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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取红河县哈尼梯田典型村寨——红河县甲寅乡他撒自然村和邓脚自然村两个区域为研究对象。采集

梯田土壤样品分析土壤基本养分状况并对村寨进行传统农业现状调查。结果表明：（1）红河县甲寅乡他撒自然村

和邓脚自然村梯田土壤pH在6.51~6.90之间，平均6.71；土壤有机质在24.89~41.08g/kg之间，平均为32.78g/kg；

土壤全氮在0.51~2.40g/kg之间，平均为1.26g/kg；土壤速效氮在42.00~139.60mg/kg之间，平均为82.30mg/kg；土

壤全磷在0.14~0.23g/kg之间，平均为0.17g/kg；土壤速效磷在24.25~117.63mg/kg之间，平均为50.89mg/kg；土壤

全钾在6.21~18.94g/kg之间，平均为12.29g/kg；土壤速效钾在72.78~165.80mg/kg之间，平均为124.86mg/kg。（2）

两村寨受教育程度偏低，文盲所占比例较高，达到32%和42%，村民上过小学和初中所占比例达到60%和57%，高中以

上比例仅占8%。村寨在家务农和外出打工人数各大致相当，外出打工的人数逐年增加，劳力减少。村民对梯田的依

赖性减弱，7%左右梯田被荒置。（3）两村寨种植梯田传统水稻品种和杂交稻比例相当。施肥以化肥为主，施用少

量有机肥。其中，化肥以氮肥磷肥为主。有机肥的施用主要是农家肥和稻田秸秆还田。两村寨施用农药主要是除草

剂，而除草剂主要施用于旱地和梯田的田埂除草，不施用在种植作物的田地之中。另有不到10%的农户施用杀虫剂。 

［关键词］ 传统农业；土壤养分；哈尼梯田；红河 

［中图分类号］ S284              ［文献标识码］ A 

红河哈尼梯田主要分布于红河哀牢山南段的元阳、绿春、红河、金平等县，规模近7 万公倾。是中国人工湿地的经典，堪

称世界山地生态农业的典范。红河哈尼梯田已有1300 多年的历史，对其研究可以追溯到20 世纪中期，主要集中研究哈尼梯田

的起源与历史，梯田的稻作礼仪、梯田的生产与管理方式等方面。近年来，人们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哈尼梯田成因、生态系统

与人文景观、生态服务和保护建设等进行了研究。目前，随着社会快速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对梯田耕作的依赖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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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梯田文化正在流失，哈尼梯田正在脱离原有的发展轨迹。在这种情势下，如何以当地原有的生态资源与农业生产系统为基

础，寻找提高农户经济效益的途径，寻找适于当代社会的哈尼梯田发展方向，使得哈尼梯田能够持续发展利用已成迫切的问题。 

本研究选择红河县哈尼梯田核心区域开展土壤养分和传统农业发展现状调查研究，以期更全面的了解梯田土壤养分和传统

农业发展状况，发现哈尼梯田存在的问题，为哈尼梯田的保护和梯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红河哈尼梯田规模宏大，它绵延整个红河南岸的元阳、红河、绿春和金平等县。本文以位于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核心区域的

红河县甲寅乡他撒自然村和邓脚自然村为例。甲寅乡位于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县境中东部，地处山区，海拔760-2342 米，属于山

区，其中，土壤以水稻土，赤红壤，黄壤为主，主要种植稻谷、玉米、黄豆、马铃薯、小麦等农作物。他撒自然村和邓脚自然

村属于甲寅乡他撒行政村，地点位于甲寅西南边距离4 公里左右的位置，海拔为1950 米，年平均气温为14℃，年降水量为1310 

毫米，水稻品种主要以传统稻蚂蚱谷和红脚谷，以及杂交稻为主。两村地域相连，经济发展程度相近，与镇中心甲寅和与原始

生态村作夫村相比，经济处于中度发展程度。他撒自然村共有300 户农户，人口1477 人，全部为哈尼族，耕地面积54hm2，人均

耕地0.036hm2，森林面积57.600hm2 ；邓脚自然村共90 户农户，人口488 人，全部为哈尼族，耕地面积18hm2，人均耕地0.037hm2，

森林面积45.067hm2。 

1.2 研究方法 

1.2.1 土壤养分研究根据区域哈尼梯田自身特点，采用自上而下原则，按照海拔高度将整个山麓的梯田大致分为上、中、

下三个样区，在每个样区内沿着山脊线近等距离采取三个样品，其中每个土样采集用五点采样法。采集在水稻土表层0-20cm 处，

每个点约采集1kg，然后将五点的土样混合，利用两次四分法留取约1kg 土壤为一土壤样品。土样采回后自然风干、研磨，分别

过1mm 和0.25mm 筛，贴标签、装瓶备用。土壤基本养分的测定采用常规方法进行。 

1.2.2 传统农业发展调查研究本研究以实地考察为基础，通过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农户家庭规模、种植结构、作物

产量、施肥量、杂草处理方式及农药施用量、村民受教育程度和村民工作类型等，得到他撒自然村和邓脚自然村的农户基本情

况。两个村抽样户数分别为100 户和30 户，均超过了农村居民户数的30%。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基本养分分析 

表1 是红河县甲寅乡他撒自然村和邓脚自然村梯田同一山麓不同海拔土壤基本养分统计描述表，根据表1 可以看出，红河

县甲寅乡他撒自然村和邓脚自然村梯田土壤pH 在6.51~6.90之间， 平均6.71 ；土壤有机质在24.89~41.08g/kg 之间， 平均为

32.78g/kg ；土壤全氮在0.51~2.40g/kg 之间， 平均为1.26g/kg ；土壤速效氮在42.00~139.60mg/kg 之间， 平均为

82.30mg/kg ；土壤全磷在0.14~0.23g/kg 之间，平均为0.17g/kg ；土壤速效磷在24.25~117.63mg/kg 之间， 平均为

50.89mg/kg ；土壤全钾在6.21~18.94g/kg 之间， 平均为12.29g/kg ；土壤速效钾在72.78~165.80mg/kg 之间，平均为

124.86mg/kg。分析可以看出，红河县甲寅乡他撒自然村和邓脚自然村梯田土壤属于中性土壤，土壤有机质含量丰富；土壤氮素

含量在丰富；土壤磷素含量缺乏；土壤钾素含量中等。 

同一山麓不同海拔之间土壤养分含量有一定的变化，但是没有一致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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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传统农业发展现状调查分析 

2.2.1 村民基本情况经过走访调查得知，他撒自然村和邓脚自然村家庭规模为2-11 人之间，两个村寨居民每户以4-5 人居

多，其次是6 人和7 人。 

对两个村寨受教育程度调查可知，两村寨文盲所占比例较高，达到32% 和42%，村民上过小学和初中所占比例达到60%和57%，

高中以上比例仅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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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工作类型调查可知，经营自家承包地和在外打工是村民主要的两种工作类型，两个村子经营自家承包地的人数分别占

各自总人数的24% 与30%，在外打工的人数分别占各自总人数的29% 和26%。 

 

 

2.2.2 梯田耕种情况图1 是农户梯田耕种统计图。由图1 可知，近年来，梯田的面积或者说梯田的有效利用率在逐渐下降。

两个村子都出现将自家的水田部分或全部移交给亲戚朋友种植的状况，甚至，邓脚村有7% 的农户将距离较远的部分水田搁置。 

2.2.3 梯田种植水稻品种及产量两个村寨种植的水稻品种以传统稻蚂蚱谷、红脚谷以及杂交稻为主。他撒自然村水稻种植

比例：红脚谷的50%、杂交稻的47%，其它的3%，人均占有量为4.21 袋/ 人；邓脚自然村水稻产量比例：蚂蚱谷的44%、杂交稻

的53%，其它的3%，人均占有量为6.62 袋/ 人。 

2.2.4 梯田管理 

（1）肥料施用。调查显示，两个村寨施肥以化肥为主，施用少量有机肥。其中，化肥以氮肥磷肥为主。两个村子的农户施

氮肥主要施用尿素，施用量在1-8（袋/ 户/ 年）不等，他撒自然村有82% 的农户施用尿素的数量少于4 袋/ 户/ 年，邓脚自然

村有57% 的农户施用尿素的数量少于4 袋/ 户/ 年，有30% 的农户施用尿素量在（5-8）袋/ 户/ 年。两个村子施用磷素肥料主

要施用普钙（普通过磷酸钙），施用量在1-6（袋/ 户/ 年）不等，他撒自然村有82% 的农户施用普钙的数量少于4 袋/ 户/ 年，

有3% 的农户不施用普钙；邓脚自然村有60% 的农户施用普钙的数量少于4 袋/ 户/ 年，有27% 的农户施用普钙量在（5-6）袋/ 

户/ 年，有3% 的农户不施用普钙。但用于梯田的尿素数量仅为总量的一半。 

有机肥的施用主要是农家肥和稻田秸秆还田。 

（2）农药施用。两村寨施用农药主要是除草剂，施用量在1-9（袋/ 户/ 年）不等，他撒自然村有81% 的农户施用除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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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少于4 袋/ 户/ 年，有10% 的农户不施用除草剂；邓脚自然村有64% 的农户施用除草剂的数量少于4 袋/ 户/ 年，有23% 

的农户施用除草剂在（5-9）袋/ 户/ 年，有17% 的农户不施用除草剂。而除草剂主要施用于旱地和梯田的田埂除草，不施用在

种植作物的田地之中。 

另外，他撒自然村有10% 农户施用杀虫剂，用量少于4 瓶/ 年；邓脚自然村则无农户使用杀虫剂。 

3 、讨论 

红河县甲寅乡他撒自然村和邓脚自然村梯田土壤属于中性土壤，土壤有机质含量丰富；土壤氮素含量在丰富；土壤磷素含

量缺乏；土壤钾素含量中等。与文波龙等研究云南元阳哈尼梯田土壤和张德刚等研究绿春哈尼梯田土壤养分相近。均属于较肥

沃土壤。 

从调查研究结果来看，红河县甲寅乡他撒自然村和邓脚自然村梯田与白艳莹等研究红河县甲寅乡作夫村和咪田村梯田有相

似之处，两地哈尼梯田区均存在村民受教育程度偏低，传统梯田种植收入低，外出打工的人数增加，劳力流失，梯田退耕，传

统水稻品种种植减少，化学肥料施用增多、逐渐施用农药等问题。哈尼梯田传统农耕文化面临挑战，梯田保护受到影响。 

因此，如何利用好哈尼梯田地区肥沃的土壤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来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提高村民收入，留住青壮年劳动力是

梯田农耕文化传承和梯田保护的关键。 

4 、结论 

红河县甲寅乡他撒自然村和邓脚自然村梯田土壤pH 在6.51~6.90 之间， 平均6.71 ；土壤有机质在24.89~41.08g/kg 之间， 

平均为32.78g/kg ；土壤全氮在0.51~2.40g/kg 之间， 平均为1.26g/kg ；土壤速效氮在42.00~139.60mg/kg 之间， 平均为

82.30mg/kg ；土壤全磷在0.14~0.23g/kg 之间， 平均为0.17g/kg ；土壤速效磷在24.25~117.63mg/kg 之间，平均为

50.89mg/kg ；土壤全钾在6.21~18.94g/kg 之间，平均为12.29g/kg ；土壤速效钾在72.78~165.80mg/kg 之间，平均为

124.86mg/kg。 

两村寨受教育程度偏低，文盲所占比例较高，达到32% 和42%，村民上过小学和初中所占比例达到60% 和57%，高中以上比

例仅占8%。村寨在家务农和外出打工人数各大致相当，外出打工的人数逐年增加，劳力减少。村民对梯田的依赖性减弱，7%左

右梯田被荒置。 

两村寨种植梯田传统水稻品种和杂交稻比例相当。施肥以化肥为主，施用少量有机肥。其中，化肥以氮肥磷肥为主。有机

肥的施用主要是农家肥和稻田秸秆还田。两村寨施用农药主要是除草剂，而除草剂主要施用于旱地和梯田的田埂除草，不施用

在种植作物的田地之中。另有不到10% 的农户施用杀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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