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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皮槭".)$#>#6%$=B"UO269A# F2;#是无患子科

"C2H36Q29?2?#槭树属".)$##落叶乔木!为我国特有

种+ 其树干赭褐色!树皮卷曲状剥落!秋季叶色红艳

或黄色!是世界著名的观赏树种+ $*#$ 年!西方植

物学家威尔逊在湖北发现血皮槭!将其和珙桐一起

作为园林树种引入欧洲,$-

!继而血皮槭又被引入美

国等其他西方国家+ $**' 年!血皮槭获得英国皇家

园艺学会园艺奖!目前在国外用于庭院观赏+ 血皮

槭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而且具有用材和药用价

值," /'-

+ 血皮槭在 "##) 年出版的3中国物种红色目

录4中首次被列为我国濒危树种"0JB"9#!推测过

去 ' 个世代内减少原因没有停止!群体数量至少减

少 %#I

,)-

(但濒危的原因不清楚+ 国内外对血皮槭

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繁殖技术,% /&-

.种子休眠机制,*-

.

天然更新,$#-以及遗传多样性评价,$$-等方面!对其

野生资源生长状况报道甚少+ 陈朋等,$#-的研究表

明!血皮槭分布于我国中部地区!$#,c)"d $$"c"+d

0! "&c)%d '%c$+dJ之间(海拔分布主要集中于

$ ### $ &## 1+ 血皮槭属于中高山植物!分布于湿

润山地!森林类型分别包括温带落叶阔叶林.暖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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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阔叶林!北亚热带常绿落叶混交林.亚热带常绿

落叶混交林+ 血皮槭是栓皮栎 "f=$#)=%M(#6(I6J6%

.48#.辽东栎"f=$#)=%T=&(6%*(76)( 2̀5O#.青冈"-H0

)J"I(J(7"D%6%>J(=)( "DA=6G8# \?O<@8#.山杨"/"D=J=%

G(M6G6(7( E:Q?#. 枫 杨 " /&$#")(#H( %&$7"D&$#( -8

E-8#.秦岭冷杉".I6$%)*$7%6$7%6%e26 D3?RA8#.油松

"/67=%&(I=J($E"#B6%-2OO8#.华山松"/67=%(#B(7G66

UO269A8#.柳杉"-#HD&"B$#6( E"#&=7$_::3GO?6W#.落叶

松"+(#6C<HH8#等树种的伴生树种+ 本文通过对血

皮槭 $$ 个天然群体的 "** 个单株的调查!分析研究

血皮槭野生资源的分布及生长状况!以便为其遗传

资源的评价和保存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

$!材料与方法

根据文献和标本研究结果!在血皮槭全国分布

区内选取山西阳城蟒河自然保护区!陕西太白山自

然保护区!河南内乡宝天曼自然保护区.栾川老君山

自然保护区.西峡!湖北五峰.兴山.神农架林区!湖

南沅陵借母溪自然保护区!重庆大巴山自然保护区!

甘肃小陇山等 $$ 个天然群体进行调查+ 每个地点

采用线路调查法,$"-开展野生资源调查!在当地向导

的带领下!从低海拔向高海拔展开调查+ 每次采用

PFC记录血皮槭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测量树高

"1#.胸径"91#.通直度.冠幅.结实等生长状况!同

时记录坡向.坡度.林分郁闭度.植被群落以及土壤

类型等生境因子,$#-

!但是在调查过程中没有对血皮

槭年龄进行相关测定和估计+

"!结果与分析

F8CD野生血皮槭的胸径"或地径#和树高分布状况

血皮槭是我国的特有树种!寿命在 $## 2以上!

野生资源的树龄应该比较大!但本文生长数据调查

结果发现!野生血皮槭树龄总体偏小+ 血皮槭平均

胸径为 $'8+ 91!胸径变幅为 '8% )%L$ 91!地径

$$8& +'8# 91"表 $#+ 在调查的 $$ 个群体 "** 株

个体中!树高范围 "8# "%8# 1!平均树高 ,8)

$%8, 1+ 树高在 "#8# 1以上的单株有 $& 株!其中!

单株树高最高达 "%8# 1!来自湖北兴山+

表 CD野生血皮槭的生长状况

调查地点 株数K株
平均胸径

"变化幅度#K91

平均地径

"变化幅度#K91

平均树高

"变化幅度#K1

树干通直度

KI

平均

枝下高K1

多主干株数

占调查株数

百分比KI

重庆城口"-_M# '"

"#8#")8# )%8$#

"$8#!!!!!!

$#8"""8# $&8##

), #8* '8$

湖北兴山"pC# )"

$,8,")8# )$8"# '$8*"$$8& %#8+# $)8'""8# "%8##

,* '8) "$8)

河南内乡宝天曼"Jp# '$

$&8)",8# ')8$# %#8""'$8, +"8$# $%8,"+8# ""8##

+$ '8" $+8'

陕西太白山"D.C# '"

$"8+"%8# "&8$#

*8$

$"8%""8# $+8##

), $8* '8$

湖北神农架"CJ]# $" )#8#

',8#"$+8# +'8## $$8'"&8# $%8##

/ / &'8'

河南栾川老君山"N-# '#

$,8,"&8, ",8&# '"8&"$'8) +'8## $$8""+8% $%8##

)# #8+ "+8*

山西阳城蟒河" _̀# '#

$%8$",8, "'8%# ",8,"")8% ''8## $#8*"+8# $)8%#

%' "8$ $#8#

湖南沅陵借母溪 "nN# '#

$$8&",8& "$8##

/

*8,"%8# $%8##

%# "8+ #L#

河南西峡"pp# "%

$"8)",8' $&8'# "%8#""$8# '#8## $$8)"%8# $+8##

%+ "8$ $"L#

湖北五峰"hU# ")

$$8)"'8% $,8*# "&8""$)8% )#8"# ,8)")8# $"8##

)' "8' "*8"

甘肃天水小陇山"DC# '#

*8$"+8# $,8##

/

&8$"+8# $"8##

+, '8$ #L#

!!注$% /&表示单株多被砍伐!无法观测此数据+

从血皮槭胸径径级分布图"图 $#看出$%)L'I

的单株径级分布于 &8# $%8* 91!胸径在 )#8# 91

以上的单株仅有 ' 株!其中!胸径最大单株来自重庆

大巴山城口群体!为 )%8$ 91+ 在 $$ 个群体内!重庆

大巴山群体平均胸径也最大!为 "#8# 91!且该群体

胸径径级分布范围最广!为 )8# )%8$ 91!径级集

中分布于 $"8# $%8* 91!占调查株数的 ")8"I

"图 "#+ 甘肃天水小陇山群体平均胸径最小为 *8$

91!最大胸径为 $,8# 91!主要径级分布在 $"8# 91

以下"图 '#+ 其他几个群体的胸径径级集中分布差

异也较大!河南栾川群体"图 )#胸径径级集中分布

在 $"8# ",8* 91!河南内乡群体"图 %#分布于

$"8# ",8* 91!湖北兴山群体"图 +#分布于 $"8#

"'L* 91(其余 % 个群体胸径径级偏小!山西阳城群

体"图 ,#集中分布于 &8# $*8* 91!河南西峡"图

&#和湖南沅陵"图 *#&8# $%8* 91!陕西太白山

"图 $##和湖北五峰"图 $$#主要集中于 )8# $%L*

91+ 另外!在 $$ 个野生群体内!没有胸径达到 +#8#

91的单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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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血皮槭野生群体胸径径级分布 图 "!重庆城口血皮槭野生群体径级分布
图 '!甘肃天水血皮槭野生群体

胸径径级分布

图 )!河南栾川老君山血皮槭野生群体径级分布

图 %!河南内乡血皮槭野生群体径级分布

图 +!湖北兴山血皮槭野生群体径级分布

图 ,!山西阳城蟒河血皮槭野生群体径级分布

!!根据每个群体径级分布图"图 " $"#.最粗单

株的胸径值和地径值!将这 $$ 个群体大致分为三个

区域$第一区域推测为起源中心!重庆城口群体和湖

北兴山群体!最大胸径达 )#8# 91以上(第二区域推

测为扩张区!湖北神农架.河南内乡宝天曼!陕西太

白山和河南栾川老君山!最大胸径为 "&8# )#L#

91!最大地径达 +#L# 91以上(第三区域推测为边缘

区!湖北五峰.山西阳城蟒河.湖南沅陵借母溪.河南

西峡和甘肃天水小陇山!最大胸径小于 "#L#91!最

大地径为 ")L# ))L#91+

F8FD树干特性

血皮槭野生资源单株间的枝下高差异很大+ 调

图 &!河南西峡血皮槭野生群体径级分布

查发现$血皮槭枝下高为 #8) "#8# 1!湖北兴山群

体的平均枝下高最大"'8) 1#!河南栾川老君山群

体平均枝下高最小仅 #8+ 1"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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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湖南沅陵血皮槭野生群体胸径径级分布 图 $#!陕西太白血皮槭野生群体径级分布

图 $$!湖北五峰血皮槭野生群体径级分布 图 $"!湖北神农架血皮槭野生群体径级分布

湖北兴山群体既是平均枝下高最大的群体!也是通

直度最好的群体!在该群体内发现单株枝下高大于

$#8# 1的单株有 $# 株+

除了湖南沅陵借母溪和甘肃天水小陇山群体

外!在其余 * 个天然群体中!血皮槭单株都不同程度

的表现为多主干现象+ 在湖北神农架调查的 $" 株

单株中!$# 株均为多干!平均地径为 ',8# 91!最大

地径达 +'8# 91(地径径级为 $+8# +)8# 91!除了

))8# ),8*# 91和 %+8# %*8* 91没有分布外!其

余径级均为 $ 株分布"图 $"#+

调查数据表明!血皮槭树干通直率较好+ 血皮

槭群体的通直率为 )#I ,*I"表 $#!一半以上群

体的树干通直度大于 %#I!最好的是湖北兴山群体

达到 ,*I!河南栾川老君山群体的通直度最低

")#I#+

'!结论与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我国自然生境中血皮槭大

树单株数量较少!重庆城口群体最大胸径为 )%8$

91!树高 $" 1(湖北兴山群体内最大单株树高 "%8#

1!胸径 )$8" 91+ 曾有报道 $*#$ 年被引种到英国

迪夫林植物园 "E5>>O56 P2OQ?6<#的血皮槭单株!在

$**, 年调查时树高 $)8# 1!胸径 +#8# 91!但是在

$$ 个天然群体的调查中!胸径在 )# 91以上的单株

也仅有 ) 株!没有发现胸径达到 +#8# 91的单株+

作为我国的特有树种!古老的大树可能存在于人迹

罕见的深山老林!也许目前对其野生资源的调查还

不全面!需要进一步继续调查(也许调查的范围多数

存在较多的人为干扰!是人为的砍伐导致难觅血皮

槭大树的踪影+

虽然调查的野生血皮槭大部分单株的枝下高很

高!整体树干通直度较好!但是也有个别群体单株的

枝下高偏低!如河南栾川老君山群体单株枝下高平

均值仅为 #8+ 1+ 导致血皮槭多干的原因!除了自

然分枝低的原因外!人为砍伐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血皮槭树干赭褐色比较好看!在林内易被发现!

常被人为砍伐利用+ 野外观察发现血皮槭人为砍伐

现象较严重!生于石缝中的大树都被砍伐+ 据当地

人介绍!在 "# 世纪 ,# 年代甘肃小陇山群体曾有过

大面积砍伐!很难见到较大的血皮槭植株!都是自然

更新的小树+ 在其他自然保护区的群体中也发现存

在不同程度的砍伐状况+ 河南老君山保护区内发现

较大的血皮槭"桩高 $)8# 91!地径 +'8% 91#!有被

砍伐过的迹象+ 由此可见!人为砍伐不仅影响了血

皮槭生长!也是导致血皮槭野生群体数量下降的原

因之一+

根据每个群体的径级分布情况和最大单株的胸

径值!将这 $$ 个群体大致分为 ' 个区域!第一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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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测为地理起源中心!血皮槭单株胸径最大(第二区

域推测为扩张区!血皮槭单株胸径中等(第三区域推

测为边缘分布区!血皮槭单株几乎为幼树+ 采用

CCS"简单序列重复#标记技术研究血皮槭 $$ 个天

然群体的遗传多样性表明!重庆城口群体的遗传多

样性最高!山西阳城蟒河群体最低!从而认为血皮槭

自然分布区中心地区群体的遗传多样性更高,$'-

!这

与本文根据生长数据推测的起源中心基本吻合+ 因

此!建议重庆城口和湖北兴山可作为血皮槭遗传资

源原地保存优先保护的单元+ 当然!这只是根据生

长数据和遗传分析数据的综合推断!而血皮槭真正

的起源中心以及扩张路径等还须进一步通过分子谱

系地理学的研究进行验证+

调查发现!不同地区野生血皮槭生长状况存在

较大的差异!而且由于血皮槭本身自然更新困难!导

致其现在生境范围狭窄+ 因此!对血皮槭遗传资源

的保护首先需以原地保护为主!建立自然保护区!加

强对其栖息地的保护!避免对其原生境的破坏(还要

改善其生境条件!增加透光抚育!促进母树结实(要

提高人们对野生血皮槭的保护意识!呼吁人们减少

和杜绝对野生血皮槭资源的破坏!禁止随意砍伐.采

摘果实和挖掘实生苗+ 其次!收集优先保护群体的

遗传资源并开展异地保护!从而避免地质性灾害和

极端气候对野生资源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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