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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彝族农户庭园系统生物多样性研究
‘

—
以云 南省武定县永兆村为例

蔡传涛 冯耀宗 张智英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 园昆明分部 昆明 65 02 23)

摘 要 对云南省武定 县永兆村彝族农户庭 园生物 多样性系统研 究发现
,

该村农户庭 园 中生物种 类 10 9 种
,

其 中

蔬菜 占 3 3
.

0 %
,

经济林果 占 2 1
.

1 %
,

饲养动物 占 14
.

7 %
,

且 随历史 的变化其生物种类而 变化 ; 不同生物种类在农 户

庭园中出现的频率不同
,

出现频率在 9 0 % 以上 的有 1 3 种 ; 农户庭 园中生物 品种为 1 一 7 个
,

物种丰富度为 3
,

21 一

7
.

6 7
,

且随庭 园结构层次的增加其物种丰富度指数也相应增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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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云南省武定县高桥镇永兆村 由永兆上 村
、

永兆 中村和永兆下村组成
,

海拔 2 1O0 m
,

年均气温 13
.

1℃
,

) 10 ℃年积温 3 5 8 7 ℃
,

年降雨量 823 m m
,

土壤种类主要有红 壤
、

紫色土和黄棕壤 ; 主要粮食作物有水稻
、

小

麦
、

玉米及土豆等
,

经济林果有板栗
、

桃
、

苹果及樱桃等
。

1 9 9 9 年该村有 103 户 41 2 人 (彝族 占 98 % )
,

其中农

业劳动力 2 89 人 ; 总耕地面积 2 1
.

7 hm
“ ,

其 中水 田 巧
.

4 hm
Z ,

占总耕地面积的 71 %
,

人均耕地面积 0
.

05 h讨
,

年粮食总产量 153
.

2 8 4t
,

人均粮食 3 72
.

Ik g
,

年经济总收人 19
.

6 76 万元
,

其 中种植业 收人 13
.

7 7 3 2 万元
,

占

经济总收人的 70
.

0 %
,

人均纯收人 38 6
.

4 元
。

研究采用实地考察
,

主要对全村农户庭园的生物种类
、

品种
、

个体数量及用途
、

栽培技术及管理方式等进

行实地考察 ;群体访谈
,

根据项 目需要分别对老龄人组
、

妇女组
、

男人组进行群体访谈
,

了解农户庭园生物多

样性变化
、

不同人群对生物用途的不同观点和生物种类 的动态变化 ;半结构式访谈
,

根据项 目和当地实际情

况
,

采用 问卷式调查表并对 31 户典型农户进行随访调查 ;物种丰富度计算采用 Gl
eso n

提出的 d GL 指数法
,

即

d GL = S /In A
,

式中 S 为物种数 目
,

A 为样方面积川
。

2 农户庭园生物多样性分析

农户庭园生物种类是农户庭园经济收人的物质基础
,

并决定庭园结构模式
、

经营管理方式
、

投人与产出

效益
、

使用技术和产品等
,

该村解放初期农户庭园结构简单
,

功能单一
,

生物种类少且个体数量少
,

仅有板栗
、

梨
、

猪
、

鸡和少量蔬菜等
。 “

文革
”

期间相继增加了白菜
、

茄子
、

葱
、

姜
、

大蒜等蔬菜种类
。

1 9 7 7 年 以后相继引

进了一些新的生物种类和品种
,

增加了玉米等作物
,

药材
、

花卉等植物
,

丰富了庭园生物多样性
,

庭 园结构趋

向复杂
,

功能变多种
,

经济效益显著增加
。

至 19 9 9 年永兆村农户庭园生物种类发展到 1 09 种
,

其中蔬菜 占

、

美 国福特基金会资助项 目(9 7
一

3) 和中泰科技合作项 目(1 4
一

6 0 2 )部分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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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

经济林果 占 2 1
.

1 %
,

饲养动物占 14
.

7 %
,

由户均 4 种增至户均 45 种
,

主要用于满足农户 日常生活需

要和增加经济收人
,

并依据市场需求选种经济价值高的植物和饲养经济价值高
、

投人低的动物
,

所有生物种

类在农户庭园中出现频率为 3
.

3 % 一 9 6
.

7 %
,

平均 4 8
.

4 %
,

出现频率在 90 % 以上的生物种类共 13 种
,

占全

村生物种类总数的 1 1
.

9 %
。

引起各生物种类出现频率不同的原因一是生物种类 自身的适应性
,

能适应高寒

山区气候和土壤条件的生物出现频率大于其他生物如桃
、

梨
、

板栗等
,

而一些引种亚热带生长的生物如袖子
、

草幕等则出现的频率低
;二是与农户 日常生活关系密切 的生物种类 出现频率高

,

如水果
、

蔬菜和畜禽等出现

频率在 80 % 以上
,

而密切关系小的生物种类如花卉植物则 出现频率低
,

农民经济收人主要来源的生物种类

如桃
、

梨
、

猪
、

鸡等出现频率也非常高
,

达 90 % 以上 ;三是市场价格高的生物种类出现频率高
; 四是受农 户庭

园环境条件
,

特别是适应生物种类生存条件的限制
,

养殖水产动物如螂鱼
、

鲤鱼等出现频率极低
。

与农民 日

常生活关系密切和家庭经济收人主要来源的生物种类品种数量相对多
,

如白菜品种最多达 7 个 (见表 1 )
,

其

原因是新品种产量高
、

收入好
,

而有些老品种具有品质好
、

耐储藏等特点
,

农户引进一些优良新品种并保 留少

量老品种
,

以获得较多产品和较好经济收人
。

表 1 永兆村农户庭园生物 品种数 t

T a b
.

1 T he n u m be r o f br e ed o f o r g a n is m s in ho m e g ar d e n in Y o n g z ha o V illa 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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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庭园不同的结构模式
、

庭园面积
、

生物种类及个体数量导致庭园物种丰富度指数的不同
。

由表 2 可

知随农户庭园结构复杂化和结构层次的增多而物种丰富度指数增加
,

物种丰富度指数 由大到小依次为 工>

W > V > W > 11 > 111 > VI > 珊 > 仪 (3
.

2 1 一 7
.

6 7 )
,

模式 工物种 丰富度指数最高
,

为 7
.

67
,

其结构模式最复

杂
,

有 4 层结构
,

所包含的生物种类也最多 ;含有蔬菜和花卉种类的庭园模式其物种丰富度指数也相对较高
,

这是由于该村农户庭园中蔬菜和花卉的种类较多
,

但每种个体数量较少
。

表 2 永兆村农户庭园物种丰富度指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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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村农户庭园生物种类丰富
,

生物品种数量多
,

蔬菜
、

水果和饲养动物新老品种并重
,

农户庭园成为农 民

引进新品种及驯化栽培野生生物的良好场所
,

是保存很好 的基因库 ;农户庭 园物种丰富度随庭园结构层次的

增加而增大
,

可根据生物种间关系和生态学原理
,

设计结构层次多
、

复杂的庭园模式
,

充分利用光
、

热
、

水
、

土
、

气等 自然因子
,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土地持续利用
,

发展生态农业寻求了有效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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