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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干旱河谷特点与治理途径

刘 伦 辉 张 建 华
(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 )

所谓干旱
,

系指对中生植物难以利用天然降水完成正常生命周期的统称
。

在气候学

上通常采用年降水量与年蒸发力之比值一湿润度或干燥度为指标
,

区分为极干旱
、

干旱
、

半干旱不同的等级
。

其中 W al ton (1 9 7 1) 通过对世界范围干旱区的研究分析
“’,

拟订的

湿润度指标是
,

< 0
.

03 称极干旱区
,

植物不能生长
,

更无农牧活动出现
; 0

.

03 一 0
.

2 称

干旱区
,

仅有肉质灌丛与一年生植物生长
,

常有游牧活动
,

不能开展农作
; 0

.

2一 0
.

5为

半干旱区
,

自然植被为干草原或稀树干草原
,

牧业可 以定居
,

也能开展旱作农业
; 0

.

5 一

0
.

75 为过渡性偏干地区
,

一年中湿润度变化显著
,

实际上为季节干旱的半湿润地区
,

天

然植被发育繁茂
,

农业活动频繁
。

而罗顺富等
〔’〕

(1 982 )
,

通过对川西干旱河谷的研究
,

提出该区干旱的划分标准为
,

< 。
.

13 称极干旱区
,

0
、

14 一 0
.

30 为干旱区
,

0
.

31 一 0
.

60 为

半干旱区
。

云南地处低纬度热带
、

亚热带季风区
,

年雨量一般为1 0 0 0 一 1 5 0 0毫米
,

少于 8 00 毫

米的干旱少雨地段
,

仅在某些河谷底部局部出现
,

而且多以季节干旱的形式表现出来
,

实际上属 半干旱或季节干旱地区
。

只因其分布于河谷地带
,

故统称为干旱河谷地区
。

一
、

云南干旱河谷的概述

云南属多山的高原地区
,

全省 归属于六大水系
,

河谷区域极为广泛
,

海拔高差与水

热变幅也较大
。

现以各代表地区的气候资料为依据
,

地表植被分异为标志 (表 1 )
,

按照

罗顺富
〔, ’

对川西干旱河谷的分级标准
,

参考 W al to n ‘’〕

的分类指标与植被特征
,

拟定了

云南干旱河谷的类型划分
。

其中按年平均气温20 ℃夕10 ℃积温7 000 ℃为限
,

区分为热性

与暖性两大类
,

每一类又按年均湿润度和干旱期长短
,

区分为半干旱
、

干旱
、

极干旱的

不同类型
。

本次划分是根据中生植物对水分要求的特点
,

强调了湿润度在 0
.

3 以下干旱

期持续时间和极干旱指标出现情况作为地域归并的依据
。

如元谋
、

渡 口两地
,

若按年均

湿润度指标
,

应归属于不同的类型
,

但按干旱持续一致的原则
,

无疑应归并同一类型
。

现分别简述如下
:

1
.

热性河谷

年平均气温20 ℃ 以上
,

夕10 ℃积温 > 7 0 00 ℃
,

其中再按湿润度与地表植被之不同
,

分为两个亚类
。

(l) 干热 河谷 年雨量 < 800 毫米
,

年均湿润度二 。
.

3
,

其 < 0. 3的干旱 月在 7 个月

左右
,

而且多数时间达到 < 0
.

13 的极干旱程度
。

相反
,

> 1
.

0的湿润月多不足 1 个月
,

全

年表现为干旱缺水环境
。

自然植被主要为荒漠灌丛与矮林
。

目前多为明油子 刀次白n

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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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T a b
.

云南干旱河谷代表地区水热资料及植被一览表

Sta ti stie d a ta o f the te m 沐ra t

ure
,

h u m id ity a n d

v e g et a tio n s in v e

rio
u s d ry v

all
ey o f Y u n n a n

河河 谷 类 型型 千 热 性 河 谷谷 干 暖 性 河 谷谷

亚亚 类 型型 干 热 河 谷谷 半 干 热 河 谷谷 干 暖 河 谷谷 半 干 暖 河 谷谷

代代 表 地 点点 巧 元 渡渡 怒 红 元元 奔奔 新 宾 南南

家家家 谋 口口 江江 子子 村 川 洞洞

坝坝坝坝 河 江江 栏栏栏

年年平均气温 (℃ ))) 21
.

1 2 1
.

8 20
.

333 2 1
.

5 2 0
、

3 2 3
.

777 14
.

555 2 0
.

0 1 7
.

8 1 9
.

000

))) 10 ℃积温 (℃ ))) 7 2 9 9
,

4 7 9 96
.

1 7 3 5 1
.

999 78 0 0 7 1 0 8 8 7 08
.

999 4 4 5 8
.

333 6 7 0 3
.

9 5 9 1 9
.

7 6 6 43
.

000

年年均雨量 (m . n ))) 7 9 0() 6 34
.

0 76 1
.

666 7 5 1
.

4 8 6 6
.

6
·

8 0 5
.

111 3 2 4
.

777 7 0 0 5 5 6 7
.

0 7 0 9
.

333

湿湿湿 年 平 均均 0
.

4 9 0
.

2 7 0. 4 111 0. 5 3 0. 5 9 0
.

5 333 0
.

1 999 0
.

4 0 0
.

3 9 0
.

4 777

润润润 哭0
.

3 (月数))) 5 7 777 6 4 444 l000 5 7 777

度度度 > 1
.

0 (月数))) 1 0 111 3 1 000 lll 0 2 444

主主要植被类型型 稀树灌木草丛丛 河谷季雨林林 小叶具刺灌丛丛 扭曲云南松林林

肉肉肉肉质刺灌丛丛丛 干旱禾草草丛丛

代代 表 植 物物 明 油子
、

余甘子子 余甘子
、

虾子花花 小叶马鞍叶叶 云 南 松松

铁铁铁橡寸乐
、

黄茅茅 云香草
、

黄茅草草 细叶野丁香香 余 甘 子子

孔孔孔颖草草 霸王鞭
、

仙人掌掌 白刺花
、

眠谷木兰兰 黄 背 草草

a ng us ttf0 ll’a)
、

余甘子 卿夕撇th us em blico 夕
、

铁橡栋 ‘Q

~
coc afe

ro 洒es)
、

黄茅 ‘He 切呼0g0
“

con to 雌us)
、

孔颖草 (B0 th 万仇滋l0a 加rt 之ISa) 等灌木
、

草丛所覆盖
。

农作有双季稻
,

反季蔬菜
、

甘蔗
、

花生
、

柑桔
、

西瓜等
。

主要分布在金沙江中段海拔8 00 一 1 300 米的元谋
、

巧家
、

渡

口一带 (附图 )o

(2 ) 半干热河谷 年雨量 7 0 0 一 9 00 毫米
,

年均湿润度0
.

51 一 0
.

60
,

其中 < 0
.

3 的干

旱 月达 4 一 6 个月
,

极干旱 月为 1 一 2 个月
,

湿润月不足 3 个月
,

属干长湿短的生境类

型
。

自然植被以河谷季雨林或稀树草原为主
。

目前多为余甘子
、

虾 子 花 (防州户rdia
加t如sa夕

、

云香草 (C.
m boP0g o n

dt’s 勿ns)
、

黄茅等耐旱灌木草本茂密生长
。

另外
,

霸 王 鞭

阴矽八or6 l’a 渺如na)
、

仙人掌 (OP un 油 m 口na ca 。动司有时在餐沟两侧或乱石堆上形成单优群

落
。

农作以甘蔗
、

双季稻和冬季蔬菜为主
,

山坡地多种植咖啡 r吻物
a ra 吞t’ca)

、

忙果{3妇心
-

zfe ra in di 比夕等经济植物
。

主要分布在怒江河谷怒江坝一带
,

海拔 600 一 1 2 00 米
,

元江河

谷的南沙至水概 海拔350 一 900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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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翻
干热河谷 匿到半千热河谷 瞬绷半干田可谷 区团 千暖河谷

云南干旱河谷分布示意图

D istri b u ti o n al d la gr e a m m a P o f th e d r y vall
e y in y u n n a n

2
.

干暖性 河谷
年平均气温 < 20 ℃

,

夕10 ℃积温 < 7 0 0 0℃
,

再按湿润度与现有植被之不同又分为两

个亚类
:

(l) 干暖河 谷 年平均气温1 4 一 1 6oC
,

夕IOoC 积温4 0 0 0 一 6o 0 0 0C
,

年雨量3 0 0 一 5 0 0

毫米
,

年湿润度 < 0
.

3
。

1年中仅有 1 个月属多雨潮湿环境
,

有 8 个月处于无雨干旱状态
其中 < 0

.

1 3的极干旱期长达 7 个 月左右
。

天然植被以小叶型稀疏荒漠灌丛的落叶丛生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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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为主
,

其特征是植株矮小
,

覆盖度小
,

多半年处于停止生长的休目民状态
。

当前主要酬
小叶马鞍 (Ba uh l’n ia fa俪 va

r
.

m ic r0P 人)卿
、

细叶野丁香 阵eP to de 舰l’s m t’c r0P hy柳
、

眠谷木兰

伽吻ofe ra 如瘫lla ta)
、

白刺花 阴叻存
口、 da 。

诚{ 等组成的疏灌丛所覆盖
。

农作方面
,

仅在

有灌溉条件的平缓地带种植水稻
、

玉米
、

小麦
。

千暖河谷主要分布于滇西北的澜沧江
、

金沙江偏北峡谷地带
,

海拔1 9 0 0 一 2 9 0 0米一带
。

(2) 半干暖河谷 年雨量5 0 0 一 750 毫米
,

年均湿润度0
.

31 一 0
.

60
,

< 0
.

3的干旱月为

4 一 7 个月
,

其极干旱达 3 一 4 个月之久
,

而 ) 1
.

0的湿润月 4 个月左右
,

属于一种明显

的季节干旱环境
。

天然植被多以云南松 r乃力us 州
n na ne n

网
、

余甘子
、

黄背 草 ‘几em 碗
t而

n

dra va
r

.

卿0n 训
、

黄茅组成稀树灌木草丛为标志
。

不过
,

目前由于上层乔木被毁
,

常由林下禾草代替更为普遍
。

农作以水稻
、

玉米为主
,

甘蔗种植也十分普遍
,

但由于水

分不足
,

单产不够稳定
。

半干暖河谷主要分布在澜沧江
、

元江等河谷局部地段
,

以及各

大江河支流的低地坝区
,

如南涧
、

宾川
、

新村等地
。

二
、

干旱河谷植被的主要特征

地表植被作为一种可见的自然地理景观要素
,

常常被直接或间接地用似对某一地区

的 自然资源作出相应的分类与评价
。

那么
,

干旱河谷植被又有什么样的特征 ?

1
.

分布地段上的局限性

在云南的干旱地区
,

仅有限地出现在 某些深切河谷底部
,

多呈断续的时隐时现分布

(表 2 )
。

其分布的海拔范围与植被差异
,

大致以2 8o N 为界
,

南部 为干 热性河谷
,

间断分

表 2 云南干旱河谷的类型与分布
岌

T a b
.

2 T yPe s a n d d istri bu tio n o f the
dr y v

all
ey o f Y u n n a g

类类 型 名 称称 分 布 河 段段 海拔范围 (米 ))) 江面长度 (公里 ))) 面积 (平方公里 )))

干干 热 河 谷谷 金沙江 永善码口一丽江金江江 8 0 0一 1 30 000 5 4 000 12 0000

半半 干 热 河 谷谷 元江
:

元肠南沙一新平水塘塘 3 50 一 9 0000 1 8000 10 0 000

怒怒怒江
:

施甸费通一保山芸宽宽 6 00 ~ 1 20 000 8 000 3 8 000

半半 干 暖 河 谷谷 金沙江
:

永善佛滩一永善码 口口 60 0 一 8 0000 1 1888 1 5000

丽丽丽江金江一丽江大坝坝 1 20 0一 18 0 000 2 1222 4 0 000

小小小江河
:

东川大树一金江江 口口 80 0 一 12 0 000 5 555 5 2 000

宾宾宾居河
:

宾川坝以下下 10 0 0一 1 50 000 4 666 5 8 000

元元元江
:

新平水塘一楚雄清水河河 80 0 一 12 0 000 10 777 4 2 000

澜澜澜抢江
:

兰坪石登一兰坪旧 州州 12 0 0 一 16 0 000 1 1000 12 0 000

干干 暖 河 谷谷 金沙江
:

德钦拖顶以北北 1 90 0 一2 9 0 口口 17 000 1 1000

澜澜澜沧江
:

德钦燕门以北北 19 0 0一 2 8 0 000 1 1000 9 555

合合 计计计计 1 68 888 4 9 7 555

,

本表元江面长度与面积
,

系采用50 万图幅粗测
,

误差较大
,

仅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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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于怒江河谷海拔6 0 0 一 12 0 0米
,

元江河谷3 5 0 一 9 0 0米
,

金沙江中段8 0 0 一 1 3 0 0米
。

北部

为干暖河谷
,

分布在各大江上游峡谷
,

海拔1 9 0 0 一 2 9 0 0米
,

个别地区上升到3 0 0 0米
,

金

沙江下游则分布在600 一 800 米
。

2
.

植物群落外貌随干湿交替变化明显

干旱地区植物的萌发
、

展叶
、

开花
、

结实
、

落叶与休眠都与干湿交替的气候相一致
每当雨水来临植物抽枝展叶

, ‘

很快形成一片嫩绿景色
,

继后转人干旱无雨季节
,

多数植

物又枯黄落叶
,

或地上部分死亡
,

显示毫无生气的干枯景象
。

这种植物群落外貌随干湿

而交替的特点
,

是所有干旱河谷的共同特征
。

3
.

群落垂直分层单一
,

木本植物矮化而散生

干旱地区水分不足使植物生长受到限制
。

这种限制不仅表现在种类贫乏
,

也极大地

影响到植物对空间的有效利用
。

通常在干旱河谷中生长的木本植物
,

其高度多局限在 1

一 3 米范围内
,

多由灌木
、

草本构成主层次
,

矮化树木从中散生
,

构成稀树草丛景观
。

不过
,

目前由于人为干扰
,

树木不复存在
,

形成灌草丛景观更为普遍
。

4
.

由中生植物群落组成
,

旱生形态突出

由于本区干旱河谷只具有半干旱或季节干旱属性
,

因而长期发育的天然植被
,

多由

中生植物组成
,

但旱生形态突出
。

(1) 树木矮化
,

分枝密集
。

如常见的青香木 厂几
‘ta血 ~

m an n
,fo ll’a)

,

当长在干暖河

谷中
,

植株高度仅 1 一 2 米
,

呈灌丛状
。

然而在 紧靠南部的半干暖河谷中生长的植株
,

长到 了 5 一 10 米高度
,

呈弯曲矮林存在
。

同种植物生长在湿润环境下
,

树高达20 米以上
还可形成高大茂密的纯林

。

有趣的是
,

最干旱地奔子栏生长的细枝篙 阿
犷介阴俪 sP. 夕

、

头

花香苇 l及功
口
ltz t’a caP itu lig

e r
a)

,

植物体常由无数细小分枝相互交织
,

构成半球体形状
,

更

能适应干旱环境
。

(2) 叶 片细小干季脱落
。

如余甘子
、

虾子花
、

细叶野丁香
、

眠谷木兰等
,

也是适应

长期干旱的一种反映
。

(3 ) 如虾子花
、

眠谷木兰
、

构子木 (C0 to nea s
ter 尽功

.

夕
、

白叶 获 (Ca 秒0P 加后 f0 , tii) 等
,

全株披灰白色茸毛
,

而 白刺花
、

刺枣 此彼劝为us m au 碗纽na)
、

金合欢 阵ca 痴 fa
~ na)

、

铜钱树 (Pa liu 哪
口

枷ta 脚
、

蔷薇 (R
osa sPP .)

、

小孽 (Be r6e 廊 sPP .) 等
,

植物体又具有枝刺

或叶刺
,

从而增加阳光反射
,

减少蒸腾
,

有抵御干旱
、

防止牲畜危害的作用
。

(4 ) 如霸王鞭
、

仙人掌
、

景天 份血m ery th二忿介细功夕等肉质植物
,

本身具有旱生内

部结构
,

最能适应干旱环境
。

(5) 还有一种吸湿反苏特征
,

如久死还魂草 (se 勺i九e山 勿nza 泊ra’肋 var
.

Pu 俪
a
叼

、

石胆草 (Co ra ll’劝流u s

少be汤 t叫 等丛生草本
,

通常在无雨干旱时期
,

植物体总是紧 缩卷

合
,

处于假死状态
,

一但雨水来临
,

一夜间可以伸展分开变为绿色
,

对短暂的水湿条件反

应十分敏感
,

这也是干旱环境的特有生态现象
。

三
、

对云南干旱河谷改造治理的意见

干旱河谷地区
,

具有光热充足
、

昼夜温差大等有利气候因素
。

但降雨少而集中
,

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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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土层薄
,

再加上冬温较高
,

病虫害突出
,

人 口集中
,

牧业活动频繁
,

山火经常发生
,

伐薪面逐年扩展
,

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

因而发展农业生产难度较大
。

在这种情况下
,

如

何去弊益利
,

对于不同的干旱河谷地区
,

确有着相似的治理途径
。

总方针可归纳为两方

面
:

一是兴修水利
,

种
,

增加土壤持水量

程措施并重的办法
,

增加蓄水
,

解决水源不足问题
;
二是包括种植需水量较少的旱作品

,

改变环境质量等生物措施
。

下面将从生态学角度
,

提出几点治理设想
:

采用生物与工

1
.

从山地整体着眼
,

合理布局农业生产

现有云南各地的山地
,

几乎都由三种不同利用方式的土地组成
。

上部为森林
,

下部

农耕基地
。

中部多是放牧
、

伐薪和种植经济林木的地方
。

三者共同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

整体
。

比如元江地区
,

本属亚热带山地环境
,

具有背靠哀牢山
,

脚踏元江河属典型的山

谷地形
。

山地上部多雨
、

风大
、

气温低
、

光照少
,

不利于粮食生产
,

但适合某些树木生

长
,

多由茂密的森林覆盖
。

当地为解决山下水源不足
,

选择一些有利地形修水库
,

并有

计划搬迁林区农户
,

大搞营林
、

护林
,

从而把山地上部建成一个大型的综合性水库
。

山

下有水
,

一切可垦荒地得到充分利用
。

再结合土壤改 良
、

品种搭配
、

耕作制度的改进而

形成了一套 瓜(西瓜 )
、

稻
、

菜
,

或稻
、

稻
、

菜配搭的耕作制度
,

使干热坝区农业生产得

到发展
,

经济效益十分明显
。

同时在平缓山坡发展忙果等
,

收益也较显著
。

至于半山区
,

主要以控制放牧
,

大搞草山改良
,

发展经济林木
,

适当开展旱作
,

重视保护环境等生态

措施
,

使整个地区形成一种较合理的立体布局
,

对提高区域经济效益起到了积极作用
。

2
.

大力发展经济林木
,

逐步压缩山羊头数

放养山羊是 目前干旱 山坡利用的主要途径
。

但山羊食性杂
,

活动范围大
,

除啃食青

草
,

拔吃草根外
,

树叶也是它的好饲料
。

同时
,

山羊对土壤有很强的破坏力
,

这对于林

业生产和水土保持极为不利
,

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土地利用方式
。

因此
,

应提倡大力发展

多年生木本油料植物
。

如干热地区发展小桐子 (Ja tr0P ha 。化赵习
、

西蒙得木 子占f功m 口彻肠d

ch ine n

列
、

干暖河谷种植核桃 {鞠勿ns reg ia)
、

油橄榄 {o lea eu呻
a

ea) 等
。

这样
,

不仅绿化

了荒山
,

也弥补了由于减少山羊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

具有显著的生态
、

经济和社会效益
C

3
.

绿化荒山要有长远战略眼光

干旱河谷地区
,

由于土壤稀少
,

水分奇缺
,

荒山植树种草
,

需有一套合适的措施
。

据有关方面试验结果
,

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

(l) 采用适地适树
,

多品种混播技术
。

这种方法是应用耐旱木本与草本植物多品种
、

高密度同时混播
,

然后在 自然选择下形成稀树灌木草丛景观
,

以后再逐步发展经济作物
。

如干热河谷应用明油子
、

余甘子
、

扁担杆 (a , 。ia cel ti成fo ll’a)
、

合欢 (A lb诚ia j’u lib 泊滋n)
、

金合欢
、

殃青 阅
口2加烤ia 父em

a

oen 列 等木本植物与 多种禾本科
、

豆科植物
,

采用大塘混

播效果较好
。

而干暖河谷试用扁柏 厂肋ty山tuS ~
勿lfr)

、

冲天柏 犷乙吵ress us 价拓10o na)
、

藏柏 (sa bin 。
肠et ica) 和 白刺花

、

崛谷木兰
,

以及多种禾草混播也可望成功
。

(2) 先易后 难
,

逐步绿化
。

任何山地
,

具有以水热为中心的上
、

中
、

下三种立体环

境
。

大致山麓
、

平坝和缓坡
,

土层厚
,

水湿条件好
,

对其保护与经营较方便
,

植树造林

易见成效
;

‘

土地上部气温低
,

雨量较多
,

现有植被也较好
,

森林的天然更新比较容易
;

山地中部气温较高
,

土层薄
, ”

人为影响严重
,

生境退化突出
,

种草植树最为 困难
。

因此



4 期 刘伦辉等
:

云南干旱河谷特点与治理途径

采用先绿化山体上下两头
,

使中间地带形成林间草地的环境
,

绿化也就 比较容易了
。

这

方面
,

元谋
、

渡 口 已先后作出了较好示范
。

4
.

兴修水电
,

尽快实现以电代柴的战略布局

干旱河谷地区人 口集中
,

山地绿化难度很大
,

薪柴缺乏是一个突出问题
。

目前生活

能源主要靠上山砍树解决
。

据调查
,

每个农业人 口平均每年需0
.

8 一 1
.

0立方米木材作燃

料
。

按每个小村寨 10 0 人计
,

每年需消耗80 一 100 立方米木材
,

折合中等云 南 松 老林

(10 0年生
,

30 立方米/ 亩 )需 3 亩林地
,

再加上建房及生产性用材
,

每年至少毁林 5 亩
。

近山伐光了
,

只好往深山推进
。

这就大大加剧了对地表植被的破坏
,

使各地林木生长下

线逐年上升
,

生态环境 日趋恶化
。

比较可行的办法是走以电代柴
,

积极发展薪炭林和开

发太阳能利用的新路子
。

也只有这样
,

才能达到保护森林
,

逐步实现山地生态系统良性

循环的 目的
。

5
.

解决交通
,

适当集中居民点
,

大力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云南的干旱河谷
,

地形破碎
,

交通不便
,

而且多数居住着少数民族
,

村寨特别分散
,

科学文化十分落后
,

人 口低素质
。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

首先必须适 当集中分散居住的农

户
,

逐步解决交通问题
,

普及科学文化
,

强化商品经济观念
,

逐步发展乡镇企业
,

将所

生产的农副产品加工成商品出售
,

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

只有这样长期坚持下去
,

才有可

能达到脱贫致富的战略 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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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第二届青年地理工作者

学术讨论会在华南师大召开

广东省地理学会第 2 届青年地理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于 1 988 年n 月20 日在华南师范大学举

行
口

会议共收到论文32 篇
。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广东省高校
、

科研等 18 个单位的代表54 人
。

广

东省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温长恩研究员和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
、

省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刘南

威教授应邀出席了会议
。

会议以环境与生态
、

自然地理学
、

区域研究及中学地理教育为主题进行了大会报告和分

组深人讨论
,

提出了不少新的论点
,

有了较深刻的见解
。

体现青年地理工作者思想活跃
、

基

础扎实
、

科研能力较强等特点
。

会议为青年地理工作者探讨学术
、

交流思想
、

沟通联系等方

面提供了充分条件
。

会议增补了新的理事
,

成立了以田向平为主任委员
、

袁晓华
、

王伟臣为副主任委员
、

王

良平
、

郭有立
、

欧阳南江
、

张虹鸥
、

韩延为理事的领导班子
。

会议初步决定第 3 届青年地理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将于 19 8 9年底或 19 90 年初由广州地理所

主持召开
。

号召广大青年地理工作者积极准备
,

争取提交更多更好的学术论文
。

袁晓华 王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