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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现有混农林 系统的主要模式 

陈 爱 国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 

tm摹}1 本文在对酉双版纳现有混农椿系统进行广泛调查曲基础上．根据国际佩农林研究委员会(ICRAF) 
P．K．R．Nair的分类方法 ．将其进行了分娄和评价．结果表明．谆地区现存混农林系统的模式极为丰 富 并 

以经济植 物为主 体 的 模式 占较大优势 这些模式．有的已经筮挥出较好的生巷 ．经济和社会效益，有的乃处于 

赛硅研段 ，有的则对合理刊甩当地自然资 造成不良的影喧 ．提出了必须台理开发和用当地 自 然 赍谅 ．飘概创 

立和引进 粮食作物为主体的混农林系统模式柏见解． 

关●I饲 西取版纳；佩农林系统：模式 

混农林系统(Agtofor e st ry system s)．是综台农业和林业的方法 在同一土地上既经 

营农作物和 (或 )动物．又经营木本植物的土地利用技术．使其比单一农业或单一林业具有 

更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方法．目前 混农林技术已成为现代生态无害化农业的三大 

技术之一．混农林系统的实践来源已久．并存在于世界各地．因此．对现存混农林系统的模 

式进行清查和评价．从而挖掘传统实践的精华，并促进其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 对混农林 

系统的广泛开展 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本文在进行 2年多调查考察的基础上 按照国际混农林研究委员会 (IcRAF)P．K． 

R
． Nair教授的混农林分类系统(⋯ ．对西双版纳现存的混农林系统模式进行描述．以期对 

我国热带地区混农林系统发展计划的制定、混农林系统的实验示范和推广工作，提供有益的 

借鉴． 

1 西双版纳土地利用概况 

西双版纳是我国现存大片热带原始森林 的唯一地区．位于云南省南部，地理位置为北纬 

2i。l0 ～22。4O ．东经99。O5 一l0l。50 ．土地面积19 220 km ．西双版纳地处热带北 缘 但 

由于云贵高原的隆起．阻碍j 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 西南部有来自印度洋的季风影响 因而 

形成了雨量充沛 ，热量充足，寒，风等灾害天气少 ，基本上是静风的气候 环 境[ ．适于大 

量热带经济植物的生长．如咖啡、可可，芒果、三叶橡胶、依兰香和香荚兰等 均可在此正 

常生长发育． 

西双版纳对热带山地的利用．主要采取传统的刀耕火种方法和温带传统的经济植物单一 

种植的方式．刀耕火种的作物有数十种，但 以旱稻和玉米为主．土地休 闲 期 为 2～ 9年不 

等；现存面积较大的单一种植植物有茶叶、橡胶、铁刀术 思茅松、依兰香，香蕉、龙竹和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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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等． 

由于刀耕火种和单一种植的耕作方式很不适应热带山地的自然特点，因而造成 自然资源 

的迅速退化，影响了农林业 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解放后 ，人民政府对西双版纳的建设高度 

重视 给予了特殊优惠政策和一定的财力资助．对土地实行了定耕和半定耕的集约经营，逐 

步实现了从单一种植到多层多种复合种植的过渡．同时 改进许多传统混农林系统的绪构和 

品种 出现了许多新的混农林系统 的模式．这对西双版纳的经济发展 热带森林的保护和生 

态平衡的维持 都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2 混农林系统的主要模式 

P．K．R．Nair教授在国际混农林研究委员会对世界范围内的混农林系统进行大清查 

(I 9县2—1 984年底)的基础上，按混农林系统的结构．将 其划分为农林系统(Ag risilvicul— 

tu ral System s)，林牧系统(S]lvopast ral Syst em s)，农林牧系 统 (Ag rOSilvopas 

tora1 9ystem s)和不属于上述三个亚系统的其它系统(0th el"S-ystems)．在各个亚系统 

以下是许多类型．各个类型又含有许多变化多样的模式．这一分类系统，比按功能、时空配 

置和生态区划分的分类系统．在研究和应用上有着许多优点和实用性，因而一直为国内外许 

多专家所引用． 

按照上述分类系统进行划分 西双版纳现有的混农林系统类型和主要模式有： 

2．1 农林系统 

这是指将木本植物和草本 (或藤本、灌木 )作物，按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在同一土地单 

元内经营的系统． 

2．1．1 刀耕火种休闲地的改善 早在八千年前，从翡猎和采集向农业转变的 人类．通过砍 

伐森林后种植农作物，综合解决粮食、用材和薪材的需求．所以，刀耕火种被认为是原始的 

混农林系统．随着人口的增加 休闲地的过度开垦，土地的休闲期逐渐速短 ，地 力 迅 速 减 

退，农作物产量下降 使自然森林难以恢复或恢复缓慢．所以．刀耕火种是现存于世界各地 

的落后生产方式．各国纷纷寻求7J耕火种休闲地的改善途径． 

西双版纳有两种改善体闲地的途径，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第一种是在火烧清地时．有 

目的地保留一些乔木树种．或保留萌发力强的树种 (采用中林作业法 ) 保留密度 为 300— 

1 500株／10 in 不等．在种植农作物的年份．能同时获得粮食和林产品 ；而停种农作物 后， 

既有丰富的木本植物种子来源，蔽荫又能形成促进繁殖的小环境．使森林和土壤肥力的恢复 

速度加快．各地、各民旗所保留的树种各不相同：有用材树种，如山桂花，云南石梓等．有 

紫胶寄主树，如黑黄檀、鸡唆果等．有民族食花树中，如白花羊蹄甲等．有药用植物．如木 

紫珠等等；第二种是将速生的豆科植物或其他固氮植物种植于刀耕火种的休闲地上．利用植 

物的固氮特性和生物地表绿肥特性 迅速恢复土壤肥力，缩短休闲周期．提高土地利用率． 

常用的休闲地植种植物有猪屎豆，马鹿花、大叶千卡拔，银合欢和木豆等．此方法的应用近 

几年已初具规模 对退化严重的山地休闲地效果极为明显．很有推广价值． 

2．1．2 农地造林法 (或称塘雅系统(The Taungya System s)]、这是指在 造林初期，在 

幼树之间种植农作物的一种土地利用方式．其主要模式有：粮食一粮食+铁刀木一铁刀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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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粮食+思茅松一思茅松、粮食+依兰香一依兰香、粮食+橡胶一橡胶、各种用材树种 

+粮食一用材林．据对榆绿木和光叶天料木进行的造林实验表明，采用此法．到 第 三 年 每 

10‘111 可减少投．X．300~675元，幼树树高为对照的1．3倍和1．7倍．同时．可得到可观的粮食 

收获． 

2．1．3 林下利用法 这是 指利用林下空间，包括林下与林窗的有利条件，种植耐阴或 喜 阴 

经济植物的一种土地利用方法．此法在西双版纳的利用规模较大．并 已取得了很大的生态和 

经济效益． 

如利用热带雨林和山地雨林林下土壤肥沃、湿润的山沟及其两删．清除灌木和草本．以 

天然大乔木千果榄仁、绒毛番龙眼、云南银鹊树、 天树、山韶子和普文楠等作蔽阴树种， 

将郁闭度控制在70％左右，以1ITI×1131的株行距，定植半阴性药用和香料植物阳春砂仁，就 

是一种很好的林下利用方法．西双版纳景洪县基诺区，是在天然林下种植阳春 砂 仁 的 模范 

区．种植面积达到 733×10‘111 ．1986年，全区共有 400×10 ITI 获得收获．计 收 得 砂 仁 

81 000kg．经济收入达到296．8万元．成为当地基诺族人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在西双版纳山地，到处都可见到在天然林下种植茶叶的土地利用方法，一般保持林下50 

～ 8O％的透光度．常见的蔽荫树种有云南樟、黄樟、黑黄植、山韶子、 普文 楠、 白花 羊 蹄 

q1、林生芒果、杨梅、云南菠萝蜜、栎树和各种鞯树等．为充分利用某些乔木树种的特殊用 

途和经济价值，在某 些茶叶地．常保留单一的乔术树种或 自发地人工培育具有较高经济价值 

的树种，实行人工群落和茶匿的集约经营模式．较为常见的有樟树茶园等． 

此外．在天然林 下种植草果、 白豆蔻、蓝靛、省藤，在人工林下植种砂仁、省藤，也是 

西双版纳林下利用的经营模式． 

2．1．4 树巷或树篱复合种植法 此法与林下利用法相类似．差别在于上层树种是人工 有规 

则栽植．具有保 护和隔离作用，而在保护带之间是作物种植带．其中橡胶茶硒，是原中国科学 

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经过30多年研究发展起来的模式．它充分利用了 热带丰富的光、热、 

水，土等 自然资源 [⋯ ) 具有较好的生态、经济效益．现已在西双版纳备地推广应用．并 

已在 海南省广为推广． 

西双版纳勐海县是樟树茶园的主要分布区．面积约1 200×10‘111 (程必强，1987)，是由 

传统混农林系统转为现代混农林系统的典范．勐海县是我国樟脑和茶叶的重要 出 口 基 地之 
一

． 据1986年统计，勐海县的樟脑总产为54t，年产值 80余万元．其中多数产 白樟树茶园． 

在樟树茶园中，樟树的枯枝、落叶增加了土壤肥力．改良了土壤结构，其蔽荫作用又改善了 

茶园的环境，使春茶提前 2～ 7天萌发．同时，使夏被茶的发育免受高温 干早的危害，减 

少病虫害，从而有利于茶叶产量和品质的提高．樟树采叶一般在茶叶休眠的11月底至次年元 

月底进行，一般 2年采叶一次，提取樟脑油，从而达到综台利 用，互 相 促 进，提高单产产 

值的目的． 

在橡胶幼树下种菠萝 ．是1 982年后发展起来的新模式，面积已达 700×10‘m ．现在种 

植橡胶，大多采用这一模式．在橡胶林地开垦以后，一般与橡胶苗同时或晚一年种植菠萝． 

橡胶行距为 8～10m．株距为2．5～3ITI，保护带带宽为2m．在大宽行问．种植菠萝 105-00～ 

l 5000株／10‘111 ．在橡胶林冠郁闭前的1～5年，菠 萝 收 入每 年 可 达 1．2～1．4万元／ 

10‘m ．在这一模式中．菠萝的浅根系能减少地表冲刷，对菠萝地的精心管理、施肥及其枯 

落物能提高土壤肥力，因而促进了橡胶幼树的生长，可使橡胶林提前一年开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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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橡胶+咖啡，橡胶+砂仁，铁刀木+砂仁，芒果+茶叶，木姜子+茶叶，杨梅+ 

茶叶，蓝按 +荣叶和人工林 +香荑兰等群落模式．也在西双版纳有一定的 分 布．但 面 积不 

大，大多数仍处于初期实验阶段． 

2
． 2 林牧 系统 

林牧系统 ，是 以木本植物为动物提供栖息场所和为家禽或动物提供饲料的 土 地 经 营模 

式．此类系统在西双版纳极为少见，在调查中尚未发现． 

2
． 3 农林牧系统 

这是把木本植物、灌木和草本经济植物与动物，在生态和经济上有机地结合起来经营的 

系统． 

2．3
．
1 家庭田园 这是农民通过充分利用其房前屋后的有限空间，发展农林牧 相 结合商品 

生产的一种模式．在西双版纳，以居住在这里的主要土著民族——傣族的家庭田 园最 为典 

型．在 傣族村寨周围和房前屋后 ，每家每户都拥有667～2 O00m 面积不等的田园，裁培薪炭 

林．用材树、竹子、果树、药用植物．香料．食用植物，观赏植物和蔬菜等．西双版纳的家 

庭田园，与世界上最著名的印度尼西亚爪畦岛上的家庭田园相类似 ”． 辨在平面结 构 上 

可分为特征明显差异的两大部分．即： 

第一部分为住宅四周有绿篱作周边的典型家庭田园．绿篱植物通常为麻风树、仙人掌． 

苏木、一品红和假连翘等．根据植物的生长习性．在周边内裁培 3～5层的人工群落．其中 

上、中展以果树为主，如椰子，芒果、柚子和酸莫树等；下层和地表层以种植各类蔬菜，香 

料植物和药用植物为主，竹搂底层饲养各类家禽：竹楼阳台栽植各种香料植物，以作为佐料 

之用．有的还在屋脊上栽培兰花，以作观赏．有些人家在房前屋后仅几百平方米的土地上， 

种植五六十种植物 [”． 

第二部分是紧靠村寨附近，每户都拥有一片田园，但田园内无住宅．这部分田园的上层 

以铁刀木 (薪材 )和龙竹为主，还有少量用材(如团花
， 云南石梓等)，食花木本植物 (如大 

花田菁． 白花羊蹄甲等 )和香料植物(如依兰香)：下层以经济植物砂仁．千年键和蓝靛等为 

主．在西双版纳，傣族人民引种铁 刀木已有400多年的历史．现存面积近 8 500×t0 m ．几 

乎全都分布在这些田园内．在营造铁刀木时，一般采用农地造林法， 4～ 5年后开始采薪． 

采用头术作业法，轮伐期为3～4年．随着铁刀木年龄的增长，密度逐渐 减少 到450株／ 

10‘Ill 时即进行更新．傣族人民 日常生活所需的薪材绝大部分来源于田园中的铁刀木 ，这对 

保护西双版纳的热带森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 田园中经营龙竹也较为常见．开始时是龙 

竹与果树和蔬菜混种，由于竹子繁殖速度快 使果树逐渐衰退，蔬菜停种，从而形成龙竹纯 

林．竹子的竹笋可供食用，竹材可供盖房、编制农具和家具，除自用外，还可以 到 集 市 出 

售，是傣族人民不可缺少的经济来源之一． 

2．3．2 紫胶寄主树与粮食作物轮作和间作 这两种类型，除在西双版纳地区存在 以 外 在 

云南省南部的各产胶区也很常见． 

紫胶寄主和粮食轮作的紫胶虫寄主树主要是木豆，还有大叶千斤拔．粮食作物有早稻、 

玉米和黄豆等．一般首先种粮食 2～ 3年，当粮食产量下降、地力衰退后点种术豆．木豆生 

长快，点种一年后即可放养紫胶虫，紫胶成熟后，可收获紫胶和薪材，然后，林地又可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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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地，由于木豆具固氨功能，土壤肥力迅速恢复，一般收获紫胶后重作粮食的土地，都能 

实现稳产高产．据测定，放养紫胶虫的木豆地，氮．磷、钾和有机质的增加量分别为对照的 

2．1倍、 7倍、 1．7倍和1．5倍． 

紫胶寄主树和粮食间作，是在紫胶寄主树的行 间种植粮食作物．常见的寄主树有南岭黄 

檀，聚果椿、大叶千斤拔和木豆．由于对粮食作物进行精心管理及其枝叶杆梗的腐烂分解， 

提高了土壤肥力，促进紫胶寄主树的生长，提高了紫胶产量．同时，由于收获紫胶要对树沭 

进行截干、剪枝，使农作物的光照条件受影响较小，实现粮食和紫胶双丰收 充分发挥了人 

工群落的自然优势 ”． 

2．4 其它系统 

P．K．R．Nal r教授将不属于上述三个系统的其它多目的土地利用系统 (Any other 

multlpu rpOs e land-u s e sy st em s)，称为其它系统，并与上述三者并列． 

西双版纳多目的的土地利用系统类型较多，常见的类型有多用途的绿篱、果蔬渔相结台 

和人工林下育苗等．但其模式均比较小． 

在农用地的周边、户与户之间农用地的分界处、农 田周边和遘路两旁，亦种植具多用途 

的植物．常见的有番术瓜 (果树、饲料)、香蕉 (果树、饲料)、麻风树 【绿篱)、木豆 (生 

物固氟植物、薪材、饲料 )和斑鸠菊 (绿肥 )等．这些周边地段 ，水土条件优越，植物生长 

繁茂，能快速形成 “活栅栏”，具有保 护农地和分隔地块的功能 ．同时，还可以从中获得一 

定的经济收入． 

综上所述．西双版纳现存混农林系统的主要植物名录及用途如附表 1所示． 

3 结 束 语 

从上述分析可见，西双版纳现存混农林系统的模式极为丰富．在这些模式中，以经济植 

物为主体的模式占较大优势．有些模式，已经充分发挥了其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正在各地大面积推广．但面积较小或正处于实验阶段的模式为数较多，如何从一般性 的清查 

到定位进行实验生态研究，以优化这些模式，并进行大面积推广，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西双版纳地区对热带山地利用，面积最大的仍然是刀耕火种，现共有轮歇地面积 46 000 

×10 m ．占全州面积的 37．85嘶．这对我国这块热带宝地的森林和热带 山地 自然 资源构成 

了严重威胁．因此．积极创立和引进以粮食作物为主体的混农林系统模式．乃毫西双版纳最 

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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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M0DELS OF EXISTING AGROFORESTRY SYSTEMS IN XlSHUANGBANNA 

Ch en Aiguo 

(Xishuang banna T ropical Botanica1 Garden．chin es Academy of Sci erices) 

ABSTRACT 

On the basi s of a widespread inv elltory， the exi stlng ag rotorest ry 

sy st em s in Xishuang,banna haye b een cIns slfled and evaluat ed according to 

th e clas sification formulated by P．K．R．Nair of the Int ernational Coancil 

for Research in Agroforest ry(ICRAF)．T he result s indicate that th e r egion 

has wide diverslty of raodel s of agroforestry sy st era s． dominant among 

th em are the ones u sing cash cfOpS a s th eir ra ain com ponent s
．
Sbm e of 

th e raodel s haye giv en ecological and SOCio—economic b eneflt s： som e ar e 

still in an experim elltal stag e： and som e hay e produced a detrira ental 

eff eet on the rational utllization 0f natu rat resoure es．An approach has 

been present ed to activ ely establlshing and int rodueing the raodel s with 

th e c el"eal c rops u sed as th e dorainant component s for the rationa1 

exploitation of local nat．u ral t"eSOU．t'e es． 

K ey words：Xishuangbanna． agroforest ry sy st em，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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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茅 橙 Pinus khasya √ 

山桂花 Paramichelia beillonii √ 

依兰 香 Cananga odorata √ 

黄 檀 Cinnamomum parrec~u ra ／ 

云南樟 C．glandalifer~m 

清香柬姜子 Litsea euosma 

昔文糖 Phoeba口uwenensis 

叶子花 Bougainvllaea glabta 

番木瓜 Carica papaya 

大叶茶 Cataellia sinensis var．assamic~ 

丑 天树 Varasborea chinensis 

蓝 按 Eucalyptus globulus √ 

千果榄仁 Terralnalia myriocarpa 

杨 梅 Myriea escalenta 

大叶石栎 Lithocarpus grandifolias 

云南菠萝蜜 Artocarpas lakocba ~／ 

厚皮 辖 Ficas ca】lo2a 

浆 果 椿 Ficu s glomerata √ 

柚 子 Citrus grandis 

拈 子 C，reticalata 

办 枝 Li ebt chinensis 

山韶 子 Nepheliam chryseum √ 

缄毛番龙眼 Pcmetia tom entosa 

云南银鹄树 TapiBcia y~nnanensis 

芒 果 Mangifeza indica 

柞生芒果 M．sylvatica 

云南梦荚木 Rauvolfia yannanensis 

团 花 Anthccephala5 chinensis √ 

斑鸠 菊 ~erncnia esculenta 

蓝 靛 Baphicacantbus eusis 

木紫珠 Callicarpa atborea 

假连翘 Dutanta tepens 

云南石梓 Gmelina arbore~ √ 

帖 水 Tectona grandis ~／ 

谨 萝 Anafas c0m0suS 

香 蘸 Musa nHDa ~／ 

大 蘸 M ．sapicntam ~／ 

阳春砂f= Amotll~m villosu皿 

草 果 A．ttBo--go 

白直葱 A．chinensls 

√ 

√ 

√ 

√ 

√  

， 

甩 材 

用 材 

用材 香抖，蔽阴 

药用 瞢辑．蔹阴、冰保 、用材 

药甩、香科、蔽 阴、水保、用材 

攸料、水保 ，蔽阴 

用材 藏阴，水保 

戏赏．绿 篱 

果树 、饲料 

故 鞴 

用材 蔽阴 

用材 、蔽 嗣，水保 

用材 蔽阴，水保 

谩阴、果树 ．永保 

蔽阴、甩村， 材 

果树、他 阴 

蔬菜、紫嫂寄主，观尝 

紫殷寄主 ，水保 ，蔽 阴 

果 树 

粜 拇 

果 树 

果树，授 阴，药用 

闷材．赫阴，承侏 

用材，蘸啊．水体 

粜 掰 

果树，蔽明．水保 

药 甩 ，藏 硐 

用 材 

~／ 绿肥，绿茜 

染料 ．药甩 

药用 水保 

绿篙．菊用 

用材．食用 

用材、旅阴 

果树．术保 

~／ 果 树 

~／ 果 树 

苟用．香料 

茴用 ．香料 

药用．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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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1 

植 物 名 称，学 名 

竺 墨— 竺墨堑 巷 

嚣黼耋辣豁 辖善蔫瑟蒿祷 妻 
地改善 法 法 植{圭 轮作 

千 年键 H0malomena OCCUl忸 √ 

椰 子 Coc0目 hueifera 

省 藤 Ca|amus henryanus √ 

数锤石斜 Dendrobitim chrysotoxum 

报寡石斛 D．pierrodii 

香 荚兰 Vanilla fragrans √ √ 

龙 竹 Dendr0cal mus giganteu s √ 

早 稻 0ryza sativa va1．．spontanca ~／ √ ~／ 

玉 米 Zea mays ~／ √ ~／ 

仙人掌 0ptintia dillenii 

一 品缸 Euphorbia puleherrima 

橡胶树 Hcvea brasiliensis ~／ ~／ 

麻 风树 Jatropha Ctlrcas 

银台 欢 Leucaena lcucacephaia ~／ 

白花羊蹄甲 Bauhinia aeuminata √ √ 

苏 Caesalpinia saPPan 

铁刀柬 Cassia siamea ~／ √ 

酸 楚 Dialium ovoidPs 

花 生 Arachis hyPogaea ’， ~／ 

柬 豆 Caiantts cajai／ ~／ ~／ 

猪尾豆 Cratalaria acicaIaris √ 

黑 黄地 DaIbergia fu$ca ~／ √ 

降香黄檀 D．odorifera √ √ 

南峥黄檀 D．balansae ~／ 

大叶千斤找 Flemingia maerophylla ~／ ~／ 

黄 豆 Glycine皿 x √ √ √ 

马鹿花 Pura ria walliehii ~／ 

大花圈奇 Scsbania grandiftora ’， 

药 甩 

观赏、果树 

藤索 ．绿篱 

观 赏 

观 贺 

香 料 

用材．观贾 

食 用 

宦 用 ．饲 料 

绿臂．观赏 

观赏，绿瓣 

工业原料，蔽阴，水操 

绿 臂 ．油料 ，萄 用 

薪材，水保 ．饲料 

蔬某， K̈保 ．观赏 

绿篱．饮料．染料 

薪 材 

果树，伏辑 

宦 用 

水像，薪材，紫胶寄主 

绿 肥 ．东僻 

甩村，紫瞍寄主．农保 

用材．紫腔寄主 ．术保 

紫胶寄主 

水保．薪村 ．紫段寄主 

食 甩 

绿肥．水保 

蔬菜．绿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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