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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红豆杉药用原料林区划

贵州省林业科 学研究院 (贵 阳 5 5 0 0 n ) 张佐玉
‘

张 喜

摘 要 在 系统分析 了贵州红豆 杉的分布
、

引种基础上
,

从
“

人一地一树
”
系统的关键节点 切人

,

用

生物气候
、

地质岩性
、

母岩
、

土壤等 因子的重要性排序区划红豆 杉的栽培 区
,

并将其划分为 7 个 区
。

讨论 了 贵州红 豆杉药用林栽培中的原 生种 与引进种 配置
、
“
人一地一树

”
系统与 经济 的可持续发

展
、

规模化种苗供给 问题
。

关键词 贵 州红豆杉 栽培 区划 发展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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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癌药物 紫杉醇 (P a elit a x e l)以 其独特

的治癌途 径二, 一‘〕被国 内外 医药界广泛 利用
,

市场需求 巨大
,

但野生资源 已破坏严重
。

贵州

是 红豆杉植物 的分 布区 巨5一 6〕
,

也是 中草药的

重要产区
,

发展中医药等生物产业
,

是该省富

民兴 黔的重大举措之一
,

而在贵州发展紫杉

醇药物产业
,

科学 区划是基础
,

原料基地布局

是关键
。

1 红豆杉在贵州的分布与引种

在贵州 自然分布 的红豆杉主要是红豆杉

T a x u : c h in e n s i, 、

南 方 红 豆 杉 T
.

c h in e n s is

v a r
·

m a ire i
,

多散生
。

二者在贵阳 (N 2 6
0

3 8
‘ 、

E IO6
0

4 3 ’ 、

H l 1 5 0 一 1 1 9 7 m )都生长良好
。

近

年来
,

贵州 植 物 园 (N 2 6
0

3 4
‘ 、

E 1 0 6
0

4 2
‘ 、

H I

2 10 ~ 1 4 19 m )除栽培上述两种外
,

还引种 了

云南红豆杉 T
.

y u n n a ne ns is
、

东北红豆杉 T.
c u sP ida ta

、

矮紫杉 T
.

c u sP id a t a v a r
.

n a n a ,

荫

棚
、

盆栽
、

大田均成活
。

其中南方红豆杉生长

最快
,

年均生长 30
。m 以 上 ; 红豆杉次之

、

在

25 c m 以上 ; 云 南红豆杉
、

东北红豆杉
、

矮紫

杉前 3 年均生长 Z c m 左右
,

第 四年达 8一 1 0

c m
。

红豆杉根系很发达
,

一般有 10 ~ 15 个支

根
,

长 1 5 ~ 2 5 c m
,

在遮荫和大树下生长好
。

曼地亚红豆杉 T
.

m edi a 是一种天然杂

交种
,

生长快
、

紫杉醇含量高
。

其父母本 (欧洲

红豆杉 T
.

bac ‘at a 和东北 红豆杉 )的分布区

跨越亚热带
、

温带至寒带
。

其 中东北红豆杉南

部区可达山东
、

江苏
、

江西
,

贵州也能成活
。

曼

地亚红豆杉可在 多种气候和土壤条件 下生

长
,

以气候温和
、

空气湿度大的沿海地 区生长

A d d r e s s :
Zh a n g Z u o y u ,

G u iz h o u A e a d e m y o f F o r e s t r y S eie n e e s ,

G u iya n g

张佐玉 贵阳 中医学院 中药 系毕业
,

学 士
,

主管 中药师
。

主 要从事中药与天然药物的化学分 析
、

生态与栽培
,

森林蔬莱栽
培与保鲜方面的研究

。

参加省
、

部级两项科研项 目
。

先后发表有《南天竹根 茎生物喊含量的研究 》
、

《国内外森林蔬菜 的研究开
发动态与贵州的发展策略 》

、

《国内外麻竹 的研究动态与贵州的适生性区 划 》等 10 余篇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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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

光照较差的地方生长也佳
,

适宜的生长温 特的自然景观
。

制约红豆杉生长的主要因子

度 为一 IO C 一 3 O C
,

年 降 水 量 9 0 0 ~ 1 8 0 0 是热量与重组水热的海拔和土壤条件
。

m m
。

以微 酸性
、

排水 良好 的砂质 土壤较适 生物气候是决定红豆杉区域分异的首要

合
。

可在贵州引种曼地亚红豆杉
。

因素
。

但贵州的地质构造复杂
,

地层 发育完

2 贵州红豆杉栽培区划 备
,

岩石种类繁多
,

一定的生物气候条件下
,

贵 州 位 于 云 贵 高 原 东 部 大 斜 坡 地 山地的土壤发育与理化性状深受岩性的影响

带 , 一 8 〕
,

东西长约 5 7 1 k m
、

南北约 51 0 k m
。

分 并成为成 土的主要因素 ; 岩性又 控制着地貌

布 范围 N 2 4
0

3 0
‘

~ 2 9
0

3 0 ‘ 、

E 1 0 3
0

3 1
‘

~ 1 0 9
0

形态的发育
,

如常态地貌和岩溶地貌
,

进而影

30
‘ ,

海拔 变幅 13 7 一 2 9 00 m
。

境 内气候温 响水热的重新分配 (表 1 )
。

省内板岩
、

变余砂

暖
、

雨量充沛
、

河谷深切
,

地势起伏较大
、

地表 岩主要分布在黔东地区
,

黔中部分地区也有

形态多变
、

岩性 组合复 杂
、

土壤种类繁多
、

植 零星分布 ;石灰岩除黔东南和黔北赤水外
,

均

被类型 丰富 ; 同时
,

处于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 有分布 ;砂页岩
、

老粘土除黔东南和南部边缘

交汇处
,

导致本省 自然面貌十分复杂多样
,

植 外
,

省内各县均有分布 ; 玄武岩集中分布在西

物资源丰富
,

生产力高
。

虽然贵州全境处于纬 部和西北部各县
。

度较低的中亚热带范围
,

但是
,

北来冷气 团和 贵州土壤分布不仅具有水平地带性和垂

东南季风及西南季风均能 同时影响省境 ;喜 直规律普遍性
,

且具有贵州的特殊性
。

由南至

玛拉雅运 动
、

特别是第 四纪 以来新构造运动 北呈
“

双重性
”

的水平与垂直复合式分布 ; 从

大规模由东 向西掀斜上升致贵州处于云贵高 东到西因水 热变化导致土壤垂直分布的
“

相

原一东部低 山丘陵的过渡带
; 贵州地史上 自 性

”

变化 ;岩性
、

地貌引起土壤分
“
区域性

” 。

以

震旦纪到三叠纪历经多次海浸
,

长期处于浅 上也影响着贵州红豆杉的生 长(表 2)
。

海环境
,

碳酸岩地貌广大
,

三者构成 了贵州独 适合贵州红豆杉生长的土壤有 1
.

O 62 X

表 1 贵州红 豆杉栽培的岩组类型及分布 表

地势等级及海拔变幅(m )

岩组 岩类 高原

》1 80 0

高中山

1 80 0~ 3 5 0 0

中中山

1 30 0~ 1 8 0 0

低中山

1 0 0 0 ~ 1 3 00

低山

5 00 ~ 1 0 00

丘 主要分布区

陵

丫丫了丫了了��了丫�丫丫�守了了�

了丫了沉积岩

变质岩

岩桨岩

石灰岩

砂页岩

老粘土

板岩
、

变余砂岩

玄武岩

表 2 贵州红豆杉栽培的土坡资源及生物气候条件

生物气候条件

土集类型
( hm Z )

占全省
( 环)

年均温

( C )

积温 )

( 10 C )

年雨量

( m m )

相对湿

度( % )

湿润

度

海拔m

黄坡和山地黄坡 68 1
.

4 39
.

1 6 8 00

红壤(黄红城
、

赤红集) 19 3
.

2 11
.

1 8 4 00

高原黄棕旗和山地黄棕族 10 3
.

8 5
.

96 1 4 00

石灰土 430
.

9 24
.

7 8

紫色土 78
.

3 4
.

5

山地灌丛草甸土 5
.

3 0
.

31

1。,
h m

Z ,

占全省土地的 61 %
。

部分酸性石灰

土由于有机质含量高
,

土层深厚
,

也适宜种植

红豆杉
。

另一方面
,

土壤的物理性质
、

营养成

14 ~ 16

17 ~ 19

11 ~ 13

5 ~ 6

4 50 0 ~ 5 0 00

5 50 0 ~ 6 5 00

簇4 0 00

1 0 00 ~ 1 20 0

1 100 ~ 1 30 0

95 0~ 1 30 0

》80

78 ~ 79

8 0

1
.

0 ~ 1
.

2

0
.

9 ~ 1
.

1

成2 0 00 ) 1 6 00 ) 8 0

份的有效性
、

总量也是红豆杉生 产力的重要

影响因素
,

贵州土壤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快
,

自

然肥力较高
,

人促肥力羞
,

也一定程度影响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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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杉的生产力
。

云 南红豆杉可长成 高大挺拔 的乔木
,

为森林

红豆杉的生长发育是人
、

地
、

树相互作用 上层建群种之一
,

越过此山向东
,

随着气候的

的结果
。

据此
,

贵州红豆杉栽培区划应结合本 湿润度下降
,

红豆杉树体短小
、

主杆弯曲
、

分

省
、

国家一级的综合农业 区划
、

林业 区划
,

按 枝低矮
,

至金沙江流域
,

多数 已成灌木 ; 东北

主导 因子法则
,

以 地貌
、

岩性
、

气候
、

土壤
、

植 红豆杉 由原产区 向低海拔
、

南缘引种时
,

也出

被的重要值为依据 (表 3 )
,

结合 红豆 杉的适 现矮化
、

灌木化现象
。

因此
,

两 区可适当引种
,

生性进行区划
,

可划分 出 7 个栽培区
。

但生长量肯定不及当地红豆杉
。

根据贵州的
“

人一红豆杉一立地
”

系统的 曼地亚红豆杉在省内未引种
,

同亚热带

特殊性
,

进行药 用林经营 , 一 ’2 〕
,

树种配置 (表 气候的浙江已成功栽培
,

省内可 同云南红豆

4) 包括首选种
、

建议种
、

引进种
。

南方红豆杉
、

杉
、

东北红豆杉作比较栽培
。

经过
“

种子一种

红豆杉适于全省栽培
,

尤其是黔南低 中山峡 苗一林木一种 子
”

世代 分析
,

筛选 出优 异品

谷
、

黔西南山地丘 陵和黔北 中山峡谷 区热量 种 [ls 〕
。

高
、

水热条件好
,

配以 合理的栽种技术
,

生长 3 讨论与建议

潜力最大 ;其次是黔东北低 山丘陵和黔东南 3
.

1 贵州红豆杉药用原料林建设中原生种

低 中山丘陵区
,

水热丰富
,

土壤肥力高
,

当地 与引进种的配置
。

高含量的紫杉醇与高的生

群众有长期营林经验
,

红豆杉经营的综合条 长量双重性状是红豆杉药用原料林建设的 目

件好
,

有 发展 潜力 ; 黔 中丘 原 区 次于前述 5 的
。

目前
,

高生长量的原生种紫杉醇含量低
,

区
,

红豆杉的生产潜力在一般水平上 ;黔西高 高紫杉醇 的品种又处于引种阶段
,

规模化发

原山 地区也适于红豆杉的生长
。

展紫杉醇产业仍需 以原生种为主
,

引进种边

黔西高原区和黔 中丘原区是云南红豆杉 试验边推广
,

作好基地建设的规划
、

论证
。

切

分布区 的近东缘
,

东北红豆杉的远南缘
,

生境 忌盲 目引种发展
。

条件接近原产地
。

据调查
:

在高黎贡 山西坡的 3
.

2 贵州红豆杉药用原料林建设 中
“

人一地

表 3 贵州红 豆杉栽培区划主要因子及分级

因子 ~

主要地貌类型

分区 黔中区 翻岖 黔东北区 , 东南区 拼南区 拼西区 拼西南区

丘原山原 中山峡谷 低山中山丘陵 低中山河谷

碳酸盐类岩石
、

局部砂页岩

碳酸盐类岩石
、

砂岩
、

砂页岩

低山中山丘睦

碳酸盐类岩石
、

变质岩
、

砂页

岩

变质岩
、

板岩
、

砂页岩

碳酸盐类岩石
、

局部砂页岩

高原山地

碳酸盐类岩石
、

局部玄武岩
、

砂页岩

山地丘陵

碳酸盐类岩石
、

砂页岩
、

含煤

岩

) 10 C积温

年平均温(℃)

热 I月均沮(℃)

7月均沮(亡)

量 极端低温(C )

极端高温(℃)

生长期(d )

雨量(m m )

主要土壤

4 0 00~ 5 000

14~ 16

4~ 6

24~ 26

一 6~ 一 8

280~ 290

1 100 ~ 1 300

黄城
、

石灰土

年径沈量(m m )

主要植被

400~ 800

栋
、

松
、

柏
、

乌柏
、

茶丛

农

业

田土比例

耕作制度

1 : 1 50

1 年两熟

交通情况 铁路
、

公路
、

航空

5 000 ~ 6 000 5 000 、 5 500 5 0 00 ~ 6 000 5 000~ 6 500 2 500、 4 000 4 500~ 6 000

14 ~ 18 16 16~ 18 16~ 18 12~ 14 16~ 18

6 4~ 6 6~ 8 6~ 8 2、 6 6~ 8

26 、28 26~ 2 8 26 24~ 26 18 ~ 24 22~ 26

一 6 ~ 一 8 一 4 、 一 6 一 1~ 一 6 势一 4 一8~ 一 14 一
卜 一8

) 40

280 ~ 3 30 妻300 ) 300 340 200~ 250 2 70 ~ 330

1 100 、 1 200 1 10 0~ 1 4 00 1 300~ 1 500 1 200~ 1 300 900 ~ 1 400 1 200 一 1 500

黄坡
、

石灰土
、

紫 黄红城
、

黄城
、

石 黄红壤
、

黄族 红坡
、

砖红旗
、

石 黄棕城
、

黄峨
、

石 红奥
、

石灰土
、

黄

色土 灰土 灰土 灰土 集
300 ~ 9 00 500 ~ 1 000 500~ 1 100 400 ~ 900 300 ~ 1 000 600 ~ 800

樟
、

拷
、

株
、

松
、

杉
、

樟
、

拷
、

株
、

松
、

油 樟
、

拷
、

松杉
、

株
、

松
、

柏 株
、

松
、

梨
、

核挑
、

栋
、

松
、

季雨林

柏
、

毛竹
、

乌柏
、

桐
、

油茶 毛竹
、

油茶 苹果

茶丛
1 : 1

.

93 1
: 0

.

67 1
: 0

.

32 1
名
2

.

4 4 1
:
12

.

8

l 年两熟
、

部分 1 1 年两熟
、

部分1 1 年两熟
、

部分 1 1 年两熟
、

部分 1 1 年l熟及套作1 1 年两熟
、

部分 1

年3熟 年3 熟 年3 熟 年3熟 年两熟 年3熟

公路
、

铁路
、

水运 公路
、

水远
、

铁路 公路
、

铁路
、

水运 公路
、

铁路
、

水运 公路
、

铁路 公路
、

铁路
、

水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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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的调控与持续发展
。

贵州经济基础 不通 ; 中密度兼顾 了人
、

地的承受力
,

较能接

薄弱
,

水土流失严重
,

适林 区交通条件落后
,

受
。

另一方面
、

由于红豆杉质优异
,

建立材药

药用林建设 以枝叶为 目的
,

高密度需高 投人 两用林更能适合省情
。

维持才能有高产量
,

大规模基地建设势 必行 3
.

3
.

贵州红豆杉药用原料林建设的种苗问

表 4 贵州红豆杉栽培分区品种配 t 裹

因子 黔中区 黔北区 黔东北区 黔东南区 黔南区

首先种
红豆杉

、

南方红豆 南方红豆杉
、

红豆 南方红豆杉
、

红豆 南方红豆杉
、

红豆 南方红豆杉
、

杉 杉 杉 杉 红豆杉

叶西区 麟西南区

红豆杉
、

云南红豆 南方红豆杉
、

红豆

杉
、

南方红豆杉 杉

建议种
云南红豆杉

、

东北 云南红豆杉
、

东北

红豆杉 红豆杉

曼地亚红豆杉 曼地亚红豆杉

云南红豆杉 云南红豆杉 云南红豆杉 东北红豆杉 云南红豆杉

引进种 曼地亚红豆杉 曼地亚红豆杉 曼地亚红豆杉 曼地亚红豆衫 曼地亚红豆杉

题
。

目前红豆杉的种苗繁殖方式有种子
、

扦

插
、

组培 3 种
,

主要以扦插苗供应规模化基地

建设
。

与国内同行比较
,

省内种子和组培育苗

几无进展
,

扦插成活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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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翅豆芜普繁殖习性观察

重庆市药物种植 研究所 (南川 市 4 0 8 4 0 0) 胡周 强
’

韦 波 张含藻 韩健华

摘 要 对小翅 豆芜蔷繁殖 习性进行 了系统 的观察研究
。

实验结果表 明
,

小翅豆 芜普雌雄虫均可

多次交配
,

性别不 同交配 次数各异
,

每雌可产卵 1~ 3 次
,

产卵量的多少与寄主植物有关
。

在变温条

件下
,

卵期平均为 65 d
,

以 含水量 n % ~ 14 % 的河砂孵化率最 高
。

关键词 小翅豆 芜著 繁殖 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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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周强 中专
,

副研 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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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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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3 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