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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根据 199 6一 19 99 年及 多年来在三 江平原调查研究积累的大量资料
,

对 比开垦前后不 同

年代 的数据
,

分析三 江 平原大面积开荒引起 的区域环境变化
,

包括生态类型的变化
、

土地退化
、

水环

境变化 以及动植物资源 的变化等
,

并在 总结三 江平原开荒过程中经 验教训 的基础上提 出区域环 境

保护对策
。

〔关键词 〕 大面积开荒
.

环境变化
.

环境保护对策
.

三江平原

三江平原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
,

为黑龙江
、

松花

江
、

乌苏里江 汇流 冲积 形成 的低平原
,

土地 总面积

or
.

89 x l护 k扩
,

全区包括 23 个市县及其 中的 52 个

国营农场和 8 个森林工业局
。

目前该区 已成为国家

重要的商品农业基地
。

与此同时
,

人类 活动对 自然

环境的干扰强度也 日益增大
,

大面积开荒
,

垦建脱节

及重用轻养
,

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

1 大面积开荒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1
.

1 开荒的历史回顾与区域生态类型的变化

19 世纪以前
,

三江平原人 烟稀少
,

18 93 年耕地

面积 ( 2
.

9 x 104 h衬 )仅 占区域总面积的 0
.

27 %
。

解

放初期 ( 19 49 年 )
,

本 区有耕地 78
.

6 x l护 h衬
,

平原

内部仍 以沼泽和 沼泽化 湿地为主要景 观类型
。

因

此
,

三江平原 素有
“

北大荒
”

之称
。

19 49 年以 来
,

随

着人 口 和国家投入的迅速增加
,

三江平原的开荒有

4 次高潮
,

到 19 94 年
,

经 T M 卫星图像解译
,

耕地 面

积 已达 4 5 7
.

2 4 x z 04 h衬
,

为 294 9 年的 5
.

52 倍川
。

经过 40 多年的大面积开发
,

垦殖率 已 由 1949 年 的

7
.

22 % 增至 19 9 4 年的 41
.

99 %
,

农 田成为本区 的主

要景观类型
,

而湿地和有林地面积减少
。

近些年来
,

该区实行开放开发
、

联合开发
,

开垦沼泽和沼泽化湿

地还在加速
,

如不采取 紧急措施
,

三江平原的湿地将

在十几年内丧失殆尽
。

表 1 三江平原区域主要生态类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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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坡环境的变化及趋势分析

( l) 毁林毁草开荒导致 土壤侵蚀加剧和局部沙

化

土壤侵蚀是在人类 活动参与下
,

由于各种营力

的作用致使物质移动而引起
。

三江平原在大面积开

荒过程中
,

森林
、

草甸和沼泽等 自然植被的破坏
,

农

田失去了天然屏 障
,

风蚀 日益加剧
。

目前
,

严重风蚀

面积达 3 4 x 104 h m Z [ 2 ]
。

据 29 0 农场统计
,

沙暴 日数

5 0 年代仅发生 1次
,

60 年代发生 14 次
,

70 年代发生

14 次
,

197 1年受风灾面积达 3
.

7 x l护 h衬
。

宝泉岭

管理局沿江 or 个农场
,

有 20
x l护 h时 农 田在 60

-

70 年代风蚀 十分严重
。

据黑龙江省水土保持研究

所调查
,

本 区具有不 同程度水土流失面积 2 30
x l护

h扩
。

穆棱河水文站观测
,

1 959
一 19 62 年

,

该河平均

含砂 量 为 3 3
.

5 k g/ m3
,

19 7 1 一 19 7 5 年增加 到 4 6
.

7

k酬衬
。

土壤沙化主要分布在松花江以北的萝北
、

绥滨

一带
。

如军川农场 5 队 7 号地
,

19 70 年流沙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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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h时
,

197 9 年达 4 h耐 ; 10 队出现的流沙有 75 处 ; 11 本区草甸土是 40 余年来大面积开荒的主要对

队沙化土地面积 占耕地的 13/
。

裸露较早 的沙质体 象
,

在耕地土壤中占有最大的 比重
,

为 36
.

92 %
。

但

甚至发生移动
,

成为掩埋周 围农 田 的沙源
。

耕地受 是草甸土质地差异很大
,

粘质草甸土在湿耕条件下

风蚀和沙化的影响
,

土壤肥力明显下降
。

易于粘朽
,

雨季土壤水分过 多或积水成涝
。

盐化草

( 2) 重用轻养土壤肥力明显下降 甸土开垦后也有盐化加重趋势
。

从表 2 看 出
,

潜 育

三江平原土地的农业开发
,

特别是早期由于重 草甸土经过 25 年开垦土壤肥力状况发生明显变化
,

开荒轻治理
,

只用不养
,

旱年开涝年撂
,

垦建脱节
,

工 除 p H 值有所 上升外
,

表层土壤有机质 由开 垦前含

程不配套等
,

产生 了一系列生态问题
。

同时还造成 量为 98
.

97 9 / kg 下降到 21
.

26 9 / k g
。

另外
,

土壤中营

土地资源数量和质量明显下降
。

现仅就本 区 主要耕 养元素 N
、

P 的含量也有降低趋势
,

只有全钾 含量变

地土壤类型开荒前后肥力状况变化进行分析
。

化不 明显
。

表 2 虎林县月牙自然保护 区潜育草甸 土开垦前后肥 力变化 ( g / k g )

j「姨年限 层次 (
。 nr ) p H ( H ZO ) 速效磷 速效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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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浆土 占本 区耕地总面积 30
.

47 %
,

仅次于草

甸土
。

由于 白浆土表层仅有 10 一 20
C

m 黑土层
,

亚

表层下为贫瘩易板结的 白浆层
。

开垦后在人为因素

影响下
,

肥力逐渐减退
。

开垦初期土壤有机质
、

腐殖

质
、

易氧化有机质下降速度较快
,

开垦 巧 年后下降

变缓慢 口! 。

另外
,

土壤全氮亦随开垦年限而下降
,

但

随着土壤熟化
,

水解氮含量却有一定增加
。

本区沼泽土已开垦为耕地的约 12
.

47 x l护 h甘
。

当前沼泽荒地也是开荒的主要对象
,

但多年来本 区

沼泽地开垦多无系统排水
,

多为干旱年开荒
、

涝年又

复积水
,

成为
“

不稳定耕地
” 。

从表 3 看草甸沼泽土

开垦后
,

土壤水分减少
,

由嫌气环境变为好气环境
,

有机残体分解加速
,

使土壤的容重和密度增大
,

孔隙

度减小闭
。

宝清县的东升乡草甸沼泽土有机质含量

开垦前在 70 一 80 岁 kg
,

随着 开垦年限增长
,

有机质

逐年减少
,

平均每年下降 0
.

13 %
。

另外土壤 中主要

营养元素 N
、

P
、

K 含量也有所降低
。

( 3) 土壤质量变化趋势分析

我们针对 4 个样区 4 类 土壤 (表层 土 )
,

选择 与

土壤质量相 关的土壤质地
、

有机 质
、

全氮
、

全磷
、

全

钾
、

速效 氮
、

速 效磷
、

速效 钾
、

C E C
、

p H 值等 指标 因

子
,

计算土壤质量矩阵和土壤质量指数
。

结果表 明
,

三江平原大面积开荒后
,

耕地土壤质量指数
,

除草甸

沼泽土在开垦初期有升高外
,

其他土壤均 比荒地 土

壤的质量指数低
,

而且随着开垦年限越久
,

土壤质量

指数越低
,

退化愈严重 (表 4 )
。

表 3 洪河农场草甸沼泽土 ( 0 一 2 c0 m )开垦前后物理性质变化

开 垦年限

荒 地

开垦 2 年

开 垦 4 年
开 垦 10 年

朽化系数 > 0
.

2 5 m m 粒径 ( % ) 容 重 ( M群 m , ) 密 度 ( kg/ rn , ) 孔 隙 j夏( % )

9,、ǎ2OC7()价61619O巧21277081980100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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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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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89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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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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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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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

2 1

34
.

2 1

表 4 三江平原主要土壤类型土壤质 . 指数变化趋势

地 点

军川农场

八五 二农场

虎林 月芽 区

宝清 东升 乡

土壤类型 开垦年限 开垦前土壤质量指数 开垦后 土壤质量指数
飞ù9095ù、4内、l飞ùl伪一42飞砂质暗棕壤

白浆土

潜育草甸 土

草甸沼泽 土

:::
67月了气ù1

泪.1ǎj44

30302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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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水环境变化

( 1 )地表水污染加重

由于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 的排放
,

本 区污染较

严重 的河流有松花江干流
、

安邦河
、

楼肯河
、

穆棱河

等
,

以有机农药氰化物
、

硫化物
、

汞
、

铬等污染为主
。

松花江水系每天接纳污水 8 63 x 10 4 砰
,

封冻期因缺

氧
、

中毒而死鱼现象十分普遍
,

因此
,

近 20 年来在松

花江 已无鱼可捕
。

穆棱河 每天容纳污水量超过 20
x l0 4 t

,

河水 中固体悬浮物 浓度高达 3 0 0 0一 4 00 0

m g/ L
。

从 19 8 5一 19 95 年部分河 流的水环境质量有

所改善
,

但水体类别仍为 W类 和 V 类
,

均未达标川
,

仍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

提高水污染治理水平
。

( 2) 大面积发展井灌种稻
,

已引起局部地下水位

下降

近几年
,

该区井灌种稻发展很快
,

全区水田面积

已 由 19 8 3 年的 9
.

2 x 一04 h衬 发展到 19 96 年的 5 3 x

1了 h衬 以上
,

而且还有继续扩大 的趋势
。

洪河农场

199 2 年仅有水稻 72 h时
,

19 % 年已扩大到 1
.

12 x l了

h甘
;前进农场的水稻面积也 由 19 91 年的 l oo h时 增

加到 19 99 年的 1
.

8 x 10 4 h扩
。

三江平原扩大水田面

积是适宜的
,

但须控制井灌种稻规模
,

保障地下水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
。

该区地下水可开采量一般为每年

(巧一 16 ) x l少衬 / k衬
,

多数农场的井灌水稻面积应

控制在 ( 0
.

7一 0
.

9) x l护 h扩 以 内
。

目前有 的农场

超采地下水 已引起地下水位下降
,

如前进农场测定
,

19 99 年 4 月地下水位 比 199 7 年 4 月下降了 2
.

6 7 m
。

( 3) 大面积开垦沼泽
,

沼泽均化洪水功能丧失

大面积开垦河漫滩沼泽
,

使其均化洪水过程的

功能丧失
,

洪涝灾害的发生频率及危害增大
。

三江平

原的淡水草本沼泽因其草根层和泥炭层 的持水能力

很高
,

饱和持水量达 8 30 % 一 1 0 30 %
,

发挥 着蓄洪
、

削减洪峰
、

均化 洪水过程 的重要 作用
。

80 年 代估

算
,

全区沼泽 蓄水达 34 x 10s 砰
。

如挠力河在上游

宝清站和保安站至下游菜咀子站之间有大范围的河

漫滩沼泽
,

使菜咀子水文站的夏季洪峰值减少了 12/

(相对流量 ) 〔6 ]
。

在 19 5 7一 19 5 5 年的 犯 年间
,

有 15

年出现下游菜咀子站的出流总量小于上游宝清站入

流总量 日 〕 ,

说 明有大量洪水在沼泽地漫散
。

由于沼

泽和沼泽化湿地 的开垦
,

随之而来 的是旱涝灾害的

频率加大
、

危害加剧
。

在 19 49一 196 9 年 的 2 1 年间
,

该区旱灾 的发生频率 为 23
.

8 %
,

涝灾 的发生频率为

33
·

3 % ; 而 19 70 一 19 90 年间
,

旱
、

涝灾害的发生频率

则分别增至 33
.

3 % 和 47
.

9 %
。

1
.

4 动植物资源的变化

三江平原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
。

植物种类繁

多
,

有乔灌木 10 0 余种和草本植物 1 00 0 多种
,

占东

北植物种数 的 1/ 3
。

有脊椎 动物 4 55 种
,

其 中鱼类

8 7 种
,

鸟类 2 76 种
。

该 区是多种濒危水禽极为重要

的繁殖地
,

如东方 白鹤
、

丹顶鹤
、

白枕鹤
、

鸿雁
、

青头

潜鸭等
,

也是大量候鸟飞行的主要骚站
。

全 区有国

家一级保护鸟类 9 种
,

二级保护鸟类 17 种
,

占全国

保护鸟类 总数 的 26
.

8 %
。

鱼类 中
,

黑龙江鲤鱼
、

史

氏鲜
、

乌苏里 白鱿
、

哲罗鱼
、

细磷鱼
、

兴凯湖翘嘴红鱿

等均为本 区的特有种 LS〕
。

大面积开荒也使珍稀动植物数量减少
,

生物多

样性损失严重
。

由于栖息地 的破坏
,

丹顶鹤由 19 84

年的 30 9 只下降到 19 95 年 的 65 只
,

大天鹅
、

白鹤的

繁殖种群 已不足 50 只
,

雁鸭类数量减少 了 90 % 以

上
,

现在的繁殖种群密度每公顷不足 1 对川
。

嘟噜

河下游 沼泽
,

19 85 年调查有 丹顶鹤 23 只
、

白鹤 66

只
、

大天鹅 45 只 9[]
,

随着毁苇开荒和栖息地破坏
,

这

些珍禽已不再 出现 了
。

鱼类资源衰退也较严重
。

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

鱼产量下降
,

尤其是名贵特产鱼类的群体结构发生

了变化
,

低龄鱼增加
,

高龄鱼减少
。

一些中小河流的

鱼类资源较 70 年代减少 80 % 以上
。

大面积 沼泽可

为鱼类提供 良好的产卵
、

繁殖和育肥的场所
,

著名的

挠力河红肚螂鱼就是沼泽性河流的特产
,

现在这种

螂鱼已极少
。

由于渔业水域面积缩小
,

加上水体污

染
,

也影响鱼类的繁殖和产量
。

2 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对策

( l) 停止开荒
,

走以改造 中低产田为主的内涵发

展之路
。

三江平 原 中低产 田 面积 约 占耕地面积 的

70 %
,

改造 中低 产 田
,

走 内涵 发展之路 具有 巨大潜

力
。

( 2) 保护天然湿地
,

加强湿地 自然保护区 的有效

管理
。

建议增设七 星河
一

挠力河流域 国家级沼泽湿

地 自然保护区
,

及若干省级 自然保护区
。

( 3) 完善农 田防护林体系
,

是防止土壤风蚀 的有

效途径
。

29 0 农场在 80 年代 以后
,

农 田防护林体系

的形成
,

沙暴 日数 已由 70 年代 的 13 天减小到 80 年

代的 7 天
,

90 年代还没有出现沙暴天气
。

( 4) 为防止土壤肥力下降
,

须在合理施用一定量

化肥 的同时
,

大力提倡秸杆还 田
、

增施 有机肥
。

另

外
,

耕作制度的改革也很重要
,

对于大面积的低湿耕

地
,

应以排水和垄作深松为主
,

避免湿耕湿种
。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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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痔的岗地白浆土
,

应遵循用养结合的原则
,

进行生

物
一

耕作
一

有机与无机相结合的综合治理
。

( 5) 合理规划与利用 土地
。

分布在低平原上的

易涝土地
,

应重视发展水田
。

分布在冲积砂质体 (砂

岗 )上的砂质暗棕壤耕地
,

应退耕还林
。

分布在阶地

和山前倾斜平原上的坡耕地
,

应采取生物措施和工

程措施相结合加 以治理
,

对 7o 以上 的坡耕地应退耕

还林
。

还应保 留部分小叶樟草甸
,

改 良为割草场
。

改善水域生态环境
,

建立大马哈鱼
、

鲜蝗鱼的人

工繁殖场和珍稀鱼类保护 区
,

发展人工养鱼
。

总之
,

合理规划与利用土地
,

建立农林牧优化结

构
,

是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

促进 区域资源可持续利用

的重要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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