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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widden agriculture are discussed ,the status and types of

swidden agriculture in Xishuangbanna are studied ,and the ec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swidden agricul2
ture are indicated. It is suggested that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concerning practices of swidden agri2
culture and its alternatives and recovering techniques. Swidden agriculture is a kind of old2fasioned culti2
vated method with low output ,characterized by fir burning and fallow orops. Swidden agriculture in

Xishuangbanna involves four kinds which are sustained ,sag ,alterable and intensive and careful cultiva2
tion. The sag and alterable swidden agriculture are the major ones in Xishuangbanna. With growing

population and reducing area of fallow and cultivated land , swidden agriculture has caused damage to

tropical rain forest and environment ,resulting in loss of soil and water and land degradation. Investiga2
tions show that soil degenerates rapidly after being burnt and the rehabilitation rate is slow. After 3 to 5

years ,the fallow lands have to be burnt again in Xishuangbanna , but the microbial population and nutri2
ent contents in soil and plant biomass are low , burning again will result in soil degradation. The study

and use of agroforestry systems may be a method to reclaim swidde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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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热带雨林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 ,仅占陆地面积 7 %的热带森林容纳了地球上半数以上的生物物

种[1 ] ,它不仅是重要的生物物种基因库 ,而且也是维持全球良性生态平衡的重要因素。然而 ,热带雨林的破坏是一个

世界性的严重问题。在西双版纳 ,由于砍伐及刀耕火种等原因 ,使我国有限的热带雨林受到了严重破坏。据统计 ,从

50 年代到 80 年代 ,西双版纳森林覆盖率从 60 %减少到 27 %[2 ] ,带来整个热带生态系统的生产力下降 ,生物多样性减

少 ,环境质量恶化 ,土地资源退化 ,发展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水源也越来越少 ,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着农村的持续发展。

在热带雨林面积减少的同时 ,土地退化的问题也日趋严重 ,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据我国第二次土地普查统计 ,

我国退化土地面积 (水土流失、风蚀沙化、盐碱化)约占国土面积的 4117 % ,成为土地退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土地退

化不仅造成环境恶化、生态平衡失调 ,而且导致生活贫困的大批“环境难民”,进一步加重土地的压力。在西双版纳地

区 ,土地退化还导致热带雨林面积进一步减少。在西双版纳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轮歇农业屡禁不止 ,普遍盛行 ,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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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森林被毁 —水土流失、环境恶化 —土地退化 —森林减少”这一恶性循环的原因之一。

轮歇农业 ,或通常称为刀耕火种 (现在人们逐渐倾向于使用“轮歇农业”) ,在我国的南亚热带及热带少数民族地

区 ,是很常见的一种原始的耕作方式。对轮歇农业如何评价 ,众说不一 ,但较多的评价趋向于“刀耕火种会引起生态系

统的恶性循环 ,属破坏性的土地利用方式”[3 ] ;在东南亚地区 ,已有 2 000 ×104 hm2 以上热带森林被毁于刀耕火种。本

文试图就西双版纳轮歇农业的现状、生态后果、发展趋势等进行系统的论述 ,以促进轮歇农业及其替代修复技术的研

究与实践。

2 　轮歇农业的定义和特征
根据 Pelzer[4 ]的定义 ,轮歇农业是一种以土地轮歇而非作物轮作 ,用烧垦的方法轮回清理土地 ,进行短期种植 (1a

～3a)和长时期的休闲 (6a～20a 以上) ,点播种植的农业。Rappaport [5 ]定义为清除森林暂时组合种植对人类有用的植

物群体 ,收获后让森林恢复的农耕系统。Conklin[6 ]定义为用火烧的办法非永久性清除森林而短期种植作物后休闲的

森林农耕系统。总之 ,轮歇农业是以火和休闲为特征的传统农业耕作方式 ,主要存在于热带、复杂的现代农业技术不

一定适应的山区 ,随地理环境差异和传统文化不同 ,轮歇农业具有很大的多样性 ,丢荒植被的自然演替是该系统的另

一重要特征。

3 　轮歇农业的现状
311 　轮歇农业的分布

轮歇农业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早已消声匿迹。目前仅云南、海南、广西 3 省区残存着轮歇农业 ,而以云南为最多。

当代云南的轮歇农业 ,分布于滇西南和滇南与缅甸、老挝、越南相邻的地带。生存于这一地区的彝族、哈尼族、傈僳族、

拉姑族、佤族、景颇族、布朗族、普米族、怒族、瑶族、苗族、基诺族等 ,还程度不同地从事轮歇农业 [7 ] 。

位于云南南部热带地区的西双版纳 ,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绚丽的民族文化而成为我国风光旖旎的旅游胜地。

历史上 ,西双版纳所有的土著民族 ,包括傣族在内 ,都从事轮歇农业。即便到了今天 ,轮歇农业仍然是西双版纳各山地

民族的重要生活来源。尽管西双版纳境内存在着包括森林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等在内的许多生态系统类型 ,但

从整体上看 ,西双版纳仍可以视为一个巨大的轮歇农业生态系统。

312 　轮歇农业的类型

西双版纳地形复杂、气候多样、民族众多 ,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较严重。由于民族、人口、地理环境的差异和地方政

策法规及传统文化的不同 ,西双版纳轮歇农业生态系统具有很大的多样性 ,可分为以下四大类。

31211 　持续利用类型 (S1) 　即严格的轮歇系统类型 ,是指轮歇地经过短期的栽种作物后 ,即丢荒进入休闲期 ,经过

7a～18a 的休闲之后 ,植被已基本恢复到初次砍地时的水平 ,此时再开始新一轮的垦殖活动 ,如此周而复始 ,土地并不

因耕种而退化 ,整个系统趋于稳定。主要见于自然条件优越、人口密度较小、土地面积相对充裕、传统社会结构较完

善、传统资源管理体系比较合理的地区。

31212 　萎缩式类型 (S2) 　即退化中的轮歇系统类型 ,是指土地因过度使用而退化 ,森林植被难以自然更新的各种轮

歇系统类型。普遍见于人口增长过快、土地面积十分有限、合理的轮歇管理制度无法实施 ,而且在系统受到威胁时没

有采取补救措施的地区。所谓“刀耕火种极大地毁灭森林”,指的就是此类型。

西双版纳的萎缩式轮歇系统中 ,当进行新一轮的轮歇栽培时 ,在植被上表现为以飞机草为主的单优群落 ,少数可

与野牡丹、马唐草形成共建种 ,少有西双版纳次生植被演替过程中先锋树种大量侵入的现象。与东南亚同类型的差

别也较大 ,如菲律宾、越南的退化轮歇农业生态系统大多以茅草等为标记 ,而在西双版纳仅见于少数地块。

萎缩式轮歇地即使经过十几年的休闲之后 ,也难以恢复为森林植被。主要原因是由于土地过度使用 ,土壤结构

和土壤微生物都受到严重破坏 ,土壤肥力大大降低 ,森林树种的萌发和生长受到强烈抑制。萎缩式轮歇系统的修复 ,

必须依靠人为的修复技术才能实现。

31213 　可变式类型 (S3) 　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类型 ,为西双版纳最常见的轮歇系统类型。主要由于土地面积的限

制 ,耕种期相对延长或休闲期相对缩短 ,即缩短了轮歇周期 ,使得植被和土壤不能完全恢复。在西双版纳大部分轮歇

农业区中 ,由于种种原因 ,轮歇地的轮歇周期不断缩短 ,导致可变式轮歇系统向萎缩式轮歇系统转化。

31214 　精耕细作类型 (S4) 　指在轮歇栽培过程中使用某些现代农业技术 ,使耕种期相对延长的类型 ,可视为由轮歇

系统向耕地固定类型过渡的一种形式 ,主要见于人口稠密、交通较为方便、土地肥沃且坡度较小的中、低山轮歇生产

区。此类型中 ,耕种期和休闲期在时间上近乎相等 ,约为 5a～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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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是传统轮歇系统的产物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S2 是退化中的轮歇系统 ;S3 随着人口增长和轮歇地面积的减少 ,

正向 S2 转化。西双版纳的轮歇农业以 S2 和 S3 居多 ,即随着人口增长和轮歇地的减少 ,轮歇农业正呈退化趋势 ,对森

林产生越来越严重的毁坏作用。

历史上 ,耕民根据土地的“地力”情况将各自的土地至少划分为 13 片 ,逐年按照土地的休闲期开辟新的轮歇地 ,因

而每片土地至少可以休闲 13a。在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下 ,经过十几年的休闲后 ,轮歇地已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 ,在

物种数量和群落层次上基本相似于自然林 [8 ] ;当树木被砍并就地烧毁时 ,一方面树木中的各种元素迅速转变成植物

可吸收形态进入土壤中 ,暂时使土壤变得肥沃 ,另一方面消除了土壤中可能存在的病虫害 ,作物在这样的土壤环境下

生长良好。可见 ,在地多人少能为土地轮歇提供足够林地的过去 ,轮歇农业与当地高温多雨 ,植被生长恢复快等优越

的自然条件相适应 ,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这也许是数千年来轮歇农业这一原始的耕作方式在热带地区普遍盛行的原

因之一。而现在 ,人口数量迅速增长 ,荒芜土地增多 ,国营农场、国有林和自然保护区的划定等原因 ,导致轮歇地面积

减少和轮歇年限缩短 ,多数仅有 3a～6a 的休闲期 ,此时植物生物量、土壤微生物和肥力状况尚处于较低水平 ,反复烧

垦将导致土壤退化 (出现 S2 和 S3 向 S2 转化的状况) ,荒芜土地进一步扩大 ,作物产量下降。

4 　轮歇农业的生态后果
西双版纳现有轮歇地 (包括耕种的、休闲期的和已废弃不用的) 约 3516 ×104 hm2 ,占西双版纳国土面积的

1815 % ,约 30 ×104 人即西双版纳州 38 %的人口不同程度地依赖轮歇农业。轮歇地的粮食产量很低 ,平均产量一般为

750 kg/ hm2～1 500 kg/ hm2 ,如果从事单一的轮歇农业 ,一般说来 ,每人每年需种 012 hm2 轮歇地 ,方能满足其粮食需

要 ,以栽种 1a ,丢荒 10a 计算 ,人均需 2 hm2 的轮歇地才能解决温饱问题。可见轮歇农业是一种低产出的原始的耕作

方式 ,很难适应目前我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日益减少的形势。

轮歇农业以毁坏森林和导致水土流失及土壤退化为代价 ,其生态后果是严重的。热带地区的降水时间集中 ,降

水强度大 ,一旦森林被毁地表裸露后 ,很容易引起生态性危害 ,山地尤甚。卢俊培等在海南岛的研究结果得出 ,毁林当

年就表现出生态恶果 :小气候亟剧变干热 ,相对湿度降低 10 %～20 % ,气温升高 115 ℃～3 ℃,土温升高 3 ℃～8 ℃;地

表径流加大 ,径流量平均增加 5 倍～6 倍 ,径流系数平均提高 4 倍～5 倍 ,每公顷水土流失量为 105m3 ,7 倍于林地 ,含

沙量 362kg ,相当于林地的 20 倍 ,将近 2cm 厚的表土被冲走 ;淋洗过程加强 ,随水土流失而消耗的养分 ,每公顷约计有

机质 1198 ×104 kg、全氮 1 000 kg、速效钾 160 kg、速效磷 16 kg、相当于 4 760 kg 硫酸铵、89 kg 过磷酸钙、267 kg 氯化

钾 ,还有近 2 000 kg 代换盐基被淋失 ,土壤溶液中的氢离子浓度有所增加 ,土壤肥力开始减退 ,速度十分惊人。

西双版纳的原生林为热带季节性雨林和季雨林 ,是目前我国尚有大面积热带森林分布的惟一地区。近年来 ,这

一地区的植被类型已经发生了亟剧的变化 ,大部分的原始森林已被次生林、灌木丛、竹林、草地 ,以及各种人工 (半人

工)生态系统所取代 ,热带雨林面积正在亟剧减少 ,轮歇农业是造成森林减少的原因之一。

我们在西双版纳勐腊县补蚌村 ,选择环境条件基本一致 ,相邻的样地采表层土 (0～10 cm)进行土壤微生物和土壤

肥力的测定 ,结果得出 (表 1) ,刚刚烧荒的土壤 ,植物的地上部分变成灰分落到土中 ,暂时使土壤变得肥沃 ,各类微生

物数量和土壤肥力都较高。除真菌外 ,各类微生物的数量均高于热带雨林 ; 土壤有机质及全氮含量几乎与热带雨林

表 1 　轮歇农业对土壤微生物和土壤肥力的影响3 ( ×104 个/ g 干土)

Table 1 　Effects of swidden agriculture on the soil microbes and soil fertility 　( ×104 / g dry soil)

样地 细菌 真菌 放线菌 纤维素分解菌 微生物总数 有机质 ( %) 全氮 ( %)

刚刚烧荒 33 1 00010 3717 14010 615 1 18412 4101 01174

丢荒 1a 53717 3211 11317 114 68419 2134 01126

丢荒 5a 48618 2916 5711 213 57518 2171 01086

丢荒 15a 68912 4013 12714 316 86015 3119 01148

热带雨林 73315 4614 13018 518 91615 4137 01175

标准差 201154 6167 33107 2121

　　3 采样时间 :1989 年 6 月 2 日。

3 3 刚刚烧荒的样地是烧荒后刚种下旱稻 ,丢荒的 3 块样地均是烧荒后种旱稻 1a ,随后丢荒。

9421 卷第 6 期 张 　萍等 :论西双版纳的轮歇农业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相当 ,这种土壤种农作物确实会有一定肥力。但另一方面 ,土壤完全裸露 ,水土流失严重 ,灰分元素很快流失 ,仅能种

1a 就因土壤贫瘠而废弃 ,从刚刚烧荒到丢荒 1a ,土壤微生物数量和肥力状况迅速下降。丢荒 1a 的微生物总数及有机

质含量分别减少到刚刚烧荒时的 5718 %和 5813 % ,在各类微生物中 ,细菌数减少的量最大 ,从刚刚烧荒时的 1 000 ×

104 个/ g 干土减少到 540 ×104 个/ g 干土。可见 ,丢荒后土壤的退化迅速 ,而恢复相对较慢 ,丢荒 15a 后 ,土壤微生物

数量及肥力已接近自然林 ,微生物总数、有机质和全氮含量分别是热带雨林的 9318 %、7219 %及 8416 % ,土壤基本上

得到了恢复。

我们的结果得出 ,丢荒 3a～5a 的轮歇地 ,土壤微生物和土壤养分状况尚处在较低水平 ,土壤和植被尚未恢复 ,反

复烧垦将导致土壤退化。而随着人口增长和轮歇地面积的减少 ,多数轮歇地仅有 3a～5a 的休闲期 ,如此反复烧垦下

去 ,将导致荒芜土地进一步扩大 ,生态环境恶化 ,热带森林面积进一步减少。唐勇等 [9 ]在西双版纳的研究得出 ,放火

烧荒改变了土壤种子库的结构 ,提高了土壤种子库中耐火烧种类种子的比例 ,使在其后的植被恢复过程中有较强的

竞争力 ,可导致其后植被的演替向偏途方向发展。

“民以食为天 ,食以土为本”,土地资源和其他资源一样 ,仅能承受一定限度的压力 ,否则 ,它们将会退化或解体。

西双版纳是多山的地区 ,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94 %以上 ,加之降水强度大且时间集中 ,一旦森林被毁地表裸露后 ,水

土流失十分严重。许多土地经过反复烧垦 ,土壤薄层化、贫瘠化、砂质化等逆向发育 ,侵蚀速度与成土速度的比值 (A/

T)高达 110～3010 ,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 ,河流季节性干枯 ,鼠、虫害成灾 ;许多土地弃荒后 ,地上植被较长时间稳定在

某些生活力强、耐火烧、耐瘠薄土壤的植物占优势的次生演替的某一阶段 ,甚而形成大面积的“顶极群落”,如飞机草或

茅草的荒草坡 ,以牡竹 ( S inocalam us st rictus)为单优势的竹林 ,以小果芭蕉 ( M usa acuminata)和树头芭蕉 ( M . vilsonii)

等为优势的野芭蕉群落等 ,这些植被易于形成且难于替代 ,使土地长期丧失耕作性 ,森林很难恢复 ,山地退化已构成

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子。

国际上许多科学家正在着手研究轮歇农业的替代恢复技术 ,提出采用物理方法、生物方法或兼用两类方法 ,对现

有轮歇地进行改造、改良 ,最终取代轮歇农业 ,然而 ,至今尚未真正找到切实可行的替代技术。有些学者提出在西双版

纳和其它热带地区以混农林业取代轮歇农业的设想 [10 ,11 ] ,这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 ,但如何实际操作仍须进一步探讨。

混农林系统是把农作物 (或灌木状经济植物)和树木有机地结合在同一片土地上 ,通过时空效应和植物之间的内部生

物循环 ,发挥群落的整体优势 ,既保护环境 ,防止水土流失 ,又能长、短期效益相结合 ,提高群落总生产力。西双版纳各

兄弟民族在长期的农、林业生产实践中 ,创造了许多零散的混农林方法 ,有些模式在抑制土地退化和恢复地力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 ,这些混农林系统仍待研究、改良和推广应用。

在目前尚不能取代轮歇农业的情况下 ,如何科学管理和正确引导轮歇农业生产 ,是摆在地方政府领导和有关学

者面前的重大课题。轮歇周期的确定、轮歇地的管理、退化系统的修复、轮歇农业的替代技术等等都是值得研究。通

过研究 ,必将指导轮歇农业的改造、改良 ,最终取代轮歇农业 ,恢复热带森林往日的生态景观。我们应珍惜土地资源 ,

让它造福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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