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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采用民族植物学、社会学以及生态学调查方法 ,对云南马关县卢差冲壮族社区 (11个样地 )的森林资源状况

和不同管理方式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结果表明 ,壮族“龙山 ”森林文化促进了当地社区森林和生态环境的维持和保

护 ,具有重要的传统文化意义 ;“龙山 ”林样地的物种多样性和均匀度高于其他样地 ,其乔木层的平均胸径、平均高

度和木材蓄积量等明显优于其他社区森林。喀斯特山地森林物种多样性较低 ,但该社区将其划为集体林、风景林

和水土保持林进行严格保护 ,对维持社区生态环境良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社区农户在管理和利用自留山森林资

源方面形成了多种管理模式 ,主要包括常规管理、择伐与选择性管理、粗放式管理以及强度管理 ,其中择伐与选择

性管理模式能获得较高的木材产量 ,有利于社区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是值得推广的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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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est resources status of the Zhuang nationality community ( 11 p lots) in Luchachong
V illage of Maguan County, Yunnan Province were analyzed by using ethnobotanical, soc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investig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worship ing and strictly p rotecting
sacred groves ( called Holy H ill forest by the peop le of Zhuang nationality) can imp rove local community
forest manage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 rotection, and has an important traditional cultural
significance. The species diversity and evenness indexes of the Holy H ill forest are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forest p lots, and the mean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mean height and timber volume of
arbor layer in the Holy H ill forest a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community forests. Species diversity of
karst forest is low, but the karst forest is p rotected strictly as collective forests, scenic forests and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forests in this community, which p 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benign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re are many management modes on managing and utilizing p rivately
farmed hill forests, mainly including routine management, selective logging management, extensive
management and excessive management, in which the selective logging management mode can obtain
higher yield of timber and benefit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community forest.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ode of selective logging management is worth popular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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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与人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是社区形成

的重要基础 [ 1 - 2 ]。社区森林具有多种功能 ,可向社

区居民提供木材、染料、食物和药物等 ,同时还具有

保护和美化环境、保持水土和提供动植物栖息地等

功能 [ 3 - 4 ]。原住民在长期利用森林资源的过程中 ,

形成了对森林生态系统具有保护作用的传统和社区

森林 管 理 体 系 ( Community forest management,

CFM )。

社区森林在农村尤其是山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

境保护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近 20年来 ,人们对社

区森林的关注和重视不断深入 ,国内外相关的研究

和报道也很多 [ 5 - 14 ]。一些学者从林业权属方面研究

社区森林的发展动向 [ 5, 15 - 16 ]
,而一些民族生物学家

和生态学家则对山地民族的神山森林传统体系给予

了较多的关注 [ 17 - 21 ]。据调查 ,在云南省 ,大多数少

数民族 ,如傣族、布朗族、基诺族、纳西族、佤族、彝

族、哈尼族、白族、傈僳族、独龙族等 ,均有将村寨附

近某些地段 (山、树林等 )划为禁地加以崇拜 ,并制定

具体的禁忌措施加以维护的传统 [ 22 ]。有些民族会

在村寨附近选择一片茂盛的森林作为风水林或水源

林 ,甚至作为神山森林顶礼膜拜 ,严禁任何人砍伐和

破坏。周鸿等把这种传统称为神山森林文化传

统 [ 2 ]。不少学者对傣族和布朗族的“龙山 ”[ 23 - 24 ]、哈

尼族的“地母圣林 ”[ 2, 25 ]、彝族的“密枝林 ”[ 26 - 27 ]、藏

族的“神山”[ 28 ]等神山森林的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

学意义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壮族是中国 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 ,

在云南省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滇东南文山州境内。壮

族分为多个支系 ,生活在文山州的壮族就有“侬 ”、

“沙 ”和“土 ”等支系。迄今为止 ,对壮族的民族生物

学和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及报道尚不多见 [ 29 - 31 ] ,尤其

未见对壮族森林文化和管理方面的研究报道。基于

社区森林及其管理的重要性 ,作者通过对在壮族传

统文化影响下的云南壮族社区森林的利用、管理和

保护状况的定点研究 ,探讨了壮族森林文化传统和

森林资源管理模式及其对社区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

以总结出适合社区森林可持续利用的管理方式。

1　研究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马关县地处滇东南岩溶高原南部六诏山脉南

缘 ,具体地理位置为东经 103°52′～ 104°39′、北纬

22°42′～ 23°15′,是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南部的边

境县 ,南与越南交界 ;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48. 9% ,以壮族、苗族及瑶族为主 ;地势大致为西北

高、东南低 ,山区面积达 76% ;林地总面积 6. 73 ×104

hm
2

,森林覆盖率为 25. 2%
[ 32 ]。

卢差冲自然村隶属马关县马白镇马尾冲行政

村。全村共有 143户、622人 ,其中 131户为壮族 ,全

部属于土支系中的尖头黑土僚。尖头黑土僚以妇女

头上包尖和衣着黑色区别于其他支系 (又被称为黑

衣壮 ) ,他们自称“土族 ”,意为“土著民族 ”。土支系

壮族适应山地环境 ,往往依山而居 ,在长期的环境适

应过程中形成了合理利用和管理山地自然资源的传

统知识体系 ,使社区环境 (生产和生活环境 )得以良

性维持。卢差冲村是马关县壮族土支系人口最多、

最集中的社区 ,该社区因地制宜 ,主要种植水稻、玉

米、旱稻、冬小麦及荞等农作物。

卢差冲村是一个山地社区 ,住房集中分布在海

拔 1 230～1 280 m的山腰上 ;山脚分布着梯形的旱

地和农田以及小面积的森林 ;山腰两旁、山顶以及山

后分布着较大面积的森林。全村喀斯特山地分布较

普遍 ,农业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相互依存 ,共同

维系着社区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所需以及良好的自然

环境和人居环境。全村共有耕地 46. 13 hm
2

,森林约

26. 67 hm2。根据经营权属不同 ,可将该社区的森林

分为集体林 (包括“龙山 ”林、风景林、水土保持林和

一般集体林等 )和农户自留山森林。森林群落为季

风性常绿阔叶林 , 以壳斗科 ( Fagaceae ) 和樟科

(Lauraceae)植物为主。

1. 2　研究方法

采用访谈调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

究。

1. 2. 1　访谈调查 　应用民族植物学和社会学访谈

方法 ,通过结构和半结构访谈形式 ,与村民、村寨干

部和关键人物 (如村寨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和护林员

等 )进行交流 ,了解村寨的历史、经济、传统文化和森

林资源管理等的基本情况 ,并以访谈的形式对每一

抽样农户的总体情况和森林管理方式进行详细调

查。

1. 2. 2　样方调查 　在“龙山”林、风景林和农户自留

山林里共选择有代表性的样地 11个 (详细情况见表

1) ,每个样地设置 1个 20 m ×20 m的样方。调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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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方的生境特征 ;测量样方内胸径 (DB H )大于 2.

5 cm乔木的树高和胸径 ,估测冠幅等 ,并对不同种的

个体数进行统计 ;记录灌木层和草本层的物种及盖

度。整理调查结果 ,计算各样方的物种丰富度、多样

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及木材蓄积量。

表 1　云南省马关县卢差冲村壮族社区森林样地的基本情况
Table 1　Ba sic sta tus of forest plots of the Zhuang na tiona lity comm un ity in L uchachong V illage of M aguan Coun ty, Y unnan Prov ince

样地编号
No. of p lot

位置
Location

土壤类型
Soil type

海拔 /m
A ltitude

森林类型 1)

Forest type1)
管理方式 2)

Management mode2)

S01 军马山 Junma Mountain 红壤 Red soil 1 265 PFHF A

S02 松树山 Songshu Mountain 红壤 Red soil 1 290 PFHF B

S03 汉塘 Hantang 红壤 Red soil 1 075 PFHF C

S04 小田 Xiaotian 红壤 Red soil 1 200 PFHF B

S05 小团坡 Xiaotuanpo 红壤 Red soil 1 220 PFHF A

S06 垭口 Yakou 红壤 Red soil 1 315 PFHF C

S07 干沟 Gan’gou 红壤 Red soil 1 280 PFHF D

S08 老九寨 Laojiuzhai 红壤 Red soil 1 250 PFHF D

S09 公山 Gongshan Mountain 喀斯特 Karst soil 1 330 SF E

S10 龙山 Longshan Mountain 红壤 Red soil 1 250 HHF E

S11 黄饭山 Huangfan Mountain 喀斯特 Karst soil 1 335 HHF E

　1) PFHF: 农户自留山森林 Privately farmed hill forest; SF: 风景林 Scenic forest; HHF: “龙山 ”林 Holy H ill forest. 　2) A: 择伐与选择性管理
Selective logging management; B: 常规管理 Routine management; C: 强度管理 Excessive management; D: 粗放式管理 Extensive management;
E: 严格保护 Strict p rotection.

1. 3　数据处理

物种丰富度指数采用 Magalef指数表示 ,计算公

式为 D = (S - 1) / ln N ;多样性指数采用 Shannon -

W iener指数表示 ,计算公式为 H′= - ∑Pi log Pi ;均

匀度指数采用 Pielou指数表示 ,计算公式为 Jsw =

( - ∑Pi log Pi ) / log S。各式中 , S为各样方总物种

数 ; N 为各样方内所有物种的个体数之和 ; Pi为各样

方内物种 i的个体数之和与所有物种个体数之和的

比值。根据树高和胸径 ,利用常用材积表 [ 33 ]查算出

木材蓄积量。

2　结果和分析

2. 1　壮族“龙山 ”森林文化的意义

在广西和云南东南部的许多壮族聚居的地区 ,

每个壮族社区都会在村寨附近选择一片或数片茂密

的树林作为“龙山 ”加以保护。通过与马关县卢差冲

村壮族社区德高望重的老人以及村社干部访谈了解

到 ,大约在 150年前 ,饥荒严重 ,有几户壮族人逃难

路过此地 ,发现这里山林茂密、溪流淙淙 ,且地势高

而崎岖 ,适于躲避乱世和安居 ,于是便在此安家。随

后 ,越来越多同支系的壮族人迁入此地 ,逐渐形成和

发展成村寨。村寨保存了 2座繁茂的树林 ,在壮族

的传统文化里 ,称之为“龙山 ”。“龙山 ”对社区来说

具有传统文化上的重要意义 ,是村民举行祭祀活动

的场所 ,是他们表达宗教信仰和寄托美好愿望的一

种载体 ,也是团结社区壮民的一种凝聚力。

每年农历二月初一 ,在春耕播种前 ,村寨里每家

每户都要制作彩色糯米饭 ,并将蒸好的彩色糯米饭

由男性村民带到黄饭山上 ,每户派一位男性村民参

加在那里举行的持续 6 d的集体祭奉仪式 ,以祈求神

灵保佑村寨当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农

历六月初六 ,在稻谷收割之前 ,村民在“龙山 ”上进行

白酒祭“龙 ”活动 ,再次祈求“龙 ”神保佑风调雨顺和

五谷丰登。这两次祭奉仪式 ,妇女均不能参加。祭

祀期间 ,整个社区呈现出隆重而祥和的节日气氛。

在壮族的宗教信仰里 ,“龙山 ”是神灵居住的地

方 ,“龙山 ”里的万物都是神灵的化身 ,破坏它们就会

触怒神灵而带来灾难 ,而保护好它们则会得到神灵

的保佑 ,村寨才会繁荣 ,村民才能安康。基于这种朴

素的信仰和自然观 ,社区居民自觉地保护“龙山 ”森

林以及其他集体林 ,可见壮族的森林文化对于森林

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维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 2　社区森林资源管理状况的分析

2. 2. 1　“龙山 ”森林的保护体系 　“龙山 ”森林能够

得以较好地维持 ,与壮族社区形成的保护体系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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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的。调查结果表明 ,村民对保护森林重要性的

认识首先源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其次是乡规民约

的约束。另外 ,村民也意识到保护森林对村寨的水

土保持和环境美化有重要作用。长期以来 ,本社区

制定并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森林保护的乡规民约 ,并

使之深入民心。乡规民约规定 :非祭祀节日禁止进

入“龙山 ”;严禁偷砍盗伐“龙山 ”树木 ,甚至不得拾

取山中的一草一木 ;违反规定者将受到宗族的严厉

惩罚。乡规民约也对其他森林类型 ,如风景林和水

土保持林等集体林以及农户自留山森林的保护起着

重要的约束作用。

2. 2. 2　喀斯特山地森林的管理 　该壮族社区的喀

斯特山地森林归集体所有 (社区居民称之为“公

山 ”) ,作为生态公益林 (水土保持林、防护林和风景

林等 )进行严格保护。这类森林具有固持水土、调节

小气候环境、防风、美化环境等生态功能。严格实行

社区相关的森林法律法规和乡规民约 ,包括 :社区集

体不得砍伐山地林木出售或公用 ;社区个人也不得

砍伐山地林木 ,不得让牲畜进入山地践踏 ;对于违反

规定者 ,视砍伐的树木种类和大小以及破坏程度等

情况进行处罚 ,一般为罚款。

2. 2. 3　农户自留山森林的管理 　根据访谈调查结

果 ,可将农户自留山森林的管理方式分为 4种类型 :

一是择伐与选择性管理。一般 2～3 a伐木 1

次 ,每次伐木 1～2株 ,保留喜爱树种 (多为优良的薪

柴、建筑和工具用材树种 ) ,偶尔清除杂草。

二是粗放式管理。由于林地距村寨较远 ,加之

交通不便或家庭劳力缺乏等原因 ,只好采用粗放的

经营方式 ,一般 4～5 a以上伐木 1～2株 ,不刻意选

择保留特定的树种 ,不清除林下灌木和杂草。

三是常规管理。每年或者隔年进行伐木 ,多伐

枯死枝干和老龄树木 ,不选择保留喜爱树种 ,有时清

除没有用处的灌木和高草。

四是强度管理。伐木强度较高 ,甚至采用皆伐

的方式 ,采用这种类型的多为薪柴需要量较大或出

售薪柴的农户。

社区 55%的农户采用择伐与选择性管理方式 ,

30%的农户进行常规管理 , 10%的农户采用粗放式

管理 ,只有 5%的农户采取强度管理的方式。

2. 3　社区森林群落物种多样性的比较分析

森林乔木层是农户用材和薪柴的重要来源 ,是

管理和利用的重点 ,因此本研究更多地关注乔木层

的物种资源状况。云南省马关县卢差冲村壮族社区

森林各样地乔木层的物种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

和均匀度指数见表 2。由表 2可见 , S08 (老九寨 )、

S07 (干沟 )和 S10 (龙山 ) 3个样地乔木层的物种丰

富度指数较高 ,分别为 5. 968、5. 177和 4. 951; S09

(公山 )和 S03 (汉塘 ) 2个样地乔木层的物种丰富度

指数最小 ,分别仅为 1. 924和 0. 691。 S08、S10和

S05 (小团坡 ) 3个样地乔木层的多样性指数较高 ,分

别为 1. 275、1. 178和 1. 137; S11 (黄饭山 )和 S03样

地乔木层的多样性指数最小 ,分别只有 0. 504 和

0. 460。样地 S10的均匀度指数最大 ,为 0. 939; S11

和 S09样地的均匀度指数最小。

表 2　云南省马关县卢差冲村壮族社区各森林样地乔木层的物种多
样性分析
Table 2　Ana lysis of spec ies d iversity of arbor layer in forest plots of
the Zhuang na tiona lity comm un ity in L uchachong V illage of M aguan
Coun ty, Y unnan Prov ince

样地编
号 1)

No. of
p lot1)

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科数
Number

of
fam ily

丰富度
指数

R ichness
index

多样性
指数

D iversity
index

均匀度
指数

Evenness
index

S01 10 8 2. 457 0. 869 0. 869

S02 15 11 3. 657 1. 024 0. 871

S03 4 2 0. 691 0. 460 0. 765

S04 14 12 3. 230 0. 833 0. 726

S05 19 17 4. 492 1. 137 0. 889

S06 13 11 2. 701 0. 909 0. 816

S07 24 16 5. 177 1. 025 0. 742

S08 27 20 5. 968 1. 275 0. 891

S09 9 8 1. 924 0. 599 0. 628

S10 18 15 4. 951 1. 178 0. 939

S11 8 5 2. 058 0. 504 0. 558

　1) S01: 军马山 Junma Mountain; S02: 松树山 Songshu Mountain;
S03: 汉塘 Hantang; S04: 小田 Xiaotian; S05: 小团坡 Xiaotuan2
po; S06: 垭口 Yakou; S07: 干沟 Gan’gou; S08: 老九寨 Laojiu2
zhai; S09: 公 山 Gongshan Mountain; S10: 龙 山 Longshan
Mountain; S11: 黄饭山 Huangfan Mountain.

样地 S01 ～ S06 的乔木层以麻栎 ( Q uercus

acu tissim a Carr. ) 和湄公栲 ( Castanopsis m ekongensis

A. Camus)为优势树种 ;样地 S07的乔木层以红梗润

楠 (M achilus rufipes H. W. L i) 和西南桦 (B etu la

a lnoides Ham ilt. )占优势 ;样地 S08没有明显的优势

树种 ;样地 S09和 S11为喀斯特样地 ,其乔木层以青

冈〔Cycloba lanopsis g lauca ( Thunb. ) Oerst.〕占绝对优

势 ;样地 S10的乔木层无明显优势种 ,但其层间植物

比较丰富。

综合上述结果可以看出 ,“龙山 ”林样地 S10在

物种多样性和均匀度方面优于其他样地 ,农户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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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森林样地 S08和 S05的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

也均较高 ,而农户自留山森林样地 S03和喀斯特山

地森林样地 S11的多样性指数却较低。由于“龙山 ”

林得到了社区居民长期有效的保护 ,人为选择和破

坏程度极小 ,因此 ,样地 S10能保持较高的生物多样

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由于农户自留山森林样地

S08采用粗放式管理 ,人为干扰程度也较小 ,因而也

能保存较多的物种 ;而农户自留山森林样地 S03采

取强度管理方式 ,人为干扰程度较大 ,其多样性指数

和均匀度指数均较低。样地 S11为喀斯特山地森

林 ,而且是发育成熟的次生天然林 (到达群落演替顶

级 ) ,生境因子的限制和演替顶级阶段的特征使其呈

现出较低的生物多样性和均匀度。

2. 4　社区森林乔木层资源量的比较分析

在云南省马关县卢差冲村壮族社区 ,不同权属

和不同管理方式下各森林样地乔木层的群落外貌和

资源量存在明显差异 ,各样地乔木层的平均胸径、平

均高度和木材蓄积量见表 3。由表 3可以看出 ,“龙

山 ”森林样地 S10和 S11乔木层的平均胸径明显大

于其他样地 ;在农户自留山森林样地中 ,样地 S01、

S02和 S05乔木层的平均胸径较大 ,且三者差异不明

显 ,而样地 S06乔木层的平均胸径最小 ,明显小于其

他样地 ;风景林样地 S09的平均胸径在 11个样地中

处于中间水平。就平均高度而言 ,“龙山 ”森林样方

的乔木层也呈现出明显优势 ;农户自留山森林样方

表 3　云南省马关县卢差冲村壮族社区各森林样地乔木层的平均胸
径、平均高度和木材蓄积量
Table 3　M ean DBH , m ean he ight and tim ber volum e of arbor layer
in forest plots of the Zhuang na tiona lity comm un ity in L uchachong
V illage of M aguan Coun ty, Y unnan Prov ince

样地编号 1)

No. of p lot1)
平均胸径 / cm
Mean of DB H

平均高度 /m
Mean of height

木材蓄积量 /m3

Timber volume

S01 14. 5 9. 2 7. 727

S02 13. 1 9. 2 5. 894

S03 9. 6 8. 2 6. 128

S04 10. 1 7. 4 5. 293

S05 12. 6 8. 2 12. 463

S06 5. 7 5. 8 1. 522

S07 9. 6 8. 6 6. 160

S08 6. 8 7. 6 2. 969

S09 9. 9 8. 6 3. 898

S10 19. 4 11. 9 15. 826

S11 19. 6 14. 2 20. 028

　1) S01: 军马山 Junma Mountain; S02: 松树山 Songshu Mountain;
S03: 汉塘 Hantang; S04: 小田 Xiaotian; S05: 小团坡 Xiaotuan2
po; S06: 垭口 Yakou; S07: 干沟 Gan’gou; S08: 老九寨 Laojiu2
zhai; S09: 公 山 Gongshan Mountain; S10: 龙 山 Longshan
Mountain; S11: 黄饭山 Huangfan Mountain.

之间乔木层的平均高度差异不明显 ;风景林样地 S09

乔木层的平均高度与平均胸径相似 ,也处于中间水

平。各样地木材蓄积量的情况与平均胸径的情况基

本相似 ,均为“龙山 ”森林样地 S10和 S11乔木层的

木材蓄积量最大 ,分别达到 15. 826和 20. 028 m3。

不同森林样地乔木层平均胸径和平均高度的大

小取决定于乔木层的组成种类 ,而且乔木层的平均

高度与经营者的管理方式及利用森林资源的方式密

切相关。由于“龙山 ”林得到了较为有效的保护 ,几

乎没有被伐木或破坏 ,因而其林内树木得以较好地

生长 ,乔木层的平均胸径和平均高度明显大于其他

森林类型 ,木材蓄积量也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森林

样地。样地 S01和 S05的经营者对其进行选择性管

理 ,有意识地保留喜好树种 ,使其得到较好的生长 ,

所以其乔木层的平均胸径和木材畜积量也相对较

大。

3　结论和讨论

3. 1　民族传统文化在社区森林资源管理中的重要

意义

民族传统文化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得

到较多关注和普遍认同 [ 34 - 36 ]。云南省马关县卢差

冲村壮族社区的壮族民众延续了自身的民族文化传

统 ,其朴素的自然观和信仰对社区森林以及生态环

境保护起着重要作用。另外 ,该社区还制订了一整

套关于森林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乡规民约 ,对于偷砍

盗伐及其他破坏森林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 ,可见 ,在

该壮族社区中 ,保护和爱惜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

观念已深入人心。

“龙山 ”具有重要的传统文化意义 ,是壮族人民

表达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的重要载体 ,也是团结社

区壮民的核心凝聚力。此外 ,“龙山 ”还具有重要的

生态学意义。刘宏茂等对西双版纳傣族“龙山 ”的研

究表明 [ 24 ] ,“龙山 ”对当地植被类型保护、植物物种

多样性保护和地区性环境保护等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是与自然保护区进行物种交流的“踏步石 ”

( step stone)。云南省马关县卢差冲村壮族社区中的

一座“龙山 ”(即样地 S10)融入农田景观中 ,成为农

业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起到保持水土、保护水

源和调节地方小气候的作用 ,是良性农业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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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维持因素 ;另一座喀斯特山地类型的“龙山 ”

(即样地 S11)融入社区人居环境 ,犹如一把巨大的

绿伞 ,起到防风和调节小气候的作用 ,同时也具有保

持水土和美化社区人居环境的生态功能。通过对森

林乔木层资源量的统计 ,发现上述 2个“龙山 ”林样

方乔木层的木材蓄积量分别高达 15. 826和 20. 028

m
3

,远远大于其他类型森林 ,这是“龙山 ”森林长期

得到社区居民有效保护的结果。该社区居民普遍认

为 :“龙山 ”的存在意义重大 ,是不可取代的 ,没有森

林就不像村寨 ,没有“龙山 ”就不是壮族村寨。

O ldfield等指出 [ 37 ]
,传统文化观念不仅是当前

制定社区资源可持续管理策略无法回避的社会和文

化背景 ,而且也应该成为制定村寨资源保护和发展

策略的重要基础。因此 ,民族传统文化在自然资源

的有效管理和持续利用以及生态环境的良性维持等

方面的积极作用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民族传统文

化与乡规民约等组成的乡土保护体系的优越性和有

效性值得借鉴和推广 ,建议将它们纳入生物多样性

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体系中。

3. 2　特殊地貌森林的管理评价

滇东南是喀斯特地貌发育较典型且分布较广的

地区。喀斯特山地的生态环境具有脆弱性 ,如果自

然植被遭到破坏 ,其浅薄的土层就容易受到侵蚀 ,地

表呈现裸露的石山和半石山景观 ,表现为石质化退

化 [ 38 ]。本研究中的样地 S09和 S11即为喀斯特山

地 ,这种类型的林地在云南省马关县卢差冲村壮族

社区的分布比较普遍。由于土壤地貌等生境因子的

限制 ,这一类型的森林难以养蓄较多的生物物种 ,呈

现出较低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 ,但是它们能起到

保持水土、调节小气候环境以及美化社区环境等作

用 ,所以保护好喀斯特类型的山地和森林 ,对村寨生

态环境的良性维持也有重要意义。卢差冲村壮族社

区将这种山地划为集体林 ,分别作为“龙山 ”、风景林

和水土保持林进行严格保护 ,严禁砍伐和破坏 ,违者

重罚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 ,这种管理模式值得

借鉴和推广。

3. 3　农户自留山森林不同管理方式的效果评价

将各样方的物种丰富度 (反映物种保存能力 )和

木材蓄积量 (反映资源供给能力 )相结合 ,并对相应

的管理方式进行综合分析 ,发现采用粗放式管理可

以保存较多的物种 ,但资源供给能力较低 ;采用择伐

与选择性管理方式可以获得较大的资源量 ,并有利

于物种的保存 ;强度管理方式则既不利于物种保存 ,

也不能获得较高的资源量 ;常规管理产生的效果居

于上述三者之间。这 4种管理模式的具体特征和科

学合理性如下 :

1)择伐和选择性管理 :在一定时间间隔内有计

划地进行择伐 ,有意识地保留喜爱树种 ,伐除用处不

大的物种。这种方法可视为生态学上的中度干扰 ,

目的性较强 ,可获得较高的木材产出量 ,且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促进物种的保存。

2)粗放式管理 :人为干扰程度较小 ,虽然有利于

物种的保存和利用 ,但木材产出量较低 ,森林资源的

使用价值或经济价值得不到很好地实现 ,不利于社

区森林的持续利用。

3)常规管理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物种的保

存 ,且木材蓄积量不至于很低。

4)强度管理 :人为干扰过于强烈 ,不仅不利于物

种的保存和利用 ,而且木材蓄积量也很低 ,不利于森

林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 ,在农户自留山森林资源管理上 ,建议

采用择伐和选择性管理的模式来实现森林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另外 ,农户自留山森林资源管理取得的

良好效果可以减少甚至杜绝因缺乏薪柴而偷砍盗伐

集体林的现象 ,对于社区集体林也能起到一定程度

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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