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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坪白族瞢未族自治县林业志》在世纪之交“九五”期问的

第一年付梓成书，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

兰坪是块美丽、富饶、神秘的土地。它位于横断山脉南北动

植物区系交流和分化最为复杂的地区。境内山峦起伏，森林茂

密，山青水秀，是全省乃至全国不可多得的物种基因库。有史以

来，兰坪各族人民就生息在这片热土上并与山林结下不解之缘。

他们依森林而生存，各项事业依林业而发展。由于历史和社会原

因，兰坪林业历经坎坷曲折，开发利用和发展缓慢。新中国成立

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

导下，经过全县各族人民和林业职工的共同努力，林业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林业队伍的整体素质有所加强，林业的社会地位和经

济地位显著提高，特别是森椿在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作用，决定

了它在兰坪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进步中的举足轻重地位。目前，

林产工韭已成为我县的经济支柱之一，兴办绿色产业已成为全

县人民脱贫致富的共识；开发森林旅游业必将成为新兴产业。纵

观兰坪林业发展的历史，有收获的欢欣，有可供借鉴的宝贵经

验，也有失误的教训，这些都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生世修志，志载直世。煽纂新方志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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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文明的重要纽成部分，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贵

任。《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林业志》便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

鳊纂的。本书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详今略古，立足当代，以

“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上溯1872年，纵横百里，首次记述了

兰坪森林资源的演变，林业沿革和经营发展的基本脉络，凡是林

业上的大事均予入志，体现了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时代特点和地

方特色，可为兰坪林业建设的重大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

据。这对激励今人，启发后代具有重大意义。

《兰坪白族普米族白治县林业志》的编纂出版，是各方通力

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全县林业职工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共

兰坪县委、县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对我县林业志的煽纂十

分重视，并给予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县志办、州林业志办予以热

忱指导。县林业志编纂人员更是寒暑无问，日夜操劳。他们以良

好的职业道德，高尚的敬业精神，查阅文献、开会座谈、调查访

问、征集资料超百万字，并精心筛选整理，四易篇目，三易其稿，

最后终于成书。应该说，没有各方的大力支持和编修人员的辛勤

劳作，《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林业志》的编纂出版是不可能的。

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值此《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林业志》出版之际，我们要借

鉴历史指导当今，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林业建设的经验，进一

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深化林业改革，强化林业管理。坚持科教

兴林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按照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提高质量、优

化结构、增加资源、增进效益，推功我县林业建设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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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木材总公司

经理和树庭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林业志》在“九五”期闻的第一个金

秋时节编印成书，这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成果，可喜可贺!

兰坪是山区县，也是云南省的林业重点县之一。山林既是兰

坪各族人民维生的条件，致富的途径；也是对国家作贡献的主要

生产内容。古往今来，森林对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抵

御自然灾害，维持生态平衡，提供生产生活资料方面有着其它行

业不可替代的作用。森林是农业生产的屏障，林业是大农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固民经济不可缺少的产业。解放40多年未，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兰坪县委、县政府把保护森林，

发展林业，合理利用作为发展山区经济的战略任务来抓，使全县

林业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众所周知，森林工业是林业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由于历史

的原因，我县森林工业起步较晚。1963年以前，对森林的利用仅

为木材自采自用和椿副产品的采集、收购和调运。1964年后，丽

江木材购销站和省属森工企业缸旗林业局先后进入我县林区采

伐，带动了县内森林工业的崛起。短短30年，县国营森工企业有

了迅速的发展壮大。据统计，由县林业部门规划设计，投资修建

的林区公路主干线89公里，支援国家商品材51万立方米，上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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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5400多万元。这几年，林区的开发与修路，兴林与脱贫致富

紧密结合，各乡(镇)木材加工业有所发展，林农得到了利益，真

正体现了“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的政策。“希望在山，致富靠林”

已成为全县干部群众的共识，绿色产业已成为兰坪的导向产业。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群众爱

椿护林，植树遣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

识到：目前我县林业建设的法制还不健全；后备资源不足，森林

消长矛盾还未完全解决；林业与国民经济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

的差距还此较大；森林资源利用的科技含量低，经济效益有待进

一步挖掘。因此，我们要坚决实行“以营林为基础，采育结合，违

管并举，永续利用”和“限额采伐，全额管理，集约经营，转换机

制，提高效益”的方针，把我县森工企业搞得更好。

为了真实全面地反映我县林业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历程，把

林业重大成就和失误都载入史册，为今后林业建设提供借鉴。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林业志》就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编写

的。参加编辑的同志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深入调查研究，

核实筛选，分析整理，并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历时3年多终

于成书。这是兰坪建县以来的第一部林业志书，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兰坪林业的百科全书。

值此《兰坪白族譬米族自治县林业志》出版之际，谨向关心

支持兰坪林业建设的仁人志士表示敬意!向为鳊写本志书作出

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诚挚的感谢1

199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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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本志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力求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兰

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在林业战线所取得的成果，体现经济体制

改革的时代特色。

二、本志着重记述建国后本县林业建设和森林资源开发利

用的概貌。由于本县无史志留传，对搜集到的点滴林业历史资料

尽可能予以记载，以补漏缺。努力做到政治性、科学性、资料性的

统一，力求体现地方特色和专业特点。

三、本志首立大事记、概述、下设12章43节。概述总摄全

书，大事记以大事要事为主，其余章节按事横排门类，以时为序、

纵述史实，图表附于有关章节中，此为本志之主体；末缀附录。

四、本志记述年代，上起1872年，下迄1995年，也有个别事

件延伸至志书成稿之时。

五、本志所言解放前后，以1949年5月10日本县解放之日

为界。建国前后以1949年10月为界。‘

六、朝代纪年，均加注公元纪年，民国以前以汉字书写，民国

以后用阿拉伯字书写。涉及机构、官衔均按当时名称，地名多书

写今名，历史地名加注今名。

七、本志中度量衡和货币单位均依各时期的原样。

八、为记述方便，所记地名、机构，第一次出现用全称，以后

用约定俗成的简称。。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简称为“兰坪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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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本县”。“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或“党”。

九、本志以林业部门管理范围为主要记述对象，其它部门管

理范围属林业的重要情况也尽可能记入。为了专志内容的详细

完整，叙事中保留一些互见的事实或数据，但记述的详略和侧重

面各不相同。

一一———————』

i。。。一．：，害。尹．．，；

ji“妒§％÷，．

～毒}，．遵冉．

o

瓷j罨。t

—j



l 3一f
概述 3

概 述

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兰坪县)，位于云南省西

北部澜沧江中游、怒江山脉东侧与云岭山脉南段的支脉上。东与

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剑川县相连，南与云龙县毗邻，西与福贡县、

泸水县以碧罗雪山山脊为界，北与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接壤。其地

理座标介于东经98。58’"-'98。387，北纬26。06，"-：27。04，

之间；南北长107公里，东西宽67公里，总面积4325平方公里。

县辖8个乡(镇)，其中：中排乡、石登乡、营盘镇、兔峨乡在澜沧

江谷地中；河西乡、通甸乡、金顶镇、拉井镇分布在云岭山地中。

1990年，全县有104个行政村(办事处)，801个自然村。总人口

172681人，其中农业人口占93．6％。耕地37万亩。县内居住着

白族、普米族、彝族、傈僳族、汉族等14种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

口的93．04％。

兰坪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县。1949年解放后兰坪行政区

划曾多次变更。1950-'-,1965年先后将原六区的怒地乡划归给原

碧江县，上兰乡划给剑川县，利苴乡划归丽江县，维登公社划给

维西县。1954年，兰坪县从丽江专区划出归并怒江傈僳族自治

州。1985年8月，县级机关从拉井迁至金顶镇江头河村，即现在

的新县城。1987年11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兰坪县，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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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以原兰坪县的行政区划为兰坪白族普

米族自治县的行政区域。新县城距州府六库207公里，距省会昆

明市644公里。

兰坪地处青藏高原南部的云岭横断山脉中部纵谷区。山脉

南北走向，西部碧罗雪山，中部玉坪山，东部盐路山和拉巴山。澜

沧江由北向南奔流于碧罗雪山与玉坪山之间，纵贯全境130多

公里；通甸河由南向北折西穿过玉坪山与拉巴山之间，将全县切

割为一谷、两槽地、四条山脉的褶皱地形。境内最高的碧罗雪山

老窝峰海拔4435米，最低的南部小河沟澜沧江边，海拔1360

米，高差3075米。境内溪河纵横交错，箐沟星罗棋布，其中较大

的河流有：批江河、通甸河、拉井河、基独河、丰甸河、木瓜邑河、

大烟川河、德庆河。除j比江河经云龙县注入澜沧江外，其余27条

支流构成羽状的水系注入境内澜沧江。全县地质构造比较复杂，

在地形上呈现出峡谷与宽谷并存的地貌特征。兰坪属高海拔山．

区县，山地面积占91．6％，其中高寒山区占29．4％，山区占

42．8％，半山区占19．4％。高寒小坝及河川面积只占8．4％。

县内80％的人户居住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地带。新县城海拔

2400米。

兰坪的气候属低纬度高原山地季风气候。由于受印度洋季

风和青藏气团的影响，加之山岭陡峻，峡谷深切，气候具有明显

的立体垂直性变化和地域性差异的特点，故有“一山分四季，十

里不同天”之说。境内土壤多为含腐殖质丰富的酸性或微酸性棕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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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壤或紫色土。以自然气候环境分，全县可分为3个气候区，即：

寒温带冷凉气候区(高寒山区)，暖温带温凉气候区(山区和半山

区)，暖温带燥热气候区(燥热河谷区)。据近23年的气象资料记

载，全县年平均气温为11．2℃，气温平均年较差14．5。C，无

霜期196天，平均年日照1994小时，年有效时数为897小时，年

平均降雨量1015．5毫米，是一个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温

凉湿润，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土地肥沃，自然生态环境条件较好

的县分。粮食作物主要有稻谷、玉米，小麦、蚕豆、荞子、马铃薯

等；经济作物有芸豆、葵花籽、辣椒、苏麻等。

兰坪是云南省林业重点县之一。县内层峦叠嶂，蓊郁葱翠的

茫茫林海中物种资源繁多，植物区系成分复杂，森林植物垂直带

谱明显。有原始典型的中亚热带湿性常绿阔叶林，亚高山地带暗

针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也有经济价值较高的经济林、果木林和特

种用材林。广布的树种有：云南松、华山松、云杉、冷杉、铁杉、栎

类、香樟、红桦、滇杨等。被列为国家级珍稀保护树种有：澜沧黄

杉、云南榧、云南红豆杉、棕背杜鹃、似血杜鹃、硫磺杜鹃、领春木

等。经济果木树有：杜仲、核桃、漆树、花椒、油桐、板栗、梨、苹果、

柑桔、木瓜、梅、石榴、枇杷等。1982年，兰坪县的落叶松、华山松

和云南松种子分别被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云南省林业科学研

究院指定为：全国和全省林木种子“地理种源试验不可缺少的原

始材料”，并在试验中受到好评。1988年1月，兰坪依主梨通过

省级专家鉴评，一致认为是不可多得的梨优良品种，次年被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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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第二批星火计划予以实施。1995年8月，兰坪又被列为云

南省第一批干果(核桃)基地示范县之一。

县内茂密的森林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天然掩蔽所和充

足的食物，使之得以繁衍生息。据调查，境内有国家I级保护的 I

滇金丝猴、金钱豹；I级保护的穿山甲、水獭、大灵猫、小灵猫、猕

猴、林麝等14种。森林鸟类中有国家I级保护的黑颈尾雉；I级

保护的血雉、乌雕、白腹黑啄木鸟、兀鹫等15种。药用植物数百

种，其中国家保护的有天麻、金铁锁、短柄乌头，黄牡丹等4种。

食用菌有30多种，其中的松茸菌、羊肚菌、香菌和木耳更是久负

盛名，饮誉省内外。

境内森林以针叶林和落叶阔叶林为主，以松杉等针叶林为

典型，分布在海拔1600,-,-2800米一带的云南松居优势。根据

1987年调查，全县森林面积2749272亩，覆盖率为42．4％。森

林资源的分布特点是：资源分布不匀，东部地区多，西部地区少； 。

林种结构不合理，防护林比例过大#天然林多，人工林少；后备资

源不足，成过熟林多，中幼林少；森林的不可及部分多，可及部分

少。成熟林和过熟林主要分布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和高山之

巅。

四

解放前，兰坪县生产力落后，粮食生产沿袭广种薄收，“种一

葫芦收一瓢”的刀耕火种方式，致使山林火灾年年不绝，毁林开

荒年年不断。由于交通闭塞，木材无法采伐输出，林区的其它生

物资源也得不到利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可再生的资源自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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