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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贵州喀斯特生态脆弱区农业自然环境尧资源概况
贵州省位于我国西南部袁地处云贵高原袁地理坐标为

103毅36忆耀109毅30忆 E袁24毅37忆耀29毅13忆N遥全省山地面积占 61.7 %曰
丘陵渊 含高原丘陵冤 面积占 30.8 %曰平地面积仅占 7.5 %袁是
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山区省份遥 全省万亩以上大坝共
19个袁其面积约占坝子总面积的 4.5 %曰万亩以下尧千亩以
上的坝子面积占 37.9 %曰千亩以下的小坝子面积占 57.4 %遥这
些坝子地势平坦袁土层较厚袁光尧热尧水尧土匹配较好袁是耕作
农业发展的精华之地遥广大的高原山地由于地势较高袁气温
较低袁地下水埋藏深袁山高坡陡袁耕作农业常受到低温尧水土
流失或缺水的限制袁因而宜农耕地面积有限袁而宜林尧宜牧
地却十分广阔遥全省非耕地面积约 0.12亿 hm2袁为现有耕地
的 2.7倍遥 其中园地占 0.41 %袁 林地占 43.59 %, 牧地占
11.72 %袁水域占 1.08 %袁未利用的宜农荒地占 7.20 %遥 这些
非耕地为发展草食牲畜尧水产和多种果尧茶尧桑尧柞尧药材以
及经济林尧用材林等提供了场所遥 由于土地过垦袁山地生态
环境日趋恶化[1]遥

贵州经济林资源十分丰富袁野生和栽培的树种多遥据统
计袁全省栽培尧利用的经济林树种达 100多种袁主栽品种达
30余种[2]遥贵州宜林地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48 %袁其中林
业用地面积已占 43.59 %袁是我国南方杉木用材和楠竹林基
地之一遥经济林产品中的油桐尧生漆尧油茶尧核桃分别占全国
的第 2尧3尧8尧8位[1]遥贵州具有发展烟草尧油菜籽尧茶叶尧甘蔗尧
果树尧野菜尧药材尧麻类等经济作物的自然条件遥 烤烟尧油菜
籽尧茶叶分别占全国的第 4尧7和 10位袁天麻尧杜仲尧黄连尧黄
草渊 石斛冤尧吴茱萸为贵州野 五大名药冶遥 据统计袁贵州野生果
树资源丰富袁共有 42科 80属280种和 16个变种[3]遥 当地群
众有食用习惯的维管束野菜约有 589种渊 不包括完全人工栽
培的种类冤袁隶属 118科 334属袁常见的约有 80种袁最常见
的有 20余种[4]遥 低热河谷地区还适宜发展甘蔗等亚热带作
物遥近年来袁烤烟尧油菜尧茶叶尧甘蔗分别增长 24.9 %尧90.3 %尧
47.2 %尧74.2 %遥全省中药共 3 924种袁占全国种数的 35.2 %袁

分属 275科尧1 384属袁 在全国统一普查的 363个重点品种
中袁贵州有分布的为 326种袁占 89.61 %遥中药总渊 产冤储量达
195万 t[5]遥 药材由原来的天然采集到人工栽培袁发展迅速遥
但由于粮食生产水平低袁 经济作物的发展普遍存在与粮食
作物争地尧争肥尧争劳力的矛盾遥 加之农村劳力的文化程度
和科技水平低袁种植较粗放袁投入少尧管理差袁因而土地资源
的生产潜力未能充分发挥遥

针对贵州山地广阔尧耕地瘠薄而粮食生产难度大等特
点袁必须尽可能地扬长避短袁发挥资源优势袁结合退耕还林尧
无公害果药生产尧环境综合整治等工程建设袁积极推广应用

野 林渊 果冤-药冶山地立体种植模式袁建立高效生态林区袁实现
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高效利用遥
2 贵州喀斯特生态脆弱区发展林-药复合模式的有利条件
2.1 自然条件优越 贵州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袁年
均温 12耀18 益袁最热月渊 7月冤均温 22耀26 益袁最冷月渊 1月冤均
温 3耀6 益袁逸10 益积温 4 000耀5 500 益袁 年降水量 850耀1
600 mm遥 优越的水热条件和复杂多样的地貌组合袁为多种
多样的野生植物资源的生长发育提供了条件遥 因而境内蕴
藏着丰富的药用植物种质资源遥 其丰富性表现为兼有北温
带尧温带尧南亚热带尧甚至热带的植物类群曰很多药材在国内
享有盛名袁在药材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遥
2.2 本土植物资源丰富 贵州省植物种类繁多袁是全国重
要的动植物种源地和中药材四大产区之一遥 森林资源有木
本植物 2 000多种袁森林覆盖率高达 35 %袁桐油尧生漆尧楠
竹尧松香等林产品享誉四方曰全省天然牧草有 1 800多种袁
具有发展生态畜牧业的优越条件曰野生植物有 6 000种袁列
入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名录的有 71种袁其中一级保护植物有
银杉尧珙桐等 14种袁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 27.5 %袁二级保
护植物 57种袁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 27.6 %遥 有药用植物
3 700多种袁占全国中草药品种的 80 %袁是全国四大中药材
产区之一袁天麻尧杜仲尧厚朴尧石斛尧黔党参尧何首乌等名贵药
材驰名中外遥农作物品种丰富袁栽培的粮食作物尧油料作物尧
纤维植物和其他经济作物近 600个品种遥 具有发展立体农
业尧绿色产业和医药产业的优越条件遥
2.3 中草药栽培历史悠久尧种类多袁市场前景广阔 贵州

贵州喀斯特生态脆弱区农林复合模式初探

林长松 1袁2袁潘莎 3 渊 1.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生物系袁贵州六盘水 553004曰2.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袁北京 100094曰3.贵州师
范大学地理与生物科学学院袁贵州贵阳 550001冤

摘要 分析了贵州喀斯特生态脆弱区农业自然环境尧资源概况袁认为应扬长避短袁积极发展林渊 果冤-药立体种植模式遥对林-药复合模
式植物种类的选择进行了研究遥
关键词 农林复合模式曰喀斯特生态脆弱区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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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中药渊 材冤四大产区之一袁各地州渊 市冤皆有较丰富的
中药资源袁国内外著名的名贵中药材如天麻尧杜仲尧石斛尧吴
茱萸尧半夏尧茯苓尧何首乌等计有 100多种袁家种及引种栽培
成功并具有一定产量和作为市场商品的中药材主要有五倍

子尧银杏尧艾纳香尧石斛等 70余种遥 现已建立了杜仲尧厚朴尧
黄柏尧半夏尧石斛尧艾纳香尧白芍尧天冬尧鱼腥草尧喜树尧银杏尧
淫羊藿尧薯蓣等数个产品药材及原料药材基地袁在此基础上
开发新药品尧新产品等袁并取得重大进展遥 1999年已开发并
批量生产的全天麻胶囊尧枇杷止咳冲剂尧银杏天保尧前列舒
乐等 10多个品种年产值在 2 000万元以上袁其中川参注射
液尧鱼腥草注射液尧六味地黄胶囊尧强力杜仲天麻消胶囊尧六
味安胶囊等获准国家级新药或国家中药保护品种袁尚有不
少新药品已出口到日本尧香港尧台湾尧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袁
贵州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开发利用及中药材市场前景广

阔袁发展潜力大[6]遥
2.4 有西部开发优惠政策扶持 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袁
明确西部地区要加强生态环境建设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袁积
极开发药材产业遥
3 植物选择原则[7-9]

3.1 适地适树渊 草冤原则 适地适树渊 草冤就是造林时要根
据造林地的立地条件袁选择适宜在这种立地条件下生长的
树种遥 果树尧药材树种尧草种选择原则与常规造林树种选择
原则相同院被选物种的生物生态学特性必须与当地生境相
适宜遥 由于作为林药经营多是取其花尧果等生殖器官袁因而
不仅要求它们能在该区域正常营养生长袁 而且还必须能够
完成其生活史周期遥 可见所选物种的生物生态特性适宜是
确保林药经营模式建设成功的前提和基础遥
3.2 立足于乡土树种的优化选择 植物和林木都有一定

的气候带袁树木能否成活尧生长趋势好坏决定于生存环境中
的土壤酸碱度尧水分尧温度尧湿度尧光照等自然条件遥 有些树
种在一个地区长势良好袁但到了另一个地方可能会产生极
大的差异袁甚至不能成活遥乡土树种是自然优胜劣汰的结果袁
它长期生长于某地袁相比于其他树种袁对本地环境具有较强
的适应性袁较好的生长态势遥 因此袁树种选择时应本着野 生
物尧经济兼顾冶的原则袁首先考虑乡土树种袁优先选用乡土树
种是尊重自然规律袁适地适树的重要体现遥喀斯特山区立地
条件差袁造林难度大袁更要大力营造乡土树种和抗逆性强的
树种袁不宜盲目地使用外来树种袁或不经本地试验使用外来
良种遥另外袁乡土树种一般种苗来源充足袁苗木价格低袁群众
栽植技术过关袁容易接受遥
3.3 乔尧灌尧草结合 大面积纯林不能充分发挥森林的多

种效能袁也不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遥喀斯特山区的
地形差异很大袁不同的林草等植物需要不同的环境袁这就决
定了农林复合系统必须因地制宜袁根据土地条件的差异袁在
不同地段栽植能与之相适应的植物种类袁做到宜乔则乔袁宜
灌则灌袁宜草则草袁乔尧灌尧草合理配置遥 采取林果尧林药尧果
药野 间套轮冶种植模式遥
3.4 兼顾野 三大效益冶 农林复合模式一方面以改善生态

环境为根本目的袁同时也要解决好农民长远生计问题遥树种
的选择袁要突出野 三大效益冶袁优先生态效益袁将生态恢复与
环境建设放在首位遥 另一方面袁 要以经济效益支持生态效
益袁以生态建设保护经济发展袁这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西部开

发的成功之道袁也是我国西部地区几十年来种草种树野 生
态运动冶经验教训的总结遥所选择树种要在充分利用山区自
然资源优势的基础上袁能适应当地社会经济条件袁能进一步
培植为山区特色经济产业袁并且应以生产天然绿色无公害
产品为经营思路袁其产品能长期占据市场袁形成独特稳定的
市场空间遥要选择经济林树种或兼用树种袁在种植模式上创
新袁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林木的经济效益及生态效益遥
4 林-药复合模式植物种类选择

针对贵州山地广阔袁坡陡土薄袁林牧潜力大而建设周期
长袁耕地瘠薄而粮食生产难度大等特点袁必须尽可能地扬长
避短袁发挥资源优势遥根据本地气候尧土壤特点袁品种自身综
合价值袁以及市场需求尧企业要求等进行选择遥 贵州喀斯特
山区宜发展油桐尧漆树尧杉木尧华山松尧檫木尧香椿尧油茶尧乌
桕尧核桃尧板栗等传统经济林种曰可开发的药材种类较多袁有
杜仲尧厚朴尧黄柏尧五倍子尧南方红豆杉尧吴茱萸尧皂荚尧花椒尧
核桃尧金银花尧八角尧山苍子尧木瓜尧常山尧天麻尧黔党参尧山
药尧淫羊藿尧石菖蒲尧茯苓尧半夏尧龙胆尧首乌尧天冬尧麦冬尧朱
砂尧通草尧艾纳香尧石斛等品种[5-6]遥根据山区坡面自然环境的
垂直分布带特性袁充分发挥当地资源潜力袁进行合理的经济
结构和产业布局调配袁选择适当的种类进行搭配遥 结构上
体现多层次袁多产业复合袁生态尧经济和社会效益并重袁做到
生态与经济野 双赢冶袁实现多目标尧多层次尧多功能的立体复
合生态经济体系遥
5 生态尧经济效益分析

林-药复合模式充分利用了林业生产短尧中尧长期项目
的结合袁不同时期获得不同产品的经济效益袁实现农民当前
利益与长期增收的统一遥

国内外大量的研究表明袁混农林业复合系统对农田生
态环境具有综合的改良作用袁在提高生物多样性袁充分挖掘
生物潜力袁协调资源合理利用袁改善与保护生态环境袁促进
粮食增产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袁 并可
为农林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维模式袁它是当前人类改
善自然环境的积极有效的生物工程遥混农林复合系统的多层
次结构及空间上的合理利用袁在提高资源利用率方面具有
独特功能袁它打破了单一的农业生产模式袁将林带渊 网冤与作
物尧经济林尧药材尧畜牧等结合在一起袁形成了一个多种类尧
多层次尧 多功能的立体复合体系袁 从而提高了生态经济效
益遥 如湖南省慈利县高桥镇四坪村实施山地林-果-药模式
后的第 5年袁 开垦的 92 hm2林地每公顷活立木蓄积量由
8.70 m3提高到了 60.75 m3袁开发的 82 hm2药果基地每公顷
纯收入由 1 297.5元提高到了 8 469元遥并且袁夏秋降水利用
率提高袁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由 18 %提高到 72 %袁
水土流失大大降低袁生态环境显著改善袁农业生态系统实现
了良性循环渊 唐昆袁2004冤 [10]曰北川县在退耕还林工程中袁根
据因地制宜尧适地适树的原则袁并参照当地村民的生产劳作
传统袁切实有效地开展林-药模式的试点工作袁为当地带来
了可观的经济收益渊 李力等袁2006冤 [1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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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 wdApp As Word.Application耶 变量定义
Dim wddoc As Word.Document
Dim WdTable As Word.Table
Dim WdRow As Word.row
mngsysconndb
str1="select 单位名称袁 项目名称 _ 设备名称 _ 合计

from 07仪器购置" ' order by单位名称
mngsysrs_1.Open str1袁mngsysconn
mngsysrs_1.MoveFirst
row=1
Set wdApp=CreateObject渊 "Word.Application"冤
wdApp.Visible = True
Set wddoc=wdApp.Documents.Add渊 App.Path & "\0607 购

置对比表头.dot"冤
Set WdTable=wddoc.Tables渊 1冤 '获得表格
lngRowNow=4
WdTable.Range.Font.Bold=True
WdTable.Range.Font.Size=10
Do While Not mngsysrs_1.EOF
If mngsysrs_1.Fields渊 "单位名称"冤 .Value <> "" Then
WdTable.Cell 渊 lngRowNow袁2冤 .Range.Text = mngsysrs_1.

Fields渊 "单位名称"冤 .Value
End If
If mngsysrs_1.Fields渊 " 项目名称 _设备名称 _合计"冤 .

Value <> "" Then
WdTable.Cell 渊 lngRowNow袁4冤 .Range.Text = mngsysrs_1.

Fields渊 "项目名称 _设备名称 _合计"冤 .Value
End If
噎爷此处有与 06购置表进行对比及输出的代码袁略.
Loop
最终输出报表渊 图 4冤遥

图 4中袁第 3行凝胶成像系统为 2007年数据袁下面的
数据为从 2006年数据表中查重得到的结果数据遥
4 小结

中国农业科学院计划财务局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提高

了工作人员办公效率袁使相关人员从繁琐的人力劳动中解
脱出来袁实现了日常办公的计算机化尧自动化袁今后将根据
计划财务局的需求对系统进行相应的修改尧扩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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