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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漏失是喀斯特山地特有的水土流失方式。
耕作扰动促进地下漏失，加剧喀斯特坡耕地的石漠

化。根据贵州省第三次土地调查公报，全省总耕地

面积达５２０８万亩，其中石漠化耕地面积占比高达
３１３万亩，中度及以上石漠化耕地约占三分之一，多
为草帽田、锅盖田，产量低下。然而，这些石漠化耕

地上的石灰土却极适宜桑树生长。桑树根系发达，

盘根交错，能有效稳固土壤。因此，在喀斯特坡耕地

上发展桑园，是抑制石漠化的有效途径。

近期，由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

境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联合贵州省

农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地球系统与全球变化”重点专项“西南喀斯特生态

脆弱区和重大工程区气候变化适应性保护修复技术

示范”项目，共同组成调研团队，深入贵州喀斯特山

区，对种桑养蚕的发展现状及其面临的问题进行了

全面调研。

家蚕适宜在２４℃ ～３０℃的环境下生长，而贵
州大部分地区气候温和，夏季无酷暑，为蚕桑产业的

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贵州，每年４—１０
月期间，可以养殖４～８批次蚕，因此被认为是中国
养蚕的最佳适宜区之一。实地调查显示，如凤冈、西

秀、普定、黄平等地，种桑养蚕的经济效益显著，每亩

年产值在３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之间，平均约５０００元，远
高于种植玉米和油菜等传统作物的收益。此外，种

桑养蚕还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避免农民外

出务工的困难。更重要的是，蚕茧市场稳定，不受贵

州大规模发展刺梨、猕猴桃等果品所面临的市场波

动影响。随着生活品质的提升，丝绸等天然织物的

需求日益增加，国内外生丝市场供不应求，蚕茧价格

逐年攀升，今年已达６４元／千克。因此，种桑养蚕不
仅经济效益显著，还能有效防治石漠化，深受喀斯特

山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

鉴于中国东部地区土地资源紧张、劳动力成本

高昂，２００６年国家作出了“东桑西移”的战略决策。
蚕对农药极为敏感，一旦食用被农药污染的桑叶，将

无法正常生长、结茧、化蛾、交配和产卵。近年来，东

部地区农田无人机低空喷洒农药的现象日益普遍，

对当地蚕桑产业造成了严重影响。因此，一些东部

企业和蚕桑从业者开始将目光投向黔中高原，寻求

新的发展机遇。例如，山东广通蚕种集团有限公司

已在普定县建立蚕种场，并计划将集团整体搬迁至

安顺市，同时新建缫丝厂和丝绸制品工厂。来自江

苏吴江的钮雪荣在普定县黄土坡租赁了２００余亩土



地种桑养蚕，借助小蚕共育、大蚕分户等模式，年产

值可达２００余万元，净利润超过１００万元。同时，钮
雪荣还通过技术帮扶，带动周边农户形成约１５００亩
桑园面积，２０余户农户参与大蚕养殖。

自２００６年以来，在“东桑西移”国家战略决策
的指引下，以及在扶贫、退耕还林、石漠化治理等生

态修复项目的支持下，贵州的蚕桑产业取得了较快

发展。由于经济效益好、见效快且市场稳定，种桑养

蚕已成为贵州凤冈、罗甸等县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

自２０１５年以来，贵州全省桑园面积迅速增加，目前
保有量已达３３万亩。

然而，调研组在调研中发现，贵州喀斯特山区蚕

桑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首先，政府和相关部门未

能充分认识到地下渗漏对喀斯特坡耕地石漠化的危

害以及种植桑树在防治地下渗漏方面的重要作用。

其次，受“非粮化”和“非农化”政策的影响，农民被

禁止在石漠化坡耕地上种植桑树。例如，在凤冈县

土溪镇大屋村，农民要求将一块高度石漠化的坡耕

地改为桑园，但县自然资源局却将其认定为基本农

田，不予批准。有的地方甚至要求毁掉石漠化坡耕

地上的现有桑园，改种玉米。再者，贵州省并未将蚕

桑列为重点发展产业，与刺梨、猕猴桃等果品相比，

蚕桑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忽视。

针对上述问题，调研组对贵州石漠化坡耕地种

桑养蚕防治地下渗漏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一、不再强制要求将喀斯特坡耕地上的现有桑

园改种粮食作物，允许已划定为基本农田的喀斯特

坡耕地，特别是中度及以上石漠化坡耕地改种桑树，

辟为桑园。建议中央给予贵州１００万亩喀斯特坡耕
地发展桑园的指标。新增１００万亩桑园，预计可增
加产值５０亿元，助力喀斯特山区百万农民脱贫致
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二、将蚕桑列为喀斯特地区重点发展产业范畴。

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农业农村厅、科技厅和林草局等

相关部门应全力支持喀斯特山区蚕桑产业发展。在

石漠化治理、退耕还林、乡村振兴等项目安排中，应

纳入石漠化坡耕地种桑养蚕的内容。种桑养蚕不仅

能直接增加群众收入，后续的缫丝和丝绸产业还能

结合新成立的贵州省纺织产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延伸产业链，解决市场问题，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例如，若在石漠化坡地上新增

１００万亩桑园，预计年增蚕茧７８０００吨，后续产业产
值不低于７０亿元。

三、加强东西部对口支援，安排发展蚕桑产业项

目。通过东西部合作，共同推动贵州蚕桑产业的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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