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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量研究资料表明, 混农林业是适宜热带山地社区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模式之一。本文以云南省西双版

纳傣族自治州基诺族乡巴卡小寨为调查田野点, 应用人类学、户级水平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和访谈等调查方法。

设置以橡胶、水果树、薪炭林为主的三种混农林业实践类型共 24 个样方, 分别属 18位农户。文章主要探讨不同

类型混农林业实践在市场经济影响下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及两者与传统生活方式的互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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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 Jinuo village in Xishuangbanna Dai Autonomous Prefecture, Yunnan Province, southwest

China. Three types of agroforestry systems of 18 houseolds were selected for agrobiodiversity assessment. The contents include a-

groforestry development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indigenous agriculture, agrobiodiversity changes and market integration. Methods of

HH/ ABA (Household- based Agrobiodiversity Assessment) , sampling, on- farm monitoring , PRA and interview have been ap-

plied in thi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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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物多样性是人为管理下满足人类生存及发展的生物多样性系统, 是社会与自然互动的

产物, 在物种利用、种质保存、资源管理利用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混农林业

作为一种土地利用类型, 是农业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农业生物多样性分布区域和

社区发展的资源管理模式之一。

户级水平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的目的在于从户级水平调查、记录农户的生产活动、土地利用

规划及作物利用变化等, 以保护作物种质、开发新品种, 从而发展社区经济, 推广和示范将农业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所以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有必要与

农户经济发展变化相结合, 这样才能对社区的自然- 社会复合生态系统持续发展做更全面地认识

和展望。

1  研究地区简介
基诺族世居山地, 于 1979年 6月被国家正式确认为单一民族, 刀耕火种是其传统农业生产

方式, 狩猎和采集在其生活和生产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巴卡小寨隶属于基诺族乡, 地处小腊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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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7公里处, 海拔 550~ 1250 m, 紧邻勐仑自然保护区。小寨现有 63户, 267人, 有哈尼、汉

族各 2人, 傣、拉祜族各 1人, 其余为基诺族。现有轮歇地 3208亩, 其中 /林业三定、两山一

地0 划定时, 可承包轮歇地面积为 2688亩; 水田 40亩, 集体林 345亩, 自留山 225亩。巴卡小

寨的茶叶、砂仁主要种在自然保护区、水源林和集体林内。

2  研究方法
211  户级水平混农林业实践与农业生物多样性样地调查

抽样农户 18户, 通过田野样地和农户参与调查 (HH/ ABA) , 了解样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丰

富度状况; 土地利用变化; 了解不同农户土地管理的差异及其与生物多样性、社会经济和民族文

化的相互影响。调查时间为 2000年 9~ 11月完成; 样方设置主要是以橡胶、薪材、水果林为主

的混农林业系统, 坡度在 6~ 28b之间, 海拔在 550~ 700 m 之间 (表 1)。在样地调查基础上计算

物种相似性系数 ( CJ= j (二个样方中共有种数) / [ a (样方A物种数) + b (样方 B 物种数) -

j] )。样地设置采用 20m @ 20m的取样面积, 在样方四角设置1m @ 1m的小样方, 记录大、小样方

中物种名称、个体数和利用情况; 土地管理和周边植物保留及利用情况 (郭辉军等, 1998 ; Guo

等, 2000)。
表 1 样地情况简表

Table 1 General information of sampling plots

编号 户主
面积

(亩)
海拔m 坡度

作物种植

年限
混农林业类型 备注

1 阿劳 13 610 18 1998 橡胶+ 西番莲+ 玉米 管理粗放, 地边保留乔木及栽培种共 10种

2 资木拉 11 675 16 2000 橡胶+ 旱稻 地角保留乔木 2种

3 阿木拉 3 740 15 2000 橡胶+ 旱稻 地边、地角乔木、灌木保留及栽培种共 8种

4 阿木拉 10 750 17 1999 橡胶+ 玉米

5 李明 8 720 27 1999 橡胶+ 旱稻 地边有大乔木 7种, 14株

6 李明 3 740 28 2000 橡胶+ 花生 地边保留乔木 2种

7 张东 6 640 23 1998、1999 铁刀木+ 西番莲+ 玉米 栽有用材树

8 杨继东 8 570 17 1966 勐板桔+ 茶叶 位于自然保护区边沿

9 张东 8 650 27 1999 铁刀木+ 西番莲 疏于管理, 物种较多

10 张三 11 730 18 1994 果木+ 西番莲 栽培物种丰富

11 杨德洪 13 720 13 1997 橡胶+ 西番莲 西番莲管理差

12 周理 710 6 1992 果木+ 玉米 雇工管理, 玉米属雇工

13 小腰波 8 730 6 2000 橡胶+ 旱稻 自然保留乔木 5种 13株

14 张三 7 710 22 1998、1999 橡胶+ 西番莲+ 玉米 地边保留乔木 4种 11株

15 周理 7 650 15 1999 橡胶+ 玉米 管理差, 牛害严重, 地中保留乔木 1种

16 张三 8 640 15
1988、1991

1993
橡胶+ 茶叶+ 菠萝 管理较好

17 阿劳 7 640 10 1999 橡胶+ 玉米 管理粗放

18 李从保 9 680 10 1994 果树林+ 西番莲 管理较好, 户级品种最多, 地块保留 7种乔木

19 杨德洪 680 12 1993 果树林+ 西番莲+ 玉米 保留乔木 6种

20 杨德明 3 660 15 1997 果树林+ 西番莲+ 木薯 保留乔木 2种

21 大药纳 215 660 15 1997 果树林+ 西番莲 管理粗放

22 杨德洪 215 640 19 1984 果树林+ 茶叶 管理一般

23 白腊孜 2 640 20 1994 铁刀木+ 果木+ 西番莲 管理粗放, 西番莲丢荒 2年, 幼木多

24 小周木拉 18 650 20 1999
果木+ 西番莲 + 玉米+

花生
近箐的边种植芭蕉

212  参与观察和访谈  了解资源利用方式的变化对土地耕作、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通过半

结构问卷访谈, 了解当地社区农户在资源利用、土地管理及社会经济发展上的同异。

3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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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样地调查结果

橡胶幼林选择 1998- 2000年间种植的; 成林为 1988年种植。水果林主要种于 1994- 2000年

之间, 第 8块样地的历史最久, 种于 1966年。薪炭林种于 1994- 1999年。年限选择主要比较不

同时期的品种多样性, 探讨市场经济与混农林业系统发展的关系。调查结果显示: 样地植被可划

为乔木层、经济作物幼木层 (灌木层在内)、旱稻草本层、地被层等, 其中乔木层少, 草本层多。

另一方面, 样地农业生物多样性直接与农户管理、作物的经济效益相联系。

31111  样地综合分析
通过样地调查, 统计植物 289种, 隶属于 76科 197属。其中蝶形花科、大戟科、菊科、禾

本科、桑科、茄科、锦葵科为优势科, 约占物种总数的 4212% , 茄科主要为蔬菜。其次为樟科、

苏木科、爵床科、茜草科、旋花科、姜科、天南星科、含羞草科、夹竹桃科、薯蓣科、葫芦科、

马鞭草科, 约占物种总数的 2616% , 其他物种约 3112% (表 2)。
表 2 样地物种排序表

Table 2  Sequence of species of sampling area

编号 科名 拉   丁   文 种数 占总数%

1 蝶形花科 Papil ionaceae 30 10

2 大戟科 Euphorniaceae 22 714

3 菊科 Compositae 19 614

4 禾本科 Gramineae 17 517

5 桑科 Moraceae 15 5

6 茄科 Solanaceae 12 4

7 锦葵科 Malvaceae 11 317

8 樟科 Lauraceae 7 213

9 苏木科 Caesalpiniaceae 7 213

10 爵床科 Acanthaceae 7 213

11 茜草科 Rabiaceae 7 213

12 姜科 Zingibiraceae 6 2

13 旋花科 Convolvulaceae 6 2

14 葫芦科 Cucurbttaceae 5 117
15 马鞭草科 Verbenaceae 5 117

16 夹竹桃科 Apocynaceae 5 117

17 薯蓣科 Dioscoreaceae 5 117

18 含羞草科 Mimosaceae 5 117

19 天南星科 Araceae 5 117

表 3  混农林业系统中国家级保护植物及西双版纳特有种表

Table 3  Species list of plants in agroforestry systems

中文名 拉丁文 科 栽培 保留 用途 部位 生活型 保护类型

野菠萝蜜
Artocarpus lacucha Buck. -

Ham. ex D. Don
桑科 保留 食用

果, 树皮为嚼

槟榔配料
乔木 三级保护

千果榄仁
Terminalia myriocarpa Heurck et

Muell. - Arg.
使君子科 保留 用材、放紫胶 木材 乔木 三级保护

山鸡椒 L itsea cubeba 樟科 保留 香料、药用
种子, 根、茎、

叶、果实
乔木 三级保护

光叶天料木
Homalium laoticum Gagnep.

var. glabretum C. Y. Wu
天料木科 保留 用材 木材 乔木

三级保护, 版

纳特有种

董棕 Caryota urens Linn. 棕榈科 保留 食用 髓心、嫩尖 乔木 二级保护

望天树
Shorea chinensis ( wang Hsie )

H. Zhu
龙脑香科 栽培 用材 木材 乔木

一级保护, 版

纳特有种

普文楠 Phoebe puwenensis 樟科
用材、避邪趋

鬼
木材 、叶 乔木 版纳特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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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地上栽培、保留植物物种共 45科 82属 108种, 包括栽培 50种, 保留 69种 (有些物种与

栽培种雷同) , 分别占总物种的1713%、23188%; 国家一、二、三级保护植物分别为1种、1种、

4种, 西双版纳特有种有 3种 (表 3) ; 木本植物占66% , 但在幼树时多被砍除。

栽培、保留植物主要具有以下功能: ( 1) 已收益或有待收益。如橡胶、水果树木、茶叶、西

番莲、菠萝等。( 2) 有文化或宗教意义 (表 4)。( 3) 解决薪材问题。如铁刀木、川楝、帽柱木、

土连翅等。( 4) 提供粮食、饲料、佐料、蔬菜和水果, 满足自给。如构树、木薯、余甘子、木奶

果、三桠果、鸡嗉子榕、山鸡椒、小果野芭蕉等。( 5) 提供用材和药材, 如八宝树、望天树、千

张纸等。保留植物中后三种功能为多, 且一般有多种用途。在轮歇地中由于自然崇拜必须保留

的, 如蚂蚁堆、自然死亡的树、被雷击而留下的树桩或树杆等, 对防止水土流失起到一定的作

用。总而言之, 在刀耕火种地, 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植物保留多于以橡胶幼林、果树幼林为

主的混农林业系统。为了保证经济林木成树后, 不与之竞争水分、土壤养料等, 地中树木将被砍

除。用材树部分由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推广, 只有少数从事非农事活动或橡胶开割面积较多的农

户自觉种植, 主要栽在砂仁地、水果林、薪炭林和刀耕火种地中, 数量少。主要树种有柚木

( Tectona grandis)、望天树 ( Parashorea chinensis)、八宝树 ( Duabanga grandif lora)。种植木材的主

要目的是以后作建材, 有余则出售。地中保留树木一般修枝处理, 使其长不高, 遮荫度不大, 不

影响作物生长。修枝可作绿肥, 亦可作薪材, 农忙歇地时可用。
表 4  混农林业系统中具有文化意义的植物表

Table 4 Cultural species list of agroforestry system

ID号 中文名 拉丁文 栽培 保留 用途 部位 生活型 保护类型

187 潺稿木姜子 Li tsea euosma 药用、用材、避邪驱鬼 根皮、叶、木材 乔木

188 披针叶楠 Phoebe lanceolata 用材、避邪驱鬼 木材 、叶 乔木

189 普文楠 Phoebe puwenensis 用材、避邪驱鬼 木材 、叶 乔木 版纳特有种

158 大青树 Ficus hookeriana 保留 神树 乔木

159 歪叶榕 Ficus cyrtophylla 保留 神树 乔木

160 榕树 Ficus microcarpa 保留 药用、神树 根、树皮、叶芽 乔木

14 尾叶血桐 Macaranga kurzii 药用、挂孝布 枝、叶, 木材 乔木

169 野菠萝蜜 Artocarpus lacucha 保留 食用, 嚼槟榔配料 果, 树皮 乔木 三级保护

70 白花羊蹄角 Bauhinia acuminata 栽培 保留 食用、药用, 嚼槟榔配料 花、叶、树皮 乔木

259 红木荷 Schima walli chii 保留 用材、药用, 棺木 木材, 叶、韧皮 乔木

275 芦子 Piper betl e 保留 药用, 嚼槟榔配料 茎、叶、果穗, 叶 草藤本

267 桂花树 Osmanthus f ragrans 保留
用材、香料、药用, 棺

木
木材、花、果、根 乔木

应指出的是, 保留物种因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地中零星存在, 地边、地角保留较多。由于生活

水平改变和新观念的引入, 一些物种失去文化价值, 从而不再保留, 如樟科树木的保留远不如桑

科榕属树木, 在访谈中也发现有关后者的传说在当今仍很危重, 并有当事人现身说教, 可见其意

识影响。其他山神树鬼箐灵的影响渐微, 客观上影响山地生物多样性变化。经济作物的引进是影

响农业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原因。橡胶林中不保留高大乔木, 怕影响橡胶的生长和产量。水果林中

也有这种顾虑, 但能带来经济收益、为家人喜食或所爱的物种得以一定保留。对一些植物的忌讳

往往影响土地的规划, 如对有神树的地块一般不种橡胶或要在神树周边空出大片土地以示尊重;

对于雷击或自然死亡的树要祭祀后才可耕种。

31112  样地生物差异性与相似性分析

不同混农林业实践类型的相似性不同, 同一类型由于种植年限不同有所不同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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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样地生物相似系数表

Table 5  Comparison of CJ measured by binary data on agroforestry systems

样方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1 011601280122 012 0125 011301140112 012 0121011201160133011601180113 01150119 011 01080109 011 011

2 012 012 0123 0124 010601060113 011 0121011801170124011701190114 01140111 011 01120107 011 0109

3 01520129 0127 01210115011901170119012401250129011801220115 01180115 011 011 010801120106

4 0127 0131 0115011501180123011701270123 013 012 01210117 01240118 011 01080111 011 0106

5 013 01240112011201260125012201290133011701210116 0117 012 011 0106010601070106

6 01170115011501190129 012 01240131012401270121 01170119 011 0109010601070107

7 0121011801160113011701160115011301160112 012 0123 011 0111 011 011 0102

8 011701170118011501110113 011 01150111 01160117 011 0109010501090103

9 0116011401140101 012 011801210118 01130116 011 0105010601060101

10 013301260123 013 011901230117 01240125 011 0106010501060104

11 013301240122012401210118 012 0124 011 0111010701090105

12 013301330124 012 0118 01260126 011 0107010701070106

13 0145012501230119 01190118 011 0105010501060101

14 014501290124 01220122 011 0105010501060105

15 01530147 01180116 011 0106010601060108

16 0152 01230122 011 0106010601070107

17 01220121 011 0107010701050107

18 0151 011 0109 011 01080107

19 012 0113011201140112

20 01520135 014 0116

21 013201410118

22 01340118

23 0115

样地 1、2、3、4、5、6、13、14为 /橡胶+ 西番莲+ 农作物0 类型, 8、12、18、19、20、

21、22、23、24为水果林或果茶类型, 7、9为 /薪材+ 西番莲+ 农作物0, 10、11、15、16、17

为 /橡胶+ 草本经济作物0。从表 4中可见: 20、21、22、23、24样方相似性程度较高, 但与其

他水果林样方相似度低。主要在于它们以栽培的水果林木种植年限较近 ( 1998- 2000年) , 新品

种应市场需求而引进, 且由于水果树木尚在幼年期, 有的保留物种为其独有, 因而与其他样地的

相似度低。其他水果林多种于 1992- 1994年其间, 因而它们的相似度较高。第 18块样地水果品

种最丰富, 1994~ 1999年几乎每年都应市场需求而增进新品种, 先后增加柚子、李子、桔子、桃

子、荔枝、香蕉、咖啡等。橡胶套种的混农林业系统中, 无论是幼林还是成林中, 橡胶为主要物

种或乔木层, 不利其生长的物种被有意除去, 因而相似度波动不大。橡胶幼林中, 粮菜混作得到

沿续应用, 蔬菜不仅是重要的土地产出, 也是经济来源之一。版纳黄瓜、多品种的芋、南瓜、冬

瓜等都是常见的蔬菜品种。成林中一般存在三层: 成年橡胶、灌木经济作物及其他幼树、草本经

济作物及其他草本植物。

31113  生物多样性管理
表 6 样地物种丰富度

Table 6  Species richness indices of sampling plot s

样地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总计

物种数 69 25 73 41 44 26 65 52 76 57 40 40 37 37 37 44 50 55 55 30 22 20 20 22 289

丰富度 0123010801240114011501090122 01170125011901130113011201120112011501170118 0118 011 0107010701070107

从样地植物丰富度来看, 管理程度与丰富度呈反比关系。一般而言, 以成树为主、木本植物

套种高杆植物、果茶类型、橡胶套种灌木作物和草本经济作物的混农林业类型管理粗放, 生物多

样性较丰富; 套种旱稻的混农林业系统管理较为精细, 生物多样性相对减少。如第 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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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地物种丰富度较高, 在 012~ 0125之间 (表 6)。主要原因是由于木本作物与高杆农作物套种;

其中样方 7、9由于地块近箐沟、公路, 处于巴卡老寨与巴卡小寨的分界处; 户主在地块中上部

种植铁刀木, 套种西番莲和玉米, 下部种植草烟和建材树种。由于户主主要从事商业, 平时疏于

管理, 地块的生物丰富度较高。样地 1、3是橡胶套种玉米, 地边种植、保留其他树种, 以提供

药物、饲料和蔬菜等。户主自玉米长高后疏于管理, 因此生物丰富度较高。水果树木套种灌木作

物和橡胶成树为主的混农林系统, 其丰富度波动于 011~ 012之间。样地 8由于在自然保护区山

脚, 种于 1966年, 户主 1984年买断, 是典型的果茶类型, 为勐板桔套种茶叶, 户主在其周边植

入新的水果品种。地中乔木层保留相对较多, 有的品种为其独有, 如山鸡椒多花红果藤、思茅木

桨子、火炭木等。样方 2、6、20、21、22、23、24丰富度在 0107~ 011之间, 为水果幼林、橡胶

幼林为主的混农林业系统。以水果幼林为主的混农林业系统中, 由于地块离住处远、地力低或种

植时间短、品种新、数量少, 其物种丰富度不如其他样地。以橡胶幼林为主的混农林业系统中,

物种主要是橡胶、旱稻、玉米、蔬菜, 基本为草本植物, 相似性较高。在耕作系统中菊科、禾本

科植物分布最广、数量最多, 多为杂草, 是热带山区的广布科。

以经济林木、林果为主的混农林业系统中, 土地管理借鉴了传统管理方式, 又与传统管理有

区别, 管理较精细, 主要表现在犁耕的广泛应用、火烧的减少、除草剂和除虫剂的应用等。对农

户种植业有影响的除气候变化、病虫害外, 还有牛害、野猪及其他野生动物的糟蹋, 牛多为本民

族放养。针对以上情况, 农户采取了一定防范措施。自 20世纪50年代推广牛犁后, 基诺族在山

地上采取犁耕方式。犁耕对地中植物根的分布和保留、对次生林的恢复有着重要影响。由于土地

休歇期缩短, 耕作期加长, 土质下降, 不易恢复为次生林, 植被多为飞机草、茅草、马唐, 地被

层多为藿香蓟、画眉草等, 不利土地肥力恢复, 因而必须逐年深耕土地以增加熟土。对不同植被

的土地犁的方式有所差别: 在地表为飞机草或飞机草与少量树木的轮歇地, 农户一般在第一年不

用牛犁, 而仅用锄耕, 但在以后则采取牛犁; 在地表为茅草或茅草与飞机草为主的轮歇地则在火

烧后采取牛犁方式。

312  天然林下种植管理与生物多样性

天然林下种植管理粗放, 砍去森林中过密树木和利用价值不高的乔木, 适度遮荫, 有利于物

种的生长以保证产量和质量。在树种保留上有一定村规民约, 一般为具有较大经济或文化价值的

树种, 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起一定作用。但随着村规民约强制力的减弱, 天然林下种植成为天然

林破坏的主要原因。由于自然保护区不再是提供能源、土地资源的场所, 砍伐薪材、建材使集体

林、水源林的生物多样性减少。

313  农业生物多样性变化

混农林业实践作为一种土地利用技术对农地生物多样性有较大影响。混农林业系统对农地生

物多样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311  传统品种流失和新品种引入

经济作物种植使农作物种植面积缩减, 为保证经济作物和农作物产量, 致使传统轮歇地保留

植物和粮食作物品种减少。巴卡小寨从山区腹地搬出后, 由于气候、土壤等因素影响, 不适宜的

农作物品种已被淘汰。经济作物的种植, 使一些耐瘠、耐旱、耐寒的农作物品种得以保留。据调

查, 以前所种旱稻品种至少有 20种 ( Fu Yongneng, 1999) , 据笔者调查, 1996年以来品种减少到

6种。在传统的刀耕火种中, 农民在土地上保留一定数量的树种, 由于传统文化植物的功能丧

失, 经济林中保留品种减少。市场需求指导下, 新的经济作物引进, 弥补农作物品种的流失。可

见, 市场需求是影响农业生物多样性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31312  传统生活方式变化与农业生物多样性之间的相互影响

由于离市场较近, 一些产品可直接从市场上获得, 影响了原料物种的保留或栽培。如巴卡小

寨1998年还有棉花种植, 但由于橡胶、水果林木扩大种植和传统服装所需棉线可直接从市场购

得, 现不再种植。这样降低劳动成本, 减少劳动工序, 难免造成传统技艺的消失。这样的例子还

118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增刊ÚÓ  



有外来酒的消费, 这也是传统陆稻品种减少的原因之一; 丧葬仪式的简化, 对棺木不如以往讲究

并使一些植物的宗教功能丧失, 因而不再在轮歇地中保留, 必要时或买或从保护区中获得; 由于

西药较之传统医药有见效快、便捷等特点, 因而造成地中药用植物传统知识的丧失, 也影响对农

地自然植物的利用和农地生物多样性的分布。

资源量的减少对文化传统具有一定反作用。如坟山林面积的缩减, 直接影响人们对死后归宿

的安排, 有的老人去世后埋在轮歇地中以图个清静和保佑子孙, 如农户李从保的父母埋在果园

中; 有的农户表示不愿挤在狭小的坟山林里, 更愿意埋在经济林中或其他风水较好的地段。至于

棺木也不似老人那样讲究, 也不提早准备, 仪式远不如以往复杂。在丧葬仪式和日常生活中, 有

宗教功能的植物很少利用, 除非家中有老人, 成树在土地中得以保留, 否则一律砍除。但对自然

死亡或被雷击的植物及桑科榕属植物仍有一定忌讳, 一定程度上影响土地规划利用。

1参考文献2

郭辉军, 龙春林主编, 1998, 云南的生物多样性 [M] . 云南科技出版社, 昆明

Guo Huijun, Christine Padoch, Fu Yongneng, Dao Zhiling and Kevin Coffey, 2000. Household level agro- biodiversity Assessment (HH- ABA)

[ J] . PLEC NEWS AND VIEWS , 16, 28~ 33

119 增刊ÚÓ 曾益群等: 巴卡小寨混农林系统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与评价



120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增刊ÚÓ  



121 增刊ÚÓ 曾益群等: 巴卡小寨混农林系统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与评价



122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增刊ÚÓ  



123 增刊ÚÓ 曾益群等: 巴卡小寨混农林系统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与评价



124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增刊ÚÓ  



125 增刊ÚÓ 曾益群等: 巴卡小寨混农林系统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与评价



126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增刊ÚÓ  



127 增刊ÚÓ 曾益群等: 巴卡小寨混农林系统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与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