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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丰要少数民族

之一
,

人 口约80 万
,

分布于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境内的有22 万
,

占总人口的35 肠
,

是当地的主要少数民族
。

早在 二 千 多 年

前
,

在汉文史籍 中就有关于傣族先 民的记

载
。

长期以来
,

西双版的傣族一直生活在

一个自给 自足的农业 自然经济社会之中
,

植物 和动物资源是他们生活
、

生产活动的

主要依靠对象
。

在这种长期向自然索取的

过程 中
,

也形成了保护自然资源的传统
,

龙山就是其 中一例
。

龙山的概念

西双版纳傣族的龙山的概念是一种原

始宗教一一多神教的遗迹
。

龙山 内的一切动植物
、

土地
、

水源都

是不可侵犯的
,

严格禁止狩猎
、

伐木
、

采

集和开垦种植
,

邻近地区的其他 民族也尊

重这一信仰
。

龙山的分布和村寨相随
,

基

本上一个村寨有一个龙山
,

面积不等
。

据

19 84 年调查
,

在西双版纳有龙山 4 00 多处
,

面积为 3 0 0 0 0一 5 0 0 0 0公顷左右
。

匡1 习

由于西双版纳的傣族聚居在平坝和具

有河流冲积的台地
,

所 以分布于村寨附近

的龙山多数都位于坝区周围海拔 8 00 一9 00

米以下的低丘山地上
,

土壤为砖红壤
。

由

于这些山地面临着较大的坝区
,

受季风的

强烈影响
,

所以分布的植被主要为干性季

节性雨林
,

也有少数为湿性季节性雨林
。

其外貌以单叶
、

革质
、

全缘
、

中型叶
、

滴

水叶尖为主的常 绿阔叶
。

大
、

中高位芽组

成为特点 压“习
。

在植物区系组 成 上
,

笔

者调查了 五 个 龙 山
,

样 方 总 面 积 为

7 5 0 0M
“ ,

共有高等植物 3 5 4种
,

隶 属 10 2

种
、

25 9属
。

种子植物以热带成分为 主
,

占9 0 肠以上
,

重要值在 10 以上的物种为热

带性较强的物种
,

如小叶红光树
、

大叶白颜

树
、

番龙眼
、

箭毒木等
。

这和西双版纳自

然保护区的情况相似 狡3 刀
。

从 自 然 保 护

的概念来说
,

龙山是借助于
“

神
”
的力量

而建立起来的一类自然保护区
,

它在西双

版纳的热带植物种质资源的保护 中起了重

要作用
。

龙山在植物资源保护中的作用

西双版纳位于 云 南 省 南 部
,

北 纬

2 1
0

0 8 ’一2 2
0

0 6 ’
,

东经 9 9
0

5 5 ’一 1 0 1
0

50 ’
,

总面积约为 2 万平方公 里
。

由于其特殊的

地理位置
,

优越 的气候条件 以及复杂的地

形地貌
,

使得它成为我国植物资源最丰富

的地区之一
,

在 这块面积仅 占 国 土 面 积

1/ 50 。的土地上
,

生长着高等植物 4 0 0 0 多

种
,

占全国的 l/ 6
,

据初步整理已知的3 8 9 0

种 (变科
,

)
,

隶属于 2 6 4科
,

14 7 1 属 【4 习
.

然而
,

由于人 「l的急剧增加和热带经济植

物种植园面积 的不断扩大
,

森林面积越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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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少
,

复盖率比解放初期减小了一半
。

随

之
,

热带森林以每年平均 1
.

7万公顷 的 速

度锐减
。

根据西双版纳的植被类型 以及植

物区系特点
,

估计每减少 10 0 0 0亩热 带 森

林就会有一个物种流失
,

而另一个物种处

于濒危状态
。

三十年以来
,

热带植物种质

资源的流失及处于濒危状态的各 有 50 0一

80 0种 狡5 习
。

在这种热带森林面积锐减 和

物种大量流失的情况 中
,

龙山对植物资源

的保护起了重要作用
,

主要表现在 以下 几

方面
。

果
、

橄榄为标志的干性季节性雨林
” ,

在

我国分布在西双版纳山间盆地边缘
,

目前

仅只在龙山有存在” 【“卫
。

保 护 了千性季节性雨林

龙山位于海拔 8 00 一 90 。米的地带
,

植

被为干性季节性雨林
。

这一地 带 热 量 充

足
,

地势较平缓
,

是历史上发展热带农业

和经济作物的良好地带
。

长期以来一直是

开垦利用的主要对象
,

特别是近四十年以

来
,

热带经济植物种植业的大力发展
,

使

这一地带的天然植被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

破坏
,

光植 胶业一项
,

自19 4 8 年 引 种 开

始
,

经过几十年发展
,

面积 已达 5 18 2 0 公

顷
。

而在植胶过程中毁坏的森林约为这数

字的 2 倍
。

龙山作为西双版 纳傣族人民的

传统信仰 的遗迹
,

尽管在六十年代 中期 的
“
四 清” 运动和接着而来的

“

文 化 大 革

命
” 中曾作为破除迷信 的对象

,

但是终究

保存下来了
。

如位于景洪县大动龙的曼养

广龙山
,

1 9 5 8年云南省第一次划 自然保护

区时
,

曾作为该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
。

但

是经过几十年的破坏和开发
,

大勋龙自然

保护区已无保护价值
,

而曼养广龙山却因

为傣族人民的传统信仰而幸存
。

五 十 年

代
,

它曾是中苏科学家合作确定的热带森

林生物地理群落研究站
,

现在利用它研究

热带植物仍有重要意义
。

现在在西双版纳

的2 4万多公 顷的自然保护区中无干性季节

性雨林的存在 ‘“】
, “ 以 箭 毒 木

、

龙

保存了丰富的植物资源

据作者对五个 龙 山 调 查
,

在 每 个

1 50 oM “
的样地 中

,

都有 1 00 种以上 的高等

植物
,

在 7 5 0 0 M
Z

的样地中
,

有 高 等 植物

3 5 4种
,

隶属 于 10 2科
: 2 5 9属

。

如此 丰 富

的植 物种类是温带和南亚热带植被中所不

可比的
。

在这些丰富的植物资源中
,

有许

多植物有重要的科学研究和 经济价值
。

大

叶木兰
、

天料 木
、

苞叶木
、

假海桐
、

珠兰

等为第三纪的古热带区系成分
,

它们是经

过第四纪冰川期而幸存的种类
,

对于植 物

区系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
。

云南假鹰爪
、

景洪暗罗
、

励仑琼楠
、

云南厚壳桂
、

细毛 润

楠
、

普文楠
、

园叶青藤
、

滇谷木等为西双

版 纳特有种
。

它们是我国植物种质资源中

不可多得的种类
。

山百兰
、

大花哥纳香
、

、

粘木
、

箭毒木
、

云南菠萝密
、

云南美登

木
、

番龙眼
、

龙果
、

锥头麻等为全国仅在

西双版 纳地区分布或与毗邻国家共有种
,

是濒危
、

渐危的植物种类
。

此外
,

在龙山

中还有珍贵用材树种
、

油料植物
、

染料植

物
、

淀粉植物
、

纤维植物
、

野生水果和野

生花卉 1 50 多种
,

药用植物 100 多种
。

在以上植物中
,

已列入国家重点保护

植物的有大叶木 兰
、

番龙眼
、

箭毒木
、

天

料木
、

粘木
、

山百兰
、

云南菠萝密
、

锥头

麻
、

油朴
、

野芒果
、

四 数木等十几种
。

作为
“

踏步石
” ,

促进 了自然区之

间的物种交流

龙山除本身对物种的直接保护作用之

外
,

它们在西双版纳的物种保护及维持系

统中也有特殊的作用
。

西双版纳的自然保

护区分为五大片
、

七小片
、

它 们 彼 此 分



离
、

被农田或经济植物种植园所包围
,

形

成一个个
“ 绿岛” 。

根据岛的生物地理学

理论而建立的自然保护区
一

没计的几何学原

则 『了万告诉我们
,

彼此隔离
,

中 间 无 几

何联系桥梁的保护区的保护效果不如中间

有桥梁联系的保护区的效果好
。

这些零散

分布于西双版纳各地的4 00 多处龙山
,

在

各自然保护区之间
,

成了保护区物种交流

的
“ 踏步石” ,

有利于物种的基因流动
,

加强了自然保护区之间的彼此联系
,

有利

于保护区内物种多样 性的维持而降低要保

护的物种的绝灭率
。

重要值在 10 以上 的优势种的衰 退 率 都 在

5 0 肠以上
,

而月
.

衰退种多为雨林成分和季

雨林成分
。

囚此
,

加 强对龙山的保护是非

常必要的
,

环保和林业部门可 以 适 当 投

资
,

适 当扩大龙山的面积并且加强保护
,

利用傣族人民的这一传统信仰
,

使它们在

西双版纳的植物种质资源保护 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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