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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环湖圈森林植被的动态演替及其对

滇池生态环境的影响初探

—
湖泊区域的不合理开发利用产生的生态后果的分析研究

李 宏 文
云 南省环境科学研究所

一
、

自 然 概 况

滇池是滇中高原面上面积最大的淡水高

原湖泊 它是断层下陷后受浸蚀冲积而成

在云南多层性山原地貌中
,

它 正处 于 海 拔

米一 米的第二级阶梯上

滇池地区
,

具有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的

特点 夏半年
,

受来 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控

制
,

属热带海洋性气团的西南季风
,

给滇池地

区带来季节性降雨 冬半年
,

又受西风南支急

流的控制
,

属热带大陆性气团的西风
,

使滇池

地区的冬季干燥而不太冷 整个气候特点是

夏季不热
,

冬季不冷
,

雨量集中
,

干湿分明

据昆明气象站 年一 年二十年的气

象资料
,

昆明地区年平均气温为
,

℃
,

最

热 月平均气温为 ℃
,

最冷月平均气温为

℃
,

年降雨量为 毫米
,

其中 并

集中于夏季

镇池地区属亚热带北部区域地带
,

其植

被类型为半湿润常绿阔叶林 标志种为滇青

岗 , 解 厉 。, 、

元江拷
, ,

, 万  人 , 、

黄毛青岗 夕 右 , 、 ,

, 夕
、

高山拷
, ,召。

如
, ‘ 、。 夕夕

、

滇石

栋 人  “ 占 , 、

滇上兰 “

、

滇棋楠
“ “ 、 、

长

柄棋楠 腼动 “ , 口。 粼沂 , 口 ,

伴生种有

云南油杉 犬 。 。。。 , 。 。

和 落叶栋

类
,

如麻栋 口
 “ , 、

齿叶懈栋

夕。 “ , 召 。。口 、 夕

娜 , 犷 , 、

栓皮栋 “

。 石 博
、

波罗栋
“ 。 , , ,

其植被下的代表型土壤是红壤和红棕壤

二
、

森林植被的动态演替

地带性植被
,

是与所在地段的大气候类

型和土壤类型相一致的顶极群落 它标志着

该地段自然环境中
,

生态是协调的 由于人类

盲目地或不合理地开发利用森林资源
,

造成

森林植被不同程度的破坏 破坏了的植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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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有林地中
,

各类植被面积及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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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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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滇池地区森林的群落乔木优势种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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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受人类活动的频繁干扰
,

使其不仅不能向

复原植被的方向演替
,

反而向相反的消退方

向演替
.

据云南省营林勘察队
一

1 9

59 年和 1981 年

两次对滇池环湖区域七个片的森林植被的调

查资料(表 1 和表 2)
,

分析该地区的森林动

态演替
。

从表 1 可以看出
,

1 9 5 9 年到 198 1 年间
,

森林面积的比例缩小了
。

在林业用 地 面积

中
,

虽然有林地面积二十一年来变化不大
,

但

疏林地的面积比例减小了近一半
,

灌木林地

的面积比例大大增加
.
这表明疏林地被干扰

破坏(其中人为的因素是主导因素 )
.
向着灌

木林地逆行演替
,

其结果必然导致原森林群

落内阴湿的群落环境的破坏
,

被灌木林的阳

性
、

干燥
、

风大
、

气温 日变幅大等特点所代替
.

表 1还表明
,

人工新造林地增加
,

荒山荒地的

面积略有减少
.

再从群落的生态结构来分析
,

由表 2 可

看出
,

1 9 5 9 年一1981 年间
,

在有林地中
,

阔叶

林地的面积比例减小了
,

而以云南松 (Pi 洲
,

y o n , a o e o s i s
)

、

华山松 (Pi
n“, a r m a n

di i
) 为标

志种的针叶林地面积增加了
,

这表明阔叶林

向着针叶林演替
.
云南松

、

华山松林是常绿

阔叶林破坏后的次生类型
,

它属暖温性的针

叶林
,

虽然在群落的演替进程中
,

它能保持相

当长时期的稳定
,

但必竟不是地带性的代表

类型
.
它与地带性的半湿润常绿阔叶林相比

较
,

其特点是林子的郁闭度小
,

林内透光强
,

干燥
,

下层植物阳性
,

土层膺薄
,

群落环境旱

化
.
这说明阔叶林向针叶林演替

,

导致了生

态环境的旱化
.

再迸一步对现存的森林植被作群落的层

桃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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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滇池地区森林植被的各群落类型的分布面积比例

I一云南松林 ;

杉
、

圆柏
、

山竹;

2一华山松林 梦 3一云南松
、

华山松林宝 呼一云南松
、

华山松
、

云南油

6一云南油杉
、

湿地松
、

杉木 :

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林;

落叶阔叶林:

9一针叶
、

常绿阔叶林:

7一针叶
、

落叶阔叶林; 8一针叶
、

10 一落叶阔叶林 ; 11 一常绿与
12 一常绿阔叶林; 13 一人工林; 抖一果木林

.

针叶与常绿阔叶林 l州 针叶
、

常绿与落叶阔叶林 针叶与落叶阔叶

图 2 各群落类型的演替路缉

片结构分析
,

以探求群落演替的规律(见表 3

和图 l)
.

从图 1 中可明显地看出
,

构成阔叶林的

除了人工栽培的纯林外
,

包括三个类型
,

一个

是由落叶层片构成的落叶阔叶林; 第二个是

由常绿层片构成的常绿阔叶林 ; 第三个是由

落叶与常绿二个层片构成的常绿阔叶与落叶

阔叶林
.
把三个类型的面积比例按 195 9 年

和 1981 年的两次调查数据作对比分析
,

则可

看出
,

以落叶单一层片构成的阔叶林面积比

例大大减小了
,

其次是常绿层片构成的阔叶

林
,

再其次是常绿与落叶二个层片构成的阔

叶林
,

这表明整个阔叶林走向消退的趋势
,

其

中以落叶阔叶林消退得最为突出
.

针阔混交林也由三个类型构成
.
一 个

是由针叶和落叶阔叶二个层片构成的群落类

型 ; 第二个是由针叶和常绿阔叶二个层片构

成的群落类型 ;第三个是由针叶
、

落叶阔叶和

常绿阔叶三个层片构成的类型
.
从它们的面

积比例可以看出
,

针叶
、

落叶阔叶混交林的而

积比例大大减小 ;其次是针叶
、

常绿阔叶混交

林;而唯有针叶
、

落叶阔叶与常绿阔叶三层片

构成的混交林的面积比例增大了
.
这表明前

两个类型的消退演替是向着后一个类型进行

的
.

在针叶林中
,

云南松
、

华山松林这个类型

的面积比例明显地增大
,

这表明阔叶林与针
、

阔混交林的消退演替的最终途径是向着云南

松
、

华山松林过渡
.

在天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下
,

尽管

每一个群落类型的演替途径 还 可能 多 种 多

样
,

在群落演替的阶段中
,

还可能出现更多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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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小河 1954一 1976 年的年雨量分配和逐月流量的方差统计

中间过渡型演替系列
,

但是我们可以从现存

的成年林的各个类型中
,

寻找每一个群落类

型演替的路线 (见图 2)
.

三
、

森林演变带来的生态后果

由滇池地区森林植被的 动 态 趋 势 分 析

中
,

可以明显地看出
,

演替的特点是森林面积

缩小
,

森林走向低矮灌丛
,

阔叶林走向针叶

林
.
由于森林的这一逆行演替

,

使其原森林

植被所具有的阴湿群落环境不复存在
,

代之

而起的是群落环境旱化
,

整个生态环境变劣
。

由于原生的森林植被被破坏
,

使其涵养水源
、

保持水土的森林功能也随之减弱以致 丧 失
,

造成水土流失
,

这必然影响到滇池的生态平

衡
.

滇池的主要入湖河道—
盘龙江和金汁

河
,

其上联松华坝水库
,

水库源头是小河和甸

尾河
.
据松华坝水文站反映

,

原小河流域森

林茂密
,

因 1976 年小河公路通车以后
,

沿途

森林几乎全被砍光
,

留下的是裸露的光山头
.

使其源头的出水龙潭的水量比三十年前减少

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水源不足
,

必然导致

河水流量在全年分配不均衡
,

而随季节性降

雨暴涨暴落
.

根据云南省水文总站的资料
,

把小河水

文站从 19 54 年到 19夕6 年共二十三年的河水

逐月流量记录数据作数学统计
,

进行方差值

分析(图 3)
.

通过方差值分析
,

可以看出
,

当流量方差

值D 夸越大
,

则表明河水的流量在全年内分配

越不均衡
,

河水有暴涨暴落的趋势
.
从图 3 的

波折曲线看
,

年雨量分配曲线
,

多年来波动在

一定的范围内
,

波动的趋势性无明显的增减
,

这表明整个大气环流的规律性没有改变
.
而

河水流量在全年的变动趋势
,

随着时间年限

的推移
,

有增大的趋势
,

说明小河水的流量越

来越趋于不均衡
.
其原因就是作为水源的龙

潭出水量减少
,

河水完全受降雨的控制
,

造成

汛期河水暴涨
,

而枯水季水流量又暴落
.
沿

河流域的森林植被的消退
,

森林涵养水源的

功能随之减弱以致丧失
,

是造成滇池生态不

协调的基本原因
。

四
、

结 语

滇池
,

作为滇中高原面上最大的淡水湖

泊
,

在四面环山的昆明盆地这样一个较为独

立的生态系统中
,

它的调节功能是不可忽视

的
,

因而人们称滇池为高原上的一颗明珠
.
但

是
,

目前滇池已经处于富营养化
、

老年化的阶

段
,

滇池的水面和库蓄量均处于减少的趋势
,

因而湖泊的调节功能也随之减弱
.
滇池流域

(下转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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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却差异很大
.
第一次调查时

,

生防区每平

方米有天敌 1
.
7 头

,

比化防区 (2
.
9 头 )少

,

但

随着采用的农药种类不同
,

生防区天敌数量

逐渐上升
,

至 6 月下旬
、

11 月下旬
、

次年 5 月

下旬
,

分别比化防区高 l,
、

1 7
、
6 2 倍(图 1)

.

由于 H D
一
1 不杀伤天敌

,

因此
,

生防区不

仅天敌数量高于化防区
,

而且天敌与害虫的

比值也大于化防区 (表 1)
.

四
、

生防区与化防区菜青虫蛹不同时期

被寄生情况的比较

在菜青虫发生期
,

按每 10 夭一次分别采

集菜青虫蛹
,

每次不少于 50 个
,

进行寄生情

祝的室内观察
,

结果表明生防区内菜青虫蛹

被寄生率要高于化防区
. 5 月下旬和11 月下

旬
,

次年的 4 月下旬和 5 月上旬菜青虫蛹被

寄生率分别为 38 务
,

4 0 外
,

37 多 和 衬 肠
.
化

防区菜青虫蛹被寄生最高时期的 6 月中旬和

12 月中旬也只有 12
.
, 多和 14 外

.

五
、

H D
一
1 与化学农药对瓢虫

、

蟾蛛
、

蜘

蛛影响的试验:

室内试验的结果表明
: H D 一 1 对瓢虫

、

蟾蛛
、

蜘蛛都无不良影响
.
但几种化学农药

,

用 800 倍浓度
,

经三次重复试验对瓢虫成虫

和幼虫
,

蜘蛛
,

蟾赊的鳅蚌均有较大的杀伤

力
.
其中从马拉硫磷

,

亚胺硫磷
,

敌敌畏
,

鱼

膝精致死速度最快
,

杀死作用最大(见表 2)
.

六
、

H D
一
l 与几种不同化学农药对蚜茧

蜂的影响

1982 年 10 月
,

我们从菜园采回大量被寄

生的菜蚜
,

分别用 1 :800 倍的 H D
一
1 和化学

‘ 卷 5 期

农药进行了室内的喷杀试验
,

至 83 年 4 月份

除 H D
一
1 对蚜茧蜂羽化无不良影响外

,

其它

几种化学农药均有影响
,

特别是 80 0 倍的鱼

藤精杀死率达 100 多 (见表 3)
.

小 结 与 讨 论

从以上比较看出生防区害虫夭敌昆虫数

量不论在任何时期都大于化防区
.
说明苏芸

金杆菌是一种不杀伤天敌昆虫的好农药
.
这

一结果与国外道导相同
.

苏芸金杆菌 H D
一
l 与几种不同化学农药

对瓢虫
、

蟾赊
、

蜘蛛
、

蚜茧蜂室内试验结果进

一步证明
: H D 一

1 对天敌无任何不良影响
,

不杀死杀伤有益昆虫
.
而化学农药对上述天

敌都有不同程度的杀伤作用
.
可见

,

使用苏

芸金杆菌 H D 一
1 保护了害虫的天敌

,

保持自

然界生态平衡
.
但天敌数量与害虫比值在什

么情况下才不施药防治而又能保证作物产量

不受损失
,

这个问题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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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森林被破坏
,

森林植被向若消退的方向演

替
,

造成森林保水的功能减弱
,

这样势必加速

滇池湖泊的老化进程
,

不可不谓之生态危机
,

因而引起人们的关注
.
人类的不合理开发利

用所带来的不良生态后果是 值 得 我 们 重视

的
.
因此

,

保护森林
,

就是保护滇池
,

从长远

的生态效益来说
,

必须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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