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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江阳区古树资源调查研究

王晓娟，陈　洪，王光剑，马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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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实地调查与查阅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对泸州市江阳区古树的数量、种类、树龄、级别、分布情况、生

长情况和管护现状等进行了调查，以摸清该区古树资源特点及现状。结果表明：辖区内共有古树２０３４株，分属１３

科１６属１７种，以龙眼、荔枝、桢楠等乡土树种为主。其中，三级古树居多，占总数的９８９７％；古树分布范围广，主

要以群团形式分布在风景名胜区内。为加强古树的保护和管理提出几点建议：１．建立古树资源数据库；２．制定古

树保护管理规范；３．加强宣传教育和法制建设。

关键词：古树；资源调查；江阳区

中图分类号：Ｓ７８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５０８（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０２－０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ｒｅ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ｏｆＬｕｚｈｏｕＣｉｔｙ

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ｊｕａｎ　ＣＨＥＮＨｏｎｇ　Ｗ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ｊｉａｎ　ＭＡＧｕａｎｇｌｉａｎｇ
（Ｌｕｚｈｏｕ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Ｌｕｚｈｏｕ　６４６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ｏｆＬｕｚｈｏｕｉｓｒｉｃｈ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ｒｅ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ｍａｄｅｏｆ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ｇｅ，ｌｅｖｅ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ｒｅｅｓｂｙｗａｙｏｆ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ｆｉｅｌｄ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ｒｅ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２０３４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ｒｅｅｓ，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ｔｏ
１３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１６ｇｅｎｅｒａ，１７ｓｐｅｃｉｅ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ｎａｔｉｖｅｔ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ｌｏｎｇａｎ，Ｌｉｔｃｈｉｃｈｉｎｅｎ
ｓｉｓａｎｄＰｈｏｅｂｅｚｈｅｎｎａｎ，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ｍ，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ｇｒａｄ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ｒｅｅｓｗｅｒｅｍｏｒｅ，ｗｈｉｃｈａｃｃｏｕｎｔｌｙｆｏｒ９８９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ｒｅｅｓｈａｄａｗｉｄ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ｍａｉｎｌｙｄｉｓｔｒｉｂ
ｕｔｅｄｉｎ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ｔｈｅｓｃｅｎｉｃａｒｅａ．Ｓｏｍ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ｆｏ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ｒｅｅ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ｒｅ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ｅｃｏｎｄ，ｍａｋｉｎｇａ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ｒｅ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ｉｒｄｌｙ，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ｎｃｉｅｎｔｒｅ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古树是森林资源中的瑰宝，客观记录和生动反
映了社会发展和自然变迁的痕迹［１，２］；古树还是珍

贵的植物基因资源、宝贵的景观资源、独特的生态文

化资源，具有多重重要价值［３～５］。

泸州市江阳区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素有“酒

城”之美誉；辖区自然条件优越，古树资源丰富，摸



清全区古树资源，掌握了解古树生长及管护现状，为

制定完善的古树保护管理办法提供科学依据，对当

地园林绿化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１　区域概况及调查方法

１．１　区域概况
江阳区位于四川盆地南部，长江、沱江交汇处的

城市中心半岛，地理坐标为东经１０５°８′５２″～１０５°４０′
３８″，北纬２８°２６′１８″～２８°５４′５７″；面积６４９ｋｍ２，辖８
个街道、１０个镇。全境由浅丘、平坝、河谷组成，土
壤以水稻土、紫色土、新积土和黄壤为主，平均海拔

２８０ｍ，属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热水
资源丰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 １７５℃ ～１８２
℃，年平均日照 １３４８９ｈ，年均降雨量 １１８７ｍｍ～
１２２８ｍｍ；辖区内自然条件优越，植物资源丰富。
１．２　调查方法
１．２．１　古树的界定与分级

依据《四川省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操作细则》之

规定：古树是指树龄在１００ａ以上的树木。古树分
为三级，树龄在５００ａ以上的树木为一级古树；树龄
在３００ａ～４９９ａ的树木为二级古树；树龄在１００ａ～
２９９ａ的树木为三级古树。
１．２．２　调查方法

在汇总当地林业站问卷摸底调查资料的基础

上，调查人员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采取实
地测查、走访当地群众和查阅历史文献相结合的方

法，对江阳区分布在城乡孤立或群团生长的古树进

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树种、位置、树龄、生长情况、

生长势、权属、管护现状等。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资源概况
据统计，古树共计２０３４株，隶属１３科、１６属、

１７种，不同树种株数悬殊，但仍以常见乡土经济树
种为主，龙眼、荔枝、桢楠为优势种（见表１）。

古树树龄在１００ａ～４２０ａ之间不等，古树资源
树龄跨度不大，且主要以三级古树为主，高树龄古树

资源缺乏没有一级古树（见表２）。
２．２　区域分布特点

辖区内古树分布范围广，在１６个街道（镇）都
有分布，按城区、乡村街道、远郊野外和风景名胜区

表１ 古树树种统计表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ｔａｂｌｅ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ｅｓ

序号
ＳｅｒｉａｌＮｏ．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ｉｃｅｓ

株数
ＰｌａｎｔＮｏ．

比例（％）
Ｒａｔｉｏ

１ 无患子科 鳞花木属 龙眼 １２７２ ６２．５４
２ 荔枝属 荔枝 ２６０ １２．７８
３ 栾树属 栾树 ２ ０．１０
４ 樟科 楠属 桢楠 ３１８ １５．６３
５ 樟属 樟树 ６９ ３．３９
６ 桑科 榕属 黄葛树 ３６ １．７７
７ 印度榕 ３ ０．１５
８ 蔷薇科 梨树属 梨树 ３８ １．８７
９ 木犀科 木犀属 桂花 １８ ０．８８
１０ 银杏科 银杏属 银杏 ６ ０．２９
１１ 豆科 皂荚属 皂荚 ４ ０．２０
１２ 大戟科 重阳木属 重阳木 ２ ０．１０
１３ 蓝果树科 喜树属 喜树 ２ ０．１０
１４ 胡桃科 枫杨属 枫杨 １ ０．０５
１５ 漆树科 黄连木属 黄连木 １ ０．０５
１６ 梧桐科 梧桐属 梧桐 １ ０．０５
１７ 山龙眼科 银桦属 银桦 １ ０．０５
合计 １３科 １６属 １７种 ２０３４ １００．００

表２ 古树树龄分级统计表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ｒｅｅａｇｅ

树龄范围
Ａｇｅｒａｎｇｅ

等级
Ｌｅｖｅｌ

株数
ＰｌａｎｔＮｏ．

比例（％）
Ｒａｔｉｏ

１００ａ～２９８ａ 三级 ２０１３ ９８．９７
３００ａ～４２０ａ 二级 ２１ １．０３

等４个生境划分，以风景名胜区分布最多，占总株数
的７２％，其次为远郊野外，占总数的２８％；可见，古
树主要生长在环境优越或人为活动较少的地带（见

图１）。

图１　古树生境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ｈａｂｉｔａ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ｒｅｅｓ

古树主要以群团的形式存在，群团古树总计１
８６７株，占总株数的９１７９％；包括桂花、龙眼、梨树、
桢楠和桂圆林等５个古树群。风景区是古树群的主
要分布地，龙眼作为当地优势果树，是群团分布的主

要构成树种（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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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古树群统计表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ｒｅｅｇｒｏｕｐ

群落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树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株数
ＰｌａｎｔＮｏ．

比例（％）
Ｒａｔｉｏ

１ 桂花 １７ ０．９１
２ 龙眼 ３４６ １８．５３
３ 梨树 ３８ ２．０４
４ 桢楠 ２９０ １５．５３
５ 龙眼 １１７６ ６２．９９

２．３　生长现状
据调查，古树权属有国有、集体和个人３种存在

形式，国有古树主要分布在风景名胜区、单位庭院

等，共１５５６株，占总株数的７６５０％ ；集体古树主要
分布在乡村街道、郊区等，共 ３２８株，占总株数的
１６１３％；少量个人所有古树主要分布在远郊野外，
共１５０株，占总株数的７３７％。现有的古树保护及
养护措施主要有：护栏、支撑、砌树池、刷白等，由于

权责不清、管护经费不足等问题，采取措施的古树只

有１４２株，仅占总数的７０２％。
有些古树因树龄较长或因受自然灾害、人为破

坏、病虫害、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树势衰弱，加之得

不到有效的保护和管理，生长受到一定的影响。长

势正常的古树有 １８９２株，占古树总株数的
９３０２％；长势衰弱的古树有 １４２株，占总株数的
６９８％。生长较差的古树主要表现为部分叶片枯
黄，新梢生长偏弱，枝条有少量枯死，树干局部有轻

伤或坏死。

３　讨论及建议

３．１　建立古树资源数据库
以本次古树调查数据为基础，基于ＡｒｃＧＩＳ地理

信息系统、ＡｕｔｏＣＡＤ绘图软件以及 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等
计算机技术，建立具浏览、查找、监控于一体的古树

资源数据库，为古树的管护提供一个数字化、网络

化、动态化的监测体系平台［６］。依据现实情况对资

源数据进行追踪、更新，以便实时掌握古树资源现

状。

３．２　制定古树保护管理规范
科学的保护管理规范是确保古树健康生长的重

要条件。应根据本地古树资源特点及生存现状联合

制定适合当地古树的管护实施细则，使古树管理工

作进入规范化、制度化、常识化的状态［７］。管理规

范要力求内容涵盖全面，可操作性强，此外，还应培

养一批专业技术人员对古树进行专门管理及维护，

使古树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３．３　加强宣传教育和法制建设
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广泛地宣传古树保护的

意义，普及古树保护的科学知识，让广大群众自觉参

与到保护古树的行动中来［８］。严格按照国家和地

方有关法律法规管理古树，严厉打击破坏古树的违

法行为［９］；尽快出台更为详尽的古树保护实施细

则，确保有法可依、执法有据，做到权责清晰，奖惩分

明，同时对保护古树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应给予

奖励。

参考文献：

［１］　胡坚强，夏有根，梅艳，等．古树名木研究概述［Ｊ］．福建林业科

技，２００４，３１（３）：１５１～１５４．

［２］　郭光智，冯宝春，张英，等．潍坊市古树名木保护现状分析与对

策研究［Ｊ］．山东林业科技，２００７（１）：９９～１００．

［３］　冯育青，陶隽超，陈月琴．苏州市古树名木资源现状及其保护

对策［Ｊ］．江苏林业科技，２００９，３６（１）：２３～２８．

［４］　何小弟，朱惜晨，何静，等．扬州古树名木资源的评价与保护

［Ｊ］．林业科技开发，２００７，２７（２）：１０８～１１１．

［５］　叶广荣，何世庆，陈莹，等．广州市古树名木现状与保护对策

［Ｊ］．热带农业科学，２０１４，３４（３）：８７～９１．

［６］　姜丽丽，蔡平，刘振．苏州市古树名木现状及保护管理建议

［Ｊ］．现代农业科学，２０１１，（１４）：２４７～２４８．

［７］　袁建光，曾亿千，罗军．洞口县古树资源现状及培育保护对策

［Ｊ］．动植物保护，２００８，３５（５）：５１～５５．

［８］　张建民，陈雅娟．承德市古树名木资源现状及保护对策［Ｊ］．林

业建设，２０１０：１５～１７．

［９］　梁宁娟，李境玉．岐山县古树名木的衰败原因及养护对策［Ｊ］．

现代农业科技，２０１４，（５）：２０４～２０５．

４０１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９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