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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干热河谷土地资源及其开发潜力
`

张映翠 朱宏业 吴仕荣
(云南省农科院热区经济作物资源圃 元谋 65 1 30 0 ) (云南省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昆明 6 5 0 2 0 5)

提 要 论述了金沙江干热河谷 (云南段 )土地资源数量
、

质量及其农业开发潜力
,

并提出

其开发利用途径及合理布局建议
,

供该区农业综合开发和研究参考
.

关键词 金沙江 干热河谷 土地资源 开发潜力 开发布局

金沙江干热河谷农业综合开发 已 引起各级部门的高度重视
.

土地是农业开发的基

础
,

要确定土地的开发规模和区位
,

土地资源及其数量
、

质量
,

开发潜力
,

怎样合理开发和

布局等都是急需解决的间题
,

即为该项研究的初步结果
.

1 土地资源要素特征

1
.

1 光热优势突出

由于金沙江河谷深切产生强的焚风效应
,

形成区域性南亚热带或热带气候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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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度 K 值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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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 ,

尽管属半干旱 区
,

但光热资源丰富优势突出
.

1
.

2 地形地貌多样

第三纪中新世造山运动形成该区复杂的地形和多样的地貌
.

主要地貌类型有高山深

切河谷
.

低 山丘陵 (土林主要形成区 )
、

洪积冲积扇地
、

阶地及河流滩地
,

总体上构成构造

盆地与高 山深谷交错分布
.

1
.

3 植被覆盖率低

本区植被具热带稀树草原特征
,

以中旱生禾草丛
,

旱生刺灌及肉质刺灌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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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覆盖率低
,

如元谋干热河谷
,

植被盖率 < 20 %
.

土 地 资 源 质 量

土壤肥力

,

本文参与考察及资料收集的还有严俊华
、

马开华同志
.

” 干燥度由 K ~ 刀 / R 公式求得
.

E 为蒸发力
,

由彭曼公式计算
, R 为同期降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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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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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谷区代表土类为燥红土
,

红壤
.

燥红土含燥红土和褐红土两个亚类
,

红壤含红壤和

褐红壤两个亚类
,

分布于旱地及荒 山荒坡地
,

为待开发区主要土壤类型
.

其次还有水稻

土
、

冲积土和少量盐土分布于开发较早
、

垦植率较高的坝区及河滩地
,

在此不作评价
.

上述待开发区土壤肥力评价以海拔 < 1 50 0m 的 2 个土类
、

4 个亚类
、

21 个土属共 58

个代表土种养分状况 (表 l )为依据
.

表 1 土壤养分状况及肥力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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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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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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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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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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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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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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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一 .8 111 酸 性性 微 酸酸 中 性性 微 碱碱 碱 性性

<<<<<<<<<<<<< 5
.

555 5
.

5一 6
.

555 6
.

5一 7
.

555 7
.

5一 8
。

555 > 8
.

555

1
.

酸碱度适中
,

宜种范围广 p H 值在 5
.

3 0一 8
.

40 之间
,

大于 8
.

40 的土壤只在零

星地块出现
.

在作物布局上基本不受酸碱度限制
.

微碱性对部分南亚热带经济作物幼树

可能有抑制
,

通过施酸性肥料
,

定植穴改土等土壤管理即可克服
.

2
.

有机质含量低
、

质地轻
、

耕性差 79
.

2 %的土壤有机质处于缺和极缺水平
.

有机

质缺乏加之水土流失严重
,

土壤质地变砂
,

表层 日趋痔薄
,

耕性极差
.

3
.

氮磷养份不足
,

基本肥 力低 高温干旱及水蚀强度大使氮素分解流失而表现不

足
,

53 %的土壤氮缺乏和极度缺乏
.

磷的缺乏尤为突出
,

缺磷的土壤占 81
.

8 %
.

4
.

钾素含量中等
,

但有效性不高 因受成土母质影响
,

土壤全钾含量高
,

中等水平

以上占 97
.

2%
.

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其有效性低
,

61
.

6%土壤速效钾为缺和极缺
.

2
.

2 土地质量等级划分

以热经作物及水土保持经济林果
、

水土保持林草开发为 目的
,

在光热优势基础上
,

选

择以下 6 个主要因素为依据
,

将金沙江干热河谷土地资源质量划分为 5个等级 (表 2 )
.

1级地 土地质量好
,

平坦
,

土壤肥力较高
,

生产性能好
,

土地退化不 明显
,

为粮
、

蔬
、

蔗
、

热果生产及非农业用地利用
.

2 级地 土地质量中等
,

绝大部分为旱地
、

轮歇地及丢荒地
.

粮
、

蔬生产限制因素

是水
,

适当解决水利条件后易为热经作物开发利用
.

但要防止土地退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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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土地质量分级指标

T h e g r a d e in d e x es to th e la n d r es o u r e es

因 素

q u a l i ty

4级

地面坡度
土壤肥力

水源保证程度

可耕层厚度 (c m )

粮作稳定程度

水土流失程度

T a b el Z

1级

( 8
0

较高

基本有保证

) 8 0

稳定

基本无

8
0

一 15
0

中等

季节性保证
5 0一 8 0

较不稳定

不明显 片蚀

15
0

一 2 5 0

较低

基本无保证
<二5 0

不稳定

明显网状片蚀

2 5
0

一 3 5
0

低

无保证
<二5 0

不宜粮作

中等较宽沟蚀

) 3 5
0

极低

无水源

无成片可耕土

不宜耕作
石砾

、

土林
、

滑坡

3级地 土地质量差
,

不宜粮
、

蔬生产
,

干旱水蚀突出
,

配套一定水利设施可发展木

本长效经济作物
.

亦可利用天然降水建设水保经济林与薪炭
、

肥源
、

饲草的多功能复合林

地
.

是宜重点搞好水土保持的土地
.

4 级地 土层浅薄
、

肥力低
,

坡度大
.

粮
、

蔬及经济林果发 展受限制
.

封禁 自然植

被
、

营造水土保持林利用难度相对较小
.

5 级地 坡度 ) 35
“

的陡坡
,

土林沟谷及泥石流滑坡地段
,

难为农林牧业利用
,

零星

生长耐旱草灌
.

应禁止放牧
.

封 山封地护草
,

控制水土流失进一步加剧
.

2
.

3 土地资源适宜类型

土地资源生态适宜性严格受气候
、

水分
、

温度条件制约
.

依据金沙江干热河谷干旱
、

燥热
、

高温的特性
,

将土地资源划分为三种类型
.

1
.

多宜类 (适宜于热 区粮
、

蔬
、

蔗农业
、

热作经济林果
、

庭院圈牧业 )
.

1
.

双宜类 (适宜于节水经济林果
、

水保经济林
、

水土保持

林
、

薪炭林
、

肥源饲草林等林业及季节性放养牧业 )
.

1
.

不宜类 (农林牧业难利用土地 )
.

3 土地资源开发潜力

.3 1 土地数量潜力

金沙江干热河谷具南亚热带气候类型的土地面积 3 3
.

9 义 1 04 ha
,

沿金沙江及其支流主

要分布 于 7 个地州
、

16 个县 (市 )海拔 1 4 5 0m 以下地 区 l1[
.

区域上集 中形成西
、

中
、

东 3

片
,

鹤庆
、

永胜
、

宾川为西片
.

面积占总面积的 25
.

7% ;
华坪

、

元谋为中片 (中为四川攀枝花

间隔 )
,

占总土地面积 的 38
.

3 % ;
东片占总土地面积的 36

.

0%
,

由东川
、

会泽
、

巧家连成
.

其余 8县
,

大姚
、

永仁
、

牟定
、

武定
、

禄劝
、

永善
、

昭通
、

鲁甸因土地分布零散
,

为列表分析方

便
,

划为东片区
.

全河谷 区具可供开发利用土地面积 22
.

8 x 10
4

ha
,

占总土地面积的 67
.

5% ; 近期可开发和深度开发利用的面积 9
.

5 义 1 0` ha
.

.3 2 土地质量潜力

从土地资源面积构成特点 (表 3 )看
,

西片区土地平整
,

水源保证程度高
,

土地质量好
,

1一 3 级地占 67
.

33 %
,

是易开发利用 区
; 同等地中片占 55

.

43 %次之
;
东片为 22

.

88 %
,

开

发最难
.

全区待开发土地资源的质量潜力
,

一方面表现在其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
; 另一方面

,

因干旱缺水
,

大面积的旱坡地未能充分发挥生产潜力
,

旱粮最高年产 1 5 00 一 2 00 o k g / ha
,

荒 山荒坡却根本没被利用
.

显然
,

解决水分 紧缺问题是 实现该 区土地生产潜力的关键
.

只要适当配套水利设施
,

依靠节水农业技术
,

发展南亚热带经济林果
,

水保经济林及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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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林草
.

其开发潜力是相 当可观的
.

土地资源开发潜力通常以其经济生产

力为依据而评价
,

仅体现了土地 的生产功

能 金沙江干热河谷 生态极其脆弱
,

土地

日益退化
,

32
.

5%的土地处于水土流失区
,

现阶段不宜为农林牧业利用
; 39

.

3%适宜

于林牧业发展却面临水土流失的威胁
.

本

区土地资源的开发最终应以改善河谷区内

表 3 金沙江干热河谷土地资源面积构成表

T a b l e 3 T h e h ie r a r e h y o f r h e la n d r e s o u r e es

分分布布 总面积积 多宜类土地地 双宜类土地地 不宜类类

区区域域 ( 10
` h a ))))))))))))))))))))))))))))))))))))))))))))))))))) 1111111 级级 2 级级 } ^ 、 ,, 3 级级 4级级 合计计 5 级级

百百百百百百 飞丁丁丁丁丁丁

西西片区区 8
.

777 2
.

888 1
.

333 4
.

111 1
.

888 0
.

888 2
.

666 2
.

000

中中片区区 1 3
.

000 2
.

444 1
.

666 4
.

000 3
.

222 3
.

999 7
.

111 1
。

999

东东片区区 1 2
.

222 0
.

777 0
.

777 1
.

444 l 444 2
.

222 3
。

666 7
.

222

合合计计 3 3
.

999 5
.

999 3 666 9
.

555 6
.

444 6
.

999 1 3 333 1 1
.

000

生态环境为宗 旨
,

因而土地的生态保护功能在其开发潜力评价中显得尤为重要
.

现以河

谷中段的元谋县 5
.

1又 1 0 ,

ha 荒地荒山开发为例
,

分析其开发潜力 (表 4 )
.

表 4 元谋县待开发土地生产潜力分析

T a b l e 4 P o t e n t访 1 a n a l y s is o f t h e l a n d a w a i r i n g d e v e l o P m e n t 如 Y u a n tn o u C o u 们 t y

开开发类型型 开发 面积积 经济生产能力 ( l 。`
元 ))) 生态保护 能力力

((((( 1 0
月h a ))))))))))))))))))))))))))))))))))))))))))))))))))))))))))))))))))))))))))) 现现现现 实实 理 论论 现 实实 理 论论

耕耕 地地 0
.

2 222 000 1 2 3 111 1
.

四 季荒 芜 任水土 自然然 1
.

耕地 可提 高植 被覆盖率 至至

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失
...

> 9 0写
...林林林 经济林果果 0

.

2 222 000 5 8 7 000 2
.

森林顶盖率 0
.

31 %%% 2
.

林地森林班盖率 达 > 10 % ;;;

地地地 水保经济林林 0
.

6 777 0000000 林木搜盖率达 “
.

8%%%

水水水保林草草 3
.

9 777 000000000

合合 计计 5
.

0888 000 7 1 0 1111111

注
:

数据引自《元谋县干 热区域 开发规 划 》至 2 。。。年效益
.

4 土地资源开发途径及合理布局

4
.

1 开发途径

合理的开发途径必须有 明确的方针为指导
.

根据河谷 区土地资源现状
,

认为开发方

针是
:

保证粮食自给
,

稳定蔗
、

菜产量
,

适度发展热果 (水果 )
,

结合热经作物开发重点搞好

水土保持
.

以此为指导
,

转变过去依靠政府兴修水利
,

大力开发的观念
,

为适当解决水利
,

依靠科技合理开发
;
发展节水农业和雨养农业

,

最大限度提高水分利用率和发挥光
、

热
、

土

优势
,

是开发利用好本区土地的有效途径
.

4
.

2 开发布局建议

4
.

2
.

1 深度开发坝区土地 (1 级地 )

1
.

合理调整粮
、

蔗
、

菜生产布局
,

在有限土地上获取最大经济效益
.

由于产业效益的

差异
,

坝区粮一菜
、

蔗一菜争地矛盾突出
,

粮食用地减少
.

需以科技为依托
,

引进和推广优

良品种
,

提高单产水平
,

增加粮
、

蔗
,

特别是甘蔗的经济产出率
,

缓解三者用地矛盾
.

粮食

要立 足自给
,

最终解决水稻高产 区吃返销粮的局面
.

在 加工增值体 系形成之前
,

除宾川
、

永胜
、

华坪等交通条件较好及处于城市辐射范围的县市有计划发展冬早蔬菜外
,

其余各地

应把甘蔗作为粮食以后的第一大种植业
,

选择抚寒
、

抗旱
、

高产品种
,

使尽快从粮
、

菜土地

中退植旱地
,

确保丰产丰收及三大产业协调发展
,

为热区农业综合开发提供基础保障
.

2
.

大力发挥庭院的生产功能和生态优势
,

发展南亚热带名
、

优
、

特水果
.

受人畜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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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
、

土
、

光
、

热及其它物质需求的影响
,

庭院有其独特的生产功能和生态优势
,

很适宜于

发展南亚热带水果
.

如龙眼 枷刀ho 吻 肠叩 ,
、

荔枝 L漏` hc 认邵、
、

石榴 uP
n

。 尹。 at u m 是河

谷 区的传统名果
,

永胜龙眼裁培历史 已近 30 0年
.

近年来新 引进的芒果 aM gn if邵 。 idn 。
、

香蕉 uM sa 、 an 日益为农 户所接受
.

除石榴在会泽县形成千公 顷规模种植
,

芒果
、

香蕉有

一定面积集中发展外
,

这几大类水果至今仍保持庭院裁培
,

并产生较好效益
.

以永胜县为

例
,

1 9 8 7 年有庭院龙眼近 l 万株集中分布于期纳
、

涛源两乡
,

年产鲜果 > 4 x l 04 kg
,

直接效

益近 60 万元
,

相当于在无任何投资下建成 3 0ha 的开发示范园
,

体现 出庭院裁培名优特水

果与规模发展相 比的提高土地和空间利用率
,

省水
、

省工
,

投资少
、

风险小
,

效益好
,

易为农

户接受的优点
,

符合干热河谷土地开发实情
,

大有潜力可挖
.

3
.

适度发展特色养殖业
.

在基本保证生猪养殖的基础上
,

充分利用坝区生态条件好
、

交通便利
、

市场近的特点
,

适度或规模发展市场前景好
,

同时又具耐热
、

耐旱
、

耐粗
、

抗病
;

食量小
、

周期快
; 多用途

、

高增值的热区特色养殖业
,

如火鸡
、

毛驴
、

鸵鸟等
,

以提高坝 区开

发水平和效益
.

4
.

2
.

2 保护性开发利用旱坡地 (2 一 3级地 )

1
.

季节性灌水旱地
,

局部地势平缓和斜坡汇水宽坦区
,

重点发展南亚热带水果
.

品种

上要求抗旱
、

质优
、

丰产
、

早熟
.

作物匹配上要顾及长效与短效
、

乔木与灌木的复合
,

采取

果一果一菜 (药 )
、

果一菜 (药或粮 )模式
,

尽可能利用光
、

热资源和有限的水分
,

充分挖掘土

层深厚
、

肥力相对较好的潜在优势
,

实现较高生产力水平和良好效益
.

适宜该地段的长效

南亚热带水果有龙眼
、

芒果
、

柑桔
、

荔枝
、

石榴
、

葡萄 iV ist “ ,

加
。 、

香蕉等
; 短效作物有云南

小粒咖啡 co fj 由 。帕 b咖
、

番木瓜 ca 八 ca 那那如
、

直立花生
、

绿豆
、

玉米
、

南药及在 区内已形成

一定规模的冬春早蔬菜
.

2
.

水源较差的缓坡
、

斜坡旱地
,

发展节水或雨养经济林及经济水保林
.

选择本区原生

适生植物资源
,

实施乔一灌一草
、

乔一草
、

灌一草复合栽培
,

是实现该区土地生产力的有效

捷径
,

可供开发 品种有酸角
、

攀枝花
;
余甘子

、

毛叶枣 iZ 刁h uP ,

、 嘛 i ,
、

番石榴 尸占诫
u m 卯 a -

aj va ;
剑麻 qA

a , a

~ ica 朋
、

黄矛等
·

云南省热区经济作物资源多年研究结果表明
,

酸角耐

旱
、

耐痔
、

易栽植成活
,

生长快
,

雨养条件下能正常开花并有一定经济产出
,

具生态
、

经济双

重效益
,

是旱坡地最具开发优势的经济果木
.

现 已建成 6 7ha 以酸角为主要层次
,

不同果

木组合模式的雨养经济林
、

水保经济林研究示范基地
,

适宜金沙江干热河谷开发推广
.

3
.

无水源保证的旱坡荒地
,

坡顶
、

裸露地搞雨养多功能灌一草水保林建设
.

该地段因

高温干旱植被稀少而濒临水土的流失
,

是最难发挥生产潜力的土地
.

因而
,

开发利用应致

力于建造集水保
、

薪炭
、

饲料
、

肥源为一体的雨养灌草林地
.

以灌木为主
,

利用雨热同季条

件
,

选择抗干旱耐热性强
、

耐粗放
,

多年生具多功能且短期 内可利用的植物
,

如毛叶枣
、

余

甘子
、

山毛豆 e7t 尹hr os 衍 ca 耐 ida
、

车桑子
、

新银合欢 z七己ca en
。

俪~
尹肠勿 等灌木 z[] 和新诺顿豆

入尸已。 勿otn is 冰hat “
、

香根草 Ve ilt
、

, ia “ 切
, 沁乞而

名

及区域 内 10 余种野生豆科草本植物
,

采用水平

带状深沟或小块状塘穴定植
.

据研究
,

毛叶枣不仅是本区淡季水果
,

亦是上等的燃料
,

速

生性极强
,

定植第二年起年产柴可达 1 0一 1 5t / ha
,

可作为灌木先锋树种之一 新诺顿豆在

定植带松土上撒播 易成 活
,

覆盖性好
,

种植当年覆 盖厚度可达 5一 sc m ,

年产干物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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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沙江干热河谷土地资撅及其开发潜力

5 0 0 k0 g na/
,

是较为理想的宿根多年生固土
、

饲草
、

肥源草本
.

4
.

2
.

3 规划好荒山陡坡 (4 一 5 级地 )
,

重点搞好水土保持林草建设

荒山陡坡地包括大面积的土林及泥石流滑坡地段
,

是河谷 区生态环境退化的不稳定

区
,

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发生
,

对整个干热河谷开发形成威胁
.

封山护林草
,

尽

早恢复植被
,

增强金沙江干热河谷生态系统 自我调节功能和抗御灾害的能力是土地资源

开发利用的根本途径
.

要按原生草被一人工草被一灌木的规律阁
,

逐步改造现有无经济

价值的散生草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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