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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热区混农林系统的分类

方法与分类系统研究
¹

陈 爱 国 邹寿青 刘 宏 茂 李庆军 段其武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

动腊
, 6 6 6 30 3)

摘要 探讨 混 农林 系统的分 类方 法和分 类 系统为混农林 系统 的评价 与发展提供 一

个清晰 而 实 用 的框架
。

在 云 南热 区现存 混农林 系统模 式全 面 清 查的基础 上
, 以 目

前 国 际公认的混农林 高等级分类 系统为基本轮廓
,

提 出 了 云 南热 区混农林 系统的

亚 系统单位 (按不 同分 类 目 的确 定 )
、

类型 单位 (组分构成 方 式和经 营 管理 相 同

或相 似 ) 和模式 单位 (物种 组成 相 同 ) 三级结构 分类 系统
,

同时
,

按 混农林 系统

生态 区 域和经 营强度进行 了区 分
。

关键词 分 类 ; 混农林 系统 ; 云 南热 区

为 了评价现存的混农林系统模式和制定其发展计划
,

探讨混农林的分类系统是必要

的
,

因为它的建立为评价和发展混农林系统提供一个清晰而又实用的基本框架
。

同时
,

混

农林分类系统的建立
,

是混农林系统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

它和生命科学 中类群的划分是相

类似的
,

它的探索反映该学科的发展水平和深度
。

在云南省科委应用基础研究基金的支持下
,

课题组对 云南省热区混农林系统的历史
、

经营现状
、

现存模式进行了系统的野外调查和信息收集
,

历时 5 年
,

在此基础上
,

认为形

成我省热区混农林分类系统的时机已经成 熟
。

1 混农林系统的分类基础

混农林系统的分类不仅要包含现存的所有类型
,

而且要对混农林系统的发展具有指导

意义
。

国内外许多学者如 H u xl ey
, v er g ar a 等

,

为阐明混农林系统概念或描述某一区域

的混农林类型
,

对混农林系统进行过分类探讨 〔’一 ’〕
。

国际混农林研究委员会 ( I c R A F )

于 19 82 一 19 8 8 年进行了一次全球性混农林系统 的大清查 〔’
, “, 7 , 8〕 ,

收集全世界特别是

热带
、

亚热带发展 中国家混农林类型资料
,

建立数据库
,

在此基础上
,

提出了一种系列分

类方法 [2, ’, ”
,

’0, ‘’〕 ,

目前
,

这一较高等级的分类系统被认为是较完善的分类系统
,

已

被许多国家所采用
。

1
.

1 混农林系统分类的先决条件

必须是以全面掌握混农林模式
,

并且了解各种模式的经营技术为基础
,

否则提出的分

类系统就会遗漏甚至产生偏差
,

或者在应用上具有区域局限性
。

飞云南省应用基础研究基金资助项目
。 19 95 一02 一20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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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混农林系统分类原则

任何一个分类系统都必须遵循下述四个原则
:

(l) 能包含影响系统生产力的一种逻辑区分方法
;

(2) 能表明系统的经营管理方法
;

(3 ) 具有系统再分类的灵活性
;

(4 ) 易于理解和使用 (实用性 )
。

1
.

3 混农林系统的分类标准与依据

上述原则的复杂性说明一种单一的分类方法不可能满足所有这些要求
,

要满足这些要

求必须有一系列的分类方法
,

而且
,

每个分类方法建立在一定基础上以满足不同的分类 目

的
。

纵观混农林系统的经营与管理
,

分类标准不外乎于混农林系统的结构 (物种组成
、

物

种组合格局
、

空间结构和时间序列 )
、

功能 (主要功能和作用
,

包括产 出功能 )
、

社会经济

特征 (投人水平
、

集约程度
、

系统规模 ) 和生态区域分布 (环境条件与生态适应性 )
。

2 云南热区混农林系统的分类方法和标准

云南热区立体式的农林业生产格局
、

丰富的栽培植物种类和 多民族传统的耕作体系决

定了混农林系统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

要把如此众 多的偶然性很大的人工生态系统进行

分类
,

客观上讲是十分艰巨的
,

只能根据其相似及差异程度来相对划分
。

2. 1 基本单元

建立某一特定区域的混农林分类系统
,

高等级的单元其实践意义是很小的
。

为此
,

把

物种组合作为分类的基本单元
,

因为在人工生态系统 中
,

不同的物种影响系统的结构和功

能
,

同时
,

对土地利用者来说
,

对栽培物种的理解和知识体系也最具有基本特征
。

2. 2 分类等级

依 IC R A F 的高级分类系统框架
,

按混农林系统的结构
、

功能
、

生态环境等特征
,

把

具有明显区别特征的类群定为亚系统单位 (Su b sys te m )
。

以亚系统为基础
,

把亚系统以下
、

组成结构相同或经营管理相似的
、

能确定混农林系

统 时 空格 局 的 类 群 定为 类 型 (T ype)
。

类型 以 下
,

物种组 成 相 同 的 类 群 定 为 模 式

(M od el )

—
基本单元

。

因而
,

依上向下渐分
,

可分为三个等级
。

2. 2
.

1 混农林 系统 中的 亚 系统 亚系统是分类系统的高级单元
,

可以按不 同的分类标准

确定
,

服务于不同的 目标
。

根据云南热区现存混农林系统的特点
,

结合 自然植被
、

农业区

划
、

混农林模式等相关信息 〔’2 一 ”〕 ,

亚系统单位可以按 系统的结构
、

生态环境和经营强

度划分
,

见附表
。

2. 2. 2 混农林 系统中的类 型 类型是分类系统的 中级单元
,

是把组分构成格局
、

时空结

构
、

管理技术相似的混农林系统归为同一类型
。

根据此次野外清查和室内编辑结果
,

云南热区混农林系统类型有 11 个
:

(l) 农林轮作或改 良土壤休闲制 在原始农林轮作

—
刀耕火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

其方法是在刀耕火种的休 闲地上种植速生树种 (一般是豆科或非豆科固氮植物 )
,

通过生

物地表绿肥作用和生物固氮特性
,

改善土壤 自然休闲而迅速恢复土地生产力
,

缩短休闲周

期
,

从而有利于农作物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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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云南热区混农林系统分类亚系统单位确定与分类目标

分类

标谁
亚 系 统 说 明

分类 目的 与

分类 目标

农林 系统 树木 十农作物

林牧 系统 树木 + 牧草或放牧

农林牧 系统 树木 + 农作物 + 牧草或放牧

探讨 植物组成
、

植物管理和结构

优化

结构

共它 系统 林渔结合
、

林蜂结合等

热带湿热 河谷盆地区混农林系统
海拔 10 0 一 SO0 m

,

自然植被为热带 雨林
、

季节性雨林

热带暖湿山原区混农林系统

热带高 山温凉区混农林系统

海拔 8 0 0 一 13 0 0 m
,

山地雨林
、

亚热带常绿

阔叶林

海拔大于 13 0 0 m
,

针阔混交林

探讨 土 地利用
、

区域规划和 区域

乡村发展评价

生态环境

干热河谷 区混农林系统 海拔 50 0 一 10 0 O m
,

干性雨林
、

稀树草丛

以耕代抚型混农林系统 组分短期结合

土壤免耕型混农林系统 组分长期结合
,

粗放经营

探讨资源利 用
、

应用和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
复合种植 园型混农林系统 组分长期结合

,

集约经营

经营强度

(2 ) 树巷间种类型 在木本植物的行间 (或带间) 间种农作物
、

经济植物
,

根据间种

时间的长短
,

此类型明显可以加上短期间种 (l 一 3 年 )
、

中期间种 (3 一 5 年 )
、

长期间种

(6 年以上 ) 三种亚类型相辅佐
。

(3 ) 农地造林法或汤雅类型 在林木幼林期种植农作物的一种造林方法
。

(4 ) 农作物和经济植物相结合类型 与树巷间种类型相似
,

但组分结合方式不表现为

规则带状
,

结合方式可能是边界型
、

随机型或其它
,

组分结合 目的一 般是辅助性产品输

出
、

防护
、

遮荫等
。

(5 ) 多用途树丛类型 在农田
、

农地的周边地块种植树木片丛
,

树木除 了传统的用途

外
,

还有环境保护
、

农业生态系统稳定和多种产品输出的功能
。

(6 ) 天然林下
、

林窗种植类型 清除天然林下的灌木
、

草本
,

松土整地
,

种植耐荫经

济植物的一种土地利用方法
。

(7 ) 林牧草类型 木本植物与牧草间种或在牧场周边地带种植树木
。

(8 ) 树木放牧结合类型 在森林
、

树木林地内放养家禽
、

动物
。

(9) 家庭 田园类型 利用住宅周围的有限空间
,

形成精心管理的从块根到参天大树结

构的小型农业生产系统
。

(10 ) 复合类型 物种组成 3 种 以上
,

乔
、

灌
、

农作物相结 合
,

形成 多层次
、

多序

列
、

多产出的复合人工生产系统
。

( 1 1) 其它类型 如林蜂
、

林渔结合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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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混 农林 系统 中的 模 式 模式是混农林分类系统的最小单位

—
基元单元

。

是指同

一类型以 卜
,

物种组合相同或主要物种组合相同的土地利用方式
。

混农林系统的模式种类

很多
,

与发展种植的木本植物种类和农作物种类密切相关
,

模式数量几乎是现存木本植物

和农作物种类的排列组合数量
。

根据模式的现存规模
、

分布范围
、

作用大小
,

有重要模式

和随机模式之分
。

重要模式是现存面积大
、

分布区广的模式
,

重要模式的组分一般是土食

作物和重要的经济植物
,

对土地利用者的 日常生活和 乡村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 随机模式是

发展面积小
、

分布区窄
、

甚至偶然存在的模式
,

其组分功能与重要模式组分功能相反
。

随

着经济
、

技术
、

市场的变化
,

重要模式和随机模式可能相互转换
。

值得说明的是
:

相 同的物种组合
,

组成不 同的时空格局
,

属于不同的混农林 系统 类

型
,

因而
,

相同的物种组合可能构成不同类型下的几种模式
。

3 以结构为基础的云南热区混农林系统分类

3. 1 农林系统

3
.

1
.

1 农林轮作 类 型

重要模式 恺木 卜农作物
一

, 恺木
。

随机模式 木豆 , 农作物
卜

木豆
、

大叶千斤拔
卜农作物

一
, 大叶千斤拔

、

马鹿花
一

, 农作

物
一 , 马鹿花

、

银合欢 卜农作物
卜

银合欢等
。

3
.

1
.

2 树巷间种 类型

(l) 短期间种亚类型

重要模式 橡胶 + 玉米
、

橡胶 + 旱稻
、

橡胶 + 其它农作物
、

人工紫胶寄主树 + 农作物
、

恺木 + 农作物
、

八角+ 农作物
。

随机模式 袖木 +生姜
、

袖木 + 农作物
、

依兰香 + 农作物
、

荔枝 + 农作物
、

忙果+ 农 作

物等
。

(2 ) 中期间种亚类型

重要模式 橡胶 + 菠萝
、

袖木 + 菠萝
、

橡胶 + 小饭豆
、

忙果 + 芭蕉芋
。

随机模式 忙果 + 菠萝
、

忙果十小饭豆
、

荔枝 + 烟叶
、

三叶豆十咖啡
、

肉桂 + 菠 萝
、

云

南松 + 菠萝
、

忙果十甘蔗等
。

(3) 长期间种亚类型

重要模式 橡胶十茶叶
、

橡胶 + 胡椒
、

咖啡+ 胡椒
、

人工紫胶林乔灌结合
、

梨 + 疏菜
、

梨 + 小春作物
、

番石榴 + 蔬菜
、

番石榴 +小春作物
。

随机模式 橡胶 + 砂仁
、

橡胶 + 绞股兰
、

橡胶+ 白豆惹
、

橡胶十香英兰
、

橡胶 + 咖啡
、

忙果 + 咖啡
、

依兰香 + 茶叶
、

忙果 + 荔枝
、

荔枝 + 水稻
、

荔枝十茶叶
、

台湾相思 + 茶叶
、

杉木

+ 茶叶
、

杉木 + 草果
、

荔枝 +水稻
、

八角十茶叶
、

恺木 + 草果等
。

3. 1
.

3 农地造林法 类型

重要模式 杉木 + 早稻
、

杉木 + 玉 米
、

思茅松 + 旱 稻
、

云南 松 + 农作物
、

铁 刀木 + 旱

稻
。

随机模式 思茅松 + 玉米
、

按树+ 农作物
、

团花 + 玉米
、

团花 + 农作物
、

云南石梓十农

作物
、

山桂花 + 农作物等
。

3. 1
.

4 农作物和经 济植物 相 结合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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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模式 忙果 + 茶叶
、

忙果+ 咖啡
、

恺木 + 茶叶
、

木姜子 + 茶叶
、

香樟 + 茶叶
、

天然

紫胶寄主 + 农作物
。

随机模式 杨梅 + 茶叶
、

木姜子 + 咖啡
、

云南松 + 菠萝
、

天然紫胶寄主 + 咖啡
、

铁刀木

+ 甘蔗等
。

3. 1
.

5 多用途树丛 类型

重要模式 铁刀木
、

恺木
、

龙竹树丛
。

随机模式 云南石梓
、

杉木
、

柏木
、

构树
、

按树树丛等
。

3
.

1
.

6 天然林下和林窗种植类型

重要模式 天然林下种植茶叶
、

砂仁
、

草果
。

随机模式 天然林下种植千年健
、

板兰根
、

白豆葱
、

灵香草
、

省藤等
。

3. 2 林牧系统

3. 2. 1 林收草 类型

重要模式 忙果 + 芭蕉芋和红薯
。

随机模式 牧场上种植银合欢
、

大叶千斤拔等
。

3. 2. 2 树木放枚结 合类型

重要模式 林 内养牛
。

随机模式 林 内放养羊
、

马等
。

3. 3 农林牧系统

3. 3. 1 家庭 田 园 类型

重要模式 以热带水果
、

龙竹
、

铁刀木等为主的傣族家庭田园
; 以忙果

、

饲料 (芭蕉

芋
、

红薯 ) 为主的云南热带 中山家庭 田园 ; 以番石榴
、

梨
、

蔬菜等为主的云南热带高 山家

庭田园
。

随机模式 以柑桔
、

用材树 (柏木
、

竹子 ) 为主的家庭 田园等
。

3. 3. 2 复合 类型

重要模式 紫胶寄主乔
、

灌
、

农作物相结合
。

随机模式 以橡胶林为主的复合经济种植园等
。

3. 4 其 它系统

3. 4
.

1 其它 混农林 类型

重要模式 无
。

随机模式 橡胶林养非洲玛瑙螺
、

林间养蜂
、

林渔结合等
。

4 以生态环境和经营强度为基础的云南热区混农林系统主要类型

按照混农林系统生存的环境条件
,

对混农林 系统进行区分
,

为区域土地规划
、

区划等

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

依分布的生态环境
、

生态适应性
,

云南热区大致可分为 四大生态条件

下的混农林系统
。

(l) 热带湿热河谷盆地区混农林系统 本区主要是宽谷
、

山间盆地和 中低山地貌
,

热

量丰富
,

夏长无冬
,

是我国发展热带作物的重要基地之一
。

混农林系统类型主要有
:

树巷

间种类型 (如
:

抽木 + 菠萝
、

橡胶+ 多种农作物 )
、

农作物和经济植物相结合类型 (如
:

忙

果 + 茶叶 )
、

多用途树丛类型 (如
:

铁刀木树丛 )
、

天然林下
、

林窗种植类型 (如
:

林下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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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种植 ) 和家庭田园类型
。

(2 ) 热带暖湿 山原区混农林系统 本区以山原为主
,

间有盆地
,

降雨量多
,

属湿润类

型
,

是我 省的紫胶
、

茶叶产区
。

混农林 系统类型主要 有农作物 和经济植物相结合 类型

(如
:

紫胶林粮结合
、

香樟+ 茶叶 )
。

(3) 热带高山温凉区混农林系统 本区为高 山群 山
、

少盆地
,

气候温凉湿润
,

以林
、

牧生产为 主
。

混农林 系统类型主要有
:

农地造林法 (如
:

杉木 + 农作物 )
、

天然林下
、

林

窗种植类型 (如
:

林下草果种植 ) 和林地放牧类型
。

(4 ) 干热河谷区混农林系统 本区为红河河谷深陷带
,

降雨量少
,

气候干热
,

一年三

熟或二年五熟
,

农业以生产水稻
、

甘蔗为土
。

混农林系统类型主要是家庭 田园类型
。

经营强度反映混农林系统的投人
、

产 出水平和成本
、

效益关系
,

它为混农林模式的选

择和资源的利用提供参考
,

同时
,

也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
。

以经营强度为基础
、

混

农林 系统大致可分为三类
。

a
.

以耕代抚型混农林系统 一种较简单的土地利用系统
,

土地利用率较低
,

一般表

现为发展木本植物初期的空闲地利用
。

主要类型有树巷 间种短期亚类型和农地造林法类

型
。

b
.

土壤免耕型混农林系统
:

系统的组分长期结 合
,

某一组分或两组分经营强度低
,

产出功能较低
,

一般表现为经济植物的杂草控制和土壤保护功能
。

主要类型有林农轮作类

型 (如
:

恺木~ 农作物~ 恺木 )
、

树巷间种中期亚类型 (如
:

橡胶十小饭豆 ) 和林牧草类

型
。

c
.

复合种植园型混农林系统
:

以一定生态 学为基础
,

建立起的 多种类
、

高效
、

持续

而稳定的混农林系统
,

能有效地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
,

促进太阳能和营养物质的系统内循

环
,

实现整个系统在空间
、

时间
、

资源的高效利用
。

其主要类型有树巷 中
、

长期 间种亚类

型
、

农作物和经济植物相结合类型
、

家庭田园和复合类型等
。

5 结束语

云南热区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
,

水热丰富
,

作物种类多样
,

同时
,

此区又

是一个 多山地带
,

% % 的土地为热带 山地
,

发展混农林系统是热带 山地利用的一 个重要

方向
。

本文提 出的几种混农林 系统分类方式可供混农林系统评价与发展时应用或实践参

考
。

混农林系统的分类是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
,

任何一个分类系统的提 出
,

都要表述系统

的功能和经营管理方法
,

并且对推广应用具有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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