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广 西 植 物 Gu ihaia 　 21 ( 4 ) : 330 - 334 　 　 　 　 　 　 　 　 　 　 　 　 　 2001 年 11 月 　

云南栎属植物资源及开发利用

周　元
(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昆明 650204 )

摘　要: 栎属 (Q uercus L. )植物在云南约 35 种, 在全省分布范围广泛。国内外在现代分布、系统分类及其演

化、化石历史、遗传学以及分子生物学等方面对栎属植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栎属植物中很多树种具有很高

的经济价值, 但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合理开发和利用。本文对其地理分布、林木资源、化学成分、利用现状等方

面进行了论述; 并提出了栎属植物资源的保护和未来开发利用的几种途径。

关键词: 栎属植物; 资源; 开发利用

中图分类号: S7921181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142 (2001) 0420330205

Ξ The resources and explo ita t ion of
Q uercus in Y unnan

ZHOU Yuan
( K unm ing Institu te of B otany , Ch inese A cad emy of S ciences, Kunm ing 650204, China )

Abstract: T here are 35 species of Q uercus w idely dist ribu ted in Yunnan P rovince. T he researches of Q uercus

have been on the modern dist ribu t ion, o rigin and phylogeny, fo ssil h isto ry, genet ics and mo lecular b io logy

etc. M any species of Q uercus have h igh econom ic value, bu t they have no t been rat ional exp lo ited in long2

term. T h is paper deals w ith the geograph ic dist ribu t ion, fo rest resources, chem ical compo sit ions as w ell as

their p resen t u t ilizat ion situat ion. A t the end of the paper, som e conservat ion of Q uercus resources and ex2
p lo ita t ion m ethods ar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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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分布和植物学特性

栎属 (Q uercus L. ) 是壳斗科 (Fagaceae) 中最大

的一个属, 约 450 种〔1〕, 分布亚、欧、非、美等洲, 我国

有约 90 种, 南北各地多有分布。在云南目前记载的

35 种中, 常绿类在滇西北较为集中, 落叶类分布较

广, 从海拔 700～ 3 100 m 都有该属植物分布, 据徐

永椿先生研究, 云南栎属植物可分为 5 个类型〔2〕:

(1) 东亚广布种 7 个, 占云南栎属种类的 20% , 多为

落叶栎类; (2) 我国广布种约 5 个, 占云南栎属植物

的 1412% , 多分布在西南、西北、华中或华南地区;

(3) 西南地区固有种 16 个, 占 4517% , 多为常绿种;

(4) 云南特有种 4 个, 占 1114% , 均为常绿的地区种

类; ( 5) 西南与西南外围地区的共有种 3 个, 占

815%。栎属植物在云南不仅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的主要建群种, 也是温带阔叶落叶林的优势种之

一; 同时还是硬叶常绿阔叶林的主要成分。是一种

重要的资源植物, 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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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本属植物除矮高山栎 (Q uercus m on im otricha )

为矮灌木外, 均为落叶或常绿乔木。叶缘具锯齿、刺

状锯齿或裂片, 稀全缘。雄花　荑花序下垂, 单生或

数朵簇生; 花被 4～ 7 (～ 9) 裂, 雄蕊与花被裂片同

数, 有时较少; 雌花单生于总苞内, 花被通常 5～ 6

裂, 有时有细小的退化雄蕊, 子房 3 室, 每室两个胚

珠, 花柱与子房室同数。苞片鳞形, 线形或锥形, 覆

瓦状排列, 紧贴, 开展或反曲。壳斗杯状、碗状、碟

状, 稀为帽斗状。每壳斗内有坚果 1 枚, 当年或翌年

成熟, 坚果顶端有突起柱座, 底部有圆形的果脐, 不

孕胚珠位于种皮的基部, 种子萌发时子叶不出土,

染色体 2n= 24〔3〕。

2　经济价值

该属很多树种在林业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木材在云南称为栎木, 材质坚硬、韧性好、耐腐,

为枕木、地板、建筑、家具、矿柱、农具、车辆等优良

用材。栎木也是一种很好的薪炭材; 由于纤维排列

紧密含炭量高, 烧制的木炭经久耐烧, 深受人们的

欢迎, 特别是家住山区的。

据对一些种类的初步测定: 果仁含淀粉

5118% , 粗蛋白 8% , 除去单宁后的淀粉, 可加工成

面粉、粉丝等食品; 由于栎果仁含有鞣质, 果仁具苦

涩味, 要漂洗脱涩后方可食用; 果仁还可酿酒, 也可

用作家禽、家畜的饲料和工业淀粉。

树 皮、壳 斗 含 鞣 质 1115%～ 1816% , 单 宁

2010%～ 2317% , 可提取栲胶; 栓皮栎树皮可制各

种软木制品, 是重要的国防工业原料; 落叶栎树中

的叶有些可饲养柞蚕及作动物饲料。

3　资源状况

云南亚热带植被的海拔分布在 1 000～ 2 600

m , 但在滇东南可降至 600 m , 滇西北可达 2 800 m。

作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落叶阔叶林主要树种的

栎属植物, 其分布状况将分以下 6 个区域进行概

述〔2〕。

311 滇中高原区

该区地处中亚热带, 东起罗平, 西至大理, 北达

永胜, 南至景东、新平。本区年平均温度 14～ 16 °C,

年降雨量 800～ 1 000 mm。海拔 1 500～ 2 500 m , 其

间还有一些海拔 1 000 m 左右的深切河谷和 3 000

m 以上的高山分布〔4〕。本区原来是以壳斗科植物为

主的常绿阔叶林, 但长期以来由于人为的干扰, 逐

渐出现松栎林或被松林替代, 栎属主要有以下几个

种: 常绿栎类有, 川西栎 (Q uercus g illiana )、灰背栎

(Q 1 senescens)、长穗高山栎 (Q 1 long isp ica ) 和黄背

栎 (Q 1 p annosa)、毛脉高山栎 (Q 1 rehd eriana)、铁橡

栎 (Q 1 coccif eroid es) , 有时也会出现川西栎和锥连

栎 (Q 1 f ranchetii) 的单纯栎林; 落叶栎类有, 麻栎

(Q 1 acu tissim a )、栓皮栎 (Q 1 va riabilis)、槲栎 (Q 1

a liena )、柞栎 (Q 1 d en ta ta)、云南波罗栎 (Q 1 y unna2
nensis)、锐齿槲栎 (Q 1 a liena var1 acu teserra ta )、大

叶栎 (Q 1 g rif f ith ii) 和毛叶槲栎 (Q 1 m a lachotricha )

等。

312 滇东北区

本区包括东川、宣威以北地区, 年平均温度 11

～ 15 °C, 年降雨量 700～ 1 000 mm。海拔 1 600～ 2

000 m , 其间有海拔最低的横江口仅 350 m , 有最高

的药山海拔 4 040 m。本区树种简单, 与滇中相同栎

类植物有麻栎 (Q uercus acu tissim a )、栓皮栎 (Q 1

va riabilis )、槲 栎 ( Q 1 a liena )、大 叶 栎 ( Q 1

g rif f ith ii)、川西栎 (Q 1 g illiana ) 和灰背栎 (Q 1

senescens)。不同的有　栎 (Q 1 serra ta)、川滇高山栎

(Q 1 aqu if olioid es)、白栎 (Q 1 f abri) 和巴东栎 (Q 1

eng leriana)等。

313 滇西北高山区

该区包括丽江、迪庆、怒江 3 个地区, 因有金沙

江、澜沧江和怒江纵贯期间, 形成了高山峡谷地貌,

海拔差异较大, 因而本区域的栎属植物资源最丰

富, 分布有 25 个种。本区的年平均温度 10～ 13 °C,

年降雨量 600～ 900 mm。山地海拔多在 2 500～ 3

000 m , 高耸的山地在 3 500 m 以上, 一些高峰超过

4 500 m , 河谷底部的海拔在 1 200～ 2 000 m
〔4〕。在

本区高山区常绿的高山栎或称硬叶常绿阔叶林栎

类主要生长在松栎林区, 分布海拔在 3 000～ 3 300

m 之间, 主要有以下种类: 川滇高山栎 (Q uercus

aqu if olioid es)、毛脉高山栎 (Q 1 rehd eriana)、川西栎

(Q 1 g illiana)、长穗高山栎 (Q 1 long isp ica )、帽斗栎

(Q 1 g uy avaef olia )、灰背栎 (Q 1 senescens)、长苞高

山栎 (Q 1 f im bria ta)、刺叶高山栎 (Q 1 sp inosa)、黄背

栎 (Q 1 p annosa) 和矮高山栎 (Q 1 m on im otricha)、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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栎 (Q 1 acu tissim a)、栓皮栎 (Q 1 va riabilis)、槲栎 (Q 1
a liena )、云南波罗栎 (Q 1 y unnanensis)、木里栎 (Q 1
senescens var1 m u liensis ) 和 铁 橡 栎 ( Q 1
coccif eroid es)等。此外, 在松栎林内也有一些落叶栎

类, 如柞栎 (Q 1 d en ta ta) 和锐齿槲栎 (Q 1 a liena var1
acu teserra ta ) 等。在海拔较低的干旱河谷地带分布

有大理栎 (Q 1 coccif eroid es var1 ta liensis) , 有的地方

也生长着匙叶栎 (Q 1 d olicholep is) 和云南特有种丽

江栎 (Q 1 d olicholep is var1 ellip tica ) 和贡山栎 (Q 1
kong shanensis)等。

314 滇东南区

本区主要包括文山州, 本区的年平均温度 16～

19 °C, 个别地区可达 20 °C, 年降雨量 1 000～ 1 200

mm。本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盆地海拔 1 200～ 1

400 m , 山原平均海拔 1 300～ 1 800 m , 少数山地高

达 2 500 m
〔4〕。该区壳斗科植物种类丰富, 多分布在

1 800～ 2 300 m 之间。我国栎属种类在云南仅在文

山地区分布的乌冈栎 (Q 1 p h illy raeoid es)、炭栎 (Q 1
u tilis ) 和富宁栎 (Q 1 setu losa ) 等。此外还有麻栎

(Q uercus acu tissim a )、栓皮栎 (Q 1 va riabilis)、柞栎

(Q 1 d en ta ta)、锐齿槲栎 (Q 1 a liena var1 acu teserra2
ta ) 、铁 橡 栎 (Q 1 coccif eroid es )、锥 连 栎 (Q 1
f ranchetii) 和岩栎 (Q 1 acrod on ta) 等, 以及本区特有

种麻栗坡栎 (Q 1 m a rlip oensis)。

315 滇南区

滇南主要包括西双版纳、红河及思茅地区的一

部分。本区的年平均温度 17～ 22 °C, 年降雨量 1 500

～ 2 000 mm。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海拔最低的河口

100 m 以下, 最高处约 2 200 m。这个区在海拔 600

m (或 800 m ) 以下为热带雨林和季雨林, 壳斗科植

表 1　云南几种栎属植物林的林分因子〔6〕

T able 1　T he standing fo restry determ iner of som e Q uercus in Yunnan

树种
Species

郁闭度
Crow n density

平均树高
A verage heigh t

(m )

平均直径
A verage diam eter

(cm )

株数öhm
2

Stem num ber of
per hectare

蓄积量öhm
2

Amount grow ing stock
of per hectare (m

3)

黄背栎 (Q 1p annosa) 016～ 017 25～ 30 40～ 60 260～ 1700 340～ 450

川滇高山栎 (Q 1aqu if olioid es) 019～ 110 26 2819～ 4210 380 450～ 500

槲栎 (Q 1a liena) 013～ 014 10～ 15 25～ 35 — 120～ 200

锥连栎 (Q 1f ranchetii) 014～ 016 6～ 8 10～ 28 442～ 1544 30～ 40

麻栎 (Q 1acu tissim a) 016 13～ 17 32～ 44 140 100～ 120

栓皮栎 (Q 1variabilis) 016～ 017 11～ 22 26～ 50 90～ 190 80～ 280

锐齿槲栎 (Q 1a liena var1 acu teserra ta) 016～ 110 13～ 26 28～ 34 100～ 200 190～ 400

物很少。因此该区栎属植物只有云南特有种易武栎

(Q 1 y iw uensis ) , 仅在本区分布的澜沧栎 (Q 1
k ing iana) , 以及广泛分布的麻栎 (Q 1 acu tissim a)、栓

皮栎 (Q 1 va riabilis) 以及铁橡栎 (Q 1 coccif eroid es)

等少数几个种。

316 滇西及滇西南地区

本区包括保山、德宏和临沧等地区。本区的年

平均温度 17～ 20 °C, 年降雨量 1 300～ 1 700 mm。

有的地方如孟定和瑞丽温度可达 2115 °C, 而龙陵仅

15 °C 左右。中山山原海拔 2 500～ 3 000 m , 少数山

峰 3 500～ 4 000 m , 间有海拔 1 500～ 1 800 m 的山

间盆地〔4〕, 河谷海拔 800 m 左右。本区除云龙、永平

和保山等地有大面积的云南松林外, 多数地区为常

绿阔叶林, 在栎属植物中除高山上有部分常绿高山

栎外, 落叶的有麻栎 (Q 1 acu tissim a )、栓皮栎 (Q 1
va riabilis )、锐齿槲栎 (Q 1 a liena var1 acu teserra ta)

和大叶栎 (Q 1 g rif f ith ii)、大理栎 (Q 1 coccif eroid es

var1 ta liensis)、刺叶栎 (Q 1 sp inosa)、毛叶槲栎 (Q 1
m a lachotricha) 和锥连栎 (Q 1 f ranchetii) 等。此外,

还有云南特有种贡山栎 (Q 1 kong shanensis)。

4　栎属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411 木材

栎木材质坚硬、耐腐、耐磨、耐湿、抗拉强度大

(达 1 200 kgöcm
2)、抗压 (150 kgöcm

2)、纹理美观。

在云南全省范围内, 资源蓄积量高达 114 亿m
3, 直

径为 26 cm 以上的大径材约占 70%〔5〕(包括所有壳

斗科植物)。对云南几种栎属植物分布较多的一些

地区的林分因子实测结果如表 1 所示。

　　栎属植物按其材性和商品材价值可分为以下 4

类〔7〕: (1) 高山栎类: 有川滇高山栎、川西栎、帽斗栎、

长穗高山栎、矮高山栎、毛脉高山栎、黄背栎、灰背

栎等, 生长在高山, 为小乔木或灌木, 耐腐蚀, 炭质

佳; 商品材价值二类。 (2) 山栎类: 岩栎、铁橡栎、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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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栎、乌冈栎、炭栎等。分布在低山河谷地区, 为小

乔木或灌木, 商品材价值二类。 (3)白栎类: 槲栎、柞

栎、云南波罗栎、白栎、　栎、大叶栎等。商品材价值

二类。(4)麻栎类: 麻栎和栓皮栎。商品材价值二类。

412 果实

栎属植物果实含有淀粉、蛋白质、脂肪、单宁和

多种维生素。

麻栎: 果实中含淀粉 56140%、脂肪 2132%、单

宁 6100% , 除去单宁后的淀粉可加工成豆腐、粉丝

等食品, 可制作葡萄糖, 糖化率达 37% , 用果仁酿酒

出酒率达 30% 左右。另外, 种子可入药, 能止泻和消

乳肿。

栓皮栎: 果仁淀粉和水溶性糖 59130% 左右、单

宁 511%〔8〕, 每 50 kg 果仁可制得栲胶 1215 kg 左

右, 为水解类单宁。

柞栎: 种子含淀粉 5817% , 含单宁 510% , 可酿

酒或作饲料, 种子入药可作收敛剂。

白栎: 栎实含淀粉 4710% , 单宁 1411% , 蛋白质

616% , 油脂 412%。

锐齿槲栎: 种子含淀粉 5518% , 单宁 917%。

413 果壳

栎属植物的壳斗中单宁含量和纯度较高, 是云

南省栲胶的主要资源〔6〕。如: 麻栎: 单宁含量

2016% , 纯度: 8011% , 水解类单宁。

栓皮栎: 单宁含量 2016% , 纯度: 8011% , 水解

类单宁。

414 叶片和树皮

一些栎属植物的叶片中蛋白质含量较高, 并含

多种氨基酸。如:

麻栎: 叶片蛋白质含量 13158% , 叶可治疗细菌

性及阿米巴痢疾。

栓皮栎: 树皮含蛋白质 10156%。

柞栎: 叶含蛋白质 1419% , 可饲养柞蚕。树皮入

药亦可作收敛剂。

白栎: 叶含蛋白质 11180%。植株上附生的虫瘿

可入药。

锐齿槲栎: 叶含蛋白质 12153%。

5　栎属植物资源的利用现状和开
发前景

在云南栎属植物主要用于木材生产和薪炭材,

如生长在村寨附近的麻栎和栓皮栎树常被当地群

众用作薪材林或用于生产木炭而成为了灌丛状。这

样的利用方式, 对栎木资源的破坏是极大的。另外,

长期以来人们嫌其木材沉重, 不易搬运, 木质较硬,

难以加工。加之山区人们对栎木的皮、叶、果 (壳)的

开发利用缺少认识, 以致造成了这一资源的巨大浪

费。

近年来, 栎果的可食性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国

外研究表明每 100g 果仁可提供约 2 510 KJ 热量和

8 g 蛋白质, 含 55 m g 维生素, 特别是维生素A 高达

180 国际单位ög, 并富含多种氨基酸、矿物质元素和

糖类等〔9〕。此外, 果仁榨出的油类似营养丰富的橄榄

油, 可作为一种很好的食用油, 为此被认为是一种

具有很高开发利用价值的野生植物资源, 未来的

“粮食作物”。如美国和朝鲜等国就有食果仁的习

惯。因此, 国际上对栎木资源的开发利用, 已趋向于

其副产品的开发利用上。

植物是大自然的第一生产者。人类对自然资源

的开发是绝对的, 而保护则是相对的, 保护是为了

今后更进一步的开发〔10〕。所以加强对栎属植物资源

可持续利用的研究, 使这一植物资源得以保护至关

重要。为此将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和探索。

511 建立自然保护区 (点)

人类活动的影响, 人口增长, 以及消费量的增

加, 使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日趋恶化, 自然资

源减少。因此,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已成为当前的主

要任务。自 1958 年至今云南省正式建立 112 个自然

保护区, 保护区面积 2 200 000 hm
2, 占省国土面积

的 515%。在寒温性针叶林和寒温性阔叶林分布范

围内的中甸碧塔海自然保护区就以黄背栎林和原

始的丽江云杉林为主要保护对象, 自然保护区面积

13 800 hm
2。这些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不仅保存了黄

背栎、丽江云杉、长苞冷杉, 同时保护了林内的黑金

丝猴、白马鸡等鸟兽。并对金沙江、澜沧江的水源涵

养和水土保持有着重要的防护作用。因此, 在云南

省建立川滇高山栎林、麻栎林、栓皮栎林等栎属植

物资源自然保护点势在必行, 以确保云南栎属植物

资源得以持续开发利用。

512 引种驯化

对云南栎属植物的可利用性进行鉴定, 选择出

营养成分含量较高、口感较好、生产软木的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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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提取栲胶等的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种类如麻

栎、栓皮栎、槲栎、白栎等进行引种栽培。在引种栽

培成功的基础上, 进行品种选育, 使其成为适宜大

面积栽培的经济植物, 将野生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

优势。合理的利用就是最好的保护〔10〕。

513 综合利用

栎木是云南阔叶材中的优良树种, 资源丰富,

但长期以来没能得到充分合理利用。由于其木材的

特性, 利用方法也很多, 如生产地板条、胶合板、刨

切单板、刨花板、纤维板等等。通过利用栓皮栎、毛

叶青冈、黄毛青冈制造胶合板的试验, 结果表明, 栓

皮栎胶合板产品质量经济指标为: 合格率 100%、一

等品 60%、三等品 40%。由此说明, 栎木资源有很大

的发展潜力。

此外, 对野生和人工栽培的经济植物或林木,

一般很不注重其综合利用和林副产品的加工。因

此, 对栎属植物在树皮、树叶和树干等综合利用方

面, 要根据市场的需求和产品的特点因势利导, 逐

步解决综合利用和林副产品的加工等问题, 使他们

成为一种稳定的产业, 也减少人们对野生栎属植物

资源的破坏。

514 建立人工经济群落

人工培育的经济林木产品质量, 要比天然野生

的经济林木产品量高 10%～ 20%。当然, 有的植物

进行引种建立人工林时, 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如

长势较差、病虫害等。这是由于人工栽培使它们丧

失了在自然环境中种群间的隔离和协调作用。在这

种情况下, 将考虑在其原产地建立人工植物群落,

通过植物群落间生态关系的调控, 逐步建成高产稳

产的生产基地。

515 保护性开发利用

为使栎木资源得到长远保护和利用, 在保护的

前提下开展保护性开发利用, 如用其死树、枯木、叶

片、种子等, 制作工艺纪念品; 用种子、叶片、木材等

制成各种标本, 供教育和科普用; 培育树型美观、常

绿的树种苗木, 为城乡绿化提供新的栽培材料, 既

美化了环境又保护了资源。

总之, 栎属资源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 加强对

这一资源的综合利用的研究, 有助于我们改变目前

的资源浪费转换成经济效益的状况, 以及对资源的

保护性开发利用。云南栎树资源丰富, 对促进云南

山区经济的发展, 脱贫致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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