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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紫胶适生气候分区
、

评价及利用

石 秉 聪

摘要 1 9 8。~ 19 86 年
,

通过对云南紫胶适生区的深入研究
,

结果表明
:
云南紫胶产区具有明

显的经向分布规律及显著的垂直地带差异
,

从而将产区划分为三个地区
、

三个海拔地带
,

即
:

无

量 (山 )西部地区
、

无量一哀牢(山 )地区
、

哀牢 (山)东部地区 , 6 0 0 ~ 800 m , 8 0 0~ 1 3 00 m
,
1 3 0 0

~ 1 5 0 0 m
o

关镜词 紫胶
、

适生气候分区
、

云南

1 紫胶产区分布形成概况

云南紫胶产区分布在9 7
0

3 1
,

~ 1 0 6
0

1 0
‘

E
,
2 1

“ 1 0 ‘一2 5
0

4 0
‘

N
,

计 1 5个地 (州 )的8 3个县
,

其中主产县40 个
,

占全国紫胶产量的80 %以上
。

产胶中心在北回归线附近
,

与印度的比哈尔

(B ih a r
,

占印度产胶量的4 2 % )
、

中央邦(M a dh邓 P r a d e sh
,

占3 1 %)
、

西孟加拉(W
。

B e n g la
,

占1 6 % )在同一纬度范围内[
’lo

研究紫胶适生气候分区
,

不掌握它的发生历史和自然景观现状
,

是不可能进行的
,

更不

能对其作出正确的评价
。

就植被的演替情况来看
,

是原生植被受到人为的砍伐
、

山火劫烧之

后的地带或弃耕地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植物群落结构逐渐发生变化
。

首先是禾本科先锋草类
,

如大营 T he m ed a g ig a n te a H a e k
. 、

扭黄茅 H e te : o p o g o , : e o n t o : tu s (L
。

) B e a u v
。

或其他杂

草的兴起
。

由于杂草的先导作用
,

为紫胶虫寄主植物群 落 钝 叶 黄 檀 刀al be
: g l’a ob tus l’to lia

Pr a in
. 、

火绳树 E : : o la e n a sp o c ta bilis (D C
.

) P la n eh
.

e x M a o t
.

等的形 成创造了优厚的

条件
,

思茅黄檀刀
.

“em ao en si s Pr ai n
。

也在本区的沟谷地带长成
。

但不能在季雨林内形成

优势种
,

而只能在
“

稀树草坡
”

内形成
。

紫胶虫形体微小
、

迁移能力弱
,

世代生活周期中无休

眠
,

具有连续繁衍等生物学特性
,

其自然分布特别受到生境条件的限制
。

以产区分布的海拔

范围看
,

整个产区分布在60 0一 1 5 00 m 之间
,

而以 8 00 ~ 1 3 00 m 之间生长最好
,

紫胶虫寄主树

的分布也与此相吻合
。

在气候条件适宜的前提下
,

紫胶虫要保持种的生存和发展
,

还要有优

良的食物条件
,

由于气候与食物条件两者 的完美结合
,

创造了紫胶虫最优厚的生态环境
,

这

就是紫胶虫分布的最适宜区
。

分析这个最适宜区
,

除气候条件外
,

以优良寄主植物为条件
,

在季雨林内
,

由于优良寄主树和一般寄主树 (如桑科树种等 )都不能形成优势群落
,

紫胶虫的

自然分布因而受到限制
。

即使在雨林或季雨林区内放养紫胶虫
,

皆因夏季高温致使胶虫难于过

夏
,

加之在海拔80 o m 以下
,

多属宽谷盆地
,

是农业或其他重 要经济作物的耕耘区域
,

缺乏紫

胶虫在此区域内形成优势的充分条件
,

如海拔 60 O m 以下 的怒江河谷
、

澜沧江河谷
、

元江河

1 99 2一 0 8一2 8收稿
。

石秉聪工程 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资源 昆虫研究所 昆明 6 5 02 1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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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等低海拔地带
。

因此
,

现在生产上利用的紫胶虫种
,

是典型的南亚热带半润湿半干旱气候

类型的虫种
。

把云南的紫胶虫分布区扩大到热带雨林或季雨林内
,

是不妥善的[z1
。

云南紫胶产区以分布在江河流域两岸的山坡及临近地带为其特点
。

因地貌上的造山运动

和强烈侵蚀作用
,

地形千变万化
,

犬牙交错
,

山高谷深
,

破碎高亢
,

山脉河流纵走
,

尤其是

西北一东南走向的无量山
、

哀牢山脉
,

对气流起到层层阻隔和下沉增温作用
,

加深了紫胶气候

区域的经向分布规律
。

另一方面
,

在云南形成一个很突出的事实
,

即一个地区的自然条件
,

特别是气温的地理分布
,

受海拔高度的影响远过于纬度的影响 [昌〕
。

因而海拔高度与紫胶虫的

垂直分布有密切的关系
。

在这方面
,

多年来对紫胶生态地理工作非常重视
,

并提出了具体的

海拔分布范围概念
,

已为生产实践所验证
。

地形因素的作用
,

形成了显著的垂直变异规律
,

使一岭上下温热兼备
,

构成了丰富的紫胶气候资源
。

2 研究方法

研究数据来源于两个方面
: 一是云南紫胶产区有关的气象台 (站 )资料

,

二是不同的地理

点9 7
0

5 0 ‘ E
、

2 4
0

0 1 ‘ N 的瑞丽
, 9 9

0

1 2 ‘
E

、

2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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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的施甸

, 1 0 1
0

0 5
‘
E

、

2 4
0

2 8
‘

N 的景

东
,

设置生态气候
、

紫胶虫生物学平行观测所积累的试验资料
。

多年的紫胶产区调查和资料的归类分析
,

研究云南紫胶适生气候分区的规律性
,

若按水

平地带性的规律去进行
,

较难满足紫胶生产的需要
。

从应用的观点
,

从生产实际出发
,

研究

紫胶气候的经向分布规律和垂直变化规律
,

同时又不忽略一定的水平地带作用
,

则较能反映

紫胶生态气候的实际面貌
。

3 结果分析
、

评价与利用

云南整个紫胶产区
,

在夏半年
,

西部受西南季风惠施
,

东部受东南季风影响
。

冬半年
,

受高空暖气团控制
,

晴而干燥
。

共同特点
:

干湿季分明
,

干季 (1 1 ~ 次年 4 月 )
,

降水极少
,

湿度小
,

晴天多
,

日照足
,

白天气温高
,

昼夜温差大 , 湿季( 5 ~ 10 月 )
,

全年降水 量 的85 %

集中在此季
。

但因山脉
、

地形因素的作用
,

同纬度比较
,

又造成产胶区气候特征上的显著差

异
,

无量山脉以西地区较以东地区气温要高出 l 一 2 ℃
,

而空气相对湿度又较西部 地 区 高

5 % ~ 6 %
,

组成了截然不同的水热结合状况
。

冬季寒潮侵袭时
,

因山脉
、

地形 的层层阻隔
,

寒潮自东向西
,

自北向南
,

自高向低渐次减

弱
,

气候的经向分布规律及垂直分布规律十

分显著
,

致使紫胶虫的地理分布 依 随 为 转

移
。

因此
,

山脉对寒潮的阻隔作用及不同海

拔地带性差异
,

即成了紫胶适生气候分区的

主要依据
。

3
.

1 经向分布

以无量山脉为界
,

由于寒潮影响紫胶产

区的深浅程度不同(表 1 )
,

适生气候条件产

衰 1 布翻对策胶产区的形晌

(1 9了9年 )

一次连续降沮 (℃》

分 区
‘ 8 ℃
( d ) 降 幅 强 度

续)
d

持‘

无 t (山)西部地区

无 t 一 哀牢 (山〕地

区

哀牢 (山 )东部地区

滇东北地区

;: :;
1 0

.

8 ~ 6
.

9

1 1
.

5 ~ 3
.

0

:: ::
1 2

.

1 ~ 1
.

8 1 0
.

3

1 1
.

6 ~ 一 1
.

9 13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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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明显的差异 (表 2 )
,

紫胶虫的分布在西部地区可达北纬 28
。

附近 (包括气候类似 云 南 产 区

的川西南地区) ; 东部地区紫胶虫的分布只在北纬25
。

以南
。

由于紫胶虫的分布主要受气温沟

制约
,

因而寒潮影响产区的深浅程度不同
,

将云南紫胶产区分为三个地区
,

如图 1
。

表 2 冬 半 年 各 区 气 候 特 征 比 较

气 温 最 冷 月 极 端 空 气 最 早 月 日 照 阴 天
分 区 气 温 低 温 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

(℃ ) (℃ ) (℃ ) (% ) (% ) (h ) ( d )

无量(山)西部地区 15
.

9 1 2
,

6 一 0
.

6 7 4 5 1 1 2 3 6
.

6 3 1

无里一哀牢 (山 )地 区 1 4
.

8 1 1
.

6 一 0
.

6 7 9 6 7 1 0 9 9
.

3 4 3

衰牢(山 )东部地区 1 4
.

7 1 0
.

5 一 2
.

3 8 0 7 0 8 6 1
.

3 7 4

滇东北地 区 1 0
.

7 6
.

6 一 3
.

6 8 2 7 3 4 6 7
.

9 1 3 2

注 : 资料统计测站数: 无量(山)西部地区26 个
,

无量一哀牢 (山 )地区 6 个
,

哀牢 (山 )东部地区 13 个
,

滇 东 北 地 区 8

个
。

一一一
一JJJ了lll 坦氮二义

一

认工工

)))))))))))))))))))))))

攀攀攀攀攀攀攀
三三三三三
曰曰尸尸尸尸
了了, ~~~~~~~

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
卜卜卜一一一一,,,,,,,,, 厂厂厂厂厂厂厂

气气气气气气

一一及窗床床

屑屑屑(((((((((
无量ilJff

部地 区

目
无 , 一“牢山地 区

哀牢山东部地区

图 l 云南紫胶产区经向分布(示意 )

3
.

1
.

1 无量 (山 )西部地 区 受西南季风惠施
。

冬季晴而干燥
,

夜间辐射冷却强烈
,

有 辐 射

低温的影响
。

紫胶虫分布的海拔上限可达 1 6 0 0 m
,

是云南的主产区
,

约占产胶量 的57 %
。

大体包括德宏
、

保山
、

临沧
、

大理
、

西 双版纳等地 (州 )及思茅地区大部
,

北纬27
“

以南 的金



妞O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6 卷

沙江河谷地带的元谋
、

永仁
、

巧家等也包括在本区 内
。

3
.

1
。

2 无 童 一 哀 牢 (山 ) 地 区 本 区为西南季风
、

东南季风的交错过渡地带
。

在冬季
,

强

烈的寒潮有一定的波及
。

紫胶虫分布的海拔上限在 1 5 00 m 左右
。

大体包括景 东
、

墨 江
,

普

洱
、

江城
、

绿春部分等
,

占全省产胶量 35 % 以上
。

3
.

1
.

3 哀牢 (山 )东部地 区 受东南季风的影响
。

冬半年气温
、

日照等均有降低
,

空气 相 对

湿度
、

阴天 日数增加
。

寒潮影响较前两个地区明显
,

海拔上限相应降至 1 3 00 ~ 1 2 00 m
。

大

体包括红河
、

文山州的产胶县
,

占产胶量的 7 %左右
。

滇东北地区
,

在冬季直接受北来寒潮的袭击
,

降温强度深厚
,

日均温镇 8 ℃的 一 次 降

温超过30 d
,

持续时间可达50 d 左右
,

以平流低温为主
。

是紫胶生产中的冬季保种困难区
,

主要为昭通地区的产胶县
,

占产胶量的 1 %左右
。

鉴于上述
,

未列入紫胶适生分区范围
,

仅

作资料对照比较
。

3
。

2 垂宜分布

整个产胶区又可按照气候随海拔的垂直变化
,

划分为三个海 拔 地 带
,

即6 00 ~ 80 0 m
,

80 。~ 1 30 o m ; 1 30 。~ 1 50 0 m
。

实际上
,

紫胶虫在各垂直海拔地带内种群数量动态的不 同

变化
,

是紫胶气候分区的一项重要指标 [毛〕
。

其依据是
:
各海拔地带内气候状况不同

,

紫胶的

采放时间
、

产量
、

紫胶虫寄主树种类均不同(见表 3 )
。

衰 3 各离拔地带冬半年气饭特征比较

天明照口气度不 同海拔地带

(m )

气 温 最 冷 月 极 端
气 温 低 赴

(℃ ) (℃ ) (℃ )

空 气
相对漫度
(% )

通

相

早月 空

对 浪
(% ) (h ) (d )

虎0tl�U,O翻Jl勺504
�七盛七翻O�r53

,‘自才760 0ro 8 00

8 0 0 ee l 3 0 0

1 3 0 0 ~ 1 5 0 0

1 7
.

4

1 5
.

6

1 4
.

0

1 4
.

0

1 2
.

3

1 0
.

7

1
。

4

一 1
.

0

一 2
.

3

1 0 8 8
.

0

1 1 9 1
.

0

1 0 9 6
.

7

注 : 统计资料侧台(站 )数
:

6 0 0 ~ so o m ,
g 个 , 5 0 0 ~ 2 30 0 m

,
Z a个 . 1 3 0 0 ~ 2 so o m

, 2 0个
。

裹 4 各海拔地带内狱胶虫生态因子比较

海 拔 地 带 采 充 日寸 卜吸 紫胶产皿惰况 寄 主 熟制和栽培水采

6 0 0 ee 8 0 0 m 4 JJL

卜下句
, 9 月

中下旬

产 皿不多 聚果格
,

淇刺枣

树 种¹

偏叶将
、

垂叶榕
、

8 00 ~ 1 30 0 m 4 刀下旬 5 月 上旬
,

9 Jl下句 10 )】上旬
占全省产胶众的

8 0% 以 L

1 3 0 0 ~ 1 5 0 0 1n 5 月 中下旬 6 月初
,

10 月中下旬 11 月初

占全省产胶 t 的

15% 以上

优 良寄主集 中 分 布 在此

带
,

有钝叶黄植
、

思茅黄 植
、

火绳树
、

聚果 榕
、

木豆

高山榕
、

柯榔木
、

恺的木
、

金 氏黄植

水稻一年三熟
。
玉 米

,

南瓜终年可播种
。

香燕
、

菠萝
、

菠萝蜜

水稻一年二熟
。

芒果
,

下 缘有香燕
、

菠萝
、

菠

萝 蜜
,

味有所不足

水稻 一 年 一 熟
。

芭

蕉

¹ 聚果 榕 F f‘ u s r a c e m o s a l
·

in n . 、

偏叶榕 F i夕。 s c “口i a H a m
. 、

垂 叶 榕 F
.

b e n ja m 认 a L i n n
.

、

高山格 F
.

o ltfs s fm a B l
, 、

木豆 C a ja n “5 c a ja 。 ( I i n n .

) I lu t e h
. 、

恺 的术 K 刀d fa c a l刀e f” 。 R o x b
. 、

滇刺枣 Z ‘z 夕p hu s m a “ r _

‘t i a o a L a m
. 、

柯榔木 C o lo 刀a flo r i乙“ n d a ( W a ll ) C r a ib
. 、

金 氏黄植 D a lb e r g ia kf, g 泣a o a P r a i n
. 。

6 00 ~ 80 o m ,

由于寄主树资源较少
,

加之冬季世代紫胶虫到成虫中 后 期 ( 4
、

5 月)
,

任接辐射热
、

地而辐射热特别弧烈
,

把寄 主树上 紫胶胶表软化呈琉璃状而阻塞胶虫呼吸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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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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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突孔
,

使胶虫窒息死亡
,

往往造成夏季世代种胶不足而障碍生产
,

严重之年甚至造成绝收
。

又由于本地带多属山岭下缘宽谷盆地
,

是农业的主要耕作区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发展地区
。

三

者情况致使紫胶产量较少
。

80 0一1 3 00 m
,

主要产胶优良寄主树集中分布在此带内; 又由于本地带属一岭中段
,

气

候条件优越
。

两者的完美结合
,

创造了紫胶虫最适宜的生态环境
,

构成了 良好的产胶地域
。

占全省紫胶产量的80 % 以上
。

1 30 0~ 1 50 o m
,

属产胶垂直分布地带的上缘
,

天然分布的寄主树资源相形较少
,

从 而

未能充分发挥此地带的生产潜力
—

气候资源和土地资源的积极作用
。

究其不同产胶海拔地带冬季的气候差异及成 因
,

则是由于夜间因辐射冷却
,

冷空气下沉
,

暖空气被迫抬升
,

而又因上部平流风速较大而成平流层
,

将暖空气挤压在山体中段
,

形成暖

带
,

其厚度视山体相对高度有2 00 ~ 40 0 血厚
。

从而产生逆温现象
,

下缘气温较中段为低
,

自

昼增温较快
,

日温变化剧烈
,

上段则因风速较大
,

成平流层而气温也较低
。

因此中段构成了

紫 胶 中 非 常有利的过冬环境
,

故产区胶农有
“

半山是冬季世代保种最好的地方
”

的说法
。

在

三个垂直分布的产胶海拔地带中
,

由于地形因素的作用
,

海拔基点的不同
,

即会派生出不同

的产胶地段
,

如河谷的海拔基点在 1 O00 m
,

较好的产胶地段相应抬升10 o m 左右
。

在胶虫 适

生区域内
,

随着海拔基点的不断升高
,

整个产胶地域内地段间的差异性越小
,

已勿需进行地

带间的划分
。

3
.

3 评价及利用

云南全省土地面积 4 16 0万 hm “〔“1
。

适宜发展紫胶生产的资源面积
,

刘崇乐先生 曾提到

占总面积的 1 / 3 以上 [ “〕, 中科院综考会紫胶考察队按海拔上限1 4 00 m 计算
,

扣除农耕地及

用材林占地
,

占总面积的1 / 8 , 本文按海拔上限1 5 00 m 计算
,

占总面积的1 / 5
,

约等于 印 度

紫胶资源面积的1 / 4
,

但其产量只有印度的1/ 10
,

主要原 因就在于土地资源未能得到 充分 flJ

用
。

直到目前绝大部分的紫胶产量还是依赖于野生寄主树资源的利用
,

人工种植的胶林还不

多
。

再
,

紫胶产量的变化
,

又与现有寄主树的利用方式
、

利用强度有密切的关系
。

如墨江县
,

1 9 7 3年紫胶产量占全国总产的1 9
.

5 %
, 1 9 7 4年占全国总产的28

.

8 %
。

创上述两年的优越成绩
,

却投入了墨江总寄主树资源适龄乔木树种的70 %以上
,

致使1 9 7 5一1 9 7 6年紫胶产量大幅度下

降
,

这就是产量呈马鞍形变化的根本原因
。

再次
,

云南紫胶资源的利用
,

受历史生产条件的

很大限制
,

在很大程度上
,

依随野生寄主树的分布为转移
,

主要只利用了寄主树集中分布的

8 00 ~ 1 20 o m 地带
,

又因寄主树自然分布的不均匀性
,

在数量上也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

从总

体上看
,

其利用只 占适生资源的1/ 3甚至1/ 4
。

或因寄主树的利用数量本来较少
,

而利用强度

又大
,

只按寄主树的自然分布放养
,

而不问气候资源利用是否合理
,

强制胶虫在冬季气候条

件较差的地方进行种胶生产
。

诸如此类
,

加上各产区未认真进行种胶基地
、

生产 基 地 的 规

划
,

以及寄主树的合理布局和合理利用
,

以致造成资源利用上的混乱
。

当然
,

云南丰富的紫胶资源
,

是其他发展紫胶的省 (区 )所不能比拟的
,

加之悠久的生产

历史和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
,

完全有条件为发展我国的紫胶生产作出更大的贡献
。

要使云南

优厚的紫胶适生气候资源
、

寄主树资源充分发挥作用
,

首要的问题必须把紫胶生产纳入地方

国民经济计划之中
,

在有条件的地方
,

实行有计划的区域化
、

专业化
、

科学化的生产
。

在落

实好收购政策的同时
,
采取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措施

,
有布置

、

有督促
、

有指导
,

有检查
,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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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胶生产落到实处
。

为此必须
:

(l) 切实做好种胶基地和生产基地规划
。

无量 (山)西部地区海拔高度在1 60 o m 以下
,

无

量一哀牢 (山 )地区海拔 1 5 00 m 以下
,

哀牢 (山)东部地区 海拔高度 1 30 。~ 1 2 00 m 以下
,

除

用材林
、

农耕地或其他经济林木用地外
,

是紫胶生产基地规划的范围
。

其中
,
800 一1 300 m

的地带
,

是种胶基地建设的范围
,

但必须是南
、

西南
、

东南
、

西
、

东向坡
,

及地势开阔平缓
、

冷空气易于排泄
、

海拔在 1 20 o m 的北坡
。

也不能忽视小气候效应在同一坡向
,

即 :
产胶较好

的80 0~ 1 3 00 m 的地带
,

而产胶最好的又要算9 00 ~ 1 200 m 的中段范围
。

这是一项充分
、

合

理利用紫胶资源的重大措施
。

且客观地反映了紫胶适生区的真实面貌
,

对掌握紫胶资源的分

布规律
,

进行紫胶生产布局
,

具有现实的意义
。

在又收紫胶又收粮的
“双收

”

地上
,

经人为的

耕耘活动
,

已常得到抚育的
、

老农称
“

挑水带洗菜
”

的天然胶林
,

是一种很好的种胶基地和生

产基地的形式
,

是农林群落结构成果的具体应用
,

应引起注意
,

加强发展
。

无论是种胶基地

或生产基地
,

都必须因地制宜地实行三 区或四区轮放制
,

以常保寄主树高产
、

稳产
、

永续作

业
。

并在各作业区内
,

形成一套完整的紫胶农业技术措施
、

生产管理制度
。

这是提高紫胶保

种率
、

产胶量的重要环节
,

也是国外集约经营紫胶园的重要方式 [ ’J。

(2) 寄主树种植的株行距
,

不但要考虑各树种自身的生物学
、

生态学特性
,

还要考虑有

利于胶虫生长
、

发育
、

泌胶
、

生殖的通风透光条件
,

同时
,

也要注意树种的地带配置
。

在海

拔较低的地带
,

为避免太阳直接辐射热对胶虫的不利影响
,

应种植冠幅较大
、

产胶较好的榕

树种类或其他早生枝叶的树种
。

对旱季落叶
、

种胶质量又好的钝叶黄植
,

可在12 月初进行部

分修枝除叶
,

到 4 ~ 5 月干旱季节已具有对胶虫有利的枝叶茂盛的优良小环境
。

据国外资料

报道
,

对紫胶虫寄主树采取部分修枝摘叶
,

可使种胶收获量增加 2 ~ 3 倍 [ . ] 。

(3) 根据较干的水热组合状况对胶虫越冬更为有利的理论
,

将水湿条件要求高的思茅黄

檀等树种
,

采取深翻
、

大坑的方法
,

定植在较干旱的地带
,

可改变其树种的生理含水状况
,

创造有利胶虫过冬的条件
。

同时
,

也有可能改变思茅黄檀在云南产胶区冬季产胶不太好的性

状
。

在四川攀枝花市
,

因气候较为干燥
,

采取深翻
、

大坑定植思茅黄植
,

冬
、

夏两个世代种

胶表现都很好
,

已见初步成效
,

并把思茅黄檀列为重点发展树种
。

(4) 在紫胶适生 区域 内
,

由于不同的海拔
、

坡向而引起的气候差异
,

以及不同年份气候

的变化
,

胶虫的世代生活周期
、

涌散时间不尽相同
,

往往造成采种过早而使生产遭损失
。

这

就需要发挥各地专业人员的作用
,

按不同的海拔高度
、

坡向
、

地段进行胶虫涌散期的调查工

作
,

积累各地胶虫在正常年份和特殊年份的涌散资料
,

比较准确地把握住各地的采放时间
,

掌握紫胶生产的主动权
。

今 考 文 献

中国农林科学院科 技情报研究所
.

国外林业概况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19 74
.

3 46 一 3 4 7
.

云南省气象局
.

云南气候区城图说 明
.

昆明 . 云南人民 出版社
, 19 5 9

.

17
.

刘 祟乐
.

紫胶研究的展开与成就
.

见 : 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主编
.

昆虫学 集刊
.

北京 : 科 学 出版 社
,
1 9 5 9

.

3 34 ~

3 76
。

马世胶
.

中国昆虫生态地理概述
.

北京 : 科学 出版社
,

19 59
.

1 一 2

孙敬之
.

西南地区经济地理
.

北京 : 科学 出版 社
,

19 60
.

53
,



4 期 石秉聪
:
云南紫胶适生气候分区

、

评价及利用 理4 3

0 0 the C lio a tie Z o o e s fo
r L a e Io se e ts a lo n g * ￡t八 T 八e ‘r

E 刀a lu a tio ” a n d E x PIo ‘ta才￡o n ‘” 犷“”n a”
,

C h￡”a

Shi B in g e o n g

A b str a e t O往r su r v ey in the la c
-

P r o d uc in g a r e a s in Y u n na n h a s d em o n -

s tr at e d th a t th e s e a r e a s a r e e
ha

r a e te r ist ie o f lo n g itu d e一o r ie n te d d ist r ibu t io n

w it h r e m a r ka b le v e r tje a l z o n a l va r ia tion s
。

B a s e d o n th e 3 u r v e y
, the y a r e

d iv id e d in to th r e e r e g io 几5 a
nd

th r e e z o n e s o f d iffe r e鱿 a it itud
e s

.

T h e t h r e e

r e g io n s a r e w e s te r n W u lia n g m o u n ta in
,

W u lia n g 一A ila o m o u n ta in s a n d

e a st e r n A ila o m o u n ta in
。

T h e a ltitu d e s o f t h e th r e e z o n e s a r e 6 0 0 tw 8 0 0

m e te r s , 8 0 0~ 1 3 0 0 m e te r s a
nd 1 3 0 0一 1 5 0 0 m e te r s r e sP e e t ive ly

。

o u r d iv is io n

e x a e t ly r e fle e ts th e e o n d it io n s in t h e la e
一

Pr o duc in g a r e a s a n d 15 o f g r e a t

v a lu e fo r t h e u n d e r sta n din g o f th e d is tr ib u t io n o f la e r e so u r e e s a n d th e

a r r a n g e m e n t o f la e Pr o d u e tio n
。

K e y w o r d s la e
, e lim a t ic z o n a t io n

,

Y u n n a n

S h i Bin g e o n g
,

E n g in e e r (T h e R e se a r e h In s titu t e o f E eo n o m ie In s e e ts
,
CA F K u n m in g 6 5 0 2 1 6 )

.

叻JU U U V 幼 J以J‘习 L月J U U U U 砚j J‘几JJ JU J L人JU U U V 以J以J吸人口幼J lj J 吸满 J吸洪J幼J (j J七凡J‘凡J‘凡I‘人夕U 以口口J J 口U L只J毛满JU J U U U U ‘j J以J

欢迎订阅1 9 94年《陕西农业科学》

《映西农业科学》是陕西省农业科学院主办的综合性农业科技期刊
,

办刊宗旨是
:

立 足 本 省
,

面 向 全

国
,

贯彻
“

双百
”
方针

,

突出早地农业
,

提高与普及兼顾
,

追踪农业科学研究热点
,

报道最新 农 业 研 究 成

果
,

提供创新性的实用技术
,

竭诚为农业科研人员
、

大专院校师生
、

各级管理干部
,

农技推广人员及农 村

专业户服务
。

((映西农业科学》为双月刊
,

逢单月25 日出版
。

16 开本
,

始 页
,

公开发行
,

每册定价1
.

00 元
,

邮发代号

52 一 50
,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均可订阅
。

编辑部邮码及地址
: 7 1 2 10 0 陕西省杨陵镇省农业科学院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