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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南大部地 区气候终年温暖
,

年平均温度

20 22 ℃
。

多数区域全年无霜
,

雨量充沛
,

年

雨量在 1 200 一1 800 毫米之间
,

年平均空气相

对湿度在 70 一80 % 左右
。

这种独特热带季风

气候
,

滇南湿热河谷类型
、

丰富的动
、

植物种

类构成了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
。

党和政府 为了更好地开发和保护这块 宝

地
,

投入 了巨大的人力
、

物力和财力
。

由于人

口的剧增及不合理的开发
,

造成珍贵生物资源

莫大损失
,

良性生态平衡受到破坏
,

森林过度

砍伐
,

不但粮食单产提不高
,

同时经济作物也

受到一定影响
。

为了探素热带山地一种比较合理的开发方

式
,

我们从六十年代开始
,

长期地对热带森林

定位观测的基础上
,

在滇南 山区和半山区进行

了部分有关山地利用方面研究
。

本文就对山地

开发中
,

经济
、

生态及其社会效益结合问题
,

作一些探讨
。

一
、

合理布局粮食生产是生态
、

经济和社

会效益结合的前提
。

滇南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居的地区
。

如西双

版纳州
,

在总人 口 6 9 万人中
,

傣
、

哈尼
、

拉

枯
、

布朗
、

基诺
、

瑶族 等少数 民族 占 “% ;

思茅地区有 23 种少数 民族
,

占总人 口 70 % 以

上
。

特别是山区
,

少数 民族尤其集中
。

解放前

傣族
、

布朗族仍处于封建领主经济阶段‘ 哈尼

族系封建领主
、

地主经济并存 ; 山区的其他兄

弟民族一一如基诺族等
,

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

的氏族或家族制 ; 均采取
“

直接过度
”

跨时代地
..

跳越
“

到社会主义之中的
。

因此
,

我们无论在

考虑开发或改革时
,

都应当考虑其社会基础和

生产 水平
。

— 2 0 一

由于滇南山地 占该地区 总面积的 95 % 以

上
,

山 区少数民族普遍采用
“

刀耕火种
”

办法
,

作为解决其粮食主要手段
。

而这种耕地一般产

量都 比较低 (旱稻 亩产平均仅有 10 0 公斤左

右 )
,

也不稳定
,

并且 由于水 土流失严重
,

其

产量随土壤肥力急剧下降而减低十分明显 (见
·

图 1)
。

旱稻 连 作三年 的产量 仅 为第一 年的

44 .2 %
,

到第 四年仅有第一年的 4%
。

过去为

了解决粮食问题
,

主要靠大规模的毁林烧山
。

仅从森林 资源浪 费方面看
,

其损失就十分严

重
。

19 8 2 年 4 月笔者在景洪县基诺区曼 卡乡

对当年砍倒的一块干性季节性雨林进行木材量

实测 (分别进行 2 次 面积为 3 0 汉 35 米 ) 结

果
,

平 均每 亩 仅计成 材 一项就 有 4 2. 2 立方

米
。

热带森林的木材及其林副产品的产值
,

不

仅每亩 10 0 公斤左右的稻谷的价值不能 比拟
,

就是其他终济植物的产值也是不容易达到
,

无

论从经济或种质资源损失都是惊人的
.

更严重

的是随着人 口 的猛增
,

森林 砍伐的面积越大
,

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
。

由于土壤肥力的急剧下

降
, “

种 一萝收一筐
’

的现 象很普遍
。

一 个寨

(村 ) 搬迁不到五年就跑到 20 公里 以外地方去

砍林种地
。

劳动时间多花在走路上
、

有些地方

不得不进行
“

搬寨游耕
’ 。

山穷势必 水尽
,

山区

毁林 同时影响坝区 生产
。

如励 海曼水库 19 7 0

年 水 深 7 米
。

由于 上 游 大量 砍伐 森林
,

到

19 7 8 年水深 仅有原来的一半
。

该 县的曼扫大

队
.

也因盲 目毁林开荒
,

造成 水源断缺
.

以致

良田荒芜
,

保 水田 减少 8 0 %
,

类 似的教训也

并非一个地方出现
。

然而
,

我 们也不能说有问

题就可以一 刀切
’ ‘

全部废除这 种生产方式
。 “

家

里有粮心里才不慌
” ,

粮食是宝中之宝
,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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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不 以人的意 志而转移 的
。

为了减少毁

林
,

国家也曾经同意过采用
“

供应
”

办法
,

解决

不足部分的粮食
。

有几年供应还搭一些面粉
,

有的干脆不来买
.

因为山高路远
,

背一天
,

还

不够 吃二 日
,

有的拿 回去
,

不会搞吃
,

煮 不

熟
,

少数还吃 了半生不熟的面鼓
,

生起病来
,

造成一些不 良影响
.

所以说
,

解决山区粮食问

题
,

不但涉及经济生态间题
,

也与社会安定和

民族 团结有着密切关系
,

是非解决不可 的大

事
.

问题是如何解决
,

通过什么途径解决
。

我

们近几年来
,

结合一些定位研究
,

曾对山区粮

食生产作过一些调查
。

山区兄弟 民族之所以对

轮歇山地实行
“

砍七不砍八
” ,

主要是解决土壤

肥力
,

杂草
、

以及病虫害问题
。

因为再好的地

连续种植二
、

三年后
,

土壤出现严重贫脊
、

杂

葡多
,

同时病虫害也严重
。

而丢荒七年以后
,

土壤肥力得到恢复
,

砍后一烧
,

肥料够了
,

病

虫害也相应在高温中得到控制
。

这种耕作方式

与
“

草田轮作
”

有其相似
。

如果在地广人稀的条

件下
,

问题不是那么突出
,

而人多地少
,

情况

就越来越严重
,

吃饭这个前提不解决
,

谈什么

森林保护都难于落实
。

山区群众在长期生产实

践中
,

并有一定经验
,

如景洪县动旺区普远乡

基诺族长期采用
“

旱稻

—
玉米一一黄豆

”

的豆

粮轮作制
,

砍林不多
,

却保 持产量相对稳定
,

应该说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之一
。

近几年来
,

本

所选 出木本绿肥
,

三四年就可以达到次生林在

轮歇期 ( 7 年 ) 的生物量
,

不但可以缩短轮歇

期一半
,

同时还可做饲料及放养紫胶 ( 因为这

些绿肥品 种是 良好紫胶寄主树 )
。

这种变
“

休

间
”

为
“

轮作
” ,

经 本所小面积试验后在勋腊
、

景洪
、

思茅
、

澜沧等地 已经推广
,

将为山地开

发中提供一项新的措施
。

二
、

充分发挥热带资源优势
,

因地制宜发

展经济植物
,

将经济与生态效益结合起来
。

热带地区的生物生产力是比较高的
,

类似

热带雨林的热带森林每年生物量高达 4 4 0 吨 /

公顷
,

分别为亚热带每年 3“ 吨 / 公顷和温带

34 2 顿 / 公 顷的 120
.

2 % 和 128
.

7 %
。

但热带地

区高温多湿
,

土壤冲刷严重
,

有机质分解特别

快
,

如果缺乏一个快速吸收的多层次的复杂群

落结构
,

有机质的含量再高
,

也无法充分的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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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了 早稻连作随肥力下降而减低

为了有效地发挥这些 良好的土地资源
,

对

发展经济作物问题
,

应该采取因地制宜的发展

措施
,

宜林则林
,

适药则药
。

如果我们过于强

调某种作物重要
,

就非把森林砍掉不可
,

那不

是明智的做法
。

因为除了潮湿沟谷可以发展砂

仁
、

萝芙木
、

白豆冠
、

香荚兰外
,

海拔较高林

下仍可以发展草果
、

重萎等重要香料或药材
,

略干一点的地区仍可种植千年健
、

省藤之类的

经济植物
。

在发展战略上采用多层多种复合群落组合

栽培方式
,

是一个方向
。

当地的少数民族
,

千

百年来就有这种多层种植习惯和经验
。

特别是

傣族村寨
,

到处都是果 ( 树 ) 药 ( 材 )
、

花卉

或其它经济植物群落组合栽培结构
,

既有较高

的收入
,

又点缀了民族美丽寨貌
。

下面我们从
/ 定位研究的结果看 ( 图 2

、

3)
,

其生态经济效

果是突出的
。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
,

热带森林保持水土能

力是最强的
,

每年冲刷量仅有 2. sk g / 亩
,

占

一 2 1一



单层橡胶林 17
.

Ik. g / 亩的 16 .4 % (单层橡胶

林 1 年的冲刷量相 当于热带雨林 6 年 )
。

如果

在橡胶林下层增加一层茶叶
,

其冲刷量下降到

5. O7 k. g / 亩 ( 比单 层 胶林 冲刷 量 相 对降低

ro % ) 若 与 刀耕 火 种 旱 稻地 相 比 (旱 稻 地

3 2 4 5
.

5k g / 亩) 其冲刷量可以减少数百倍
。

这

是由于群落层次增加
,

增强了地面植被阻截雨

水能力和下层植被栏蓄地表径流所起到保持水

土效果
。

据广东海南农场报导
,

大面积胶茶群

落地段 蒸 发量 (比旷地
、

下同 ) 减少 40 %
,

相对湿 度提 高 2. 0 %
,

高温 季节气温低 3
.

3一

5
.

5亡
,

风速年平均减少 5 倍
,

生态效应尤 其

明显
。

17 5. 5%
。

如果与当地刀耕火种 比较 (旱稻以

13 0 公斤 / 亩计 )
,

则相当于其产值的 25 倍左

右
。

据资料
: 遮放农场橡胶林下间种一层砂

仁
,

亩产值比单层橡胶林提高 3. 5 倍 ; 广东幸

福 农 场 在 橡 胶 园 间 种 菠 萝
,

每 亩 可增 收

2 7 1
.

10 元 / 亩 ; 广东中建农场在橡 胶园 中间

种 巴戟
、

每亩可收干根 2 7 0 公斤
,

产值 4 0 5 0

元
,

扣除成本外
,

仅巴 戟一项可净增 2 500 元

/ 亩
口

以上都表明采用群落组合栽培方式
,

无

论从生态环境的改善或从单位面积经济效益提

高方面看
,

其效果都是 比较明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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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不同群落结 构冲刷量比较 ( 西双版纳 产

图 3
,

是列举几组不同群落组 合结构在单

位面积上产值比较
.

可以看出
,

各群落组 合产

值虽然不
一致

、

但就其单位面积产液说
,

各个

群落组合产值
、

均 比单 一种植 方式
;;熟 橡胶一

一金鸡纳群落
,

橡胶

—
萝芙木群落

、

橡胶一

一 千 年 健 群 落
,

分别 比 单 层 橡 胶 林 高 出

35 .9 %
,

2 9
.

7 %
。

胶 茶群落更为突 出
,

每亩产

值分别 为单层橡 胶林 和纯 茶 园的 2 31
.

5 % 和

一 2 2 一

图 了 不 同群落单位面 积产值比较 ( 云南西 双

版纳 )

三
、

注重长短结合及提高社会效益

随着经济振兴
,

人们对经济重要性已经较

快认识
,

即使在边疆的民族地 区
,

从坝子到山

区
,

大家对发展经济
,

走富裕道路的心情也很

急切
,

这是一种好的现象
。

其问题还必须有一

个正确引导
。

有些村寨农 民为了找钱
,

采取弃

农经商甚至外出做包工
,

这不利于我们山 区开



发 当然我们要把 !川们均剩 余劳动 力 i吸引住
,

也 必 须要 一 定措 施 笔者 认 为
、

在 山 区开 发

中
.

注重长 脚结 合
.

和提 .f万社 会效益足重要的

方血 经济 植物 种植业
.

件往周期长 投资

多
.

见效慢
,

{主了主使 / 、信心 不足或小感兴趣
_

淌若 采用多堪多种群落结钩种植 方式 加强 单

f妞可积 空 问的利用
,

效益 高
、

容纳 劳动力 也

多
,

实际 L就 为多余的劳动 力找到出路
。

海南

岛在 卜多年时n弓仅胶茶群落组合结构就发喂到

20 余万亩
.

除 了只
.

有较 高经济 欢益外
,

能 够

容纳人量劳动力
,

解决人批 寿年就业问题
.

也

是其重要 原因之 一
。

同时
,

采用群落组合栽培

结构
,

还 具有
”

以饭养长
”

的优越性
‘

再说胶茶

群落中的茶叶
,

在种植后的较加目寸问内 ‘一般

2一 3 年 ) 就开 始有收人 橡胶投 产 前
,

用 茶

叶的收益
、

可以 解决橡胶管理 费用的人部分
,

农村容 易接受 有些 少数民族村寨还用胶茶收

人解决农业生产 中的部分农药
、

和Lt 成问题
.

相

应对农业也起着促进 的作用
。

所 以建
、

)
_

了这样

收益高
.

得利长的固定生产 基地之后
,

当地的

少数民族住地就逐步定居 下来
。

如景洪县曼 仁

(基诺族 )
’

!
一 , ,’j: 队

,

从 19 6 5 年建
、

,l1 / 、 1’- 群落基

地以 来
、

实现 了耕地因定
、

人定居
,

近二 十年

来
一

直术搬过寨二 励猎县 一 个爱 尼山寨一一会

邦生 产 队
、

原来也习 惯 于游耕生活
,

19 76 午

在新搬 寨地 建 扭了这种基地后
、

19 7 8 年茶叶

就有了收入
,

口前胶茶并茂
.

年年丰收
、

完全

实现定居 这种变游耕为定居
,

无论对于繁荣

1IJ 区经济建设或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都 具有重

要仓 义
。

j,LJ 刁
、

结 ’。i寸论

绮 卜听述
,

合理开发热带地区是我国重要

策略之 一
,

历来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
c

为了开

发热带的合理性
、

笔者从数 卜年定位研究及调

查中所取得论据
,

对滇南地区 山地开发提出经

济
,

生态和社会效益结 合问题的论证
。

在开展的具体做法 方面
,

提出用
~

轮作
”

代

替
..

轮 歇
’

(休问 )
.

在改革耕作制度以 解决粮

食日给的基咄 卜 囚地制宜 宋明琳挤组 f幸裁培

方
J

一

了 做保护环境
,

以 勿 养 长
,

I
一

之万, 结 念
.

既

促进边疆 兄弟民 族变游拼为定 ) ,

{
.

也增纽!渔七收

人
.

这 龙论 讨 J
几

维扣
”

热带地 区的
’

!
一

态 j州听或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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