱树”并可有力地支持长期才能获得效益的林业的发展 。

可见 ,选定柑桔作为千烟洲红壤丘陵创造中期收益的果树是适宜的 ,最有条件列为本地区发

展农村经济的主导产品。

(3)尽量丰富短期受益的项目

中期受益的主导产品选定之后 ,短期收益如何安排 ?在千烟洲开发治理的初期 ,我们的

办法是充分利用桔园幼树行间的土地 ,种植收益快 、经济收益好的花生 、芝麻 、西瓜 、蔬菜 、药

材 、苗木等经济作物。这样不仅当年就可获得相当的收益 ,而且通过中耕 、除草 、施肥等农事

活动肥沃了土壤 ,改善了土壤的结构 ,更有利于柑桔幼树的生长发育。在安排好种植业的同

时 ,还发展畜牧业与水产养殖业 ,进一步扩大了短期收益的内容。以 1985年为例(开发后第

3年),承包户利用柑桔幼树行间种植经济作物面积约 13.3 hm
2
,产值达 3×10

4
～ 4×10

4

元 ,畜牧 、水产等产值近 10×10
4
元 ,按当年千烟洲的人口计算 ,人均纯收入达 339元 ,比开

发初期人均收入提高了 1.8倍。实现了以 “短”养 “中 ”, “中 、短 ”结合养 “长 ”的构想 。

(4)同步大力发展林业

即充分考虑开发者当前的利益又兼顾长远的生态和经济效益 ,这是使新建立的千烟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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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壤丘陵生态系统保持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林业虽然是长期才有经济效益的产业 ,

但近期不造林 ,远期则无林 。为了尽快改善红壤丘陵的生态环境 、涵养水源 、控制水土流失

保护农田和果园 ,达到治用目的 ,必须尽早造林 ,使近期只能收到生态效益 、远期才能获得巨

大经济效益的林业得到同步发展。所以 ,在千烟洲模式打造之初 ,发展中短期主导产品的同

时 ,大力营造人工林。 1984— 1986年 ,第一期改造工程就造林 123.17 hm
2
,占千烟洲全部面

积的 49%。

3　国家农业科技攻关与千烟洲站的稳定发展期(1990— 2000年)

1988年 ,南方队的工作即将结束。为了把千烟洲试验点的工作继续下去 ,中国科学院

和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了千烟洲站。试验站正式成立后 ,其开发试验与学科研究进入

了持续稳定发展时期 。 1990年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红壤丘陵综合开发

治理国际试验示范研究站 , 1991年被纳入中国科学院生态系统研究网络 , 1994年被确定为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援助江西 “山江湖”项目的红壤丘陵区培训中心。

鉴于前期取得的成就 , 1990年千烟洲站成为国家区域农业综合发展试验示范区 ,并围

绕 “南方红壤丘陵综合开发治理与农业持续发展技术研究” ,承担了 “八五 ”和 “九五 ”两期

国家农业科技攻关项目。通过国家科技攻关专题研究 ,在原千烟洲模式基础上深化发展出

了 “林 -果 -经” 、“林 -牧 -粮”和 “水陆复合生态系统 ” 3个子模式 ,同时进行了中低产果

园和农田的改造及优质高效配套技术的研究 。相关研究成果以 《红壤丘陵生态系统恢复与

农业持续发展》(第一 、二集)和《资源科学 》专刊的形式出版 ,并先后荣获 “中国科学院自然

科学三等奖 ”、“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重大科技成果奖 ”和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1)林 -牧 -粮子模式

红壤丘陵 “林 -牧 -粮 ”生态模式是 “以林为基础 、以牧为主 、以粮食为稳定因素 ”的

小流域配套生产系统 ,是对红壤丘陵发展草食畜牧业的适宜性 、农牧结合的程度和可行

性途径进行的有益探索 。根据红壤丘陵特定的资源 、生态 、环境条件 ,在保证粮食生产自给

并略盈余的同时 ,把林业 、牧业与粮食生产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南方典型红壤丘陵面积约

有 45×10
4
km

2
,蕴藏着巨大的资源与生产潜力 ,该模式一经推出就被各地接受 、推广 ,对当

地的资源开发 、区域经济发展 、生态环境改善以及种草养畜发展草食畜牧业的建立起到了极

大的促进作用。

(2)林 -果 -经子模式

该模式强调在林业用地上采用空间的多层次和时间的多序列结构 ,使林 -果 -经的生

产实现多层次的有机结合 ,使地上地下空间得到充分利用 ,同时通过树木 、果树 、经济林木种

植的合理安排 ,在保证林木良好生长的前提下 ,能在短时间或不同时序上获得较高的经济效

益 ,以此补偿林木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周期长 、经济效益来得慢的不足。

(3)塘库水陆复合生态系统子模式

筑坝蓄水是综合开发治理红壤丘陵最重要的工程措施 ,是治理红壤丘陵生态环境的

“突破口 ”。同时 ,水体及其周围陆地的组合搭配形成复合生态系统 ,土壤 、水 、热资源较优

越 ,具有较高的生产力 。水域养殖业周期短 ,经济效益高。充分利用红壤丘陵的牧草 、饲料

和饵料资源 ,开展鱼 、畜 、禽 、草 、果 、林的综合开发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试验 ,对提高红壤丘

陵区综合开发治理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推动吉泰盆地乃至整个红壤丘陵区小流域资源

的开发 ,促进生活生态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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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科技攻关紧密联系生产实际 ,研究成果很快被当地农民采用 。仅 “九五 “期间 ,在

吉泰盆地就建立了千烟洲模式示范推广点 38处之多 ,推广面积达 2.67×10
4
hm

2
,直接经济

效益 1 450×10
4
元 ,推广效益为 2.02×10

8
元 。鉴于 “千烟洲模式 ”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众多

的考察团和专家到站参观 、考察(图 2)。据不完全统计 ,先后有 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

专家(团)曾来千烟洲参观 、访问 、考察 。中央电视台 、凤凰卫视 、江西电视台 、北京电视台等

新闻媒体都在一些重大专题新闻中报道过千烟洲模式 。 “建国 50周年农业成就展 ”也展出

了千烟洲试验区的成就。我国教育部门还把千烟洲开发红壤丘陵的成功经验编入国家高中

地理教科书 ,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

图 2　1995年底中国科学院院士代表团视察千烟洲 , 肯定了千烟洲模式

(图中左起依次为李博 、孙鸿烈 、刘东生 、周立三 、吴传钧院士及程彤站长)

Fig.2　Scientificmissioncomposedof8AcademiciansvisitedQianyanzhouStationandgavehighpraiseforQianyanzhou

Modein1995(Fromlefttoright:LIBo, SUNHong-lie, LIUDong-sheng, ZHOULi-shan, WUChuan-junandCHENGTong)

4　长期生态学定位观测研究与试验站的快速发展期(2001年—至今)

1999年中科院进行体制改革 ,综考会与地理研究所合并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 。 2001年 ,该所进入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一期 ,及时根据学科发展趋势和国家 /地方

需求 ,对千烟洲站进行了战略性调整 ,将千烟洲站的学科方向调整为:研究我国中亚热带红

壤丘陵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过程及其环境效应 ,以及红壤丘陵区水土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

根据监测 、研究 、示范等三大基本任务 ,把千烟洲站定位于:中亚热带红壤丘陵区农林生态系

统长期定位监测和基础数据积累的生态网络监测站;中亚热带红壤丘陵区生态系统恢复过

程 、发生机理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的野外试验研究基地;中亚热带红壤丘陵区自然资源综合利

用和生态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示范基地;国际合作研究 、学术交流基地;地学 、生态

学与资源科学的人才培养基地和科普教育基地 。

通过调整 ,千烟洲站的科研条件和人员结构得以改善和优化 。依托中科院创新工程试

点项目及其它一些重大科研项目 ,装备了价值 700多万元的仪器设备 ,同时投资近 500万元

用于基础配套设施的维修和建设 ,研究设施及其平台保障条件得到了根本性改善。现有固

定人员 9名 ,其中有博士学位者 7人 ,王辉民站长为从日本引进的中科院百人计划研究员 。

另有学术指导 2人 ,回聘人员 3人 ,流动人员 6人 ,实验工与辅助人员 7人 ,在读硕 、博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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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 9人 ,博士后 1名 ,是一支专业搭配合理 、年龄结构优化的监测研究队伍 。

调整后的千烟洲站进入快速发展期 ,不仅通过生态环境的长期监测积累了大量一手数

据 ,而且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

4.1　监测与数据积累

千烟洲站建立以来十分注重环境的观测与基础数据的积累 ,尤其是随着中科院知识创

新工程的推进 ,各项监测工作逐渐走向规范化 。按照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的有

关规范 ,千烟洲试验站设有 1个综合观测场 、1个气象观测场 、5个辅助观测场 、2个站区调

查点 , 18个长期采样地 ,积累了大量的水 、土 、气 、生监测数据 。此外 ,千烟洲试验站还拥有

江西省 、泰和县和千烟洲站三级基础地理数据集 、专题地理数据集和遥感数据集以及不定期

的观测和研究数据集 。

4.2　主要研究进展

2001年来 ,围绕 “中亚热带红壤丘陵区生态系统恢复过程 、发生机理及其生态环境效

应 ”,千烟洲站申请到国家部委 、地方及国际合作项目 60余项 ,总经费 2 000多万元。在研

项目 18项 ,总经费 901万元 ,其中包括 973专题 2项 ,自然科学基金 1项 ,国际合作项目 2

项 。在相关项目的支持下 ,千烟洲站开展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特别是在亚

热带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水循环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

4.2.1　亚热带针叶人工林碳循环研究

千烟洲试验站的生态系统为典型的人工恢复生态系统 ,其中人工针叶林在我国亚热带

红壤丘陵区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千烟洲试验站对人工针叶林的碳循环特征开展了以微气

象 、森林碳计量以及模型模拟为主要技术手段的多尺度观测和研究 。

作为我国最早利用涡度相关技术开展森林生态系统碳通量观测的试验站之一 ,千烟洲

站首次对红壤丘陵区人工针叶林的碳收支过程进行了长期连续观测和研究。基于 2002年

以来的多年连续观测数据 ,研究了亚热带人工林生态系统的总生态系统生产力(GEP)、生态

系统呼吸(RE)和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P)变化及其与气候因子的关系 ,初步阐明了亚热带

人工林生态系统碳通量变化规律及驱动机制 ,揭示了生态恢复后人工林生态系统的碳收支

过程及其对环境因子的响应规律 ,精确地测定了森林生态系统的碳蓄积能力
[ 5-8]
。同时在

非均匀下垫面通量观测方法 、通量计算平均时长的确定 、通量贡献区的确定等方面做了深入

的探索和研究 ,为开展相关的长期观测提供了理论依据
[ 9-11]
。配合涡度相关技术 ,利用森林

计测学手段调查了群落固碳速率的年际动态及其同气候因子的关系
[ 12]
。此外 ,还利用模型

模拟手段 ,结合土壤与植被碳储量的实测数据 ,对千烟洲站人工林生态系统恢复与碳储量变

化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 ,明确了植树造林对红壤区生态系统碳库的影响
[ 13]
。此研究结果经

Nature等国际期刊的转载 ,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为我国近年来通过生态恢复和林业管

理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所取得的成就提供了科学依据 。

4.2.2　南方红壤丘陵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的生态效应评估

南方红壤丘陵地区生态恢复使小流域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千烟洲站对生态恢复后的

生态效益以及功能进行了综合的调查和观测研究 ,包括生物多样性 、气候效应 、水文效应 、土

壤理化性质以及水土流失变化等。

利用定量群落学手段 ,调查分析了生态恢复后生态系统的物种组成变化及生产力变化 ,

揭示了生态恢复对提高群落生产力和增加物种多样性的重要作用
[ 14-16]

;通过林内和林外对

比观测 ,揭示了生态恢复和人工造林后的小气候变化 ,阐明了森林在调节小气候中的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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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特别是在极端高温或极端干旱条件下 ,森林的重要调节功能
[ 17]
;通过林内降雨分配以及

泥沙输出规律观测 ,阐述了人工林的水源涵养和保土功能 ,进一步证实森林在减少地表径流

的作用
[ 18]
;根据对几种主要的森林群落的养分结构及降水化学的连续观测 ,揭示了人工林

生态系统在元素积累 、水分调节及养分平衡中的作用
[ 19]
;通过分析植物活体 、凋落物和土壤

养分含量 ,阐明了群落不同器官与组分中的养分关系 ,揭示了树木对养分的吸收 、存留 、归还

的基本规律 ,并论述了造林对土壤养分状况的影响 ,为林地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 20]
。

4.2.3　农田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机理研究

臭氧耗损所带来的地表 B区紫外辐射(UVB)的增强是人类普遍关注的一个全球变化

效应。但我国关于地表 UVB辐射增强对农作物及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甚少 。李海涛博士

采用可调式自动控制系统和滤光实验方法 ,选取在千烟洲试验站广泛种植的农作物品种进

行实验 ,得出了地表 UVB辐射增强或滤减 20%对我国南方主要水稻品种群体的生长发育

性状及产量和品质基本没有显著影响的结论
[ 21]
。上述两种试验方法避免了目前国内已有

的 “方波实验 ”可能夸大紫外辐射处理效应的弊病 ,所得试验结果与国内多数方波处理的实

验结果不同 ,对于正确预测臭氧层衰竭对我国南方水稻生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

参考价值。

4.2.4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结构与物质循环过程研究

位于江西省南端赣粤交界处的九连山是千烟洲试验站的观测点之一 ,这里的原始林代

表着亚热带地带性植被。通过国际合作 ,试验站对森林生态系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合研

究 ,包括动植物区系 、群落种类组成 、初级生产力 、养分循环 、气候及水分平衡 。通过植被调

查阐明了该区动植物区系特征 ,并建立了动植物名录;通过群落调查 ,分析了主要森林类型

的水平与空间结构;通过树木生长测定 ,首次揭示了该区原始林群落的生物量 、生产力结构;

通过枯枝落叶归还过程以及水分输出规律研究 ,阐明了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的养分循环功

能;利用量水堰对小流域降水以及流出过程观测 ,阐明了天然原始林在调节水文平衡中的重

要作用
[ 22-24]

。本研究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保育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丰富而

系统的数据支撑 。

4.2.5　低产油茶林改造技术体系研究

油茶是我国特有的木本食用油料树种 ,也是林业建设一大优势资源 ,在我国南方广大丘

陵山地有悠久的经营历史和良好的生产基础 ,为我国食用植物油产量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 。

但较长时期以来 ,由于各地对油茶生产的管理措施削弱 ,很多地方油茶林的树龄老化 ,品种

混杂 ,加上粗放经营 ,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 ,造成生产力水平下降 ,比较经济效益较

低 ,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油茶作为一项特色产业的持续发展 。

近年来 ,千烟洲站依托有关项目 ,通过嫁接 、平衡配比施肥和修剪整形等 3项新技术 ,在

站区开展低产低效油茶林的改造与示范研究工作。目前 ,已在站区内完成 3.33 hm
2
低产油

茶林的高接换冠 ,成活率达 90%以上 ,其它两项新技术的试验效果在跟踪调查中。另外 ,引

种了油茶优良品种赣无系列 12个优良无性系种苗栽植于千烟洲站内 ,拟通过试验研究从中

筛选适应于千烟洲的优良油茶树品种 ,建立试验站油茶优良品系采穗园 。

5　未来展望

全球变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 。为应对全球变化 ,各国不懈努力以

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 ,增加碳汇潜能 。因此 ,如何走出传统工业经济发展的 “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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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后治理”的老路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有鉴于此 , 2009年 12月 2日 ,国务院批准了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 ,以便为江西的发展确定科学的绿色经济之路 ,确保鄱阳湖一湖清水

不变质 ,同时为其他经济欠发达省区提供新的发展模式 。

千烟洲站自建立之时起就一直进行着南方红壤丘陵区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探索 ,具

有深厚的基础。因此 ,必将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我站依据国家和区

域发展的需求和自身的特点 ,确立了一站四点的发展框架 ,即依托千烟洲 ,辐射赣江流域的

九连山 、兴国和井冈山等研究基地。我们的研究简单概括为三大科学问题 、两大试验示范和

一个总体目标。

三大科学问题是:①典型生态系统碳水等物质循环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规律。通过

对典型农田 、森林等典型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观测与定位研究 ,揭示生态系统物质循环 、

能量流动及其对环境变化的响应规律 ,阐明不同环境条件下生态系统结构变化及其与碳源 /

汇等生态服务功能的时空分异规律;通过野外控制试验 ,研究典型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

应 ,阐明我国南方典型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适应和响应机制 ,揭示南方红壤区对气候变化

的区域响应特征 。为准确评价南方典型生态系统对缓解全球变化的贡献提供依据。 ②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的形成机制 、综合评估及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 。我国南方生态系统复杂多样 ,

服务功能各异。针对南方典型生态系统 ,探讨生态服务功能的形成机制及其内在相互关系;

综合评估生态系统和区域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结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探讨可行

的生态补偿机制 。③农田生态系统综合管理及面源污染的防控机制;以千烟洲站为主要依

托 ,建立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物的动态监测体系 ,重点对农药 、化肥等面源污染物质进行监

测 ,研究农村污染物的运移规律 、环境污染形成机理;通过强化农田生态系统的综合管理 、控

制污染物排放以及开展土壤修复等措施 ,探索绿色生态农业发展之路 ,为面源污染控制及治

理提供切实可行的技术和方法 。通过开展农民健康监测 ,揭示环境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

为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服务。

两大试验示范研究:①千烟洲模式的深化与示范研究。基于以往建立的千烟洲模式 ,结

合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新需求 ,优化模式的组成 ,特别是通过对果林结构进行优化改

造 ,提高生态经济效益 ,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绿色农业发展的需

求 。②南方低效林改造 、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试验示范研究。 20世纪 80年代初开展

的大规模植树造林为治理我国南方严重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改善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是

由于当时对生态学认识的局限性及条件的限制 ,在生态恢复过程中营造了过多的针叶纯林 ,

导致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低下。通过对现有低效林进行改造 ,优化结构 ,提高生态系统的

碳汇等生态服务功能 ,并建立南方低效林改造的技术体系。

一个最终目标:千烟洲站自 1983年建立以来 ,在红壤丘陵区资源综合开发和小流域治理

等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成绩 ,为本区域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通过对

农林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规律 、生态服务功能 、面源污染及人为调控措施的综合影响 ,结合城镇 、

工矿企业点源污染的监测研究 ,通过点面结合的技术手段 ,探索大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理论与模式 ,为赣江流域以及鄱阳湖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经过 20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 ,千烟洲站已经建设成为一个设施良好 、生态类型多样的

野外生态环境综合监测基地 、生态实验研究基地 、高等院校野外实习基地 、生态农业的观光

旅游和科学普及教育基地 。作为一个日益开放的国际科研平台 ,我们热诚欢迎一切有兴趣

的朋友来参观指导 ,也期待着与您的合作 、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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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sandProspectiveofEco-environmentStudy
inRedEarthHillyRegionofSouthernChina

WANGHui-min, YANGFeng-ting, LIQing-kang, MAZe-qing, CHENGTong
(QianyanzhouEcologicalStation, KeyLaboratoryofEcosystemNetworkObservationandModeling,

InstituteofGeographicSciencesandNaturalResourcesResearch, CAS, Beijing100101, China)

Abstract:Sincethe1980s, researchersfromIntegratedScientificSurveyTeamofChineseAcade-

myofSciencesinSouthernChinaMountainousRegionandQianyanzhouEcologicalStation, Chi-

neseAcademyofSciences, havedonealotofstudyonthecomprehensivescientificinvestigation

ofnaturalresources, thedemonstrationofagriculturalscienceandtechnologicdevelopment, and

theapplicationoffundamentaltheories.Outstandingcontributionshavebeenmadetotheecologi-

calrestoration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economyinredsoilhillyregions.Newprogresshas

beenmadeinmaterialcyclingmechanismanditsresponsestoglobalclimatechange.Basedon

themainstructurethreadofthedevelopmentofQianyanzhouStation, thispaperreviewsonthea-

chievementsanddevelopmentoftheeco-environmentstudyinredearthhillyregionofsouth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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