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

粥
．一

测



，

漆树普查科技成移套

‘



部优品种速生试验林

部优品*【【白叶小木



目 录

第一章 概述⋯⋯⋯⋯⋯⋯⋯⋯⋯(1)

第二章 芦山县漆树资源oo’o o oe ooo oeoooo(4)

第一节生漆基地县的芦山县自然概况⋯⋯⋯⋯⋯(4)

第：节芦山漆树类别与分布⋯⋯⋯⋯⋯⋯⋯⋯⋯(6)

第三节全国漆树选优芦山名列前茅⋯⋯⋯⋯⋯⋯(10)

第四节漆树优良品种对比园的建立⋯⋯⋯⋯⋯⋯(21)

第五节芦山县近百年漆树资源变化⋯⋯⋯⋯⋯⋯(22)

第三章 芦山县生漆生产⋯O 00 000 000⋯(28)

第一节芦山县生漆质量．⋯⋯⋯⋯⋯⋯⋯⋯⋯⋯”(28)

第二节芦山县解放前后生漆产量⋯⋯⋯⋯⋯⋯⋯(32)

第三节经济效益⋯⋯⋯⋯⋯”i⋯⋯⋯⋯⋯⋯⋯⋯(41)

第四章 割漆及生漆检验与包装储运(43)
第一节割漆⋯⋯⋯⋯⋯⋯⋯⋯⋯⋯⋯⋯⋯⋯⋯⋯(43)

第二节生漆检验⋯⋯⋯⋯⋯⋯⋯⋯⋯⋯⋯⋯⋯⋯(47)

第三节生漆的包装储运⋯⋯⋯⋯⋯⋯⋯⋯⋯⋯⋯(51)

第五章 漆树栽培及病虫害防治000 00 0(51>

第一节漆树栽培⋯⋯⋯⋯⋯⋯⋯⋯⋯⋯⋯⋯⋯⋯(51)

第二节病虫害防治⋯⋯⋯⋯⋯⋯⋯⋯⋯⋯⋯⋯⋯i55)

第六章 前景展望⋯⋯⋯⋯⋯⋯⋯⋯(56)

编后记⋯⋯⋯DOO 000 0 00 OOO OOO OgQ(61)



芦山县生漆志

第一章概 述
生漆，亦称国漆、大漆，土漆或天然漆，是以漆树上采

剖的胶状汁液，有防腐、防潮、耐磨、耐酸，耐高温等特殊性

能，素以“涂料之王力著称于世。我国是漆树的原产地，生

产生漆和使用生漆已近七千年的历史。象形文字之前，就知

道它“可以髹物"而创蝌蚪文。尧舜时代，已能用配色工艺

制作器物， “漆其外而朱画其内矽。所以英国著名科学史家

李约瑟在其所著《中国古代关于水溶液的一种早期炼丹文

献》中赞扬道： “生漆可以说是人类所知最古的工业塑料，

漆器制造的化学原理也是很有趣的⋯⋯整个化学最重要的根

源之一，是地地道道从中国传出去的。"我们中华民族在生

漆的利用上，同其它科学文化一样，为世界人类作过伟大贡

献。精美的漆工艺品，秦汉时期已传入亚州各国，唐、宋、

元、明、清又传入欧洲。鸦片战争后，大量生漆原料输往世

界各地。近半个髓纪以来，生漆广泛应用于农业、工业、航

天、航海、医卫等各个领域，供不应求。

芦山是四川省西南部盆周山区小县，地理位置，．自然条

择，均适宜漆树生长，历史性的分布较广，尤以县辖之太平

山区资源更为集中，1978年芦山经四川省定为生漆基地县。

现有资源251万株。全国资源普查，查明芦山漆树分两大类

共十一个品种，其中五个品种列为省优，两个奇特品种列入

国家科研课题。全国漆树选优，筛选出46个部优品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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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山占四个。又从46个部优品种中评比出14个国优品种，其

中芦山占一个。芦山优种，震动全国。 、

芦山由于漆树品种优异，生漆亦堪称佳品。解放前运销

乐山、成都、重庆、上海等地，牌子一挂，抢购一空。解放

后每年30担供应乐山造船厂，其余供应福建军工厂，亦甚紧

俏。生漆是高分子化合物，主要成份是漆酚、漆酶，树胶

质、水份及其它少量有机物质。依据国家标准局198a年颁布

的《生漆理化指标》，以含漆酚量为主要指标，分四等十一

级。芦山经中国生漆研究所、福建师范大学高分子研究所已

化验的八个品种对号入座；花叶大木位居特等二级J佳大木

位居特等一级以上，吊枝大木位居一等三级，红粉皮大木位

髫特等一级以上，椒叶大木位居特等三级，绿灰小木位居二

等一级，乐林小木位居一等三级。科学检验证明，芦山生漆

质量，特别优异。1982年福建师大高分子研究所化验国内各

产漆区生漆样品，芦山生漆漆酚高达81．6％，仅次子南江

(85．8％)而名列全国第二。1986年2月雅安地区以《地方

产品名录》上报。

芦山生漆产量，民国初年至二十八年(1911—1939)年

产500担左右。民国二十八年至1950年，山区普种鸦片，生漆

商品量几乎是零。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恢复和发展生漆生

产，制定和实施统购统销、计划管理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取

得可喜成绩。但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

性，时有偏差或失误，影响生漆产量起伏波动，甚致大起大

落。 ．

．

三年恢复和“一五"时期，在农业大发展的推动下，生
漆年产量在零的基础上逐年上升，1957年达285担。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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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化，共产风；浮夸风、大办钢铁、一平二调，农业

积极性受挫伤，生漆年产量急剧下降j 1962年仅为32：担。

1963年芦山纠正缺点，战胜困难，又逐年上升到200余担。

1966年“文化大革命秒开始，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产量又下

降，到1972年只百担左右。1973至1981年产量仍在百余担左
右徘徊。1982年后，年收购量不足百担。

产重的波动起落，经济效益亦未能充分发挥。漆树全身

是宝，但材、籽，油、药等尚未利用，起效益的只有生漆。

1953年至1985年芦山供销社共收购生漆4，897．47担，付出价

额1，466，057．70元。国税收入219，908．66元。产漆区集体

(生产队)1953--1981年收益1，259，157．90元。集体收益

(个人溶于集体)也不平衡。资源较多，又坚持发扬仇势的

社队，其收益就高。如中林公社新民二队，坚持以割漆为主

要副业，1978年人平达283元。1982年后，市场开放，单慕

道改为多渠道经营，国家收益少．个人收益多。． ．

与生漆生产相辅相承的采割、检验、漆树栽培等，由于

芦山经营生漆历史悠久，长期积累已成系统的经验：现在金

县漆农400余，继承前辈的割漆技艺，结合现代科技，从爱

惜资源的“五不割”到工序、开口、口型、刀法、轮歇等瓤

有一套例则。生漆检验，’也吸取先辈的感观测定，结合现代

的煎盘检测，在高精度检测仪器未能引进之前，还是信得

过。漆树栽培，也吸取前辈的小木漆截根育苗，大木漆灰塘’

寻苗的经验，结合现代科技，总结出有性繁殖、无性繁殖、
老树更新、苗圃育苗等新方法。这些都是芦山发展生漆生产

韵有利条件。． =‘． ’i ·

，． 芦山发展生漆生产，条件充分，前途远大。今后要充分



发挥自身的自然优势、优种优势、历史优势、人力优势，上

下齐心，共同奋斗。争取在1990年有优种资源360万株以上，

年产漆20万市斤以上，年产值达150万元以上。实现区域化、

良种化、专业化、科学化，成为名实相符的生漆基地县。

第二章芦山县漆树资源

第一节 生漆基地县的芦山自然概况．
芦山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雅安地区西北部。东西北三

面环山，高山耸峙，溪谷纵横。地形北高南低，南北长，东

西窄。从县境南端之飞仙关至北端之断头岩，海拔600--5364

米。山呈南北走向，北高南低。河流依山势自北向南，芦山

河汇集百川注入青衣江。总面积1364平方公里，山区占

80．6％。其中农耕地16万亩，森林60多万亩，灌木丛林40多

万亩，荒山革坡25万亩。全县辖一个区、一个镇、十五个乡。

总人口1 01万。
‘

依自然地形，芦山分为两个区域：从南端之飞仙关至宝

盛之金鸡峡，和双石之大岩腔，属低山丘陵区。海拔600一

2000米。一般为1—4级台地，为中生代上部之白垩纪地

层。主要岩石为重庆红紫色页岩及沙石向斜构造。其两翼均

被河流切割成许多单面山。：￡壤以紫色土为主，多属中性和

弱酸性，从宝盛和双石起，逐步过度到高山区，海拔最低

_1627一最高5364米。地层为中生代中部之侏罗纪。土壤以黄

壤为主，多属酸性。按低山丘陵区和高山区的地形，芦山辖

一个高山区一太平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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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区位芦山北部，辖双石、宝盛、太平，中林、快

乐，大川六个乡，区驻地太平场。．面积1088平方公里，全为

高、中山地带，占全县总面积的81．6％。山势呈北南、北酉

走向。海拔平均2000--2500米以上，耕地面积．51893亩，

90％为山地。人口31254入。原始森林50万亩，灌木丛林5z

万亩，分布大量漆树。

芦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属亚热带大陆性

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15．1℃：一月份平均温度5℃，七月

份平均温度24．1℃，极端最高35．5℃，极端最低一4．6℃。太

平区常年平均偏低3—4度。年平均降雨量916．7ram，太乎
区1300．8ram。六至八月占全年总降雨量57％。年平均日照

951．5小时，占全年可照数22％。年平均相对湿度83％。全年

无霜期296天，太平区284．5天。每年偶有寒潮、冰雹、大
风，暴雨、霜冻。 、

据中国生漆研究所认为“最适宜漆树生长的自然条件靠，

与我县自然条件对比： 。

一，分布的地理位置。以漆树分布约在北纬19—42℃，

东径79—12G。之间。一我县地处北纬30。017—30。497，东径

1200527～1300117之间。 ，

。二，海拔。“漆树在海拔400--3000m之间均能正常生

长黟。我县海拔在600--5364m之间。 ’

’

兰、土壤。“漆树最适宜的土壤酸碱度是PH值4．5一丁

之间，即要求酸性，弱酸性或中性土壤一。我县以紫壤及黄
壤为主，均属中性和弱酸性。 、：f

四、温度。“漆树要求年均温为8—16℃，t 8—20℃也能正常生长。极端最高32℃一41℃，极端最低⋯5 24℃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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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年平均气温15℃。极端最高30．5℃，极端最低一4．6℃。

五、雨量。“漆树要求年降雨量为600m1500mm刀。

我县年平降雨萤为916．7ram。太平区为1300ram。．

六、相对湿度。“漆树要求年均相对湿度65—85％”。我

县年均相对湿度为83％。

对比说明，芦山全县自然条件均适宜漆树生长。以高低

山区相较，太平区条件更为优越。因为太平区大片的森林、

丛林，长期以来就分布了大量漆树，山区农民历来就以割漆

为主要副业，称漆树为“摇钱树"，对漆树栽培、采割、管

理已积累丰富的经验。所以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后，芦山列

为生漆基地县之一。太平区又为芦山生漆重点区。 、

一 ，
．

第二节 资源普查明确类别与分布
我国是漆树的原产地，考古工作者发现有250万年前的

漆树叶化石。也是世界上漆树分布最广、资源最多的国家，

现在也占世界总资源的80％以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与伦比。

据典籍记载，我国漆树分布，战国以前主要分布在今陕西、

河南、湖北、山东和陇西一线。秦汉时期，巴蜀也成重要分

布区。汉代以后到明、清，扩大到华南，华东，以陕西，

湖北、四川、贵州、云南为最丰富。现代分布，，据中国生漆

研究所肖育檀教授著《我国漆树的分布中心和可能的起源地势

(《中国生漆》1982年I期增刊本)说： “从漆树现代分布

群集度、常见度和种内生态变异类型看，我们认为秦岭、大巴

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乌蒙山和邛崃山一带，是我国现代

漆树的分布中心。即环绕四川盆地四周的中低山，资源分布

最多⋯⋯从我国近百年来生漆生产历史可以看到，这一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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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漆产量最高，约占全国生漆总产量的80％以上，且自然

更新良好一。芦山地处四川西南盆周山区，邛崃山南段支

脉，历史性和地域性的自然分布，资源是很丰富的。但在解

放前。资源的开发和建设不被重视，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的天

然状况。漆农只凭经验将漆树分为家漆树和野漆树两类。、家

漆又名小木漆，实际是经无数代漆农选优培育而成的农家品

种，主要分布在中低山和房前屋后，田边地角r野漆又名大

木漆，多在高山森林和丛林，只采割，不培育。两类漆树又

分乌蛸皮，青杠皮、黄瓜皮、花叶子、细叶子、骚漆树等等

类别，造成许多同名异树，同树异名，辨认不准，分布不

确，资源不清，很不科学，不利发展。解放后，我县为了摸

清家底，发展生漆生产，1953—1957年曾作几次调查，由于

极“左"路线的干扰，工作中断。1978年又配备一名生漆技

术员高一品，恢复调查研究工作。1980年由高一品、夏中文、

王光旭、代援埃，冯成斌、汤甫能组成“芦山县漆树资源调

查小组’’，由四川省供销社统一领导，芦山县科委大力协

助，县、区、社、队大力协作，根据芦山地貌、生物一气候

一类型和生漆生产的区域进行调查研究。重点调查太平区六

个乡和龙门、凤禾两乡。漆树皮解剖指标由四川农学院完

成。树皮切片和各样品成份分析，由西安中国生漆研究所、

南充师范学院生物系及福建师范大学化学系完成。调查成

果，由林业部中南规划大队负责人，四川省漆树品种资源研究

负责人龙斯曼教授总复查、总复核。龙教授于1982年5月曾带

领全省漆树调研协作组来我太平区实地查核。。经几年努方，

完成调查，并写成《芦l上J县漆树品种资源调查报告》，于

。1983年10月12—20正式经四川省鉴定委员会审查签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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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优异。这次调查，在明芦山漆树为两大类共十·个品种

(见下表)。 ；

小木漆三个品种，共同的主要特征是速生(7—9年投

产)高产、优质。但寿命短(一般只15—20年)。树高8—

10米．主干与分枝尖角约40～60。。花茂果少，多数果胚发育

不良，主要靠根繁殖，大木漆八个品种，共同的主要特征是

树形高大，寿命长(35—50年以上)，产稳耐割。树高8—

20米，分枝角度大，近水平伸展。结果丰满，腊层厚而紧，

发育力强。

十一个品种中，乐林小木、绿灰小木、臼叶小木、花叶

大木、佳大木等五个品种，经四川省鉴定委员会定为特优品

种。吊枝大木、红粉皮大木，经芦山县评为芦山县优良品

种。这七个品种，引起省内外重视，纷纷索取种源。而且其

中奇特的四个品种，还列全国漆树科研项目：花叶大木和自

计小木，是速生，高产，优质树种，其叶色浅淡，幼生叶甚

至遍布灰白色或黄色斑块，表明其叶绿索含量少，与一般植

物生理规律不符，其奇特的生理机制是什么?需要科学解

答，吊枝大木，生长高山，产高质优，树形高大，分枝却是

倒吊轮生，系何原因，也需科学研究I佳大木漆汁初为红

色，结膜后为深咖啡色，色泽鲜艳特奇，属全国首次报导，

也为漆工艺开辟新途径，需进一步研究。

十一个品种的生态地理分布(垂直分布)大体是：海拔

奄50一1000米的低山区，主要是小木漆品种群和红粉皮大木’

800一1500米之间是乐林小木，绿灰小木，白叶小木、花叶

大木、佳大木、红粉皮大木，1500--2500米之间是吊“枝大

木、椒叶大木、自粉皮大木、青杠皮大木，黑叶大木。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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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域分布(水平分布)是：大致沿罗纯山脉半山中下侧往北延

伸，从飞仙关至龙门一线为散生。双石、宝盛、太平为群

体。中林，快乐、大北岩山脉四周、九里山尾部为集群体，

包括常绿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三个生物气候带。面积比较集

中的是：中林乡的梨坪、新民，林盘和高家山,11快乐乡的杨

开，保卫和铜厂河tl大川乡的和平和唐王坝，太平乡的大河
和茨行坪，宝盛乡的花板增、飞水山，攒行坪等地的中低

山峡谷。占全县总资源的70％。其次是双石乡的西川，石

宝，太平乡的坪溪、春光、花莲，中林乡的沙坪，快乐乡的

小里，大川乡的柏林，占全县总资源的25％。再次是低山丘

陵的凤禾、仁加、清源、龙门、隆兴乡为散生，占全县总资

源的5％。太平区六个乡为生漆商品乡。(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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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山县漆树分布表

成片面积(亩) 散生漆树 主产
漆树 备

自然，分区
(万株) 生漆

品种 考面积 占％ 株数 占％ 商品乡 (个)

1．太平区 15．110 100 r 100 9】．74 6 11

其中；大川 1．420 9．4 10 9．17 1 9

快乐 1．920 12．71 40 36．7 1 1l

中林 5．180 34．28 30 27．52 1 1l

太平 2．670 17．67 10 9．17 1 9

宝盛 0．990 6．55 3 2．75 1 7

双石 2．930 19．39 7 6．42 1 8

低山丘陵区 9 8．26

其中：仁加 l O．92

⋯

清源 1 O．92

凤禾 3 2．75

龙门 2 1．83

I
隆兴 2 1．83

全县合计 15．110 109 100

第三节 全国漆树选优芦山名列前茅
漆树(Rhus ver nici flua fto kes)是一种特种经济林

木，所产生漆是珍贵的天然涂料。我国漆树资源和生漆产

量、质量，均居世界首位。但解放前不被重视。解放后，党

和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恢复、保护和发展的政策措施，取得了

显著成效。据统计，截止1981年，全国漆树资源由1972年的

lO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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