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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安宁河中上游河谷平原区古树资源特征，并对其进行评价，提供古树保护决策依据。共调查古树
８２６株，分属５科２１属２２种。结果表明：该区主要古树包括黄连木（Ｐｉｓｔａｃ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侧柏（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ｉｓ）、黄桷树（Ｆｉｃｕｓｖｉｒｅｎｓｖａｒ．ｓｕｂ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皂荚（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麻栎（Ｑｕｅｒｃｕｓ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和朴树（Ｃｅｌｔｉ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６种（ｎ＞５０），其中朴树古树种群健康状况最好，黄桷树、皂荚和麻栎次之，黄连木和侧柏最差，这６个树种同时也
是该区优良的乡土树种；树高、胸围、冠幅两两相关系数最高的是黄连木，具体拟合树体特征回归曲线的条件，朴树

树体特征相关性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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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树是指有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是气候、地质
等环境变化与人类历史活动的见证者，具有珍贵和

优良的物种基因，也是风景名胜区重要的风景资

源［１］。具有重要科研、历史和文化价值，历来受到

重视和保护［２］。其较长的生长年限为研究林木自

然分布规律、环境胁迫响应、生理过程特征、遗传多

样性等提供了基础材料。

安宁河中上游区域海拔在 １５００ｍ以上，地形
以中山为主，山间河谷平坝是四川省第二大河谷平

原。西部牦牛山自北向南延伸，构成安宁河流域与

雅砻江流域的分水岭，东侧属螺髻山山脉。流域水

热资源丰富，禀赋的自然资源条件蕴育了丰富的森

林资源，保存有大量古树资源［３］。

目前关于安宁河中上游区域古树资源的研究鲜

见报道［４～９］。本文拟通过调查研究该区古树资源现

状，为古树的调查、评估、保护提供基础数据和科学

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安宁河河谷主要沿南北向冕宁—德昌深大断裂

发育，是一典型的地堑谷，流域东部有小相岭、螺髻

山、龙帚山，西部有磨盘山、牦牛山，走向大致平行，

形成很宽的槽形谷地，经长期侵蚀堆积，形成宽阔的

阶地与河滩。安宁河虽位于高山峡谷区，但河道特

征及河谷形态却有别于雅砻江干流及其他支流，其

切割较浅、河谷宽阔。安宁河上段，地面岩层主要是

侏罗系和白垩系软层，又处在断裂带内，常常发生地

震，新构造运动强烈，岩体破坏很不稳定。研究区位

于安宁河流域中上游（东经１０１°４６′～１０２°２５′，北纬
２７°３２′～２８°１０′）。全境海拔在 １５００ｍ以上，地形
以中山为主，属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区，森林资源丰

富，２０１７年森林覆盖率为４８７４％，现存古树数量较
多。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调查方法
首先通过查阅历史资料、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

古树大致分布区域及数量，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调查

工作方案，培训考核调查队员，统一调查标准。调查

工具主要包括手持差分ＧＰＳ、罗盘仪、花杆、测绳、围

尺、相机等。调查因子包括树种、坐标、树高、胸围、

冠幅、生长状况以及立地条件等。

２．２　数据处理
数据录入及汇总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Ｏｆｆｉｃｅ专业增强

版２０１６中的 Ｅｘｃｅｌ工具，数据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
软件，基础图层通过 ＢＩＧＥＭＡＰ地图下载器获取，图
件制作采用 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ｐｐｅｒｖ１４．１和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软
件完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古树资源特征
本研究调查的８２６个样本主要分布在安宁河中

上游的河谷平原（见图１），由表１可见，隶属１５科
２１属２２种，其中豆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３属３种，壳斗
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３属３种，桑科（Ｍｏｒａｃｅａｅ）３属３种，
木犀科（Ｏｌｅａｃｅａｅ）两属两种，漆树科（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
ａｅ）１属两种，其余均只有１科１属１种。针叶树有
３科３属３种共２０６株，阔叶树１２科１８属１９种共
６２０株。黄连木（Ｐｉｓｔａｃ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侧柏（Ｐｌａｔｙｃｌａ
ｄｕ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和黄桷树（Ｆｉｃｕｓｖｉｒｅｎｓｖａｒ．ｓｕｂｌａｎｃｅｏｌａ
ｔａ）株数之和占到古树总数的６３．２０％，其中黄连木
数量最多，有２０７株。高山榕（Ｆｉｃｕｓ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构树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海棠（Ｍａｌｕｓｓｐ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ｓ）、罗
汉松（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数量最少，分别只有
１株。说明研究区内古树各个树种之间数量差异明
显，黄连木、侧柏和黄桷树古树样本都大于１００株。

图１　古树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ｒｅ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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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古树资源统计表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ｏｌｄｔｒｅ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科 属 种 数量 占比／％
漆树科 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 黄连木属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黄连木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０７ ２５．０６
柏科 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 侧柏属 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 侧柏 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２００ ２４．２１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榕属 Ｆｉｃｕｓ 黄桷树 Ｆｉｃｕｓｖｉｒｅｎｓｖａｒ．ｓｕｂ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１１５ １３．９２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皂荚属 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 皂荚 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７７ ９．３２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栎属 Ｑｕｅｒｃｕｓ 麻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５６ ６．７８
榆科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朴属 Ｃｅｌｔｉｓ 朴树 Ｃｅｌｔｉ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５１ ６．１７
漆树科 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 黄连木属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清香木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ｗｅｉｎｍａｎｎｉｆｏｌｉａ ２１ ２．５４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青冈属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ｇｌａｕｃａ １５ １．８２
槭树科 Ａｃｅｒａｃｅａｅ 槭属 Ａｃｅｒ 三角槭 Ａｃｅｒｂｕｅｒｇｅｒｉａｎｕｍ １３ １．５７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锥属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苦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ｓｃｌ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１１ １．３３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槐属 Ｓｏｐｈｏｒａ 国槐 Ｓｏｐｈｏ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１０ １．２１
无患子科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无患子属 Ｓａｐｉｎｄｕｓ 无患子 Ｓａｐｉｎｄｕｓｍｕｋｏｒｏｓｓｉ １０ １．２１
千屈菜科 Ｌｙｔｈｒａｃｅａｅ 紫薇属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紫薇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ｉｎｄｉｃａ ９ １．０９
木犀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木犀属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桂花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８ ０．９７
木犀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女贞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女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ｌｕｃｉｄｕｍ ６ ０．７３
松科 Ｐｉｎａｃｅａｅ 油杉属 Ｋｅｔｅｌｅｅｒｉａ 云南油杉 Ｋｅｔｅｌｅｅｒｉａｅｖｅｌｙｎｉａｎａ ５ ０．６１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乌桕属 Ｓａｐｉｕｍ 乌桕 Ｓａｐｉｕｍｓｅｂｉｆｅｒｕｍ ４ ０．４８
山茶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山茶属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 ０．２４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合欢属 Ａｌｂｉｚｉａ 合欢 Ａｌｂｉｚｉａ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 ２ ０．２４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榕属 Ｆｉｃｕｓ 高山榕 Ｆｉｃｕｓ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１ ０．１２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构属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构树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 １ ０．１２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苹果属 Ｍａｌｕｓ 海棠 Ｍａｌｕｓｓｐ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ｓ １ ０．１２
罗汉松科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 罗汉松属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罗汉松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１ ０．１２

３．２　主要树种树体特征
将样本数大于５０株的树种树体特征进行描述

统计，包括黄连木、侧柏、黄桷树、皂荚、麻栎和朴树

６个树种。有表２可见，统计样本中黄桷树树高、胸
围、冠幅都最大，分别达到 ３００ｍ、１０００．０ｃｍ和
３５０ｍ，黄连木树高最小为５５ｍ，侧柏胸围最小为

７００ｃｍ，黄连木和侧柏冠幅最小为３０ｍ。从均值
来看，朴树树高均值最大（１７８ｍ），黄桷树胸围和
冠幅的均值最大（４４６７ｃｍ、１５２ｍ）。符合正态分
布的数据有黄连木、侧柏的树高，黄桷树的胸围和冠

幅，皂荚、麻栎的树高和冠幅，朴树的全部树体特征

数据。

表２ 主要树种树体特征描述统计分析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ａｉｎｔ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ｅｓ

树种 样本数 树体特征 均值 众数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偏度 峰度 正态分布

黄连木 ２０７ 树高 １２．１ １１．０ ３．４ ５．５ ２４．５ ０．７ ０．８ Ｙｅｓ
胸围 ２３８．６ ２１０．０ ９０．８ １００．０ ６９１．０ １．３ ２．５ Ｎｏ
冠幅 ８．１ ５．０ ３．５ ３．０ ２０．０ １．１ １．１ Ｎｏ

侧柏 ２００ 树高 １４．１ １４．０ ３．０ ８．０ ２４．０ ０．８ ０．９ Ｙｅｓ
胸围 １８１．０ １４０．０ ８６．０ ７０．０ ８８０．０ ４．１ ２５．１ Ｎｏ
冠幅 ６．０ ５．０ ５．０ ３．０ ２１．０ １１．０ １４２．２ Ｎｏ

黄桷树 １１５ 树高 １５．１ １４．０ ３．７ ７．０ ３０．０ ０．５ ２．１ Ｎｏ
胸围 ４４６．７ ４１０．０ １８４．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６ ０．１ Ｙｅｓ
冠幅 １５．２ ９．０ ５．７ ５．０ ３５．０ ０．６ ０．３ Ｙｅｓ

皂荚 ７７ 树高 １３．０ １２．０ ３．０ ６．０ １９．０ ０．０ －０．４ Ｙｅｓ
胸围 ２７０．６ ２８３．０ ８５．５ １３０．０ ５６５．０ ０．８ １．１ Ｎｏ
冠幅 ９．９ ９．０ ３．１ ４．０ １７．０ ０．３ －０．３ Ｙｅｓ

麻栎 ５６ 树高 １３．９ １３．０ ３．８ ７．０ ２３．０ ０．４ －０．６ Ｙｅｓ
胸围 ２４４．８ ２１０．０ ８９．６ ９６．０ ５９５．０ １．５ ４．０ Ｎｏ
冠幅 １０．４ ６．０ ４．２ ５．０ ２０．０ ０．９ －０．２ Ｙｅｓ

朴树 ５１ 树高 １７．８ １７．０ ４．３ １０．０ ２７．０ ０．３ －０．７ Ｙｅｓ
胸围 ２６９．４ ２８０．０ ６３．６ １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０．２ －０．４ Ｙｅｓ
冠幅 １０．９ １１．０ ３．５ ５．０ １９．０ ０．２ －０．４ Ｙ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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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树体特征相关性分析
因部分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故分树种对树高、

胸围、冠幅进行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结果见表３。在
置信度为０．０１时，皂荚除树高与冠幅显著相关外，
其余相关性不显著；朴树树高、胸围、冠幅相关性都

不显著。相关系数大于０５的有黄连木树高 －胸

围、树高－冠幅、胸围－冠幅，黄桷树胸围－冠幅，皂
荚的树高－冠幅，麻栎的树高 －冠幅、胸围 －冠幅；
黄连木树高与冠幅相关系数最大０６１７，胸围与冠
幅相关系数次之，为０６１２；柏木树高与冠幅相关系
数最小０１９８。

表３ 树体特征相关性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ｒｅｅｆｅａｔｕｒｅ

树种

项目

黄连木 柏木 黄桷树

树高 胸围 冠幅 树高 胸围 冠幅 树高 胸围 冠幅

树高 １ １ １
胸围 ０．５４７ １ ０．４３３ １ ０．２６３ １
冠幅 ０．６１７ ０．６１２ １ ０．１９８ ０．３８８ １ ０．２９２ ０．５０１ １
树种

项目

皂荚 麻栎 朴树

树高 胸围 冠幅 树高 胸围 冠幅 树高 胸围 冠幅

树高 １ １ １
胸围 ０．００８ １ ０．３８１ １ ０．１８２ １
冠幅 ０．５０９ ０．１６３ １ ０．５８４ ０．５１２ １ ０．２０９ ０．２３ １

．在置信度为０．０１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４　讨论

４．１　安宁河中上游古树资源现状
本研究中安宁河中上游河谷平原面积约 ９２５

ｋｍ２，古树分布密度达到０８９株·ｋｍ－２，在我省攀
西地区横向比较算密度较高的区域。安宁河谷水热

资源丰富，非常适合林木生长，加之该区域长期以来

开发程度相对落后，当地居民对古树有自发的保护

意识，使得大量古树得以存留至今。由图１可见，古
树散点分布图大致可以看出，河谷平原中部密度较

低，而河谷平原边缘与山地过渡区密度较高。山地

人为干扰少，小环境更适合林木生长是造成这一分

布特征的主要原因。

从古树科分类来看，漆树科、柏科和桑科古树数

量居前三，分别为２２８株、２００株和１１７株；从种分
类来看，黄连木、侧柏和黄桷树数量居前三，分别为

２０７株、２００株和１１５株；即科分类株数差异显著是
由种分类株数差异导致的。株数大于５０株的有黄
连木、侧柏、黄桷树、皂荚、麻栎和朴树，其中侧柏在

宗教、四旁绿化等方面有悠久的历史，研究区保存大

量的侧柏古树可能与历来的人为保护有关［１０］；黄桷

树通常具有较大的冠幅，广泛应用在园林绿化中，大

树移植也不乏少数［１１］，研究区保存大量的黄桷树也

与人为因素关系密切；黄连木、皂荚、麻栎和朴树主

要是自然分布，特别是黄连木和麻栎在研究区原始

林木也有广泛分布［１２］，说明较大的基数是这些树种

保存数量较大的主要原因。

４．２　树体特征影响因子及程度
古树树高、胸围、冠幅最大值均出现在黄桷树样

本中，这与黄桷树较快的生长速度和较好的生长环

境关系密切；最小树高和最小胸围分别出现在黄连

木和侧柏样本中，这两个树种样本中也出现了最小

冠幅，这可能是因为人为干扰和生长环境较差导致

了黄连木的最小树高、冠幅，侧柏缓慢的生长特性导

致了最小胸围、冠幅的出现；因为朴树干形较直、分

叉少、高生长量大，导致其平均树高最大，黄桷树较

快的生长速度和宽冠幅树形导致其胸围、冠幅均值

最大。

健康种群个体特征值在统计学上应符合正态分

布［１３］，即大量样本的某一特征值集中分布在某一区

间，少量样本存在极小、极大值。由于古树生长时间

长、分布区域受人为干扰以及环境因素影响，其树体

特征值可能就不再符合正态分布［１４］；即外界因素对

古树的影响导致树体特征值不再符合正态分布。将

本研究中样本数大于５０的树种进行正态分布检验，
树高、胸围、冠幅中有１项符合正态分布的人为受干
扰程度为强，有两项符合正态分布为中，有３项符合
正态分布为弱；即黄连木、侧柏受干扰程度为强，黄

桷树、皂荚和麻栎受干扰程度为中，朴树受干扰程度

为弱。

４．３　不同树体特征的相互关系
随着树木的生长树高、胸围、冠幅等树体特征值

７３４期 张孝辉，等：安宁河中上游河谷平原古树资源特征研究 　　



也相应增加，即这些树体特征之间存在正相关关

系［１５］。对本研究中的黄连木、侧柏、黄桷树、皂荚、

麻栎和朴树６个树种的树体特征值进行两两相关分
析。结果表明，有黄连木、柏木、黄桷树和麻栎４个
树种的树体特征值两两之间都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说明这４个树种某一树体特征值的变化对另外两个
特征值的影响显著，特别是黄连木相关系数都大于

０．５，具备拟合树高、胸径、冠幅回归曲线的条件，可
以为古树调查、评估、保护提供决策依据［１６］。皂荚、

朴树树体特征值两两相关关系不显著，可能是因为

样本数量不足和异常值太多造成的，后期研究可以

通过扩展研究区域、增加样本量、剔除异常值等手段

进行校正。

５　结论

安宁河中上游河谷平原区古树资源丰富，科、

属、种统计数量差异明显，主要集中在黄连木、侧柏、

黄桷树、皂荚、麻栎和朴树６科６属６种，是经历史
检验的乡土树种，对当地自然环境条件具有很强的

适应性，可在工程造林、园林绿化、生态修复中对这

６个树种进行推广应用。根据外界干扰对树体特征
值的影响程度，可以评价古树的健康状况，及时制定

相应的保护方案；研究区内朴树古树种群健康状况

良好，黄桷树、皂荚、麻栎次之，侧柏最差。后续研究

可以通过增加样本数量、剔除异常值的手段，拟合不

同树种古树树体特征值曲线，用以甄别古树个体健

康状况，为保护决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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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ｐｅａｎ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９，６５（２）．

［１５］　唐效蓉，曾令文，彭亚雄，等．马尾松针叶性状变异及其与树

体生长和木材材性相关性［Ｊ］．湖南林业科技，２０１８，４５（０４）：

１７～２１．

［１６］　杨家军，张艳丽．基于回归模型的广安区古树名木资源特征

研究［Ｊ］．西部林业科学，２０１８，４７（０６）：５０～５６．

８３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４０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