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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峰后河珙桐种群资源分布及迁地保护

吴锦华　望雄英　宿　洋　张广欣　汪　磊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　湖北宜昌　443000

摘　要：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湖北省五峰县西南部，属森林生态类型自然保护区。于 1988年 2月经
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建省级自然保护区，2000年 4月经国务院批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本文对珙桐资源的分布状况、
国内外引种栽培情况作了简单的介绍，对珙桐濒危原因、迁地保护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简单分析，对迁地保护技术和

方法进行了简要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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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ufeng Hou River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is located southwest of Wufeng County, Hubei Province. It is a nature 
reserve of forest ecological type. In February 1988, Hubei Provincial People’s Government approv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provincial nature reserve, and in April 2000, The State Council approv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distribution of davidia involucrate resources and the introdu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Davidia 
involucrate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is paper, the endangered reaso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x-situ conservation are 
briefly analyzed, and the ex-situ conservation techniques and methods are briefly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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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珙桐 Davidia involucrata Baillon 系我国特有的珙桐

科单型属植物。起源古老，为第Ⅲ纪古热带植物区系的

孑遗种，是著名的“活化石”植物。珙桐在研究古植物

区系和系统发育以及古地理环境等方面有重要的科学价

值。由于珙桐分布范围日益缩小，以小种群居多，成星

散状分布，已濒临灭绝的边缘，被列为中国一级保护物

种。

一、珙桐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

植物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是植物种群生物学特性对

环境生长适应和选择的结果，通常反映着一定环境因子

对个体行为、生长和生存的影响。珙桐的种群分布格局

整体上呈集群分布，从幼苗到大树，其集群程度减弱。

珙桐种群结构和分布格局可能受其繁殖特性影响。珙桐

在群落中一般位于乔木第一亚层，与曼木周构成混交林，

结构稳定，种群资源丰富。

二、五峰后河珙桐资源分布状况

目前珙桐只天然分布于我国湖南的西北部、湖北

的西部、四川盆地边缘地区、贵州的北部及云南的横

断山脉等地分布范围位于 23° 25′—33° 38′ N、

99° 0′—111° 18′ E 大都呈星散状态。

五峰后河自然保护区位于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境

内，总面积约 100 平方公里，30° 03′—30° 08′ N、

110° 03′—110° 35′ E，海拔高差接近 1000m，地势

复杂，呈中间低、四周高，峰峦叠翠、地质以石灰岩为

主，分布广泛，间有板页岩和板页砂岩，土壤以黄棕壤

为主，气候属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 13.1℃，年无霜

期约 250 天，年平均降水量 1440mm。五峰后河自然保

护区内的珙桐主要分布在香党坪、杨家河、羊子溪等地，

平均海坡在 1100m—1450m 之间的山地，沿沟谷两侧分

布，呈片状。

三、珙桐群落特点的研究

3.1. 珙桐群落物种组成特点。

①物种组成较丰富。各地珙桐群落的组成特征基本

相似。从湖北、甘肃、贵州以及四川地区珙桐群落来看 ,

乔木层种类有 30~46 种。灌木层不发达，不仅数量少、

稀疏，而且盖度仅在 20%~40% 之间；草本层相当发达，

总盖度在 60%~80% 之间。珙桐群落的种子植物科的组

成在 44~69 个科之间，属的组成变化较大，介于 56~128

个属之间，种的组成为 70~115 种之间。

②珙桐群落的古老性和残遗性。珙桐林内物种组成

不仅较丰富，而且含有较多的古老、特有和稀有成分。

在四川珙桐群落中约有 40% 的属是第三纪古热带区系的

残遗或后裔，且这些属的种类在该群落中是主要成分。

甘肃珙桐群落中古老、特有成分也在群落中起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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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如珙桐属（Davidia）、石栎属（Lithocartpus）、栎

属（Quercus）、槭属（Dipteronia）等属植物为白垩纪

及第三纪植物区系的后裔和残遗。

3.2 珙桐群落的区系特征

珙桐是东亚植物区系中国—日本植物亚区华中区系

的代表物种，主要分布于中国西部长江流域一带湿润亚

热带山地，多呈间断性的零星和小块状分布。以吴征镒

对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划分原则为依据，对各

地区的珙桐群落中属的区系分布进行统计，可以发现，

珙桐群落中植物区系组成以东亚分布和北温带分布类型

占优势，东亚分布类型主要位于灌木层和草本层，北温

带分布类型主要位于乔木层和草本层，其次是亚热带分

布，主要位于灌木层。从整个珙桐群落中总体区系成分

来看，珙桐群落物种组成的地理成分以温带成分和热带

成分为主，其中温带成分所占比例大于热带成分，其种

类组成都具有亚热带向温带过渡的特征。

四、珙桐濒危的原因

4.1 分布范围狭窄

珙桐天然分布在我国湘、鄂、川、渝、云、贵、陕、

甘八个省市，分布范围不连续，范围狭窄，资源量少。

且珙桐对生存环境要求高，需要湿润温凉的气候环

境，潮湿多雨，夏凉冬温，土壤肥力深厚的环境才适合

生长。

4.2 自身特点导致繁殖困难

珙桐的种子后熟休眠期特别漫长，自然状态下损耗

非常大，萌发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种子发芽率低。珙桐

的种子发芽后也很难成苗，对光照条件要求苛刻。用种

子发芽需要 15-18 年才能够开花结实，20-25 年才能够

进入盛果期，早期落果现象非常严重，落地后容易受到

虫兽鼠害或者发霉，失去发芽力。

4.3 人为导致的环境破坏影响繁殖

珙桐是享誉世界的观赏植物，也是价值很高的用材

树种。几十年来，由于对珍稀动植物的保护意识比较淡

薄，在进行基础建设的时候，对野生植物进行砍伐和移

植比较多。珙桐对生存环境非常敏感，生存环境的变化

对珙桐的自然更新造成很大的阻碍。加上早些年当地群

众对珙桐未成熟果实的采摘和树枝的砍伐使得珙桐的生

存环境更加窘迫。

五、珙桐的迁地保护

5.1 迁地保护现状

迁地保护不仅可使不同的居群放置到一起保护，降

低保护费用，而且还可以创造适宜条件，建立新的人工

居群，另外也很方便进行系统学、分类学和育种学研究。

由于琪桐的遗传变异有相当一部分存在居群之间，迁地

保护时尽可能从足够多的居群中取足够多的样本，以尽

可能完整地保存琪桐在其原产地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

构。

我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才开始对珙桐进行系统的研

究与保护，早期的保护手段主要是栽培引种，后来逐渐

扩大到种群分布、变迁、群落生态学、繁育、遗传多样

性和保护政策等方面。我国引种栽培的省市已达 13 个 :

云南、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江苏、河南、

陕西、北京、山东。从 1988 年开始己建立三块迁地保

存试验林，即河南鸡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里家寨试

验区 (4hm2)，湖北省五峰后河林场（13.3hm2），浙江省

临安西天目山临安林业科学研究所（1.5hm2），成活率

达 80% 以上，生长良好。

表 1：五峰后河珙桐 1100 米单株苗木监测数据表

调查单位：生态工程中心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

序号

胸径 (cm) 树高 (m) 冠幅 (m)

首期 1 2 3 4 首期 1 2 3 4 首期 1 2 3 4

1 2.7 2.7 2.8 2.82 2.84 2.1 2.14 2.25 2.29 2.31 1.1 1.21 1.3 1.34 1.36

2 4.4 4.4 4.51 4.51 4.6 3.1 3.32 3.36 3.38 3.44 1.3 1.32 1.36 1.36 1.38

3 4.2 4.2 4.45 4.67 4.8 2.5 2.55 2.62 2.71 2.82 1.2 1.22 1.24 1.26 1.26

4 4.9 4.9 5.0 5.0 5.2 3.2 3.25 3.4 3.55 3.65 1.5 1.5 1.59 1.59 1.6

5 3.8 3.8 3.9 4.0 4.0 3.2 3.3 3.35 3.75 3.75 1.6 1.6 1.7 1.7 1.7

6 3.9 3.9 3.9 4.1 4.1 2.6 2.6 2.71 2.71 2.73 1.2 1.2 1.2 1.21 1.25

7 4.7 4.7 4.7 4.72 4.72 3.4 3.5 3.65 3.8 3.8 1.7 1.7 1.7 1.82 1.85

8 3.4 3.4 3.5 3.5 3.52 3.0 3.1 3.4 3.4 3.45 1.1 1.17 1.22 1.22 1.28

9 5.5 5.5 5.57 5.6 5.6 3.6 3.8 4.1 4.1 4.21 1.8 1.8 2.1 2.1 2.14

10 4.9 4.9 4.9 4.9 5.1 2.7 2.7 2.8 2.95 3.12 1.9 1.9 2.0 2.0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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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8 4.8 4.8 4.8 4.85 2.7 2.86 2.95 2.95 3.08 1.6 1.6 1.72 1.72 1.72

12 5.0 5.0 5.2 5.2 5.24 2.7 2.7 2.8 2.8 2.8 1.4 1.4 1.4 1.43 1.43

表 2：五峰后河珙桐 600 米单株苗木监测数据表

调查单位：生态工程中心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

序号
胸径 (cm) 树高 (m) 冠幅 (m)

首期 1 2 3 4 首期 1 2 3 4 首期 1 2 3 4

1 3.7 3.7 3.85 3.85 3.9 3.0 3.1 3.2 3.2 3.31 1.2 1.2 1.2 1.2 1.2

2 5.0 5.0 5.1 5.1 5.2 3.7 3.8 3.9 3.95 3.98 1.9 1.9 1.9 2.0 2.0

3 3.1 3.1 3.1 3.2 3.2 2.6 2.6 2.75 2.75 2.79 1.4 1.4 1.4 1.4 1.45

4 5.1 5.1 5.2 5.2 5.3 3.3 3.3 3.5 3.5 3.65 1.4 1.4 1.4 1.6 1.6

5 5.2 5.2 5.3 5.3 5.3 3.4 3.6 3.7 3.7 3.78 1.5 1.5 1.5 1.5 1.54

6 4.3 4.3 4.5 4.5 4.5 3.2 3.4 3.5 3.5 3.65 1.5 1.5 1.5 1.5 1.57

7 4.4 4.4 4.5 4.5 4.5 3.6 3.65 3.7 3.72 3.74 1.7 1.7 1.7 1.7 1.74

8 4.4 4.5 4.5 4.5 4.7 3.8 4.0 4.4 4.4 4.49 1.4 1.4 1.4 1.6 1.6

9 3.4 3.4 3.5 3.5 3.5 3.1 3.2 3.4 3.4 3.7 1.7 1.7 1.7 1.7 1.76

10 3.4 3.4 3.5 3.5 3.5 3.2 3.4 3.55 3.7 3.7 1.4 1.4 1.42 1.45 1.45

11 3.7 3.7 3.9 3.9 3.9 3.2 3.3 3.45 3.5 3.58 1.3 1.3 1.3 1.3 1.32

12 3.7 3.7 3.8 3.8 3.8 2.4 2.55 2.65 2.65 2.72 1.2 1.2 1.2 1.25 1.25

表 3：五峰后河珙桐 100 米单株苗木监测数据表

调查单位：生态工程中心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

序号
胸径 (cm) 树高 (m) 冠幅 (m)

首期 1 2 3 4 首期 1 2 3 4 首期 1 2 3 4

1 3.8 3.8 3.8 3.8 3.9 3.2 3.3 3.35 3.45 3.6 1.3 1.3 1.45 1.45 1.45

2 4.8 4.8 5.0 5.0 5.0 3.4 3.44 3.5 3.55 3.65 1.4 1.45 1.53 1.55 1.55

3 3.9 3.9 3.9 3.9 4.2 2.7 2.8 2.8 2.8 3.0 1.5 1.5 1.55 1.55 1.55

4 4.2 4.2 4.2 4.2 4.3 2.8 3.0 3.0 3.0 3.35 1.4 1.4 1.45 1.45 1.55

5 4.6 4.6 4.6 4.8 4.8 3.1 3.4 3.4 3.7 3.7 1.3 1.3 1.3 1.35 1.44

6 4.1 4.1 4.1 4.3 4.3 3.2 3.4 3.6 3.6 3.65 1.2 1.2 1.2 1.3 1.3

7 4.0 4.0 4.0 4.2 4.2 3.5 3.7 3.7 3.75 3.85 1.4 1.4 1.4 1.5 1.5

8 4.6 4.6 4.6 4.6 4.6 3.5 3.5 3.8 3.8 3.85 1.2 1.2 1.2 1.25 1.3

9 3.8 3.8 3.8 3.8 4.0 3.2 3.4 3.4 3.6 3.7 1.6 1.6 1.65 1.65 1.71

10 3.7 3.7 3.7 3.7 3.8 3.1 3.4 3.55 3.7 3.7 1.3 1.4 1.45 1.45 1.45

11 4.0 4.4 4.0 4.1 4.1 3.5 3.7 3.85 3.85 3.9 1.5 1.5 1.5 1.55 1.6

12 4.1 4.1 4.1 4.2 4.3 3.2 3.4 3.4 3.5 3.5 1.4 1.4 1.4 1.45 1.5

5.2 迁地保护的技术难点

如前文所述珙桐对生存环境要求高，需要湿润温凉

的气候环境，潮湿多雨，夏凉冬温，土壤肥力深厚的环

境才适合生长。引入珙桐的需要注意的技术难点比较多，

比如珙桐育苗技术、珙桐的栽培管理技术、对珙桐的干

热气候适应性驯化、病虫害的防治等等。

5.3 珙桐迁地保护技术难点及影响因素

珙桐原生地多为气候凉爽、空气湿度大、雨量充沛、

海拔较高的环境。将珙桐引入低海拔或偏干旱地区需要

注意的技术问题有：珙桐育苗技术、珙桐的栽培管理技

术、对珙桐干热气候的适应性驯化、防治病害的发生。

由于珙桐种子的发育和结构特点的特殊性，珙桐种子育



环境与发展 4 卷 12 期 
ISSN: 2661-3735(Print); 2661-3743(Online)

100

苗有一定的技术难度，育苗时需对种子进行处理，幼苗

期注意夏季遮阴。

六、珙桐迁地保护的技术策略

6.1 完善珙桐繁殖技术的研究

珙桐繁殖的主要技术方式为种子育苗。由于其种皮

坚硬、结构紧实，加上其种实各部分都含有抑制发芽的

物质，珙桐种子的休眠很长，通常需 2 ～ 3 年才能完全

发芽。珙桐种子育苗技术研究的深入有利于解决珙桐迁

地保护工作的育苗难题。扦插和嫁接繁殖方式在技术上

较为成熟有关珙桐的扦插和嫁接的试验报道不是很多，

成活效果一般，生产中应用很少。

6.2 苗木培育方式的多元化

珙桐迁地保护应尽量采用种子育苗方式，可以保存

珙桐的遗传多样性。在园林生产中可采用扦插和嫁接方

式，提早珙桐的观赏期。种源缺乏时可采用组培方式育

苗。种子育苗可采用营养袋育苗方式以保证栽植的成活

率。

6.3 拓展引种范围

珙桐在我国的天然分布范围有 8 个省市，但呈不连

续分布。迁地保护应扩大，有珙桐分布的省市要进行迁

地保护，没有珙桐天然分布的地区也可适当引入珙桐种

植，扩大珙桐的分布范围。人工引种珙桐有向北和向低

海拔发展的空间，且这些地方都有栽植成功、开花结实

的先例。珙桐对气温、土壤、降水和大气湿度等的适应

性较强从南向北引和在北方城市园林绿化中推广应用具

有巨大的潜力。

6.4 人工促进珙桐基因交流

珙桐自然分布区应加强有关珙桐的科研合作，扩大

种源交流，增加各分布区珙桐群落基因交流机会，促进

珙桐遗传多样性的发展。

七、结束语

珙桐是中国特有珍稀濒危植物，其种群呈间断性零

星分布，生存环境也相当狭窄，已经处于极其濒危状态。

由于珙桐是世界珍贵的观赏树种，同时也是重要的用材

林木，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因此对其保护和研究具有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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