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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勐腊县是我国内陆保存最为完好的热带雨林区，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我国发展珍

贵用材林建设最适宜的地区之一。本文分析了勐腊县珍贵树种用材林发展的有利条件、制约因素，就发展现状思

考发展方向，提出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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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树种到目前尚未有一个完整的普遍认同的

定义。黎云昆根据高档木制品用材特点，做了如下

定义: 珍贵树种是指其木材一般应具有硬度高、密度

大、颜色深和纹理美观的特点，可用于制作高档家

具、高档乐器、高档工艺品等实木制品及高档装饰、
装修材料的树种。珍贵用材树种的定义，目前只能

是定性的描述，尚无定量的分析指标。对于判定某

一种树种是否属于珍贵用材树种，不一定需要全部

具备硬度、密度、色泽、纹理 4 个方面的要求，其中某

一个方面的特点非常显著，也可以被视为珍贵树

种［1］。
珍贵树种的种类，根据国家林业局《中国主要

栽培珍贵树种参考名录》，我国珍贵用材树种分为 4
大类 208 种，其中: 红木类 7 种，常绿硬木类 103 种，

落叶硬木 75 种，针叶类 23 种。勐腊县可以发展的

珍贵用材树种有百余种之多，其中柚木、西南桦、沉
香、紫檀、铁力木、檀香、铁刀木、黑黄檀等树种在勐

腊县适生区域长势良好，这也是勐腊县今后可形成

产业规模的珍贵用材树种。

1 勐腊县珍贵树种用材林的发展现状

勐腊县独特的自然条件是珍贵树种最适宜生长

的的地区之一，许多珍贵用材树种在勐腊县境内有

天然的分布，如云南石梓、铁力木、铁刀木和黑黄檀

等［2］。勐腊县不仅拥有这些天然的珍贵树种资源，

而且栽培珍贵树种的时间较长，比如铁力木，被当地

傣族人民视为“神树”，列为佛教“五树六花”之一，

在当地广泛种植［3］，只是面积不大。珍贵树种用材

林的人工规模化种植始于 2000 年以后，随着市场对

珍贵用材的需求愈来愈旺盛，珍贵用材林价格的不

断上扬，开始打破片面追求短期效益，只重视速生树

种造林的局面。
2013 年，西双版纳州委、州政府作出“要把西双

版纳州建成中国最重要的珍贵用材林基地，要集全

州之力推进珍贵用材林基地建设”的战略定位，规

划到 2020 年，勐腊县建设珍贵用材林基地 1. 33 万

hm2。2013 年，勐腊县已种植珍贵树种苗木 200 万

株，2014 年又种植了上 100 万株。

2 勐腊县珍贵树种用材林发展的有利条件

2． 1 优越的自然条件

勐腊县地处云南省最南端，属北热带和南亚热

带的季风湿润气候，受干燥热带大陆气团和暖湿气

团季节性交替的影响，形成独特的气候特点: 热量充

足，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

20 ℃ ～22 ℃，年日照时数1 600 h ～ 1 900 h，年降雨

量1 500 mm ～ 1 700 mm。勐腊全年太阳辐射量大，

日照长，光能足，热量丰富，处于高温多湿的气候，在

此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土壤风化深厚，土壤腐殖质含

量高，利于珍贵树种的生长。
2． 2 丰富的种质资源

勐腊县地处热带北缘，在中国植被区系划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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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北热带雨林、半常绿季雨林、西双版纳山间盆地季

雨林范畴。由于未受冰川南移的影响，加上水热条

件优越，动植物种类繁多，辖区内保存完好的原始森

林有 26. 67 万 hm2，其中国家级保护区有 11. 33 万

hm2，县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2. 13 万 hm2，森 林 覆 盖 率

86. 24%。据资源调查资料: 珍稀濒危植物西双版纳

州 有 341 种，而 勐 腊 县 就 有 230 种，占 全 州 的

67. 5% ; 被列为国家级重点保护植物的有 43 种，占

全国 354 种的 12. 1%，占云南省 144 种的 29. 9%，

占西双版纳州 51 种的 84. 3% ; 全县辖区内有全国

重点保护的植物一级 3 种、二级 12 种、三级 37 种，

有经济药用植物1 200多种。在用材树种中，可供高

级和特种工艺用材及其他珍贵用材等共计 250 种，

其中常被当地少数民族采用的特等优质树种如铁力

木、红椿、石梓等就有 40 余种之多，到 1998 年底，已

经识别的植物多达4 000余种。另外，中国科学院西

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座落于勐腊县勐仑镇) 热带植

物种质资源库于 1996 年建立，至今栽培的世界珍稀

热带植物已达6 000多种，可为勐腊县发展珍贵用材

树种提供优质的种质资源。
2． 3 成熟的栽培技术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

园已开始进行珍贵用材树种的引种和试验栽培，探

索珍贵用材树种的培育和种植技术，开展热区珍贵

用材树种的丰产栽培技术、种苗繁育及良种选育的

研究，目前，已掌握沉香、降香黄檀、柚木、大果紫檀

等多种珍贵用材树种的繁育和种植技术，可为勐腊

县珍贵用材林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2． 3． 1 育苗技术

种苗是造林的物质基础，在苗木的培育上，首先

把握好采种关，选择生长健壮、干形好的采种母树，

采摘成熟树种。其次选择灌溉方便、排水条件良好、
土层较厚、土质疏松肥沃的沙壤土作圃地，并做好种

子处理，不同树种的种子处理方法不同，比如: 铁力

木育苗可以直播，降香黄檀种子播种前需用清水浸

种 1 d，而印度紫檀、铁刀木则需用 70℃的热水浸泡

作催芽处理。种子播于事先准备的苗床，培育容器

苗的话，待幼苗长出两片真叶后移入营养袋，做好苗

期的水肥管理及病虫害的防治。
2． 3． 2 造林技术

不同树种具有不同的生物学生态特征，造林需

适地适树，首先应选择适宜的树种和造林地; 其次使

用良种容器苗; 三是种植密度要合理，以满足植物不

同时期的光热需求; 四是施足基肥，适时定植，有效

提高成活率和保存率; 五是做好抚育管理及病虫害

的防治。

3 勐腊县珍贵树种用材林发展的制约因素

3． 1 可造林林地有限

勐腊县一直是以橡胶产业和茶产业为主，加之

十年前，橡胶和茶的价格达到多年来的高峰值，多数

可用林地用于了橡胶的开发和茶树的种植，现在可

利用的林地，尤其是可利用的连片林地很少，直接制

约勐腊县珍贵用材林的发展。
3． 2 珍贵用材林的见效期长

珍贵树种生长缓慢，种植周期长，一般要在种植

10 a 以后才开始形成心材，在 20 a ～ 30 a 才会具备

收获价值，树龄越长，价值越高，而种植户在短期内

难以获得经济效益，从而降低了种植珍贵用材树种

的积极性，这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珍贵用材林的发

展。
3． 3 珍贵树种用材林发展的资金不足

发展珍贵用材林建设，除了人力物力外，财力也

是重中之重，近两年，财政给予了大力支持，但勐腊

县比云南其他县份相对较小、经济相对欠发达，如何

合理的解决珍贵用材林建设的资金缺口仍是需要解

决的首要问题。

4 勐腊县珍贵树种用材林发展的思路

珍贵树种用材林建设，利国利民，可如何发展，

在获取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同时能兼顾经济效益，

则需要理出可行的思路: 根据勐腊县实际，一是多措

并举筹措资金; 二是选择适生珍贵树种品种; 三是将

珍贵树种的栽培与宜林荒山造林、高海拔退橡替种、
低效林改造相结合，与生态茶园套种相结合，与国道、
省道和县、乡、村公路绿化建设相结合，与城镇街道、
机关等绿化种植相结合，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合理

种植模式，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有效减少制约因素。
4． 1 资金筹措方面

在资金筹措方面，政府投入与引入民间资本相

结合，试验、示范基地由企业或个人投资为主，政府

引导扶持林下种植、养殖业的发展，农村零星种植由

个人投工投劳，坚持谁种植谁受益，既解决资金缺

口，又充分调动造林积极性。
4． 2 树种选择方面

根据立地条件，适地适树选择树种。优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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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经济价值高、市场前景广、造林成效好的树

种［4］，比如: 铁力木、铁刀木、黑黄檀、降香黄檀、印

度紫檀、大果紫檀、桃花心木、缅茄、交趾黄檀、檀香

等。
4． 3 种植模式方面

充分利用宜林荒山荒地、低质低产胶园、茶地

( 园) 、道路两旁、农村四旁地、公路沿线、河流两岸

和水库周围种植珍贵树种。
造林中视适宜海拔高度、立地条件，采取不同的

种植模式，详见表 1 ～ 表 3。

表 1 种植模式表

造林树种 印度紫檀、大果紫檀、降香黄檀、缅茄、铁刀木

造林地块类型 荒山荒地种植

立地条件 地形: 坡地 坡向: 阳坡 坡位: 中下部

海拔: 1 000 m 以下

土壤: 砖红壤、紫色土、石灰土

种植密度 1 650 株·hm －2，株行距: 2 m × 3 m
造林技术 配置方式 三角形配置

林地清理 带状清理
整地规格 穴状 30 cm × 40 cm × 50 cm
造林方法 植苗
苗木规格 2 a 生地标Ⅰ、Ⅱ级苗
栽植时间 6 月 ～ 8 月
基肥 底肥每株 0. 1 kg 复合肥

抚育管理
补植、中耕除草、视长势施肥，每年抚育两次，连
续 3 年

病虫害防治 以防为主，综合防治
配置图式( 平面) : 配置图式: 图例: 珍贵用材树种

表 2 种植模式表

造林树种 桃花心木、黑黄檀

造林地块类型 茶地套种

立地条件 地形: 坡地 坡向: 各坡向 坡位: 各坡位

海拔: 1 800 m 以下

土壤: 红壤、砖红壤、紫色土、石灰土

种植密度 150 株·hm －2 ，株行距: 6 m × 11 m
造林技术 配置方式 三角形配置

林地清理 带状清理
整地规格 穴状 30 cm × 40 cm × 50 cm
造林方法 植苗
苗木规格 2 a 生地标Ⅰ、Ⅱ级苗
栽植时间 6 月 ～ 8 月
基肥 底肥每株 0． 1 kg 复合肥

抚育管理
补植、中耕除草、视长势施肥，每年抚育两次，连
续 3 年

病虫害防治 以防为主，综合防治
配置图式( 平面) : 配置图式: 图例: 珍贵用材树种

茶叶

表 3 种植模式表

造林树种 铁刀木、交趾黄檀、铁力木、桃花心木、黑黄檀

造林地块类型 低质胶园改造
立地条件 地形: 坡地 坡向: 各坡向 坡位: 各坡位

海拔: 1 200 m 以下
土壤: 砖红壤、紫色土、石灰土

种植密度 450 株·hm －2 ，株行距: 2． 5 m × 8 m
造林技术 配置方式 三角形配置

林地清理 带状清理
整地规格 穴状 30 cm × 40 cm × 50 cm
造林方法 植苗
苗木规格 2 a 生地标Ⅰ、Ⅱ级苗
栽植时间 6 月 ～ 8 月
基肥 底肥每株 0． 1 kg 复合肥

抚育管理
补植、中耕除草、视长势施肥，每年抚育两次，连
续 3 年

病虫害防治 以防为主，综合防治
配置图式( 平面) : 配置图式: 图例: 珍贵用材树种

橡胶

各造林模式的主要种植技术见表 4。

5 勐腊县珍贵树种用材林发展的建议

珍贵用材树种资源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其

培育工作涉及到国家的长远利益，国家应该在政策

上给以必要的扶植。最关键的是将珍贵树种发展纳

入国家森林生态补偿范围［5］。有效降低建设风险，

提升建设能力。
5． 1 建设珍贵树种种苗繁育基地

林木种苗是造林的物质基础，林木种苗质量的

优劣，直 接 关 系 造 林 的 成 效。勐 腊 县 2013 年 和

2014 年种植的珍贵树种苗木中，有近半数由外省调

入，县内培育的珍贵树种苗木满足不了需求，外调苗

木一是成本大，二是炼苗时间不足影响造林苗木质

量，从而影响造林质量。勐腊县规划到 2020 年建设

1. 33 万 hm2 珍贵用材林基地，需要建立与其相适应

的规模化和标准化的珍贵用材林树种繁育基地，以

保障勐腊县 1. 33 万 hm2 珍贵用材林基地建设所需

造林苗木的质与量。
5． 2 合理配置林分结构，综合利用树种资源

坚持乡土树种与引进树种相结合、适地适树与

生物多样性相结合，合理配置林分结构，采取多种造

林模式，配置速生树种，做到短期内能保障成本利

益，长期培育有最大收益。勐腊县长期以来的大规

模橡胶人工造林，林分结构简单，通过营造珍贵用材

树种混交林，优化森林结构，增强森林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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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造林种植技术表

造林地
块类型

林地
清理

种植点
配置

整地 种植方法 种植密度 混交方式 造林步骤 抚育管理
病虫害

防治

宜林荒
山种植

全面清理 三角形配置
穴状整地 30 cm ×
40 cm × 50 cm 植苗

株行距
2 m × 3 m 块状混交

茶地套种 小块状清理 三角形配置
穴状整地 30 cm ×
40 cm × 50 cm 植苗

株行距
6 m × 11 m

点状、带
状混交

低质胶
园改造

带状清理 三角形配置
穴状整地 30 cm ×
40 cm × 50 cm 植苗

株行距
2． 5 m × 8 m 带状混交

四旁种植 小块状清理 三角形配置
穴状整地 30 cm ×
40 cm × 50 cm 植苗

株行距 2 m ～
5 m × 3 m ～5 m 株间混交

公路沿
线种植

小块状清理
穴状整地 60 cm ×
70 cm × 80 cm 植苗 株距 5 m

城镇绿
化、道路两

旁种植
小块状清理

穴状整地 60 cm ×
70 cm × 80 cm 植苗 株间混交

每年 2 月 ～ 4
月，林木种子
及苗木准备、
人 员 组 织 培
训; 4 月 ～ 5
月，造林地清
理 及 整 地 作
业; 6 月 ～ 8
月，植苗栽植
作业。

每 年 抚 育 2
次，分别在雨
季前、后各抚
育 1 次，中耕
除草，结合施
肥。

在病虫 害
的 防 治
上，以 防
为 主，综
合防治。

5． 3 建设珍贵用材贸易园区

建设珍贵用材贸易园区，规划苗木交易区和产

品贸易区。苗木交易区主要从事珍贵用材林苗木展

示与交易，为珍贵树种苗木生产经营者提供交易平

台; 产品贸易区则主要进行成品、半成品的展示与交

易，产销结合，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勐腊县地处云南省实施“中路突破，打开南门，

走向亚太”经济发展战略的前沿，县城至省会昆明

631 km，至州府景洪 136 km，至国家一级口岸的磨

憨口岸 48 km，至“澜沧江上第一港”的关累码头 69
km，至岔河口岸 60 km，是澜沧江 － 湄公河次区域经

济技术合作的门户，是面向东南亚重要的陆路和水

路运输枢纽。充分利用这独特的区位优势，发展珍

贵用材林建设，将勐腊县打造成为辐射东南亚的珍

贵用材林进出口交易、集散地及运输中心，有效保障

勐腊县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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