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滇南少数民族农林生态结构多样性与持续发展 

马滔 张燕妮
1
 

（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在阐述滇南西双版纳少数民族农林生态结构的基础上，分析该区域农林生态结构的多样性，并以农

家书屋为切入点，就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农林生态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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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总土地面积为 39.41万 km2，山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88.64%，其自然地理气候基本属于亚热带高原季风型，立体气候

特点显著。云南是中国唯一具备大面积热带森林分布的地区，多数植被为亚热带、热带植物。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滇南少数民

族地区不仅形成了独立的地形优势，而且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当地作物也在最大限度上得到利用，促进了当地经济和

文化的发展。文章以滇南地区西双版纳农林生态结构建设和利用为研究切入点，就在新时期如何更好的利用当地农林生态结构

进行探究。 

1 云南省农林生态结构的产生 

1.1自然环境复杂多样 

云南是多山省份，省内西北部高，地形向东南倾斜。全省有 88%以上比例的地区都是山地，全省地势高度差悬殊。云南气候

类型丰富多样，垂直地带和水平地带交错在一起。山地自然环境复杂，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下人们对山区的作用和认识更加深

刻。山区对现代人类生活的影响比较强烈，山区作为农业产业产出的重要基地，在满足人们对产品多样化需求的同时，对坝区发

展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2山区特殊的生态环境 

云南地区的地势高度差比较大，境内最高点在横断山脉，海拔高度为 6,740m，最低点在河口县，海拔高度仅仅为 76m，两地

直线距离为 840km，海拔高度差为 6,664m。山地地表起伏差异比较大，在地形、气候、水文、植被的影响下的自然环境的时空演

变也会呈现出差异的特点，而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山区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山区生态产业对自然需求的特殊性体现在山区丰

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基于生态学原理的生态经济发展要求。 

2 西双版纳少数民族地区农林生态结构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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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性的生产、实践中，包括傣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人民不仅会根据地区气候特点来选择适合的植物类型，而且还善于借

助热带气候来吸引外来经济植物，从而在整个地区打造出多样化的生物资源结构，在资源的利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人和自然和

谐相处的民族生态意识，在整个地区范围内打造出了人、资源、生态环境三者协调的发展机制，创设了理性化的农林生态系统多

元组合结构模式[1,2,3]。 

2.1农田作物 

西双版纳地区的人民实现了农田作物的自给自足发展，当地也是中国范围内最早种植稻谷的地区之一。在经过千百年的发

展，生产出了大量品质优良的稻谷作物，其中，稻米中以糯米为主，糯米也是该区域人民广为喜爱的一种粮食作物。再有，傣族

地区便利的农田水利工程也促进了当地玉米、棉花、豆类、油料、番薯类作物的发展。 

在适宜的雨季、旱季交替气候环境下，在栽种稻谷的同时整个地区来发展出了多层多样的轮作生产方式，比如在旱地中播种

南瓜，早稻在收获之后继续种植甘蔗等作物，由此实现了对当地土地资源和光热资源的充分利用，在这个过程中借助当地的光热

资源和作物资源充分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 

2.2经济果树类作物 

西双版纳地区有八十余种热带、亚热带的野生水果树种，在这些树种中大部分已经被开发利用，少数民族人民在之前树种培

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参考当前地区的季节变化和民族生存发展需要，采取草、木、藤、灌等各种品种交叉种植方式，通过搭配，使

不同作物获得充分的养分，形成多元共生的良好生态模式。同时，在栽种常见水果的同时还会对当地的优良品种进行更深入的推

广、生产。 

2.3药用植物 

傣族的医药学也拥有 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中国四大民族医药之一，经过长期发展形成根据不同季节选用不同方药，因

人而异因地制宜的方法治疗各种疾病。针对不同病症，有的药物是内服、有的是药物是外擦，还有一些特殊的治疗方法如睡药、

蒸药、刺药等[4]。 

特殊的地理气候和植被分布为傣医药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资条件，西双版纳地区的植物种类占到全国的 1/4,在这

片独特的雨林生态系统中，具有药用价值的物种就有 2500 多种，包括了各种名贵药材，占全国药用植物的 40%。全国中药资源

普查的重点品种中，西双版纳占 52%以上。 

2.4蔬菜和观赏花卉 

拉祜族、布朗族在选择蔬菜种植品种的时候具备鲜明的地域特色，除了引用栽培草本蔬菜之外，还在自己的庭院内部栽种了

30 多种热带、亚热带本木蔬菜，这些作物在种植成熟之后可以被人们通过多个方式食用。西双版纳地区常见的栽培蔬菜包含竹

笋、香瓜、葫芦等。除了蔬菜之外，傣族人民也十分喜爱种植各个类型的花卉，栽培观赏类植物的方式众多，为当地农林生态结

构的多元化打造提供了重要支持。 

2.5动物、家禽以及昆虫 

在小聚居的族群居住模式下，传统村落周围被茂密的热带雨林包裹，所生存的环境有很多类型的野生动物，包含 400多种鸟

类、1400多种的昆虫、100多种鱼类，还有一些动物、家禽和昆虫被人们以人工的方式驯养。马、牛群也是傣族地区人民和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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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往来的重要交通工具，在家禽培育方面出现了著名的优良鸡种——茶花鸡。 

2.6多种用途的林木 

几乎整个西双版纳地区多为热带季雨林气候，居住在坝区的傣族居民拥有大片的森林面积，林木资源十分丰富，但是傣族人

民的生活不完全取材于原始森林，而是会在村寨的周围种植经过长时间培训和改良的、性能良好的黑心树，经过长时间的发展，

这类树木已经拥有了 40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傣族地区人民培育的人工薪炭林。 

铁刀木属于苏木科常绿乔木，最开始的产地是中南半岛，后来作为一种人工薪炭种植树木被人们广泛推广到整个西双版纳

地区。在 5～6月份会借助气候特点来将种子深埋种植在土地的内部，或者是和旱地作物一起混合播种。在造林之后的四年到五

年时间内，树木胸径在达到 10～15cm的时候就可以将其从主干脱离地面 0.7～1m的位置上砍倒，砍倒之后取枝杆和枝条来作为

燃烧材料。随着砍伐次数的增多，每株铁刀木所萌生出来的枝丫产量也不同，树冠的幅度也会不断扩大[5]。 

当前，人工栽培薪炭林已经发展成为傣族特有的树木栽培技术，使得当地的林木结构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在丰富林木种类的

同时也实现了对当地热带森林的有效保护。 

3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农林生态结构发展之农家书屋 

农家书屋作为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五大重点工程之一，从 2005年开始试点，到 2012年底建成 60多万家，覆盖了全国有基本

条件的行政村。近年来，农家书屋在推动文化扶贫、精准脱贫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在缩小城乡文化差别、增强农民文化自信、推

动城乡文化协调发展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上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农民群众形象地誉为"农民致富的学堂、农村文化的殿堂、农村

学生的第二课堂"。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农家书屋的建设使得当地“文化惠民示范村”的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取得了以下突破性的成绩：

第一，发挥出农家书屋文化乐民的作用。通过打造示范村，在示范村建设的过程中打造出一批文化活动场所，为人们的文化活动

队伍建设提供了重要示范支持，在这个期间文艺活动队伍也得到了巩固。在每年节假日活动或者农业休闲的时间，这些文化惠民

示范村落就会组织开展各个类型的文艺活动，通过自创的文艺活动来表达个体对生活的热爱，整个村落的活动还会和周围友邻

的行政村、农场活动结合在一起，也会通过乡镇搭建的平台广泛展示。第二，发挥出农家书屋文化育民的作用。在发展农家书屋

文化的过程中还会借助当地的网络培训学校和试点分校来为广大民众提供满足其发展需要的各形式的学习活动。比如勐海县勐

阿镇南朗河村委会拥有 20台电脑的公共电子阅览室，借助这些设施能够为农民群众提供便捷文化科技信息服务，满足农村青少

年对现代信息网络知识的渴求。村民还能够通过电脑能够查询种植、养殖、科普生活、实用技术等方面的资料，为自己平时的农

业活动积累经验支持。第三，以农家书屋资源整合为契机，创建生态文明排头兵要从基层夯实，中央要求云南筑牢国家西南生态

安全屏障，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农林生态结构发展下的农家书屋建设需要从更多维度来考虑。从该区域当前农家书屋总体发展实际情

况来看，农家书屋管理难、管理员多为村干部兼职，往往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按时开放书屋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专项资金少，图书

资料更新滞后，直接导致村民和书屋产生了距离感；以农家书屋为平台促进农业项目推广应用欠缺和专业人员对接，对农林生态

结构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欠缺更多的宣传普及，部分书屋存在图书流失的现象
[6]
。 

基于以上问题，为了能够更好的实现农家书屋建设，需要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合理用人，加强业务培训。

农家书屋文化建设离不开专业管理人员的支持，管理人员的合理保障是农家书屋健康发展的重要关键。为此，在规范农家书屋建

设的过程中需要通过一定的奖励手段或者薪资来促进和规范农家书屋建设发展，为农家书屋建设提供更多管理人员支持。管理

人员相对稳定，书屋开放时间就能得到充分的保障。村民可以随时前往书屋获取知识，农家书屋冷清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从



 

 4 

自发前往到获取知识，特别是获得农业技术启发或技术支持都需要持续不断的阅读时间辅之以农作经验。第二，实现农家书屋图

书资料采购经费专款专用，持续供给。从现有的农家书屋图书资料的种类和数量来看，现有书屋图书资料较陈旧，更新速率较

低，书屋中也出现一些与本地方实际生产生活不相符的资料。第三，农家书屋的发展也需要围绕农村农业的发展来展开，培养村

民的阅读兴趣，从农林生态结构多样性到生物多样性，从朴素的生态观到创建生态文明排头兵，根据中央要求，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农家书屋应发挥基层知识储备中心和法律普及宣传中心的

角色，让保护生态理念和法律普及概念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农家书屋信息资源的新利用，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发挥出图书资源的应

有作用[7]。 

4 实现农林生态结构多样性的保护 

西双版纳农林生态结构多样化的发展模式是本地区在多民族意识形态下所产生和在起来的一种形态，这一形态的产生和发

展基于当地丰富的热带森林资源，在没有破坏当地自然生态结构的情况下，通过多元化安排布置、人工组合经营管理等方式生产

出来高效率的资源产品，取得了较为平衡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为热带生物资源的保护及效率利用，以及多层次、时空性强

的集约经营管理模式提供了一种理想化的农林管理结构模式。在当前森林资源、土地资源被破坏以及资源日益紧缺的背景下，这

样模式的打造能够更好的维护农林生产结构建设并可为其他地区的建设提供借鉴依据。 

以傣族为代表的西双版纳各少数民族生活的环境也是长期以来生存适应的表现，当前，整个热带、亚热带原始森林的数量锐

减，在林木资源减少的情况下自然地理生态环境也处于恶化的状态。如何实现对资源的高效率利用和合理化保护是相关人员需

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现阶段，传统的具有区域特色的农林立体生态村寨也在陆续面临现代农业开发管理所带来的挑战，最明显的是农林生态结

构的核心组成部分热带原始森林因过度追求经济利益而遭到大肆砍伐的现象。纬度较低、海拔较低的山林地带，砍伐后的地表以

更具经济价值的橡胶林代替，而纬度高海拔高的山地则会种植大叶种茶；在坝区传统的农作物为水稻，但因生产周期和利润的影

响，农民们更多的用香蕉来代替。高经济收益的背后往往伴随着农林病虫害增加，大量化肥农药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就打破了

原有的生态平衡。在此背景下，为了能够更好的保护区域农林资源的多样性，国家各级政府部门以及研究机构和公益组织在持续

不断探索最佳的平衡点，除了建立多个自然保护区外，替代种植，恢复原生植被，以及加大生态宣传和普法教育也在不断推进

中。农家书屋在法律学习、宣传，农业生产经验技术支持方面应有一些作为[8]。 

另外，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下，如何借助先进技术手段保护和完善区域民族生态意识结晶——西双版纳

少数民族农林生态结构模式，成为相关人员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首先，基于生物资源大量被开垦和利用的现状，相关人员和

可以借助人类生态学、民族生态学和现代生态学的观念来实现少数民族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在林木资源利用的过

程中要重点关注，在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生态意识和生态理念，合理推广已经形成的农林生态结构模式，在尊重传

统信仰山林崇拜理念的基础上，对一些思想文化做出合理化的解释，使得山林资源的利用能够朝着利于生态环境建设和少数民

族社区建设的方向发展，进而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合理、高效率利用，实现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其次，要实现经济建设和生态环

境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滇南少数民族在发展农林资源的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及结合地区特有的自然资源特点以及气候条件，打

造出具备民族特色的生活方式，为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积累更多的经验等都是地方性知识的体现和升华。在地区范围内积极推

广适合当地自然条件，且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传统农林生态系统，例如积极推广混合林业种植项目，将地区人们长期积累下来

的农林经验和现代人工群落生态学的内容结合在一起，通过恢复原生树种和经济作物相间种植来更好的发挥热带森林在减少水

土流失方面减少病虫害的作用，改善当地的土壤，改善当地的林地气候等方面发挥出来的应有作用[9]。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滇南少数民族农林生态结构多样，文章以西双版纳地区为研究对象，在结合当地气候、土壤、人文等条件分析地



 

 5 

区农林生态结构基本构造的基础上，以农家书屋的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该区域农林生态结构发展中发挥适度作用，分析了西双版

纳少数民族在新时期农林生态结构综合利用的表现，并站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角度，就该地区农林生态结构多样性的保护问

题进行了讨论，旨在能够实现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利用和自然保护的协调，进而促进该区域乡村振兴和人民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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