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双版纳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

钟 纪 育
(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

有关开发利用和保护我国西双版纳的自然资源问题
,

侯学爆 .
、

吴征锰叻
、

裴 盛 基ca)
、

石 玉

林帕等同志曾发表过很多宝贵的意见
,

本文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讨论
,

供有关方面参考
。

我国热带
、

南亚热带地区约有 54 万平方公里
‘) ,

占全国土地总面积 的 6
.

63 厂
。

其中西双版

纳拥有 1
.

92 2万平方公里
,

只 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0
.

20 多
,

占全国热带
、

南亚热带地区的 3
.

58 拓
。

对本区 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
;
应当充分考虑到本 区的特点

,

总结建国以来的 经 验 和 教

训
,

从目前本区的实际状况
,

从全国角度出发作统一的规划和安排
,

使它在我国四化建设 中充

分发挥它所应有的作用
。

一
、

西双版纳的主要特点

1
.

西双版纳是世界上第二大热带雨林
—

印度
一马来亚热带雨林 区 (简 称 远 东 热 带

雨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旧
。

处在这一热带雨林区的北缘 (图 1 )
,

占该热带雨 林 总 面 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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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热带雨林在世界上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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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热带雨林拥有的热带植物占世界第二位
,

高等植物达4一 4
.

5 万余种卿
,

一

西双版纳

面积不及它的 1 拓
,

拥有的高等植物种类为远东热带雨林的 1/ 10
,

按单位面积植物种类的密度

来看
,

它的密度为整个远东热带雨林的首位
。

西双版纳的植物区系既有远东热带雨林的重要特征
,

又有它自身的特征
,

即向亚 热 带
、

温

带过渡的特征
,

为远东热带雨林所没有的众多的植物种类
。

不愧为我国
“

绿 色植物 王 国 的 皇

冠
, , 。

2
.

我国的热带雨林
,

西起我国境内喜马拉雅山南麓
,

向东延绵到云南南部 (西双版纳)
,

经

广西南部进入广东及海南岛的山区部分再至福建及台湾南端
,

延续成为一条不甚连续的细带
;

在这一条细带中
,

西双版纳是连接东西南北的枢纽
,

是我国最丰富的云南植物区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
。

我国的云南被誉为
“

中国植物区系发生的摇篮
” ,

和远东热带雨林植物区系有着亲 密 的

热带亲缘关系
。

正如吴征锰教授指出的
〔‘〕: 在我国的2 8 4 8个高等植物的属数中

,

属于 东 南 亚

的有582 属
,

占20
.

4拓
,

泛热带的有3 31 属
,

占12 多
,

旧世界热带1的属
,

占5. 9多
,

热带亚洲 与热 带

非洲 121 属
,

’

占4
.

2多
,

热带亚洲与热带澳洲 109 属
,

占3
.

8拓
,

热带亚洲与热带美洲 78 属
,

占2
.

7拓
,

以上总和 占我国高等植物总属数的49 万
。

充分表明我国的植物区系与远东区系有最密切的关

系
。

同时他又指出
: “

居于北纬2 0
。

一 4 0
。

之间的中国南部与西南部和印度支那的广裹地区
,

是

最富于特有古老的科和属的
。

这些从第三纪古热带区系传下来的成分可能是东南亚区系的核

心
,

而这一地区正是这一区系的摇篮
。

更广泛地说
,

它也许甚至是北美和欧洲植物区系的发生

地c6 〕, , 。

西双版纳正是处于这一广裹地带的核心
。

3
.

我国的西双版纳位于北纬2 1
0

0 8
’

一2 2
0

3 4
, ,

东经 9 9
0

5 了
r

一 1 0 1
0

5 1
’

之间
。

地形上大部分

属于低山河谷地带
,

海拔5 00 一 1 0 0 0米的盆地
,

低丘和 中山就占95 拓
‘)。

北部有云贵高原屏 障 着

寒流的入侵
,

西南受到来自印度洋的季风影响
,

境内有着澜沧江支流密布的水 网系统
,

形 成 温

暖
、

湿润
、

静风的热带气候
。

地质古老
,

地形种类多样而复杂
,

从历史上看
,

它从未受过第 四 纪

冰川的直接影响
,

又由于地广人稀
,

交通闭塞
,

热带雨林受到人为巨大的冲击比较小
,

与我 国其

它热带地区相比较
,

显示出它的独特优点
。

4
.

众所周知
,

考察天然植被的分布
、

利用的问题是和该地区的民族有着十分 密 切 的 关

系
,

尤其是该地居民的历史
、

生活与经济及生产和文化
,

不同程度地对植物资源起着 巨大影响
,

这一因素是重要的
。

西双版纳是我 国傣族的故乡之一
,

傣族居此 已超过 1 3 0 0余年的历史
,

与其它少 数 民 族 相

比
,

傣族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

有自己传统的文字和医药学
。

从唐朝开始已经越过 了刀耕 火种

的原始耕作方式
,

发展了以种植水稻为主的犁耕农业经济
,

用牛和象犁田
;
手工业也 有了一 定

的发展
,

会打制金
、

银器
,

使用铁制刀剑
,

会取卤煮盐
,

制糖
,

用木棉织布
,

并发展了一定的 商 业

交换‘, ,
。

历史事实已表明他们懂得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存在是他们赖以从事农林牧副渔等农林生

产的基础
,

粮食依靠种糯稻
、

水稻
,

养猪和家禽依靠种植玉米
、

瓜果及天然牧场
,

穿衣靠纺棉
,

烧

柴靠薪炭林的种植
,

水果靠 自己培育和引种栽培
,

住房靠竹林
,

大牲畜 (如象
、

牛
、

马等)靠 天 然

牧场
,

医药靠植物
,

并且每个村寨都划定一架山为
“

龙山
” ,

严加保护
。

他们积累了丰富的 利 用

1) 据云南农业地理
。



热带植物的经验
,

有自己民族的植物学
、

医药学
。

同时对一些有经济价值的野生植物加以人工

驯化
、

栽培
。

将邻近热带国家的名贵植物引种驯化
,

直到现在
,

本 区的 许 多 热 带水果
,

如忙果

(刀 a匆i[e 邻 ‘耐‘哪 L )
、

酸角 (少诩‘而, 了哪 认成。 L )
、

番木瓜 (C砂‘ca 尹叩卿
a L ) 等等

;
辛香

料如吉笼草 (刃z砧 o t :‘a 。。。”‘。。‘。)
、

依兰香 (Ca 彻
。夕a o 〔10、云a )

、

云南油树 (D 协“9’O ”
,
’

尸“ 8 云“-

l.b 如成”幻; 珍贵木材
、

药材 ; 淀粉植物
,

蔬菜
、

调味料
、

竹林
、

花卉等等
,

仔细考察起来
,

他们 引 种

进来的植物是不少的
。

总之
,

从历史上看
,

傣族是我国优秀的少数民族之一
,

在开发利用
、

保护

热带植物资源
、

保护天然森林生态系统方面作 了很多工作
,

他们的经验是很宝贵的
。

5
.

西双版纳是开发利用我国丰富的热带植物资源的重要基地
。

著 名植物学家吴征锰教

授早已指出了我
·

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关系之后
,

业已证明
,

我国有着大力发展热带植物资源

的广阔前景
。

当我们重温人类社会物质生产的文明历史时
,

就可以看出
:

当前全世界约有 2 0 0 0余种栽培

植物都分别有着它们各自的由野生变家种的驯化历史
。

而且
,

绝大多数最重要的栽培作物的原

始起源中心
,

差不多都与世界上的热带雨林区息息相关
。

而处于亚洲中心的我国就是世 界 上

最重要的栽培作物的原始起源中心之一
。

作为中国植物区系发生摇篮的云南
,

它的热带 部 分

之一就是滇南的西双版纳
。

按照曾昭漩教授的观点
〔幻 :
提出热带地区应该是热带植物 的 适 生

区
,

笔者很 同意
。

全世界三大热带雨林中的植物
,

原则上都应该是能够在我国热带尤其是西双

版纳适应下来的
。

我国蔡希陶教授所开创的热带植物的引种驯化实践
,

也证明这是 对 的
。

实

践表明
,

我们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近23 年来共引种 约1 5 0 0余种来自亚
、

非
、

拉
、

美
、

澳五大洲的热带植物是能够适应的而且绝大多数还生长得很好
。

按照朱彦承教授所编著的
《

植物引种驯化
》

讲义
,

我们应用其中所介绍的
“

逐步引种法
” ,

众

多的热带植物可以由西双版纳作为起点
,

向东
、

西
、

北三个方向逐步推广扩大
。

在这些扩 展 进

程中
,

西双版纳应该成为最重要的逐步引种驯化的
“

中转站
” 。

同时
,

它又应该成为一些非热带

地区不能适应的热带经济作物(如三叶橡胶从
。娜 翻,a 晚加、伪

、

可可少从
。b , 。”。 二0a 。 、

小粒咖

啡Cofj
ca a灿从” L

.

等等)的生产基地
。

本区天然森林中有许多珍稀
、

濒危
、

贵重
、

速生等种类的本地植物
; 在热带森林的下层贮备

着它们的丰富的后代
—

实生苗和幼树
。

这些都是发展我国热带林业
、

使本地特 有
、

珍 稀
、

贵

重植物
“

走出
”

热带雨林
,

向南方六省区扩大种植的最重要的材料
。

正如七十年代我所扩 大 试

验成功的速生木材树种团花 (A 耐入如叨儿al 。 动讯。
、幼)

,

其自然分布仅限于西双版纳和广西南

部
,

经林业部成功的推广到我国长江 以南的广东
、

广西
、

福建
、

云南
、

四川
、

贵州
、

湖 南
、

江 西
、

浙

江等省 (区 )
,

最北达到东纬2 8
0

2 3
, ,

向东推移到东经 1 2 0
0

3 5
’,

这是我国 热带林业发展的一个良

好例子l)o

天然森林生态系统中所存在的各种属种的植物
,

各种生态类型
,

各个种
、

变种
,

将提供我们

弓!种同属
、

同种植物时
,

对其最适生态环境的生态学指标的最重要的原始基本数据
;
这些 都 是

未来林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科学根据
。

本区现有的研究机构
,

为未来热带植物的开发利用
,

将有更多的
,

更细致的和大量的 基 本

研究工作要做
。

6
.

西双版纳是保存生物种质资源的大仓库
。

西双版纳是我国最廉价的一个 巨 大 的
“

天

1) 邹寿青
,

团花北移试种情况调查报告
,

热带植物研究
,

第n 期
,

26 一35
,

1 9 7 8
。



然大温室
” ,

这一点应 当引起充分的认识
,

并加以最有效的利用和研究
。

本区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与当今世界上其它热带雨林相比较而 言
,

单从它的密度 (生物种

总数/ 单位面积 )这一点来看
,

是属于密度最大的一级
。

例如西双版 纳曼仰广(位于景洪县大勋

龙 )一个面积2 5 0 0平方米的样方 (合3
.

75 亩)
,

仅高等植物的个体总株数就多达 6 7 4 2 株
。

现 将 它

们的个体垂直配置情况简列于表 1 〔代

表 , 曼仰广2500平方米样方林地上高等植物个体垂直配置

种群分层高度(米)

体
. ,

株
~

~
~
~ 一 ~ ~ ~

1
...之卫......胜‘..

月生冉0UJ工勺,曰内Jl二人U几b.工八J工‘J八b归勺

曰土

八U八O沼任��,�月了八0GU�Dnbo‘n‘

,工1上��nJ,曰

,1

大乔木层3 。一4 5米

乔木层1 8一30 米

小乔木层 10 一20 米

灌木层

木质藤本植物

各分层总计

8 9 5

1 6 2 1

3 6 4

2 9 5

2 0 8 2

5 2 57

上述被记录的高等植物总株数 6 7 4 2

表 1 仅列出了有统计的以上各层中的高等植物总株数
。

其实
,

最下层 ( 1 米以下 ) 的 多年

生实生苗
,

矮草及草本植物的数量均未记入
,

其它如威类植物
、

苔鲜植物
、

兰科植物
、

腐生 及 寄

生植物等
,

也未计入
。

其它定样点
,

尤其是西双版纳最南端的植物样方密度甚至比这一典型还

要丰富
,

在此就不多举例了
。

此外
,

根据动物学家们多年来调查的情况
‘) ,

现将动物种类和数量及它们的百分比
,

简列于

表 2
。

表 2 西双版纳脊推动物种数占全国总数的百分比

下
、

履
、

扭 全国总数 云南省总数 } 西双版纳的总数
西双版 纳所 占

全国总数的 ( 呱)

0
丹D月￡
‘
任O口

.

.

⋯
凌性一廿q自�勺几O11山勺口d

司.孟,山0
八“�OJ,自

八匕nUCnUo

no,1

4 2 7

1 1 7 0

3 1 5

2 0 8

2 1 2 0

2 3 0

7 6 0

1 1 5

8 6

1 1 9 1

类类类类计

行栖

兽鸟爬两总

西双版纳面积只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2 编
,

而拥有的脊椎动物总数却相 当于全国 的 1/ 4
。

突出的是
,

生活在我国热带
、

亚热带地区的珍禽异兽
,

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
,

其中被列入 国

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有 3D 种
,

占全 国保护动物总数的25 多
。

野象
、

野牛
、

殿鼠
、

孔雀
、

啄木鸟 在 国

内主产于西双版纳
;
莽蛇

、

斑飞晰
、

红蹼树蛙 (飞蛙)
、

兰八色鹑
、

白喉犀鸟
、

棕颈犀鸟
、

白颊 长 臂

猿等珍稀动物在国内
,

仅在西双版纳才有分布
。

据云南省劲腊县农业规划工作队调查 ( 1 9 8 0年)
,

动腊县在西双版纳的最南端
,

占全区土地

1) 杨岚
,

景洪科技
,

第 2 期
,
1 9 8。

。



总面积2 8 8 3万亩的33 多
,

现有 38 1. 7 万亩天然森林
,

覆被率达到 37
.

1拓
,

全县活立木蓄积量为

:3 40 8
.

043 万立方米
,

其中的过熟林就 占92
.

82 万
,

是 目前本区森林面积最大的一个县
。

最珍贵的

黑黄檀 (Da l石e ,
·

夕‘a 知
。似)

、

红椿 (少0 0 ”a “‘l￡a 亡a)
、

山白兰 〔Pa
: a , 、‘。h oz‘a 石a‘210 , :“)

、

抽木

(少 e时。。 夕, a
耐‘

:
)

、

清香木 (P‘
8艺a “‘a 初e￡,‘”‘a ”

ifo l‘a ) (即紫袖木) ,
云南梓子 (召饥

。z‘, za a ,
·

石。,
,

-

毛
a)

、

番龙眼 (凡饥‘t‘a 忿o ”“”云o sa )
、

麻糠 (C 石舫无r a , s‘a 亡a b”za r‘。)
、

香樟 (伐。。a 饥。”、、。、 夕za耐。-

zije
, 。。、)及特有的望天树 (p

a ,
’

a 动 o ,
’

‘a o入
·

‘”‘”s￡8)
、

云南肉豆葱 (卫岁
,

,

‘。“。 夕。。、。e o s￡s)
、

滇南

风吹楠(丑
。, 。‘￡e z而。 云时r a f, a za )

、

四数木 (T 时, a 。 ; e z‘: 、 ,诫ifl
o : a )

、

黄果木 (O oh , o ca 卿。。 万: 。, z ,卜
,

a o e o s‘s)
、

老挝天料木肠肠。
a l‘“。、 la o云‘。、饥)

、

鸡毛松 (Po do 似印。s 如话 ,
·

‘。‘, s)
,

速生树种如八

宝树 (D 呱ba ”g a 尹 ,a ,诫价
口,

,a)
、

顶果木
.

(A of’o ”,
, “ 户,a ‘ :

ifo l伽s)
、

团花等
,

都是很有发展前途

的我国的优良用材树种
。

7
.

西双版纳的植物资源是我国丰富的药用植物宝库
。

我国全部中草药约为 5 0 0 0种 (其中

有4 87 7种在经常使用之中)
,

现已初步查 明西双版纳的药用植物就有600 余种
,

占我国中草药种

的 12 多
,

傣族民族药
,

现已知的至少40 0种 (其中有很大部分也属于中草药) ;
它们的使用方法和

医疗效果大多数与汉药不同
,

随着今后对它们研究工作的深入
,

必将有更多的
,

具有新疗 效 和

新用途的新药出现
。

同时
,

特有种
、

属
、

孑遗种和栽培植物的野生类型总计多达 30 。种
,

还有相 当多的种类
,

在远

东各国传统用作民间药
,

民族药
,

而未列入上述数字之中
。

本区天然森林生态系统中存在着大批保护植物本身免受动物和昆虫危害的杀虫植 物
、

剧

毒植物
,

杀菌植物
,

尤其是夹竹桃科
、

大戟科
、

樟科
、

萝蘑科
、

菊科
、

桑科
、

豆科等在本 区 均 为 大

科
, 此外

,

茜草科
、

龙脑香科
、

谏科 :
.

聋本科
、

天南星科
、

薯芋科
、

石蒜科等等都是富含 植 物 药 的

科
。

美国植物学家B a r d ay 加等人从6
.

”万余种抗癌植物提取
、

筛选过程中
,

发现有 75 万的科
、

属
、

种具有不同程度的抗癌活性
,

都属于热带植物
。

巳统计的2 12 7种植物
;
所属的属

,

在西双版

纳都有同属的
,

或近缘的植物
。

例如世界上现在临床使用的抗癌药物如三尖杉
、

长春花
、

喜树
、

秋水仙碱
、

苦木
,

鸦胆子
、

猪屎豆
、

狗牙花以及有希望的抗癌剂美登素等
,

西双版纳都 有
。

这 就

足以说明西双版纳的植物资源是一个植物药的大仓库
。

西双版纳的植物资源
,

如果按照不同的经济用途进行分类
,

可分为许多大类
,

例如油 料 植

物
,

仅含油量大于30 男的就有120 余种 (木本油料)
,

辛香料 40 余种
,

植物胶 50 余种
,

植物树脂40

余种
,

重要用材树种 1 10 余种
,

染料植物 20 余种
,

揉料植物 30 余种
,

药用植物 6 00 余种
,

竹类5D 余

种
,

其它如淀粉
、

纤维
、

蛋白质
、

维生素等原料植物 1 00 余种
,

总计经济植物多达 1 1 0 0余种
。

随着

今后研究工作的深入
,

许多野生植物将会被更多的发掘出来
,

有很多极有价值的植物将获得更

广泛的推广应用
。

上述几个特点
,

在今后开发利用西双版纳植物资源的过程中
,

是应 当充分注意
,

发挥 它 们

的优势
。

二
、

当前西双版纳的基本状况

著名生态学家爱伦堡卿近年来作过题为
“

在南美洲人类对热带山地生态系统的影响
”

的学

术报告
。

概述了近5 0 0。年来
,

南美热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的逐步演替过程
,

并着重 阐明人类对

‘ 6 5



它的 巨大影响
,

及其未来的演替趋势
。

很有启发性
,

现结合本区实际归纳择要叙述如下
。

近20 多年来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受到人为巨大冲击
,

原始森林被毁坏一半
,

面积缩

小到 10 0万亩左右
。

如果我们追溯历史进行考察
,

并对当今残留下的植被状况进行实地 调 查
,

不难看出
,

大约 ID0 余年前
,

我国广裹的热带
、

亚热带地区森林是十分茂密的
、

正如文焕然在
“

历

史时期中中国森林的分布及其变迁
”

(初稿)所述
; 随着一个世纪以来人 口的大量增加

,

新 城 市

的逐渐形成
,

单一的农业经济发展
,

使天然森林逐渐减少
,

大面积原始森林向南退缩
,

现今留存

下来的我国热带原始森林区域的不连续的狭长地带及其周围的森林就是当时繁茂森林的残迹

和缩影
。

在填南
,

解放前没有一条公路
,

交通十分闭塞
,

人口 稀少
,

原始森林保 存 得 很 好
。

自1 8 8 5

年
,

思茅被开劈为商埠
,

在商业最盛时
,

人口才达到几万人
。

不久时疫流行
,

至解放 前夕
,

思 茅

城巳成了只有几百户人家的荒凉小镇
。

在思茅以南的西双版纳
,

人 口约为 20 万人
。

在解放 初

期的调查表明
,

本区森林覆被率高达约 60 厂
,

往前追溯 50 年
,

从残留树木进行推测
,

森林覆被率

至少到达约 75 多
。

现将森林覆被率逐渐缩小的过程
,

概括干表 3
。

表 3 西双版纳夭然森林理被率逐渐减少的概况
粉

单位
:
肠

.几..............一苦.les
卫. .

se
.
月.
we‘Jse
‘.盆
,
...
月
.

咬

丛
\

犯⋯1 8 4 0一1 9 2 0年 1 9 2 0一 1 9 50年 1 9 5 9年 1 9 73年 1 9 8 0年

天 然 森 林

次生灌木林

总 和

约7 5 约 6 8 3 7
.

3

3 0
.

4

3 3
.

9

2 5
.

3

2 8 1

2 6
.

0

6 7
.

7 5 9
.

2 5 4
.

1

...r.月,.. .....r.�

⋯
19 5 9一1 9 8 。年数字引自光明日报

, 1 9 8 。年12 月15 日
,

金涛
,

西双版纳的大雾
。

19 50 年以前为估计数字
,

参考文焕然历史时期中国森林的分布及其变迁 (初稿 )
,

云南林业调查规

划
,

增刊
, 1 9 5 0年 了月

。

现有天然森林覆被率在 28
.

1一 33 万之间
,

与邻近国家相比
,

已居于末位了 (缅甸覆被 率 是

66 .7 拓
,

斯里兰卡6 5书
,

老挝
、

印尼都是 60 解
,

泰国 57 声
,

菲律宾是” 万)
。

目前具有热带 东 南

亚雨林
、

季雨林性质的典型热带林
,

已经不足 100 万亩
。

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以东
,

海拔 90 0 米以

下的低山河谷地带
,

以动腊县为最好
。

按每减少 1 万亩天 然 森林
,

相当于一个植物类型 的 消

失
,

另一个植物类型受到严重干扰
,

按这样的方法进行计算
,

这 30 年间估计植物种子资源 的 消

失数约为5 00 一60 0种
,

受严重威胁
、

处于濒危状态的种质资源相当于6DD 余种
,

这是非常引人注

目的
。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方针指引下
,

各方面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

我们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

训
,

切实保护管理好约 30 0万亩的 自然保护区
。

并且逐年营林
、

造林
,

努力达到在本世 纪 末
,

使

森林覆被率恢复到6D 多
。

这是今后合理开发利用西双版纳植物资源
,

建设四个现代化 的一 个

重要条件
。

近 30 年来
,

西双版纳人 口猛增 2 倍
,

达到现今的 60
.

1 万人
。

按照粮食总播种面积 157
.

昭万

亩计算
,

平均每人 2. 62 亩
,

但单产低
,

以景洪县为例
,

水稻平均亩产约“ 0斤
,

旱稻平均约 16 6斤
,

每年全区需粮食 6 亿斤
,

尚须外调进数千方斤
,

说明人口增长与粮食增长不协调
‘



森林覆被率下降约一半
,

生态系统受干扰
,

水源逐渐减少
,

土壤肥力递减过快
,

肥力 不 足
,

水土肥流失严重
,

杂草
、

虫害
、

病害肆虐
,

故水稻单产较低
。

现在要保证每亩水稻田 的 基 本 肥

力
,

必须
.

上足 3
.

6一4
.

5吨农家肥
,

40 一 80 斤钙镁磷肥
,

10 一 15 斤尿素
,

才能保证水稻不减产
。

本区大牲畜约 15 一 16 万头
,

猪不足 20 万头
,

以放牧为主
,

由于森林被毁
,

杂草蔓延
,

草 质 下

降
、

发展畜牧业比较困难
。

本区不能搞单一经济
,

要 以林为主
,

多种经营
。

才 能 有 较大 的 发

展
。

本区的植胶事业
,

也已经历了 28 年的发展历史
,

目前
,

按面积而论
,

已处于国内的第二 位
,

和全 国热带地区垦植橡胶事业加在一起
,

使我国天然橡胶产量跃居世界第五位
。

笔者认 为 应

总结 28 年来植胶事业的经验
,

逐渐培育出更适宜于本区的优质
、

高产
、

抗寒品种
。

逐步摸 索 出

一套更合理的多层多种经营的科学方法
。

我所的人工胶
一
茶群落研究工作

,

已有 20 余年历史
,

从小区试验情况来看
,

它的单产比一般的单一胶园高 2 倍多
。

是比较成功的
1 , 。 目前已在其它

省区推广
。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
,

本区大多数热带作物
、

经济林木单一经营不如多种经营
。

因

为这里天然森林都是混合森林
,

多种生物共处于一个合理而平衡的生态系统中
,

林 中 杂草 极

少
,

害虫不多
,

抗风
、

抗病
、

抗寒
,

使森林常年郁郁葱葱
,

四季常青
。

为今后我区的林业发展提供

了生动的范例
。

今后的林业发展
,

应 当尽力模拟天然森林生态系统
、

开辟出一条符合科学的崭

新的现代化营林途径
。

总之
,

本区今后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

应 当尽量减少盲 目性
,

注意 科 学性
,

充分认识和发

挥本区的优势
,

不能照搬别处
、

别国的经验
。

实际上就是既要最大限度 的 保护天然森林生态

系统
,

模拟合理的人工森林生态系统
,

发展热带林业
,

又要有机地协调好 各行各业
,

组成一个

现代化的
,

科学的
,

同时又是新型的
,

高度发达的农
、

林
、

牧
、

副
、

渔各业
,

及 工 业与之相适应的
,

具有西双版纳特 色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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