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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红壤生态系统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赵其国1, 黄国勤2,*, 马艳芹2

(1.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南京摇 210008; 2. 江西农业大学生态科学研究中心, 南昌摇 330045)

摘要:南方红壤对于我国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红壤性质上的

酸、瘦、粘等弱点,分布区域降水时空不均匀,以及不合理开发利用造成的水土流失、土壤退化、土壤污染等,导致红壤地区的生

态环境恶化,红壤资源潜在的生产能力得不到应有的发挥,使整个地区农业及经济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目前,中国南方红

壤生态系统面临水土流失、土壤酸化、肥力退化、季节性干旱、土壤污染、生物退化、石漠化及土地沙化、耕地面积缩减和系统功

能衰减等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在综合治理措施上必须提高认识,调整农业结构,优化耕作制度,大力发展立体农业,防治水土

流失和土壤污染,改良土壤,培肥地力,重建红壤区植被生态系统,建立和完善红壤预警,从而保证南方红壤生态系统的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
关键词:红壤; 生态系统; 问题; 对策; 南方

The problems in red soil ecosystem in southern of China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ZHAO Qiguo1, HUANG Guoqin2,*, MA Yanqin2

1 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0008,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n Ecological Science,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45, China

Abstract: Southern red soi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even the whole economy,
and the rapid increase in people忆s living standard. But red soil has some weakness, such as acid, thin and sticky, the
uneven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precipitation in the region, and the irrational exploitation which leading to soil erosion,
degradation, contamination and deterior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red soil areas, the potentia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red soil resources are not properly exert, and the entire agricultur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severely
affected. Currently, China Southern red soil ecosystem faces many problems, such as soil erosion, acidification, fertility
degradation, seasonal drought, soil pollution, biological degradation, desertification, land desertification, reduction of
arable land and system functions decay and so on. 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we need to raise awareness of
comprehensive measures, to adjust the agricultural structure, optimize the farming system, develop three鄄dimensional
agriculture, control soil and water erosion and pollution, improve soil quality and soil fertility, reconstruct vegetate
ecosystem of red soil, establish and improve red soil early鄄warning system, so as to ensure steady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ern red soil ecosystem.

Key Words: red soil; ecosystem; problems; countermeasures; southern

红壤产生于热带和亚热带雨林﹑季雨林或常绿阔叶林植被下,是发生脱硅富铝过程和生物富集作用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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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的红色呈酸性且盐基高度不饱和的铁铝土。 广义的红壤是指我国南部热带、亚热带地区广泛分布着各种

红色或黄色的土壤, 包括铁铝土纲的砖红壤、赤红壤、红壤、黄壤等所有土类,以及半淋溶土纲的燥红土,一般

统归为红壤系列[1]。 其主要特征是缺乏碱金属和碱土金属,而富含铁、铝氧化物,呈酸性红色。 从世界范围

来看,红壤主要分布于非洲、亚洲、大洋洲及南美洲、北美洲的低纬度地区,常见于热带雨林区。 欧洲特别是地

中海东岸和巴尔干半岛地区也有类似于红壤的土壤存在。 东亚地区北起长江沿岸,南抵南海诸岛、南洋群岛,
东迄台湾,西至云贵高原及横断山脉的范围为红壤的重要分布地带。 我国红壤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广东、
海南、广西、云南、贵州、福建、浙江、江西、湖南、台湾 10 省(区),以及安徽、湖北、江苏、重庆、四川、西藏和上

海等 7 省(区、市)的部分区域,总面积 218 万 km2,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22.7%,其中红壤系列的土壤面积约

128 万 km2,占全区总面积的 58.7%[2鄄4]。 我国红壤的形成过程是脱硅富铝化过程与生物富集过程两种相互作

用的结果。 脱硅富铝化过程是红壤形成的基础,它与红壤古风化壳的形成有密切联系;而生物富集过程是现

代生物富集作用影响红壤发育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对红壤形成的影响是相互统一,不可分割的[5]。 根据红壤

成土条件、附加成土过程、属性及利用特点,红壤可划分为红壤、黄红壤、棕红壤,山原红壤、红壤性土等 5 个亚

类。 红壤亚类具有土类典型特征,分布面积最大;黄红壤亚类为向黄壤过渡类型,在本区均分布于山地垂直

带,下接红壤亚类,上接黄壤土类;红壤性土亚类是剖面发育较差的红壤类型,主要分布于红壤侵蚀强烈的丘

陵山区,江西兴国一带和福建东南部有较多分布。
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我国在红(黄)壤资源调查与区划、红(黄)壤资源的垦殖利用、红(黄)壤耕地肥力

的培育、红(黄)壤资源保护等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对我国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迅速提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由于红壤性质上的酸、瘦、粘等弱点,红壤分布区域降水时空分布的不均

匀,以及不合理开发利用造成的水土流失、土壤退化、土壤污染等,导致红壤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红壤资源潜

在的生产能力得不到应有的发挥[6],使整个地区农业及经济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1摇 中国南方红壤生态系统面临的问题

1.1摇 水土流失

土壤的主要分布地带红壤地区地形起伏大,坡度陡,同时雨量多,强度大,降雨集中,有时一次降雨可高达

200—300 mm 以上,在土地利用不合理及地面覆盖差时,暴雨就加速了水土流失的发展。 据统计长江流域以

南的红壤丘陵地区水土流失面积达 8000 万 km2。 这些地区,由于人多耕地少,山大坡陡,雨量充沛,特别是暴

雨多,植被一旦遭到破坏,在高雨量的冲击下,很容易产生严重的水土流失,特别是有深厚花岗岩风化壳的红

壤地区,严重者每年土壤侵蚀模数也在 1000 t / km2以上,使土壤肥力下降,造成大幅度减产。 仅长江上游 35.2
万 km2水土流失区的土壤流失量就达 15.6 亿 t,年均侵蚀模数达 4432 t / km2 [7]。
1.2摇 土壤酸化

红壤的脱硅富铝化过程,本是一个较缓慢的酸化过程。 在近代,由于受酸雨的影响,红壤酸化的进程加速

了,从而对作物生长与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目前我国的酸雨控制区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包括四川、云南的东

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重庆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长江、珠江三角洲地区,而该酸雨控制区则是我国南方红壤

主要分布区,据统计目前我国南方受酸化土壤的分布面积约 200 万 hm2,雨水 pH 值 4.5—5.0,最低可达 3.0—
2.0[8]。 例如江西南昌是我国南方两个酸雨中心之一,雨水 pH 值 4.5—5.0,最低值为 3.2,酸雨频率在 80%
以上[9]。
1.3摇 肥力退化

土壤退化,特别是红壤的退化,不仅为全球所关注,而且是关系我国农业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我国南方

红壤地区占全国土地总面积 1 / 5,人口占全国 40%,耕地占全国的 30%。 但由于长期对土地的不合理利用,土
壤退化问题极为严重。 由于红壤受长期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水土流失严重,特别是农业生态系统中养分循环

与平衡的失调,加剧了土壤尤其是早地的养分贫痔化及肥力衰减过程[9]。 据土壤普查资料显示,当前农田中

68%为中低产田,耕地普遍缺少有机质和氮素,全部旱地和 60%的水田缺磷,耕地中 58%缺钾,80%缺硼,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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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钥,49%缺锌,18%缺镁。 可见,营养元素的缺乏和土壤肥力的衰退,已严重阻碍着本区农业生产的持续

发展[10]。
1.4摇 季节性干旱

目前我国南方红壤区季节性干旱频发,由早期的仅对农业生产造成危害,发展到现在的危害人民的饮水

安全、社会经济发展,已成为目前制约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自然灾害之一[11]。 南方红壤区总降水量丰

富,但分配极不平衡,有明显的干、湿季之分,特别是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南方 50 年乃至 100 年一遇的干旱

气候事件近年日益频繁。 2003 年江西、湖南等地出现了特大干旱,2006 年,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袭击了四川、
重庆,2007 年湖北、四川遭遇严重干旱[12鄄13],2009 年至 2011 年云南省连续出现三次“百年大旱冶。 据统计截

至 2013 年 8 月上旬,湖南、贵州、重庆等南方 13 省(市)耕地受旱面积 649.13 万 km2,其中作物受旱面积

595郾 33 万 km2(重旱 180.8 万 km2、干枯 71.8 万 km2),待播耕地缺水缺墒面积 56.2 万 km2,此外,红壤本身水

分性质不良,调蓄供水能力较弱[14],也是干旱的一个重要原因。
1.5摇 土壤污染

近期,土壤污染事件频发,“镉大米冶、“重金属蔬菜冶等事件的曝光引发了舆论对土壤污染问题的关注。
据统计目前,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 1.5 亿亩,占 18 亿亩耕地的 8.3%。 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副主任钱冠林近期在一次会议上表示,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长期性和不易修复等特点,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

食物安全。 他指出,总体上中国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三角、珠三角、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地区土壤污染问

题尤为突出。 土壤污染主要来源于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废气,废渣以及化肥和农药[15]。 其中土壤重金属污

染成为污染的重中之重,目前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壤面积近 320 万 hm2,造成资源浪费和土壤生产力及农林产

品质量下降。 因此整治矿区生态环境,防治土壤污染,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6摇 生物退化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是指一定范围内多种多样活的有机体(动物、植物、微生物)有规律地结合所构

成稳定的生态综合体。 近年来南方红壤区人口的迅速增长、生物生境的破碎化、环境污染、外来的物种入侵以

及相关的制度和规定不健全等,这些都直接导致了生物多样性减少。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第一位因素是生境的

破坏和破碎化,第二重要因素则是生物入侵[16鄄17],外来物种如果生存和繁殖能力强,则会压制和排挤本地物

种,形成优势种群,导致生物多样性消失[18],例如滇池草海 20 世纪 60 年代曾有 16 种高等植物,但随着水葫

芦的大肆“疯长冶,使大多数本地水生植物失去生存空间而死亡,到 90 年代只剩下 3 种高等植物[19]。
1.7摇 石漠化及土地沙化

随着人口剧增,人类活动日益频繁,对土地开发利用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扩展,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水
土流失的加剧,导致石漠化的形成与面积的不断扩大,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南方红壤的数量和质量的安全。
据调查,贵州省轻度以上石漠化土地面积已达 35920 km2,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20.39%。 全省有 32 个县市

的土地石漠化面积大于全省平均水平,有 14 个县市的土地石漠化面积大于 30%,有 8 个县市的石漠化状况非

常严重,石漠化已成为贵州乃至整个西南红壤丘陵区生态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 虽然我国南方红壤

沙化面积虽不大,但分布范围较广。 据国家林业局第四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统计,南方的湿润沙化土地

分布广泛,面积达到 0.88 万 km2,包括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四川、重庆等

12 个省区市的 260 个县市区。
1.8摇 耕地面积缩减

随着近几年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房地产用地和企业用地不断扩张,耕地一再受到侵蚀,目前中国耕地面积

仅约为 1.217 亿 hm2,比 1997 年的 1.299 亿 hm2减少 0.082 亿 hm2,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由 10 多年前的 0.105
hm2减少到 0.092 hm2,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0%。 耕地数量不断减少,使本区本来就紧张的人地关系更趋紧

张,并且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目前,红(黄)壤地区人均耕地仅 0.067hm2比全国人均耕地少 1 / 3,为世界人均

耕地的 1 / 5,例如 1996 年至 2008 年的 12 年间,广东省耕地面积减少 41. 05 万 hm2,平均每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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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1 万 hm2。 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和耕地的非农业占用,到 2000 年本区人均耕地减至 0.057 hm2。
1.9摇 系统功能衰减

生态系统能为人类提供多样的产品和服务,其中除提供食物、药品、建筑材料及遗传资源等产品外, 更为

重要的是调节气候、维持大气组成的稳定、土壤的形成与维持、废弃物扩散、害虫控制、物质循环等作用, 这些

作用构建了整个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 生态系统的功能最终总是通过物种来实现的, 所以生态系统中多样

性的状况直接影响其功能。 由于人类活动的加剧, 当今绝大多数生态系统正遭受多样性的丢失。 英国皇家

生态系统研究所首次评估:许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如鱼的捕捉量和土壤质量面临衰退,过度开采、管理不善

和环境改变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过去的 60 年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衰退了 30%,然而,只用 20%的

生态系统得到改善。 我国南方红壤区由于土壤质量衰退,过度开采、管理不善和环境改变等,致使整个南方红

壤区生态系统功能面临衰减的危险。
2摇 我国南方红壤可持续利用的对策

我国东南红壤丘陵区地处热带、亚热带,土、水、热资源丰富,农业生产与经济发展潜力很大,是我国热带、
亚热带经济林木、经济作物及名贵药材等名特优创汇产品的重要基地,在全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针对上述面临的问题,在综合治理措施上必须提高认识,调整农业结构,优化耕作制度,大力发展立体农业,防
治水土流失和土壤污染,改良土壤,培肥地力,重建红壤区植被生态系统,建立和完善红壤预警等方面,从而促

进整个地区农业的持续发展。
2.1摇 提高认识

目前对红壤的认识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一是对红壤肥力的现状及其分布的认识的不足,大多

基于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资料, 缺乏对最新状态的了解,特别是对其动态变化方面的认识[20];二是对红壤质

量的评价指标认识不统一,偏重于土壤化学和物理性质的评价,缺乏完善的生物学评价指标;第三是对红壤保

护认识的不足。 对于红壤保护的重要性,大部分群众了解较少,一些人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红壤;第四从生态学

角度来看,对红壤的认识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我国南方红壤不仅仅是指红壤,而应将其看成一个生态系统,
必须将其包括的所有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去认识。 因此要保持红壤系统的健康稳定发展,首先就

要提高人们对红壤的认识。
2.2摇 调整农业结构,发展立体农业

通过调整农业结构,变单一的“沟谷农业冶为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高效集约持续农业,实现本区各

种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化配置,形成茶果、蚕桑、竹木、畜禽及水产等新型支柱产业,变资源和区位优势为

经济及持续发展优势[21]。 具体来说,应采取下列主要措施:(1)建立合理高效的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 在

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蔬菜生产,活跃城乡市场,增加农民收入;主要通过林下种植,发展与草畜动物

相适应的青绿饲料产业,开发青饲玉米、割藤甘薯、黑麦草等高产饲料作物。 通过开辟青绿饲料资源促进以山

羊、黄牛、家兔为主导的畜牧业的发展;多元多熟的复合种植模式建立的三元种植结构还有利于植物的共生互

惠,有效利用光、热、水、肥资源,提高经济效益和植被的年覆盖率。 (2)大力发展各种林农间作、果农间作、林
牧结合的立体农业模式。 我国南方红壤区低山丘陵较多,发展山地立体农业具有巨大潜力和优势,例如依据

不同生物的生活习性和空间的多层次性,实行多种生物结构有机结合,合理布局农、林、牧、渔、副业。 目前立

体农业模式主要有丘陵山地立体综合利用模式、农田立体综合利用模式、水体立体农业综合利用模式、庭院立

体农业综合利用模式,较为成功的案例主要有黄淮海平原的鱼塘—台田模式、珠江三角洲的基塘农业、千烟洲

立体山区农业。
2.3摇 优化耕作制度

作物都有自己的宜土特性,按作物宜土种植,不但产量较高,而且培肥改土效果也显著。 可以根据红壤的

熟化程度,选择最适宜的作物既可充分利用红壤的增产潜力,又有良好的养地效果。
首先调整作物结构和布局,通过调整农业结构,变单一的传统农业为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高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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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持续农业,形成茶果、蚕桑、竹木、畜禽及水产等新型支柱产业,变资源和区位优势为经济及持续发展优势。
例如采取“双三制冶(即双季稻三熟制)种植面积,重视旱粮生产,增加经济作物和饲草饲料作物的播种面积,
提高水耕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或异质性),发展“两水一旱冶(如两季水稻+冬种马铃薯或冬种蔬菜)或水旱轮

作及旱地间混套轮作多熟制等新型耕作制度。
其次充分利用冬闲田。 冬闲田的大量存在,浪费了丰富的光、热、水资源。 由于冬闲持续 5—7 个月之久,

不仅浪费了全年光照的 35%—45%,积温的 25%—35%,降水的 30%—60%,少利用一季土地,降低了复种指

数,而且使土壤中有机质分解释放出来的养分遭到淋溶、挥发而损失。 因此必须充分利用冬闲田。 目前南方

红壤区冬作结构单一(其中绿肥比重占冬种面积的 50%左右,油菜占 30%左右,而春粮比重极小)、产量低、效
益差等特点,以消灭冬闲田为突破口,在提高绿肥鲜草单产的同时,稳定或适当压缩面积,增加油莱、马铃薯和

蔬菜等的种植面积,并实行绿肥过腹还田,促进农牧结合。 此外,也有相当面积的秋闲田,因秋旱不能复种双

季晚稻,可发展秋玉米、秋大豆、秋薯类等,并组成玉米间作大豆、玉米间作薯类以及大豆间作薯类等方式。
第三发展间混套作,在红壤旱地上发展间混套作,实行全年“绿色覆盖冶,做到“根不离土,土不离根冶,既

有抗旱保墒、抢时间争季节、保持水土的作用,又能大幅度提高旱地生产力、培肥土壤肥力,具有显著的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有研究表明,旱地发展间混套作 3 熟制,可使单位产量和产值比现有旱地平均提高

3—4 倍。 对红壤生态系统来说,通过合理间作套种,特别是安排豆科绿肥和豆科作物参与间套,可以稳定水

热动态,防止冲刷,减轻干旱,促进作物与土壤之间的协调,有利于提高作物产量,恢复和培育土壤肥力。
2.4摇 防治红壤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及其诱导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农业持续发展中最严重的障碍因素。 水土流失治理应以

预防为主,目前许多地方,人们并没有认诀到这一点,水土流失一边治理, 一边破坏,并且治理从数量上抵消

不了流失面积的扩大,而且质量上治理后的土壤生产力远未恢复到遭受侵蚀之前的土壤生产力水平[22]。 对

已已经产生水土流失问题的土壤,应采取生物和工程措施相结合,开发与治理相结合,长、中期与近期利益相

结合的办法,综合治理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 典型代表模式是江西千烟洲的“丘顶薪炭林、山腰果、茶、
桑, 丘脚棉、油、麻刀的冶“一丘多用冶生态农林牧业。 该模式从丘陵顶部到下部“沟谷冶大体上是阔叶林或针

阔混交林—经济林或毛竹(幼林地内可种人工牧草)—果园或人工牧草地—农田—鱼塘。 经过六年的实践,
在原来植被破坏很严重的 200 hm2荒地上,水土流失减少了 78%,人均收入增加了 5—8 倍,农林牧生态环境

日益改善[23]。
2.5摇 改良土壤,培肥地力

改良土壤,培肥地力是确保红壤丘陵区坡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措施,主要包括合理施用化肥;增
施有机肥;扩种绿肥;发展秸秆还田和覆盖技术等方面。 (1)合理施用化肥。 要根据作物的生产特性,结合土

壤肥力状况,并考虑作物的耕作制度,因地制宜,采取配方施肥、以产定肥、测土施肥或诊断施肥等多种方法,
减少氮肥的投入量,调整氮磷钾到合适的比例。 (2)增施有机肥,提高土壤肥力。 长期施用生物有机肥土壤

的肥力明显提高,土壤理化性质得到改善。 随着有机肥用量的提高,土壤 pH 值降低,逐渐接近中性;土壤有

机质、全 N、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和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也随着增加[24]。 (3)扩种绿肥。 目前南方红壤区

冬作结构单一(其中绿肥比重占冬种面积的 50%左右,油菜占 30%左右,而春粮比重极小)、产量低、效益差等

特点,以消灭冬闲田为突破口,在提高绿肥鲜草单产的同时,稳定或适当压缩面积,增加油莱、马铃薯和蔬菜等

的种植面积,并实行绿肥过腹还田,促进农牧结合[25]。 如红壤旱地(果园)种植绿肥翻压后,不但能直接补充

各种营养元素,而且可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 绿肥是一种养分完全的优质生物肥源,在提供作物养分、防止

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和节能降耗方面均有良好作用,种植绿肥作物是低碳农业的重要环节[26]。 据报道,
在丘陵红壤旱地上连续种植三年绿肥后,土壤耕层的有机质、全氮、全磷含量分别由 6.4 g / kg、0.4 g / kg、0.36
g / kg 提高到 12.1 g / kg、0.66 g / kg、0.67 g / kg,分别提高了 89%、65%、86%。 (4)发展秸秆还田和覆盖技术。 作

物秸杆中含有糖类、纤维、脂肪、含氮化合物等,经微生物分解后,可形成大量活性有机质并释放出矿质营养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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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特别是豆科作物秸杆,富含氮素,肥效尤佳。 免耕秸秆还田抛秧能够培肥土壤,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使土

壤结构得到了改良,同时杜绝了农民将油菜秸秆焚烧,减少了环境污染[27]。 丘陵红壤旱地(果园)秸杆就地

还田是一项投资少、见效快、效果好、易推广的增产培肥措施,也是解决红壤钾肥资源不足的有效途径之一。
覆盖栽培主要包括残茬覆盖、秸秆覆盖、活体覆盖以及塑料薄膜覆盖等,能减少土壤的耕作,增加地表覆盖度,
实现土壤的“少动土冶、“少裸露冶,达到“适度湿润冶和“适度粗糙冶等土壤状态,对于改善土壤环境具有多种独

特的生态经济作用[28鄄30]。
2.6摇 综合治理,减少污染,保护土壤资源

我国目前遭受不同程度污染的土壤可达 1000 万 hm2,对农业生态系统造成极大威胁。 土壤污染会引起

并加速环境污染,导致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下降,降低生物多样性,影响人类的健康,威胁人类生存安全[31]。
防治土壤污染必须以防为主,清除污染源,对已污染的土壤,要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加以改良,控制土壤中污染

物的迁移和转化,消除土壤中污染物的残留。 对已经污染的土地可通过客土、换土、去表土、翻土、加入改良剂

等降低污染,并进行生物修复,还可通过选择抗污染品种、改变耕作制度、改种木本植物及工业用植物等来减

少污染对作物的危害,另外还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污染物排放的标准及法律法规加强对污水灌溉、固体废物

的土地处理的管理。
2.7摇 完善红壤监测预警体系

建立健全省、县二级土肥检测、环境监测预警体系:要明确省、县二级土肥检测机构职责和分工,省级重点

是满足耕地质量调查和科学施肥需要的土壤理化性状和农业生态环境建设的土壤微量元素、重金属、残留、农
产品品质等项目的分析;县级主要承担土壤肥力和土壤环境监测的土壤、肥料常规项目分析和部分土壤微量

元素分析以及土壤物理性状分析。
建立土壤地力(质量)监测网络:在网络节点的设置上,要根据不同农业区划和地貌类型、不同种植制度,

设立长期定位监测点、动态监测点与试验区。 在管理的方式上,要采取统一布局,一次抽取、分级管理、分级负

责的方法,省、县二级各负其职,定期监测,动态管理,定期发布土壤地力(质量)报告或白皮书,为各级政府和

农业部门提供第一手的决策依据,为科学施肥、培肥地力提供数字化分析报告。
建立耕地质量管理信息系统:主要是应用 GIS 技术,对地形、地貌、土壤、土地利用、农田水利、土壤污染、

农业生产基本情况、基本农田保护区等资料进行统一管理,构建耕地质量管理信息系统,并跟踪时空变化,实
施动态管理。
3摇 结束语

世界热带、亚热带地区,总面积 6400 万 km2,占全球总面积 45.2%,人口 25 亿,占全球 48%。 随着温带地

区荒地日益减少,全球土地利用的重点,已逐渐由温带向热带、亚热带转移[32]。 我国热带、亚热带红壤区,占
世界同类地区总面积的 8%,与世界情况相比,具有巨大的生产与资源潜力,同时也面临农业与生态环境问

题。 因此,当前加速该区农业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不但对我国,而且将对世界热带、亚热带地区的经济

发展,有着重大的推动与指导意义。
从当前的形势看,红壤生态系统功能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综合的系统工程。 首先,必须将红壤生态系统功

能建设建立在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冶理念认识———即“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及惠民福祉观,既满足自身

需要,又不损害自然,成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的规范冶的认识基础上;其次,将生态建设与环境保

护相结合,综合利用以上措施指导南方红壤生态环境建设;第三,按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地进行长期定位试验研

究,加强对污染红壤的环境治理和修复的研究,为整个南方红壤生态系统修复和重建提供理论支持。 实践证

明,要保证整个南方红壤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发展,必须不断创新,坚持奋进,才能取得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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