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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科技成果登记公示

根据《云南省科技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科技成果登记和信息

发布实施办法〉的通知》（云科奖发〔2015〕2 号）要求，现将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昆明分院申报的“云南省岩溶地区第四次

石漠化调查报告”成果登记信息公示如下：

一、成果概况

（一）成果名称：云南省岩溶地区第四次石漠化调查报告

（二）成果类别：软科学

（三）第一完成单位：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昆明分院

（四）主要完成人：彭正武、吴宁、安科、余正才、毛凯东、

温清涛、任晓东

二、成果简介

（一）课题来源与背景

为进一步掌握云南石漠化状况和动态变化情况，为“十四五”

期间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决策提供科学数据，根据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下发《关于开展岩溶地区第四次石漠化调查工作的通知》

（林沙发〔2021〕63 号）的总体部署，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为

摸清全省石漠化土地最新状况，在第三次石漠化调查 65 个县（市、

区）的基础上，根据“双重”工程总体布局及全省石漠化分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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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状况，新增 23 个石漠化调查县，调查范围涉及 15 个市（州）

88 个县（市、区），以云南省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为底版，融

合第三次石漠化调查成果的基础上，组织 30 余名技术人员，历

时一年多，指导各市（州）、县（市、区）共区划和调查地面图

斑 696 万个，平均图斑面积 1.54 公顷，复位 GPS 特征点 5.2 万

个，照片采集 10.5 万张，全面查清了云南省石漠化土地现状与

动态变化信息，科学分析了石漠化动态变化原因，评价了石漠化

防治成效，提出了下一步全省石漠化治理的对策建议。对践行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构建国土生态安全屏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实现美丽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主要论点与论据

根据云南省第四次石漠化调查的数据，对石漠化、潜在石漠

化土地的现状、石漠化土地的分布区域和特点等进行了详细的分

析。同时，结合云南省第三次石漠化调查的数据，针对云南省石

漠化土地的总体变化、动态变化、潜在石漠化土地的动态变化以

及石漠化演变类型的状况进行了科学客观的分析。

在进行动态分析时，充分考虑了石漠化土地的动态变化趋势、

动态变化原因以及治理情况。研究发现，云南省面临着全省范围

内的石漠化问题，潜在石漠化土地面积依然较大，而国家在石漠

化综合治理工程方面的投入相对较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

系列具体的对策与建议，其中包括分区施策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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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通过分析典型的治理案例，所得出的成果能够为云南

省的石漠化治理建设以及各行业提供科学、客观的基础数据。这

些数据和分析结果对于制定石漠化治理策略、实施石漠化防治工

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创见与创新（或技术的成熟程度、适用范围和安全性）

一是报告科学、客观地分析评价了全省调查间隔期内石漠化

土地减少、生态状况向良性方向发展的主要原因，深入分析了全

省石漠化防治形势，提出了投资标准低，投入不足、治理范围小、

治理需求较大、成果巩固压力大、管理体制不顺、地方配套资金

筹措困难等主要问题。二是报告根据全省各调查县石漠化空间分

布特点及生态区位等因素，结合《云南省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

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 年）》进行系统、科学地分析，

为全省 88 个调查县提出符合各县生态区位的分区施策规划，各

县根据《规划》的目标、指标、布局，精准规划、编制石漠化治

理相关工程及项目。三是本次调查第一次系统全面地掌握了全省

88 个县岩溶地区石漠化状况和程度，报告深度分析了全省岩溶

地区石漠化分布特点、石漠化成因、动态变化和演变规律，评价

了各地开展石漠化治理的管理模式以及治理成效，提出了可行的

治理对策，为各级林草主管部门掌握本地区石漠化最新状况提供

可靠的数据，为制定石漠化综合治理规划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

（四）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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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成果显示，石漠化治理项目对当地社会、经济、生态环

境产生了显著影响。

1.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通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育草、森林

抚育等工程的实施，林分结构得到改善，林分质量和稳定性增强，

初步形成乔、灌、草多层次结构相对完整的植被群落，发挥了水

土保持、固土、保肥、固碳、释氧等作用，改善了岩溶区生态环

境，提高了林草植被覆盖和水土保持率，增强了项目区涵养水源、

保育土壤、固碳释氧等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扭转了岩溶地区

石质山地水土流失不断加剧，石漠化土地面积不断扩大的势头，

项目区生态环境向良性发展，逐步建设成一个功能稳定，结构合

理的生态系统，使生态环境逐步进入良性循环，形成人与自然的

高度和谐统一。

2.经济效益显著提高。通过工程的实施，改善了农业生产条

件，提高了土地生产能力，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奠定了基础，

同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调整了项目区的农业产业结构，使项目

区更多的劳动力可从事第三产业，增加农民经济收入，促进农村

经济的发展。同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引导石漠化地区群

众大力种植核桃、油橄榄、澳洲坚果、苹果等特色经济林，一些

地方木本油料产业已成为山区群众发展致富的“绿色银行”，积极

发展林下种养业、生态旅游业，有效推进项目区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持续推动后续产业发展，着力促进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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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项目区百姓收入，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最大限度的让

贫困群众得到实惠。

3.社会效益逐步显现。通过实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砌引

水渠、沟道整治、田间道路等系统工程，改善了农业基础设施，

有效恢复了植被，使项目区“山、水、林、田、湖、草、沙”得以

系统治理，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维护社会稳定

具有重要作用。同时，项目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推动产业

结构调整，当地优势产业得以发展，有效改善农民生存环境和生

产生活条件，有效提高干部群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对营造良

好的生态环境、投资环境、发展环境，推动乡村振兴起到有效的

促进作用，实现了石漠化综合治理重点县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4.存在的问题。云南省石漠化和潜在石漠化土地由于集中分

布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从调查结果看，全省石漠化土地面积比上

期有所减少，但石漠化、潜在石漠化土地面积依然较大，特别在

当前石漠化地区经济落后、人口压力大、不合理人为活动时有发

生的情况下，民众生活环境较封闭，生态保护及石漠化地区生态

修复意识较薄弱。石漠化防治任务仍然紧迫和艰巨。

（五）成果简介

本次调查岩溶土地面积 1074.71 万公顷，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27.27%，其中：石漠化土地面积 212.85 万公顷，占岩溶土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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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 19.81%；潜在石漠化土地面积 342.97 万公顷，占 31.91%；

非石漠化土地面积 518.89 万公顷，占 48.28%。石漠化土地中：

轻度 102.89 万公顷，中度 86.32 万公顷，重度 17.50 万公顷，极

重度 6.14 万公顷。与前期同比口径相比，石漠化土地减少 63.91

万公顷，减少 27.17%，年均缩减率为 6.15%，各州市石漠化土

地均出现面积减少，程度减轻情况，充分体现了云南省委省政府

把石漠化综合治理作为构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举措。本报

告详实介绍了全省石漠化土地现状与动态变化信息，旨在使社会

各界了解全省石漠化状况和防治形势，为国家生态建设与石漠化

防治提供科学的基础数据。

三、成果完成人员及其贡献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技术职称 文化程度

是否

留学

归国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1 彭正武 男 1980 年 04 月 中级 本科 否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昆明分院

省级技术负责人、组织

完成全省数据汇总、成

果编制

2 吴宁 男 1974 年 3 月 正高 硕士研究生 否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昆明分院

主持完成全省调查、数

据汇总、成果编制

3 安科 男 1984 年 1 月 副高 硕士研究生 否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昆明分院
省级项目负责人

4 余正才 男 1982 年 12 月 中级 本科 否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昆明分院

组织完成全省数据汇

总、成果编制

5 毛凯东 男 1985 年 6 月 中级 本科 否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昆明分院

组织完成全省数据汇

总、成果编制

6 温清涛 男 1972 年 12 月 副高 本科 否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昆明分院

组织完成全省数据汇

总、成果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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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技术职称 文化程度

是否

留学

归国

工作单位 对成果创造性贡献

7 任晓东 男 1978 年 10 月 副高 本科 否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昆明分院

组织完成全省数据汇

总、成果编制

四、成果合作单位及其贡献情况

本成果为独立研究产出，无合作完成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