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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南热带山区生态村建设¹

汪汇海 李德厚 王平华
(中国科学 院昆明生态研究所)

摘要 本文分析了淇南热带山 区 目前存在 的问题
,

并提 出了生态村建设的指导思想
、

目标
、

技术路线和研究方

法
,

通过三年的生 态村建设研究
,

取得 了明显的经 济
、

生态和社会效益
,

为澳南热带山 区边挂少数民族的脱贫致

害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

并对周边邻 国相似的地 区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关键词 淇南热带山 区 生态村建设

巴奇寨试验点概况

L l 基本情况

巴奇是景洪县嘎洒 乡的一个山 区村寨
,

位

于澜沧江 以南
,

海拔 90 Om 左右
,

民族 以援尼

族为主
,

共 43 户
,

人 口 共 259 人
。

该村 以旱

地为主
,

占耕地 98 % 以 上
,

按人 口 平均每人

占有耕地 2
.

7 亩
、

轮 歇地约 6 .0 亩
、

水 田 0
.

1

“

31 4 6
”

项 目的全部材料
,

结合我考 察过的普

定
、

弄拉
、

清远
、

毕 节
、

赫章等一 批典型来

看
,

我认为
,

那些认识和开发思路及相关对策

建议都是对的
。

比如 : 岩溶地区 既有很多的劣

势
,

又有很大 的发展潜力 ; 应根据七个气候带

和不 同的地下资源分布及所处区位
,

因地制宜

确定发展项 目; 有条件的地方
,

要争取粮食 自

给
,

务必抓好
“

温饱工程
’

; 要走人 口
、

粮食
、

生态
、

经济协调发展的道路 ; 对一方水土难于

养活一方人的地方
,

要适 当移 民
,

异地脱贫 ;

山区与平坝
、

贫困地 区与经济发达地区开展资

源互补
、

互利合作
,

搞活要素
,

把资源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 ; 生物 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
,

增加开发的科技含量 ; 首先抓好短平快项 目的

发展
,

尽快解决温饱 ; 正确处理好富县与富民

的关系
,

把富民放在首位 ; 大力发展扶贫经济

实体和龙头企业
,

带动和夜 盖农户 ; 实行综合

输人
,

使经济和社会共 同发展
,

求得经济
、

社

会
、

生态三个效益的统一 ; 发扬 自力更生
、

艰

苦奋斗精神
,

农 民是投人的主体等等
.

当然这

些认识还要根据新的变化不断充实和完善
。

现

在
,

岩溶地区该不该治理
,

能不能开发的问题

认识上已基本解 决
,

一些不 同的观点和主张可

以继续探讨
,

留待实践去统一
,

关键在于真抓

实干
。

反映困难
,

要求加重扶持是必要的
,

但

把 困难看得过重
,

只说不干
,

两眼向上
,

也是

无所作为的表现
。

这个风气也应引起正视和警

惕
。

我们当前的任务是
,

要切实加强领导
,

进

一步解放思想
,

按照人 口
、

粮食
、

生态
、

经济

协 调发展的原则
,

在 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导下
,

立足资源
,

面向市场
,

找准开发的路子
,

从上

至下订 出长期 的开发规划和近期的实施计划
,

首先着眼于停止生态破坏
,

尽快解决温饱
,

同

时调整产业结构
,

使这些地 区逐步走上 良性循

环
,

进而脱贫致 富
。

制定和实离这个计划是一

项科学的系统工程
,

需要各种学科的配合和指

导
,

才能取得好 的综合效益
.

我希望这次 讨

会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

集思广益
,

为岩溶

地 区 的经济开 发提 出深层次 的更多 更好的建

议
,

为落实 《国家八 七扶贫攻坚计划》
,

促进

岩溶地 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

做出新的贡献
.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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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

据 19 8 7 年嘎洒 乡政府资料统计
,

巴奇寨

旱 稻 平 均 亩 产 为 12 0 k g
,

人 均 占 有 稻 谷

32 2k g
,

年人均毛收人仅 2 97 元
,

是景洪县较

贫困的寨子之一
。

Ll 存在问题
L 2. 1 不合 理的耕作方式 目前该地 区 旱地

农业仍沿袭着原始的
“

毁林开荒
、

刀耕火种
、

游耕轮歇
”

的耕作方式
.

这种耕作方式
,

在人

口密度小
、

森林夜盖面积大的情况下
,

有它的

实用性
,

但在人 口剧增
、

耕地
、

轮歇地和森林

面积迅速减少的情况下
,

耕地面积与轮歇地面

积比例失调
,

已无更多的土地用来轮歇和休养

生机
,

也无法依靠 自然力量恢复地力
.

加之
,

这种耕作方式加速了水土流失和土壤退化 的进

程
。

因此
,

改革这种不合理的耕作方式
,

势在

必行
。

L 2. 2 单一的种植结构 本寨 主要 以种 植业

为主
,

在种植业 中
,

粮 食 生 产 占总 产 值 的

76
.

15 鱿
,

其农 产品十分单一
,

均以初级产品

投放市场或 自给
,

因此
,

农 民的收人很低
。

而

粮食生产也完全依赖 自然恩赐
,

风调雨顺年
,

粮食自给有余
,

若遇旱
、

涝
、

虫
、

病灾年
,

就

依靠 国家救济
。

L 2. 3 森林 资源开发
、

利 用不 当
,

造成 生态

平衡失调 由于毁林开荒扩大耕地面积过甚
,

人 口增加
,

过度樵采和乱砍乱伐等原因
,

使森

林植被受到严重破坏
,

造成森林硬盖率急剧下

降
,

由解放 初期 的 50 % 迅 速降到 19 8 7 年的

25 %
。

昔 日热 带森林景观
,

如今 已变成荒 山

秃岭景象
。

森林生态系统的绿色屏障作用被削

弱
,

生态环境更加脆弱
,

抗灾能力下降
,

风
、

旱
、

涝
、

虫
、

病害频繁
,

水土流失加剧
,

土壤

肥力衰退
,

土地生产力越来越低
。

2 生态村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指导思想
,

走生态农业之路
。

按照生态效益
、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增长的要求
,

最终建

成一个生产力高而稳定
、

农业资源得到充分利

用和保护
、

生态环境向着 良性循环发展
、

环境

优美的生态村
。

生态村建设是以生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

3 生态村建设的技术路线和方法

(l) 遵照从
“

实际 出发
,

因地制宜
”

的原

则
,

采用多种
、

多层
、

多熟耕作方法
,

充分利

用光
、

热
、

水
、

土等 自然资源
,

提高土地利用

率并使土地永续利用
。

(2) 采取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方法
,

培肥

地力
,

固定耕地增加粮食产量
.

(3) 实行
“

以短养长
,

长短结合
’

的原则
,

把生态效益和经挤效益结合起来
,

把发展生产

与改善和提高环境质量联系起来
,

帮助群众依

靠 自己的力量
,

脱贫致 富
,

提高 自养
、

自富能

力
。

(4 ) 综合运用 已 有的经验和所 获得 的成

果
,

最终建成一个稳产高产
、

低耗高效
、

协调

无害
,

具 良性循环的生态农业样板
。

4 生态村建设的内容

4
.

1 合理开发利用 自然资源
,

建立 高效
、

优

化的种植模式

种植适宜当地生态环境的作物 品种
,

并根

据作物 的生态特性搞好最 佳的立体和时间的布

局
,

建立高效的人工生态农业系统
,

以固定更

多的太阳能
,

生产更多的生物产量
,

创造更好

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

4
.

1
.

1 旱地轮歇耕作制的改革

(l) 在轮歇地上种植多年生木本豆科绿肥

大叶千斤拔
、

思茅葛并在其行间进行套种粮食

作物
,

以提高土壤肥力
,

缩短轮歇丢荒时间
,

提高土地利用率和旱粮作物生产率
。

上述木本豆科绿肥在该地具有生长快
、

生

¹ 该项 目属
“

七五
’

云 南省 山 区科技开发研究课题之一
,

于 四夕I 年通过省科委验收
。

参加本工作的尚有景洪林业局王林海
、

粤先枉和景洪县嘎洒 乡肖安云
、

付天惠等同志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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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量高
、

用途多
、

效益好等优点
。

它们不仅

是很好的三料 (肥料
、

饲料和燃料) 植物
,

而

且还可保持水土
、

改善土壤特性
、

防除田 间杂

草
,

作紫胶虫的优 良寄主树等
。

种植大叶千斤

拔
、

思茅葛 3 一 4 年在培肥土壤上可达到 自然

丢荒 6一 7 年的水平
。

其种植模式是 :

林
、

粮轮作方式 种植大叶千斤拔
、

思茅

葛 3 一 4 年
,

以提高土壤肥力
、

缩短轮 歇地丢

荒时间和增加经济效益为 目的
.

在种植期 间还

可提供青饲料和作紫胶虫寄主树
,

放养紫胶虫

生产紫胶
。

栽培 3 一 4 年后
,

垦为耕地种植旱

稻和玉米
.

林
、

粮间作和套种方式 大 叶千斤拔 (或

思茅 葛) + 旱稻
,

栽 培了 3 ~ 4 年后
,

全部种

旱稻
。

采用这种方式
,

它的特点是强化用养结

合
,

培肥地力
,

并在丢荒期间还有一定的粮食

和经济收人
。

上述两种生 态农业模式
,

面积 80 亩
,

具

有较好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

为滇南热带山 区轮

歇地的合理开发利用找到 了一条新路
。

林
、

粮混 作方式 铁刀木 (或川棣 ) + 旱

稻
,

二
、

三年后不再种粮
,

成为林地
。

这种模

式在旱稻地丢荒前 1一 2 年
,

旱稻播种 时混 以

铁刀 木或川棣种子
,

雨水后与农作物种子同时

萌发
,

旱稻收割后铁 刀木株高 已 30c m
,

第二

年还可在该幼林地内再套种一季旱稻
,

粮食收

获后
,

铁刀木株高达 10 0c m 以 上成 为铁刀木

林地
。

该模式共发展了 40 亩
,

这是 轮歇地退

耕还林发展薪炭林和用材林的一种好模式
。

(2) 在轮耕地上
,

为了提高旱地农业系统

的综合功能和旱粮生产力 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

提高已有衰退趋势的土壤肥力
,

采用了适宜当

地条件的实用增产技术措施
.

如引种高产新 品

种
、

喷施增产菌
、

增施 肥料
、

合理轮作和化学

除草以求得 粮食作物的稳产高产
、

土地的永续

利用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

采用 的杂交水稻旱地

种植试验
,

面 积 16 亩
,

平均亩 产达 到 3 19
.

9

k g 的 好 收 成
,

比 当 地 旱 稻 品 种 平 均 亩 产

6 8
.

8 k g 增产 2 5 1
.

Ik g
,

共增 产稻 谷 4 0 17
.

6k g
,

增加产值 32 14. 0 8 元
.

杂交水稻旱地种植的成

功及其配套技术的应用
,

为热带山 区旱地耕作

制改革和旱粮稳产
、

高产开创了一条新路
,

值

得在该区大力推广
。

4
.

1
.

2 充分利用天然林 下空间
、

余地发 展径

济作物

为了充分利用天然林下的 自然资源
,

我们

在天然林下的空地上安排种植了经济作物省藤

和砂 仁
,

面积 43 亩
。

实践证明
,

由于省藤和

砂仁的经济价值高
,

这种模式具有投资少
、

成

本低
、

效益 明显等特点
。

这种模式是 当地农民

脱贫致 富
、

增加收人的一条途径
。

4
.

1
.

3 充分利用橡胶幼林行间种植短期作物

充分利用橡胶幼林行间空地种旱稻
、

菠萝

等 短期 作物
,

组成橡胶十粮
、

橡胶十菠萝等人

工 群落
。

这样既能充分利 用林 内的光
、

热资

源
,

又能在 同一块地上获得多种产品
,

增加经

济收人
,

做到以短养长
,

长短结合的 目的
。

4. 2 农村生态环境的建设和改造

4. 2
.

1 农户庭园经济建设

农户庭园经济的建设是 巴奇生态村建设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我们建设农户庭园经济从

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 一是改造庭园中现有品质

差
、

产量低的实生树果木
,

以优质
、

高产的三

年芒
、

香蕉芒和袖子 (曼赛龙
、

动仑早) 逐渐

代替当地低劣的小芒果和实生树袖子 ; 二是引

种热带优 良水果充实庭 园
,

如荔枝
、

龙眼
、

甜

酸角
、

甜橙
、

蛋黄果
、

树菠萝和油梨等 ; 三是

种植形式实行一地多用
,

多层多种 (如川棣十

果树 + 蔬 菜等 )
,

向着混 农
、

林 复 合结 构发

展
,

以获得较多的产品和较高的经济效益
。

这

种多层次庭园建设 既增加 了农 民的经济收 六
,

又美化了生活
、

改善了小气候环境
。

4. 2. 2 薪炭林和用材林的营造

本区水热资源丰富
,

为速生优质树种的发

展提 供了良好条件
,

我们在丢荒地上营造了速

生
、

优质薪炭树铁刀木和速生用材树川棣
,

不

仅为该寨解决了薪炭和用材的短缺
,

而且也是

改 善该村生态环境的一项主要措施
,

成为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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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稳产高产的生态屏障
。

4. 2. 3 改造旧池塘养鱼

改造 旧池塘养鱼是充分利用水面资源的一

个好形式
。

该寨尽管水面资源较少
,

但现有水

面 尚架充分利用
,

因此改造旧池塘养鱼对提高

该村经济收人和人 民的生 活水平起着一 定作

用
。

5 巴奇生态村建设取得的综合效益

5. 1 经济效益

粮食生产情 况
:
建设前 (19 8 7 年 ) 该村

粮食总产为 8 3 4 50 k g
,

平均亩产 1 1 9k g
,

而建

设后 (1 9 8 9 年 ) 粮食 总产达到 10 6 4 5 0 k g
,

平

均亩产 14 8 k g
,

1 9 8 9 年与 19 8 7 年相 比
,

粮食

亩产提高 了 24
.

37 %
,

人 均 占有粮食由 3 2 2 k g

增加到 3 8 0 k g
。

经济总产值
: 19 8 7 年该 村经济总收人 为

77 0 3 0 元
,

] 9 8 9 年增加 9 9 2 6 7 元
,

比 19 8 7 年

提畜 了 28
.

87 %
,

人 均 总 收 人 由 19 8 7 年 的

2 9 7
.

4 1 元提高到 19 8 9 年的 3 5 4
.

5 3 元
。

5. 2 生态效益

(l) 提高了环境质量
、

减少了水土流失

利用丢荒轮歇地种植速生
、

固氮植物大叶

千斤 拔
、

思茅葛 3 一 4 年
,

在提高荒地的环境

质量上有着明显的效果
。

大叶千斤拔生长 十分

迅速
,

枝叶繁茂
,

覆盖面大
。

定植一年的植株

高可达 l
.

sm 左右
,

种 植 2一 3 年
,

就 能把轮

歇地变成一派 郁郁葱葱
、

生机勃勃 的绿 色景

象
,

因而便大大 削 弱了雨水对地表面 冲刷作

用
。

(2) 增加土壤有机质
、

改善土壤理化性质

大叶千斤拔不仅生长快
、

枝 叶茂盛
、

产量

高
,

而且根系也非常发达
。

据试验分析
,

通过

枯枝落叶的形式归还给土壤的有机干物质
,

每

年亩归还量就有 4 8Ok g
。

种植大 叶千斤拔二年

的土壤
,

在 O一 2 0 厘米的土层
,

其土壤容重由

种植前 的 0
.

9 99 / em , 减少 为 0
.

5 5 9 / c m 3 : 大

于 0
.

2 5 m m 粒 径 的 水 稳 性 团 聚
’

体 含 量 由

79
.

97 % 增加到 86
.

15 % ; 而土壤 中的有机质
、

全氮
、

速效磷和速效钾也比种植前分别提高了

0
.

3 0 %
、

0
.

0 1 6%
、

l
.

4 p p m 和 6 5
.

sp p m
。

这样

就 提高了农业生态系 统内部的 自肥
、

自养能

力
,

进一步促进了系统内部的养分平衡
。

(3) 减少天然森林的破坏
、

有利于森林保

护

由于毁林开荒
、

人 口增加
、

过度樵采和乱

砍乱伐等原 因
,

使天然森林遭到严重破坏
。

目

前我们在轮 歇地 上种植大 叶千斤拔 3 一 4 年
,

在培肥土壤上可达到 自然丢荒 6 一 7 年 的肥力

水平
,

这样就将 轮歇丢荒 时间 由原来的 6 一 7

年缩短为种植绿肥的 3 一 4 年
,

从而可使 50 %

的现有轮歇地退耕还林
,

这样既保护了现有天

然森林
,

又增加了新造林地
,

提高 了环境质

量
。

5. 3 社会效益

巴奇生态村建设的内容
、

方法和种植模式

的制定
,

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急待解决的问

题而提 出的
。

其中有些种植经验是采用农民 已

普遍应用的成功措施
,

有些是我们多年来在该

地 区所获得的研究成果的应用与推广
。

以上这

些都适宜当地现有的社会
、

经济和技术条件并

有一定的代表性
。

因此
,

巴奇生态村建设 的内

容
、

研究方法和促进 生态 良性循环 的种 植模

式
,

在同类型地区有着广泛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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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关县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建设

一山区经济持续发展的道路

黄振管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壶关人 民艰苦奋斗
,

自力更生建设山区
,

在缺水

少土的干石山上植树造林
,

绿化山地
.

并以造林绿化

为突破 口
,

改普山区生态环境
,

同时 因地制宜进行生

态经济规划
,

发展种植业
、

养殖业和加工业
。

经过两年多来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
,

已取得了令

人注 目的成就
,

1 9 92 年全县国 民总收人达到 1 3 044 万

元
,

比 19 91 年增长 9
.

2 %
,

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2
.

8 亿

元
,

比 1 9 9 1 年增长 1 1
.

2 %
,

粮食总产 7 9 1 6 4 万 k g
,

比 19 9 1 年增长 14
.

6 %
,

农民人均收人 4 36
.

6 元
,

比

19 91 年增加 30
.

4 元
。

这对于经济不发达的贫困 山区

来讲
,

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展
.

在这里看到 了我想象

的山区经济发展道路
,

很受鼓舞
。

在此就山区经济的

发展谈点个人的想法和 意见
,

仅供参考
。

便
,

信息不灵
,

人们思想闭塞
,

生活和文化水平低

下
,

科学技术力t 薄弱外
,

还有国家在经济发展战略

决策上对山区未给予足够重视
,

脱贫也没有从发展生

产上根本解决问题
.

其次
,

是对山区人民脱贫致富没

有大力加 以正确引导
,

以至 许多地方走上了
“

愈垦愈

穷
’

的境地
.

因此 山 区脱贫成为 国家经济发展 的包

袱
。

这个包袱越背越重
,

山区人民也没能彻底摆脱
。

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击下
,

山区人民生活问

题
,

应引起各级政府的关注
.

让山区跟上时代步伐
,

否则 2 00 0 年
“

翻番
”

任务就难于完成
。

因为我国山 区

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 2 / 3
,

光有平原区的经济发展是

不够的
。

l 山区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

长期以来
,

山区经济发展缓慢
,

至今不少老 区人

民还没有脱贫
,

过着不得温饱的生活
,

近年来党和国

家虽作了很大努力
,

但也还没有完全改变这种局面
.

造成这种 状况的原 因是多方面 的
,

除 了 山区交通不

2 山区经济发展的道路

山区需发展
,

山区农民要致富
,

这是经济发展的

潮流
.

随之而来的 山区生态经济也将发生巨大变化
。

这 种变化可能导致三种不 同结果
:
一是走向愈来愈好

的良性循环
,

生态经济获得持续协调发展 ; 另一种增

加环境的负荷或采取掠夺式的经营
,

以污染和破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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