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昭通地区三种经济林木介绍
‘ :

陶 德 定”

(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分类室)

摘 要

杜仲
、

黄聚
、

厚朴是云南省昭通地区的

重要经济林木
,

作者通过 19 7 9年对该地区的

名贵药材和珍贵动植物资源考察
,

重点考察

了六种经济林木
。

现仅其中的 3 种植物从四

个方面加 以介绍
:

(1 ) 分类与形态
。

(2)

资源与夯布
。

(3) 栽培与环境
。

(4) 加工

与利用
。

最后给予评价
。

杜 仲

〔分类与形态〕 中名 : 杜
;

仲 思 仙

(《神农本草经>>)
,

木棉
、

思仲 (<( 名医别录
, )

,

木绵(“本草 图经)>)
,

玉丝皮
、

乱银丝
、

鬼仙

木(
、

《新本草纲目》 )
,

石思仙 ( 《本草衍义补

遗》 )
,

丝连皮
、

丝谏树皮 ( 《中药志》 )
,

扯丝皮 (《湖南药物志>>)
,

银丝杜仲
、

树杜仲

(镇雄
、

大关)
。

E “C O 优阴 fa “lm o id e ‘ O liv
.

(1 8 9 0 ) ;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1 9 7 2 )
。

,

:

杜仲属杜仲科E “c 。。阴 i。。。ae
,

杜仲属

E 训
O m 川 ia 植物

。

我国特有
。

落叶乔木
,

高

10 一20 米
,

树皮灰色
,

折断有银白色细致密

集丝
。

叶互生
,
叶片椭圆形至椭圆状卵形

,

长6一18 厘米
,

宽3一 7
.

5厘米
,

叶缘有 细 锯

齿
,
脉上有柔毛

。
一
‘

花单性
,

’

雌雄异株
,

常先

叶开放
,

着生于小枝 基部
,

雌花着生于小枝

基部
、

单生
,

具短柄
,

子房狭长而扁平
,

1

室
,

胚珠 2
,

并生
,

下垂
。

翅 果
,

窄 椭 圆

形
,

种子 1 粒
,

干膜质
,

长约3一4厘米
。

〔资源与分布〕 杜仲在昭通地区分布

很广
,

一般分布在海拔 4 00 一 13 0 0米
,

个 别

地方可达 2 5 0 0米
。

主产区在大关
、

镇雄
、

威

信
、

盐津
、

绥江的河谷半坡及村寨周围及坡

脚
、

江边冲积坡向阳处
。

1 9 7 8年收购达 70 0 0

市斤
,

质量以大关县天星
、

关 河
、

黄 岗为

优
。

当地群众都有在房前屋后栽种的习惯
,

如在大关县城关
、

大关中学半坡 ; 镇雄县委

会大院内以及簸箕河公路沿途均可见到碗 口

粗的杜仲树林
。

〔栽培与环境〕 杜仲对气候的适应幅

度较广
,

耐寒性强
。

喜阳光充足
、

雨量丰富

的湿润环境
。

年平均温度 为移
。

C匀
7 O

C
,

年降雨量在 50 0一 1 0 0 0毫米
,
1月 平均温度在

零度以上
,

7 月平均温度在 29
“

C 以 下
,

是

杜仲最适官的生长环境
。

土壤条件以湿润
、

肥沃
、

深厚
,

含腐殖质的砂质
、

粘质壤 土
、

P H值 5一7的土壤为宜
。

杜仲系喜光树 种
,

.

若在林内生长缓慢
,

结实稀少
,

而在林缘
、

旷地生长则迅速

杜仲不耐庇荫
,

、

结实量显著增高
。

因此
,

造林密度不宜过大
。

〔加工与利用〕 杜仲以其干燥树皮入

药
。

每年在秋冬季节采皮
,

丫般8一 12 年 以

上
,

胸径在4 0厘米以上的树均可采皮
。

在清

否

参加实地考察工作的尚有杨国祥
、

将家雄 以

及黄文成
、

薛启荣
。

畏

味文初稿承蒙导师吴征锐所长审阅
‘

,

指正
,

在此谨表示谢忱
。 ’



明至夏至节令时
,

在靠近树基40 厘米处
,

由

向阳面取20 x 30 厘米刘皮 即可
。

切忌环剥或

整张剥皮
。

昭通地区以镇雄
、

威信
、

奕良等

地产的杜仲
,

皮细肉厚 (内皮 ) , 品质居全

省之冠
,

树皮含杜仲胶 6一 10 %
,

根皮 约 含

10 一12 %
,

为易溶于乙醇
、

难溶于水的硬性

树胶
。

另外还含有山奈醇
、

咖 啡 酸
、

绿 原

酸
、

酒石酸
。

根据杜仲的厚薄
,

一 般 分 为

“厚仲” 、 “
薄仲

” 及 “行仲
” 三级

。

杜仲

药性温辛无毒
,

有强筋骨
、

补 肝 肾
、

益 腰

膝
、

除酸痛的功效
。

随着世界医学的进展
,

杜仲已成为宇航员必备药物
。

杜仲树的木材

色洁白
、

质优
、

坚韧
,

纹理细致
,

、

无心材边

材之分
,

在当地农家用
一

来制作家具
、

农具
、

建材等
。

黄 案

. 卜

〔分类与形态〕 中名
:

黄舞《本草纲

目》 )
、

镰叶黄皮树 ( 《植物分类学报》 )

P h夕1lo d e ”d r o n e h i n e n ‘ e
‘

S e h n e i d一
e r , a r

.

了
a ze 。 t 。。 H u a n g (i 。、息;乒

-

黄聚属芸香科 R u t a o e a e ,

黄 聚 属Ph -

g lx。 d e n d r 。 n 。
一

乔木
,

高 1 0一 x艺米
,

’

树 皮

暗灰棕 色
。

奇数羽状复叶
,

对生
,
小叶7一 13

枚
,

镰刀形至披针形
,

长7一 10 厘米
,

宽2一
4厘米

,

顶端渐尖
,

基部 楔 形 ;

质
,

表面几无毛
,

背面在中脉及
。

圆锥花序顶生
,

雌雄异株
。 ’

‘

偏 斜
,

纸

则脉上被柔

花小
,

黄绿
。

果序长 8 厘米
,

状核果
,

倒卵圆形
,

宽 6 厘米
,

‘

疏散
,

浆果

长 1 0一 12毫米牙黑色
,

〔栽培与坏境〕 黄聚适宜 生 长 在 湿

润
、

通风
、

腐殖质丰富的 中性或微酸性土壤

环境
。

它是一种喜光
、

耐寒
,

不耐荫的深根
’

性树种
。

其萌生力强
,

砍伐后可萌芽更新
。

用

种子繁殖时
,

是在每年冬季将种子妥善贮存

于室内
,

在雨季前播种为宜
。

一 般 用 条 播

法
。

苗床宜深耕 20 一25 厘米
,

细碎土块
,

清

除石砾
,

耙平作畦
,

畦宽 1一 1
.

4米
,

高 15 一

邓厘米
,

沟宽 30 厘米
。

也可扦插繁殖
,

扦插

期在 6一 8月间高温多雨季节
,

选 择 健 壮 枝

条
,

剪成约 15 一 18 厘米长
,

斜插于苗床
。

〔加工与利用〕 每年 3一 6月采皮
。

以

选 10 年以上生的黄巢树轮换剥取部分树皮为

宜
。 「

切忌一次性剥尽
,

以保持原 树 继 续生

长
。

将割去的树皮晒至半干
、

压平
,

刮去栓

皮奚黄色为凰 刷净
‘

晒干
、

放置 干 燥 通 风

处
、

防止发霉变色
。

内皮入药
,

通 称 黄 聚

皮
,

味苦而色黄
,

为消炎解热
、

抗菌解毒的

重要中药材
。

黄聚也可作黄色染料
,

在我国古

代 以内皮染公文纸张
,

有避虫之奇效
。

据吴

征锰教授记载
,

中阿穆尔居民以其木栓作鱼

网上的浮标 , 其内皮中药称黄聚
。

黄聚树全

身都是宝
,

其材质坚硬
、

心材黄褐色
,

光泽

美丽
,

改成木板后不反翅
,

比重0
.

47
,

木材

可供枪托及飞机用材 (微次于核桃木 )
,

也

适于作枕木
、

电杆及装饰用材
。

据植化分析
,

黄聚树皮含小粱碱 (b
e r -

e r ir e )
、

药根碱 (J a 士r o r r h in e )
、

木 兰

花碱 (m a g n o f lo r i” e )
、

黄柏碱 (p h e ll-

o d e n d r i n e )
、 ’

N一甲基大麦芽碱 (e a n d i-

e in e )
、

掌叶防已碱 (p a lm a t in e )
、

蝙蝠葛

毛色

碱醇有分核 5一 6枚
。

花期5一 6月

〔资源与分布〕 黄巢常零星夯布在河
果期10 月 (m e n is p e r in e ) 等生物碱 以及内醇

、

笛
、

粘液质等
。

这些生物碱对 治疗糖尿病
、

谷
、

溪流上半部的杂木林 内
,

‘
’

海拔 1 4 0 0一
21 00 米

。

主要产在大关
、

镇雄
、
2威信以及与

四川交界的绥江等地
。

在本区最高产量可达

3 7 0 0 0市斤
, 1 9 7 8年收购 7 0 0 0市斤

,

产 量 逐

年在下降
,

目前存有黄聚的原始林已不多
,

仅在镇雄
、

威信有少量黄聚树
。

肾脏类及眼病
、

皮肤病等症有 良效
。

果实含

有甘露醇及不挥发性油 ; 种仁含油量 7
.

76 %
,

可榨油供工业用
,

并可作驱虫剂及染料
。

厚 朴

〔分类与形态〕 中名
:

厚朴 ( 《神农

一 1 0 一



本草经》 )
、

厚皮 ( 《吴晋本草》 )
、

重皮

( 《广雅》 )
、

赤朴 ( 《别录》 )
、

烈 朴

( 《日华子本草》 )
。

M
a 夕n o lia o ff了

e in a lis R e h d
. e r

W 王1 5
。

(1 9 1 3 ) ; B e s n 。

(1 9 16 ) , Ch u n

(19 2 1 ) ; R e h d
.

( 19 2 7 ) ; Y
。

C h e n

(1 9 3 7沁C
.

Y
.

C h e n g (1 9 4 2 ) ; 中国高 等

植物图鉴 (1 9 7 2 )
, a 补编 ,, (1 9 5 2 )

半常绿乔木
,

主干通直
、

光滑
,

胸径 20

一30 厘米
;
树皮厚

,

淡褐色
;
小枝粗壮

、

开

展 ; 顶芽大
、

圆锥形
,

长4一 5 厘 米
。

叶 互

生
,

倒卵形或倒卵状椭圆 形
,

长 20 一 4 5 厘

米
,

宽 10 一 24 厘米
,

顶端钝或短突尖
,

基部

楔形或圆形
,

叶下面被 白粉 , 叶柄 长 2
。

5一

4
。

5厘米
。

花与叶芽同时开放
,

顶生
,

花大
、

直径 1 5一20 厘米
,

花瓣9一 12 片
,

白色 至 淡

红色
,

有香气
。

聚合果圆柱形或 卵 状 圆 柱

形
,

葺荚半木质
,

背缝开裂
,

种子鲜红 色
,

近圆形
。

花期准一 5月
,

果期9一 1 0月
。

〔资源与分布〕 厚朴主产于鲁甸
、

奕

良
、

镇雄
、

威信
。

生于海拔 1 1 00 一 2 2 0 。米阔

叶林中
,

常见于山等密林及村庄残留林
。

当

地农民常栽培在房前屋后
,

作为风景绿化树

种
。

据鲁甸龙树 乡
,

伞桥 乡及新街实地考察
,

发现野生树株逐年减少
, 1 9 58年砍伐最多

,

目前仅存有几十株母树
,

高约 18 米
,

胸径约

30 一 35 厘米
,

树龄在 20 一30 年
,

每年农历 3

月份开花
,

能正常结实
,

当地群众习惯用压

枝繁殖
,

也有用种子直播繁殖
。

据不完全统

计
, 1 9 7 8年收购达3 1。。市斤

。

一般十年成材

后
,

群众每年可收入 10 一30 元 ; 20 一30 年母

树成材后
,

多用于建房
、

家具
。

〔栽培与环境〕 厚朴适于湿润冷凉的

气后
,

系喜光树种
,

适宜种植在依山雾重
、

相

对湿度稍大的阳坡地上
。

年平均温度 16
O C一

2 0
0

C
,

l月平均温度 3代C一9
“

C ;
年降雨量

8 0 0一 1 8 0 0毫米
。

土壤 以呈微酸性
、

腐 殖 质

厚
、

排水良好的山地夹沙土和油沙土为宜
。

野生者多混生在落叶阔叶林内
。

厚 朴 生 长

快
,

侧根发达
,

萌发力强
,

.

幼树每年可长约

l米
, 3 0年可达 1 5一2 0米

,

胸 径 3 0一3 5 厘

米
,

主干直
,

材质优良已在山区群众多把苗

床选在半荫半阳地
,

多数施人粪尿
,

并以堆

肥作基肥
,

深翻细整耕平
,

作成宽 1
.

3 米 的

高畦
,

’

播种期在 2一3月
。

另外也有利用老树

周围萌生幼苗进行压条繁殖
。

〔加工与利用〕 在立夏至 夏至节令期

间采 20 年树龄的干皮或根皮
,

阴乾后堆放于

土坑 内
,

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 下 使 之 “
发

汗” ,

再取出晒干
,

再蒸熟 发 软
,

卷 成 筒

状
,

阴干即成中药材
。

经植化分析树皮含厚

朴酸 (m a g n o lo l)
、

四氢厚朴酚
、

异厚朴酚

(15 0 一m a g n o 10 1) 和朴酸 (h o n o k io l)挥

发油 (主要为按叶 醇 (m a e h ilo l
, e u d e s m

-

0 1) ;另含木兰箭毒碱 (m a g n o e u r a r i n e )
。

厚

朴性温味辛
,

温中下气
,

燥湿
,

消炎
。

治胸

腹痞满胀痛
,

反胃
,

呕吐
,

宿食不消
,

寒热

惊悸
,

气血痹
,

死肌
,

去浊
。

种子可榨油
,

含油率约 35 %
,

可制肥皂
。

木材材质轻韧
,

纹理细密
,

加工方便
,

宜作图版
、

雕刻
、

乐

器
、

家具
。

加之厚朴树型姿态雅致
、

花 朵洁

白
、

大 型
,

在农家常作为庭园观赏树种
。

评 价

1
.

杜仲
、

黄巢
、

厚朴既是名贵中药材
,

又是国家重点保护树种
,

其发展前途甚大
,

也是农村致富的一条途径
,

可以大量种殖
。

杜仲为我国特有科属植物
;
黄 聚 属 约

8一 13 种
,

也是东亚特产
,

我国现存 6 种 及 4

个变种
,

近几年来
,

在云南还不断发现新变

种
,

这表明潜在资源丰富
,

值得在云南再作

深入的采集调查工作
。

厚朴分布 于 长 江 流

域
、

陕西
、

甘肃南部
。

现在广泛栽培
。

目前

在原植物的鉴定 上存在混杂
,

以致造成收购

部门货源积压
,

真假难分
。

收购部门必须认

准什么是真正的厚朴
,

使厚朴的生产发展走

上正轨
。

1工一



:
’

这些国家 2 级 t杜仲 )
、

3 级 (黄聚
、

厚朴) 重点保护树种在我省森林植被及植物

区系研究上
,

都是有着重要研究价值的材料
。

所以如何加强对杜仲
、

黄聚
、

厚朴资源的保

护是至关重要的
,

一定要贯彻中华人民共和

国野生植物资源保护条例
。

另外从本区实际

出发
,

与林业部门结合
,

逐步建 立商 品 基

地 ; 在其幼林地方
,

需要封山育林 ; 在其利

用方面要研究剥皮的科学方法
,

以利于保护

资源
,

发展山区经济
。

(2) 杜仲
、

黄聚
、

厚朴在本区生 产 发

展 上
,
有着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

。

本地区处于低纬高原上
,

光
、

热
、

水诸

条件适宜经济林木发展
。

光
:

全年日照时数

都在9 4 1
.

4至21 4 4
.

6之间(盐津 ); 热
:

大于

或等于 i 8
D

C ,

年积温在6 8 1
.

5
O

C至 5 4 1 6
.

9
“

C

之间 (巧家 ) ; 水
:

年降雨量在7 35
.

7 毫 米

至1 1 9 7
.

4毫米之间 (盐津 )
。

而不利条件极

小
。

最低气温等于或小于。
。

C ,

在鲁甸
,

为 60

天
,

在巧家为 0
.

1天 (大山包侧外
,

有 n 3
.

6

天 ) ;
霜冻情况在昭通为4 0

.

6天
,

盐 津 3
.

6

天 (大山包为6 5
.

9天 )
,

一般仅有 l一 2天有

霜 ; 冰雹危害也很小
,

全年仅有 2 天 (镇雄)

至O
,

2天(绥江 ) 有冰雹 (大山包有 8 天) 而

巧家则无冰雹
。

从整个昭通地区来看
,

全区地势南高北

低
,

地形复杂
,

河流多
,

南北长2 00 公 里
,

东西宽22 8公里
,

总面积25
,
3 26 平方 公 里

,

宜林荒山 7鸽万亩
,

土地资源十分丰 富
。

该

区占有夏热冬湿丘陵山地旱作 经 济 林 区
、

金沙江燥热河谷经济作物区
、

高寒山农牧林

区
,

是生产药材杜仲
、

黄聚
、

厚朴以及经济

林木桐
、

视
、

漆的主产区
。

一 1 2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