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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丽平主编的《墨脱村调查》内容介绍：门巴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生活在西藏地区中
印边境一带。
为了详细了解该地区门巴族农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以及门巴族居民的生活现状，中央民族大学
“985”民族经济村庄课题组选择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墨脱县墨脱镇墨脱村作为调研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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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富的多样性。
植物区系属泛北极植物区中国——喜马拉雅植物亚区东喜马拉雅地区。
由于包括墨脱一带在内的整个林芝地区处于印度——马亚西亚植物区系与原地中海植物成分和泛北极
植物成分的交会区，也有人认为该区系是中亚、东亚、印度、马亚西亚和泛北极等植物成分的混合区
系，是世界高山植物区系成分最丰富的地区。
　　由于墨脱县已划为林芝地区重点生态公益林经营区，实施全面禁伐保护管理，因此竹木采伐受到
严格限制，2009年全村木材采运为12立方米，竹木采运则全年为96根，皆为村庄建设所必需量。
在此背景下，热带水果种植业便成为墨脱村林木领域的重要产业。
　　如上所述，墨脱村一带南承印度洋暖湿气流（西南季风），而北下的寒流被高山阻隔，故全区水
分丰足，低海拔处出现潮湿暖热气候，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湿润河谷农业气候区。
土壤为酸性的红、黄壤，有学者在对该地区的土壤抽样考查中发现，所有土样除速效钾含量为低或极
低外，速效氮、速效磷多在1-2级；部分在1-6级，土壤均适合或比较适合栽培果树。
在去墨脱调研的旅途中，一路上便可看到郁郁葱葱的野香蕉林。
同时，该区域与我国年平均气温相同的沿海地区相比，其气温年较差≥10℃，有效日照时数远远偏低
，面极端最低气温却大幅偏高，为我国亚热带气候区同等极端最低气温条件下有效积温与有效日照最
低地区。
亚热带常绿果树虽可安全越冬，但成熟期却大幅度延迟，因此，该地区的热带、亚热带水果产品不仅
可提供藏区与旅游消费，还可返销内地市场，犹如一座巨大的热带、亚热带水果的天然保鲜库。
　　墨脱地区的热带水果香蕉及柠檬都是具有较高社会知名度的产品。
墨脱村2009年香蕉基地180亩，共2520株香蕉树；柠檬基地59.9亩，共2854株柠檬树；桃树有432株，年
产量可达4.32吨，此外，芭蕉、菠萝、柑橘、葡萄、榕树果等各种热带、亚热带水果也小有种植。
村民嘎玛家2009年留出了一些地用以种桃树，夫妻两人从书本和电视上学了许多有关种植桃树方面的
知识，了解了诸多桃树生长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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