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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云南省思茅地区土种志》主要依据第二次土壤普查成果资料汇编而成，是思茅地区

第一部土种志．目的是为全面开发利用和保护全区土壤资源，不断改良和提高土壤肥力，

因土种植、耕作轮作、合理施肥，排灌管理，提高土地综合生产力。协调经济、社会、生

态效益等提供土壤学科方面的基础资料依据．·

思茅地区第二次土壤普查将全区土壤分为1 0个土类，22个亚类，49个土属，1 08

个土种．本书汇编了全区108个土种资料，其中自然土种37个，旱耕地土种44个，水

稻土土种27个．汇编中以土种为单位，．将全区土壤普查中所得的每个土种的各项理化性

状测试化验资料，进行了数理统计分析．对每个土种的归属与分布．主要性状、；典型剖

面、生产性能等方面做了简要文字说明．

本书以汇编各土种资料为主．全区各类土壤的形成环境、分布规律、成土特点、性状

特征、改良利用及评级分区等，请参考《云南省思茅地区土壤》一书．

本书中土壤分类，与思茅地区第二次土壤普查中的土壤分类是统一的，见附录一《思

茅地区土壤分类表》．但土壤普查中土属采用连续命名。因土属名称冗长，编写《云南省j

思茅地区土种志》中将土属名称改为地方名称，见附录二《思茅地区土属名称对照表》．

土壤分类为土类、亚类、土属、土种四级分类系统。自然土(林草地土)在土壤普查冲未．

细分土种，均为一属一种．土壤分类名称(除冲积土外)，土属名称多数与全省土属名称

统一，土种名称为地区自行命名．。．

本书中各种面积数据，均为第二次土壤普查面积．各项理化性状分析数据均为按第二

次土壤普查统一的采样、化验方法，见附录三《思茅地区土壤理化性状测试分析方法》进

行测试分析所取得的结果． ．

({-Z-南省思茅地区土种志》从1 986年开始汇编，1 987年完成第一稿。随后参照全国

土种志编写规格要求，重新汇总统计表格资料数据，数易文稿，1 992年1 0月定稿并内

部印刷，后反复修改正式出版．本书出版时正文又增加了一篇《思茅地区地貌》(本书第·

一篇)．《云南省思茅地区土种志》是众多参加第二次土壤普查的科技人员、干部，群众共

同劳动的结晶．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全国和云南省土壤普查办公室的专家学者具体指

导以及思茅地区有关领导和科技人员的大力支持。在此再次表示衷心感谢．编写地区土种

志，我们尚属首次。缺欠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编者·1 992年1 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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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地坡度东陡西缓⋯⋯⋯⋯⋯⋯⋯⋯⋯⋯⋯⋯⋯⋯⋯⋯⋯⋯⋯⋯⋯⋯

第二节地貌类型⋯⋯⋯⋯⋯⋯⋯⋯⋯⋯⋯⋯⋯⋯⋯⋯⋯⋯⋯⋯⋯⋯⋯⋯～

’一、山地形态类型⋯⋯⋯⋯⋯⋯⋯⋯⋯⋯⋯⋯⋯⋯⋯⋯⋯⋯⋯⋯⋯⋯⋯-．．

二、山地成因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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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子土地面积与分布⋯⋯⋯⋯⋯⋯⋯⋯⋯⋯⋯⋯⋯⋯⋯⋯⋯⋯⋯⋯⋯

坝子土地垂直(立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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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垂直分布自然土⋯⋯⋯⋯⋯⋯⋯⋯⋯⋯⋯⋯⋯⋯⋯⋯⋯⋯⋯⋯⋯⋯⋯

第一节砖红壤自然土⋯⋯⋯⋯⋯⋯⋯⋯⋯⋯⋯⋯⋯⋯⋯⋯⋯⋯⋯⋯⋯⋯⋯

一、泥质砖红壤⋯⋯⋯⋯⋯⋯⋯⋯⋯⋯⋯⋯⋯⋯⋯⋯⋯⋯⋯⋯⋯⋯⋯⋯⋯

二、紫红砖红壤⋯⋯⋯⋯⋯⋯⋯⋯⋯⋯⋯⋯⋯⋯⋯⋯⋯⋯⋯⋯⋯⋯⋯⋯⋯

三、泥质黄色砖红壤⋯⋯⋯⋯⋯⋯⋯⋯⋯⋯⋯⋯⋯⋯⋯⋯⋯⋯⋯⋯⋯⋯⋯

第二节赤红壤自然土⋯⋯⋯⋯⋯⋯⋯⋯⋯⋯⋯⋯⋯⋯⋯⋯⋯⋯⋯⋯⋯⋯⋯

四、鲜赤红壤⋯⋯⋯⋯⋯⋯⋯⋯⋯⋯⋯⋯⋯⋯⋯⋯⋯⋯⋯⋯⋯⋯⋯⋯⋯⋯

五。暗赤红壤⋯⋯⋯⋯⋯⋯⋯⋯⋯⋯⋯⋯⋯⋯⋯⋯⋯⋯⋯⋯⋯⋯⋯⋯⋯．．．

六、泥质赤红壤⋯⋯⋯⋯⋯⋯⋯⋯⋯⋯⋯⋯⋯⋯⋯⋯⋯⋯⋯⋯⋯⋯⋯⋯⋯

七、紫红赤红壤⋯⋯⋯⋯⋯⋯⋯⋯⋯⋯⋯⋯⋯⋯⋯⋯⋯⋯⋯⋯⋯⋯⋯⋯⋯

八、紫赤红壤⋯⋯⋯⋯⋯⋯⋯⋯⋯⋯⋯⋯⋯⋯⋯⋯⋯⋯⋯⋯⋯⋯⋯⋯⋯⋯

九．灰岩赤红壤⋯⋯⋯⋯⋯⋯⋯⋯⋯⋯⋯⋯⋯⋯⋯⋯⋯⋯⋯⋯⋯⋯⋯⋯⋯

十、砂质赤红壤⋯⋯⋯⋯⋯⋯⋯⋯⋯⋯⋯⋯⋯⋯⋯⋯⋯⋯⋯⋯⋯⋯⋯⋯⋯

十一、鲜黄色赤红壤．⋯⋯⋯⋯⋯⋯⋯⋯⋯⋯⋯⋯⋯⋯⋯⋯⋯⋯⋯⋯⋯⋯⋯

十二、泥质黄色赤红壤⋯⋯⋯⋯⋯⋯⋯⋯⋯⋯⋯⋯⋯⋯⋯⋯⋯⋯⋯⋯⋯

十三、紫红黄色赤红壤⋯⋯⋯⋯⋯⋯⋯⋯⋯⋯⋯⋯⋯⋯⋯⋯⋯⋯⋯⋯⋯

十四、灰岩黄色赤红壤⋯⋯⋯⋯⋯⋯⋯⋯⋯⋯⋯⋯⋯⋯⋯⋯⋯⋯⋯⋯⋯

十五、砂质黄色赤红壤⋯⋯⋯⋯⋯．．．⋯⋯⋯⋯⋯⋯⋯⋯⋯⋯⋯⋯⋯⋯⋯

十六、泥质赤红壤性土⋯⋯⋯⋯⋯⋯⋯⋯⋯⋯⋯⋯⋯⋯⋯⋯⋯⋯⋯⋯⋯

第三节红壤自然土⋯⋯⋯⋯⋯⋯⋯⋯⋯⋯⋯⋯⋯⋯⋯⋯⋯⋯⋯⋯⋯⋯⋯

十七、鲜红壤⋯⋯⋯⋯⋯⋯⋯⋯⋯⋯⋯⋯⋯⋯⋯⋯⋯⋯⋯⋯⋯⋯⋯⋯⋯

’十八、泥质红壤⋯⋯⋯⋯⋯⋯⋯⋯⋯⋯⋯⋯⋯⋯⋯⋯⋯⋯⋯⋯⋯⋯⋯⋯

一十九、紫红红壤⋯⋯⋯⋯⋯⋯⋯⋯⋯⋯⋯⋯⋯⋯⋯⋯⋯⋯⋯⋯⋯⋯⋯⋯

．二十、紫红壤⋯⋯⋯⋯⋯⋯⋯⋯⋯⋯⋯⋯⋯⋯⋯⋯⋯⋯⋯⋯⋯⋯⋯⋯⋯

二十一、鲜黄红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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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暗黄红壤⋯⋯⋯⋯⋯⋯⋯⋯⋯⋯⋯⋯⋯⋯⋯⋯⋯⋯⋯⋯⋯⋯⋯

二十三、泥质黄红壤⋯⋯⋯⋯⋯⋯⋯⋯⋯⋯⋯⋯⋯⋯⋯⋯⋯⋯⋯⋯⋯⋯

二十四、．紫红黄红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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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黄棕壤自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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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棕壤自然土⋯⋯⋯⋯⋯⋯⋯⋯⋯⋯⋯⋯⋯⋯⋯⋯⋯⋯⋯⋯⋯⋯⋯
一 二十九、泥质棕壤⋯⋯⋯⋯⋯⋯⋯⋯⋯⋯⋯⋯⋯⋯⋯⋯⋯⋯⋯-．．⋯⋯⋯

第六节亚高山草旬土自然土⋯⋯⋯⋯⋯⋯⋯⋯⋯⋯⋯⋯⋯⋯⋯⋯⋯⋯⋯

三十、亚高山灌丛草旬土⋯⋯⋯⋯⋯⋯⋯⋯⋯⋯⋯⋯⋯⋯⋯⋯⋯⋯⋯⋯

第二章地域分布自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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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思茅地区地貌

第一章地貌与农业

第一节地貌特征

思茅地区是—个独特的帚状构造盆地，正好处在西南的印度板块和东南的欧亚板块的

结合部。哀牢山是板块缝合线．本区东部是哀牢山深大断裂带，西边是澜沧江深大断裂

带．这两大深断裂带之间是—个裂谷，思茅地区中部就在这个裂各之中，称为兰坪、思茅

中坳陷南部的思茅盆地．这个盆地北窄南宽。北起景东宽仅30多公里。南延至勐腊、老

挝、越南最霓达200公里．形成—个向北收敛，向南撒开的独特帚状构造。由于各地质时

期多次受地壳运动的影响，造成云南西北部的南北向构造带．印度板块每年向哀牢山漂

移．北部景东由于临沧复背斜向北推移，哀牢山以东又为坚硬的老地层，使无量山褶皱隆

起。思茅盆地在该处急剧变窄成为隘区，形成北窄南宽的帚状构造．

恩茅盆地在经受华力西晚期一印支早期强烈造山运动之后，在距今约2亿多年前早三

迭纪时除澜沧隆起外，思茅盆地还是一片海洋，中三迭纪沉积的海相地层沿断裂有基性火

成岩喷发．受燕山运动影响，在距今约l亿5千万年的早侏罗纪以后，景谷以南为海洋，

以北海水退变隆起为陆地，当时气候干热变为红色陆相沉积．在距今约1亿3千4百万年

的中侏罗纪以后。继续抬升，时有短暂海侵外，海水遇到缅甸，思茅全区成为陆地．红色

陆相沉积持续到距今约2千5百万年的新生代早第三纪．其后在低的断陷盆地中又沉积了

—些第三系沉积物和第三系煤线。新生代以后的喜马拉雅山运动使地层褶皱上升为山地，

加上外力侵蚀雕刻作用，成为现在的地貌状况．

二、帚状山脉、中山宽谷

1．兰大山脉与三大水系

思茅地区属横断山系南段向南延伸的余脉山地．哀牢山、无量山、怒山余脉(大黑山

和西盟山)等三大山脉由北向南纵贯全区．红河水系的阿墨江、把边江、李仙江；澜沧江

水系的威远江、澜沧江；怒江水系的南卡江等三大水系的主要江河。、与由北向南山脉相间

排列，奔驰南下．东部把边江以东为哀牢山，中部把边江与澜沧江之间为无量山。西部澜

沧江与南卡江之间为澜沧怒山余脉(大黑山与西盟山)．大黑山与西盟山是怒山山脉南段



临沧大雪山向南延伸的余脉．哀牢山与无量山为云岭山脉的两大分支。在我区北端景东安

定区入境后。以川河，把边江为界，东支为哀牢山，西支为无量山．阿墨江上游称者干

河，把边江E游称新抚江、恩乐江、川河，阿墨江、把边江两江在墨江县南部与江城县北

部汇厶后称李仙江为红河水系．威远江上游称勐统河，下游称小黑江汇入澜沧江，澜沧江

以西的澜沧小黑江．黑河、南郎河、南垒河等均汇入澜沧江，为澜沧江水系．南卡江及E

游的南康河、勐梭河为怒江水系．

2．帚状山脉，中山宽谷

三大山脉和三大水系的主要山川均相间排列，平行南下．由北往南，延伸扩大，愈往

南山地起伏愈缓和，山川间距越加大，河谷愈加宽．全区北部东西宽仅55公里，南部东
西宽达33 1公里；无量山与哀牢山主脉分水岭之间水平距离北部景东仅35公里，往南至

普洱、墨江为75公里；无量山主脉分水岭与谰沧江河谷水平距离北部景东仪12公里，往

南至景谷、普洱扩大到107公里以上．使全区形成为—个北窄南宽。上紧下疏，由北往南

逐渐散开扩大的形状，很象一把帚子形，故称帚状山脉或帚状水系．这些帚状山脉或帚形

山地82．80％在海拔1000-2000米之间，还有6。74％在海拔2000-3370米之间。按高度分

类称为中山，(按全国山地高度分类标准：海拔1000-3500米为中山，大于3500米为高

山，小于1000米为低山)；另有10．46％为海拔1000米以下的低山．主要山脉的分水岭

之间谷地宽阔(与横断山脉北部比较丽言)．故称中山宽谷．

3．山地为主，谷坝镶嵌其中

全区以山地为主。在山地中又镶嵌着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河谷坝子，坝子数量不

多，面积较大的坝子更少，但坝子又是全区社会经济文化的精华所在．全区较大连片集中

的堆积盆地(指由第四纪沉积物组成的)仅占总土地面积的o．78％，河床占0．93％，山

地丘陵占98．29％．但山地中有不少大小不一的较平坦地面，全区小于8度连片在15亩

以上的地面占7．7％，大于8度的地面占92．3％．全区小于8度连片在500亩以上的坝子

(137个)土地占3．38％，山地占96．62％． ，

‘

宏观而言全区是中山宽谷。就现在河床两岸谷地底层来看，又是宽谷与峡谷相间存

在，这也是本区地貌特征之一．所谓宽谷是指现代河床谷地为。u”形的河谷，谷底拓宽，

河曲发育，河床两岸除有较大河漫滩外，还有I、Ⅱ、Ⅲ级阶地存在；所谓峡谷是指现代

河床谷地为。V”形的河谷，谷底窄狭，仅有河床和小型河漫滩，两岸无第四纪阶地存在．

全区的主要江河都是宽谷与峡谷相间存在，以峡谷为主．如者干河为宽河区，下游的阿墨

江为峡谷区；川河、恩乐江为宽谷；下游新抚江(除古城外)、把边江至李仙江为峡谷

区；勐统河一威远江一小黑江河谷，在勐大，钟山为宽谷，其余各段为峡谷区段；澜沧江

除小橄榄坝为宽谷外，均为峡谷；勐先河一曼老江河谷，在勐先、康平、整董为宽谷，其

余各段为峡谷区；南卡江河谷除在孟阿较宽外，均为峡谷区；南垒河谷除孟连外，多为峡

谷． ，

全区较大的坝子均出现在主要河谷的宽谷地段，如川河、恩乐、勐大、钟山等坝，受

河流侵蚀影响大。有较大河漫滩形成。称为河谷坝：也有受河流侵蚀影响小，基本无河漫

滩的坝子称为山地坝(山间盆地)如思茅、普洱、墨江、勐班等．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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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川南北走向，地势北高南低

1．南北走向的主要山川
． 全区三大山脉及大的分支和各大江河均呈南北走向(或偏东南、西南)，又平行相问

排列，由北往南逐渐降低．主要山川由东向西相间排列次序是，哀牢山东支、阿墨江、哀

牢山西支、把边江、无量山东支、威远江、无量山西支、澜沧江、怒山南段余脉、南卡

江．这一系列相间排列的主要山川，都是南北走向．但也有一些支流江河如澜沧小黑江、

黑河，景谷小黑江，墨江县泗南江等为东西流向．在山间盆地中还有少数由南向北流的倒

向中小河流，如上允河、勐戛河、思茅河、勐野江等．而各主要山川的小侧支和支系溪流

则多为东西走向． ．。．

2．三大山脉走向和地势概况
一

全区地势总的是北高南低，又有东北部和西部较高，中部较低的特点．使思茅全区形

成—个由北向南扩大的喇叭形大盆地．--大山脉由北往南下降幅度，最高与最低点相对高

差在2000-3000米，以中部无量山变幅最大．河谷底由北往南下降幅度一般在500—1000

米，谷底下降幅度最大的川河北部至下游李仙江南端，高差达1 100多米．

哀牢山在景东太忠区分为两支。呈北北西二东南向延伸、占据景东、镇沅东部和墨江

县全境、总面积1247万亩①。占全区18．8％．最高点在镇沅文龙大雪锅山海拔3137米，

镇沅以北哀牢山主脉山岭海拔均在2500-3000米以上，往东南延伸逐渐降低，到墨江主

脉山岭多在海拔2000米左右，最低海拔442米，与最高点相差2695米．

中部无量山在镇沅北端朝阳山分为东西两支，分别往东南和西南延伸，占据景东、镇

沅中西部和景谷、普洱、思茅、江城等县全部，总面积3603万亩，占全区54．4％．最高

峰在景东境内猫头山。海拔3370米，是全区最高点，无量山岭脊海拔高度在景东为

2500-3370米之间，至镇沅和景谷东北降为2000-2500米，再往南毒到2000米左右．最

低点在江城土卡河，海拔317米，也是全区最低点。全区最高最低点高差3053米． 、

西南部的怒山南部余脉占据澜沧、西盟、孟连3县，面积1776万亩，占全区

26．8％，大体也是北高南低，又有中高两侧低的特点．澜沧大黑山海拔2516米。孟连中

缅边境上昂郎山海拔2603米，与西南部最低的勐阿河谷．海拔480米，相差2123米．

3．地势北高南低
’

地势北高南低的特点，使本区由北往南，低纬度、低海拔地面逐渐增加．据1：5万

地形图上量算结果，本区澜沧江以东7个县地面高度变化是，北部(景东、镇沅县)海拔

1000米以下面积只占1．78％，而海拔2000米以上面积占20．74％；中部(景谷、墨江，

普洱县)海拔1000米以下面积增至9．64％。海拔2000米以上面积降为2．73％；南部

(思茅、普洱县)海拔1000米以下面积增至21．75％，海拔2000米以上面积仅O．09％；

海拔1500米以下面积北部36％、中部67％、南部86％，海拔1500米以上面积北部

①本书文中所有面积数字，均为思茅地区第二次土壤普查面积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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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中部33％、南部14％(如表1)．
／

表卜I海拔分级面积百分比

海拔高度(m)分级
地区

<lOoo IOOO—1500 1500_-2000 2000．．2500 >2500 <1500 >1500

全区 10．46’ 51．89 30．9l 6．03 O．7l 62．35 37．65

北部(景东镇沅县) 1．78 34．28 43．20 17．32 3．42 36．06 63．94

中部(景谷墨江普洱) 9．64 57．05 30．58 2，6l 0．12 66．69 33．3I

南部(思茅江坳 21．75 64．24 13，92 O．09 85．99 14．Ol

澜沧西盟孟连． 10．96 49．82 32．94 6．28 60．78 39．22

西部3县各级海拔面积(如表1)；，1000米以下占10．96％，2000米以上占6．28％；

1500米以上6l％，1500米以下39％．

4．地势造成的五个梯级层次

全区北高南低的地势。大体可以划分为5个由高到低的梯级层次．由于河流切割等影

响，这5个梯级层次，不是连片完整的，而是呈条块状立体分布．

第一层：山岭海拔3000米左右，最高3370米，相对高差1 500-2000米，本层在镇

沅者东和景东文井区以北的无量山、哀牢山主脉呈两个条带分布．全区海拔2500米以上

面积占O．71％． ．

第二层：山岭海拔2500米左右。相对高差1000-1 500米，在恩乐江、把边江与景谷

河、威远江之间，普洱德安区和小黑江—线以北。有三个由北向南条带分布，即哀牢山西

侧一个连续条带，无量山两侧及东西分支两个条带(分支后的两个条带已是不连续片块

状)．另外在澜沧江以西也是不连续条块状分布于黑河两边，全区海拔2000—2500米面积

占6．03％．

第三层：山岭海拔2000米左右，相对高差500-1000米左右，这一层是由北向南分

支扩大的多个条带，遍布全区．此层中南部又分割成条块状．全区海拔1500-2000米面

积占30．91％．

第四层：山岭海拔1500米左右，相对高差500米左右。在各主要江河两侧，呈条块

状由北向南伸延扩大，北部是连续带状至中南部成连片的块状分布，占据全区大部分地

面．全区海拔1000-1500米面积占51．89％． 。

第五层：海拔1000米以下低山河谷，相对高差多数在500米以下，沿李仙江、澜沧

江、南卡江一带河谷呈麂角枝状。由南往北插入全区．全区海拔1000米以下面积占
10．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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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地坡度东陡西缓 ．

1．东部陡坡多缓坡少，西部缓坡多陡i嬲El,-
‘

全区以澜沧江为界可分为东、西两部份．澜沧江以东称东部、包括景东、镇沅、景

谷、墨江、普洱、思茅、江城7县；澜沧江以西称西部，包括澜沧、西盟、孟连3县．东

部因地处哀牢山。澜沧江两个深大断裂带和两个深大断裂带之间的裂谷中，地层断裂多，

地面起伏大，山地纵横切割深。两河之间除还有高度齐一的山脊山峰。已不存在平缓宽阔

的分水岭地带，原高原面已不存在，山地陡坡多缓坡少，地势愈高，陡坡愈多，缓坡愈

少．西部3县的澜沧隆起出现在距今两亿年前的早三迭纪，澜沧江与怒江(萨尔温江)间

距大，两河之间的分水岭地带，还保留有较大的平缓宽阔的山岭．山地缓坡多，。陡坡少，

地势愈高，缓坡愈多，陡坡愈少．

i，第二次土壤普查对全区地面坡度进行了量算．把地面坡度统—分为四级：小于8度的

称平坡地(平坦地)，8-15度称为缓坡地。15-25度称为缓陡坡地，大于25度称为陡坡

地．按四级分类标准在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上勾绘量算结果，全区平坡地510万亩占

7．7％。缓坡地1376万亩占20．76％，缓陡坡地2244万亩占33．87％，陡坡地2496万亩占

37．67％．小于15度坡的占28．46％，大于15度坡的占71．54％．大体是小于15度平缓坡

地，15-25度缓陡坡地和大于25度陡坡地三者各占三分之一．详见表1-2．。

表I-2 ． 全区坡度分级面积百分比

地区 <15。 >15。 <8。 8一15。 15—25。 >25。

全区 28．46 71．54 7．70 20．76 33．87 37．67

东部 13．83 “86．17 6．14 7．69 36．88 49．29

西部 68．39 31．6I 11．93 56．46 25．66 5．95

东部陡坡多，缓坡少，大于15度缓陡坡、陡坡地占86％，其中大于25度陡坡地占7

49％；而小于15度平坡、缓坡地只占14％，其中小于8度的平坡地仅6％．景东，镇

沅、墨江、普洱、思茅等县平缓坡地最少，陡坡地最多，小于15度平坡、缓坡地仅

卜8％，其中小于8度平坡地仅1．4-4．5％；而大于15度缓陡地占92．97％，其中大于25

度陡坡地达38-74％．江城．景谷县平缓坡地较多，小于15度平坡、缓坡地占

25-31％，其中小于8度平坡地11-15％；大予15度缓陡坡地、陡坡地占75-69％，其中

大于25度陡坡地占50-35％．
’‘

’

西部缓坡多，陡坡少。小于15度平坡、缓坡地占68％。其中小于8度平坡地占

12％，大于15度缓陡坡、陡坡地只占32％。其中大于25度陡坡地占6％．西盟县小于

15度平坡，缓坡地占22％。其中小于8度平坡地仅3％；大于15度缓陡坡、陡坡地占

78％，其中大于25度陡坡占30％．孟连县平坡地和陡坡地各占12％，缓坡地占4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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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陡坡地占35％。(澜沧县土地坡度分级面积部份有误，今后需复查)．

2．东部高陡低缓，西部低陡高缓 ，

东部高陡低缓．东部已进入侵蚀旋回的壮年期，原来宽平的分水岭地面已被侵蚀退缩

变成峰锐的岭脊和山峰，地势愈高，坡度愈陡，山脚谷底因侵蚀堆积变得相对平缓．因

此'在东部区随海拔升高，缓坡地比例明显降低。，陡坡地比例明显增加．由低到高．小于

15度坡地比例依序递减。而大于15度坡地比例依序递增．但大于25度陡坡地在海拔

1000-1500米内所占比例最小，是东部较为平缓的地带．详见表1-3．

表1-3 ’i。 东部海拔坡度分级面积百分比

海拔(m) (15。 >15。 (8。 8一15。
‘

15—25。 >25。

<1000 21．36 78．64 13．28 8．08 31．42 47．22

looO—1500 17．15 82．85 8．04 9．1l 38．83 44。02

1500_-2000 6．67 92．33 1．7l 5．96 36．40 ． 55．93

2000_-2500 4．59 95．4l 0．47 4．12 33．12 62．29

>2500 2．17 97．83 0．12 ．2．05 26．63 71．20

西部低陡高缓．西部还处在侵蚀旋回的幼年晚期，河流间分水岭地带还较宽广平缓，

即原来的高原面还有所残存，所以西部海拔高的山地平缓。海拔低的河谷因切割为。V。形

谷而陡度地加多．西部随海拔升高小于15度缓地比例增加，大于15度缓陡坡地比例减

少．西部小于8度的平坡地在海拔1 500-2000米的山地最少．详见表卜4．

表1-4 西部海拔坡度分级面积百分比

海拔(m) <15。 >15
6

<8。 8一15。 15—25 P >25。

<looO 59．78 40．22 19．2l 40．57 32．59 7．63

1000-1500 68．42 31．58 13．20 55．22 26．30 5．28

150{)--2000 69。28 30．72． 7．95 61．33 24．75 5．97

2000．_25∞ 78．46 21．54 10．02 68．44 13．33 g．2l

： 第二节地貌类型

各种地貌类型是内外力长期作用，相互制约的产物．在地球内部能量所产生的内力，

如地壳运动造成褶皱、断裂断块升降和岩浆的侵入、喷出及地震等作用，’使地面增加了高

低起伏．形成各种构造形态．在内力作用的同时．地球表面受重力和太阳能所产生的外力

如风化作用，流水侵蚀、湖泊，地下水等作用，进行雕刻、搬运、沉积、将起伏的地貌形

一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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