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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 述

截至 1 9 8 6年
,

元阳县森林覆盖率已下降

到1 2
,

9 %
,

荒山荒地已增加到5 8 6 0 2 7
.

5亩
。

元

阳县农村每年平均消耗薪材 87 2 3 5
.

7立方米
,

占全县木材总消耗量的 74 %
,

约高出全省薪

材耗量10 % (云南省薪材年耗量 占全省木材

年耗量的 6 4
.

7 % )
。

森林面积逐年减少
,

蓄

积量降低
,

消耗量大于生长量
,

情况十分严

重
。

长此下去
,

不用很长时间
,

元阳现有森

林植被将破坏殆尽
,

农业生产将无法进行
。

元阳县 山高谷深
,

沟谷纵横
,

深切割
,

坡度陡
,

一般在 20 度 以上
,

地无三里平
。

该

县至今未发现天然气资源
,

未发现煤资源
,

江河落差小
,

可利用的水资源不多
,

风能资

源也不象平川地带那样便于利用
;
利用太阳

能又囿于资金短缺
,

而不能在农 村 普 遍 发

展, 沼气则因缺乏农作物秸秆
,

而受限制
。

由此看来
,

元阳农村能源只有靠发展绿色再

生能源
—

薪炭林
。

元阳县9 0 %以上靠绿色再生能源
。

绿色

再生能源
—

薪炭林具有一专多能的功能
,

既能解决农村能源问题
,

又能发挥保持水土
、

防止风沙
、

改善环境
、

调节气候
、

涵养水源

等多种效益
,

所以在元阳发展薪炭林
,

恢复和

保护现有森林植被
,

已成为维护元阳农业生

态环境
、

保障农业丰收
、

发展元阳农村经济

的关键所在
。

1 9 8 8年 2 一 4 月及 g 月
,

西南林学院
、

昆

明植物所的有关人员及云南省薪炭林研究课

题组的成员汇同元阳县林业局的科技人员
,

深入到元阳县的东
、

西观音山分水岭林 区以

及全县各地
,

采用重点调查和一般考察相结

合
,

标准地调查与线路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

行调查
。

分别不同立地条件
,

于 河 谷
、

低

山
、

中山等不同地带设标准地50 余块 (1 0 x

10 平方米 )
,

对薪材树种的种类
、

生长量
、

生物量
、

萌发力
、

固氮情况
、

燃烧值等项目

作了调查
。

同时还对全县 12 个 乡
,

12 个 自然

村
,

12 0户农户进行
“农村能源现状

”

的 典

型调查
。

二
、

农村能源现状及存在问题

解放 40 年来
,

元阳在恢复森林
,

扩大森林

资源方面曾做了大量工作
,

取得一定成绩
。

·

但森林的消耗与破坏始终没有停止
。

由于左

的影响
,

政策失误
,

不重视薪炭林的营造建

设
,

致使大面积的原始水源林
、

用材林被砍

伐作为生活用柴而消耗
。

由于森林面积不断

减少
,

农村能源十分紧缺
。

据调查
,

元阳县农村人 口 2 9 7 1 4 3人
,

占

全县总人口的9 8
.

8 %
,

农村薪材 年 耗 量 达

8了2 3 5
.

7立方米
,

人均年耗薪材为 0
.

3 1 2 6 立

方米
,

占全县薪材年总耗量的92
.

6 %
。

城镇



居 民
、

机关
、

学校
、

饭馆
、

小食店
、

茶厂
、

纸厂的薪材年耗量为7 0 1 6
.

9 5立方米
,

占全

县薪材年总耗量的 7
.

4 %
。

而全县只有 黄草

岭有薪炭林9 3 7
.

5亩
,

每年平均可提供 薪 材

,1 6 8 7 5 0公斤
,

其余各林种能提供的薪材如下

(通过卫生伐
,

修枝打权
、

抚育间伐等)
:

1
.

防护林进行卫生伐
,

砍除病腐木
,

枯

立木等
,

每亩可提供薪材 10 公斤
。

全县共有

防护林3 3 6 9 6 4
.

5亩
,

可提供薪材约3 3 6 9 6 4 5公

斤
。

2
.

疏林一亩可提供薪材20 公斤
,

全县共

有疏林 4 3 7 2 5亩
,

可提供薪材 8 7 4 5 0 0公 斤
。

3
.

灌木林一亩可提供薪材40 公斤
。

全县

共 有 灌 木 林 2 6 1 2 1 0 亩
,

可 提 供薪 材 约

1 0 4 4 8 4 0 0公斤
。

4
.

用材林一亩可提供薪材40 公斤
。

全县

共有用材 林 4 71 3 1
.

5 亩
,

_

可提 供薪 材 约

1 8 8 5 2 6 0公 斤
。

以上四项加上黄草岭 93 7
,

5亩薪材 林
,

合计年均可合理提供薪材 17 0 4 6 5 5 5公斤
。

而

实际年均消耗薪材7 58 02 12 9
.

6公斤
。

这其中

不合理消耗的5 8 7 55 57 4
.

6公斤薪柴则是从国

有林
、

乡有林
、

防护林
、

用材林
、

经济林中

掠采
,

这掠采数字构成了对全县森林的主要

威胁
。

是消耗全县森林的大头
。

即使这样
,

也还是不能缓解该县薪材短缺的困难
,

每年

还得从解放草 (E :‘户。 , 。 : 沁。 。(l。。。: h。二 , :

: P厂e , ; g )
、

飞机草 ( 万 , zP u lo 7
,

iu , , : o d o r a -

t ,、, , , )
、

农作物秸秆等草本中获取3 6 2 5 0 5 2 8
·

6

公斤作燃料
。

薪材极为短缺的胜村乡
、

南沙

乡和沙拉托乡
,

平均每户农户每年还要烧 2

千多公斤牛马粪
。

全县 1 4个乡 (镇) 薪材无处不缺
,

乡乡

皆短
。

其 中
,

尤以胜村乡
、

南沙乡
、

沙拉托

乡薪材最为短缺
,

年人均合理 占有薪材
:

胜

村 乡为 19
.

6公斤 / 人
·

年
、

南沙乡2 6
.

6公斤 /

人
·

年
、

沙拉托 乡 3 2
.

9公斤 / 人
.

年
。

以胜村乡为例
,

该乡3 0 3 9 3人
, 5 3 6 7户

薪材年耗量平均为6 4 4 2 2 9 3
.

7公斤
,

但各林种

能合理提供的薪材年均为 5 9 5 , 3 5公斤
,

年人

均占有薪材量只有 1 ,
.

9 公斤 / 人
·

年
,

只能

维持四个月的生活用柴
,

每年平均薪材短 缺

8 个月
。

为了维持最低的能量需求
,

胜村乡

人 民除每年投入 1 3 3 2 4 个劳动
_

!二日寻找薪柴

外
,

还得花大量钱去买柴烧
。

森林被蚕食
,

草皮
、

树根
、

作物秸秆
,

以致牛
、

马粪都被

烧掉
, “五料

”

俱缺
,

土壤有机质得不到补

充
,

土地肥力减退
,

水土流失
,

小 气 候 变

坏
,

农业生产下降
。

生态环境恶化
,

最后形

成恶性循环
。

沙拉托乡的能源 也 十 分 短 缺
,

全 乡

1 7 9 3 6人
, 3 5 8 4户

,

薪材年均耗量为5 6 1 0 1 6 0公

斤
,

但各林种能合理提供的薪柴仅为5 9 0 5 2 0

公斤
,

年人均占有薪材 3 2
.

9 公斤/ 人
·

年
,

只能维持 5 个月的生活用柴
,

其余 了个月除

掠采外
,

则大部分靠农作物秸秆
、

解放草
、

禾草
、

牛
、

马粪维持最低的能源需求
。

由于

采樵
,

沙拉托乡的水源林
、

防护林
、

用材林

都遭到空前的浩劫
。

三
、

发展农村能源的对策

农村能源奇缺
,

已成为目前元阳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
,

在发展元阳农村

经济时
,

必须首先解决能源间题
,

从能源抓

起
。

根据元阳薪炭林发展十年规划
, 艺0 0 0年

前将8 42 2 3
.

5亩灌木林改造成生物量高 的 薪

炭林
,

新营造1 2 0 0 0 0亩荒山的薪炭林
,

以达到

60 。公斤/ 人
·

年的 目标
,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

本上缓解元阳农村能源短缺
,

从而促使全县

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

为了到本

世纪末
,

在使全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一大步

的同时
, 又创造一个具有多种效益的

、

优美

的生活环境
,

特提出以下对策
:

1
.

各级领导要建立任期目标责任制
,

确

保十年规划的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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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恺的桩紫胶产盆

放 养

世代

吱午夏代

8 6年夏代

8 6年冬代

8 7牟夏代

8 7年冬代

放养株数 单株放种量 单株产梗胶量 (克)

(株) (克 ) 平均

3 0 0

3 5 0

2 8 0

5 0 0

2 0 0

2 1 2 5

3 2 5 0

1 6 0 0

6 0 0 0

1 0 0 0

最高

3 5 0 0

4 8 0 0

2 0 0 0

7 0 0 0

1 5 0 0

胶被厚 (厘米)

放收 比 平均 最厚

I : 7 0
。

7 2 0
。

8 0

1 : 9 1
。

0 0 1
。

2 0

1 : 6 0
。

4 0 0
。

5 0

I : 1 2 1
。

1 0 1
。

理0

l : 5 0
。

3 5 0
。

通5

五
、

小结

四
、

紫胶产量

1 9 85一 1 9 8 7年对恺的搽进行紫胶虫放养

试验 (见表 5 )
。

恺的谨放养的紫胶虫
,

生长发育良好
,

紫胶产量高
。

夏代放 1 公斤种胶
,

平均收获

梗胶 9 公斤
, 冬代放 l 公斤种胶

,

平均收获

梗胶 5 公斤
。

1
.

恺的懂适应性强
,

耐干早
,

栽培繁殖

容易
,

生长快
,

栽培 5 年后即可开花结实
。

2
.

恺的懂用作紫胶虫的寄主树
,

紫胶产

量高 ; 同时也是较为理想的庭园观赏木本花

卉
; 此外其茎皮纤维可制麻绳和造纸

。

3
.

恺的横主产于云南
,

对于这 野生的

植物资源
,

应有计划地开发利用和扩大繁殖

栽培
。

(上接 4 0 页 )

2
.

抓紧节柴改灶
一

卜作
。

全县农村能源十分短缺
,

而能源浪费又

是一大问题
。

全县五万多个
“老虎灶

”
热效

率低
,

一般只能利用15 一 2 。% 的热能
,

可采

取自筹公助的办法
,

力争 2 一 3 年内将全县

五万户的 “老虎灶 ” 改掉
,

这样可节省一半

或三分之二的能源
。

3
.

营造多层
、

多功能
、

多效益
、

多种用

途的薪炭林
,

向立体林业迈进
。

在营造薪炭林时
,

应多造多层
、

多效益
、

多种用途的薪炭林
。

从层次来 讲
,

可 安 排

两层到三层施行乔灌结合
。

应尽量多选豆 目

( L叫 u m i。os a le s ) 的固氮植物和其它固氮

植物与其他薪材树种混交
。

选用速生
、

萌发

力强的树种营造薪炭林
,

既能收获薪材
,

又

能提高土壤肥力
,

保证源源不断 地 供 给 薪

材
。

如蝶形花科 (F油二
。a o 的刺槐 ( 刀。-

/) : , , i。: 户: 。 ; ‘汀。 一a c a e “: )
,

该树种速生
,

萌

发力强
,

抗旱力 弧
,

燃 值 高
,

有 固 氨 能

力
,

花可食用
,

树叶又可作何料
。

在四 川省

三台县发展的刺槐薪炭林
,

不仅解 决了该县

的薪柴
,

发挥了多种效益
,

还解决全县8 0 %

的耕牛饲料
,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

在水

土流失严重的地方发展薪炭林
,

要选深根性

的树种
,

既能取得薪材
,

又能保持水土
。

对

以薪材作燃料的 仁厂可就近给一定的荒山而

积
,

限定发展薪炭林
,

力争达到薪材 自给
。

4
.

加强科学研究
,

开展技术培训
,

举办

各种训练班
,

抓紧技术推广工作
。

在发展薪炭林过程中
,

从始至终
,

应加

强科研和技术推广工作
,

培养技术人才
,

这

样方能使薪炭林的发展 仁作顺利进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