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冕宁冶勒垂枝香柏现状及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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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垂枝香柏为我国特有树种，分布稀少，在冶勒保护区内分布有约 ２０００ｈｍ２的垂枝香柏林，这是世界上唯一
一片保存较为完整的垂枝香柏种群，近年来保护区对该区域的垂枝香柏种群进行了多次调查研究，本文根据调查

研究结果分析了冶勒保护区内垂枝香柏的种群及其生境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保护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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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枝香柏（Ｓａｂｉｎａｐｉｎｇｉｉ）隶属圆柏亚科、圆柏
属。树下部大枝略下垂，生叶小枝亦下垂，材、枝、叶

均芳香，故定名为垂枝香柏，又因生长于岩坡、岩石、

岩崖等石块地上，故当地老乡又称之为岩柏［１］。

垂枝香柏为我国特有树种，分布稀少，主要分布

于四川西南部及云南西北部［２］，在冶勒自然保护区

内分布着地球上唯一一片集中连片达数千公顷的该

珍稀特殊植物［３，５］。

１　保护区概况

四川冶勒自然保护区地处横断山脉东缘，小相

岭南麓，凉山州冕宁县的西北部，东经 １０１°５８′～
１０２°１５′，北纬２８°５０′～２９°０２′。全境地势北高南低，
北端则尔山最高海拔 ５２９９ｍ，南端拉谷盆子海拔
２６５０ｍ，相对高差达 ２６００ｍ左右。是１９９３年经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川办发［１９９３］６７号文件批
准建立的省级自然保护区，面积为 ２４２９３ｈｍ２［５］。
该区域分布着地球上唯一一片集中连片达数千公顷

的垂枝香柏，冶勒保护区的大熊猫主要分布在该林

区，是冶勒保护区内及周边区域的大熊猫的重要生

境，保护好这区域内的垂枝香柏对于该区域大熊猫

的保护意义重大。



２　冶勒垂枝香柏及其生境现状

２．１　分布及面积
保护区垂枝香柏总面积２８４２ｈｍ２，占保护区总

面积的１１７％，其中，成林面积有 ２４８９ｈｍ２，占垂
枝香柏总面积的 ８７６％，幼林有 ３５２ｈｍ２，占
１２４％。

垂枝香柏在保护区内及保护区周边区域主要集

中分布于３个区域，分别为石灰窑区域、牛场沟区
域，太洋沟区域。石灰窑区域和牛场沟区域分布于

保护区以内，太阳沟区域分布于保护区以外。其中，

石灰窑区域垂枝香柏种群分布面积最大，牛场沟次

之，太洋沟区域分布面积较小。

２．２　垂枝香柏种群状况
保护区内垂枝香柏群落可分为成林和幼林２种

类型。垂枝香柏成林群落外貌浓绿色，结构单一，林

冠相对较为整齐，乔木层郁闭度０５～０７，最高可
达０８５，成树平均胸径在１４ｃｍ以上，平均高度超
过８ｍ，平均冠幅超过３ｍ，平均枝下高在４５ｍ以
上，垂枝香柏纯林下极少有垂枝香柏幼树和幼苗生

长，常形成大片纯林，林下灌木层植物主要以阴性植

物为主，常见物种有峨热竹 （Ｂａｓｈａｎｉａｓｐａｎｏｓ
ｔａｃｈｙａ）、茶子（Ｒｉｂｅｓｓｐｐ．）、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ｐｐ．）、绣线菊（Ｓｐｉｒａｅａｓｐｐ．）、山梅花（Ｐｈｉａｄｅｌｐｈｕｓｉｎ
ｃａｎｕｓ）、忍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ｓｐｐ．）、荚

%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ｓｐｐ．）、
高山柳（Ｓａｌｉｘｓｐｐ．）、花楸（Ｓｏｒｂｕｓｓｐｐ．）等，其中峨热
竹最为丰富，盖度平均值５０％以上，部分地段可达
９０％以上，因此垂枝香柏林也成为了冶勒大熊猫的
主要栖息地之一；垂枝香柏幼林群落外貌鲜绿色，植

株高度和胸径差异不大，林下灌丛植物主要以悬钩

子、金丝梅等阳性物种为主，竹类分布较少，幼树和

幼苗植株绝大部分都分布在纯林旁边的大片空地或

灌草从中，这些空地大多是天然火灾造成的。究其

原因，可能是垂枝香柏幼林对光照要求特别严格，只

有在光照充足的空地上或郁闭度很低的纯林林下才

能生长起来，这说明垂枝香柏的天然更新几乎是靠

天然火灾来推动的。

冶勒分布的垂枝香柏大多数个体处于生理成熟

年龄，种群年龄结构处于成熟林阶段。但是幼苗级

和成树九级的年老植株数量也较多，种群正处于新

老更替的阶段，平均年龄为２７０年左右［３，４］。

２．３　垂直香柏生境状况
地理环境方面，保护区内垂枝香柏种群主要分

布于海拔３０００ｍ～３８００ｍ、坡度１０°～４０°、阳坡和
半阳坡（坡向朝南）、坡位偏中下部、坡向为复合坡

和均匀坡的环境中。其中，海拔 ３２００ｍ～３４００ｍ
的垂枝香柏平均高度、胸径和冠幅都显著大于其他

海拔段［６］。

植被环境方面，垂枝香柏成林和幼林有所差异。

垂枝香柏成林主要以纯林方式分布，仅在林缘地带

有少量其他树种生长；成林下灌木层植被生长茂盛，

但物种种类较为单一，主要以竹类和悬钩子为主；成

林下草本层植物生长稀疏，物种种类数量稀少；灌木

层盖度尤其是竹类盖度过高是垂枝香柏成林天然更

新困难的原因之一。垂枝香柏幼林主要分布于山坡

空旷地带，常伴有其他树种如峨眉冷杉、桦木等存

在；灌木层植物盖度高，灌木种类丰富；林下草本层

植物盖度高，种类多，但受牛羊啃食严重。

２．４　伴生动物及干扰状况
２．４．１　伴生动物

冶勒垂枝香柏林中分布的国家级保护动物极为

丰富，有大中型兽类２目７科１１种，鸟类２目３科５
种，在这１６种兽类和鸟类中，国家 Ｉ级保护野生动
物有３种，分别为大熊猫、斑羚和绿尾虹雉，国家 ＩＩ
级保护野生动物有７种，分别为黑熊、林麝、小熊猫、
鬣羚、小麂、血雉和红腹角雉。

２．４．２　干扰
保护区内垂枝香柏林中的干扰主要为放牧、砍

伐、野外用火，保护区外的主要干扰还有开矿、公路。

从干扰性质来看，除砍伐干扰是直接利用垂枝香柏

资源外，其余干扰均没有对垂枝香柏资源进行直接

利用，而是对垂枝香柏所在的环境进行利用，对垂枝

香柏产生间接的影响。

放牧对垂枝香柏的破坏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

个方面：

（１）牛、羊、马等牲畜在幼林中活动对垂枝香柏
幼林尤其是幼苗会造成践踏和破坏；

（２）牲畜啃食林下植被会对植物多样性造成破
坏；

（３）过度放牧会对局部区域造成水土流失。野
外调查发现，冬季期间由于草本植物缺乏，牛、羊、马

等会啃食竹类顶部幼嫩的茎叶，尤其是在部分垂枝

香柏幼林中，竹类由于顶部被啃食，生长质量都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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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保护区周边有金矿、铅锌矿数个，主要分布在三

岔河、太洋沟和石矿沟，在保护区内无分布。开矿所

在区域都位于垂枝香柏分布区域以外，但仍会通过

以下几个方面对垂枝香柏造成影响。

（１）矿山开采修建公路穿过垂枝香柏分布区
域，对垂枝香柏造成直接的影响；

（２）矿车运行带来的污染对垂枝香柏的生长发
育造成直接的负面影响；

（３）矿山排渣对附近区域垂枝香柏的生长和更
新造成潜在的负面影响；

（４）矿工可能会砍伐垂枝香柏用于取暖，对垂
枝香柏造成直接的负面影响。

公路干扰主要分布于太洋沟区域，为保护区范

围以外。公路运营期间车辆进出排放废物，人为活

动的垃圾等对土壤生态平衡有一定影响，产生的

ＮＨ３、ＳＯ２、ＮＯ２等物质，与大气中的水分子结合，生
成少量的 ＮＨ３·Ｈ２Ｏ、Ｈ２ＳＯ４和 ＨＮＯ３，在降雨过程
中，进入工程区附近土壤，从以下３个方面影响土壤
的生态平衡，进而影响垂枝香柏的生长发育。此外，

公路所在山体在雨季期间容易发生滑坡现象，山体

滑坡对所在区域内的垂枝香柏会造成较为严重的破

坏。

砍伐干扰情况轻微，仅在石灰窑发现１处垂枝
香柏被砍伐，无大规模砍伐的现象，村民偶尔会砍伐

垂枝香柏用于做砧板、家具等，近年来已很少有砍伐

垂枝香柏的现象发生。

垂枝香柏分布区域野外用较多，主要是附近村

民放牧时在野外烤火、取暖、煮食、烤土豆等行为带

来的。人为野外用火大大增加了区域内发生森林火

灾的风险，一旦发生火灾将会对区域内的垂枝香柏

林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３　存在的问题

３．１　更新
保护区内垂枝香柏种群以成树为主，大多数个

体处于生理成熟年龄，种群年龄结构处于成熟林阶

段。

纯林下极少有垂枝香柏幼树和幼苗生长，幼树

和幼苗植株绝大部分都分布在纯林旁边的大片空地

或灌草从中，这些空地大多是天然火灾造成的，可能

是垂枝香柏幼林对光照要求特别严格，只有在光照

充足的空地上或郁闭度很低的纯林林下才能生长起

来，这说明垂枝香柏的天然更新几乎是靠天然火灾

来推动的。

３．２　干扰对垂枝香柏的影响
对垂枝香柏的影响有放牧、挖药、公路、开矿和

砍伐等干扰，其中放牧干扰最为严重，在牛场沟和石

灰窑尤为严重。过度放牧可能对区域内垂枝香柏的

更新造成不利的影响。

４　垂枝香柏保护管理建议

垂枝香柏为我国特有树种，分布稀少，垂枝香柏

林是四川省冶勒自然保护区森林的主要组成部分之

一，保护和发展好这一野生物种，对于保护物种基因

多样性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对于大熊猫的生

存繁衍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为了更好地保护垂枝

香柏种群，防止种群的衰退，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

一些保护管理建议。

（１）人工造林促进种群更新
在垂枝香柏过熟林下，通过人工造林的方式，增

加幼林面积和种群数量，促进林下的垂枝香柏及时

更新。利用保护区有利的自然环境、地理位置，采取

就地育苗，就近造林更新的方法，选择在垂枝香柏生

长相类似的区域进行人工造林。

采种：就地采种，垂枝香柏的生物学特性决定其

种子３ａ才能成熟，同时该树种对生境选择又十分
特殊，应根据相似性原则选择林分质量好、就近有造

林地的垂枝香柏林进行采种。

人工育苗：就地育苗能够确保造林成效，节约人

力、物力、经费。采用人工育苗时应用不同的种子处

理方法，进行一些实验性育苗，从中找出最优的方法

保证造林的良种壮苗。

人工造林：在垂枝香柏过熟林区和有垂枝香柏

林分的疏林地人工营造垂枝香柏，特别是因火灾、自

然灾害导致垂枝香柏死亡的地块（在石灰窑拉达 －
拉利塔附近尚有一些枯立垂枝香柏）是选择造林的

最佳区域。

（２）人为干扰控制
垂枝香柏分布区域人为干扰较为严重，根据干

扰状况的不同，针对性地开展保护垂枝香柏的工作。

（下转第１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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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一致性，采用胶桶饲养转牙签盒观察饲养的方

法，能够提高化蛹成功率和样本利用率。该方法在

操作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细节是震动翻土取蛹，若

直接刨土取蛹，则容易造成蛹被破坏，蛹一旦出现即

使一点很小的伤口，便无法制作标本，也容易造成未

化蛹的幼虫蛹室破坏，后续饲养难度增大。本研究

暂未探索造成幼虫化蛹前死亡和初蛹死亡的原因，

若掌握了幼虫致死原因，并在饲养的土壤选择、水分

湿度、时间节点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幼虫饲养化蛹成

功率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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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在干河沟、太洋沟、拉甲角等地设置宣传碑、

牌进行广泛宣传，开展社区宣传活动，使当地居民了

解垂枝香柏及保护垂枝香柏的重要性；

ｉｉ）在垂枝香柏分布的重要区域、人为活动频繁
地、主要进入保护区的路口等重点区域进行长期巡

护，加大执法力度；

ｉｉｉ）由于石灰窑和牛场沟区域放牧干扰极为严
重，需与周边社区共同协商，在保护区外围划定放牧

区域，制定合理的用地和资源使用规范，控制和减少

保护区内的牲畜数量，减轻放牧干扰对垂枝香柏幼

苗更新带来的负面影响。

ｉｖ）在太洋沟、石灰窑开矿区域设置宣传牌，进
行广泛宣传，对公路沿线区域地质滑坡灾害易发地

点进行监控，尽最大限度降低公路及地质灾害对垂

枝香柏种群的影响。

（３）开展野外监测工作
在拉利塔、牛场沟、玉儿坪等地分别设置１０ｍ

×１０ｍ固定样方，每年的８月～９月份对样方内垂
枝香柏的生长状况、立地条件、伴生物种、更新状况、

干扰情况等进行监测，进一步了解垂枝香柏的生长

习性以及垂枝香柏应对环境变化的反应，同时结合

大熊猫巡护监测工作，进一步了解大熊猫对垂枝香

柏林的利用状况，为该区域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提供

基础数据。

（４）列为重点保护对象
垂枝香柏为我国特有树种，目前仅在冕宁县冶

勒乡境内集中连片分布。垂枝香柏林是冶勒保护区

内大量的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大熊猫、牛羚、小熊猫等在垂枝香柏林中活

动极为频繁。鉴于该物种的稀有性和作为保护动物

栖息地的重要性，为了有效保护物种基因多样性，建

议将该物种列为重点保护珍稀树种。

（５）加强垂枝香柏保护生物学的基础研究，从
生殖生物学遗传多样性、生理生态、传粉生物学特征

方面探讨垂枝香柏的濒危机制，为其有效保护和科

学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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