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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马关县南部" 广南县东部# 地带性土壤为赤红壤$ 气候% 土壤! 植被垂直分布明显$

!

文山市半湿

润石漠化小区" 涉及文山市$ 半湿润南亚热带气候" 地带性土壤为赤红壤$ 植被分区为滇东南岩溶峡谷

季风常绿阔叶林区$

"

滇东南半干旱石漠化小区" 涉及开远! 建水! 蒙自及个旧! 弥勒部分地区$ 以南

亚热带半干旱气候为主$ 属东南季风及西南季风 &雨影区'$ 地带性土壤为赤红壤$ 植被分区为滇东南

岩溶峡谷季风常绿阔叶林区" 气候% 土壤% 植被垂直分布明显$

$%$%&

中亚热带高原山地石漠化区 包括昆明市% 玉溪市% 曲靖市" 红河州个旧市% 屏边北部" 保山市

隆阳区% 大理州鹤庆县% 昭通市盐津% 大关% 永善县" 以及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 砚山% 西畴县(

横断山地区涉及隆阳区( 滇东北涉及沿四川% 贵州边缘的盐津% 大关% 永善等县" 是面积最广的一个区

域# 包含
'

个小区#

#

盐津大关罗平湿润石漠化小区" 涉及盐津% 大关% 罗平县# 境内地势起伏较大"

具有山地% 小坝子% 河谷地貌# 夏季炎热" 冬季湿润% 偏暖" 四季分明# 代表性土壤为黄壤# 植被区域

为东部)湿润*常绿阔叶林亚区域$

$

彝良永善半干旱石漠化小区" 涉及彝良! 永善县$ 土壤为黄壤$ 植

被区域为东部)湿润*常绿阔叶林亚区域" 东部)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

!

滇中高原半湿润石漠化小

区" 涉及昆明市各区)县*! 玉溪市各县)区*! 曲靖市麒麟区及沾益! 红河州泸西! 个旧及屏边北部! 文

山州丘北! 砚山! 西畴! 保山市隆阳等县)市! 区*$ 具有高原! 山地! 湖盆地貌" 半湿润中亚热带气

候$ 地带性土壤为红壤$ 植被分区为滇中! 滇东高原半湿润常绿阔叶林! 云南松林区$ 隆阳区为滇西横

断山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区$

"

鹤庆半干旱石漠化小区" 涉及鹤庆县" 属半干旱中亚热带气候" 地带性土

壤为红壤$ 植被分区为滇中! 滇东高原半湿润常绿阔叶林! 云南松林区" 滇中西北部高中山高原云南松

林" 云冷杉林亚区$

$%$%'

北亚热带高中山石漠化区 涉及乌蒙山区的宣威! 马龙! 富源" 师宗县" 玉龙雪山及绵绵山区的

玉龙县! 古城区! 宁蒗县$ 包含
&

个小区$

%

师宗湿润石漠化小区" 涉及师宗县$ 属湿润北亚热带气

候$ 地带性土壤为黄壤$ 植被分区为滇中! 滇东高原半湿润常绿阔叶林! 云南松林区$

&

宣威富源马龙

半湿润石漠化小区" 涉及马龙! 宣威! 富源县$ 属半湿润北亚热带气候$ 地带性土壤为红壤$ 植被分区

同师宗湿润石漠化小区$ 气候! 土壤! 植被垂直分布明显$

!

玉龙宁蒗半干旱石漠化小区" 涉及玉龙

县! 古城区)丽江*! 宁蒗县$ 具山区! 平坝! 河谷! 峡谷地貌$ 气候! 地带性土壤和植被分区同宣威富

源马龙半湿润石漠化小区$

$%$%(

暖温带高中山石漠化区 涉及乌蒙山区的镇雄! 威信! 会泽! 昭阳! 鲁甸" 青藏高原与横断山脉

过渡区的维西县$ 包含
'

个小区$

%

威信镇雄湿润石漠化小区" 涉及镇雄! 威信县$ 属湿润暖温性气

候" 代表性土壤为黄壤" 植被区域为东部)湿润*常绿阔叶林区域" 东部)中亚热带*常绿阔叶地带$

&

会

泽半湿润石漠化小区" 涉及会泽县$ 属半湿润暖温带气候" 地带性土壤为红壤$ 植被区域为滇中! 滇东

高原半湿润常绿阔叶林! 云南松林区" 滇东北高原高! 中山云南松林草甸亚区$

!

维西半湿润石漠化小

区" 涉及维西县$ 气候与地带型土壤同会泽半湿润石漠化小区$ 植被区域为滇西横断山半湿润常绿阔叶

林区$

"

昭阳鲁甸半干旱石漠化小区" 涉及昭阳区! 鲁甸县$ 属半干旱暖温带气候$ 地带性土壤为红

壤$ 植被区域为滇中! 滇东高原半湿润常绿阔叶林! 云南松林区$

$%$%"

青藏高原东南缘高原温带石漠化区 涉及德钦及香格里拉市$ 属高原气候类型$ 香格里拉德钦半

干旱石漠化小区" 涉及德钦县! 香格里拉市$ 属青藏高原温带气候" 地带性土壤为棕壤$ 植被区域为青

藏高原东南部山地寒温性针叶林! 草甸地带$

$%$%)

金沙江燥热河谷石漠化区 涉及华坪! 巧家县$ 位于金沙江沿岸" 由于焚风效应的影响" 气候干

热" 属 &干热河谷' 气候类型$ 华坪巧家半干旱石漠化小区" 涉及华坪! 巧家县$ 干热河谷气候" 代表

性土壤为燥红土$ 植被分区属滇中! 滇东高原半湿润常绿阔叶林! 云南松林区" 滇中! 北中山峡谷云南

松林" 高山栎类林亚区$

&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将云南省
"#

个县域石漠化县域分为
)

个区域
*+

个亚区
,-

个小区" 主要分布在滇东区! 滇

西北区和滇西澜沧江
.

怒江区$

)

个区域分别为北热带低山河谷盆地石漠化区! 南亚热带中低山河谷盆

地石漠化区! 中亚热带高原山地石漠化区! 北亚热带高中山石漠化区! 暖温带高中山石漠化区! 青藏高

刘 鹏等+ 云南省县域尺度的石漠化分布与区划 -),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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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原东南缘高原温带石漠化区和金沙江燥热河谷石漠化区! 根据层次分析法得出评价因子的相对权重" 矩

阵最大特征根为
&'"(!

" 一致性比率为
%'%!#

" 权数分配合理" 影响云南省县域石漠化分区的重要性因子

排序为气候#

%'&%(

$% 地形&

%'!))

$% 土壤&

%'#)*

$和植被&

%'#!+

$'

谷勇等(

!!

)依据云南省石漠化的形成机理对
(&

个岩溶县分成了
)

个区域* 本研究基于影响石漠化的

自然因素" 运用主导因素法和叠置法使划分结果更为细致* 云南石漠化区域地形复杂" 涉及青藏高原+

云南高原% 横断山脉% 滇西纵谷区及丘陵洼地" 海拔从
+ %%%'% ,

变化到
*('+ ,

! 气候复杂多样" 涉及

北热带% 南亚热带% 中亚热带% 北亚热带% 暖温带% 高原温带等气候带! 按照不同的环境条件" 划分不

同的石漠化区域" 本研究提出的云南省石漠化区域划分新体系" 是从粗放的宏观区划向精细区划迈进的

创新成果" 这一区划成果使石漠化地区综合治理技术设计更具有可操作性" 下一步将对不同的石漠化区

域采取的植物措施及工程措施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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