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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柏是我国重要的油料树种
,

其种子既含油又含脂
,

油脂含量高达 40 %以上
。

乌柏油脂

广泛用于制皂及生产硬脂酸和油漆中
。

虽然我国的乌柏栽培历史悠久
,

产区辽阔
,

但现有柏

林不到 1 , 0 00 万亩
,
且经营粗放

。

至今全国柏油总产只有 3 万余吨
,

未达到历史最高产量

水乎
,

还不能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
。

因此
,

目前我国南方不少省
、

区正在利用荒山荒地发展

乌柏生产
,

北方一些地方也拟进行引种试种
。

适地适树是造林的基本原则
。

任何速生丰产树种都是 同一定的自然条件
、

栽培技术措施

密切相连的
。

一个具有速生丰产性状的树种若引种在不适宜的环境里
,

即使采用良好的栽培

技术措施也不能达到速生丰产
,

甚而不能成活
。

因而
,

调查研究乌柏的生态地理分布规律
,

确定其适应性区域和最适生态环境
,

对达到因地制宜引种及实现速生丰产具有重要意义
。

我

们子如79 年至 1 98 2年进行了我国乌柏品种类型
、

生态地理分布及适应性的调查工作
。

本文主

要报道乌柏的地理分布情况
。

一
、

我国乌柏 C分布区

引种栽培一个树种
,

应首先了解其地带性特征
,

才能避免盲目性
。

一个树种的地带性特

征往往可以从它的分布区反映出来
,

因为分布区是种系的历史及其对某种环境的适应性的产

物 〔 ` 〕
。

每一种系都各有其特有居住地域
,

即移殖的空间
,

这种空间我们称之为分布区
。

因

此
,

研究乌柏地理分布的第一项基本工作就应当划定其分布区
。

.
参加润查分析的还有黄有英

、

唐润琴同志
。

本文写作过 程中得到梁璐芬所长的指导
,

我们在娜青过程中得到各地 有关部门大力文持
, 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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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初
,

我国著名林学家陈嵘教授 〔 ” ,

就指出
:
我国乌柏分布在黄河以

南及长江流域之各省
。

此后一些著作 〔 ” 4 , 7 〕在这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叙述
,

初步划出了我国

乌柏分布区的界缉及位置
,

把秦岭一黄河一线定为分布区的北界
,

将甘肃南部
、

四川及云南

的西部作为西界
,

以海南岛南部为南界
,

东海之滨为东界
;
其地理位置为北纬 1 8

“
3 1产~ 3 6

。 ,

东径 ”
“

~ 1 21
“

40 尹 之间
。

上述资料奠定了研究我国乌柏分布区的基础
。

由于我国乌柏分布区域辽阔
,

其分布区用周界图法来表示是适宜的
。

周界的确定应 以自

然分布为依据
,

对于栽培历史悠久的乌柏来说
,

只根据局部小气候环境少数栽培植株出现来

划定周界
,

是不能反映对环境的真实地适应性
。

经我们调查
,

虽然在黄河 以南 的 河 南 的郑

州
、

安徽的杨山
,

山东的泰安
、

日照及青岛等地的局部小气候环境确实有极少栽培的乌柏
,

甚至在黄河以北的河南淇县城关还发现一株大乌柏
。

然而上述地方未发现野生柏树分布和成

片种植
,

就是这些局部零星种植的柏树也多有冻害
,

结实也不正常
。

在淮河与黄河之间的广

大地区内极少发现野生乌柏
,

局部栽培也少
,

且不形成产量
。

在靠近黄河的济南市内的山东

大学生物系标本园引种的乌柏
,

每年地上部分均被冻死 , 在靠近淮河的江苏洒洪县 1 97 8 年

前后大面积引种的人工柏林
,

因冻害严重
、

生长差而失败
。

在淮河至连云港一线以南乌柏就

成了常见种
,

显然以黄河作为我国乌柏分布区北界的东段是不适当的
。

在黄淮平原没有乌柏

分布
,

只在豫南山地才出现分布
。

以秦岭作为乌柏分布区北界西段的是恰当的
,

因为秦岭的

北坡至今未发现乌柏的分布
,

在秦岭的南坡就开始出现
,

到了汉中盆地
、

西乡盆地及南阳盆

地就大量出现自然分布
,

成为常见种
,

人工栽培的也多
。

因此
,

我们认为
:

我国乌柏分布区

的北界应 以从甘肃的文县沿秦岭
,

经河南的篙县
、

鲁山
、

确山
、

淮宾
,

再沿淮河至江苏连云

港一线为宜
。

在过去的文献中
,

对我国乌柏分布区的西界讲得都很笼统
,

未划出具体界线
。

据我们实

地调查和查阅标本
、

资料结果认为
:

西界应从甘肃文县经四川的平武
、

茂汉
、

宝兴
、

康定
、

木里和云南的永胜
、

下关
、

保山至潞西一线为宜
。

在此线以西 因地势高亢
、

气温较低
、

降雨

少
,

未发现乌柏分布 , 在此线以东水湿条件较好的地方就有乌柏分布了
。

乌伯分布区的东界

已达东海之滨及台湾东岸
。

分布区的南界 已抵海南岛的南部
。

据此
,

我国乌柏分布区的地理

位置应为北纬 1 8
“
3 1 产~ 3 4

“
40 产 ,

东径 9 5
“
40 产一 1 2 2

“

之间
。

乌柏主要分布在我国
,

向东分布区已扩展到 日本
,

向南 已延伸到中印半岛及印度北部
。

我国的乌柏分布区
,

总的看来是一个连续分布 区
,

但因海域隔离而割裂出台湾和海南两

个星散分布区
。

乌柏属 ( S a p iu m ) 是泛热带分布属类型 〔 7 〕 。

在植物区系分区方面
,

我国乌柏分布区位

于泛北极植物区的中国一 日本森林植物亚区的南部
,

并过渡到古热带植物区 , 分布区的西部

延伸到中国一喜马拉雅植物亚区 〔 , 〕 。

从植被分区来看
,

我国乌柏分布区主要位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
。

分布区的北界和西

界与我国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区的界线相近
,

分布区的南界又 伸入热带季雨林
、

雨林 区域
。

这说明乌柏是喜暖的亚热带树种
。

乌柏主要靠种子繁殖
,

最小的种子其千粒重也超过 60 克
,

种子外被一层蜡质
,

自身传

播的能力极小
。

主要靠鸟类和水因素传播
,

加上限制扩散的自然因子是低温和水分
,

故乌柏

的分布区是较稳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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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我国乌柏的垂直分布

在分布区内
,

乌柏分布的下界接近海平面
,

在珠江三角洲及东南沿海乌柏为常见的分布

树种
。

垂直分布的上界
,

最高可达到海拔 2 8 0 0 米 ( 四川的会理 )
。

随着地域不 同
,

其垂直

分布的上界出现的高低也不相同
。

如川西木里可分布到海拔 2 4 00 米
,

滇中昆 明 可 达 海拔

1 8 2 5 米
,

鄂西长阳可达海拔 1 3 0 0 米
,

大别山的新县只达海拔 7 50 米
,

浙皖山丘的休宁只

达海拔 800 米
,

桂西 的田林可达海拔 1 3 0 0 米
,

闽粤山地不超过海拔 1 0 00 米
。

从整个乌

柏分布区来看
,

垂直分布的上界呈现从东向西和自北向南逐渐升高的趋势
。

在同一地域随着

海拔高度的降低
,

而出现的频度和数量有所增加
。

阳坡比阴坡分布的为多
,

林缘和旷地比森

林地带为多
。

由于水是乌柏种子重要的传播因素
,

在河溪两岸分布较多
,

往往形成茂密的天

然林
。

乌柏集中栽培区都在海拔 1 0。。 米以下的地带
,

以低山
、

丘陵地带为多
。

三
、

影响乌柏地理分布的主要生态因子

光
、

热
、

水及土壤等生态因子对乌柏地理分布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

现根据我们在研究

中所得材料作初步探讨
。

1
.

热因子对乌柏地理分布的影响

著名植物生态学家 E
·

瓦尔明 〔 . 〕 早就指出
:

热量条件决定了地球上植 物种 的分布界

线
。

对于喜暖的乌柏来说
,

热量条件无疑是决定其地理分布的主导因子
。

乌柏对高温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

据我们调查
,

只要水分和土壤条件适宜
,

它可在年均温

22 ℃以上 ( 广西玉林新桥 )
,

最热月高于 30 ℃ ( 广西百色 )
,

极端最 高 温 大 于 40
.

5℃

( 安徽滁县 ) 的条件下正常存活
。

在广西桂林裸露的石灰岩石缝中
,

夏季地 面 辐射 热高达

48 ℃ 以上
,

石缝中仍有乌柏幼树正常生长
。

看来高温不是乌柏地理分布的限制因子
。

相反
,

热量愈丰富对乌柏的生长发育越有利
。

如在北亚热带范围的河南新县
,

无霜期只有 2 30 天

左右
,

> 10 ℃ 的年积温 4 5 0。℃
,

年平均温度 15 ℃
,

一般乌柏幼树只能每年抽发 1 ~ 2 次

新梢 ; 到中亚热带范围的桂林
,

无霜期就超过 3 00 天
, 》 10 ℃ 的积温达 60 0。℃

,

年均温

1 9
.

8℃
,

一般幼树每年可抽发 3 次新梢 , 在热带范围的广西玉林新桥
,

全 年 无 霜
,

》 10 ℃

的年积温超过 7 5 0 0℃
,

年均温超过 22 ℃
,

一般幼树每年可抽发 4 次新梢
。

据我们测定
,

在

相近的水肥条件及管理水平下
,

随着纬度带有效积温的增加
,

乌柏幼树的年生长量有明显的

增加
。

例如在湖南慈利县杨柳铺和广西桂林枫林及广西横县校椅测定 5 年生铜锤柏幼树
,

桂

林的比慈利的年平均高生长大 。
.

n 米
,

年平均粗生长大 0
.

42 厘米 , 横县的又比桂林的年

平均高生长大 0
.

12 米
,

年平均粗生长大 0
.

39 厘米
。

1 9 7 9一 1 98 2 年我们选择我国栽培较

广的铜锤柏品种采样进行油脂分析
,

测定结果见表 1 。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

随着纬度降低
,

乌柏种子油脂含量逐渐增高
。

我们测定的其他几个

品种也有相似的规律性
。

我们调查不同地带的一些榨油厂
,

乌柏出油率情况 ( 见表 2 ) 也得

到相似的变化规律
。

在同一地区
,

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
,

乌柏种子含油脂率有所下降见表 3
。

乌柏对低温寒冷的忍耐力较差
。

在中亚热带南缘 ( 桂林 ) 冬季小于 0
.

4 厘米粗的细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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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栽培的铜锤柏油脂含量地带性变化

产 地 尸卒 地 条 件 材龄 { 采样年月
种仁含油率

( % )

种子含油率

( % )

种子含脂率

( % )

种子油脂率

( % )

湖南慈利县杨柳

铺 J匕纬2 9
0

2 5 产

丘 陵
、

石灰岩
、

棕 色石灰土

5 } 1 9 80
,

1 1 6 6
.

96 1 6
.

6 3 2 9
.

5 1 4 6
.

1 4

广西桂林市枫林

北纬 2 5
.

1 5
尹

低丘台地
、

基岩

石灰岩
、

红壤

1 9 7 9
。

1 1 6 5
.

88 1 8
.

2 2 3 0
.

05 4 8
.

2 7

广西桂平县下湾

北纬 2 3
“

2 0
,

丘陵
、

紫色页岩

紫色土

1 97 9
一

11 6 7
_

42 1 7
.

6 0 3 3
_

4 2 5 1
.

0 2

广西南宁市沙井

北纬 2 2
.

4 5 户

河谷低丘
、

沙岩
、

砖 红壤性红壤

19 8 0
。

1 1 6 7
_

9 3 18
.

35 34
_

0 3 5 2
.

3 8

广西玉林县新桥

北纬 2 2
.

3 0 ,

丘陇
、

沙岩
、

砖

红壤

1 9 8 0
一

1 1 6 8
.

8 8 1 8
.

9 8 3 6
.

2 5 5 5
.

2 3

一匕价

注: 表中分析 数据均 为平均值
,

树龄未包括苗年
。

表 2 不同地带乌柏种子榨油时的常年出油率

地 点 纬 度 立 地 条 件 榨油方式
出皮油率
( % )

出油脂率
( % )

河南新县榨 油厂 3 1
.

3 5 , 低山
、

沙岩 机械分榨

湖北宜都榨油厂 3 0
.

2 5 石灰岩 机械分榨

翻南衡阳西渡榨油厂 低丘
、

紫色沙岩 机械分榨

表 3 不同海拔高度乌柏种子的出油脂率

取籽范围海拔高 (米 ) 主要 品种类型 常年出油脂率 ( % ) 最高年出油脂率 ( % )

慈利庙市榨油厂 6 0 0 猪粪球 , 兰花籽

慈利三官寺榨油厂 4 0 0~ 5 0 0 猪粪球
,

兰花籽

慈利向峪榨油厂 2 0 0~ 3 0 0 猪粪球
,

兰花籽

注
:

本表资料系湖南慈利县农产 公司提供
。

常被冻枯
;
在中亚热带北缘

,

如果冬季出现 一 10 ℃ 的低温持续 10 天左右
,

3 厘米粗以下

的枝条常被冻死
。

在最冷月均温小于 一 2 ℃
,

极端最低温达 一 19 ℃的地方 ( 山东济南 )
,

地

上部分常被冻死
。

一般年均温不到 14 ℃ ,

最冷月均温不到 0 ℃
,

极端最低温低于 一 19 ℃ 的

地区就没有乌柏自然分布了
。

由上述事实看出
,

高温不是乌柏地理分布的限制因子
,

而低温却是乌柏向北
、

向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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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租因子
。

2
.

水因子对乌柏地理分布的影响

水是植物生活的基本条件
。

它通过空气和土壤输送给植物
,

其生态重要性超过热和光
。

大气降水量
、

空气湿度及土壤水分状况不仅影响乌柏生长发育
,

也影响其地理分布
。

乌柏分布区内绝大部分地方的年降雨量超过 7 00 毫米
,

相对湿度在 70 % 以上
。

在分

布区内一些局部干早的地方
,

如滇西宾川县
,

常年降雨量只有 5 00 毫米左右
,

乌柏自然分

布极少
,

人工栽培的也常被早死
。

但乌柏在年降雨量达到 28 00 毫米的地方 ( 广西防城县 )

能正常生长
。

降雨量不足和空气湿度低是限制乌柏向西分布的重要因素
。

土壤水分状况对乌柏地域性分布影响不大
,

而对柏树生长发育的好坏和局部地段出现的

频度影响较大
。

在水分条件好的河溪两边
、

坡脚及平坝的田边地角乌柏生长较多
。

但土壤蓄

水量过多过少都对其生长发育不利
,

均会出现叶片变红
、

变黄而早落
、

果壳过早开裂
、

生长

缓慢等现象
。

从我们调查情况来看
,

一般土壤全蓄水量 50 ~ 70 % 是乌柏生长发育较好的土

壤含水量
。

据我们观察
,

乌柏喜湿润
,

且能忍受较长时期水的浸泡
。

在广西很多淹水时间长达 2 ~

3 个月的河堤
、

沙洲及低洼石芽地常有许多乌柏生长
。

甚至在广西百色的澄碧河水库边有一

株乌柏常年淹水
,

有时淹水深达 2 米
,

至今十余年未死
。

所以两广人民常把乌柏种植于塘库

及河渠边用来固堤护岸
。

在湖南益阳的万紫湖边种植的乌柏
,

每年长潮季节要被湖水淹泡两

个多月
,

其生长仍较旺盛
。

所以近年来洞庭湖沿岸人民用乌柏作防浪林
。

水力是乌柏种子传播的重要途径
,

它可以沿水系向外扩散而扩大其分布区范围
。

这也促

成河澳两岸常常乌柏生长较多
。 ’

3
。

光因子对乌柏地理分布的影响

乌柏是喜光的阳性树种
,

光因子对其地带性分布影响不大
,

而对其在分布区内分布状况

则有较大的影响
。

一般阳坡比阴坡多
,

旷地
、

林缘比林中多
,

平地
、

坡脚比狭窄的沟谷多
。

在郁闭度 。
.

8 以上的密林中
,

一般找不到自然生长的乌柏
。

在光照强度不足 5。。。 勒克司的

条件下种植的乌柏生长不良
,

表现为叶片薄而黄
,

枝条节间长而木质化程度差
,

花序小
,

结

果极少
。

乌柏苗或幼树在光照严重不足的地点还会引起死亡
。

例如 1 9 80 年广西桂林市郊区

枫林林场将乌柏种子播在原来育过泡桐苗的苗圃上
,

后因圃地上长出大量泡桐根苗而郁闭
,

致使这块地的乌柏苗有 39 % 的苗木死亡
。

4
.

土壤因子对乌柏地理分布的影响

从我们调查所获得的资料来看
,

乌柏对土壤因子的适应幅度较大
。

不论那种母岩所发育

成的土壤都有乌柏的分布
,

从沙质到粘土
,

从 p H 值 4
.

5 的强酸性土到 p H 值 8
`
5 的碱

土均有乌柏分布
,

在土壤含盐量高达 。
.

4% 的海涂 ( 广东电白
、

广西北海 ) 也有乌柏生长
。

从平地的黄褐色土
、

黄壤
、

红壤
、

砖红壤化黄坡
、

黄红壤
、

砖红壤
、

冲积土到山地的山地黄
f

棕壤
、

山地黄壤
、

山地红壤
、

紫色土及黑色石灰土都适应乌柏生长
。

不同气候形成不同的土

类
,

因此土壤因子不
一

是乌柏地带性分布的直接限制因子
。

但在调查中
,

我们发现在岩溶地区

的石灰土乌柏自然分布出现的频度大
,

栽培也多
,

其生长结实都较好
,

湘
、

鄂西部
,

黔东北

及广东的涟水流域等岩溶地区都是我国乌柏的集中产区
。

看来乌柏是喜钙树种
`

土壤肥力状况决定乌柏生长的好坏
,

土层越深厚
,

肥力越高
,

乌柏生长结实越好
。

在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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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上乌柏生长比沙壤土上稍差
,

但种子含油脂率偏高
。

据 我们试验
,

在红壤地区增施磷
、

钾

肥可以明显提高乌柏结实量
。

在广西桂林市郊枫林林场
,

我们给 5 年幼林每亩增施磷肥 50 公

斤
,

施肥的当年积第二年比对照 区平均增产 21
.

5 %
。

在土层痔薄的地方种植乌柏不但生长

不良
,

甚而会大量死亡
。

例如湖南衡阳西渡区在土层不到 20 厘米深的紫色页岩山坡上种植

的乌柏
, 6 年生一般树高只有 3 米左右

,

有的坡上早死的超过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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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乌柏分布区及主要产区图

1
.

探江谷地产 区
, 2

.

大别 山产区 , 3
.

浙皖 山丘产 区 , 4
.

浙闽山丘产区 ; 5
.

长江 中游南部山丘产 区 ,

6
.

金沙江河谷产区
。

四
、

我国主要的乌柏产区

我国乌柏的分布区 (见图 )虽然辽阔
,

但我国乌柏资源不算丰富
。

据各省
、

区统计资料汇

集所得
,

我国现有柏林面积约为 7 00 万亩
,

现有柏树 2 8 0 0 万株左右
。

我国乌柏产区包括

陕西
、

河南
、

安徽
、

江苏
、

上海
、

浙江
、

江西
、

湖南
、

湖北
、

四川
、

云南
、

贵州
、

广西
、

广

东
、

福建
、

台湾等 16 个省
、

市
、

自治区
。

由于地域性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及其经营历史和

习
J

质的不同
,

使我国乌柏生产形成了 6 个相对集中各具特色的大产区
:

1
.

汉江谷地产区

本区包括陕西的南部
,

湖北的西北部及河南的南阳地区
。

本区北部为秦岭
,

南部为大巴

山
,

秦 巴山地之间就是东西 向的汉江谷地
。

沿江形成大小不等的盆地
,

如汉中
、

西 乡
、

安

康
、

郧县
、

南阳盆地等
。

海拔多在 1。。 0 米以 下
,

山体岩石以古老的变质岩
、

花岗岩为主
,

土壤以黄褐土和山地黄褐土为主
。

由于两山夹一江的地貌特点
,

阻挡了北来的寒潮侵袭
,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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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柏的地理分布和环境的关系

南季风又可沿谷地进入
,

所以本区气候温暖而湿润
。

年均温 14 ~ 16 ℃
,

最冷月 ( 1 月 ) 均

温在 0 ℃以上
,

绝对最低温为 一 8
.

4℃
,

年积温 4 5 0 0~ 4 8 0 0 ℃ , 无霜期 2 30 ~ 2 60 天 ; 年降

水量 8 00 ~ 9 00 毫米
。

本区地带性植被是由栓皮栋
、

麻栋
、

锐齿懈栋
、

茅粟等组成含有常绿

层片的落叶阔叶林
。

农业多为稻
、

麦
、

杂粮一年二熟制
。

本区乌柏多为零星野生
、

主要分布在河谷盆地及山前丘陵
,

以南阳
、

郧县盆地为多
,

栽

培少
。

品种类型多为小粒鸡爪型
,

偶有大粒鸡爪及短穗葡萄柏型
,

未见长穗葡萄柏型
。

种子

含油脂率低
,

蜡皮层薄 , 出油率 30 %左右
,

皮油
、

梓油各占15 %左右
。

经营较粗放
,

砍枝取

籽的采收方式较普遍
,

以榨木油为主
。

由于结果少
,

出油率低
,

一些 地 方 只 把柏树当作薪

柴
,

还有一些地方利用柏树砍伐后长成的萌条做编织材料
。

本区是产量较小的一个区
,

常年产籽 5 00 吨以上的县只有河南的南召和湖北的南漳 , 常

年产籽 2 50 吨以上的县有湖北的郧县
、

郧西
、

均县
、

谷城
。

近年来
,

本区一些地方开始向江南引种良种发展人工柏林以促进其生产发展
,

已取得初

步效果
。

今后本区可适当发展抗寒强的良种
。

2
.

大别山产区

本区包括湖北的北部
,

河南的南部及安徽西南部
。

大地构造较为复杂
,
南部为江汉凹地

的湘界
,

东北为淮阳盾地的一部分
, 西北为秦岭武当地槽东延部分

,

海拔高度一般为 4 00 ~

10 0。米之间
。

年均温 14
.

7~ 16 ℃
,

1 月均温。
.

9~ 3
.

5℃
,

7 月均 温 27
.

5~ 28
.

5℃ , 无霜期

21 0~ 245 天 , 年降雨量 8 00 ~ 1 2。。毫米 , 夏热多雨
,

冬寒干燥
,

四季分明
。

土壤在丘睦谷地

多为黄褐土
,

山地主要为黄棕壤
。

植被是以落叶栋类和常绿青冈类组成的常绿
、

落叶阔叶棍

交林
。

杉木和散生竹类分布较多
,

经济林木以茶
、

桑
、

板栗
、

油茶
、

梨
、

枣
、

苹果为主
。

农

业以麦
一

稻
、

麦
一

棉两熟制为主
。

本区是位于我国北亚热带范围内最大的乌柏产区
,

经营历史较久
,
人工栽培较多

,
农耕

地上多种有乌柏
。

野生也多
,

在海拔 600 米以下的丘陵山坡和山间盆地到处都有分布
。

品种

类型以鸡爪
,
扣

、

小粒型为主
,

长穗型的葡萄柏极少
。

一般柏树生长较好
,

但因冬季常有冻害而

大量枯枝
,

造成产量
“
大

” 、 “
小

”
年变幅大

。

采收以集收果穗为主
,
未结合修剪

。

榨油以

机械分榨方式为主
。

但由于本区偏北
,

种子油脂积累时间短
、

蜡皮层较薄
,

出油率较低
,

皮

油一般只有15 ~ 18 %
,

梓油 15 ~ 16 %
。

本区是我国乌柏重要的历史产区之一
,
最近十余年恢

复发展也很快
,

新栽培的良种也较多
。

常年产籽达 1 5 0 。吨以上的县有湖北境内 的大 悟
、

麻

城
、

罗 田
、

英山等 , 常年产籽 500 吨的县有湖北的红安
,

安徽的金寨
,

河南的商城
、

新县
、

罗山
。

今后的任务是加强现有林的保护和抚育
。

3
.

浙皖山丘产区

本区包括安徽南部
、

浙江北部和江西的东北部
。

海拔多在 2 00 ~ 1。。。 米
,

中间夹有一

些河谷平地及山间盆地
。

年均温 15
.

5~ 17 ℃
,

1 月均 温 2
.

3~ 5
.

5℃
,

7 月 均 温 27
.

4~

29
.

4℃
,

绝对最低温可达 一 12 ℃左右 , 年降雨量 1 3。。~ 1 8。。毫米 , 年积温 4 5 0 0~ 5 2。。℃ ,

无霜期 2 40 ~ 2 70 天
。

土壤由花岗岩
、

砂页岩及第四纪红土砾石所形成的红壤和山地黄壤
。

地带性植被以青冈
、

苦储为主的常绿阔叶林
,

次生林马尾松面积大
,
经济林以毛竹

、

刚竹
、

杉木
、

油茶及茶园为主
。

农业经营为稻
一

麦一年两熟制和稻
一

稻
一

麦一年三熟制两种类型
。

在本区乌柏垂直分布的上界最高可达海拔 8。。 米
,

但分布以海拔 4 00 米左右的丘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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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山区较多
,

山间平地及盆地的田边地角零星栽培也多
。

山坡人工林多为乌柏
一

茶园组合类

型
,

其配置方式是
,

在每亩茶园中种 6 ~ 12 株柏树
,

使柏树成长复盖度 30 一 4。 %的林冠层
,

起到对茶树的荫闭作用
。

这种配置的组合类型
,

既充分利用了土地
,

柏
、

茶生长都较好
。

由

于本区积温较高
,

雨水充沛
,

柏树生长较好
,

一般年景无冻害
,

结实也较多
。

品种类型也较

丰富
,

已出现了一些大粒型及长穗型
,

种子蜡皮层较厚
。

由于经营时间较长
,

本 区群众中早有选用 良种和嫁接换种的习惯
。

采收多采用采剪结合

的方式
。

榨油多为机械分榨
,

一般种子出油率达 35 %左右
,

其 中皮油约占20 %
。

本区乌柏产量不大
,

常年产籽 5 00 吨 以上的县只有浙江境内的淳安
、

建德
、

富阳
、

桐

庐 4 个 , 常年产籽 2 00 吨的县有浙江的临安
、

安徽的敦县
、

休宁
、

祁门和径县
。

本区今后

主要是在没有种乌柏的茶园中
,

每亩种 5 一 6 株乌柏
,

利用田边地角零星发展良种乌柏
。

4
.

浙闽山丘产区

本区包括浙江大部分地区和闽北及赣东一角
。

本区地貌
,

东北为海拔 5 00 米左右的低

山
、

丘陵
,

在丘陵山地间分散着不少构造盆地 ; 西南部多为海拔 1 0 0 0 米以上的中山山地
。

在海拔 1 0 0 0 米以下为红壤
。

本区气候特点是
:

高温
、

多雾
,

气温变率小
,

年均温 16 ~ 19

℃
, 1 月均温 5 ~ 8

.

3℃
,

绝对最低温 一 8
.

4℃
,

7 月均温 26 ~ 29 ℃
,

年积温 5 5 0 0℃左右 ;

无霜期 2 7 0一 2 9 0天 ;
年降水量 1 2 0 0一 1 6 0 0毫米

,

西部降雨量较多
,

可达 1 5 0 0 ~ 2 0 0 0 毫米
,

降雨多集中 5
、

6
、

9 三个月
。

本区地带性植被是 以甜储
、

木荷为代表的常绿阔叶林
。

经济

林木油茶
、

油桐
、

茶园
、

桑 园及柑桔栽培甚多
。

农业以水稻为主
,

搭配油菜
、

麦等
,

多为一

年三熟制
。

本区是我国最重要的历史产区
,

不仅 自然分布的乌柏多
,

人工栽培面积也大
。

在本区西

南部乌柏垂直分布的上界可达海拔 1 0 0 0 米
,

以海拔 6 00 米以下较多
,

栽培树也多在海拔

60 0 米以下的地带
。

在山丘坡地以柏一粮间作形式为主
,

还有少数纯林经营的
,

在盆地中田

基植柏十分普遍
。

本区品种类型丰富
,

群众经营乌柏的历史在 5 00 年以上
,

群众有栽培习

惯和经营经验
,

从许多变异类型中选出了许多农家品种
。

一般采收都采用采剪结合的方式
。

榨油多为机械分榨
,

种子出油脂率一般为 35 ~ 37 %
,

高者可达 40 %
。

本区常年产籽超过 1 50 0 吨的县有浙江的兰溪
、

金华
、

衡州
;
常年产籽超过 5 00 吨的

县有浙江的江山
、

仙居
、

天台
、

永嘉 , 常年产籽 1 50 吨以上的县有浙江的文成
、

青田
、

丽

水
、

云和
、

遂 昌
、

义乌
、

常山
、

开化
、

临海
,

江西的上饶
、

广丰
、

玉山
,

福建的福鼎
。

由于

本区的农业及经济林都比较发达
,

宜林荒地较少
,

发展乌柏生产的潜力不大
。

今后主要是用

良种改造现有低产树
,

在田边地角补种良种树
。

5
.

长江中游南部山丘产区

本区包括湖北西南部
,

湖南的西北部
、

四川东部及贵州东北角
。

在本区 范 围 内有武陵

山
、

雪峰山
、

巫山及齐岳山
,

形成海拔 50 0~ 1 0 0 0 米 的山丘地带
,

山峰多在 2 5 0 0 米左右
,

区内主要河流有沉江
、

资江
、

澄水
、

清江及乌江
,

所经之地构成河谷盆地
。

雪峰山主要为变

质砂页岩及千枚岩
,

武陵山及巫山多为古生代沉积岩
,

河谷盆地为紫色沙页岩
。

本 区石灰岩

岩溶地貌十分发育
。

海拔 5 00 米以下为红壤及紫色土
,

海拔 5 00 ~ 1 0 0 0 米为 黄 壤
,

海拔

1 0 0 0~ 2 0 0 0米为黄棕壤
。

本 区气候温润
,

但变化较大
,

年均温 16 ~ 1 7
.

5℃
, 1 月均温 3

.

5一

6 oc
,

7 月均温 2 6一 2 8 oC
,

绝对最低温一 1 1 cC
,

年积温4 5 0 0~ 5 3 0 0℃ , 无霜期 2 6 0~ 3 0 0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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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 金代钧等
:

乌柏的地理分布和环境的关索

年降水量 1 2 0 0 ~ 1 8。。 毫米
。

本区地带性植被是由青冈属
、

拷属及樟属组成的常绿阔叶林 ;

杉木
、

柏木
、

马尾松
、

油茶
、

油桐
、

棕桐等经济林木的分布面积大
。

农业以稻为主
,

一年三

熟或一年两熟制
。

本区是我国经营历史较久的老产区
,

据一些县志记载
,

四百年前 ( 明朝万历年间 ) 乌柏

已成为一些县的重要物产
。

在本区野生柏分布广
,

垂直分布上界可达海拔 1 3。。 米
,

以海拔

1 0 0 0 米以下的山丘地带为多
。

本区乌柏籽产量以从栽培树取得为主
,

栽培面积大
,
分布在

海拔 8 00 米以下的低山丘陵或河谷盆地
。

山坡多为成片种植
,

河谷盆地多为零星种植
。

在

栽培区域上部种植较多的是漆树
、

核桃
,

在其下部多为油桐
、

油茶
。

成片种植多为乌柏一早

地作物的组合类型
,

每亩 2 一 20 株不等
,

但乌柏的复盖度不超过 50 %
,

林下常年间种作物
,

以耕代抚
。

也有乌柏
一

茶园或乌柏 + 油桐
一

早地作物的组合类型
。

虽然经营历史悠久
,

但至今

不少地方仍保持直播造林和砍枝取籽采收方式
。

在西部仍以用土榨榨取木油为主
,

一般出油

率为 35 %
,

高者可达 39 %
。

本区乌柏品种类型十分丰富
,

存在着大量变异类型和农家品种
。

这说明本区很可能是我

国乌柏分布的中心区
。

在生产上
,

本区仍以中
、

小粒型
,

中
、

短果穗型为多
。

常见的品种类

型有猪粪球
、

兰花籽
、

米卷
、

大白卷
、

大鸡爪
、

长葡萄
、

猪油沱等
。

贵州正安的凤尾柏
,

湖

北恩施的凤凰尾
,

果穗长
、

籽粒多是值得重视的育种材料
。

本区常年产籽超过 1 5。。吨 以上的县
,

有四川境内的酉阳
、

巫山
,

湖北境内的恩施
、

宜

昌
、

宜都
、

长阳卜 常年产籽超过 5 00 吨的县有四川境内的彭水
、

黔江
、

武隆
,

湖北境内的

巴东
、

陈归
,

湖南境内的慈利
、

石门
、

桑植
,

贵州境内的沿河
、

德江
、

务川
、

思南
、

道真
、

正安
、

凤岗
。

本 区是目前我国面积最大
,

产量最多的一个区
,

乌柏生产发展潜力也很大
。

今

后应保护好现有资源
,

逐步用良种嫁接苗营造新柏林
,

尽快改进采收和榨油技术
。

6
.

金沙江河谷产区

本区包括四川的峨江
、

沱江下游及宜宾地区
,

贵州的毕节和遵义地 区
,

云 南 的 昭通地

区
。

本区北部多为海拔 2 00 ~ 5 00 米的丘陵
,

南部为海拔 2 0 0 0 米以内的低
、

中山山地
。

河

谷和丘陵多为紫色土
,

肥力高 , 山地为黄壤及黄棕壤
。

本区气候温暖
,

但垂直变化大
。

年均

温 1 7~ l s co
, i 月均温 s ℃

,

极端最低温可达 一 1 5℃
,

年积温 58 0 0~ 6 0 0 0℃ , 无霜期 2 7 0

~ 33 0天 ,
年降水量 1 0 0 0~ 1 2 0 0 毫米

。

本区地带性植被为常绿阔叶林
,

出现不少热带树种

成分
, 山地垂直带谱较明显

。

在本区热带性作物及水果出现较多
,

甘蔗栽培较广
,

柑橙
、

荔

枝
、

龙眼也有较多的栽培
。

谷地农作物多为一年三熟
,

山区一般为一年二熟
。

本区乌柏分布广
,

垂直分布的上界可达海拔 1 8 0 0 米
。

北部多为
“ 四旁

”
种植

,

南部山

区多为小片乌柏
一

早地作物组合类型
。

不管是天然的还是人工栽培的都以眠江
、

沱江
、

金沙江

及长江上游沿岸的低山
、

丘陵及河谷盆地为多
,

特别是本区南部石灰岩地区最多
。

本区以野

生树为主
,

栽培树也均为实生树
。

虽然品种类型较丰富
,

仍以短穗型中小粒为主
。

由于本区

热量丰富
、

雨水充沛
,

柏树生长较好
,

但经营粗放
,

无专门抚育
,

鸟类及害虫为害较重
。

采

收以砍枝取籽方式为普遍
,

榨油均为混合榨取木油
。

在本区常年产籽达 5 00 吨以上的县
,

有四川的荣县
、

屏山
、

键为
、

井研
,

贵州的遵义
、

开阳
、

金沙
、

仁怀
,

云南的绥江
。

今后本区的乌柏生产
,

除抓好现有柏树的保护和抚育外
,
应选用良种培育嫁接苗

,

有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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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适当发展人工柏林
。

但发展时应选择湿润地 区
,

以免干早影响营林效果
。

迅速改进采收

和榨油方式
,

也是本区今后乌柏生产上提高经济效益的一项任务
。

从上所述看出
:

今后我国乌柏生产
,

只宜在分布区内选择最适条件发展
。

若把栽培区扩

大到分布 区外是不适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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