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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壤侵蚀区植被恢复研究综述 

吕仕洪，向悟生，李先琨 ，唐润琴 

( 簧 嚣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桂林541006) 

摘 要：植被恢复是红壤侵蚀区生态恢复与重建的有效途径 。二 十多年来 ，红壤侵蚀 区的植被恢复研究得到 

了快速发展，不少学者对红壤侵蚀区植被恢复的关键、原则、途径、步骤、模式及生态过程和机理等内容作了较 

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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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egetation restoration is an effective approach for ecosystem restoration and enhancement in eroded 

area of red soil．The research of vegetation restoration in eroded area of red soil such as the key problem，ap— 

proaches，steps，models，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ecology developed rapidly within recent twenty years， 

and a positive effect has been achieved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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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壤是我国长江流域以南各种红色或黄色酸性 

土壤的总称，面积 2．18亿 hm2，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22．7 9／6，是我国重要的土壤资源和多种农林产品的 

主产区[1．23。多年来，由于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干扰， 

红壤地区已成为我国水土流失范围最广、程度较高 

的地区，严重程度仅次于黄土高原[3]，环境 日趋恶 

化，是我国治理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的重点区域之 
一

。 恢复生态学是二十世纪 80年代 以来得到迅速 

发展的现代生态学分支[ ]，其理论已被广泛用于生 

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等方 

面的研究，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植被恢复是 

恢复与重建红壤侵蚀区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效途径。 

二十多年来，红壤侵蚀区植被恢复研究得到了快速 

发展，不少学者对红壤侵蚀 区植被恢复的原则、途 

径、步骤、模式及其生态过程和机理作了深入的研 

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为红壤侵蚀区的治理及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范例和启示。 

1 红壤侵蚀 区的现状及特点 

1．1基本概况 

红壤侵蚀区指土壤侵蚀强烈、水土流失严重和 

生态退化趋势明显的红壤分布区。红壤地区是我国 

两大水土流失区域之一，严重程度仅次于黄土高原。 

据报道[2，53，红壤侵蚀区水蚀面积近 8 000万 hm2， 

风蚀面积约 500万 hm2，占红壤地区面积的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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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严重侵蚀的达 1 650万 hm2，侵蚀模数在 3 000 

～ 10 000 t·km一2·a-1之 间，最 高 已达 13 000 t· 

kin-2·a-1，相 当于年 失表 土 1 cm 多。红壤 中的花 

岗岩风化壳红土与北方黄土并列为我国两大侵蚀最 

严重的地质地貌单元[6]，仅分布于江西、福建、广 

东、浙江 等省 的 花 岗岩侵 蚀 区面 积 即达 1 972万 

hm2。红壤侵蚀 区分布较多 的江西省 ，年水 土流失 

量达 1．64亿 t，而且还有不 断恶化的趋势[ 。 

1．2土壤侵蚀特点 

水力侵蚀是红壤侵蚀 区最主要的土壤侵蚀方 

式 ，此外还有重力侵蚀 和风力侵蚀 ，主要有片蚀 、沟 

蚀 、崩岗、泻溜和泥石流等[8．93。史德明详 细分析了 

各种侵蚀发生的原因、类 型和特点 ，以花岗岩母质红 

壤为例，从土壤侵蚀开始发生到严重发展，一般经历 

从面蚀到沟蚀再到切沟侵蚀和崩岗侵蚀等几个阶 

段，相应地形成侵蚀程度不同的红壤侵蚀区。辛树 

帜等则指出，面蚀多发生在红土岗地，侵蚀程度较 

轻；沟蚀和崩岗多发生于花岗岩和紫色砂页岩丘陵 

区，侵蚀程度较重。 

崩 岗兼有水力 侵蚀 和重力 侵蚀的双重特性 ，是 

红壤侵蚀区特有的土壤侵蚀类型，尤其在花岗岩地 

区更为常见和严重[8～15]。崩岗发生 的原 因较为复 

杂，类型多样。李思平、吴志峰认为，崩岗的发生与 

花岗岩风化壳独特 的岩土特性有关 ，阮伏水则认为 

疏松深厚的花岗岩风化壳是崩岗侵蚀的物质基础和 

内在原因。对于崩岗的性质，史德明、唐克丽等将其 

归为重力侵蚀，辛树帜、徐朋等则 悔其归为水力侵 

蚀，史学正则认为崩岗是水力侵蚀和重力侵蚀共同 

作用的结果 。 

1．3红壤侵蚀区的环境特征 

红壤侵蚀 区是以水土流失 、生态退化 为基本特 

征的侵蚀环境 。唐克丽[ 43指 出，侵蚀环境的主要特 

点表现为土地切割破碎，自然植被退化，生物多样性 

消失，土壤质量急剧下 降等。杨艳生(16]、谢锦升 

等(173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的特点来概括红 

壤水土流失区的环境特征 ：(1)植被稀疏，物种单一， 

生物多样性低 ；(2)土壤侵蚀 、水 土流 失十分 严重 ； 

(3)水土资源下降，土壤极端贫瘠，土地生产力低下； 

(4)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5)生产落后，区 

域经济贫 困化 明显 。 

1．4红壤侵蚀区的主要类型 

红壤侵蚀区是热带和亚热带典型的退化生态系 

统，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水土流失、土地退化是其最重要的特征。余作 

岳[4]等认为退化生态系统包括裸地、森林采伐迹 

地、弃耕地、采矿废弃地等；崔书红[ 83利用植被盖 

度、沟谷密度、侵蚀方式和风化壳出露状况作为退化 

指标 ，将花岗岩侵蚀区划分为轻度、中度、强烈 3个 

类型。在红壤侵蚀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人类活 

动居于 主导 因素 的作 用[8]，因此 ，从人类开发利用 

土地及其资源的角度，红壤侵蚀区主要有以下 3种 

类型 。 

1．4．1坡耕地 南方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坡 

耕地是重要 的农业耕 作区，约 占农用旱地的一 

半[15．16]，如珠江流域的坡耕地约 433．76万 hm2， 

占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的 76．0 ，是珠 江流域水土流 

失的主要策源地(193；长江流域现有坡耕地面积达 

0．11亿 hm2，侵蚀模数高达 10 000 t·km-2·a 以 

上，年流失土壤 24亿 t。坡度、耕作方式是影响坡 

耕地水土流失的关键性因子，而陡坡垦殖和顺坡耕 

作更是坡耕地水土流失加剧的主要原因。据测定， 

坡耕地的年水土流失量 在 15。时为 110．4 t·hm～， 

在 2O。时为 145．5 t·hm一2，25。时达 197．3 t·hm- ； 

在 2O。的坡耕地上，横坡开行的地表径流量和泥沙 

的 冲 刷 量 分 别 比 顺 坡 开 行 减 少 29．0 和 

79．9 (20～223。 

1．4．2荒山荒坡 我国南方的荒山荒坡面积近 4 

800万 hm2，为面积最大的红壤侵蚀区，主要分布于 

中山、低山和丘陵，包括花岗岩区、紫色岩区和第四 

纪黏土区等地质类型。荒山荒坡的植被稀少，层次 

单一，土壤质地较差，已失去了森林土壤湿润、疏松、 

多根穴的特性 ，因而土壤侵蚀 和水土流失仍较为严 

重。特别是裸地，如花岗岩地区的“白沙岗”和第四 

纪红黏土的“红色沙漠”，因缺乏植被的庇护，加之风 

化作用强烈，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是红壤地区环境治 

理和生态重建的重点(16，2 3]。 

1．4．3森林采伐迹地 森林采伐迹地是人工采伐森 

林而成的红壤侵蚀区，是人为干扰而成的退化生态 

系统类型。由于南方地区地形复杂，加之生产技术 

落后 ，林业经营方式粗放，传统经营措施仍十分普 

遍，造成森林采伐迹地的水土流失十分严重[243。以 

炼山为例，炼山是南方山区清理采伐迹地最常用的 

方法，但炼山对林地土壤结构、有机质含量、渗水率 

以及抗蚀性等会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据俞新妥等 

测定，杉木采伐迹地炼山产生的径流量和土壤流失 

量分别是不炼山的 ll倍和 88倍[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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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红壤侵蚀 区治理的基本措施 

红壤侵蚀区治理的基本措施包括工程措施，生 

物措施和耕作措施[4～9 153。工程措施是基础，生物 

措施是主力军 ，而耕作措施则 是辅助性措施 。红壤 

侵蚀区治理措施常因侵蚀方式或地域的不同而略有 

差异，坡耕地 主要采取工程措施和耕作措施 ，如坡改 

梯 、免耕和问作等 ；荒 山荒坡 、灌丛及 稀疏林 地则 多 

采取“封 山育林 、定期开山”的生物措施 ，减少人为干 

扰 ，使 自然植被逐步得到恢复 。 

崩岗是红壤侵蚀区中土壤侵蚀最严重、危害极 

大的侵蚀类型，是红壤侵蚀区治理的难点，必须采取 

综合措施治理，才能遏制崩岗的蔓延和发展。在崩 

岗治理中，人们结合利用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耕作 

措施，采用“上堵、下截、中绿化”的方法[8～9 153，取得 

了良好效果并积累了丰富经验。如广东省五华县新 

一 村，通过采用上述方法，三年内已使一个崩岗区的 

年均侵蚀量从 418 t降至 2O t，效果非常显著[26]。 

2 红壤侵蚀 区植被恢复研究的历 

史与现状 

2．1植被恢复的意义 

概括地说，植被恢复是指运用生态学原理，结合 

利用植物措施和其它措施，修复或重建被毁坏或被 

破坏的森林和其他 自然生态系统 ，恢复其生物多样 

性及其生态系统功能。植被恢复与植被重建、植被 

修复、生物多样性恢复以及生物工程治理等都是内 

涵基本相同的词语 [ ， ,15， ，它既是一种治理手段 ， 

同时也是治理的过程和 目的。 

植被是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的枢纽， 

是防止生态退化的物质基础。因此，植被恢复是退 

化生态系统恢复的前提，同时也是退化生态系统恢 

复的关键。 

2．2红壤侵蚀区植被恢复研究的历史回顾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是较早开展红壤侵 

蚀区植被恢复研究的单位之一[4]。早在 1959年， 

该所就与广东省电白县小良水土保持试验推广站协 

作，在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沿海台地上进行人工植 

被重建试验研究，至今 已有四十多年。1984年起， 

该所在广东省鹤山市建立鹤山丘陵试验站，经过十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在荒山草坡上组建成 8个人工 

林生态系统，开展了退化生态系统恢复、森林生态系 

统结构、功能和动态以及生态农业优化模式示范等 

l 一  一  

内容 的研究 。与此 同时 ，为研究退化生态系统 自然 

恢复与演替 的规律 ，该所 还在广东省鼎湖山 自然保 

护区和广州市 白云山等地设立 了定位研究站 ，对亚 

热带森林植被 自然恢复的特点和规律等内容作了深 

入研究，取得了多项成果。 

二十世纪 8O年代至今，红壤侵蚀区的植被恢复 

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并迅速成为生态学领域的热 

点之一 。中国科学 院先后在江西的泰和(千烟洲)和 

鹰潭、湖南的桃源和会同等南方丘陵区建立了农业 

生态实验站 ，旨在开展综合开发 治理等内容 的科学 

研究；福建、浙江、广西等地的科研人员结合本地的 

综合治理和经济开发，也进行了植被恢复的一些试 

验性研究[27～32]。 

2．3红壤侵蚀 区植被恢复研究的主要 内容 

2．3．1红壤侵蚀 区植被恢复的基础和 关键 红壤侵 

蚀区由于水土流失严重，环境条件恶劣，土壤贫瘠， 

温湿度变化明显 ，极不利于植物的成活和生长。杨 

艳生(339认为，水土流失区生物多样性的恢复重建， 

必须以解决土壤严重缺水、养分贫瘠以及抗逆植物 

品种的培育等问题为基础 ，才能达到恢复重建的 目 

的。 

王维明(31]通过试验研究 和野外调查 ，指出植被 

重建能否成功和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植物种 

类的选择，只有选用具有良好水土保持功能和较好 

经济效益的、适应当地生长的植物种类，才能取得好 

的治理效果 。 

花岗岩侵蚀坡地属于比较典型的红壤侵蚀区， 

是红壤侵蚀区植 被恢复的重点和难点。阮伏水 

等[3 ]在研究及调查分析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了花 

岗岩侵蚀区植被重建的关键在于其生态系统潜在不 

稳定性(脆弱性)、恢复能力的差异性、地带性植被的 

种群配置问题、重建植被中的群落演替问题等。并 

由此提出，人工植被群落的发育过程必须与土壤肥 

力恢复 过程 相适 应 ，注 重植 被 生 长，避免 “空 中绿 

化”；人工群落的配置以本土树种与引进树种相结 

合，进行多层次混交为宜，着眼于建立地带性森林生 

态系统 。 

2．3．2红壤侵蚀区植被恢复的原则 红壤侵蚀区的 

植被恢复实质上就是其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具有严 

格地带性是生物多样性的主要特点之一。要使红壤 

侵蚀 区的生物 多样 性得 到有效恢复，杨艳生提 

出[ ]，必须遵循的原则有生物气候区域适应原则， 

水热地域差异适 应原则 ，循序 渐进原则 和科技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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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等。只有遵循上述几项原则 ，才能使红壤侵蚀 

区的生物多样性得 以恢复。 

牛德奎等C35)从红壤侵蚀 区植被恢复与可持续 

发展的关系 ，提出植被重建 的原则包 括 ：(1)群落演 

替原则；(2)群落结构原则 ；(3)适地适树原则；(4)生 

物多样性原则；(5)生态系统原则；(6)重建与利用相 

结合原则；(7)群落稳定性原则。 

章家恩等C36)将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和重建的原 

则分为自然法则、社会经济技术原则和美学原则三 

个方面，各个方面又包含了若干个基本原则，并指 

出，自然法则是生态恢复与重建的基本原则，只有遵 

循自然规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恢复与重建；社会经 

济条件是生态恢复与重建的后盾和支柱，在一定尺 

度上制约着恢复重建的可能性、水平与深度；美学原 

则是指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重建应给人们以美的享 

受 。 

2．3．3红壤侵蚀区植被恢复的途径 自然封育和人 

工重建是红壤侵蚀区植被恢复的两种基本途径C27]。 

红壤侵蚀 区植被恢复的途径 主要取决于其植被退化 

程度、自我恢复能力以及恢复方向等。此外，其它因 

素还包括气候 、地质地形 、土壤肥力状 况、种源以及 

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和科技水平等。 

2．3．3．1自然封育 亦称封育、封山育林，国外称为 

“中国式造林法”[3 。自然封育的方式有全封、半封 

和轮封等，具有操作简单、经济省事的优点，其成本 

仅为人工造林的 10 ～15 ，常用于灌丛林地、稀 

疏林地和天然林采伐迹地更新等，尤其适宜于交通 

不便、人口较少、经济发展落后以及不宜人工造林的 

山区 。 

在封育的基础上，适当地加以人为干扰能够加 

速自然封育的植被恢复和改变其演替方向，次生林 

改造、稀疏林地补植是促进退化植被加速定向演替 

而常用的方法，人工抚育则通过促进目的种的生长、 

减少非 目的物种干扰 ，从 而有利于退化植被 的 自然 

恢复。近年来国内外推崇的“宫胁法”和“近 自然林 

业”，是自然封育与人工促进相结合加速植被恢复较 

为成功的途径C32，38)。 

自然封育对红壤侵蚀区退化植被的演替及其功 

能的影响涉及植被覆盖率、种群数量、群落结构及其 

综合生态功能等[4·27)多个方面。如鼎湖山马尾松 

群落(400 m2)封育 14 a后，物种多样性、均匀度指 

数、生态优势度和群落结构等发生了较大变化。孔 

德珍对江西千烟洲不同退化演替阶段的四个自然群 

落的封育结果调查表明，自然封育的植物群落的种 

数 、覆盖度和生物量 由少变多 ，而径流系数和土壤侵 

蚀模数则由大变小 ，效果十分明显 。 

2．3．3．2人工重建[4，27，39] 人工重建是加速红壤侵 

蚀区植被恢复的有效途径 ，也是植被恢复研究的重 

要手段 。实践证 明 ，经过 一定 的人工措 施的启动 ， 

极度退化的热带亚热带森林是可 以恢复的。人工重 

建主要是模拟自然林的种类成分和群落结构特点， 

建造某一类型的植 物群落 ，启动植物群落的顺 向演 

替，比如在寸草不生的裸地上建造先锋群落，是比较 

典型的人工重建方式。 

许多学者对人工重建的方法和理论作了较多的 

研究 。江西 千烟洲 生态试 验站 根据森林植 被的用 

途 ，引进 50多种乔木 、灌木树种和草种 ，人工营造了 

薪炭林、用材林和经济果木林等多种森林植被和草 

地植被。华南植物研究所 自1959年起，先后在广东 

小良、鹤山等地 ，于裸地和人工林(桉树林)采伐迹地 

上营造人工混交林。其中小 良试验站的人工混交 

林 ，经过三十多年 的发展 ，每 100 m2中的物种从原 

来的两三种发展到 10余种甚至几十种，平均每 200 

m 的调查样地 已达 25．7种 。 

2．3．4红壤侵蚀 区植被恢复的步骤 红壤侵蚀 区的 

植被恢复步骤取决于其植被现状、土壤侵蚀程度、恢 

复途径以及目标等。史学正等[15]根据我国亚热带 

各种土壤侵蚀类型的不同特点，提出了各类侵蚀区 

生物工程治理的方法和步骤；小 良试验站在寸草不 

生的热带侵蚀台地上成功地完成了植被重建以及鼎 

湖山、白云山等地区的亚热带退化森林植被的自然 

恢复，是红壤侵蚀区植被恢复按类别、分步骤进行并 

获得成效的典型例子[4]。仅以极度退化红壤侵蚀 

区和次生林地生态系统 的恢 复 ，阐述红壤侵蚀 区植 

被恢复的基本步骤。 

极度退化的红壤侵蚀 区在 自然条件下很难或根 

本无法恢复植被，只有依靠人工重建才能完成植被 

恢复的目标[ ,15·16)。其植被恢复首先控制水土流 

失，创造适宜植物生长的环境条件；其次选用耐旱、 

耐瘠、速生的树种和草种重建先锋群落；第三步配置 

植物种群，构建地带性植物群落；第四步是统一规 

划，按照生产型或生态型的 目标构建多类型的自然 

生态系统 。 

次生林地 的 自我恢复能力较强 ，恢 复过程亦较 

短，主要以自然封育为主、人工改造与抚育为辅，具 

体步骤包括 ：(1)封山育林 ；(2)林分改造；(3)人工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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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这种以自然封育与人工促进相结合的方法，能 

够加快植被恢复的速度，并可随人们的意愿演替和 

发展[ 40]。 

2．3．5红壤侵蚀 区植被恢复 的基本模式 恢复生态 

学的研究涉及种群层面、群落层面、生态系统和景观 

等多个不 同的层次[39]，而植被恢复模式也 因研究的 

层次而异。群落层面在植被恢复研究中涉及较多， 

由乔、灌、草之间搭配而形成的各种模式，在研究和 

实际应用 中最为常见 。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常是比较不同植被恢复模 

式优劣的重要指标。姚毅臣( ]等以水保功能为尺 

度，系统地评价了乔、灌、草之间组合而成的各种模 

式优劣，并总结出它们的特点和规律。李相玺[42]等 

综合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评价乔灌草结构的大小 

顺序为：乔灌草模式>灌草模式>乔灌模式>乔草 

模式>乔木纯林，如土壤侵蚀量前 4种模式分别比 

乔木 纯林模 式减蚀 达 74．9 ，65．6 ，62．5 和 

61．6 ，对比效果比较明显。 

乔灌草组合模式常用于马尾松纯林或残次林改 

造以及果园套种。冯蔚徐[43]利用湿地松、南岭黄 

檀、胡枝子、马唐和牧草等改造马尾松纯林，改变了 

林分的性质，使土壤结构和土壤肥力状况得到明显 

改善，原先为“小老头树”的马尾松呈现“返老还童” 

趋势，地表径流量减少 了 5O ～ 6O ，泥沙 冲刷 亦 

减少 8O ～9O 9／6。章家恩[44]等在赤红壤坡地荔枝 

幼龄果园间种柱花草、百喜草等 6种牧草，增加了地 

表植被覆盖，水保效率提高 5O ～6O ，同时亦提 

高了土壤肥力和土地生产力 ，促进了幼龄果树的生 

长 。 

2．3．6红壤侵蚀 区植被恢复生态过程与机理 红壤 

侵蚀区植被恢复实质上就是植物群落不断演替的过 

程和结果。从人工重建先锋群落建成或 自然封育 

后，演替不久便开始发生[4】。不同演替阶段之间的 

每一个群落是演替过程 中的系列群落，植被恢复的 

生态学过程与机理 ，可 以从系列群落 的生态 学特征 

及其他特征得到较为充分的反映。 

中国科学院小良试验站和白云山观测站[4]，采 

取以空间代替时间的方法，选择多个不同植被类型 

而地貌、岩性、土壤类型和坡度等基本一致的集水 

区，对植物、动物、昆虫、土壤动物和土壤微生物等方 

面的生物、生态环境效益进行动态观测研究。结果 

表明，在植被的恢复过程中，植物群落的种类和种群 

数量、种间关系、群落结构、生物多样性不断发生变 

化，且存在一定规律性；与此同时，植物群落的第一 

性生产力逐步提高，环境条件也得到改善，整个生态 

系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以植被覆盖率对水土流失和土壤肥力等的影响 

揭示植被恢复的生 态过程与机理 ，在植被恢复研究 

中亦较为常见。李 先琨 C27]等在桂东南花 岗岩崩 岗 

区植被恢复试验研究中，当植被覆盖率由 1O 提高 

到 6O 9／6～8O 时，径流系数从 0．02～0．93下降到 

0．OO～0．51，径流减少 51．43 ～ 91．45 ，产沙量 

减少 92．9O ～99．32 9／6，有机质 提高 3O ～63 ， 

植被结构、水土流失和土壤肥力等均发生了明显变 

化 。 

3 存在问题与发展方向 

3．1存在 问题 

二十多年来，红壤侵蚀区植被恢复研究得到了 

快速发展，其初步形成的理论体系为今后红壤侵蚀 

区的治理和植被恢复提供了科学依据，一些地区取 

得的成效亦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成功范例。但是，因 

发展历史不长，红壤侵蚀区植被研究的方法、理论和 

内容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笔者认为，目前存在 

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对象及应用范围有限。纵观二十年来 

的红壤侵蚀区植被恢复研究，主要涉及坡耕地、荒山 

荒坡和森林采伐迹地等类型的红壤侵蚀区，取得成 

效比较显著；而对南方分布面积较广，且存在一定污 

染危险的其他类型的红壤侵蚀区虽然已有人研究， 

但效果不甚理想，如采矿废弃地、垃圾堆放场等[4 5]。 

(2)植被退化、土壤状况(TK分、养分)、群落优势 

种相互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够。目前尚不能从植被退 

化、土壤状况和群落优势种相互之间的关系来确定 

红壤侵蚀区植被所处的演替阶段，从而不能有针对 

地采取相应的植被恢 复对策 、途径和步骤 ，提高植 

被恢复的效益。 

(3)外来种与本土种的选择与利用。外来种在 

红壤侵蚀区植被恢复研究 中普遍受到重视和应用， 

与此相反，本土种的被重视程度不够，其选用范围仅 

限于一些具有特殊性质或经济价值的种类，与红壤 

地区是我 国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位极不相称。 

(4)植 被恢复 效益评 价指 标过 于简单 和主观。 

多数研究者仅是以植被覆盖率、水土流失和土壤肥 

力恢复等几个可测性指标的变化幅度来评价植被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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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效益，没有建立评价红壤侵蚀区植被恢复效益 

的综合评价体系。 

3．2红壤侵蚀 区植被恢复研究的趋势C4·6·3S] 

余作岳等认为，红壤侵蚀区的植被退化是一个 

逆向演替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若干个以土壤 

水分和养分等为主要特征的演替阶段，处于不同阶 

段的植物群落有其相应的群落优势种。因此，红壤 

侵蚀区植被群落优势种的确定是植被恢复的重要基 

础，并可反映群落优势种密切相关的生态因子的基 

本特征。植被恢复今后应加强研究的领域主要有： 

(1)群落优势种与红壤侵蚀区退化阶段关系的 

研究。揭示红壤侵蚀区退化阶段与其群落优势种的 

内在联系，根据现存植物群落优势种确定红壤侵蚀 

区植被退化阶段，或者根据其退化阶段确定植被恢 

复群落的优势种，掌握该优势种的生物学特性和对 

环境的适应性及生态位关 系 ，由此构建植被恢 复群 

落的优化结构 。 

(2)红壤侵蚀区退化阶段与土壤特征关系的研 

究。了解红壤地区主要土壤类型 以土壤水分和养分 

为主要特征的退化规律，从而根据红壤侵蚀区的土 

壤特征确定其植被退化阶段。 

(3)胁迫因素及其控制方法的研究。胁迫因素 

是制约植被恢复群落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揭示各 

阶段的胁迫因素及其控制方法，有利于探求适应于 

不同土壤类型，不同侵蚀程度地区植被恢复方法。 

(4)乡土种的筛选与应用研 究。筛选优 良的乡 

土种类 ，既能充分挖掘红壤地区丰富的植物资源，又 

有利于建立适合地方 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特点的植 

被恢复模式。 

4 结束语 

植被恢复是红壤侵蚀区生态恢复与重建的有效 

途径。二十多年来，红壤侵蚀区植被恢复研究得到 

了快速发展。人们不但从理论上探讨了红壤侵蚀区 

植被恢复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在实践中取得了 

明显的效果并积累了不少经验 ，丰富和发展 了植被 

恢复的理论，为今后红壤侵蚀区的植被恢复及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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