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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入揭示流域尺度水⁃土⁃生资源格局和研发因地制宜的水⁃土⁃生治理技术是“十三五”石漠化治理工程的主要瓶颈。 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喀斯特槽谷区土地石漠化过程及综合治理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５０２３００）针对槽谷区特点，锁定

两个关键科学问题和五个关键技术，从过程机理研究－技术研发－应用示范三个层面解剖区域水 ／土 ／生物资源分布格局与地质

地貌之间的关系，阐明石漠化过程中的相关生态变化机理，因地制宜地研发水土资源高效利用、土壤地上 ／下流 ／漏失阻控与生

态恢复技术；研发野生砧木及经济树种互作效应与优化配套技术，构建槽谷区可持续的生态系统和生态产业模式并示范推广，
为区域生态改善和贫困问题解决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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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石漠化是不同时期在全球热带和亚热带喀

斯特地区普遍发生的现象［１，２］，在中国南方喀斯特地

区分布最为广泛、程度最为严重，受到国际喀斯特研

究学界的广泛关注［３］。 石漠化不仅造成生态系统退

化，而且被称之为“灾害之源、贫困之因、落后之根”，
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４，５］。 第一期（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 年）石漠化治理工程取得明显效果但问题依然

不少［６］。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石漠化治理目标从

早期以解决农户生计问题为主转向协调考虑生产和

生态服务能力的提升［７］。 这在美国田纳西流域和地

中海沿岸国家已经有成功的治理模式［８－１０］。 喀斯特

地区的表生系统强烈受地质背景制约，是“地质－生
态”复合系统［１１，１２］。 地表的水⁃土⁃生资源的分布格

局与地质背景发育特点密切相关，在流域尺度上表

现得更为明显［１３］。 但如何深入地解剖水⁃土⁃生资源

格局与地质背景特点之间的关系，避免当前石漠化

治理过程中存在的治理措施雷同、实效有待提高、针
对性不强等问题？ 如何构建与自然环境相适应、可
持续发展的人工生态系统？ 如何研发因地制宜、适
合不同喀斯特地貌单元特点的水⁃土⁃生治理技术与

体系？ 依旧是“十三五”石漠化治理中亟须攻关的难

题和关键。
喀斯特槽谷区是中国南方喀斯特分布面积最大

的“老、少、边、山、穷”地区，槽谷区石漠化区域水资

源高效利用［１４，１５］、土壤漏失和肥力保育［１６，１７］、困难

立地造林、生态经济型树种、草种筛选、坡耕旱地系

统整治等一些关键性技术问题亟待解决。 科技部重

点研发计划———“喀斯特槽谷区土地石漠化过程及

综合治理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针对槽谷区紧密式

箱型背斜 ／向斜构造发育、岩层倾角大、碳酸盐岩与

非碳酸盐岩互层、高位蓄水构造频繁出露、干谷区旱

涝灾害频发等特点，加强对喀斯特槽谷地区“三水”

转换过程、生境高度异质性的认识和改造、植物适应

性及适生物种的筛选、物种搭配及群落构建等研究

和技术研发，最后构建稳态喀斯特生态系统和绿色

产业发展机制与生产和生态服务能力协同的流域适

应性管理体系。

１　 项目研究内容

１．１　 研究思路

针对喀斯特槽谷区石漠化治理的主要问题，聚
焦两个关键科学问题：（１）背斜 ／向斜型槽谷区水土

资源分配格局及动态差异机制？ （２）野生砧木及经

济树种与土壤生态环境互作机制？ 拟解决 ５ 个关键

技术问题：（１）干谷雨洪“拦⁃引⁃蓄⁃用”与防洪排涝

技术；（２）“篱⁃埂⁃路⁃沟⁃池（窖）” 顺层坡土壤侵蚀控

制与蓄水技术；（３）土壤大团聚体重塑与根系构型改

良的“根⁃土复合体”阻隔逆层坡土壤漏失技术；（４）
野生砧木及经济树种互作效应与优化技术；（５）近自

然群落⁃经济植物复合种植与生态恢复技术，提出研

究思路（图 １）： 以喀斯特槽谷区土地石漠化过程的

空间格局及驱动力研究为出发点，通过对典型槽谷

的解剖，揭示水资源时空变化过程及特点，研发相应

的利用技术并示范；揭示土壤流 ／漏失过程及特点，
研发相应的防治技术并示范；揭示植物群落退化过

程与特点，研发相应的调控与恢复技术并示范；构建

与喀斯特槽谷生态系统生产力维持机制相匹配的生

态产业示范体系；评估中国南方喀斯特槽谷区小流

域主要类型对不同治理模式的适应性，提出槽谷区

小流域主要类型综合治理优化方案的系列咨询

报告。
１．２　 主要研究内容

围绕上述研究思路，项目设置 ６ 个课题，具体研

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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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项目研究思路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ｗｏｒｋ ｆｌｏｗ

１．１．１　 喀斯特槽谷区石漠化发生与演变规律及驱动

机制

用多时相数据阐明区域石漠化演变的时空格局

及地质背景制约的分异规律，解析重大人为活动的

驱动机制［１８］；用高分遥感数据精细刻画流域的地质

背景、水⁃土⁃生资源配置、贫困空间分布格局及规律，
揭示石漠化演变过程与规律，解析驱动力、关键因子

交互关系并构建景观模型进行预景，为区域石漠化

的分类治理决策、流域石漠化治理与精准扶贫的实

施等提供科技支撑。
１．１．２　 喀斯特槽谷区水资源时空变化及高效利用技

术研发与示范

针对槽谷区干谷发育且降雨产汇流过程迅速、
旱涝灾害频发、高位蓄水构造频繁出露但利用开发

难度大、槽谷两翼山地水资源漏失严重以及高强度

的人类活动带来日趋严重的水污染［１３，１９，２０］ 等问题，
通过地质调查、水文地质资料收集、定位动态监测、
示踪与水文地球化学等技术手段，阐明水资源时空

演化规律及形成机制；研发干谷雨⁃洪水资源的“拦⁃
引⁃蓄⁃用”与防洪排涝技术；研发“路⁃沟⁃池（窖）”的
坡面蓄水与净化处理技术体系、“蓄⁃引”的高位表层

岩溶泉和接触泉开发利用技术，通过试验与示范，为
坡地石漠化综合治理提供水资源保障；提出槽谷区

水资源开发利用集成模式。

１．１．３　 喀斯特槽谷区土壤地上 ／下流 ／漏失过程与保

护技术研发及示范

针对喀斯特槽谷区特殊地质构造与水土流 ／漏
失的特殊性，通过全坡面径流场结合多核素示踪技

术，阐明喀斯特槽谷区土壤地上地下流 ／漏失过程与

机理；研发顺层坡 “篱⁃埂⁃路⁃沟⁃池（窖）” 坡面土壤

流失防控关键技术；研发逆层坡土壤大团聚体重塑

及根⁃土复合体阻隔逆层坡土壤漏失技术；揭示不同

石漠化阶段土壤化学侵蚀过程，研发养分均衡有机

化的土壤保育技术。 通过土壤内部调控与坡面控制

工程相结合，集成量、质双增的土壤保育关键技术并

进行示范。
１．１．４　 喀斯特槽谷区退化植物群落生态恢复技术与

示范

在样带调查、经济树种及野生砧木资源收集、先
锋种和优势种的筛选、野外控制试验、室内培养试验

的基础上，采用该领域比较先进的技术如稳定性同

位素技术［２１⁃２３］、分子生物学、功能基因组学、宏基因

组、宏转录组，Ｂｉｏｌｏｇ 代谢板、ＮＭＲ 代谢组学［２４，２５］等，
阐明植被退化的生态过程与机制与土壤微生物特

征；筛选植被恢复的建群种和优先种，确定槽谷区干

旱贫瘠土壤适生野生砧木和经济树种，阐明野生砧

木及经济树种与土壤生态环境互作机制，建立近自

然群落⁃经济植物复合种植与生态恢复技术；研发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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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砧木和适生经济树种嫁接、种植与产量品质调控

技术；筛选并优化促进野生砧木根系发育的微生物

菌株，研制微生物菌剂，加快退化植被生态恢复。
１．１．５　 喀斯特槽谷区生态产业技术体系研发与应用

示范

解析喀斯特槽谷类型与生态产业发展的耦合关

系，选取典型喀斯特槽谷构建和集成示范“特色经济

作物高效栽培、产品精加工技术与生态农林产业体

系”、“道地中药材高效丰产关键技术研发与精品生

态药业产业体系”、“武陵山区（槽谷）生态游憩资源

与商品开发产业体系”、“现代农业循环经济技术研

发与产业链”等，全方位构建槽谷石漠化治理与经济

效益相促进的多种生态产业体系，形成生态治理与

生态产业协同技术方案，开展县域范围以上应用示

范，建立符合科学逻辑和可演绎的喀斯特石漠化治

理与生态产业模式。
１．１．６　 喀斯特槽谷区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评价与优

化及区域推广

针对大型水利工程改变喀斯特地下水流场［２６］，
生态系统效益与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混乱［２７，２８］，
流域适应性管理缺乏有效集成［２９⁃３１］，石漠化协同治

理模式难以进行区域推广等问题，采用水文地球化

学技术、ＰＳＲ 模型［３２，３３］、ＰＬＭ、ＥＬＭ 模型与 ＤＰＳＩＲ 框

架发展决策支持系统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研究方

法，揭示水利工程的生态效应特征及其规律，构建石

漠化治理恢复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系统健康的指标

体系，对不同类型槽谷石漠化治理模式进行优化，提
出槽谷区石漠化协同治理模式。
１．３　 研究方案与技术路线

在深入认识喀斯特槽谷区特点的基础上，详细

分析槽谷区地质地貌背景和前期石漠化治理成效，
进行槽谷类型和流域类型划分，剖析区域水 ／土 ／生
物资源分布格局与形成机制，揭示流域尺度土地石

漠化的时空格局演变过程与驱动机制，揭示典型槽

谷流域喀斯特生态系统的运行过程与规律，因地制

宜地研发水土资源高效利用、土壤坡面流失控制和

地下漏失阻控、土壤保育与生态恢复技术体系，阐明

经济作物生长的限制性因子与机制，研发野生砧木

和经济树种互作效应与优化配套技术及其产业化体

系，解决经济与生态效益之间的矛盾。 同时构建槽

谷区稳定且可持续的生态系统和生态产业模式，并

进行示范推广，为区域生态改善和贫困问题解决提

供科技支撑。 具体技术路线如下图所示：

２　 总体目标

２．１　 项目目标

项目将在理论上阐明槽谷区水⁃土⁃生物资源的

分配格局及形成的差异机制，揭示流域尺度土地石

漠化形成演化过程及驱动机制，揭示顺层坡土壤流

失与逆层坡土壤漏失过程及差异机制，阐明水文⁃生
态系统对典型大型工程建设的响应过程，阐明土壤

营养元素流失过程及经济林（果）退化早衰的土壤限

制性因子，揭示生态系统退化及野生砧木⁃微生物根

际互作的分子机理。 在技术上研发干谷“拦⁃引⁃蓄⁃
用”与防洪排涝技术、“路⁃沟⁃池（窖）”坡面水系利用

技术、“引”为主或“蓄⁃引”并重的地下水利用技术、
“路⁃沟⁃池”间“篱⁃埂” 顺层坡水土流失控制技术、
“根⁃土复合体”逆层坡土壤漏失阻控技术、经济林

（果）早衰防控技术、定向培肥与养分均衡有机化土

壤保育技术、野生砧木和适生经济树种嫁接、种植与

产量品质调控技术近自然群落⁃经济植物复合种植

与生态恢复技术、适宜且具槽谷特色的生物能源、生
物医药、山地旅游等生态产业技术。 最终建立水土

资源高效利用模式与示范、稳定的生态系统与适宜

槽谷特色生态产业模式与示范、退化植被生态恢复

的经济树种产业开发配套技术模式与示范、不同类

型槽谷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与示范、槽谷区石漠化

协同治理模式与区域推广等模式目标，为喀斯特槽

谷石漠化区生态环境改善、长江中上游地区生态安

全屏障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２．２　 考核指标

项目整体考核指标包括水土资源高效利用技术

与模式 ６ 项、土壤流 ／漏失阻控技术 ４ 项、土壤质量

保育技术 ５ 项、生态修复与优化配置技术 ４ 项、生态

产业技术模式 ８ 项、开展县域范围以上应用示范，具
体包括发表论文、专著 、研发专利、开发数据库、培
养人才等，同时归纳总结石漠化土地综合治理模式

８—１０ 项、土壤流 ／漏失阻控技术 ４ 项、土壤质量保育

技术 ５ 项、生态修复与优化配置技术 ４ 项、生态产业

技术模式 ８ 项，建立 ２ 个示范基地，为省部级以上政

府部门采纳的战略咨询报告 ２ 份。
２．３　 预期成果

科学方面：从流域尺度上揭示典型背斜 ／向斜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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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项目技术路线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槽谷区水土资源分配格局、土壤流 ／漏失与土地石漠

化形成的动力学机制，及野生砧木及经济树种与土

壤生态环境互作机制，阐明槽谷区“地质⁃生态”复合

系统的水⁃岩⁃土⁃气⁃生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过程，
为因地制宜进行石漠化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技术方面：研发和集成具有槽谷特色的水土资

源高效利用、土壤流 ／漏失阻控与质量保育以及生态

修复与优化配置等技术，以及适宜的生态产业技术

模式，并形成相应的示范区，推动槽谷区域社会、生
态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３　 结语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是喀

斯特地区环境和社会的真实写照，本项目将形成具

有典型示范价值的喀斯特槽谷石漠化区生态治理、
生态产业、生态富民相结合的系统性技术解决方案，
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等综合效益，对即将启动的第

二期国家石漠化治理工程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作

用。 但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石漠化发生与演变规

律多时相数据、不同时空尺度遥感数据与监测数据

耦合的理论和方法、石漠化生态系统恢复重建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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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技术能否成功突破；单项技术能否有效整合以及

在喀斯特槽谷示范区有效集成需要各课题间加强合

作与交流，及时总结成功经验，同时需要项目专家组

实时实地对项目实施进行指导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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