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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峨山彝族自治县林业志》的编纂成书，是我
县广大林业工作者奉献给峨山林业事业一份珍贵
的礼物，。表达了他们对祖国林业的热爱之情，值
得庆贺!． ．

·山多林多是峨山的一大特点。在境内广阔的
土地上，生长着各种林木翠竹、奇花异草。建国
四十年来，勤劳智慧的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党和政
府的号召，踊跃参加植树造林活动，植造了大片
经济林、用材林和防护林。昔日荒山变果园，秃
岭披绿装。各族人民坚持爱林造林，造福后代的
美德，．必将得到后代的敬仰与效仿。

林业在我县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为了
开发利用林业资源、发挥优势，1988年4月中国
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派出了专业科研骨干，会
同地县林业局、科委、环保局及有关科技人员，
组成联合考察组选点考察了植物资源，考察结果
表明，峨山野生植物资源较丰富，大有开发价
值。专家们认为，综合开发野生植物资源，是一
项利县富民的产业，必将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
加快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我相信，随
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全面开发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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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资源振兴林业的时期已经不远了。
历史是一面镜子。当我看了《峨山彝族自治

。县林业志》以后，知道了我县林业的过去和现
状，使我不禁喜忧交集。喜则不必多说；忧虑的
是我县森林覆盖率急剧减少，植被遭到严重破
坏。解放初期，全县森林覆盖率达53％，目前只
有26．8％，而且还在继续减少；解放初期全县只
有三个村子旱季缺水，目前竞有50多个村子常年
饮水困难，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森林过量采伐和毁
林开荒造成的。我国自古就有“青山绿水”的说
法，说明了植被与水的关系，有好植被才会有水
源，青山不青、绿水难存。因此，当前林业工作
头等重要的大事，‘就是依法护林造林，严禁乱砍
滥伐林木，严禁毁林开荒，杜绝森林火灾。希望
各级领导和各族人民，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
参加护林造林活动，为绿化祖国造福人类作出贡
献。 ．-

李家茂
199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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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林业在峨山社会经济发展中有着极为重要的
作用，它为工业、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和人类的
生存提供了其它产业无法替代的特殊条件。振兴。
和发展林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及造福子孙后。
代的一项重大任务。。。。
7．全县十三万各族儿女，为了繁荣经济，建设
家园，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摆脱愚昧和落后，
把贯彻党的一系列林业政策，认真执行《森林
法》作为一件大事常抓不懈，年复_年地在开发
林区资源，生产林产品，提供国家建设和人民生．
产、生活需要的同时，坚持植树造林；并与乱砍
滥伐破坏森林的违法违纪行为，与毁林开荒、乱
开滥挖的落后习俗，与重采轻造、+只造不管的落
后经营方式及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等进行了坚
决的斗争，使地处滇中腹地的峨山大地的森林资
源，在遭受几次大的折腾后，‘仍焕发出绿色明珠
’的异彩，这是全县各族干部、群众的骄傲。

《峨山彝族自治县林业志》的编纂，注重体现
地方性、专业性、资料性、政策性和科学性，比



较系统、客观地反映了我县林业发展的历史和现
状，为我县全面地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的基本路线提供了一份十分有益的珍贵资料，
值得可歌可庆。在此，我谨向战斗在林业战线的
广大林业工作者和为这本志书辛勤耕耘的领导和
科技人员表示由衷的谢意，对《峨山彝族自治县
林业志》的问世表示祝贺!并希望全县各族人民
和干部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受到启迪，．承先启
后，继往来开，为开创峨山林业更加光辉灿烂的
未来而继续努力。．

愿峨山绿色产业更加兴旺发达!
愿峨山林区人民兴林致富!
愿绿色明珠永放光芒! ：

i

伍显政
199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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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山第一部林业专志编写刊印为峨山林业建
设提供了可资信赖的资料；是峨山广大人民和林
业职工的愿望和要求。 ，，

’．

。森林是人类的摇蓝、大地的褓母，它在维护
自然生态平衡和保护环境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同时又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源源不断地提供木材及
各种林产品。发达的林业，是经济发展，国家富
足，民族繁荣，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 ·

峨山人民自古以来就有惜树：爱林、造林的
美德。清朝年间，不少村寨就制定了各种民约和
山规，强硬监督实施，以保护和发展林木树种。
当时境内“四山通秀气，柳锁沙堤"，风景秀丽，
绿树成荫。民国年间，交通闭塞，人烟稀少，．采
运手段落后，木材和林产品的交换不便，森林的
生长与消耗方面的矛盾未显露。 ．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十分重视林
业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地的各项林业
方针、政策。开展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育林，
加强了森林的保护和利用，为国家建设和人民的
生产、生活提供了大量木材及其它林产品，森林



的经济效益和特殊功能(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

得到了较好的体现，林业为国家和峨山建设作出
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受传统观念、经济条件和其
它原因的影响和制约，乱砍滥伐、山林火灾、毁
林开荒累禁不止，致使采伐失控，森林覆盖率和
活立木蓄积量明显下降，一些林子形成了“远看一
片绿，近看弯扭木’’的景象，局部地区水旱灾害频‘
繁，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失调，人畜饮水困
难，各种野生动物大量减少，部份珍贵野生兽类
已近绝迹，大自然向人们发出了“生态危机"的警
报。面对大自然的这一新的挑战，峨山县委、．政
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指引
’下，进一步加强对林业工作的领导，多次颁发林
业文告，动员全县各族人民保护森林，发展林
业；并在建立完善林业组织机构，制止山林火
灾、毁林开荒、乱砍滥伐，防治森林病虫害，做
好调查区划、摸清家底，发展林业专业户、重点
户、经营联合体，建立林果基地、工程造林、袋
苗种植、义务植树、检查验收、控制采伐量、加
强木材流通管理和林业科技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境内的有林地、疏林
地、灌木林地、新造未成林地的合计面积，现已
占全县总面积的60％以上，这是一个可喜的成
绩。



为将峨山林业发展的全貌载入史册，我局于
1987年4月成立《峨山彝族自治县林业志》编纂
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1988年开展资料的收集，
1989年开始编写，至6月编写出《峨山彝族自治
县林业志》初稿，接着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峨山彝族自治县林业志》的编纂是在深入调
查、座谈访问、查阅历史文献、广泛搜集资料、
反复核实、认真整理的基础上，。本着经世致用的
原则，采取详今略古的方法进行的，它客观的反
映近百年来峨山林业的历史和现状，为发展我县
林业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资料，具有重大的价值
意义。 ·

’

j

志书编纂工作，得到县志办的指导，有关单
位和熟悉峨山林业的老同志、老领导的关心支持
和帮助，编写人员的艰苦努力，不分昼夜忘我工
作，付出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这部专业志的编写，虽经反复修改，．错误和
疏漏之处仍属难免，热切希望读者斧正。

普云明日厶哆口

1991年6月



：‘ 凡 例．
一 ‘： ，，

·：t ． _ ，：：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

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求如实地反映峨山

林业的历史和现状。 ，．
．

’

． 二-本志上限为保存资料，追朔至有资料时

开始编写，下限至1988年。 ，一 ，一
三、本志遵循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体例，采取

“详今略古”和“以事立日”、“以时记事”、“横排纵

写?’的原则、方法，按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结合记

述，注重体现地方性、专业性、资料性、科学性

的统一。 ，．
j

四、本志由述、记、志、录四种主要体裁构

成，志为主体(没章、．节、目)，图表随之穿插于

有关部分。

五、本志坚持“生不列传”和“以事系人”的原

则，凡涉及的人物一律直书其名。

六、纪年、地理名称、历代政权、官职等，

均依当地、当时的历史习惯称呼进行记述，历史。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纪年加括号注明公元年号。 ．

七、简化汉字按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文化

部、教育部1964年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使用。

一些特殊的地名简化后易造成误解者，仍用繁体

字，外文一律写印刷体。标点符号按国家出版总

署公布的标点符号使用。
’

八、专业术语以各有关方面审定的为准，未

经审定和统一规定的，从习惯。

九、计量单位，民国及以前时期沿袭历史上

的习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固成立后，遵循国务

院1984年3月4日颁布的《巾华人民共和国法定

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记述。
‘

十、数字书写，遵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国家出版局，国家计量局，固务院办公厅秘

书局，中宣部新闻局、出版局公布的《关于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记述。

十一、编纂本志收集的文献资料，选少量收

入《附录》，以供读者和后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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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一f

概 述

峨山位于云南省中部．北纬24。01 7---24。32’．东经101。

52'_102。37，。县境东连玉溪、通海．南接红河州的石屏，西

南与新平接壤．西北与楚雄州的双柏隔江相望，北与易门和昆明市

的晋宁相毗连。地域似不规则的多边形，东西长74．6公里，南北

宽56．7公里。县境峰峦叠翠，巍峨壮观。资源丰富．森林资源名

列玉溪地区前茅，是滇中高原难得的一片“绿州”。

峨山历史记载较早，隶属关系、行政区划及境界曾历经多次变

迁，西汉属益州郡俞元县，唐属南宁州绛县。唐南诏时属通海都督

府。宋、元、明、清原称m柯峨，先后设嵋峨部、自留峨千户、自觜峨

．州、m阁峨县，民国十八年(1929年)改称峨山县。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1951年成立峨山彝族自治区．隶玉溪专区。1956年改

为峨山彝族自治县至今。1987年以来，境内行政区划为十二个乡

(镇)，七十三个村公所(办事处)。县城双江镇，距省会昆明130

公里，距玉溪行署驻地玉溪市29公里，距境内最远的大龙潭乡政

府驻地83公里。

峨山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县，1988年计有二十二个民族，总

人口131 025人．其中彝族65 914人．占总人口50．3％；汉族
52 883人，占40．3％；哈尼族7 706人，占5．9％，回族3 913

人．占3oA；傣族、苗族、蒙古族、白族、壮族等其它民族609

．人，占O．5％。总户数28 103户，其中农业户25343户．116 896

人，占总人口89．2％，非农业户2 760户．14 129人，占总入口

10．8％。
’

峨山由于地处中亚热带半湿润凉冬高原季风气候区，气候温

和．雨量适中，土壤多为酸性和微酸性，适宜多种林木韵快速生



长，尤其对云南松更为适合，形成云南松在境内的广泛分布，其面

积、蓄积在全县森林中占了绝对优势，成为本县森林的优势树种；

而且由于境内总的地形特征是九分山，一分坝和水，山区占总面积

的97％，坝区仅占3％，所以地势起伏。山川走向交错，相对高

差较大，对光、热、水等气象要素起到了再分配作用，形成立体气

候．森林植物和野生动物种类较多，森林分布亦表现出一定的地域

差异。除广泛分布的云南松外。绿汁江一带气候炎热，丫勒的绝对

最低气温仅一0．3℃，几乎没有霜寒，有野生枇果、酸角、木棉分

布．人工栽培的香蕉生长良好；大西、塔冲、总果等地。海拔在

2000米以上，绝对最低气温一7 C，气候温凉。华山松林生长超过

同一地区的云南松林．同时霜期较长．为落叶树种提供较长的休眠

期。有利于温带落叶树种苹果等林木的生长。但由于干湿季分明．

蒸发量大于降水量．生境偏干．森林类型却较为单纯。另外．冬春

季节降雨量少，是林木生长和森林防火的不利因素。但在海拔较高

的山区．气温较低。蒸发量减少。雾日增多。湿度较大．．冬春干旱

对各种林木生长的影响相应减少。

．清朗和民国时期。峨山森林十分茂密。清康熙《峪峨县志》有

“矿qtLI通秀气”、“柳锁沙堤”等优美诗句对峨山森林的描述，当时丰

富的森林资源情况可见一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峨山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

1988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9 799万元．是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

】076万元的9．1倍．而且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交通运输条件

也有了很大改善．有围道(昆洛公路)通过中南部。省道(易峨公

路)通过东北部，此外，还修建了许多乡、村公路和专一j公路。共

计通车里程823．8公里，车道四通八达．十二个乡(镇)、70个村

公所(办事处)、460个自然村已通公路．分别占全县73个村公所

和563个自然村总数的95．9％和81．7％。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

展，对木材及其它林产品的需求量不断增长，这就要求森林既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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