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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云红河卷烟原料 Ｋ３２６的生态区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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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一步探索云南省２６个种植Ｋ３２６品种县（市）的生态区划，通过ＧＰＳ定位系统及当地气象部门提
供的３０ａ气象资料，收集了该种植区域的地理因子和气候因子信息，通过凝聚系统聚类中的组间连接聚类
法，对Ｋ３２６品种种植区域的经度、纬度、海拔及大田期均温、降雨量和日照时间等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
可将云南烟区划分为昆明、曲靖、红河、保山和昭通５个大生态区以及１３个生态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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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烟的适应性和可塑性均较强，在相对广泛的
生态条件下都能种植，但若从大规模生产优质烟叶

方面来看，烤烟对气候、土壤等生态条件的反应还是

比较敏感的［１］．生态条件的差异不仅影响烟草的形
态特征［２］和经济性状［３］，而且还直接影响着烟叶的

化学成分［４］和感官质量［５］．生产中必须将烤烟的品
种特性和与之相匹配的生态条件有机结合，才能充

分发挥各优质品种的潜力及优势［６］．而海拔高度、

经纬度等地理因子和温度、降雨量、日照时间等气候

因子是烤烟种植最基本的生态条件，相对于土壤等

因子，这些因子不易被人为改变，是优质烟叶种植的

决定性因子［７］．因此，本文以云南省主产烟区昆明、
曲靖、红河、保山、昭通５州（市）种植 Ｋ３２６区域的
地理和气候因子为基础，研究该品种在云南烟区种

植的生态区划，为该品种在云南烟区的合理布局提

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红云红河集团云南原料基地种

植Ｋ３２６品种的区域涉及昆明、曲靖、红河、保山、昭
通５州（市）２６县（市），其中昆明市含石林、宜良、
安宁、晋宁、富民、嵩明、寻甸７县；曲靖市含陆良、富
源、师宗、宣威、罗平５县；红河州含弥勒、泸西、开
远、蒙自、个旧、建水、石屏、屏边 ８县；保山市含隆
阳、昌宁、施甸、龙陵、腾冲 ５县；昭通市含镇雄 １
个县．
１２　植烟区气候条件因子的确定

选取云南省昆明、曲靖、红河、保山、昭通 ５州
（市）２６县（市）植烟区的经度、纬度、平均海拔及大
田期均温、降雨量、日照时间等作为生态条件因子．
用ＧＰＳ定位系统确定各植烟区的经度、纬度和平均

海拔．各植烟区大田期均温、降雨量和日照时间等数
据来自于当地气象部门的 ３０ａ气象资料平均值
（１９８４～２０１３年）．
１３　植烟区生态区划

利用Ｄ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 Ｋ３２６品种种植区域进
行系统聚类分析，再根据分析结果进行植烟区生态

区划．各地理气候因子数据经标准化处理后，通过凝
聚系统聚类中的组间连接聚类法，聚类距离为平方

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距离，对数据进行聚类，生成树状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Ｋ３２６品种种植区域的气候条件
对Ｋ３２６品种在红云红河集团云南原料基地内

各个种植区域的经纬度、平均海拔和最近３０ａ的大
田期平均温度、降雨量、日照时间等气象信息进行收

集、整理，结果见表１．

表１　品种Ｋ３２６种植区域气象条件

州（市） 县（市） 经度／（°） 纬度／（°） 海拔／ｍ
大田期

均温／℃ 日照时间／ｈ 降雨量／ｍｍ

昆明

石林 １０３２７ ２４７３ １７５８ ２０４ ７２７ ６３６

宜良 １０３１７ ２４９２ １７０３ ２１５ ６９４ ５９７

安宁 １０２４８ ２４９３ １８５２ １９７ ５７７ ５９９

晋宁 １０２６２ ２４６５ １７７２ １９５ ６５４ ６００

富民 １０２５０ ２５２３ １９９６ １９０ ６４９ ５７７

嵩明 １０３０３ ２５３３ １８５４ １９４ ５６８ ６７０

寻甸 １０３２７ ２５５５ １９７８ １９１ ６０８ ６８３

曲靖

陆良 １０３６７ ２５０３ １８５３ １９７ ５９１ ５９５

富源 １０４２５ ２５６７ １９０２ １９３ ４５９ ７３１

师宗 １０３９８ ２４８３ １８５０ １９８ ５１６ ７８７

宣威 １０４０８ ２６２２ １９１８ １９０ ５８８ ６５０

罗平 １０４３２ ２４９８ １６０３ ２０６ ５８８ １１０８

红河

弥勒 １０３４５ ２４４０ １６８１ ２１２ ５７８ ５８２

泸西 １０３７７ ２４５３ １８１０ １９５ ５０７ ５７６

开远 １０３２５ ２３７０ １３８３ ２１３ ５５７ ６２０

蒙自 １０３３８ ２３３８ １５７７ ２１３ ５７６ ６２４

个旧 １０３１５ ２３３８ １４４９ ２１４ ５５２ ６６１

建水 １０２８３ ２３６２ １５０６ ２１７ ５９８ ５９２

石屏 １０２４８ ２３７０ １６４４ ２１０ ５７３ ６３４

屏边 １０３６８ ２２９８ １６０２ ２１５ ５８３ ７３７

保山

隆阳 ９９１７ ２５１２ １８５１ １９１ ５７２ ５９７
昌宁 ９９６２ ２４８３ １７５６ ２０３ ５９４ ６９２
施甸 ９９１８ ２４７３ １７６１ １９８ ５８１ ６２１
龙陵 ９８６８ ２４６０ １３４７ ２０３ ４３０ ９９８
腾冲 ９８５０ ２５０２ １７４３ ２００ ５１０ ８０１

昭通 镇雄 １０４８７ ２７４３ １５６０ １８８ ５９１ ５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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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１可见，５州（市）２６县（市）区域涉及的
种植区经度范围为 ９８５０～１０４８７°，纬度范围为
２２９８～２７４３°，平均海拔范围为１３４７～１９９６ｍ，大
田期均温范围为１８８～２１７℃，大田期降雨量范围
为５５０～１１０８ｍｍ，大田期日照时间范围为 ４３０～
７２７ｈ．
２２　Ｋ３２６品种种植区域的生态区划

由于各植烟区之间的气候条件存在着较大的差

异．通过系统聚类方法，以 Ｋ３２６品种种植区域的经
纬度、海拔、大田期均温、大田期降雨量、大田期日照

数作为主要生态因子进行分析，得到树状图，见

图１．

由图１可以看出，按距离系数 ＞５对主要生态
因子进行聚类分析，可将云南烟区 Ｋ３２６品种种植
区域分为５大生态类型区域，这５大生态区域正好
与行政区划相吻合．即：

Ⅰ型生态类型区域为昆明辖区的７个县（市）；
Ⅱ型生态类型区域为曲靖辖区的５个县（市）；
Ⅲ型生态类型区域为红河辖区的８个县（市）；
Ⅳ型生态类型区域为保山辖区的５个县（市）；
Ⅴ型生态类型区域为昭通辖区的镇雄县．
以上种植Ｋ３２６品种的５大生态类型区域的经

纬度、海拔、大田期均温、大田期降雨量、大田期日照

时间等主要生态条件见下页表２．
由表２可以看出，以上种植Ｋ３２６品种的５大生

态区的生态条件差异较大，有必要在这５大生态区
内再进行生态亚区的划分．
２３　Ｋ３２６品种种植区域的生态亚区区划

在上述 ５州（市）Ｋ３２６品种种植区域内，由
于地理跨度大，海拔、气候类型多样，仅划分为 ５
大生态类型区域，不足以表现出各 Ｋ３２６品种种
植区域内的生态差异和特点，还需在 ５大生态类
型区域内进一步结合生产实际划分出生态亚区，

才能适应 Ｋ３２６品种烟叶种植的实际生产需求．
依据图１，各生态亚区可划分为 １３大生态亚区，
各亚区间在经度、海拔和大田期均温上存在明显

差别．具体见下页表３所示．
亦即：Ｉ号生态类型区域在距离系数 ＞１时，可

分为３大生态亚区；Ⅱ号生态类型区域在距离系
数＞２时，可分为３大生态亚区；Ⅲ号生态类型区域
在距离系数＞２时，可分为３大生态亚区；Ⅳ号生态
类型区域在距离系数＞１时，可分为３大生态亚区；
镇雄县单独为Ⅴ型生态区．

３　结论与讨论

通过系统聚类分析，可将云南烟区５州（市）２６
个县的Ｋ３２６品种种植区域划分为５大生态区和１３
个生态亚区，划分结果如下．

Ⅰ号生态类型区域（昆明生态区）：分为３大生
态亚区，其中宜良、石林为第１生态亚区（Ⅰ －１生
态亚区）；晋宁、安宁、嵩明为第２生态亚区（Ⅰ －２
生态亚区）；富民、寻甸为第３生态亚区（Ⅰ－３生态
亚区）．

Ⅱ号生态类型区域（曲靖生态区）：分为 ３大
生态亚区，其中罗平为第１生态亚区（Ⅱ －１生态
亚区）；陆良、师宗为第 ２生态亚区（Ⅱ －２生态
亚区）；富源、宣威为第 ３生态亚区（Ⅱ －３生态
亚区）．

Ⅲ号生态类型区域（红河生态区）：分为３大生
态亚区，其中建水、屏边、个旧、蒙自、开远为第１生
态亚区（Ⅲ－１生态亚区）；弥勒、石屏为第２生态亚
区（Ⅲ－２生态亚区）；泸西为第３生态亚区（Ⅲ －３
生态亚区）．

Ⅳ号生态类型区域（保山生态区）：分为３大生
态亚区，其中腾冲、龙陵为第１生态亚区（Ⅳ －１生
态亚区）；昌宁、施甸为第２生态亚区（Ⅳ－２生态亚
区）；隆阳为第３生态亚区（Ⅳ－３生态亚区）．

０３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年６月



表２　５大生态区的生态条件

生态区 经度／（°） 纬度／（°） 海拔／ｍ
大田期

均温／℃ 日照时间／ｈ 降雨量／ｍｍ

Ⅰ号生态类型区

（昆明生态区）
１０２４８～１０３２７ ２４６５～２５５５ １７０３～１９９６ １９０～２１５ ５６８～７２７ ５７７～６８３

Ⅱ号生态类型区

（曲靖生态区）
１０３６７～１０４３２ ２４８３～２６２２ １６０３～１９１８ １９０～２０６ ４５９～５９１ ５９５～１１０８

Ⅲ号生态类型区

（红河生态区）
１０２４８～１０３７７ ２２９８～２４５３ １３８３～１８１０ １９５～２１７ ５０７～５９８ ５７６～６６１

Ⅳ号生态类型区

（保山生态区）
９８５０～９９６２ ２４６０～２５１２ １３４７～１８５１ １９１～２０３ ４３０～５９４ ５９７～９９８

Ⅴ号生态类型区

（昭通生态区）
１０４８７ ２７４３ １５６０ １８８ ５９１ ５５０

表３　各生态亚区的生态条件

生态区 生态亚区 经度／（°） 纬度／（°） 海拔／ｍ
大田期

均温／℃ 日照时间／ｈ 降雨量／ｍｍ
包含县（市）

Ⅰ号生态区

（昆明生态区）

Ⅰ－１ １０３１７～１０３２７ ２４７３～２４９２ １７０３～１７５８ ２０４～２１５ ６９４～７２７ ５９７～６３６ 宜良、石林

Ⅰ－２ １０２４８～１０３０３ ２４６５～２５３３ １７７２～１８５４ １９４～１９７ ５６８～５７７ ５９９～６７０ 晋宁、安宁、嵩明

Ⅰ－３ １０２５０～１０３２７ ２５２３～２５５５ １９７８～１９９６ １９０～１９１ ６０８～６４９ ５７７～６８３ 富民、寻甸

Ⅱ号生态区

（曲靖生态区）

Ⅱ－１ １０４３２ ２４９８ １６０３ ２０６ ５８８ １１０８ 罗平

Ⅱ－２ １０３６７～１０３９８ ２４８３～２５０３ １８５０～１８５３ １９７～１９８ ５１６～５９１ ５９５～７８７ 陆良、师宗

Ⅱ－３ １０４０８～１０４２５ ２５６７～２６２２ １９０２～１９１８ １９０～１９３ ４５９～５８８ ６５０～７３１ 富源、宣威

Ⅲ号生态区

（红河生态区）

Ⅲ－１ １０２８３～１０３６８ ２２９８～２３７０ １３８３～１４４９ ２１３～２１７ ５５２～５９８ ５９２～７３７
建水、屏边、

个旧、蒙自、开远

Ⅲ－２ １０２４８～１０３４５ ２３７０～２４４０ １６４４～１６８１ ２１０～２１２ ５７３～５７８ ５８２～６３４ 弥勒、石屏

Ⅲ－３ １０３７７ ２４５３ １８１０ １９５ ５０７ ５７６ 泸西

Ⅳ号生态区

（保山生态区）

Ⅳ－１ ９８５０～９８６８ ２４６０～２５０２ １３４７～１７４３ ２００～２０３ ４３０～５１０ ８０１～９９８ 腾冲、龙陵

Ⅳ－２ ９９１８～９９６２ ２４７３～２４８３ １７５６～１７６１ １９８～２０３ ５８１～５９４ ６２１～６９２ 昌宁、施甸

Ⅳ－３ ９９１７ ２５１２ １８５１ １９１ ５７２ ５９７ 隆阳

Ⅴ号生态区

（昭通生态区）
Ⅴ－１ １０４８７ ２７４３ １５６０ １８８ ５９１ ５５０ 镇雄

　　 Ⅴ号生态类型区域（昭通生态区）：包含镇雄
县，不再划分生态亚区．

本研究在对相关植烟区进行生态区划时，仅考虑

了比较固定的地理及气候因子，并未涉及到该区域内

的品种、生产技术、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及烟农种烟

效益等其他因素．所以，在实际应用上述生态区划结论
的过程中，还需因地制宜，必要时可兼顾考虑上述因素

的制约与影响，进行具有针对性的种植区划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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