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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农林系统与热带山地合理

利用的各种实用技术

陈爱国

(屮 国科廿院两双版纳热带硭i物 园)

摘要 混农林系统是一种于林、于农、于环境都有利的土地利用方法,比 单一种植具有更好的生

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应用于热带山地的开发利用,其实用技术包括:塘雅系统;刀耕火种休闲

地的改普;家庭田园和多种多层复合种植;树巷种植法,多 用途树种的应用;人工生态群落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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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在对自然资源开  热带山地的开发,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发利用的同时,不断地寻找在生态、经济和    混农林系统的分类和主要类型见表 1,

社会三方面相协调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方  混农林系统的主要模式见表 2。

法和实践。近十多午来9混农林系统应用于 混农林系统是把木本植物和其它组分有

混农林系统的分类方法和主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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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混 农 林 系 统 的 主 要 模 式

主 嵌 类 型 主 要  模 式

农林 系统

kgrisi{Ⅴ icultura1

sys{c ln1s

刀耕火种休闲地的改善

塘雅 系统

树篱与农作物带状问作

多用途乔灌木的农用系统

生产薪柴的农林 系统

绿色林带防护林 系统

人工林与农作物的农林 系统

树木园与农作物相结合

林牧 系统

Silvopastoral

Systcms

牧饲料的 “蛋白质库
”

曲饲料组成的树篱系统

长有乔木或灌木丛的牧场

农林 牧 系统

Agrosilvopastoral

Systems

供放牧、覆盖地面、生产绿肥和土壤

保护的木本禽 系统 家庭田圆 (拥 有

大量木本、灌木、草木和家禽)

其它 系统

Other

Systems

林牧渔结合的系统

轮荒耕作 系统

林蜂 系统

机的结合起来,比单一种植是有 更 好 的 rL

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国内外有许多混农林

系统的实例9有些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有些虽然尚处于实验阶段,但 是, 可 以预

测:混农林系统应用于热带土地的开发利用

或恢复土壤肥力具有很大的潜力。其主要优

点在于:通过木本植物增加地表凋落物,上

壤中的有机质含量提高;增加了植物的吸收

环节,减少了养分的流失,特别是通过根系

的分布,吸收单一种植时不能吸收的区域 ;

混农林系统中的木本植物组分绝大多数是豆

科或非豆科固氮树木,通过生物国氮直接提

供革富的氮素营养,同时能溶解某些难溶的

物质,供植物生长利用;各组分间养分的释

放和吸收,使系统中的养分更有效的利用和

分配;木本植物改善系统中的物理环境;减

少水土流失,水 系下游泥沙沉积 的 速 度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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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同时能改善水质;由 于有多种产品的输

出,能增加经济收入,易被基层单位和农民

接受等。

从混农林系统的定义和范畴可以看出:

混农林系统的类型和利用模式很多。一个新

的土地利用模式能否快速有效的接受,是与

当地的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状况、人均拥有

的土地面积、劳动力的状况和各民族传统的

耕作习惯等相关。人口密度和投入量与各模

式的土地利用率的关系见图。

混农林系统应用于热带山地的合理开发

的实用技术举例如下 :

1.塘雅系统 (TllC· T⒛ngya Systcms)

造林的初期,在幼树之间的空隙种植农

作物的一种土地利用方式。这种方法最早在

缅甸采用。由于塘雅系统既有利于幼林的抚

育,又可FL产粮食,后来成为世界各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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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林的一种有效措施。塘雅系统被认为是

刀耕火种的一种改良形式。因为作业方式都

是市先把原植被洁除,然后种植农作物,所

不冂的足刀耕火种的休闲地生长出的是天然

林,开垦过度后,乔木林很难恢复或恢复需

要很长的时间。而塘雅系统可以按人为的选

择发展人工林,可 以是木材,也 可 以 是 薪

材、果树和其它经济林木。塘雅系统的休闲

期很长。随人I林的种类而定, 可 能 儿 十

年9甚至上百年。

经过多年的实践 , 改 进 的 塘 雅 系 统

(Impr。 vcd Taungya Sys1cn1s)包 括三个

方面: (1)农 作物种类的选择和造林树种

r勺 选抒,以 及两者之间良性影 响 的 确 定 ;

(2)用 于林Ⅱk区 划上,政府划分近期的造

林区,农 民可以在造林的同时种植农作物 ,

当树木达到一定的郁闭度后,停种农作物,

再迁到另一处造林地重复上述的做法,如此

人随造林地而迁移,循环造林和 种 植 农 作

4勿 ; (s)改变农民种植农作物的临刚"眭 问

题,允许农民在林区内拥有小片土地,政府

在林区内建立学校、医院等设施,农 民可以

长期居住在森林内,间种农作物,同时从抚

育林木中得到报酬。

2,刀耕火种休闲地的改善 (Impr。 vcd

Γailow in shifting Ct11tiva{ion)

将速生的木本植物 (主 要是豆科植物和

其它生物固氮植物)种植于刀耕火种的休闲

地,从而达到缩短休闲期和迅速恢复土壤肥

力为目的的一种土地利用方式。此方法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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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庋、缅句、扎伊尔 {口广 泛 采 用。 用
“
人工休闲

”
代替 自然休闲,利用桠物生长

快的特点,缩短休闲期,利用植物 n勹 田氮特

性或生物地表绿肥特性。迅速恢 复 J1壤 肥

力,同 时在休闲期还右 一定的产讶t输 出,如

薪材、饲料、木本粮食竿。显然此方法在生

产技术较落后,而人口密庋又大的地区,很

有推广价值。

此方法口前在某些地区的邻一议较大。囚

为许多实验表吵J:用 “人I休闲”
n勹 土壤肥

力恢复没有 白然乔木林或 臼然淮木林休闲的

土壤肥力恢复的速度快,农作物的产昱也在

自然休闲地上南。 “
人I休 闲

”
n勹木本植物

种类和
“
人I休闲

”
的适应限庋值得研究。

3.家 庭 田 园 和 多 种 多 层 笈 合 种 杠

(H°mC Gardcns and Mt11tispccics Crop

Miscs)

世界各地广范存在的一种传统的混农林

系统。农民在住宅月围建立右多 种 多 样 的

乔木、果树、薪材、灌木、绿 篱、 粮 食 哟f

物、药用植物、香料植物、蔬束、花卉、家

禽等组成的精心管理的多层次结构的人工群

落。近十多年来,由于我同的开发政策和商

品经济的发展,农民从家庭田园中获得收入

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如何扩大家

庭田园的而积、如何利用农民在家庭田园方

Ⅲi的 种植和管理经验建立拟家庭田园的多层

多种的人I群落、如何引种优良的商 l铞 经济

作物品种是这方面应用的关键。

4.树巷种植法 (AllCy Cr。 ppil1g)或 南

等线种植法 (C° t1tour croppin只 )

将木本植物大宽行种植,在宽行中的空

隙种植农作物的一种土地利用方法。此法应

用在山坡时,木本植物一般按南等线种植 ,

以防水土冲刷,所以又称为
“
⒎
、
f牛 线 种 植

法
”

。利用植物之问的节彳扌r、 光的截流程度

和植物的需光性、肥力状况、栽种密度、病

虫害之间的影响等因素合 llll的 配且和经营。

木本植物的栽种可以足密植或稀枇、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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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q勹 行、双行和多行问隔种杓t。 木本植物的

经什和材种町以形式多样,可 以足采叶 n勹 、

采枝 n勹 或t期采薪的,出可以走共它林种。

l「l外 利用豆 ’
l柑l物 之问n勹 空隙间种农作物已

取得成果。例如:利用银合欢乏闸的空隙种

杠农仵物,每年每公顷生产六吨以上的木桩

(薪材),还 有15—⒛吨捌枝和捌川
·
,丬寸丨当

于160公 斤以上的氮素、150公 斤以上的碳酸

钾和15公斤左右 r白磷;土壤有机质和有机养

料含讦增⒈
、
氵,△壤水份状况改击,作物产最

捉 rj。

5.被丌发 n勹 多用途例利‘的应用 (U、 C oF

辶Jll(kIcxl)l。 i{c(卜MtLltipurI)()sC Trccs)

多用途例种走混农林系统和其它多口的

土地利用系统的多年t木本植物组分;一个

多用途木本植物除考虑其潸在用途外,它 还

对系统 n勹 持续和稳定产量的形成、增加收入

和 (或 )减少投入、系统的生态稳定朽特殊

作用,某一树种的栽培地点和栽培方式不 一

样,多用途树种的效益能力发挥也不一样 ,

即某一树种栽培于某一生态环境和 (或)某
一栽培方式,此种树属于多用 途 捌 种。 反

之,不州于多用途树种。

混农林系统中多年生木本植物的种类和

作用与林业上的种类和作用有很大的区别。

多用途捌利9应用于混农林系统的范围越来越

广,在系统中,除考虑多用途树种的 I宜 按利

用外,还考虑共漭在用途 (如生物固氮、减

少水土流失、改良i;壤 等)和对其枝叶的综

合利用 (如饲料、绿肥、蜜蜂源等)。 多用

途树种的应用杉t式 除前而提到的休闲地改善

树种巷种植法外,还有多用途 n勹 树篱和农作

物带状间作,住宅月围的多用途 树 种 的 绿

篱,农 田周围种植多用途树种,农场周围建

立饲料多用途树种
“
蛋白质库

”,多用途树

种的遮荫与商品经济植物种植、半干早地区

的多用途饲料树 (“空中牧场
”),家 庭 占

有的多用途树林,等等。

氵}么 农林系统应用热带山地开发利用还有



大量的实用技术。如:树木园与粮食生产 ,

绿色肥料和绿色地表覆盖物,林下 (或林间)

种植,人△

'L态
群落,林蜂系统 和l混 农 林

系统的薪炭林ΙL产 。
“民以食为天

”,笏j二 刂L界 的许多田家

每年不得不砍掉大片的森林或开毕新的土地

来生产粮食,有些 l山 区甚至无体止地向脆弱

的边际地带开发,而混农林系统应用于热带

土地的开发利用,不仅能∠L产粮食,而且能

生产其它林产 l吊 n更重要的是能保护我们赖

以生存的上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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