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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地区位于云南省的南部边缘
,

由于纬

度偏北 �已接近北回归线 � 和海拔偏高
,

长期以来

许多外国专家都断定这里 没有真正 的热带雨林
 

我
·

国老一辈科学家经过艰苦考察否定了上述论断
,

发

现了西双版纳有热带雨林
,

它们集中分布在动腊县

低海拔盆地低丘
、

沟谷及山坡下部
。

这类热带森林

植物种类组成极其丰富
,

层次结构复杂
,

上层乔木

高达!! 一∀# 米
,

林内常见大板根
、

老茎生花现象
,

附生植物
、

木质大藤本十分丰富
,

在结构上具有典

型的热带雨林特征
,

它们不仅是真正的热带雨林
,

而且发育典型
 

另一方面
,

本地区毕竟纬度偏北和

海拔偏高
,

与世 界其它地区热带雨林相比
,

热量和

降雨略偏低
,

所以
,

本区的热带雨林又带有热带北

缘性质和过渡性
 

这种热带雨林在学术上被称为在

极限条件下的
“

中国类型的热带季节雨林
,  

世界上与西双版纳同样纬度的地区
,

基本上都

是荒漠和 干早的稀树灌木草原
,

仅东南亚的部分地

区有热带雨林植被存在
。

就东南亚而言
,

西双版纳

的热带雨林 已达到了海拔高度的极限
,

这是它特殊

之处
 

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在中国南部的雨林植被

中也是发育最典型
、

目前保存最好的一 片
 

因此
,

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在世界上是独特的
,

具有十分

重大的研究价值
 

由于处在极限条件下
,

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在

水平和垂直方向上与季雨林和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

叶林直接交错过渡
、

镶嵌分布
,

各类型植被均处于

强烈的竞争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
,

热带雨林一经破

坏就很难恢复
,

容易失去立足 之地
,

让位于其它类

型的植被
 

所以
,

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是十分脆弱

的
,

一经破坏就可能永久地失去
 

 

刀 耕火种
”

是西双版纳山 区少数民族传统的农

业生产方式
,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可能消除的
 

解放前
,

原始的
“

刀耕火种
’

一般都是局部性的
、

小片小片的
,

每一小片在使用了几年后就废弃
,

让

其 自然发展演替
 

废弃的小片迹地往往都被周围森

林所包围
,

森林中树木的种子通过各种途径均能到

达废弃迹地
,

然后萌发
、

生长
、

更新
,

逐渐恢复成

森林
 

这个过程 十分类似森林因偶然破坏而发生的

天然更新
,

故原始形式的
“

刀耕火种
”

并不会造成

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
 

土地大面积的
、

永久性使用才是导致雨林消失

的主要因素
 

热带雨林中的树木种群一般比较 ,∃甲

产生种子的量也少
 

种子从树上掉落一 般 就 地 萌

发
,

并不会在土壤中保存很长时间而仍具生命力
,

因此
,

土壤并非其种子库
 

所以森林的大面积消失

将导致大量树种种源的消失
,

不能再提供种子 以更

新
。

热带树种很多种类都分布局限
,

是地方性特有

种
,

该地方森林消失它们也就灭绝了
 

因此
,

一旦

热带原始森林遭大面积破坏
,

土地永久 性 的 被 使

用
,

大量种质资源将永久地失去
 

目前
,

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已受到严重威胁
,

筱盖面积正在迅速缩小
,

大有灭绝的可能
 

危险主

要来 自下列几方面
%

毁林种植橡胶
 

橡胶是有很大经济利益的典型

热带树种
,

它的生长最适地正是热带雨 林 的 适 生

地
 

近年来橡胶种植业的大力发展 已永久性地占据

了大片土地
,

雨林面积急剧缩小
 

在森林大面积减小
,

各种破坏合为一体的情况

下
, “

刀耕火种
”

的小片废弃迹地已不再被周围森

林所包围
,

没有种子来源
,

无法更 新
,

致 使 现 在

的
“

刀耕火种
”

的破坏作用倍增
 

森林火灾频繁发生
。

随着森林大面积减小
,

环

境日趋干早
,

火灾日趋频繁
 

生态平衡的破坏已进

入了恶性循环
。

砍伐森林日愈加重
。

随着人 口的急增
,

烧柴
、

用

材的量也在急增
 

热带雨林下长期种植砂仁等经济植物
,

严重干

扰了雨林的更新
。

所有这 些破坏因素不但在继续
,

而 且 有 增 无

减
 

很有可能在我们还没有拿出西双版纳热带雨林

的深入研究材料以前
,

它就已消失
 

我们就失去了

这块在世界上独特的
、

绝无仅有的热带季节雨林
,

、

、咯
,

& #



洲了尸

其损失的价值是难以用金钱来计算的
 

解放初期
,

西双版纳的森林 覆 盖 率 在 !# 肠以

上
,

∋ ( ) ∗年下降到+, 肠
,

即平均每年以二十万亩的

速度在递减
 

目前递减速度还在继续上升
,

照此下

去
,

不到,# 年森林植被将全部被开发
。

西双版纳的
一

热带雨林仅分布在 ( ## 米海拔以下的低山丘 陵及 盆

地河谷
,

该区域一方面早 已开发
,

另一方面森林的
」

破坏速度远比 总体情况更快
,

因此
,

热带雨林植被

将首先消失
 

西双版纳维管植物估计有 ! # 。。种以上
,

它们主

要存在于热带雨林中
 

目前初步知道名 字 的 也 只
‘

, 。。。种左右
,

对其生物学和经济价值进行过研究的

就更少了
。

森林中的每一个物种必须有一定面积的

森林存在
,

以供养其一定数量的种群个体
,

才能保

特其繁衍
 

森林面积一 旦减小
,

数以千计的物种将

受到威协
 

现在 已有许多物种灭绝
,

许多物种处于

濒危
、

渐危
、

稀有等不同的危险状态
 

西双版纳的

植被虽 己初步研究
,

但更详细的材料仍然没有
 

因

此
,

对其研究和保护已是迫在眉睫
,

不能再拖了
 

虽然西双版纳已建立了自然保护区
,

但并不是

有了保护区就万率大吉
 

因为从近期看
,

保护区不

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
,

目前还难以实现在保护的

纂础上生产
。

保护与生产
、

保护部门与生产部门的

矛盾直线上升
,

保护区能否真正保得住森林本身也

有间题
 

从长期看
,

被农田和橡胶林包围着的保护

区面积又不可能很大
,

自然保护区就象海洋中的绿

岛
。

我们知道
,

一定面积的保护区
,

只能供养一定

数量的物种
,

保护区外面的次生树种侵入
,

就会导

致保护区内的原始雨林树种消失
 

随着 时 间 的 推

移
,

保护区内的原始雨林树种有可能会逐渐被侵入

的次生树种所替代
。

这样
,

既使有了保护区
,

问题

仍未解决
。

所以
,

保护和研究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已是迫

在眉睫
,

必须从长远利益和全局出发
,

希望各界人

」%和政府部门立即给予重视
 

今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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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两边山的阴坡差不多都 已葱葱郁郁
,

而 阳坡却岩石裸露
,

几乎什么都不长
。

由于承德是高寒地区
,

村

庄宅院也多建在 阳坡脚下
,

背靠秃山
 

这使我们想起在承德市登上著名的避暑山庄城墉看外八庙时
,

阳坡

脚下那十分壮观的庙宇
,

背后也是光秃秃的山峦
 

就是这些几乎
‘

一毛不长
’

的阳坡
,

由于缺 少 植 被 保

护
,

每当雨季一来
,

滑坡
、

崩塌
、

泻溜等现象频频发生
。

这次采访尽管雨季已经过去好几个月
,

沿途阳坡

上仍然可 以看到有很多
“

泥石流
”

冲刷过的迹象
−
有些陡坡小梁由于雨水侵蚀

,

已经成一推即塌之势
。

阳坡和阴坡的差异
,

是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呢 . 不是的
 

历史上这里峰峦遍绿
,

现在还可以看到不少

当年被砍伐的很粗的树桩
,

阴坡有
,

阳坡也有
。

近年地
、

县两级林业科技人员经过实践
,

证明樟子松
、

洋

槐
、

紫穗槐
、

山杏
、

酸枣都是适合阳坡生长的树种
 

事实上
,

当地近年植树种草的成绩
,

已经完全证明植被

在阳坡上是可 以生存的
, “

阴阳头
”

肯定是可以改变的
。

在塞罕坝林场有一个省属御道 口牧场
。

这片大草原的面积比林场还大两三倍
 

九年前
, 《人民日报》

曾/比评这里
“

毁草种粮
” ,

当时的领导人看到了一层
“

黑乎乎
 

土城
,

就想种出
“

黄乎乎
”

的庄稼
,

结果

破坏了生态
,

变成了
“

白乎乎
”

的沙滩
 

这几年在省地领导的重视下
 

退耕还草
’ ,

才使草原重新恢复了

生机
。

围场坝上地区生态环境被破坏造成的水土流失等于
“

动脉出血
, ,

治愈这个创伤
,

要比治理工业污染

源更困难里 但这项工作迫在眉睫
、

时不我待
 

大自然向引滦工程亮出的
“

第二块黄牌
,

明确告示人们
%

国

家拨出的 01
 

!亿多元 巨资建设的潘家口
、

大黑汀和引滦入津水利工程能不能充分发挥经济效益
,

滦河水能

不能长期地源源不断地流进天津市区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滦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的成败
。

为确保天津市

工业和人民生活用水
,

引滦入津工程 已发挥了巨大的效益
,

但滦河上游水土流失正 日益造成严重的威胁
 

在治理工业污水对滦河污染的同时
,

对水土流失的治理也 已经提到议事 日程上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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