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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云南省石林县植物资源调查，发现石林县材用资源植物种类独特、树形优美、树冠奇特、应用途径

广．且随着旅游业的不断拓展，石林县材用资源植物的利用已从单纯利用其木材转向利用其景观价值等方向发
展．为进一步开发、应用和保护好当地材用资源植物，根据调研结果探索科学依据与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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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用资源植物通常是指能向人们提供木材或以
木材应用为主的乔木和灌木树种．石林县喀斯特地
貌显著，石漠化严重，石灰岩山地自然条件恶劣，材

用资源植物独具特色．在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石
林县，材用植物的景观价值远大于直接应用木材的

价值，材用植物生态效益大于直接经济效益，因此对

其材用资源植物选择有特殊的要求，即材用资源植

物的选择除考虑其木材价值外，还必须兼顾其景观

效应和多种用途．本文按当地特色进行相关调查研
究，为开发、应用和保护好当地材用资源植物提供科

学依据．

１　云南石林县的自然环境

云南石林县位于云南省东部，昆明市东南部，东

经１０３°１０′～１０３°４１′，北纬２４°３０′～２５°３′．其境内地
势呈阶梯状逐渐下降，从东北向西南倾斜，最高海拔

２６０１ｍ，为东部老圭山主峰，最低点在巴江出境处．
石林县属于低纬高原季风气候，干湿分明，夏秋半年

为雨季，冬春半年为干季．年日照２３３９ｈ，日照率达
５３％．年平均温度１５℃，最热月平均气温２０６℃，
最冷月平均气温８２℃，无霜期２５４ｄ，具有“夏无酷
暑，冬无严寒”的气候特点．年平均降雨量９２５ｍｍ，

降雨时间集中在５～１０月，占年降雨量的８５５％．
石林县土壤主要有黄棕壤、红壤、紫色土、冲击土和

水稻土，其地带性植被为亚热带季风常绿色阔

叶林［１］．

２　石林县材用资源植物概况

２１材用资源植物种类特征独特
经实地调研，石林县常见的材用资源植物种类

有８０多种（详见文后附录Ａ），分别属于５０多科，其
中以松科、柏科、樟科、蝶形花科、壳斗科、山茶科、蔷

薇科、榆科、冬青科、无患子科、胡桃科、木樨科植物

较多，反映其亚热带特点和区域的特殊性．主要的材
用资源植物有２０余种，多是亚热带半湿润常绿阔叶
林、暖性针叶林为主要代表的树种，如云南油杉、华

山松、云南松、云南樟、香叶树、滇润楠、元江栲、滇石

栎、滇青冈等．在石灰岩山地还出现了滇中较为少见
的长梗润楠 、复羽叶栾树、毛脉榉等纯林，反映石林

县独特石灰山地的自然环境状况．
石林县石灰岩山地水湿条件差、岩石裸露、土层

瘠薄，孕育了一些抗性强的材用资源植物．这些植物
在形态上表现为植株矮小、根深、叶小、植物体表皮

常被毛或较厚的角质层等，具有耐土壤干旱、瘠薄的



特征，能在石灰岩山地良好生长，如岩栎、锥连栎、匙

叶栎、窄叶青冈、滇朴、黄连木、清香木、毛叶黄杞等．
有的植物长期生长在石灰岩山地，出现了节间短缩、

叶偏小，表皮角质化，部分器官被毛，以及在植株的

颜色上产生了微小变化，是同种不同个体群在石灰

岩山地生态型的表现．另外是喜钙植物较多，表现出
对石灰岩发育的钙质土有较好的适应能力，如刺柏、

侧柏、干香柏、化香、云南鹅耳枥等就属于这个类型．
由于气候偏暖和石灰岩山地干旱，石林县材用资源

植物中还有一些云南南部分布的热带种和干热河谷

型的硬叶常绿阔叶种［２］，如毛红椿、铁橡栎、锥连

栎等．
２２树形优美、树冠奇特、群体景观效应好

石林县材用资源植物多是当地地带性植被中的

建群树种，对环境影响较大，往往决定环境植被类型

和景观价值．这些植物具有树形优美、树冠奇特，特
别是群体景观效应好的特点［３］．如香叶树（红果
树）、长毛楠、长梗润楠、复羽叶栾树、滇合欢、云南

松、云南油杉、刺柏、云南鹅耳枥等．
以石林县材用资源植物的应用为基础，保护或

修复石林当地多样的亚热带植被和绚丽多姿的石灰

山森林植物景观是石林林业和旅游业发展的重要

内容．
石林县地带性森林植被主要有亚热带半湿润常

绿阔叶林、硬叶常绿阔叶林和暖性针叶林．常绿阔叶
林群落外貌终年常绿，一般呈暗绿色而略闪烁反光，

林相整齐，郁郁葱葱，树冠浑圆，树冠彼此衔接，林冠

呈微波状起伏．内部结构清晰，乔、灌、草层次分明．
常绿阔叶林中的树木通常具有樟科、壳斗植物的一

些特征：叶片革质、全缘、表面光亮，叶面常迎向阳光

照射的方向，因此，有亮叶常绿阔叶林之称，观赏价

值高．典型的类型有：云南樟林、长梗润楠林、滇青冈
林，元江栲林等．

暖温性针叶林终年常绿，外貌结构清晰，林相整

齐，树冠塔形或球形，内部分层明显．典型的有：云南
松林、华山松林、云南油杉林等．石林县位于滇中腹
地，是云南松的故乡，云南松林在石林具有特殊的景

观价值和生态意义．
石灰岩山地特有的一些材用资源植物组成石林

县独特的植被景观［４］，如复羽叶栾树林、香果树林、

毛脉榉林、匙叶栎林、云南鹅耳枥林、化香林、黄连木

林、清香木林、毛叶黄杞林等，这些群落外貌具有明

显的季节变化，林冠整齐，结构简单，成层明显，能反

映石林植被的区域景观，具有观赏价值．

３　石林县材用资源植物的应用

３１石林县材用资源植物的应用历史
石林县材用资源植物大多为石林喀斯特地貌独

特生境的建群种或特殊小环境的优势种，是物竞天

存、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自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石林

县有人类栖息繁衍以来当地居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重要资源．２０世纪末以前，石林县材用资源植物的
应用以直接应用为主，即根据材质的不同直接作为

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用材．如云南油杉、云南松、华
山松、柏类等暖温性针叶树种．材质较好的用于起房
盖屋、寿棺；材质稍次的用于制作桌、椅、床、凳；材质

较差的用于煤、矿采掘的坑木、矿柱及冶炼薪材；材

质坚硬的青冈、栎类等常绿硬阔树种用于畜力车的

车架、轮轴，犁、锄头、镰刀、斧头的木柄，以及烧制栎

炭等；材质轻软的旱冬瓜、滇杨、胡桃等速生软阔用

于制作蒸、桶、盆及家具等；材质细腻而又具有特殊

香味的一些小型乔木、灌木用于制作祭祀和辟邪的

图腾、衣缀、手链等；少量如黄连木、滇朴、滇皂荚、清

香木等具有特殊寓意的材用资源植物基本不作材

用，而是作为具有灵性的“神树”用来祭拜以消灾

祈福．
３２石林县材用资源植物应用的变化

２１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国家林业
政策和发展方向的调整，木质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加

之石林县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材用资源植物的景观

价值已大大超过其木材本身的价值，材用资源植物

的应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已从应用其木材转向应

用其景观．除石林县及邻近县小型煤矿的坑木、矿
柱、插条尚在直接应用木材外，民用木材只占较小的

比例．石林县材用资源植物的景观应用大致分为以
下４类：１）世界地质和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面积
为３５０ｋｍ２，以云南松、华山松、圆柏等暖性针叶林景
观为主；２）圭山国家级森林公园，面积约为８０ｋｍ２，
以木兰科、壳斗科、山茶科、蔷薇科等常绿阔叶林景

观为主；３）岩溶湖泊及交通主干道面山，面积约为
６０ｋｍ２，前者以旱冬瓜、云南松、华山松、滇青冈混交
林景观为主，后者以硬叶栎类林为主；４）少数民族
聚居村寨周围“神山”和村中“神树”，面积约为２０
ｋｍ２，以柏科、樟科、蝶形花科、壳斗科、山茶科、蔷薇
科、榆科、冬青科、无患子科、胡桃科、漆树科大树景

观为主．主要开展民居、民俗研究、体验和农家乐休
闲活动，而材用则由蓝桉、直干桉等外来的短轮期、

速生、丰产用材树种所取代．
３３石林县材用资源植物的应用方向

石林县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境内有云南

石林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石林世界地质公园、圭山

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民族体育运动场、民族文化艺术

苑、中国彝族第一村等．云南石林风景名胜区是我国
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首批国家地质公园和首

批世界地质公园．２００７年６月，第三十一届世界遗
产大会表决通过“中国南方喀斯特”申遗项目，石林

成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这是国际社会对石林

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和在世界喀斯特地质地貌中的

独特性、完整性和珍贵性的承认．综合考察石林县自
然、社会、经济各种因素，石林县材用资源植物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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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４个方面进行开发应用：１）在具有较高美学价
值的岩石裸露区选择景观价值较高的材用资源植物

营造和恢复与地貌和谐的森林植被，为石林扩展旅

游圈和提升景观档次服务；２）在无美学价值的广大
石漠化区域营造耐旱耐瘠的材用先锋树种改善立地

条件，然后在林冠下种植开发药材、野菜、花卉等林

下产业；３）在湖泊、道路、村庄面山等生态重点区及
生态脆弱区营造和恢复云南松、华山松、栎类等森林

植被景观，然后在林下接种开发干巴菌、松茸、谷黄

菌、青头菌等特色野生食用菌；４）在立地条件较好
的非生态重点区和非生态区集约经营胡桃等果材兼

用树种和珍贵、速生、丰产材用树种．
３４材用资源植物的其他应用途径

材用资源植物除提供用材和美化环境外，还有

其他多种用途．有些种类可以作为野生食用植物［５］，

如滇油杉、黄连木等幼尖可以做蔬菜，而核桃、鸡嗉

子、锥连栎等果实可以食用．有的种类可以入药［６］，

如杉木树皮、根及叶入药，有祛风湿及收敛止血之

效．野八角叶、果入药能生肌、接骨、治胃寒呕、膀胱
疝气、胸前胀痛、疮疖，由于其植物体含有一定毒素，

当地用于煮水杀虫．石楠叶入药，能镇痛、解热、治痛
风、脚气、月经不调、益肾气、利筋骨．云南樟枝叶可
提取樟油和樟脑．毛枝榆树皮、果实及叶入药，果实
主治神经衰弱、失眠、食欲不振、白带，皮、叶主治神

经衰弱、失眠，内皮主治骨折、外伤出血．皮哨子皮含
无患子皂素，可代替肥皂使用，果皮供药用，可除人

体寄生虫．华山松、云南松等可以提取松脂，制松香
和松节油．

总之，充分应用好石林县材用资源植物，能在一

定程度上满足或弥补石林县旅游业发展和独特的民

族文化发展对林产品的需要．
３５石林县材用资源植物育苗技术

在石林县开展育苗、造林工作有一定的难度．石
林县曾经在旅游风景区附近山地进行引种造林，因

为对特殊环境和自然条件考虑不周，使得从外地引

种进行的造林工作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在石林县
因地制宜、适地适树，选择适应当地环境的材用资源

植物种类进行育苗、绿化美化环境，能减少造森林损

失，提高造林成效．
石林县材用资源植物在育苗技术方面主要有以

下特点：１）许多种类繁殖容易、更新良好，如滇青
冈、皮哨子、复羽叶栾树等［７］．在一些土壤稍厚、岩石
裸露较少的地段，天然幼苗密集，形成自然的野外苗

地．移植这些野生的幼苗，可供造林使用；２）一些材
用资源植物种类已经掌握了人工栽培技术，如云南

油杉、华山松、核桃、化香等，可以通过收集种子、应

用现代种子处理等技术培育苗木；３）有的种类可以
应用无性繁殖的方法培育苗木，如球花石楠、野樱

桃、桂花等［８］，可以通过扦插、压条、分株等方法在较

短时间内大量培育苗木；４）有的种类在当地群众中
也有了人工栽培的实践，如长梗润楠、毛脉榉、复羽

叶栾树等，可借鉴这些经验对这部分植物进行开发

应用；５）有的种类，如长毛楠、香果树、毛枝榆等在
当地还没有相关的应用规划，但具有较高的观赏价

值，借鉴外地引种驯化的成功经验，也有可能发掘出

较大的应用潜力．

４　开发应用对策

恢复和营造与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和

“阿诗玛”文化相统一的森林植物群落是石林县林

业生态建设的首要任务，作为石林县森林植物群落

建群种或优势种的材用资源植物在石林县的生态建

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石林县
材用资源植物的应用应遵循适地适树适种源，材用

与景观兼顾，先易后难的原则，对不同的环境及景观

要求应选择其适宜的植物种类进行造林绿化．对于
有旅游观赏价值较高的景区的造林、绿化美化树种

的选择还应与景区的自然植物景观相协调．有的树
种自然风格与石林的自然风格、地形、地貌、环境相

互协调，融为一体，用于绿化美化造林容易起得好的

效果，可以优先选用．如云南松、华山松、云南油杉、
刺柏、云南樟、香叶树 、清香木等．有的树种有较高
观赏价值、经济价值，既可观赏，还能获得多种效益．
如毛红椿、毛脉榉、皮哨子、长梗润楠、香果树等，可

作为待开发种类进行人工栽培驯化、试验研究，取得

成功后再推广运用．
总之，石林县以石灰岩山地为主体，抓住石灰岩

山地就抓住了主要矛盾，从当地野生的植物资源中

选择一些既有较高观赏价值，又有较好适应能力的

材用资源植物种类用作石林县的材用植物，经过引

种驯化以后进行推广，就能够解决石林县造林绿化

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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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Ａ　石林县主要材用资源植物

　　１云南油杉 （杉松）ＫｅｔｅｌｅｅｒｉａｅｖｅｌｙｎｉａｎａＭａｓｔ．松科，常
绿乔木．建筑、桥梁、坑木、枕木及家具等用材．
２华山松 ＰｉｎｕｓａｒｍａｎｄｉＦｒａｎｃｈ．松科，常绿乔木．建筑、

细木工、枕木、桥梁、电杆及家具等用材．
３云南松 Ｐ．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Ｆｒａｎｃｈ．松科，常绿乔木．建筑、

桥梁、造纸、胶合板及家具等用材，立木可割取松脂，树群可

供园林观赏．
４柳杉 （孔雀杉）ＣｒｙｐｔｏｍｅｒｉａｆｏｒｔｕｎｅｉＨｏｏｉｂｒｅｎｋｅｘＯｔｔｏ

ｅｔＤｉｅｔｒ．杉科，常绿乔木．建筑、家具、船舶、机械及造纸用材，
庭园观赏树．
５杉木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Ｌａｍｂ．）Ｈｏｏｋ．杉科，

常绿乔木．建筑、桥梁、造船、矿柱、枕木、电杆及造纸用材，树
群可供园林观赏．
６干香柏（冲天柏）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ｄｕｃｌｏｕｘｉａｎａＨｉｃｋｅｌ．柏科，

常绿乔木．建筑、桥梁、车箱、造船、电杆、枕木及家具等用材，
庭园观赏树．
７柏木 Ｃ．ｆｕｎｅｂｒｉｓＥｎｄｌ．柏科，常绿乔木．建筑、桥梁、车

船、家具用材，庭园观赏树．
８西藏柏 Ｃ．ｔｏｒｕｌｏｓａＤ．Ｄｏｎ．柏科，常绿乔木．建筑、桥

梁、车船、家具用材，庭园观赏树．
９刺柏（山刺柏 台桧）Ｊｕｎｉｐｅｒｕｓ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Ｈａｙａｔａ．柏科，

常绿乔木．文具、工艺品及家具用材，庭园观赏树．
１０侧柏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Ｌ．）Ｆｒａｎｃｈ．柏科，常绿乔

木．建筑、文具、工艺品及家具用材，庭园观赏树．
１１圆柏Ｓａｂ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Ａｎｔ．柏科，常绿乔木．建

筑、造船、桥梁、雕刻、装饰、细木工、文具及家具等用材，庭园

观赏树．
１２翠柏ＣａｌｏｃｅｄｒｕｓｍａｃｒｏｌｅｐｉｓＫｕｒｚ．柏科，常绿乔木．建

筑、桥梁、家具等用材．
１３樟（香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ｃａｍｐｈｏｒａ（Ｌｉｎｎ．）Ｐｒｅｓｌ．樟

科，常绿乔木．造船、建筑、工艺美术品及家具等用材，庭园观
赏树．
１４云南樟Ｃ．ｇｌａｎｄｕｌｉｆｅｒｕｍ（Ｗａｌｌ．）Ｎｅｓｓ．樟科，常绿乔

木．建筑、家具等用材，庭园观赏树．
１５香叶树（红果树）Ｌｉｎｄｅｒ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Ｈｅｍｓｌ．樟科，常绿

乔木．家具、细木工等用材，庭园观赏树．
１６长梗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ｌｏｎｇｉｐｅｄｉｃｅｌｌａｔａＬｅｃｏｍｔｅ．樟科，常

绿乔木．室内装修、建筑、家具等用材，庭园观赏树．
１７滇润楠 Ｍ．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Ｌｅｃｏｍｔｅ．樟科，常绿乔木．室

内装修、建筑、家具等用材，庭园观赏树．
１８长毛楠 Ｐｈｏｅｂｅ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Ｗ．Ｗ．Ｓｍｉｔｈ．樟科，常绿乔

木．室内装修、胶合板、建筑、家具等用材，庭园观赏树．
１９银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ａｒｇｅｎｔｅａＰｒｉｔｚ．山茶科，常绿乔木．建

筑、家具、军工及特种用材．
２０球花石楠 Ｐｈｏｔｉｎｉａ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ａＲｅｈｄ．ｅｔＷｉｌｓ．ｉｎＳａｒｇ．

蔷薇科，常绿乔木．特种用材，庭院观赏树．
２１滇石楠Ｐｈ．ｌｉｎｄｌｅｙａｎａＷｉｇｈｔｅｔＡｒｎ．蔷薇科，常绿乔

木．特种用材，庭院观赏树．
２２石楠Ｐｈ．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ａＬｉｎｄｌ．蔷薇科，常绿小乔木．特种

用材，庭院观赏树．
２３山樱桃ＰｒｕｎｕｓｃｏｎｒａｄｉｎａｅＫｏｅｈｎｅｉｎＳａｒｇ．蔷薇科，落

叶乔木．家具、器具、细木工用材，庭院观赏树．

２４野八角ＩｌｌｉｃｉｕｍｓｉｍｏｎｓｉＭａｘｉｍ．八角科，常绿小乔木．
器具、细木工用材，庭院观赏树．
２５荷包山桂花 ＰｏｌｙｇａｌａａｒｉｌｌａｔａＢｕｃｈ．Ｈａｍ．ｅｘＤ．

Ｄｏｎ．远志科，落叶小乔木．器具用材，庭院观赏树．
２６滇杨Ｐｏｐｕｌｕｓ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Ｄｏｄｅ．杨柳科，落叶乔木．建

筑、火柴杆、胶合板、家具、造纸等用材．
２７滇皂荚 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ｄｅｌａｖａｙｉＦｒａｎｃｈ．苏木科，落叶乔木．

建筑、家具及器具用材．
２８蒙自合欢 Ａｌｂｉｚｉａ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Ｄｕｎｎ．含羞草科，落叶乔

木．农具、包装箱等用材．
２９山合欢（黑心树、夜合树、山槐）Ａｌｂ．ｋａｌｋｏｒａ（Ｒｏｘｂ．）

ｐｒａｉｎ．含羞草科，落叶乔木．家具、模具、器具等用材．
３０滇中合欢 Ａｌｂ．ｄｕｃｌｏｕｘｉｉＧａｇｎｅｐ．含羞草科，落叶乔

木．家具、器具等用材，观赏树．
３１毛叶合欢 Ａｌｂ．ｍｏｌｌｉｓ（Ｗａｌｌ．）Ｂｅｎｔｈ．含羞草科，落叶

乔木．家具、模具、器具等用材．
３２绒毛鸡血藤 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ａｖｅｌｕｔｉｎａＤｕｎｎ．蝶形花科，常绿

乔木．家具用材．
３３旱冬瓜（尼泊尔桤木 蒙自桤木）Ａｌｎｕｓ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Ｄ．

Ｄｏｎ．桦木科，落叶乔木．家具、模型、包装箱等用材．
３４云南鹅耳枥（滇鹅耳枥）Ｃａｒｐｉｎｕｓｍｏｎｂｅｉｇｉａｎａ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榛科，落叶乔木．建筑、家具及乐器等用材．
３５高山栲（白栎）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ｄｅｌａｖａｙｉＦｒａｎｃｈ．壳斗科，

常绿乔木．建筑、车辆、农具等用材．
３６元江栲Ｃ．ｏｒｔｈａｃａｎｔｈａＦｒａｎｃｈ．壳斗科，常绿乔木．建

筑、枕木、器具等用材．
３７窄 叶 青 冈 （扫 把 条）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ｉｉ

（Ｓｋａｎ．）Ｓｃｈｏｏｔｋｙ．壳斗科，常绿乔木．建筑、矿柱等用材．
３８黄毛青冈（青栎）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ｄｅｌａｖａｙｉ（Ｆｒａｎｃｈ．）

Ｓｃｈｏｔｔｋｙ．壳斗科，常绿乔木．建筑、车辆、矿柱、枕木等用材．
３９滇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ｇｌａｕｃｏｉｄｅｓＳｃｈｏｔｔｋｙ．壳斗科，

常绿乔木．建筑、器具等用材．
４０滇石栎（猪栎）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ｄｅａｌｂａｔｕｓ（Ｈｏｏｋ．Ｆ．ｅｔ

Ｔｈｏｍｓ．）Ｒｅｈｄ．壳斗科，常绿乔木．建筑、家具等用材．
４１白穗石栎Ｌ．ｌｅｕｃｏｓｔａｃｈｙｕｓＡ．Ｃａｍｕｓ．壳斗科，常绿乔

木．建筑、家具用材．
４２光叶石栎 Ｌ．ｍａｉｒｅｉ（Ｓｃｈｏｔｔｋｙ．）Ｒｅｈｄ．壳斗科，常绿

乔木．建筑、家具等用材．
４３多穗石栎（甜茶）Ｌ．Ｐｏｌｙｓｔａｃｈｙｕｓ（Ｗａｌｌ．）Ｒｅｈｄ．壳斗

科，常绿乔木．建筑家具等用材．
４４岩栎（锐齿山栎）ＱｕｅｒｃｕｓａｃｒｏｄｏｎｔａＳｅｅｍ．壳斗科，常

绿乔木．建筑、农具等用材．
４５麻栎Ｑ．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Ｃａｒｒ．壳斗科，落叶乔木．建筑、家

具等用材．
４６槲栎Ｑ．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ｕｍｅ．壳斗科，落叶乔木．建筑、家具

等用材．
４７锐齿槲栎（变种）Ｑ．ａｌｉｅｎａｖａｒ．ａｃｕｔｅｓｅｒｒａｔａＭａｘｉｍ．ｅｘ

Ｗｅｎｚｉｇ．壳斗科，落叶乔木．建筑、家具等用材．
４８铁橡栎 Ｑ．ｃｏｃｃｉｆｅｒｏｉｄｅｓＨａｎｄ．Ｍａｚｚ．壳斗科，半常绿

乔木．建筑、器具用材．
４９锥连栎Ｑ．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ｉＳｋａｎ．壳斗科，常绿乔木．建筑、

器具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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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匙叶栎 Ｑ．ｓｐａｔｈｕｌａｔａＳｅｅｍ．壳斗科，常绿乔木．建筑
及器具用材．
５１栓皮栎Ｑ．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Ｂｌ．壳斗科，落叶乔木．建筑、家具

及器具用材．
５２滇朴（四蕊朴）ＣｅｌｔｉｓｔｅｔｒａｎｄｒａＲｏｘｂ．榆科，落叶乔木．

建筑、器具用材，庭院观赏树．
５３毛枝榆 ＵｌｍｕｓａｎｄｒｏｓｓｏｗｉｉＬｉｔｗｖａｒ．ｖｉｒｇａｔａ（ｐｌ．）

Ｇｒｕｄｚ．榆科，落叶乔木．建筑、家具等用材．
５４毛脉榉（榔树 榉树）Ｚｅｌｋｏｖａ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ｉａｎａ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榆科，落叶乔木．建筑、器具、高档家具、工业等用材．
庭院观赏树．
５５大果冬青Ｉｌｅｘ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ａＯｌｉｖ．ｉｎＨｏｏｋ．冬青科，落叶

乔木．建筑、家具、包装箱等用材．
５６多脉冬青 （青皮树）Ｉｌｅｘｐｏｌｙｎｅｕｒａ（Ｈａｎｄ．Ｍａｚｚ．）Ｓ．

ｙ．Ｈｕ．冬青科，落叶乔木．建筑、家具、包装箱等用材．
５７楝（苦楝）Ｍｅｌｉａ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Ｌｉｎｎ．楝科，落叶乔木．用

材树，家具、器具、枪柄、箱板等用材．
５８川楝Ｍ．ｔｏｏｓｅｎｄａｎ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楝科，落叶乔木．家

具、器具、造船、体育用品等用材．
５９毛红椿 Ｔｏｏｎａｃｉｌｉａｔａｖａｒ．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Ｆｒａｎｃｈ．）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楝科，落叶乔木．高档家具、室内装修、胶合板、各种贴
面等用材．
６０香椿Ｔ．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Ａ．Ｊｕｓｓ．）Ｒｏｅｍ．楝科，落叶乔木．

材质优良，高档家具、室内装修、胶合板、乐器等用材，新叶供

疏食．
６１复羽叶栾树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ａＦｒａｎｃｈ．无患子科，

落叶乔木．建筑、造船、器具用材，观赏树．
６２皮哨子 Ｓａｐｉｎｄｕｓｄｅｌａｖａｙｉ（Ｆｒａｎｃｈ．）Ｒａｄｌｋ．无患子

科，落叶乔木．板箱、玩具、家具、小器具用材．
６３茶条木（黑枪杆、鸡腰子果、打油果、三麻子果）

Ｄｅｌａｖａｙａ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Ｆｒａｎｃｈ．无患子科，落叶乔木．农具、器具
用材．
６４青榨槭ＡｃｅｒｄａｖｉｄｉｉＦｒａｎｃｈ．槭树科，落叶乔木．建筑、

家具及细木工等用材，观赏树．
６５黄连木（黄连树）Ｐｉｓｔａｃ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ｕｎｇｅ．漆树科，落

叶乔木．建筑、家具及细木工用材，观赏树．
６６清香木（昆明乌木、清香树、柴油木）Ｐ．ｗｅｉｎｍａｎｎｉｆｏ

ｌｉａＪ．ＰｏｉｓｓｏｎｅｘＦｒａｎｃｈ．漆树科，常绿乔木．建筑、家具、细木
工用材，观赏树．
６７盐肤木（五倍子树）Ｒｈ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Ｍｉｌｌ．漆树科，常绿

乔木．建筑、家具用材，特种经济植物．
６８毛叶黄杞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ｉａｃｏｌｅｂｒｏｏｋｉａｎａＬｉｎｄｌ．ｉｎＷａｌｌ．胡桃

科，常绿乔木．建筑、家具、板材、茶叶箱等用材．
６９云南黄杞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ｉａｓｐｉｃａｔａＬｅｓｃｈｅｎ．ｅｘＢｌｕｍｅ．胡

桃科，常绿乔木．建筑、家具、板材、茶叶箱等用材．
７０野胡桃 Ｊｕｇｌａｎｓ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Ｄｏｄｅ．胡桃科，落叶乔木．

建筑、家具等用材．
７１胡桃Ｊ．ｒｅｇｉａＬｉｎｎ．胡桃科，落叶乔木．建筑、家具等

用材，特种经济作物．
７２化香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胡桃科，落

叶乔木．家具、胶合板、工具柄、火柴杆及纤维工业原料用材．
７３头状四照花 （鸡嗉子）Ｄｅｎｄｒｏｂｅｎｔｈａｍｉａｃａｐｉｔａｔａ

（Ｗａｌｌ．）Ｈｕｔｃｈ．山茱萸科，常绿乔木．建筑、家具、玩具等用
材，观赏树．
７４喜树（旱莲木）Ｃａｍｐｔｏｔｈｅｃ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Ｄｅｃｎｅ．紫树

科，落叶乔木．建筑、家具、制纸、火柴杆等用材．
７５华灰木（华山矾、黑果、白檀）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ｏｕｒ．）Ｄｒｕｃｅ．灰木科，落叶乔木．建筑、家具等用材．
７６白枪杆 ＦｒａｘｉｎｕｓｍａｌａｃｏｐｈｙｌｌａＨｅｍｓｌ．ｉｎＨｏｏｋ．木樨

科，落叶乔木．农具、家具、工具柄等用材．
７７山桂花（狭叶桂花）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ｕｓＰ．Ｓ．Ｇｒｅｅｎ．

木樨科，器具、建筑、家具等用材．
７８蒙自桂花（野桂花）Ｏｓ．ｈｅｎｒｙｉＰ．Ｓ．Ｇｒｅｅｎ．木樨科，常

绿乔木．建筑、器具用材．
７９香果树（小冬瓜 ）Ｅｍ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ｙｓｈｅｎｒｙｉＯｌｉｖ．茜草科，

落叶乔木．家具用材．
８０西南粗糠树（滇厚壳树）ＥｈｒｅｔｉａｃｏｒｙｌｉｆｏｌｉａＣ．Ｈ．

Ｗｒｉｇｈｔ．厚壳树科，常绿乔木．建筑、家具用材．
８１滇楸 Ｃａｔａｌｐａｆａｒｇｅｓｉｉｆ．ｄｕｃｌｏｕｘｉｉ（Ｄｏｄｅ．）Ｇｉｌｍｏｕｒｉｎ

Ｃｕｒｔｉｓ′ｓ．紫葳科，落叶乔木．高档家具、室内装修、胶合板、军
工、船舶等用材．
８２梓（黄花楸）Ｃ．ｏｖａｔａＧ．Ｄｏｎ．紫葳科，落叶乔木．家

具、乐器等用材

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

．

（上接第５２页）

［参考文献］

［１］翟书华，陈子牛，张光飞，等．云南石林野生纤维植物资源调查研
究［Ｊ］．昆明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３１（３）：５８．

［２］云南省药材公司．云南中药资源名录［Ｍ］．北京：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４３６－４３７．

［３］翟书华，郭庆，陈子牛，等．云南石林药用植物资源调查研究［Ｊ］．

昆明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３１（６）：５２－５９．
［４］陈子牛，翟书华，孟学会，等．云南石林县资源植物［Ｍ］．昆明：云
南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９．

［５］沈放，杨黎江，路斌，等．海枫藤提取物镇痛抗炎功效的研究［Ｊ］．
昆明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３０（４）：７３－７４．

７５第３期　　　　　　　　　　陈子牛，孟学会，翟书华，等：云南石林县材用资源植物及应用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