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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边际土地的合理开发及其可持续发展*

吴　刚　　　高　林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系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5)

摘　要　就三峡库区边际土地的分布及其利用情况、合理开发的方式及其生产潜力、边际土地的可持续发展 3个方面进行了初

步的探讨.提出了三峡库区现已开发的边际土地存在的诸如地力逐年衰退、耕地生产力低、自然灾害频发及生态环境恶化等问

题,建议采取禁止在大于 25°坡地上进行农业耕作,恢复大于 25°坡地上的植被;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建立高产、稳产粮食生产基

地;扩大经济林经营面积,建立木本粮油生产基地;合理调整库区林、农、牧、渔发展结构,建立结构合理、功能最佳的林、农、牧、

渔立体经营模式;建立三峡库区防护林体系,合理开发利用库湾资源等措施.以保证三峡库区边际土地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边际土地,利用方式,可持续发展,三峡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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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d marginal land distr ibution and ut il izat ion status, reasonable ex-

plo itat ion w ay s and potent ial product ivity, and mar ginal lan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Three Go rge Reserv oir Areas. It has been pointed that problems of so il fert ility deg radat ion,

poor product ivity in crop land, natural disasters and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 ion ex isted in all

the exploited mar ginal lands. In or der to maintain the sustainabil ity of the marg inal lands, fo l-

low ing measur e have been proposed: prohibit ing cult ivat ion in the crop land w ith a slope more

than 25°, restoring vegetat ion in the slope more than 25°, st rengthening the basic ag ricultur al

constr uct ion, establishing the product ion base of w oody feeds and oils, establishing a milt i-di-

mensional management model w ith reasonable st ructure and optimum funct ion for forest ry ,

agriculture and f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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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际土地( marginal land)是 2个或多个异

质系统的交错地段(或过度地段)
[ 1]
. 该区域的

生态因子或系统属性的差异能引起系统边缘带

的组分和行为(如植被类型、种群密度、土地生

产力等)发生较大变化,致使边际土地具有脆弱

性,若相关因子间协调适应,合理开发利用,则

效应为正,否则,将导致大量的水土流失、植被

破坏,造成短期内无法恢复的废地.

至 2008年, 随着三峡工程的完工, 将淹没

5 294 000 hm
2
的土地, 其中, 农田1 276 000

hm
2
,桔园5 000 hm

2
, 需移民1 131 800人

[ 2]
.过

去,由于三峡地区闭塞落后,恶劣的自然环境,

过多的人口(平均 300人/ hm2 )及微薄的投入,



制约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为了避免导致进一

步的贫困化,国家计划将大部分库区移民安置

在库区内海拔较高的山地, 少部分移出库区.这

项移民任务非常艰巨,因为它关系到三峡工程

的成败,关系到三峡地区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

展.要想使百万移民安居乐业,促进地区的经济

发展, 合理开发利用边际土地, 非常重要.三峡

库区有荒山草坡及灌木杂丛地 1 330 000

hm
2[ 2]

.这些边际土地的质量、开发的可行性以

及开发的方式等未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本文针

对三峡库区边际土地的合理开发及可持续发展

进行探讨.

1　三峡库区边际土地的分布及环境特点

1. 1　基本情况

三峡地区(从宜昌到重庆 38个县、市)总面

积8 847 140 hm
2, 其中, 山地占 74% , 丘陵占

21. 7% , 平缓地占 4. 3% . 三峡库区( 19 个县、

市)总面积7 509 813 hm
2
, 其中, 山地占 78%,

丘陵占 18. 2% ,平缓地占 3. 8% .属于湿润亚热

带季风气候. 水热条件充足, 年平均气温 15-

19℃, 大于或等 10℃的年积温 5000- 6000℃,

无 霜期 290 - 340d. 年均 降雨 量 1000 -

1300mm .该区人均密度 300人/ km
2 ,其中山地

和丘陵 140- 200 人/ km
2
, 谷地和平地 300-

600人/ km
2. 人均耕地 0. 06hm

2. > 25°坡度的

耕地占 46% . 平均粮食单产 3450 - 4050kg/

hm
2[ 3] .

1. 2　边际土地的分布及利用情况

三峡地区未开发的边际土地约2 797 440

hm
2
,其中三峡库区 19县、市未开发的边际土

地约2 521 060hm
2 ,可开发利用的边际土地约

1 854 500 hm
2[ 3]

, 以草坡和荒地为例分析其分

布情况(见表 1) .

三峡地区( 38个县、市)现有耕地6 049 700

hm
2 , 三峡 库 区 ( 19 个 县、市 ) 现有 耕 地

4 988 753hm
2
.从海拔 100m 至1 400m 均有耕

地分布(见表 2) , > 25°坡度的耕地占 46%, 因

此,土地耕垦已经过度 [ 4] .

三峡库区耕地中旱田占 71%, 水田占

29%. 旱田在不同海拔高度带分布的比例分别

为: < 300m 占 0. 5% , 300m- 500m 占 45. 3% ,

500m - 1000m 占 42. 6% , 1000m - 1400m 占

11. 6% . 水 田依次为: 3% , 54. 7%, 37. 8% ,

4. 5%. 就旱地而言, 坡度< 7°的占 15. 5%, 7°-

15°的占 29. 6%, 15°- 25°的占 29. 6%, > 25°的

占 17. 6%. 至 2008年, 三峡工程完工, 将淹没

土地5 294 000hm
2
, 其中耕地1 276 000hm

2
,占

24. 1% ; 林地 (含经济林 ) 1 744 700 hm
2 , 占

32. 9% ;草地1 014 700hm
2, 占 19% ;其他面积

125 800hm
2
,占 24%

[ 5]
. 上面资料分析可见,三

峡工程将淹没现有耕地的 25. 5%, 而且为大部

分水田和高产的旱田(就三峡库区而言) . 因此,

开发现存的边际土地直接影响到百万移民的生

存与发展.

表 1　三峡库区草坡、荒地边际土地分布状况/ hm2

分布区 边际土地面积 占土地总面积比/ %

宜昌

兴山 946. 67 0. 40

秭归

巴东 1893. 33 1. 00

巫山 1793. 33 0. 60

巫溪 20213. 33 5. 03

奉节 13080 3. 22

云阳

万县

万县市

开县 2406. 67 0. 61

忠县

丰都

石柱 1673. 33 0. 7

培陵

武陵 1593. 33 0. 79

长寿

江北

巴县

三峡库区 49553. 33 0. 80

表 2　三峡库区耕地在不同海拔高度区的分布

海拔高度/ m 耕地面积/万 hm2 占总耕地面积/ %

< 300 10. 9753 2. 2

300- 500 267. 8960 53. 7

500- 1000 183. 5861 36. 8

1000- 1400 36. 4179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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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峡库区边际土地开发方式及其生产潜力

2. 1　三峡库区边际土地的开发方式

据 1∶10万三峡库区土地资源评价图的测

算,三峡库区可规划为水土保持型(以林、牧业

发展为主)的边际土地有43 600hm
2 , 占土地面

积的 0. 58%; 可规划为生产型的农业用地的边

际土地有19 660hm
2, 占土地面积的 0. 26% ;可

规划为林业经营型(多元化的经济林及多年生

的经济作物为主)的边际土地有1 791 133hm
2
,

占土地面积的 23. 85%
[ 3]
(见表 3) .

　　从表3可见, 三峡库区未开发的边际土地

表 3　三峡库区边际土地的开发方式

开发方式

　

现状类别

/ m

三峡库区 19县、市 三峡地区 38县、市

面积/万 hm 2　　占土地面积/ % 面积/万 hm2　　占土地面积/ %

水土保持型 荒山草坡 3. 07 　 3. 64

(以林牧业为主) 草旬草地 1. 29 　 1. 32

　 小计 4. 36 0. 58 4. 96 0. 56

生产型农业用地 海拔> 500 0. 34 　 0. 34

(粮食生产) 500- 100 1. 0 　 1. 23

　 < 100 0. 63 　 0. 70

　 小计 1. 97 0. 26 2. 27 0. 26

林业经营型用地 海拔< 500 39. 29 　 47. 14

(木本粮油为主) 500- 1000 74. 09 　 91. 29

　 1000- 1800 57. 36 　 67. 31

　 > 1800 8. 38 　 10. 21

　 小计 179. 12 23. 85 215. 95 24. 41

中,宜林地多,耕地后备资源贫乏. 三峡库区现

有森林面积 974 907hm 2, 占三峡库区土地面积

的 12. 98%. 可开发利用的边际土地1 854 500

hm
2 ,主要分布在山地陡坡,水土流失严重的地

段和偏僻边远的地区.三峡库区水热条件及水

热同期配合较好, 有利于生物生长,林木生物生

长量约在 10- 20t / ( hm2·a)左右, 林木材积生

长量约在 6- 10m
3 ( hm

2·a)左右,为我国林木

生长较快地区.由于本区气候温暖湿润,枯枝落

叶分解较快,地表坡度大,降水集中, 水蚀过程

强烈, 石质山地比例不断增加, 因此, 一经不合

理开发, 人为干扰强烈,植被-土壤退化将相当

严重, 近 30 年来 (主要是 1960—1978 年间在

“以粮食为纲”方针影响下) , 由于开发不合理,

造成表土层平均减少 3- 5cm ,致使地表腐殖质

层消失, 光山秃岭、岩石裸露的景象到处可见,

农田质量退化明显,土壤有机质含量 1985年比

50年代平均下降 0. 5%- 1. 0% [ 4] ,确定三峡库

区边际土地的合理开发方式非常必要.

2. 2　三峡库区已开发的边际土地存在的问题

近 30 年来, 三峡库区已开发边际土地

1 220 073 hm
2
, 其中农业用地1 149 740 hm

2
,

占 94% ;林业用地(主要为单品种的经济林)为

70 333 hm2 ,占 6% [ 3] . 存在的问题归纳如下:

( 1)耕地生产力低, 地力逐渐衰退, 面积逐

渐减少.三峡库区人均耕地 0. 06hm 2, 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全国人均耕地 1985年 0. 09hm
2 ) ,且

多为山地,平均垦殖指数高达 23% .现已开发

为耕地的边际土地主要有 3个特点: 分布零

散,无法集中作业; 多为山坡地,土层薄.现有

旱地中,坡耕地占 91%, 土层厚度小于 30cm 的

占 37. 9% . 土壤瘠薄, 生产力低. 耕地土壤有

机质含量小于 2%和含氮量小于 0. 1%的大约

占 50%左右,速效钾( K 2O)含量小于 10mg/ kg

的占 35%, 严重缺锌的石灰土占 38% , 三峡库

区土壤普遍缺磷. 石灰性冲积土和石灰性紫色

土达 65%以上,造成整个三峡库区中低产土壤

占 78%. 由于严重的水土流失及土地管理不

善,造成耕地地力逐年衰退、面积逐年减小,三

峡库区在近 27年内共减少耕地73 533hm
2
,其

中近 7年减少15 300hm 2[ 3] .

( 2)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已开发的边际土地

抗御能力弱.在 1960年至 1978年期间, “以粮

食为纲”方针影响下,不合理地开发了大片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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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造成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再加之土地管理

不善及农田基本建设不过关, 致使开发的边际

土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 如伏旱是三峡库

区影响耕地稳产的主要障碍因素,近 30年来,

其发生频率在 30% - 50%之间, 80年代以后达

50%- 70%, 造成旱地作物平均减产达 5%-

10%, 严重地区减产 20%以上[ 6] .这对三峡库

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 3)边际土地开发不合理,生态环境日益恶

化.由于对边际土地未有合理的规划,开发方式

错误, 加之对土地过度垦殖(如 25°以上的坡地

开垦为农田、土地过度垦殖、大面积破坏森林及

草地等) ,自然环境日趋恶化. 三峡地区的森林

覆盖率从 50年代的 20%急剧下降到 80年代

的 10%或不足 10%.滥伐森林造成严重的土壤

侵蚀、水土流失和土地退化,秭归县土壤流失量

从 1956 年的 865 000 t / a 增加到 1980 年的

1 259 000t / a.万县市(原万县地区)水土流失面

积已占总土地面积 63. 8%, 强度侵蚀面积占

63. 2% ( 1985) [ 3] , 导致裸山面积扩大、河床抬

高、塘库淤积.这也是阻碍三峡库区可持续发展

的主要因素.

( 4)边际土地综合开发优势不突出.三峡库

区地处亚热带, 物种资源丰富, 同时经营柑桔、

蚕桑、茶叶、油桐、生漆与烟叶等历史悠久. 但整

个库区经济林、多年生经济作物的经营面积仅

占总开发利用面积的 8. 35% ,且存在经济林经

营品种单一、品质较低、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

因此,合理调整个库区的产业结构,发挥三峡库

区边际土地的综合优势,建立多元化的高效的

农、林、牧、渔立体经营基地,是实现库区区域可

持续发展的主要战略措施.

2. 3　三峡库区边际土地的生产潜力

粮食是三峡库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

素,也是妥善安置百万移民、实现库区可持续发

展的基本条件. 解决库区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

在于合理开发利用边际土地及提高现已开发利

用的土地的增产能力. 三峡库区 40%的耕地单

产在 3450- 4050kg/ hm2 ,与江西省产量最低的

山地相当.每年人均收入 330- 420元,相当于

较落后的贵州和西藏的水平. 农业收入占总收

入的 65%, 其中 52%来自于主要粮食作物,经

济林和经济作物的收入不足 4% [ 3] . 如果合理

调整农、林、牧、渔业结构,加强农田基本建设,

大幅度提高现已开发的边际土地的生产力是完

全可能的.

另外, 三峡库区现有边际土地2 521 060

hm2 ,其中,可开发利用的边际土地有1 854 500

hm2 . 这些边际土地中, 可开发为农业用地(坡

度小于 25°, 海拔 500m - 1000m 之间, 紫色土

区细土层厚度大于 20cm ,石灰岩与花岗岩土区

细土层厚度大于 50cm)为19 660hm 2, 占库区边

际土地的 0. 78% ,占库区可开发的边际土地的

1. 06% ; 可开发为林业用地 (坡度大于 25°, 海

拔 500m- 1 800m )为1 791 100hm
2 ,占库区边

际土地的 71. 05%, 占库区可开发利用的边际

土地的 96. 59% ; 可开发为牧业用地 (海拔

1 400 m 以上, 土层瘠薄, 分布相对集中) 为

439 000hm 2, 占库区边际土地的 1. 74%, 占库

区可开利用的边际土地的 2. 37%. 这些边际土

地如果合理开发, 将大大促进三峡地区的经济

发展,也将对保护库区的生态环境、解决百万移

民的粮食问题、维护库区的社会稳定起着重要

的作用.

3　三峡库区边际土地的持续发展

三峡库区边际土地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

是,妥善安置百万移民、确保三峡水利枢纽工程

顺利实施、保护库区生态环境、促进库区经济发

展.三峡水库能提供多种效益,包括电力、渔业、

旅游、就业等, 但这些效益的正常发挥, 水利计

划的正常运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库区及上游

地区生态环境的稳定,而边际土地开发是否合

理直接影响到区域的生态环境. 因此,必须将库

区及其上游地区看作一个大的生态系统, 保持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动态平衡, 优化调

整生态系统内林、农、牧、渔业之间的结构,合理

开发利用边际土地,减少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

否则, 如果不合理开发边际土地将对库区流域

产生相当长远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危害.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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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库区边际土地的持续发展应采取如下措

施.

( 1)禁止在大于 25°的坡地上进行农业耕

作.开垦大于 25°的坡地为农业用地, 将造成严

重的水土流失, 加快本来就脆弱的库区生态系

统环境进一步恶化的速度, 缩短三峡水库的寿

命.应支持农户专业化经营,发展经济林和多年

生经济作物, 建立林、农、牧、渔立体经营复合生

态系统,进而控制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保持土

壤有机质和理化性状,达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

环.

( 2)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建立高产、稳产粮

食生产基地. 库区耕地低产原因很多,但主要原

因之一是农田基本建设不足, 导致农田抗灾能

力弱, 因此, 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提高边际土地

的生产力,是建立高产稳产粮食生产基地、解决

百万移民的粮食问题的主要措施.

( 3)扩大经济林经营面积,建立木本粮油生

产基地. 发展经济林是库区边际土地的主要开

发方式,目前已发展柑桔林73 400hm
2,自 1985

年以来,国家及地方已投资 5000万元在山坡上

建立柑桔、茶、桑、梨、板粟、葡萄以及药用植物

生产基地,尝试性开发边际土地获得了很大成

功, 人均年收入由未开发前的 330 元增加到

1100元 [ 2] . 三峡库区耕地紧张, 主要农作物粮

食生产潜力有限, 通过发展林业,建立木本粮油

生产基地,可以大大地缓解移民与耕地之间的

矛盾,因此合理开发利用边际土地,建立经济林

和多年生经济作物生产基地, 也是实现三峡库

区乃至整个三峡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措施.

( 4)合理调整库区林、农、牧、渔业结构,建

立林、农、牧、渔立体经营模式.针对三峡库区的

资源环境特点,发展单一产业或单一品种经营,

都会制约库区的经济发展, 同时也会导致地力

衰退, 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只有将林、农、牧、

渔业结合起来,建立结构优化、功能效益最佳的

多产业立体经营模式,才能大幅度提高库区经

济发展速度, 才能更好的利用自然资源,维护生

态平衡,达到库区区域可持续发展.

( 5)建立三峡库区防护林体系,合理开发利

用库湾资源.三峡大坝建成后,库区蓄水面积将

达115 000hm
2 ,从重庆市一直延伸到湖北宜昌

市,形成一条狭长河流状的水库.库区本身流域

面积达6 400 000hm 2, 其中, 山地占 74% ,波状

丘陵占 21. 7% ,平缓地占 4. 3% [ 2] .陡峭的地形

不仅形成了快速的径流,而且将严重影响边际

土地的土壤水分供应. 因此,为了避免库区流域

的水土流失,保护流域的生态环境,大力建设三

峡库区防护林体系非常必要.另外,三峡大坝建

成后, 预计在库区将形成大型的库湾 29个,这

些库湾资源的合理开发将对促进三峡库区的经

济发展、保护库区的生态环境、发展库区的旅游

业、安置移民的就业工作及提高移民的生活水

平等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

边际土地的合理开发并不是破坏库区的生

态环境, 而是要进一步完善三峡库区环境保护

的主要措施,实现三峡库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

主要途径.这就要求有一个系统性的保护土壤、

有规划的合理开发边际土地、大力发展林业(特

别是多元化的经济林)的长远计划.农业作业严

格限制在平缓地或小于 25°的坡地上, 加强农

田基本建设,合理利用海拔高于1 400m 的荒山

草坡,发展规模化高产的畜牧业,合理开发库湾

资源, 建立林、农、牧、渔业结构优化、功能效益

最佳的立体经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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