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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什邡林区珙桐天然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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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四川省九顶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四川 什邡　６１８４００；２．什邡市林场，四川 什邡　６１８４００；

３．什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四川 什邡　６１８４００）

摘　要：为了解四川什邡林区天然珙桐分布情况，于２０１６年７月，采用野外实地调查与标准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
对珙桐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什邡市野生珙桐资源的海拔分布主要在海拔 １２００ｍ～１８００ｍ；野生珙桐通常分
布在坡度２０°～６０°区间范围内的山坡沟谷地带，且在较为陡峭的３６°～４５°之间分布最为集中；从坡向分布来看，珙
桐主要分布在阴坡湿润地区；坡位分布特征上，珙桐天然分布主要以中下坡位为主；在海拔 １６００ｍ～１８００ｍ区间
范围内，样地平均珙桐天然更新幼苗数达到最大值，更新株数平均为１９３７５株·ｈｍ－２，天然更新区主要分布在阴
坡地带和中下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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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珙桐 Ｄａｖｉｄｉａ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亦称鸽子树或水梨子
为蓝果树科珙桐属植物［１，２］，是中国特有、古老的珍

稀濒危植物，国家Ⅰ级保护植物，第三纪古热带植物
区系的孑遗种，同时也是全世界著名的观赏植

物［３～５］。

四川什邡林区现存有数量众多的野生珙桐资

源，但目前仍对什邡市珙桐的分布、数量、物种多样

性、生境状况、生长力等情况缺乏相应的调查与记

录［６～８］，只有准确全面地掌握珙桐资源的现状，才能

对其保护和利用提出合理建议，开展原生地或者异

地保护，保护现有种质资源［９，１０］。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自然概况
什邡林场面积为２６６万ｈｍ２，占整个什邡地域

的三分之一，区域内有动物化石之称的国宝大熊猫

和植物化石之称的珙桐、银杏等 ３００多种动物和
３０００多种植物。该地区为亚热带湿润气候，年平均
气温１２℃～１４℃，年降水量 １２００ｍｍ～１６００ｍｍ，
相对湿度８０％以上，常年多雨雾。由于海拔高低悬
殊，立体气候特征明显。随海拔升高，依次出现亚热

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气候。

因地形复杂、高差悬殊，境内气候垂直差异和区

域性差异较大，从南到北海拔每升高１００ｍ，气温降
低０５６℃，雨量增加１００ｍｍ。在海拔１０００ｍ以下
的低中山及平原区，表现为中亚热带湿润气候特征，

年平均气温为 １４９℃ ～１６１℃，年蒸发量为
１００１６ｍｍ，年降雨量８３０ｍｍ～１２００ｍｍ，年日照
时数为 １２５７３ｈ，占可照时数的２８％，年无霜期为
２８１ｄ。中高山区，雨水多，云雾多，冬长（１４０ｄ）夏
短（１００ｄ），年平均温度 １４９℃以下，年蒸发量
７０４３ｍｍ，年降雨量在 １２００ｍｍ～１７００ｍｍ，年日
照时数为６９１５５ｈ，年无霜期２４０ｄ。

高山区土壤种类较多，呈垂直分布，海拔 ２２００
ｍ以下为山地黄棕壤，海拔 ２２００ｍ～３５００ｍ为山
地棕壤，海拔 ３５００ｍ～４０００ｍ为山地灰棕壤，海
拔 ４０００ｍ～４３００ｍ为高山草甸土，海拔４３００ｍ
以上为寒漠土。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样点和样线的确定与布设

依据国家林业局《中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

调查》２００９－０４－０１的规范，结合３Ｓ技术，采用野
外实地踏查与标准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为确保本



次调查的科学性，根据什邡市植被类型、林业区划、

地形、海拔、坡度、坡向等自然条件，并结合第二次全

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普查信息管理系统，采取

路线调查的方法，在１∶５００００地形图上确定野生珙
桐的分布面积；在实地踏查的基础上对什邡市境内

生态代表区域内设定适宜１２个的样方，样方为２０
ｍ×２０ｍ。样方调查时，利用 ＧＰＳ仪记录海拔、经
度、纬度、坡度和坡向等，每个样方内记录野生珙桐

群落类型、植物学特征、生长状况、株数、伴生植物、

土壤类型［１１］。

（１）以什邡市红白镇、蓥华镇、冰川镇、市林场、
九顶山省级自然保护区什邡部分，总面积 ４２０５０
ｈｍ２内的野生珙桐资源为本次调查范围，收集相关
资料。

（２）在调查范围内实地踏查，确定调查路线，在
地形图上完成调查线路设计及调查样方分布。

（３）根据踏查结果，进行样方调查，完成野外数
据、标本及图片资料采集工作。对什邡市野生珙桐

的数量及现状、分布特点、资源蕴藏量、植物学特征、

生物学特性及生态学特性进行全面普查。采用林业

调查评估专业技术，确定什邡市内野生珙桐资源分

布区，进而通过对什邡市内野生珙桐资源的分布特

点、资源含量等信息进行野生珙桐资源的评估与保

护，进一步完善什邡市珍稀野生植物的信息，促进什

邡市珍稀野生植物资源的保护及生态文明与林业建

设的发展。

１．２．２　样地调查
具体实施过程中在什邡市野生珙桐分布区域内

共设立 １２块 ２０ｍ×２０ｍ的样地（表 １），总面积
４８００ｍ２。对胸径≥６ｃｍ的乔木树种进行每木调
查，记录树种类型、地理坐标、海拔、胸径、树高、枝下

高、叶形叶质、生活里等，并在样地四角及中间分别

选取１个５ｍ×５ｍ的小样地进行灌木层调查及１
个１ｍ×１ｍ的小样地进行草本层的调查。记录物
种名称、株／从数、高度、盖度等。
１．２．３　数据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进行统计、作图
分析和ＳＰＳＳ２０．０进行分析。

表１ 样地基本信息表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

样地 地点 地理坐标 海拔（ｍ） 坡度（°） 坡向 坡位 主要树种

１ 木瓜坪村四组 Ｘ：１８３９９５７６，Ｙ：３４７６９７６ １４６８ ２０ 西南向 中坡
$

木

２ 木瓜坪村四组 Ｘ：１８３９９５９４，Ｙ：３４７７１０２ １５０４ ３０ 西南向 中坡
$

木

３ 木瓜坪村五组 Ｘ：１８４０２６３５，Ｙ：３４８００２３ １２５２ ４５ 东南向 中坡 珙桐

４ 通溪河工区 Ｘ：１８４００７８２，Ｙ：３４７４５９３ １４６９ ３５ 东南向 下坡 青冈

５ 石门村六组何家沟玉龙沟景区 Ｘ：１８３９５３３０，Ｙ：３４６６３４４ １４５０ ４５ 西南向 中坡 润楠

６ 大坪工区漆树地 Ｘ：１８３９９５０８，Ｙ：３４７１５８６ １７６８ ４５ 东南向 中坡 青冈

７ 红白镇木瓜坪村四组仰天窝（盖草坪） Ｘ：１８３９９５００，Ｙ：３４７６０１２ １４６８ ４５ 西南向 上坡 漆树

８ 红白镇木瓜坪村四组（煤炭沟） Ｘ：１８３９９２１５，Ｙ：３４７５６７７ １６２３ ４５ 南向 中坡 山矾

９ 红白镇峡马口村 Ｘ：１８３９９６５５，Ｙ：３４７１９６４ １４９４ ５０ 东南向 上坡
$

木、漆树

１０ 蒋家沟护林点大坪工区（獐子沟） Ｘ：１８４００２５０，Ｙ：３４６９７８８ １６７４ ４０ 东南向 中坡 柳杉、香杉

１１ 大坪工区 Ｘ：１８３９９８７８，Ｙ：３４６９９１９ １６９５ ４５ 东南向 上坡 猫儿屎

１２ 大坪工区 Ｘ：１８３９９１６２，Ｙ：３４６９０６３ １８１２ ５０ 西南向 中坡 珙柳杉、槭树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珙桐天然分布的海拔特征
根据１２个样地的实地调查结果，什邡市野生珙

桐资源的海拔分布主要在海拔 １２００ｍ～２１００ｍ，
根据样地点海拔分布范围，可将共１２个样地点分为
５个海拔梯度：在第１个海拔梯度为海拔 １２００ｍ～
１４００ｍ，此范围内在实际调查过程中未发现有野生
珙桐资源分布；在第２个海拔梯度为海拔 １２００ｍ
～１４００ｍ，共设有１个样地，为样地３，除该样地外，

在海拔 １２００ｍ～１４００ｍ海拔范围内，野生珙桐资
源分布较少，根据沿途调查结果，该区间内散生的野

生珙桐资源记录在案的仅有５株，该样地为人工干
预后产生的珙桐纯林，该样地在５·１２汶川地震前
有人类聚居，周边树种生长受人类活动影响，具体做

法为砍伐杂树，大量种植人工林柳杉，而未砍伐珙桐

（国家一级保护树种），后自然更新，珙桐成为绝对

优势树种，基本逐渐形成纯林，样地内的不同树种仅

有刺楸。附近为样地海拔为 １２５２ｍ，平均胸径为
１０４５ｃｍ，平均树高为 ７６７ｍ；在第 ３个海拔梯度
１４００ｍ～１６００ｍ范围内，共设有６个珙桐群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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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样地内共有珙桐４７株，平均胸径２０２５ｃｍ，平
均树高为１１９６ｍ，样地内平均珙桐株树为７８３；在
第４个海拔梯度 １６００ｍ～１８００ｍ范围内，共设有
４个样地，平均胸径为２０３９ｃｍ，平均树高为１３３８
ｍ，样地内平均珙桐株树为１４５ｍ；在第５个海拔梯
度 １８００ｍ～２０００ｍ范围内，设有１个样地，样地
内珙桐株树为７，平均胸径为２５０１ｃｍ，平均树高为
１４５４ｍ。

从表２可以看出，在各样地中，珙桐的平均胸径
和平均树高均随海拔逐渐升高，在 １８００ｍ～２１００
ｍ范围内平均树高和平均胸径出现最大值，表示在
什邡市野生珙桐的分布区域（海拔 １２００ｍ～２１００
ｍ）内，海拔越高，珙桐树龄越大，胸径和树高也越
大，其原因为相对低海拔地区受人类活动影响，在早

年珙桐被砍伐现象较严重，境域内现多存为砍伐后

萌发新枝，树龄多在在２０ａ～３０ａ之间，而在海拔
１８００ｍ以上地区，由于海拔相对较高，山路崎岖，人
类活动较少，对森林植被的影响较小，植株成长环境

相对较好，林木较高大。

表２ 各海拔梯度样地珙桐分布情况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ｖｉｄｉａ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

海拔
（ｍ）

样地数
（个）

珙桐
（株）

平均胸径
（ｃｍ）

平均树高
（ｍ）

１２００以下 ０ ０ ０ ０
１２００～１４００ １ １０ １０．４５ ７．６７
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６ １５ ２０．２５ １１．９６
１６００～１８００ ４ １３ ２０．３９ １３．３８
１８００～２０００ １ １ ２２．０３ １４．０５

表３　海拔１２００ｍ～１４００ｍ范围内样地外野生珙桐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ａｖｉｄｉａ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２００ｍａｎｄ１４００ｍ

海拔高度（ｍ） 胸径（ｃｍ） 树高（ｍ） 株数（株）

１０１２ １４．８ ７．３ １
１０３５ １３．７ ６．２ １
１０４７ １２．７ ６．８ １
１０５５ １２．８ ７．２ １
１２７０ １８．３ １２．７ １

２．２　珙桐天然分布的坡度特征
从图１可以看出，在设置的共１２个样地中，珙

桐的主要分布坡度为３６°～４５°之间，其间珙桐株树
总数为２１株，占到总样地珙桐株树的５３８５％，在
２０°～３５°和４６°～６０°坡度区间范围内，珙桐株树占
比分别为３８４６％和７６９％，在坡度０°～１９°和６１°
以上的区间范围内，鲜少有野生珙桐分布：说明野生

珙桐通常分布在坡度２０°～６０°区间范围内的山坡
沟谷地带，且在较为陡峭的３６°～４５°之间分布最为
集中。

图１　样地珙桐株树随坡度变化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ａｖｉｄｉａ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ｔｈ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２．３　珙桐天然分布的坡向特征
根据调查样地数据分析可得（见表４），野生珙

桐资源主要分布在山坡沟谷地带，水汽充沛。将山

体坡向划分为北坡向、东北坡向、东坡向、东南坡向、

南坡向、西南坡向、西坡向和西北坡向，什邡市野生

珙桐分布坡向主要为东南坡、西南坡和南坡，均为阳

坡，其中东南坡向的样地数为６个，西南坡向样地数
为５个，南坡向样地数为１，样地内株树占比分别为
６７３６％、２３６１％和９０３％。除这３个坡向外，尚无
在其它坡向发现野生珙桐。阳坡较于其它坡向，光

热情况较好，而在山坡沟谷地带，空气阴湿，既满足

珙桐幼苗喜阴湿，又满足成年树趋于喜光的特性。

表４ 坡向分布统计表

Ｔａｂ．４　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ａｖｉｄｉａ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ｅ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ｅａｃｈｓｌｏｐｅ

坡　向 样地数
（个）

各坡向珙桐株数
（株）

比分比
（％）

东南坡 ６ ２４ ６１．５４
西南坡 ５ １０ ２５．６４
南　坡 １ ５ １２．８２
合计 １２ ３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４　珙桐天然分布的坡位特征
由表５可以看出，什邡市珙桐分布区域内，野生

珙桐生长的主要坡位为中坡，在共１２个样地中，居
于中坡的样地有 ７个，占到总样地数的 ６６６７％。
下坡、中坡和上坡各样地内的珙桐株树占比分别为

５１３％、６９２３％和 ２５６４％，从调查数据中看出野
生珙桐的坡位分布主要在中坡，而在下坡和上坡分

布相对较少。珙桐在生长过程中，需要充足均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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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供应，以满足其生理活动和物质合成转化的需

要。在坡中下位蓄水能力较坡上位强，坡上位土壤

的水分容易以蒸发、淋溶、径流、下渗等方式散失，且

坡度越大，散失程度越高，坡上位土壤的有机质、细

微颗粒都会随着水分和在其他外力如重力，风，雨水

冲刷等作用向下坡流失，导致坡上位土壤肥力流失，

土壤板结，孔隙度减小，使土壤恶化；同时在坡下位，

靠近坡脚，不利于形成珙桐幼苗生长的阴湿环境，坡

上位和坡下位所以较于山中坡，野生珙桐数量较少。

表５ 各坡位珙桐株数占比

Ｔａｂ．５　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Ｄａｖｉｄｉａ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ｅｉｎｅａｃｈｓｌｏ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坡　位 比分比（％）
上 坡 ２５．６４
中 坡 ６９．２３
下 坡 ５．１３

２．５　不同海拔珙桐群落天然更新情况
从表６中可以看出，什邡市野生珙桐资源天然

更新随海拔变化特征并不十分明显，但在海拔

１６００ｍ～１８００ｍ区间范围内，样地平均珙桐天然
更新幼苗数达到最大值，更新株数为 １９３７５株·
ｈｍ－２，说明在珙桐分布区域内，海拔 １６００ｍ～
１８００ｍ区间范围内水热光等条件最为适合珙桐幼
苗更新及生长；同时也与在该海拔范围内珙桐成年

树的数量有关，除位于１２００～１４００ｍ海拔区间的样
地３受人为活动干扰形成纯林外，其它１１个样地均
为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混交林，在各个海拔阶段，珙

桐幼苗数量均较为稳定，与区域内珙桐成年树数量

成正比关系，每公顷更新幼苗数在５０株 ～２００株之
间，幼苗平均胸径为３６６ｃｍ、平均树高为４０９ｍ。

表６ 珙桐天然更新随海拔变化

Ｔａｂ．６　 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ａｖｉｄｉａ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ｎｅｗａ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ｃｈａｎｇｅ

海拔梯度
（ｍ） 样地数

样地内平均成年
树数量（株）

样地平均幼树数
（株）

样地平均幼苗数
（株）

总体更新株数
（株）

估算更新株数

（株·ｈｍ－２）
１２００～１４００ １ １０ ０ ２ ２ ７
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６ １５ ４ ８ １２ １４
１６００～１８００ ４ １３ １ ３ ４ １１
１８００～２１０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８

　　表７ 珙桐天然更新样地调查数据

Ｔａｂ．７　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Ｄａｖｉｄｉａ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ｎｅｗａｌ

样地 株树
幼苗
株数

幼苗地径
（ｃｍ）

幼苗高度
（ｃｍ）

幼树
株数

幼树地径
（ｃｍ）

幼树高度
（ｍ）

１ ２ — — — ２ ２．６６ １．６８
２ １ — — — — — —

３ １０ — — — ２ ２．０３ １．３
４ ２ １ ０．４ ６ １ ３．２ ２．７８
５ ４ ２ ０．５ ８ １ — —

６ ２ — — — — — —

７ １ — — — ２ ２．７８ １．３９
８ ６ １ ０．６ ８ ２ ２．８６ １．５３
９ ４ １ ０．５ ６ ２ ３．０７ ２．４５
１０ ２ — — — — — —

１１ ４ — — — １ ３．５ ２．２
１２ １ — — — １ ３．８ ３

２．６　不同坡度珙桐群落天然更新情况
从表８中可以看出，在存在珙桐天然更新幼苗

的样地中，珙桐在调查区域内天然更新在坡度３６°
～４５°之间最多，其次为２０°～３５°。天然更新幼苗数
数值在坡度３６°～４５°区间内达到最大值，在此区间
内，珙桐样地内天然更新幼苗数约为 １５７，４６°～
６０°和２０°～３５°坡度区间内的样地内天然更新平均
幼苗数约为１５和１３３。这是由于珙桐群落主要

为萌孽更新，这种无性繁殖方式在传播距离、产生后

代、适应进化方面都不如有性生殖有效，而在此４１°
～６０°坡度区间范围内的珙桐成年树总数最多，从而
导致其间幼苗数最多。

表８ 珙桐天然更新随坡度变化值

Ｔａｂ．８　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ａｖｉｄｉａ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ｅｒｅｎｅｗａｌ

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ｌｏｐｃｈａｎｇｅ

坡度
（°） 样地数

更新幼苗
株数

更新幼树
株树

样地内平均
更新数

２０～３５ ３ １ ３ １．３３
３６～４５ ７ ３ ８ １．５７
４６～６０ ２ ０ ３ １．５０

３　结论

（１）什邡市野生珙桐资源的海拔分布主要在海
拔１２００ｍ～２１００ｍ，在此范围内平均树高和平均
胸径出现最大值，表示随着海拔的增高，珙桐树龄越

大，胸径和树高也越大，其主要原因为海拔底的地区

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在海拔较高地区，山路崎岖，

人类活动较少，对森林植被的影响较小，植株成长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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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相对较好，林木较高大［１２，１３］。

（２）在设置的共１２个样地中，珙桐的主要分布
坡度为 ３６°～４５°之间，占到总样地珙桐株树的
５３８５％，野生珙桐资源主要分布在山坡沟谷地带，
水汽充沛的地带。什邡市野生珙桐分布坡向主要为

为东南坡、西南坡和南坡，均为阳坡。

（３）野生珙桐的坡位分布主要在中坡，而在下
坡和上坡分布相对较少。在坡中下位蓄水能力较坡

上位强，易于形成珙桐适宜的生长环境，对其生长发

育所需各种物质均能较好的满足。

（４）在珙桐分布区域内，海拔 １６００ｍ～１８００
ｍ区间范围内水热光等条件最为适合珙桐幼苗更新
及生长；同时也与在该海拔范围内珙桐成年树的数

量有关。珙桐在调查区域内天然更新在坡度３６°～
４５°之间最多，其次为２０°～３５°，珙桐群落更新主要
为萌孽，这种无性繁殖方式在传播距离、产生后代、

适应进化方面都不如有性生殖有效，而在此４１°～
６０°坡度区间范围内的珙桐成年树总数最多，从而导
致其间幼苗数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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