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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热区种植草果的生态经济效益分析

段其武 陈爱国 刘宏茂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动腊 劫仑 6 6 6 3 0 3)

摘要 本文介 绍 了云 南热区种植草果的概况及经 营技 术
,

并对所产生的生 态经济效 益进 行 了分析
。

关键词 云南热区 草果 生 态经济效 益

云南热区是一个多山地的土著民族聚居地 区
,

居住

着哈尼
、

苗
、

瑶
、

壮
、

基诺
、

傣等 20 余种土著民族
。

长期以来
,

由于单一种植的生产方式
,

造成了土地退

化和生态失调
、

贫困加剧
。

如何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

境保护有机的结合起来
,

当地曾实践过多种土地经营

方式
.

有的 已形成 了传统
,

如 天然林下种茶 叶
、

草

果
、

砂仁等
,

特别是草果的种植发展较快
。

但是 随着

人 口的逐渐增加
,

森林面积 日益减少
,

造成可供发展

这些经济作物的面积越来越少
。

近几年来
,

群众在有

关部门的指导下
,

开始了新的探索
,

摸索出了许多合

理利用土地资源的新模式
。

在人工林下间种草果就是

成功的例子
。

为科学的论述草果种植的传统模式和近

几年新发展起来的新模式的技术要点及 生产的应用前

景
,

我们对 红 河
、

文 山
、

保 山
、

思 茅
、

澜沧 等地

(州 ) 的热区进行了专题调查分析
。

l 草果的生物生态学特性

草果 (A m m o m :‘m lsa o 一 k o )
,

又名草豆 范
,

不仅是我国食品加工业和轻工业的重要原料
,

而且是

一种传统的中药材
,

有燥湿
、

健胃
、

祛痰
、

温 中
、

顺

气
、

抗疟等功能
,

还是大众的调料食品
。

草果是姜科

豆范属多年生宿根高大草本植物
.

植株高 2 一 3 m
,

夏

季开 花
,

秋 末冬 初果熟
。

一 般 生长 在海拔 8 0 0 一

15 00 m 的北热带和中
、

南亚热带中低山区
,

位于阴坡

坡谷两侧 5 一 10 m 的常绿阔叶林和 落叶
、

常绿混 交林

中
,

特别适宜 于南亚热带 山区
,

年降雨量在 12 0 0 一

1 6O0 m m
,

年平均温度在 16 一 2 2℃
,

冬季雾多
、

湿度

大
、

透光度在 4 0 % 一 50 % 的阴湿 山坡沟谷森林中栽

培
。

草果对土壤要求不严
,

酸性
、

微酸性或中性的黄

色赤红壤
、

黄壤上均能生长
。

2 云南热区草果种植概况

草果主产于我国的云南
、

广西
、

福建
、

贵州等省

(区)
。

云南 又主要分布在红河
、

文 山
、

西双版纳
、

德

宏
、

保 山
、

思 茅
、

澜 沧 7 个地 (州 ) 的 31 个 县

(市 )
.

其中发展最快
,

产量最高的是金平县
。

据有关

资料记载
,

云南省 栽培应 用 草果 已有一千多年的历

史
,

在明末清初富宁
、

广南
、

西畴等地就有人工种植

草果的记载
。

云南省草果种植虽历史悠久
,

但以前只

是零星种植
,

大规模发 展是从 80 年代开始
,

通过 几

年的发展
,

目前云南省的草果种植近万公顷
。

3 效益分析

3
.

1 天然林下种植草果的效益分析

长期以来
,

云南热区的土著民族沿袭着在天然林

下间种草果的传统
,

选择海拔 8 0 0 一 1 6 0 0 m 的常绿 阔

叶林的阴湿山坡及沟谷两侧种植
,

于春季疏伐茂密的

林木
,

只保留直径大于 1 0 c m 的部分林木
,

林内荫蔽

度保持在 4 0 % 一 6 0 %
,

清除 过 多的小灌木 及杂草
,

让其腐烂作肥料
。

5 月下旬至 8 月上 旬以 Zm x Z m 的

株行距
,

选择阴雨天将草果种植 于林下
,

每年砍草 2

次
,

3 年后 挂果
,

7 一 8 年 后进 入盛果期
,

10 年后 开

始衰退
,

立地条件好的地 区 可收 获 20 年左 右
。

天 然

林下种植草果
,

是一项投资少
,

收入 高
,

经济效益

长
,

经营技术简单的传统混农林业
,

适宜于滇南热区

的生产水平
,

易被群众接受而自发的推广
,

是热区群

众脱贫致富的摇钱树
,

也是 充分 利 用 土地 的有效手

段
,

对促进热区经济繁荣
,

人 民安居 乐业具有明显的

效益
。

3. 1
.

1 经济效益分析

据元 阳县林业部门介绍
,

该县种植草 果 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
,

8 0 年代之后
,

从零星种植发展到规模

种植
。

19 8 6 年元 阳县 已发 展 到 8 8 8 h m 2 ,

产量 8 4 万

k g
,

产值 9 4 5 万元 ; 1 95 9 年达 3 13 3 hm 2 ,

产量 2 7 5 万

kg
、

产值达 3 16 0 万 元
。

草果种植业 已成为该县的一

大经 济支柱产业
。

屏边县大围 山自然保护 区边 缘的农民从 50 年代

起在保护 区的边缘
,

海拔 1 0 0 0 m 左 右的阴湿地段
、

沟谷边种植草果
,

80 年 代后
,

开 始大规模的发展
,

仅 19 8 6
、

1 9 8 7 年就种植近 6 6 7 hm 2 。

由于土地肥 沃
,

生境适 宜
,

挂果率特别高
,

每公 顷产 鲜果 4 5 0 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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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
,

年总产值达 4 0 0 多万元
,

是当地群众的主要经济

来源
。

3. 1
·

2 生态效益分析

据对大围山自然保护 区的调查发现
:

种植草果的

林地枯落物 比天然林明显减少
。

林内除保留 A』3 层直

径大于 1 0 c m 以 上的部分乔木外
,

其余的全部被清

除
,

造成林内植物种类减少
,

近
、

成熟林木
、

衰退种

群的 比例增大
,

影响 了森林的植物 群落稳定性和物种

的多样性
,

不利于 森林的自然演替
。

通过对天然林和天然林下种植草果的林地采集的

土壤分析
:

间种草果林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有明显的

降低
,

微量元素含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见表 1 )
。

表 1 土峨养分含t 对照表

林分
土层厚度 有机质

%

全氮

%

水解氮 速效磷 速效钾

PPm PP ll l PPm

.7525 94697.L
种植草果

的天然林

0一3 0

3 0一6 0

6 0一 1 0 0

4
.

7 0

4
.

7 5

3
.

0 4

0
.

3 5 7 1

0
.

2 6 2 5

0
.

2 1 8 7

3 9 6
.

9 0

2 1 4
.

7 4

1 6 9
.

9 2

3 2
.

0

4 0
.

0

15
.

0

天然林

0一3 0

3 0一 6 0

6 0一 1 0 0

3 1
.

4 8

9
.

4 5

3
.

9 7

0
.

16 1 4

0
.

3 8 9 8

0
.

1 9 8 1

5 9 2
.

6 7

2 8 0
.

7 6

1 2 3
.

2 4

7
.

7 2

1
.

3 3

0
.

7 1

2 4
.

0

3 8
.

5

18
.

0

天然林下种植草果 又有它积极的一面
,

草果具有

芳香 味
,

对林木害虫有驱避作用
,

减少了林木病虫害

的发生
。

通过天然林下种植草果也改变了部分热带
、

亚热带山区土著民族 刀耕火种
,

破坏森林的陋 习
,

促

进 了森林的保护
,

减少了自然灾害的发生
。

3
.

2 人工林下种植草果的效益分析

在长期的生产 实践中
,

云南热 区的土著 民族积累

了天然林下种植草果的丰富经验
。

随着 自然保护 区的

划定和天 然林下种植草果 面积的不断扩大
,

所能种植

草果的天 然林地 已 日益减少
。

同时
.

丢荒 山地却在不

断增加
。

为加快荒山绿化
,

繁荣山区经济
,

结合草果

的生物生态学特性
,

云南省热 区的麻栗坡
、

西 畴
、

元

阳
、

金平等县的农民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开始了新的

尝试
,

创造出了许多 人工林下种植草果的混 农林模式

如西 南恺木 + 草果
、

喜树
+
草果

、

杉木 十 草果等
。

通

过几年的实践
,

有的已获得 了成功
,

得 以推广
,

产生

了一定的效益
。

3
.

2
.

1 经济效益分析

红河州金平县阿德博乡的综示 区面积 13h m 2 ,

海

拔 1 86 0 m
,

土壤 PH 值 6 一 7
.

5
,

背风向阳
,

坡 度 15

一 2 0 度
。

具体做法 是 开挖台地
,

台面 2
.

5m
,

按 3m

x 3 m 株行距营造西南恺木
、

五娅果混交林
,

混交比

为 8 : 2
,

同时在两株树之间种植草果幼苗
。

由于管

理加强
,

林 木 一年后 开始荫蔽
,

3 年 后 草果开 始结

果
,

产量达 5 2 5 k又/ h m Z ,

产值 3 1 5 0 元/ h m Z ,

7 一 8 年

后林木可间伐
,

使行距成 6 m x 6 m
.

郁闭度在 50 % 一

6 0 %
,

间伐的小径材可作薪柴销售
,

这时草果也进入

了盛果期
。

草果和小径材的销售
,

可以弥补幼林抚育

费用的不足及解决林农的部分薪柴
。

另外
,

文 山州西

畴县和 麻栗坡 县在 两年生 的西南恺木林地 上种植草

果
,

第四年草果开始结果
,

产 量达 1 100 k g / h m Z ,

年

经济收 入 1 7 6 0 0 元 / h m Z 。

西南恺 木林定期间伐
,

使

郁闭度保持在 0
.

6 一 0
.

7
,

间伐的小径材也可利 用
,

这一 模式 受到 了群众 欢 迎
,

目前 发展 面 积 已 达

5 0 0 h m 2 。

3
.

2
.

2 生态效益分析

西南恺木林下种植草果
,

由于开挖台地
,

增加 了

有效水分下渗
,

降低了雨水对土表的冲刷强度
,

减少

水土流失量
。

在旱季
,

草果的种植增加了地表覆盖
,

又减少了土壤水份蒸发
,

保持土壤充足水分
,

加上对

草果的管理
,

促进了造林树种的生长
,

年高生长量在

Zm 以上
。

西南恺木是常绿
、

速生树种
,

具有固 氮
、

涵养水源的功能
,

为草果的生长提供了荫蔽
、

湿润的

生长环境
,

根瘤固氮增加了土壤肥力
。

4 结论

天然林下种植草果的经营模式
,

由于种植面积的

不断扩大
,

影响了森林的自然演替
,

造成许多植物种

类的流失
,

保水 能力 「降
,

因此
,

禁止在 自然保护

区
、

水源林
、

风景林内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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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林下种植草果的经营模式
,

在同一块土地上

生产出多种产品
,

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

增加了经济

收入
,

既绿化了荒山
,

又为云南热区土著民族脱贫致

富找到了新渠道
,

实现了以短养长
,

缓解了林业部门

造林初期资金紧张的困难及林农薪柴不足的现象
,

还

可以避免或减轻对自然保护区和国有林的压力
,

对保

护我国现有的森林资源及为繁荣 山区土著民族经济
.

稳定群众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

因而受到热区林业部门

和群众的欢迎而 自发推广
。

可以预见
,

人工林下种植

草果的混农林模式将会在云南热区山地开发利用
、

生

态环境的保护
、

土著民族的脱贫致富及加速林业的发

展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

具有广阔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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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54 页 ) 之间的矛盾
,

如何在这个矛盾的基础

上
,

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成为各国急待解决

的问题
,

而这一间题在我国尤为突出
。

如我国人均资

源的占有量
,

在世界的排名属最后之列
,

同时我国又

急待发展
,

人民群众更迫切希望能在经济的发展过程

中不断提高生活水平
,

由此如何在资源有限与社会需

要的矛盾之间
,

实现经济快速和持续的发展
,

该间题

就显得更为突出
。

作者正是抱着
“

解决当代所面临的

资源
、

人 口
、

经济
、

社会和生态环境等方面所出现的

种种问题
”

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

来从事这方面问

题的研究的
。

为此
,

作者不仅在纵贯全书的内容中
,

系统分析了在有限资源条件下
,

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一般原理
、

原 则和要求
,

而且结合每一个方面

的具体实际情况
,

提出了有积极意义的具有一定可操

作性的建议和措施
。

它使得本书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

性
,

也具有同样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

作为一本弥补理论研究空白的开拓性著作
,

显然

它也存在一些不尽完善和值得进一步斟酌的地方
,

如

生态资源价值的内涵和计量等还值得进一步斟酌
,

论

证的充分性还有待完善等
,

但瑕不掩瑜
。

而且人们知

道
,

一部著作的理论意义
,

并不仅仅在于它 已达到的

理论成就
,

而更在于它对人们思想的启发和对理论进

一步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

而本书正是这样一部著作
,

这也是本书最具有价值的地方之一
。

相信其他读者能

象笔者一样
,

从中受到有益的启发
,

这也正是笔者向

人们极力推荐本书的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