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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棱栎 " !"#$%&%’()(&*+ ,%#-.(&$/&+#+ #是三棱栎

属中唯一分布到中国的种类，而且问世较晚，$%&$
年才由徐永椿教授等人在云南澜沧发现其在中国的

踪迹。$%&’ 年，鉴于其分布范围狭窄，在系统演

化研究上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及经济价值较高等原

因，即被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列为国家

二级保护植物。$%%% 年 & 月，在国务院

批准公布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第一批 #》中，三棱栎亦榜上有名，保护

级别为二级。

在壳斗科中，三棱栎属建立较晚，是

$%() 年才由福曼 " *+,-./# 在栎属中分出的一个小

属，只有三个种：分布于我国云南南部至泰国清迈

北部的三棱栎；见于马来半岛、加里曼丹岛和苏拉

威西岛的轮叶三棱栎 " !0 1/"2#-#))(2( #；间断分布于

南美洲哥伦比亚西部的高大三棱栎 " !0 /3-/)+( #。该

属虽然种类很少，但在形态上差异很大：叶有互生

或轮生，壳斗内坚果一至数枚，最多的有 )0 枚，

染色体数目 )/ 1 ’) 2 ，分布区呈南北半球洲际间

断分布。因此，$%&% 年有的学者认为应将它们分

为三个属。其中三棱栎具互生叶，是最原始的类

型，但原属模式标本是轮叶三棱栎，因此三棱栎的

学名应改为 4%"5(&%,/&,"%& ,%#-.(&$/&+#+。
三棱栎为常绿乔木，高可达 !3 米。树皮深灰

色，条状开裂。叶互生，革质，叶片椭圆形或卵状

椭圆形，长 0—$)4 5 "—$& #厘米，宽 !—( 厘米，

顶端钝尖或凹缺，叶柄长 5—$) 毫米。花期 %—$$
月。花单性，雌雄同株。雄花序长 &—$’ 厘米；雌

花序穗状，长 &—$3 厘米。果期翌年 !—’ 月。壳

斗成裂瓣状开裂，每个壳斗内有 $—! 枚果实。果

实三棱形，明显具 ! 翅，直径 ’—5 毫米，高约 5
毫米，果脐三角形。染色体 / 1 ))。

三棱栎在云南主要分布于澜沧、孟连、西盟、

沧源和勐腊，生长在海拔 $333—$(33 米的山地常

绿阔叶林中，最高分布海拔达 $%33 米。分

布区受西南季风影响，干湿季明显，年降雨

量 $(33 毫米；年平均温度 $&—)36，极端

最高温 !04 )6，极端最低温 7 $4 36；土壤 895—

54 5。

三棱栎为阳性树种，深根，喜光照和湿润，生

长在土壤疏松、有较厚腐质土的向阳山坡上，但在

瘠薄的土壤上也能正常生长发育。三棱栎结实率仅

%4 &3: ，种子发芽率为 54 (!: ，说明其有性生殖

能力低。由于更新能力较弱，随着群落的发展，种

内和种间的竞争不断加剧和密度制约作用的影响，

以至三棱栎个体在整个群落中数量逐渐下降。

三棱栎在林业生产上有重要地位，其木材材质

坚硬 ，纹理直， 心材边材 明显， 气干密度 34 %)
克 ; 立方厘米，易加工，不翘裂，在当地群众用来

制作各种农具。它也可作荒山造林树种。由于分布

范围窄，面积小，加之当地群众有意无意地砍伐，

生境遭到破坏，导致三棱栎已处在灭绝的边缘。

三棱栎作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无论作为一种

树种保存，还是将来作为一种经济林木开发，首先

要加大宣传力度，使当地群众形成自觉自愿地保护

三棱栎的意识，其次应积极开展人工繁育试验研

究，使这种珍稀植物得以保护和永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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