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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迭部林区是我省木材生产的主要基地．为了发展迭部彬
韭，为保护并培育速生、优质、丰产的优良树种；保存、纯

化本地优良造林树种提供科学依据。迭部县林技站偕同甘肃

农业大学林学院树木学教研室，近几年开展了森林植物资

源调查研究．参加野外工作的除编者外，还有县林技站卢予
华、朱舟平同志、甘肃农大林擎专业87、88、89届毕业实习

生安彪、仁钦当智、张俊海等19位同学．

本书对尚在引种或过去一些志书虽有记载但调查中未见

的；或庭院有少量栽培，露天不能越冬的树种均未编入。对。

引种成功，露天栽培十年以上者，作为归化种编入简志。

书中每个树种学名下列有标本采集号；树种分布详细记载带
林区，再省内和邻省的分布状况。树种形态描述、林学特

性、利用价值等的记载，均以简明、实用，体现地域性志书

特点为准则。 、．-

本书是广大林业职工必备的工具书．。由于迭部林区所处一

的特殊地理位置，’树种分布呈现明显过渡性质。本书也是植

物区系地理学、生物学，。药物学、、林学等学科教学和科研工
作的有益参考书。

。

t限于编者水平和成书时间仓促，、谬误难免，’希望读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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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部林区自然概况

1(一)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 。

迭部林区地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南部，地理座标为

北纬33。39^一34。207，燕径102。557—104。057，东邻舟曲县；

北靠卓尼县，东北与岷县和宕昌县接壤，西南分别和四Jll省

着尔盖县、南坪县毗邻．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正式置县，实
际控制面积为4825．73平方公里，境内齑林资源丰富，是本

省主要林区之一． 。

迭部林区地形自西北向东南倾斜，相对高差最大为2900

米，平均坡度30一35。，境内。，白龙江干流自西向东横穿岷，

送两大山之间。北部迭山主峰4920米，南部为氓山山脉。
区内海拔3700米以上山地，保存着古代山谷冰川侵蚀地貌，

强烈风化所形成的流石滩以及冰斗，角峰，悬岩耸立，构成

了壮丽的自然景观．白龙江上游沟深谷窄，落差大，水流湍

急．上迭地区切割较浅，两岸有稍宽阔的多级阶地，下迭地

区江流比降增大，切割深，形成了许多雄伟险要的大峡谷．

两岸其它山体相对比较平缓，但因长期的流水侵蚀，亦分祭

成大小不等的山岭和沟谷，构成本区高山峡谷基本地貌．出

于本区具有如此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因而显示了水热资源

分配的特殊性，也支配了地表±壤的形成和变迁，促进植物

类型的演替和进化，形成了以原始齑林为主，多种野生植、
动物资源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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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气候特征

本区由于地处大陆性气候与海洋性气候的过渡带，属非

典型性大陆性气候，干湿季分明，季风气候特点突出，降水

多集中在夏季，春季风多雨少，’秋季阴雨连绵，沿河谷冬无

严寒j夏芜酷著：。一直因山高谷深，地形复杂，永平差异较大，

：垂直变化显著，亦是本区气候基本特征。
， 1、光照和太阳辐射基数

日照时数年平均为2242．2小时，四月份为最多207．6小

对，九月份最少，为151．6小时。植物生长季(4—9月)内

丑照时数为i 130．8小时，平均每天实照6．211,时。太阳辐射

按翁笃呜经验公式计算，本县年总辐射量为1 19．7千卡／平方

厘米。七月份辐射量最大，为13．3千卡／平方厘米；十二月

份最小，为6．5千卡／平方厘米。生理辐射是光合作用中绿色

植物吸收的可见光部分，约占总辐射量的49％，年总生理辐

射量为28．7千卡／平方厘米，其总量的68呖集中在植物生长

季内．光照资源较同纬度西部地区略少，较东部地区略多，

植物光合生产潜力较大．

2、温度变化和积温

本区热量和温度的变化和分布与海拔高度密切相关，随

蒋拔的增高而递减，成直线相关的函数关系．海拔I 700米以

下的温暖带，年平均气温在i I℃以上，极端最高温高于35℃，

≥0℃的积温高于4000℃，≥10℃的积温高于3200℃；海拔

1700一2200米之间的温和区内，年平均气温在8—1l℃之间
极端最高温在30一35℃之问，≥0℃的积温为3100m4000℃，

≥lo℃的积温为2300—3200℃；在海拔．2200--2600米的温凉

区内，年平均气温为6—8℃，极端最高温为3lt3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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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温为2500一3100℃，≥10℃的积温为1500一2300℃：

在海拔2630—2800米的冷温区内，年平均气温为4_6℃，

极端最高温为30—3l℃，≥0℃的积温为2100一2500℃，≥

lo℃的积温为1200一1500℃；在海拔2800—3200米的寒冷区

内，年平均气温2—4℃，极端最高温为~28—30℃，≥0℃

的积温为1500一2 100℃，≥10℃的积温不高于1200℃；莅

3200米以上高寒区内，年平均气温在2℃以下，极端最高温

不高于24℃，≥0℃积温不到1500℃，≥10℃积温已不存在．

热量的时间分布规律是元月份最冷，元月以后，温度开始回

升，到七月份达到最高点，七月份以后开始下降，这种规律

在各不同海拔高度上都是一致的。

3、降水量

本区降水量与海拔高度呈幂函数关系，其关系式为：

P=24．7856H”4 o《6(P为年降水量，H为海拔高度，此式

计算结果与实测值比较，平均误差为±8．1叻)，海拔高度在

3000米范围内，高度每增加loo米，降水量增加6．9—3．7毫

米，随着海拔高度的增高，降水量在单位高度内的增加量逐

渐减少，海拔高度1600一2 100一3000米，每增加100米， 年

降水量的增加量为7—6—5毫米，在1700米以下的半湿漓

区内，年降水量在520毫米以下，在l 700米以上的湿润区内，

年匀降水量在520毫米以上．降水在时间上的分布状况是，

12月份降水量最少，元月以后开始缓慢增加，从四月份开始

降水量猛增，六月份稍减，到了七月份，降水量达到最高峰，

以后开始减少，从十一月份开始，-．降水量骤减，这种规律各

地基本一致。本区海拔l 700米以下地区干燥度在1．o—1．9之

间，属半湿滤区，1 700m4000米之间为0．99--0．50，属湿瀛
：。矗， j’ o’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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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本区气候特征是影响赉林植被分布的另一重要医素，使

裔林植物的种群具有许多过渡性类型，‘还有一些特殊类型．
一

l

(三>土壤
：

_～、 ’

，。土壤从大范母水平分布来看，处予棕壤稻褐土地带。j但

由于本区地处青藏高原东侧高山峡谷区，地形和海拔高度变

幅大，土壤在垂直方向与水平方向上的分布仍有明显差异。

在垂直方向上，由于立体气候条件的制约，。由低到高．

土壤相应垂直带谱为新积土一山地褐色土一山地棕壤一暗棕

壤一亚高山草甸土一高山草甸土一高山寒漠土。其垂直带谱

带土壤为褐色土和棕壤。

在水平区域方面，西部电尕和益哇两乡为棕壤草甸土区，

土壤以山地棕壤、亚高山草甸土为主，其次为褐土、暗棕壤
及红粘土。北部卡坝、尼傲、桑坝和腊子四乡为棕壤，褐土

Ⅸ，土壤以棕壤、褐土、草甸土为多，其次为寒漠土及暗棕

壤。南部达拉、阿夏和多儿三乡为棕壤区，土壤以棕壤为

主，其次为亚高山草甸土，暗棕壤土、褐土。东部洛大花园

和旺藏三乡为褐土区，河谷阶地多属洪积、坡积、冲积母质

上发育的重砾质褐土和新积土，结构差，保水保肥力弱。

(四)齑林资源

本区森林资源丰富，在全县行政区划总面积中．林业用

地面积为4，22i，777亩，约占总面积的58．32％，森林覆被率

为54．4％，其中乔木覆被率为35．9％，林业用地中有林地为

6I．9％，疏林地占2．8％，灌木林地占3i．69％，未成林造林地

占3．2％，各种迹地占0．7％，苗圃地占o．01％，活立木总蓄积

量46，709，190立方米，其中有林地蓄积占97．0％，疏林地蓄积

5



1．o％，散生木蓄积占2．0呖，按林种划分，有林地分为用材

林和防护林两类，用材林占有林地面积的51．36呖，防护林

占有林地面积的48．569务．

按树种组成计算，冷杉占立木总蓄积量的6l％，为优势

树种；云杉次之，占29％；油松古1．0叻；柏树占l-6咖；梓、

栎、杨占7．4％；其它不足1％。全区树种组成式为六冷三

云一桦杨栎柏油．冷杉和云杉的立木度最大，形成了以冷杉

云杉为优势树种的奢林群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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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筒。志
一?

、
，

、

· 、

松科pirtaceae
、， 、

p

常绿或落叶乔木；大枝近轮生；树冠常为尖塔形、囤第

形．叶螺旋状排列，或在短枝上簇生，条形或钉形．球花举

性，。：同抹或异椽；，。谁蕊及殊鳞多数≯螺旋状排列；；苞鳞与臻

鳞离生．球果卵圆形至圆柱形¨熟时种鳞张开；1发育的种鳞

具2粒种子．种子先端具一膜质翅，：’稀无翅． ：·

本区产5属l 1种0^多为率区生产的主要用材树种，也是
组成奔林的主要树种．另引入栽培2种．

、

一，

1．冷杉属Abies Mill．

常绿乔木：枝条有平坦或微凹的近圆形叶痕．叶螺

排烈屯，有时近2列状，条形，。’扁平j’上萌中脉嗵下，卞

脉隆起，每侧各有一条气孔带；‘树脂道杰个，位于两侧

果直立，长卵圆形至圆桂形；种鳞术质．熟后或干后自

脱落；‘苞鳞外露或内藏0一
‘。 、’

‘∥
。

本区产3种．常组成大面积纯林或与其它树种混生。

蓄积量居本区木材总蓄积量的首位：多为耐寒i耐荫性强
神，、。喜气候凉润、’降水充沛的高dI地带：“生长使，‘天然
不良．1‘“

‘’’l’。、。“+。、‘。‘。’‘’+ ‘ 2 j?

旋状
商牵

．球

中辘

木材

的村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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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囊岭冷杉

Abi es Chens；eIIS i s Va rl Tiegh

871 1 3，87148，1 87326．

一年枝黄灰色荃淡褐黄色，常无毛．’叶水平状开展，近

2劐状，长约1．5—4．8厘米；营养枝之叶树脂遭边生，果枝之

卅树脂遭中生．球果长7L11厘米，熟时褐色；中部种鳞肾

形，背面露出部分密生短毛；苞鳞内藏．种翅呈宽大的倒三

角形． 一一 ：。 ．

：
、

产币多儿沟、水磨沟二腊子沟．生予海拔200Q----2600米

构山坡和阴湿山谷、水边，。并常与巴山冷杉、红桦、铁杉

等混生．’分布予陕西南部’：，甘肃白龙江中下游林区．。数萎稀

少，为国家三级保护的渐危植物．
‘‘ i i

．．。一供建筑j二：家县甩材，。可作为本区的造林树种． ，

2．巴山冷杉、栩板松e：巷部) ．r．‘． ?。一 ：．

Abi e s farge sii Fran ch．

87264．
‘ 一

一年生枝红褐色或微带紫色，无毛。叶在枝条下面两俺摊

峨2列状，。上面之叶斜展或直立，；长I一3厘米；树脂道中
生．球果长5+一8厘米，．‘熟时紫黑色i‘中部种鳞肾形或扇状

督形；苞鳞尖头外露：种翅楔形-
。。

。，’．

j ’本区境澍普遍生长．常常组成纯林或与岷江冷杉、紫果

云杉混生，生长在海拔2500--3509；糊1．1]坡耥荫凉的山谷：
分布于四川东=I车部、陕西南部二，?甘肃南部及东南部．j．一
j0为本区赢山．上限齑林戛新的主要树种，也是主要的用材
树种之·，’本地藏民常豫其木板作房瓦．敬称。塌板松’o，

3．岷江冷杉、栩扳松(迭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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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 es faxoninna Rehd． et W i Is．

87295．

一年生枝淡黄褐色至红褐色，常密生锈色短柔毛。叶在枝

，条下面两侧排成近2列状，上面之叶斜展或直立；长1—2．5

淫米；果枝之叶树脂道中生．营养枝之叶树脂道边生．球果

长4—8厘米，熟时深紫黑色，微被白粉；中部种鳞扇状四

边形或肾状四边形；苞鳞尖头外露：币出翅楔形．

本区境内普遍生长．常组成大面积纯林或与巴山冷杉、

青扦、紫果云杉等混生；生于海拔2600一3：oo米的高山地

带．分布于四川北部、甘肃的白龙江和洮河流域．

为本区高山上限森林更新的主要讨种，也是主要的用材

．树种之一；本地藏民用其劈制木瓦盖房屋，称作。榻板

菘”．

2．铁杉属Tsuga Carr．

本区仅产1种．

歙杉，
Tsuga chin ei3．si s(Fran Ch．)PritZ．

8’7164．

常绿乔木；分枝不规则：小枝有隆起的叶枕；一年枝较

期，淡黄色或淡灰色，凹槽内密生短毛。叶螺旋状排列，基部扭
转成近2列状；条形，扁平，长1．2—2．7-N米；上面中脉凹

下，下面中脉微隆起，两侧各有1条灰绿色气孔带；基部有

短柄；树脂道1个，位亏7维管束下方．球果单生技顶，下
垂，卵圆形或长卵圆形；种鳞薄木质，宿存，中部种鳞五角状

9



圆形或近圆形；苞鳞内藏，较小．

产于水磨沟．海拔22C0--2600米地带．常与槭树、连香

树，水青树、青扦等棍生或成小片纯林；喜生于气候温凉湿

捐，空气相对湿度大，酸性、排水良好的山地棕色者林土

地带；耐荫性强．分布于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甘肃白龙

江流域．数量浠步．应予保护．

为用材树种．材质优良，并可提取榜腔．

3。云杉屠Picea A．Di etf．

常绿乔术．校轮生；小枝上确显蔷隆起的叶枕．砰螺

旋状排列，辐射伸醒，叫棱状条形，稀扁平条形．中肫在上

一F两面均彦起．Lj内县2条边生嚣0日逆．球粜单生枝坝，_1、

垂；种鳞薄东硬或近tl放，积存．苞鳞比誊，善：小．种姐较
长，俄峁形。

苍：匹Jt 4种．常坐袁大面积维弥，或与!；它钉叶树、丽

升梃疆生。术榻替祝丝议状予冷l乎“t，为主要蚓n树拓；ll。

可作为年区造林秘蒋杯亚新的主要_：。，多，j■寒、醚茁陛

强的错种，生长于矗山地4：}。

1，云杉、托皮。杉、白松(选。：)

PICca a 5pc r a i3 ^4㈣．
小枝粗壮，晓生或密生担毛，基部宿j7芽鳞反卷：一。F

生技淡褂茁色至汝红褐色；叶枕有由琦．叶日棱状条形，长

1—2厘米，先端做尖或急尖，四面酉气孔续．球粜睡拄状

10



长圆形，长5—1 6厘米．熟时淡褐色或栗褐色：中部种鳞倒

卵JI；．

本区境内常见．多生于海拔2200--3000米地带，与冷杉

紫果云杉等混生或成纯林．根系浅．较耐干冷的环境条件；

喜气候凉渭，土层深厚，排承良好的微敢性棕色寿林土环

境．分布于跌西南部、四JIr北部，甘肃东南部及洮河流域．

优良用机树皮可提取栲胶。宜作为荒山造林和菥林更
新桴种。

2．青海云杉

}’t C ea cra S5if 0lia Kom．

￡75：1

小杖粗壮，多少有毛，基部宿存芽鳞反卷．一年生枝淡

绿色，二‘F生枝粉红黄色或粉红褐色；叶拢顶端自粉显著．

叶四汪状条形，长1．2—3．5厘米，先端钝或钝尖，四面有气

孔线．球果圆拄形或长圆状圆柱形，铤7一11厦米，熟前种

鳞上部边缘紫红色，熟时褐色；中部种鳞倒卵形．

产_=}叠哇，勺、尼做沟，腊予淘、多儿淘、瞬夏构。当生

于海j笠2 ooo--2Goo束的山坡上，与其它针叶，≈种混生．幼龄

稍耐骑．成年树喜光，耐千冷气候．分布于青海积H螽球运

山、必隧山、洮河流域．

优良，¨1才，宜作为荒山造林树种和存林更嚣：洲种。

3．禁幕量杉，铰杆梧(选部)
P，c c4 pu r purea Mast．

8 71 95。

小饮经纲，节问短·密生短毛，基部宿存芽鳞不反卷或

馓开腰：一年生枝黄色或淡揭黄色．叶扁四棱状条形，长



o．5一1．2厘米，先端微尖或微钝，下面先端垦·明显的斜方

形，仅上面有气孔线．球果圆柱状长卵形或椭圆形，长

2．5—6厘米，成熟前后为紫黑色或淡紫红色；中郎种鳞斜
方状卵形．

产于多儿沟，阿夏沟、选拉沟．生于海拔2700米一3600米

地带的山坡或淘替，常组成纯林或与岷江冷杉，云杉混生成

林．分布于四，I『北部、青海东北部、甘肃洮河流域及白龙江

流域．

为云杉属最优良的速生用材树种之一，可作为本区主要

的卉林更新树种和荒山造诈树种．

4．青杆、蛔叶云杉

Pi c ca wIl ooilil Mast．

87147、87198、872 42．

小枝较细，近无毛，基部宿存芽鳞紧贴小枝；1年生

枝淡黄绿色或淡黄灰色．叶四棱状条形或扁棱状条形，长

0．8—1．3厘米，先端尖，四面有气孔线．球果卵状圆柱形或

嘲柱状长卵圆形，长5—8厘米，熟时黄褐色或淡褐色，中

部种鳞倒卵形． ·

本区境内酱遍生长．多生于海拔2000--2800米地带的山

皱或沟谷，常组成纯林或与其它钉、阏叶树种混生．适应性较

强，在气候温凉、土壤湿润，深厚、排水良好的微酸陛环境

中生长髓好．分布于四川北部、青海东部，甘肃洮河、祁莲

u|东段．

是重要的用材树种，宜作为本区的造林树种和齑林更新

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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