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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结合国内外相关参考文献，介绍甘孜州现有的野生榛属资源种类分布、研究现状、开发利用价值，以期

揭示甘孜州野生榛属资源的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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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of Corylus Ｒesources at High Altitudes in 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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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combined with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a summary description is given of the dis-
tribution，research status and exploitation value of wild Corylus resources in Ganzi，aiming to reveal the
prospects of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genus Cory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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榛为桦木科 ( Betulaceae ) 榛属 ( Corylus L． ) 植

物，是世界重要坚果树种［1 ～ 5］，被列为世界四大坚果

之一，其果仁营养丰富，含脂肪、淀粉、多种维生素和

微量元素［6，7］，种子含油率高达 60%［8 ～ 9］，口感脆

香，也是糖果、糕点等的重要辅料，有相关研究表明

榛子具有药用价值，健脑抗癌作用优于核桃［10］，是

健身益寿的佳品。由于长期以来得到人们的青睐，

榛子供不应求。同时，榛子是速生树种，材质坚韧，

亦是优良的用材树种和干果树种［11］，市场前景好，

受到群众广泛欢迎，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和社会、生
态效益［10 ～ 13］。

川西高海拔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长江流

域上游，地势高亢，地域辽阔，气候多样，植物区系非

常丰富，是研究横断山脉地区生物资源及其多样性

极其重要的、关键的地区之一［14 ～ 16］。但该地区地处

偏远，气候条件恶劣，受客观条件的制约，经济发展

缓慢，农民经济收入来源较少; 同时该地区也是少数

民族聚居区，文化教育水平落后，民众对生态环境与

自身的生存、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认识较浅，更是缺

乏本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对整个长江流域的积极

作用。因此，探索区域内重要经济植物的引种开发

与应用研究，对带动农民致富增收、保护区域环境、
维护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

大意义。
作为高海拔地区优良的乡土树种，榛树资源在

本区域内分布广泛，但尚处于野生状态，是当地百姓

重要的薪炭材原料。现有的文献主要对榛树资源的

地理分布、分种检索等有所著述［17 ～ 18］，对其开发利

用研究较少，这使得区域内榛属植物野生资源没有

得到有效开发利用。

1 种类及区域分布

我国是榛树植物的原产地之一，在东北地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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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榛树植物化石表明，榛树在我国已有 1． 5 亿年的

历史。根据中国植物分类，榛属植物约 20 种，中国

原产有 7 种 3 变种，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西北及

西南等地［1 ～ 5］。四川省有 5 种 2 变种［16］，主要分布

于阿坝州、凉山州、甘孜州等地，甘孜州有 3 种 2 变

种，种包括刺榛 ( Corylus ferox) 、滇榛 ( Corylus yun-
nanensis) 和华榛 ( Corylus chinensis) ，变种包括藏刺

榛( Corylus ferox var． thibetica) 、川榛( Corylus hetero-
phylla var． sutchuenensis) ［17］，多分布在海拔1 300 m
～3 000 m 的林内、灌丛及河沟边。据不完全统计，

甘孜州现有榛属植物资源主要分布在康定县、泸定

县和九龙县等地区，分布面积约 170 km2。
榛属各植物在甘孜州具体分布及生境如下:

( 1) 刺榛 ( Corylus ferox Wall． ) ，落叶乔木或小

乔木，分布泸定县磨西镇、新兴乡，康定县姑咱镇、孔
玉乡，九龙县洪坝沟等地海拔2 000 m ～ 2 500 m 的

沟边灌木林地或混交林中;

( 2) 藏刺榛( Corylus tibetica Batal． ) ，落叶乔木，

分布在泸定县磨西镇、康定县等地海拔2 200 m ～
2 600 m 的林内、灌丛中或河沟边中;

( 3) 滇榛 ( Corylus yunnanensis A． Camus) ，落叶

灌木或小乔木，分布在泸定县田坝乡、海螺沟、雨洒

坪、二郎山，康定县姑咱镇羊厂沟、孔玉乡、炉城镇跑

马山，九龙县踏卡河、九龙河、县城附近等地海拔

1 600 m ～3 000 m 的山坡、沟谷边、灌丛中;

( 4) 华榛( Corylus chinensis Franch) ，落叶乔木，

主要分布在康定县姑咱镇羊厂沟等地海拔2 000 m
～2 100 m 的沟边灌丛中;

( 5) 川榛 ( Corylus heterophylla var． sutchuenensis
Franch) ，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分布在泸定县得妥乡

大渡河等地海拔1 300 m ～2 500 m 的灌丛中或河沟

边中。
目前，甘孜州榛树资源基本处于野生状态，刺

榛、藏刺榛、华榛主要被当做薪炭材使用。而滇榛、
川榛，病虫害较为严重，果实小、不均匀，尽管有零星

采集，但其涩味较重，其价值尚未开发出来。

2 研究现状

作为重要的坚果树种，榛子树种适应性强，在国

内外分布广泛。榛子，特别是欧榛，因其优良坚果特

性和应用价值而闻名，国外许多国家十分重视其育

种研究［19，20］，已选育出上百个栽培品种及其杂交

种［21，22］，如西班牙等国榛子育种专家选育出抗寒、
高产、经济性好的品种［23］，美国、土耳其等国榛子育

种科学家选育出高脂肪、高蛋白含量的品种，土耳其

等国对榛子的重视研究使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榛子

商品是产自于土耳其［24，25］。目前，世界上榛子相关

研究主要集中于新品种的培育、自交不亲和基因与

抗枯萎病基因的分离，以及通过分子标记技术构建

遗传图谱、研究群体遗传多样性、遗传结构、群体历

史演化等。
我国对榛子的研究起步较晚，从 20 世纪 60 年

代初开始，有关科研单位和院校才开展榛树野生资

源和自然类型的调查研究［22，26］，此后国内很多学者

先后对榛子的引种开发、培育及品质特性等进行了

相关的研究和探讨，20 世纪 70 年代，辽宁省经济林

研究所在大连开展了欧洲榛引种及选种的研究、平
榛选优研究，并于 1980 年开展了平榛与欧洲榛的种

间杂交育种研究，并陆续选育出平欧种间杂交优系，

兼有欧榛果大、丰产与壳薄与平榛抗寒、耐旱、适应

性强等特点，目前平欧杂交榛子在东北地区广泛栽

植。同时，在国内，也有研究者利用 ＲAPD、SSＲ 等

技术研究榛子群体遗传多样性、群体种间亲属关系

等，如王艳梅 等 通 过 SSＲ 分 子 标 记，对 榛 属 7 个

( 变) 种及平榛 14 个野生居群的种间亲缘关系及居

群遗传多样性进行了分析。李修平等利用 54 对欧

榛 SSＲ 引物，对榛属 12 个种、平欧杂交榛共 64 份榛

属资源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及亲缘关系分析。但这些

研究主要集中在北方［27 ～ 29］，而对西南地区榛属植物

资源的研究较少，现有的文献主要对榛子的地理分

布、分种检索等有所著述，对其育种繁殖等相关的研

究较少［18，29，30］。
自 18 世纪末始，不少有关的专家和学者先后到

甘孜州进行植物学考察研究。但对榛属植物资源的

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末，也主要是对州内野生榛属植

物资源的种类及分布等有所调查研究，基本摸清了

州内野生榛属植物的种类、生境及分布区域，对榛属

植物野生资源的驯化、选育、引种繁育等研究仍是空

白［17］。

3 开发利用前景意义

榛子坚果营养丰富，榛树是优良的用材树种，榛

叶营养成分丰富，可做动物饲料［31］，具有较高的综

合开发利用价值，市场前景良好，是广大山区脱贫致

富、繁荣经济的重要树种资源［32］，有效开发利用榛

树资源对于增加甘孜州农户收入、促进区域经济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榛树对生长地的适应性强，

耐瘠薄，抗寒，根系强大，尤其是根系中地下茎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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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生长而形成的密集的网状根系，在固土保水、防沙

治沙方面可发挥重要的生态效益［33，34］。
3． 1 资源开发利用

目前，甘孜州乃至四川省尚未选育出榛子良种，

限制了榛子的推广利用，因此目前对于本地区榛子

资源开发，最重要的是本地适生优良品种的选育。
以下几点是亟需开展的工作，一是在深入进行种质

资源调查的基础上，特别是果实性状与抗病虫害性

状调查，进行选育驯化，二是引进欧榛良种资源与本

地榛树进行杂交育种，以培育果实与抗性性状更佳

的栽培品种，三是在良种选育基础上，有效进行栽培

管理技术的研究。
3． 2 突出区域特色进行绿色食品开发

发展绿色食品应与加强生态农业的建设相结

合，将农民致富的愿望、社会对生态的要求和政府实

现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统一起来。充分利用野生榛

树资源丰富这一特色，开发绿色系列产品，打好资源

优势和区域优势这张牌。在绿色食品开拓和市场培

育上，一要以绿色优质产品展销活动等形式加强绿

色食品的宣传。二要抓绿色食品物流配送环节。设

立绿色产品综合配送中心，铸造整体品牌形象，扩大

绿色食品的市场占有份额。
3． 3 加强培育龙头企业

以国家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出台的优惠政策为依

托，吸引大中型食品加工企业和商贸企业参与产品

的开发和经营。充分利用政府职能，搭建好企业、农
民与科研院校等单位的合作平台，推进科技协作，提

升生产水平，通过技术研究和加大投入等措施，壮大

企业的经营能力，进一步提高企业高精深加工水平，

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充分发挥龙

头企业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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