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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石林公园植被重大变化与意义
=

李玉辉8>冯正清!>俞筱押8>马遵平8

;8’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 ?*))+!@!’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云南 石林 ?*!!88<

摘 要7根据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复原了石林公园原生性植被及与石林的关系@
研究了植被变化历史与原因A结果表明>人地关系调整和产业结构变化是石林公

园植被变化的动力A乃古石林景区出现的地带性植被萌生林展现了岩溶区石漠化

地段植被自然恢复的一种过程>即保护岩溶地质遗迹能使残留的繁殖体;桩和根<
得 到萌生成熟>增加新繁殖体;有性繁殖体和无性繁殖体<>实现乡土植被的恢复A
但目前石林公园的现状植被与石林岩溶地质遗迹景观还存在不相适配问题A
关键词7植被@生态恢复@石林岩溶地质遗迹@云南

中图分类号7/B#’# 文献标识码7-

生态环境严重退化的岩溶区植被恢复问题一直

为学术界与自然保护C公园管理等部门重视>但地质

遗迹保护在这方面能够起到何种作用的研究还没有

见到报道A云南石林自8+#8年成为公园以来>植被面

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是否具有启示作用>是作者

研究石林地区植被变化历史和机制的着眼点A本文采

用查阅历史文献记录与实地调查相结合获取数据>分
析石林公园植被变化及与石林关系>以此讨论地质遗

迹保护利用与植被恢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系>既
为科学合理的确定地质遗迹保护区目标提供借鉴>也
为深入研究岩溶脆弱生态区植被保护和石漠化地区

植被恢复提供实例A

D 公园与植被概况

云 南石林公园面积 #*)))EF!>位于云南昆明市

石林彝族自治县境内>距昆明市中心B:GF>地处!"H
#)IJ!*H)#I(>8)#H8)IJ8)"H")IK>海 拔 范 围 8?))J
!#))F>主体海拔8B:)J8+*)F>年降雨量约+?)FF>
有明显的雨季和旱季之分>每年*L8)月为雨季>降

雨量约占全年:)M>88月至次年"月为旱季>年平均

温度约8*’?N>属亚热带高原干湿季风气候区A公园

以石林而闻名>于8+#8年始建公园>8+:!年列为国家

重点风景名胜区>!))"年被联合国教科 文 组 织 列 为

世界地质公园A
石林是一种林状浅表层岩溶地貌>其形成是碳酸

盐岩层被裂隙有规则地切割>在地壳缓慢抬升与地下

潜水面下降过程中>经长期淋溶和生物岩溶C土下溶

蚀作用>裂隙溶痕宽度和石柱高度不断增加>由此而

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石柱C溶蚀廊道C溶痕组合体>因
石柱密集似森林而被称为石林A云南石林公园的特色

是石林景观奇特与多样性>以及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和

多 阶 段 性>经 历 过 玄 武 岩 的 覆 盖 烘 烤 和 古 湖 沉 物 覆

盖>以及后来的抬升再出露和继承性发育演化O8PA在

石林景观地>石柱间各种裂隙或溶痕是植物生长发育

的 生 境 之 一>由 此 生 长 出 与 石 林 关 系 密 切 的 森 林 植

被A!))#年调查表明>石林公园植被分别有阔叶林C
针阔混交林C稀树灌草丛C石灰山灌丛C藤灌群落等A
阔叶 林 类 有 滇 青 冈 林;Q%RF’STUVWXYVYZW[\]\̂ VY_‘
UW]ab\<C黄 毛 青 冈 林 ;Q%RF’ STUVWXYVYZW[\]\
abVYcYT]<>高 山 栲 林;Q%RF’SY\dYZW[\]\abVYcYT<C
锥连栎林;Q%RF’e_bfU_\gfYZUhbd]]<C团花新木姜子

林;Q%RF’ibWV]d\bYhWj]VYZdhY<@针叶林类有云南松

林;Q%RF’k]Z_\T_ZZYZbZ\]\<C华山松林;Q%RF’k]‘

= 基金项目7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000"l<>石林基金资助A
第一作者简介7李玉辉;8+*B9<>男>瑶族>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岩溶生态学和自然地理学研究>现研究的课题是岩溶生态系统和国家公园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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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香柏林+,-./01"2%3##"#’"456"7(8
$!$)9针 阔 混 交 林 类 有 旱 冬 瓜*华 山 松 林+,-./:58
!"#!32$53!#(#;<(!"#$%&$!’()9稀树灌草丛有含云

南 松*小雀花灌草丛+,-./0=>?@.ABBCAD?E-DFA>D8
>D@<(!"#G"!!$!3!#(#H1$&2G56I%62(#265G$!IJ$)9石
灰 山 灌 丛 类 有 毛 枝 绣 线 菊*团 花 新 木 姜 子 灌 丛

+,-./0K2(%$3$&$%I(!(HL365(I#3$J6&(5$!IJ$)*绒

毛崖豆 藤*毛 枝 绣 线 菊 灌 丛+,-./0M(553II($N35"I(8
!$HK2(%$3$&$%I(!()*铁 子 灌 丛 +,-./0MG%#(!3
$O%(4$!$)*苦刺花 灌 丛+,-./0K62J6%$’$N(’(()等9
藤灌群落有半附生性藤本群落*缠绕性藤本群落H以

及蔓生性灌木P这种植被结构是原生性植被受严重的

人为干扰之结果P公园现有森林的覆盖率QR0STH用
地结构和森林结构见表UP自UVQU年建立石林公园以

来H植被面貌发生很大变化+表S)PUVWR年是石林公

园和石林县植被变化的转折点H森林覆盖率从长期下

降转为上升H单位面积的森林蓄积量也逐步恢复P但

公园森林类型极不平衡H云南松林+以中幼年林为主)
占公园面积的SV0RTH约占整个森林面积的WS0XYTH
而具有地带性植被性质的滇青冈林仅为公园面积的

U0SUTH约占森林面积的Q0RTH是典型的残留植被P

表Z 石林公园土地利用状况表

[A\0U]F.̂EF̂._-‘CAD?8̂B_>DFa_]a>C>DbAF>-DACcA.d+F-FACA._AeQfXXXa/S)

土地

利用

类型

非林地 有林地与草丛地

耕地
岩溶裸地

+含石林)
水域

城镇

用地
合计

滇青冈

林地

硬叶

林地

落叶林

林地

云南松

林地

干香柏

林地
灌丛地

其它

林地
草丛地 合计

占公园总面积+T)QV0V UW0f S0Q U0Q RS0X U0SU X0gY X0gS SV0g X0Uf S0fg U0XV U0gQ QR0S

注e公园总面积为QfXXXa/S

表S 石林县*石林公园森林面积与蓄积量变化

[A\0ShaAD@_-‘‘-._BFAE._A@_AD?BFAD?>D@E.-i>D]a>C>DE-̂DFjAD?Fa_]a>C>DiA.d

年份

石 林 县 石林公园

林地

+a/S)

森林覆盖率

+T)

蓄积量

+UXQ/Q)
k单位蓄积量

+/Q)

疏林地

+a/S)

灌木林地

+a/S)

林地

+a/S)

森林覆

盖率+T)

疏林地

+a/S)

灌木林地

+a/S)

UVUX RXXXX QQ0V S0fXXkS0gW

UVQV YRRRR0g Sg0U U0WXXkS0fg

UVYV SWgfQ UR0g fXWW0QQ USRRR0g

UVfW gQWg SU0U

UVgS QQXgQ0V UV0S U0XVkX0RS fWXY0f UVYff0W RXgU0Y Ug0Q

UVWR YQVVQ0Y Sf0W U0XQfkU0fR UQSSV URRYV0W VUQW SR0U UgXf0f QSYY0Y

UVVR fYVYg0g QU0V U0YUYkU0gU UYYU0V UgVUU0U UUYQQ0U QS0g SXUY UUSY0V

l+U)石林县面积为UgSXXXa/SH石林公园面积为QfXXXa/S9

+S)UVUS年至UVgS年数据引自路南彝族自治县林业志+UVWW)HUVWR年和UVVR年数据来自路南县森林资源调查报告9

+Q)森林覆盖率H有林地标准UVWR年前与UVVR年不同e前为郁闭度度为X0QH后为X0S9

+Y)石林公园UVfW年和UVgS年的森林数据分别从UVfW年和UVgS年的Uef万地形图标绘的森林区量算而得HUVWR年和UVVR年数据分

别来自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昆明分院的路南县Uef万森林图量算P

m 原生性植被复原

复原石林公园原生性植被的依据有二e一是文献

记载H二是残留植被P前者有碑文和古籍描述P芝云

洞碑+URYS年立)描述了QRX年前植被状态en乃户墉

于回H怪石盘错H百灌莽荆榛H丛翳其土P故不惟达人

之观摩H樵儿牧子亦以为孤窟豺岩H莫敢睨视Pon百灌

莽荆 榛o是 原 生 性 阔 叶 林 砍 伐 后 形 成 的 茂 密 草 灌

丛pSqP古籍类证据是各时代的县志P路南县志+第六卷

UQ页HUVUg)转 载 了 USVX年 前 的 森 林 状 态en元 代 以

前H境内森林茂密H尽出于天然H至元二十七年+USVX
年)H土官阿宝时H诸夷慕其德H渐伐山林H务农事Po两
个描述表明UQ世纪前H该区是有茂密森林的H而到Ug
世纪中叶H茂密森林已为草灌丛P茂密的森林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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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植被呢!目前各彝族村寨密枝林"严重片段化

的阔叶林#回答了这个问题$如五棵树村%月湖村%水

塘铺和蓑衣山村的密枝林$它们是以滇青冈"&’()*+,
-)-.*/0102)-3(*1450#%黄 毛 青 冈 "&’()*+-)-.*/10
45)-6-’1#%清香木"7108-(1-951.:-..1;*)1-#%云南木

樨榄"<)5-’3..-.5.010#为 主 要 树 种 组 成 的 森 林$高

度在 =>?@AB左右$它 们 构 成 群 落 密 闭 常 绿 阔 叶 主

林层$内中散生树有高达@AB的黄连木"7108-(1-(C1,
.5.010#%毛 叶 合 欢"D)+1E1-:*))10#%滇 朴"&5)81085,
8F-.4F-#%云南鹅 耳 枥"&-F/1.30:*+5121-.-#等 落 叶

阔叶树种G它们是典型的石山半湿润常绿阔叶林HIJ$
代表了石林公园的原生性植被G

原生森林与石林的关系如何!公园中部和南部的

五棵树%蓑衣山和水塘铺等地的密枝山森林提供了样

本K林状石柱集合体掩隐于森林中$如同西双版纳小

勐仑的绿石林景观L部分石林高耸于阔叶林树冠$似

马来西亚穆鲁剑状岩溶G但此种石柱集合体景观并不

是人们所称颂之石林G历史上记载和引起人们兴趣的

石林是KM和摩站有石峰孤秀$高耸垒石而成$四面峭

石栖蹲守伏$百怪千奇$每逢雪天$如玉峰直插云霄$
瑶岛琼林$天 然 图 绘GNO"乃 古 石 林#M石 林$岩 高 数

十仞$攀援始可入G其中怪石林立$如千队万骑$危檐

逐窟$若九陌三条G色俱青$嵌结玲珑$寻之莫尽L下有

伏流$清冷如雪GN"大石林#PG
上述原生性植被与石林的关系的痕迹仍存在于

大小石林%乃古石林%李子园石林%蚂蝗塘等景点G大

小石林景区地处一个高原面下的向西南开口的大洼

地$剑状石林疏密有序地从洼地中心向洼地边坡%洼

地台阶%岩溶高原面依次分布$洼地中心是地下暗河

天窗与高大的剑状石柱$并常年有水$成为小湖泊"现
称剑峰池$旧称葡萄泉#$并有季节性水涨水落$每年

雨季">Q=A月#洼 地 水 位 上 涨$汇 水 面 积 扩 大$仅 有

零星喜湿木本植物和石生小灌木生长G从暗河天窗中

心往外$高水位以上地段$应该存在过以滇青冈林为

代表的半湿性常绿阔叶林$石林或掩映于森林之中或

突兀于林冠层之上G但大石林景观为人们注意的时

候$这种景观结构已发生了变化$石林分别在洼地中

心%坡地和坡顶上出现$呈现多样化的石林格局HRJG人

们欣赏的石林显然是植被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后的

石林岩溶景况G

S 半湿性常绿阔叶林消失原因

多样化的石林格局是人为干扰造成的半湿润常

绿阔叶林消失或变化后的结果$那么$这种人工干扰

是什么事件!以及发生于何时!下面予以分析讨论G
STU 采炼铜矿造成大面积阔叶林的消失

石林公园曾有独特的玄武岩型铜矿HR?VJKM路南

州西有竹子山L东有札龙山"注$今称九蟠山$位于石

林公园中部#$石可炼铜NG石林地区的铜厂主要分布

于石林公园中部自北而南的九蟠山$开采玄武岩型铜

矿$产量甚大H>J$如 M红石岩厂在路南州东VA里$明时

于附近之暮卜山开采$年获铜数百万斤$万历年间重

修西岳庙碑犹记其略GWW康熙四十四年总督贝和诺

疏称按厂抽课$犹有其名$后封闭G乾隆六年复开$四
十 三 年 年 额 铜 一 万 二 千 斤$WW每 铜 百 斤 价 银 六

两NH>JGM红石岩铜厂各年额共课银一万八百二十五两

七钱九厘有奇NG据收银额和铜价估算$明朝时年产铜

高达百万斤">A万XY#GZ路南县志[还记载了康熙%乾
嘉 年 间 的 铜 矿 开 采 情 景KM乾 嘉 年 间 路 南 有 铜 厂 R\
厂$每月所产之铜为全省之冠N]G

炼铜需要燃料$这种冶炼燃料全部来源于砍伐石

山上的阔叶树烧制的木炭G按森林蓄积量和木柴木炭

率"约 Î =?@̂ =#估算$参考邻近地区冶炼铜耗 柴

率H_J$推断乾隆年间铜业兴旺时期$年砍伐阔叶森林

面积在ATI?ATVXB@以上G明朝年产>A万XY$则年砍

伐森林地面积超过@XB@G虽然历史文献没有具体讲

述铜矿开采冶炼的延续时间$但从M明季清初矿业大

盛N%M乾隆二十三年开采$四十三年定铜四万八千斤N
等记录可推断明朝与康熙%乾隆时期是石林铜业鼎盛

时期$延续年代超过百年$所消耗的森林是巨大的$故
此造成大面积阔叶林植被消失G
ST‘ 人口增加$地长林消

石 林 地 区 原 住 居 民 渊 源 复 杂$人 类 活 动 历 史 悠

久H\JG在石林县主要河流aa巴江河岸$发现有旧石

器遗存多处$在岩溶湖畔发现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

遗存$李子园石林内有=_AA多年前的岩画G自人类开

发利用路南盆地以来$人口居住地和开垦有自路南盆

地 向石林山地转移的趋势KM自汉唐 以 来WW@AA多

年来$人文蔚起$异省之民与土著编籍居半而溪洞山

R=@ 中国岩溶 @AA>年

O

P

] 路南县志$=b=_$cR

路南州志$=V=@

陆良州志"引自路南彝族自治县文史资料"二#$=b\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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箐!"#$倮 倮% 居 深 山 住 茅 室 种 荞 稗 燕 麦 草 子 为

食!&’明朝推行$改土归流!($卫所屯田!制度)政府

鼓 励开荒种地)到*+,-年.明洪武*/年0)有-1-2名

汉族官兵进住到公园北部的占屯(高石哨(石板哨)东
部的所卜所(水塘铺)西边的大屯(堡子(昌乐村等)以

$三分守城)七分屯田!)约计有*3333名汉族移民开

荒种地4,5’到*1,/年.清康熙-6年0)政府又大量拍卖

田地(山林地)垦荒面积陡增)汉族彝族居民分居于坝

区.路南盆地和岩溶湖畔0与岩溶山地’因此)明清铜

矿业和大规模军屯农耕地向石林山地转移)改变了石

林岩溶生态系统)造成水土流失)居民生活生产困难’
方志中有所记载7$路南壤地)延裹四百余里)冈峦起

伏)汉夷杂居)民稀而地瘠)明末清初)此方矿业大盛)
以富庶称厥)后渐就凌夷目为穷州之一’虽或地利未

辟人事未尽以致之柳亦兵燹!8’
进入-3世纪以来人口增加更为迅速)石林县从

-3世纪初人口,万多)到,3年代末增加到-3万人)增
加*/39)到:3年代末)人口增加到--万左右’石林公

园内)在-3世纪-3年代)人口超过/33人的村子只有

冒水洞.小戈丈0*个;)到*:,,年)已有+2个<)总人

数从*:,*年的+:+-3人增加到*::1年的66,/,人)增
加了:=+,9’人口增加既需要薪柴)也需要耕地’石

林公园农村家庭能源主要是薪炭柴.表+0)来源于阔

叶林(石灰岩灌丛(人工林中的阔叶树与灌木’这就造

成阔叶林(灌木地大面积减少#同时人工种植的云南

松林中的乡土树种也被大量择伐)云南松林单一树种

化 进 程 加 快’同 期 的 旱 地 面 积 也 由 *:,1年 的

+11*>2?@-增加到*::2年的6/+*=+?@-)年增1+?@-)
增加的耕地来自仅有的森林与疏浚的季节性湖泊’这
就造成耕地牧草地等从洼地(平坝转向石林坡地)坡

地耕作强度增加)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石漠化面积

增加’芝云洞景点表现特别明显7$百灌莽荆榛!基本

消失)种植的云南松林也仅在坡顶存在)坡面上基本

为旱地)主要种植玉米)土下石牙出露高度超过*@)
呈现严重石漠化态势’

表+ 石林公园农村家庭能源结构

ABC=+DEFGHEGFIJKKBF@IFLMKB@NOPIQIFRPNQE?ID?NONQSBFT

项 目
公园位置

中部 东部 南部
薪炭柴树种

农户数 ,66: 6,+/ *1+,

柴草 *339 *339 *339

青冈(棠梨刺(山桂花(小叶吕桢(荚莲迷(火把果(滇石栎(鸡嗉

子果(小铁子(云南松(旱冬瓜(华山松(滇油杉(栓皮栎等’

注7家庭能源数据是在石林县农户调查资料.*:::0基础上)经-333补充调查而得)柴草物种调查分别在公园北部(中部南部村庄进行)村民使用其

它能源.煤炭(燃气(太阳能0很少)但烤烟用能源从-3世纪:3年代末期)开始转向使用煤’

U=U 过度放牧影响森林恢复

石林地区畜牧业发展较早)早在 +33多年前)当

地彝族撒尼人就有放养山羊取羊奶制作乳饼或羊豆

腐之习俗’游牧山羊是当地古老习俗’$山羊以山村

养牧者多)估计全县羊数约万只左右!VW’山羊除啃食

牧草)也吃树叶)甚至啃食幼树草根)破坏繁殖体)严

重影响植物生长成熟和自我维持更新’在草场载畜量

超载的情况下)林地和灌草场正常生长受到遏止’按

-3世纪,3年代的牧草场与产草量计算)石林县和公

园内的草场载畜量已超载.表60)以理论载畜量算)自

-3世纪,3年代以来的超载率为+,=69X16=69)公

园内的超载率则达12=19X**-9’到上世纪:3年代

末期)牲畜量继续增加)增加幅度每年约:9左右’其

后果是严重的)典型的例子是石林中部乐尔村至四方

塘的石林坡地)因过度放牧已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现

状植被全是耐践踏(耐旱的稀树灌草丛’在石林地区)
常见的村落耕地牧草地景观结构是7围绕岩溶洼地村

落)由近及远展现密枝林.彝族撒尼人的保护林0(住

宅.茅草土墙房0(耕地(灌丛和稀树灌丛(石山荒坡’
自-333年以来)畜牧超载状况有所改善)一些农户和

企业对当地特产山羊实行圈养’

/*-第-6卷 第+期 李玉辉等7云南石林公园植被重大变化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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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石林地区和石林公园放养牲畜量变化

"#$%&’(#)*+,-.(+)/0$+1,-2/3./1+345+6.,274)8(434)1+*4,)#)9.(+8(434):#17

年份
石林县

;<=> ;<&< ;<>? ;<<@

石林公园

;<>? ;<<@

黄牛A头B ?&@C C&=< ;&C== ;?<DC &?=D CD<<

水牛 A头B =@EE ;E=<& ;@>>? ;><&E ?CEC @CDE

换成黄羊单位A头B &&&E ;D&@= D;&?= DD@D> @>E? <ED&

山羊 只 &?DC ;@C?> @CECD ;;E>? D@?;; =>DD?

换成黄牛单位A头B ??; DC;E ;E@DD ;C>=> =<&& ?=@;

合计 A黄牛单位B ;;C@? DE&DD &?@;> CC&<; ;?=>D DE?<&

牧草场A(0DB &><D& ;&;@C

理论载畜量 黄牛载量A头B ==@&E <@@C

F数据来源于石林年度统计表G规划报告H理论载畜量标准按石林县;<>&年草场调查测算值和当地畜牧站提供H计算参数确定

取;头黄牛需牧地;%&C(0DA天然草场BI@只山羊等于;个黄牛单位I;头水牛等于;%D黄牛单位J

! 云南松林消退与扩张

石林公园现状森林类型主要是云南松林H既分布

于非石山地区A玄武岩红壤G碎屑岩红壤BH也存在于

岩溶山地H既有成熟或过熟云南松林H也有植株稀疏

的中幼年云南松林H但前者面积小A仅占公园云南松

林总面积的;EKBH岛屿状I后者面积大H成片分布J这
种格局是石林地区;EE多年来林业与绿化之结果J据

文献记载LMH在DE世纪初叶H石林地区有大面积的云

南松成熟林或过熟林H但在DE世纪DE年代至=E年代

间H均被砍伐外销NO民国时期H境内砍售森林成风J外
地木商采办森林尽以皆伐为事H大小树株一概不留H
至天生关等地森林一败而光H凡交通便利地区尽成童

山JPO东起陆良属小月牙山顶H南至陆良属铁厂H西至

路南界甸尾大河H北至马龙属青沙坡顶H纵横各数十

里森林均由外地木商经营H凡交通便利之地均被采伐

罄尽PJ表D表明H石林地区森林面积从;<;E年到;<&<
年剧减H减少;====%=(0DH而同期造林成活面积只有

?@E(0DH森林面积净减=EC@@(0DI;<CE至;<C>年H当
地森林面积急剧减少;@<;=%@(0DH减 少 的 森 林 主 要

是成熟的云南松林A当时称青松BI;<C>年至;<>?年H
森林面积回升;CD&E%&(0DH得益于 同 期 较 大 的 造 林

成活面积A约DEEEE(0DBLMJDE世纪CE年代G@E年代G
>E年代进行过以云南松为主要树种的飞播造林H现

存的云南松林主要是这些飞播人工林的成果J按森林

的成长年限H石林地区的云南松林应该是幼年林和中

年林为主J薪炭林砍伐和大规模的云南松林种植H使
得中幼年云南松林面积有所扩大H并成为主要的森林

类型J

Q 保护地质遗迹与发展石林旅游业带来的植

被变化

自;<=;年建石林公园以来H石林公园植被逐步

发生变化J最显著的地点有两个N一是大小石林景区H
二是乃古石林J大石林景区植被变化特点是游览区外

围云南松林G柏树林A干香柏为主B和游览点造景植被

面积 扩 大H主 要 造 林 时 段 是 ;<&&年G;<C?年G;<C>
年G;<>?年及其以后的<E年代H植树树种主要是云南

松G干香柏等H以及各种花卉和草籽H景区外来植物比

例增加J除了景区绿化形成的云南松林G干香柏林外H
保护石林岩溶也在局部地段有自然恢复形成的次生

林J可分几种情况N首先是改变石林自然条件导致森

林生长J大石林景区内原是季节性岩溶湖泊H雨季汇

水面积扩大H旱季水面收缩H植被生长受此约束H但在

DE世纪>E年代初在大石林岩溶湖中心A剑峰池BH进
行过凿岩修渠放水H水位永久性降低H低洼地点的乔

木G灌木和藤本迅速生长H加上种植的针叶树和阔叶

树H形 成 了 由 昆 明 榆ARSTUVWXYZ[\\]X̂Z[5#1%
_UZT\Z[̂ZV\VBG皮 哨 子A‘Ya\YbUZZYẐZV\VcdYZWX%
5#1%TY\d̂\BG黄 连 木G清 香 木G毛 叶 合 欢G构 树

AedfUVV̂Ẑg\Y hYhbd\îdYBG干 香 柏 A]Uhd̂VVUV
jUWSfUk\YZYBG樟 树A]\ZZYTfTUT WYThXfdYBG绒 毛

海 棠Aê[fZ\YX̂Zdb\BG桂 花AlVTYZgXUVidY[dYZVBG
紫 薇AmY[̂dVgdf̂T\Y\Zj\WYB等多种乔木组成的混杂

林H以及多种蔓生性灌木和攀援性藤本H如匍茎珍珠

?;D 中国岩溶 DEEC年

LM n云南彝族自治县林业志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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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012’)03’(0/*+(4#5-(1
+*(67高原黄檀!8’9:*(;#’$-99*,,##67象鼻藤!8’9:*(1
;#’ )#)-&-#<*&67飞 龙 掌 血 !=-<<’9#’ ’&#’,#$’
!>#++06>’)67常 春 藤!2*<*(’+*?’9*+&#&@0@-$/
3’(0&#+*+&#!=-:906A*/<067鸡血藤!B#99*,#’(*,#$%9’1
,’6等C其次是游览点禁牧禁伐禁樵采导致次生林恢

复D典型例子是乃古石林C自EFGG年开发乃古石林

后D对景区实行封山育林D使得原来严重石漠化的石

丘7石 林 内 出 现 群 落 高 度 超 过 HI的 团 花 新 木 姜 子

林D其郁闭度超过J0KD物种数超过EHL种D乔灌物种

数超过KK种C与此鲜明对照的是在退耕退牧区内或

人工绿化地上D仅出现云南松7珍珠花7老鸦泡的中草

丛 !MNOI0PQRSOTUUVTWRXNWYTQWQWSZ#+%&4%++’1
+*+&#&D>4-+#’-3’9#[-9#’D\’$$#+#%)[(’;#9*6D刺 芒

野古 草7云 南 裂 稃 草 群 丛 落 !]UU0 (̂%+<#+*99’&*1
,-&’D_$/#‘’$/4(#%)<*9’3’4#6D以及干香柏或西藏柏

木纯林和紫薇7桂花树等C这可能暗示了公园内的石

林地质遗迹地与曾经耕种过或表层土壤被改造过的

荒地在繁殖体类型和繁殖方式有显著差异C初步研究

结果是在石林岩溶地块7溶蚀裂隙和溶蚀廊道中D残

存着石林地带性森林群落主要树种的繁殖体!具有持

久性6D如团花新木姜子7清香木7云南木樨榄7滇青冈

等的根7桩D封山育林使得它们得以萌发D并能生长成

熟结籽D从而增加新的有性繁殖体D逐步发育扩散形

成团花新木姜子林D而其它地点的绿化措施和改造表

层土壤再次使繁殖体严重损失D仅有草本繁殖体等发

育生长C
绿化的另一个问题是林木季相单一D物种单一D

景色缺乏季节特点D影响石林特色和自然性C石林景

观 是 由 一 定 高 度 的 石 柱 集 合 体7溶 蚀 裂 缝 或 溶 蚀 廊

道7表面溶沟组成的美学观赏对象C石柱高度在EJa
bJI7宽度在bJI左右D溶蚀裂缝宽度从几厘米超过

EID溶蚀廊道则在几米和几十米C衬托这种石林景观

植物D应该有体量7规模约束和物候的适应D并且促进

地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恢复C但实际情况有异C在大

石林景区D种植或自然生长的乔木和藤本植物D经过

bJ年的生长已成为浓密遮掩石林景观的群落C乃古

石林游览区出现类似情景C这种森林的c长d与石林的

c不长d竞争态势弱化了石林气势和奇异形态的观赏

条件D以及景观多样性问题C这是与石林岩溶景观相

适配的植物群落培育与整修所应考虑的问题C

e 石林公园植被变化阶段与意义

从植被结构和人为干扰因素考虑D石林公园植被

变化可分出五个阶段!表H6D植被变化的动力机制与

世界其它岩溶地区植被变化历史一样fFgD是人地关系

与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果D开发保护石林地质遗迹景观

表h 石林公园植被变化阶段一览表

iTj0HkYTSlUNmnlSlYTYQNWXoTWSlQWYolkoQVQWpTOq

时期 证据与产业特征 植被与石林关系

!E6地 带 性 植 被 覆 盖 期

!Eb世纪前6

巴江河岸和 月 湖 湖 畔 石 器7铜 器 时 代 遗 存 的 发 现D长

湖7月湖的植 物 孢 粉 化 石 组 合r元 代 文 献 记 录 的 森 林

景况D游牧和原始种植业C

滇青冈林7黄 毛 青 冈 林7锥 连 栎 林 等 半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和硬叶常绿阔叶林r石林或掩映于森林或挺立于岩

溶湖中C

!s6地 带 性 植 被 消 失 期

!sJ世纪前6

明末清初的采冶铜矿记录与遗址r明朝军屯遗址与开

垦记 录D自 然 村 落 历 史D砍 伐 森 林 记 录 等r种 植 业7牧

业7木 材 业7铜 矿 业 发 展 期r耕 种7放 牧7砍 伐 森 林7自

然 村落由河畔7湖泊 向 岩 溶 山 地 和 半 山 地!石 林 所 在

地6转移D溶洞和石林成为当地游览景点C

滇青冈林7黄毛青冈林7锥连栎林残留斑块状分布D暖
性针叶林7暖性石灰岩灌丛等大面积分布C石林成团

或成簇分布D或荒野化产出D或挺立于岩溶湖湖泊D或
掩隐于森林D多样化石林格局出现D岩溶湖泊减少D水
土流失严重D土下石牙大面积出现C

!b6成 熟 针 叶 林 消 失 期

!EFEEt EFHJ6

林业文献与 绿 化 历 史 文 献D采 石 采 矿 遗 迹 遗 址r种 植

业7牧业7采伐林业时期D石林开始受到政府注意C

地带性植被仅在民族宗教保护山地!密枝林6存在D水
土流失加剧D伐木林业成为主要产业7石灰岩灌丛7石
灰岩草坡成 为 主 要 植 被D水 土 流 失 区 域 面 积 扩 大D土

下石牙大面积出现D石林荒野化状态更加突出C

!u6针叶林和绿化植被扩

展期!EFHJtEFGs6

林业文献与 绿 化 记 录D森 林 以 中 幼 年 云 南 松 林 为 主r
石林旅游业 起 步D种 植 业7牧 业 和 采 石 业 是 主 要 的 产

业活动C

游览区外围 飞 播 和 人 工 绿 化D云 南 松 林 面 积 增 加D干

热暖性灌丛 和 草 丛 面 积 增 加D水 土 流 失 区 面 积 增 加r
城市化园林景观成为游览区主要绿化目标C

!H6萌生林与适配植物群

落 恢 复 管 理 期!EFGs年

以来6

绿化记录D石 林 公 园 开 发 建 设 记 录7城 镇 乡 村 居 民 社

会经济调查 记 录D现 状 森 林 结 构r石 林 公 园 依 次 列 入

国 家 重 点 风 景 名 胜 区7国 家 地 质 公 园 和 世 界 地 质 公

园r石林旅游业和烟草业成为当地支柱产业C

人工森林和萌生林逐步形成D出现了植被c长d与石林

c止d的矛盾D乡土植物与绿化植物特色差异明显C重

视整修游览区植被D协调生物多样性和地质多样性关

系D重视公园区域生态环境功能作用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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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石林公园植被变化转折的关键!这在岩溶地区的生

态建设"地质遗迹保护和社会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上

具有借鉴意义#
$%&面对人口增长带来的耕地牧草家庭能源需求

增加的压力!不改变依赖土地增加经济来源的生活方

式和调整产业结构!不仅土地压力得不到缓解!而且

还会加剧岩溶生态系统的脆弱性"自毁性!使生态环

境恶化’()%%*+石林地区自元代至,-世纪中期!尤其是

从明末清初到,-世纪.-年代!为适应人口增加"经济

需求而采取的措施是扩大种植面积"增加放牧地"开

发铜矿"采伐森林!导致森林消失!出现严重的水土流

失!甚至石漠化!居民生存环境日趋恶化+
$,&保护开发石林地质遗迹!发展石林旅游业!改

变了公园游览区范围内的生产与经济收入来源!促进

了岩溶生态的恢复+,-世纪.-年代至,%世纪初是石

林旅游业发展兴旺期!同时也是生态植被恢复的促进

时期+石林公园虽在%(/%年就建立!但真正成为当地

社会经济的支柱产业则是在,-世纪.-年代末以后+
从%(((年以来!石林旅游业年直接经济收入超过亿

元!占全县国内生产总值%/0!旅游行业税收占县财

政税收,10!通过石林旅游业就业的人数占全县非农

就 业人数的,-0!成为石林县经济支柱产业"主要财

政税收来源和居民就业的主渠道"农民增收的主要来

源’%,*+此外!石 林 旅 游 业 还 促 进 了 当 地 民 族 文 化 复

兴!转移了部分农村劳动力!减轻了土地负担!为改善

生态环境创造了条件+
$/&对岩溶区植被恢复机制认识不到位!以及不

区 分 地 质 遗 迹 中 的 出 露 性 景 点 和 整 体 性 景 点 的 差

异23!绿化也会产生与保持地质遗迹景观特色不相适

应的矛盾!并遏止地带性植被恢复+,-世纪4-年代至

(-年代!开展过大规模绿化造林!植被覆盖率明显增

加!但对乡土树种和地带性植被恢复考虑不够+例如

在大小石林与乃古石林景区!使用了体量大"物候现

象不鲜明的外来物种和草籽!人为改造绿化点的表层

土壤!种植干香柏"藏柏"桉树等!使得具有地带性植

被性质的次生林的自然恢复严重受阻!成片成团的干

香柏林"桉树林等与石林岩溶不相适配!并出现城市

园林化现象!石林岩溶被遮掩!不仅弱化地质景观!也
影响了保护地质遗迹或地质景观在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水源地保护恢复中的作用+为此!整治这些人工林

曾一度成为,-世纪后期和,%世纪初景区的日常工

作+
$4&,-世纪.-年代末期开发乃古石林景区!在严

禁放牧采伐和不采取人工种植树木的景点处!出现了

团花新木姜子林+这说明在生态环境严重退化的岩溶

地区!亦即石漠化地区!岩溶地质遗迹地内亦保留有

地带性植被关键树种的繁殖体$根"桩&+只要消除植

被干扰!保护地质遗迹!这些繁殖体会萌发!生长成熟

产生第二代!增加繁殖体来源!促进地带性植被逐步

恢 复!从 而 恢 复 和 保 持 公 园 自 然 性"整 体 性"独 特 性

等+但对岩溶地质生态系统中繁殖体的这种保持恢复

和成林过程与机制还需进一步研究+

致 谢#本文收集资料和野外调查中!得到石林管理

局"石林县农牧局"石林县林业局"中国科学院西双版

纳热带植物园刘伦辉研究员"刘文耀博士"沈有信助

理研究员等支持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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