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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利用图书馆和网络数据库检索工具，通过对包含“川榛”字段的各类书籍、文献的整理，对川榛遗传资源的分类地

位、分布范围及其研究利用现状等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并通过对川榛分布区代表样点气象数据的统计，对其适生的生态条

件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川榛（贵榛、黔榛）主要分布于中国 １０２°０６′ ～ １２１°２６′Ｅ，２６°２９′ ～ ３６°５８′Ｎ 之间，年均温 ６． １ ～ １９． ３℃
的广大区域，覆盖全国 １５ 个行政省区、直辖市，自然分布以山坡地为主，跨越温带、暖温带和亚热带，具有广泛的生态适应性；
分布范围、生态习性、植物学性状、孢粉学和遗传关系等方面的资料表明，川榛与平榛存在明显的差别，两者应为独立的种；川
榛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育种价值，但其开发利用进展缓慢；川榛遗传资源的调查与保护、种群多样性及杂交利用等研究工

作亟待开展。 此研究可为今后开展川榛遗传资源的调查、收集和评价工作提供依据。
　 　 关键词：川榛；分类地位；资源分布；适生环境；科研进展；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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榛子是重要的坚果树种和上等的木本油料作

物，中国榛属（Ｃｏｒｙｌｕｓ）植物资源丰富，分布范围居

世界首位。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通过平榛（Ｃ． ｈｅｔｅｒｏ⁃
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和欧洲榛（Ｃ． ａｖｅｌｌａｎａ Ｌ． ）的种间杂

交，中国榛子专家成功培育出了兼具大果和抗寒特

性的平欧杂种榛（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 Ｃ． ａｖｅｌｌａｎａ
Ｌ． ）系列品种［１］，成为中国目前生产上的主要栽培

品种。 平榛主要分布于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地区，受
母本特性的影响，平欧杂种榛抗寒性强、耐热性差，
在中国秦岭以南、长江中下游地区不能正常受精结

实，限制了这些地区榛子产业的发展。
川榛（Ｃ． ｋｗｅｉ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Ｈｕ）（又称贵榛、黔榛）是

中国榛属植物资源中特有的一种，分布在陕西、四
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和贵州等地，适应性强，坚
果具有较好的经济性状，是培育适合南方栽种的榛

子品种的重要亲本材料。 国内学者曾在 １９８１ －
１９８８ 年间，对中国野生榛属植物资源进行过系统的

调查工作，对其自然分布进行了区划，将其收录在中

国首部榛子著作《中国果树志·板栗榛子卷》中，然
而书中总结的是包括川榛在内的各个种的大致分布

范围，对各自然分布区的生态条件记载较为笼统，对
各个种的局域生境和伴生树种等也缺乏记载。 在其

他各类书籍和文献中，受地域分布和研究内容的限

制，对川榛的记载和评价也缺乏全面性。 另外，关于

中国原产榛属植物种和变种的划分，植物学家历来

持有不同见解，川榛是否是平榛的变种成为学术界

争论较为集中的一个问题。 本文通过对各类植物

志、树木志、果树志，以及全文中包含川榛字段的各

类文献的检索和分析，对川榛的分布范围进行精确

界定；在对各地生态条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

上，阐明川榛适生区域的生态条件，并通过文献整理

和归纳总结，对川榛遗传资源的分类地位、科学研究

和开发利用现状进行讨论，以期为开展川榛遗传资

源的调查、收集和评价工作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资料来源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国家

科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馆藏图书；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林业科学数据平台链接的中国知网、万方数据、
维普学术期刊、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 期刊检索平台，斯坦福

大学学术网站（Ｈｉｇｈｗｉｒｅ）。
１． ２　 方法

以《中国果树志·板栗榛子卷》 ［１］ 中记载的川

榛的自然分布区范围及其参考文献为基础，检索中

国各类植物志、树木志和果树志，将其对川榛“种”
的定义、拉丁名、分布范围以及适生环境进行统计整

理（表 １）。 在各类数据库中检索全文中包含“川
榛”字段的各类中文文献，分别以“Ｃ． ｋｗｅｉ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Ｈｕ”和“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为字段检索

英文文献；根据地理纬度在川榛分布的各省区筛选

具有代表性的区县，在《中国县情大全》 ［２］ 中检索并

记录各分布区的经度、纬度、年均气温、１ 月和 ７ 月

平均气温、极端高温、极端低温、无霜期、年均降水、
年日照时数以及气候类型等数据。 综合上述材料，
对川榛遗传资源的分类地位、按行政区和山脉划分

在中国的分布、川榛分布区的生态条件和局域生境，
以及川榛遗传资源的科研现状和开发利用等问题进

行分析、讨论。
１． ３　 数据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软件对气象数据进行统计整

理，并计算各地气象数据的最大值（Ｍａｘ． ）和最小值

（Ｍｉｎ． ）。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川榛遗传资源的分类地位

在中国原产榛属植物分类学上，种和变种的划

分存在不同见解，其中川榛的分类学地位学术界争

论较为集中。 川榛是由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 于 １８９９ 年作为榛

子（Ｃｏｒｙｌｕｓ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的变种（Ｃｏｒｙｌｕｓ ｈｅｔ⁃
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首次发表

的［２７］；之后胡先啸［２８］ 在 １９４８ 年首次报道了黔榛

（Ｃ． ｋｗｅｉ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Ｈｕ）新种，并同时记载了川榛（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继而

１９７９ 年版的《中国植物志》中将黔榛并入了川榛，认
为上述 ２ 个种属于同物异名［６］，认为川榛是平榛的

变种；梁维坚［２７］ 经过对样品性状进行分析，特别是

果苞性状的对比，并结合种质的生态习性与地理分

布，认为川榛不是平榛的变种而应上升为独立的种，
拉丁学名按照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的规定，恢复使用

对其最早的命名，即 Ｃｏｒｙｌｕｓ ｋｗｅｉ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Ｈｕ；戚继

忠［２９］通过对川榛叶片、果实等数量性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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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国内各类书籍中有关川榛的记载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Ｃ． ｋｗｅｉ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Ｈｕ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ｌａｎｄ ｂｏｏｋｓ

参考书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ｏｏｋ
种分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拉丁名

Ｌａｔｉｎ ｎａｍｅ
分布范围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ｎｇｅ
适生环境

Ｂｉｏｔｏｐｅ

中国果树志

板栗榛子卷［１］

独立种 Ｃ． ｋｗｅｉ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Ｈｕ 四川岷山、大巴山脉，川东与湖北接壤地区 海拔 １１００ ～ ２５００ ｍ

陕西秦岭山区 海拔 １０００ ～ １８００ ｍ

浙江西天目山、天台山、昌化、临安 海拔 ８００ ～ １５００ ｍ

湖南湘西、黔阳、大庸、桑植、衡山 海拔 ８００ ～ １３５０ ｍ

湖北西部山地、神农架 海拔 ７００ ～ ２５００ ｍ

甘肃成县 海拔 ２００ ～ ８００ ｍ

河南卢氏，江苏云台山、宜兴

安徽黄山、霍山县，江西庐山、罗霄山脉

中国树木志［３］ 独立种 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四川平武、城口、巫溪、万源、泸定、洪溪 海拔 １１００ ～ ２５００ ｍ

贵州贵阳花溪、清镇、遵义、水城 海拔 ９００ ～ １４００ ｍ

陕西商县、渭南、鄜县、太白山、终南山 海拔 ８００ ～ １７００ ｍ

湖北利川、宜昌、房县、罗田 海拔 ８５０ ～ １７００ ｍ

浙江天目山 海拔 ７００ ～ １５００ ｍ

山东崂山、河南西峡、甘肃南部

湖南、江西、安徽

经济植物手册［４］ 平榛变种 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陕西、四川、湖北、江西、江苏、云南、贵州

中国树木分类学［５］ 平榛变种 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四川、陕西、湖北、江西、湖南、云南

中国植物志［６］ 平榛变种 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贵州、四川东部、陕西、甘肃中部和东南部、河南、
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

海拔 ７００ ～ ２５００ ｍ
的山地林间

黄土高原植物志［７］ 平榛变种 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陕西宝鸡、陇县、渭南、宜君，
宁夏固原，甘肃天水，河南卢氏

海拔 ６００ ～ ２０００ ｍ
的山坡或山谷灌丛和林缘

山东植物志［８］ 平榛变种 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山东昆嵛山、牙山、艾山、鲁山 山坡灌丛及林间

宁夏植物志［９］ 平榛变种 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宁夏六盘山

甘肃植物志［１０］ 平榛变种 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甘肃洮河以东、渭河以南各县，天水、礼县、
徽县、武山、康乐、康县、武都、文县

海拔 １３００ ～ ２５００ ｍ 的

山谷或山坡林缘灌丛

陕西树木志［１１］ 平榛变种 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秦岭南坡 海拔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ｍ

秦岭植物志［１２］ 平榛变种 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秦岭南北坡 海拔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ｍ 的

山坡或山谷灌丛或林缘

河南植物志［１３］ 平榛变种 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ｅｘ． Ｂｅｓｓ．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河南伏牛山和大别山 山坡地

鸡公山木本植物

图鉴［１４］

— 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鸡公山李家寨保护站及山下北部老岭 海拔 ６００ ｍ 的山坡灌丛，
多石的沟谷两岸或

阔叶林缘地带

安徽植物志［１５］ 平榛变种 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皖南山区、大别山区 海拔 ６００ ～ １６００ ｍ 的

向阳山坡及山顶灌丛

安 徽 经 济 植

物志［１６］

— 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皖南山区 海拔 １２００ ～ １６００ ｍ

大别山区 海拔 ５００ ～ ８００ ｍ
的山坡杂木林

湖北植物志［１７］ 独立种 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ｅｘ． Ｂｅｓｓ．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宣恩、利川、建始、巴东、兴山、
房县、竹溪、丹江口、罗田

海拔 ７００ ～ ２５００ ｍ 山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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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续）

参考书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ｏｏｋ
种分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拉丁名

Ｌａｔｉｎ ｎａｍｅ
分布范围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ｎｇｅ
适生环境

Ｂｉｏｔｏｐｅ

湖南植物志［１８］ — 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龙山、永顺、桑植、城步、新宁、衡山 海拔 ９００ ～ １４００ ｍ 的

山地灌丛、疏林或林缘

新宁植物［１９］ — 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湖南新宁紫云山 海拔 ７００ ｍ 的山坡灌丛

江苏植物志［２０］ — 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ｅｘ． Ｂｅｓｓ．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宜兴、连云港、南京、上海

贵州植物志［２１］ 平榛变种 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ｅｘ． Ｂｅｓｓ．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贵州普遍分布 海拔 ６００ ～ １２００ ｍ
的向阳山坡灌丛

浙江植物志［２２］ 独立种

黔榛

Ｃ． Ｋｗｅｉ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Ｈｕ—
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安吉、临安、天台 海拔 １０００ ｍ 的山地灌丛

天目山植物志［２３］ 独立种

黔榛

Ｃ． Ｋｗｅｉ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Ｈｕ—
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曲湾、五里亭、倒挂莲花峰、幻住庵、半月池、
老殿、仙人顶、西关、阳山坪、大境坞

海拔 ７００ ｍ 的山坡灌丛

江西植物志［２４］ — 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庐山、九江、星子、武宁、修水、幕阜山、太平山 山坡、溪边、林缘

四川攀西

种子植物［２５］

— 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ｅｘ． Ｂｅｓｓ．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凉山州金阳、美姑、宁南、昭觉 海拔 ２０００ ～ ２５００ ｍ 的

溪边、林缘、灌木丛中

横断山植物志［２６］ 独立种 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ｅｘ． Ｔｒａｕｔｖ．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泸定 海拔 ２５００ ｍ

表 ２　 按行政区划分的川榛分布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 ｋｗｅｉ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Ｈｕ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地理区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ｚｏｎｉｎｇ

行政省区（直辖市）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ｙ

市、县
Ｃｉｔｙ ／ Ｃｏｕｎｔｙ

西北地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固原［７］ 、隆德［３３］ 、泾源［３３］

甘肃省 成县［１］ 、礼县［１０］ 、徽县［１０］ 、武都［１０］ 、文县［１０］ 、康县［１０，３４］ 、天水［７，３５，３６］武山［１０］ 、清水［３７］ 、康乐［１０］

陕西省 商县［３］ 、太白［３］ 、眉县［３］ 、陇县［７］ 、长安［３］ 、户县［３］ 、周至［３］ 、

蓝田［３］ 、渭南［３，７］ 、鄜县 ／ 富县［３］ 、宜君［７］ 、咸宁［３８］

西南地区 四川省 平武［３］ 、万源［３］ 、泸定［３，２６］ 、美姑［３，２５］ 、金阳［２５］ 、宁南［２５］ 、昭觉［２５］

重庆市 城口县［３］ 、巫溪县［３］ 、涪陵区［３９］ 、丰都区［３９］ 、武隆县［３９］

贵州省 贵州全境［２１］ 、清镇［３］ 、遵义［３］ 、水城［３］ 、贵阳市［４０］ 、贵阳花溪［３］ 、习水［４１］

华中地区 河南省 卢氏［１，７］ 、西峡［３］ 、信阳［１４］

湖北省 利川［３，１７］ 、宣恩［１７］ 、建始［１７］ 、巴东［１７］ 、宜昌［３，１７］ 、房县［３，１７］ 、竹溪［１７］ 、罗田［３，１７，４２］ 、丹江口［１７］ 、莫山［４２］

湖南省 湘西［１，４３］ 、龙山［１８］ 、永顺［１８，４４］ 、大庸（张家界） ［１，４５］ 、桑植［１，１８］ 、黔阳［１］ 、城步［１８］ 、新宁［１８，１９］

华东地区 山东省 烟台［８］ 、威海［８］ 、淄博［８］ 、青岛［４６］ 、泰安［４６］

安徽省 霍山［１］ 、金寨［４２］

江苏省 宜兴［１，２０］ 、连云港［２０］ 、南京［２０］

上海市 上海［２０］

浙江省 昌化镇［１］ 、临安［１，２２］ 、安吉［２２］ 、天台［２２］ 、泰顺［４７］ 、武义［４８，４９］

江西省 九江［２４］ 、星子［２４］ 、武宁［２４］ 、修水［２４］ 、吉安［５０］

支持了将川榛作为独立种的观点。 从表 １ 可以看

出，将川榛作为独立种的书籍有 ６ 本，其中《浙江植

物志》 ［２２］和《天目山植物志》 ［２３］ 中将川榛和黔榛并

列写出，表明两者是同物异名的 １ 个种，７ 本书籍中

未明确说明川榛的分类地位，其余 １２ 本书籍中引用

《中国植物志》的观点，认为川榛是平榛的变种。
２． ２　 川榛遗传资源在中国的分布

２． ２． １　 按行政区划分 　 梁维坚［３０］ 最早（１９８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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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了中国榛属植物的分布情况，川榛的主要分布

范围是陕西、贵州、四川等 １１ 个省区。 作者通过资

料检索得出，川榛主要分布在北起山东沿海山区、南
至贵州全境，西起四川甘孜、东至宜兴、连云港、南京

以及上海等地，共 １５ 个行政省区、直辖市（表 ２），包
括梁维坚未提及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山东省和上海、
重庆两个直辖市；而在《经济植物手册》 ［４］ 和《中国

树木分类学》 ［５］ 中提及的川榛在云南省的分布情

况，在其他资料中未见报道［３０⁃３２］。
２． ２． ２　 按山脉划分　 川榛的自然分布多集中在山

区，作者经大量资料检索将川榛分布的主要山脉列

于表 ３ 中。 可以看出，川榛主要分布于宁夏六盘山

以南的秦岭、大巴山、伏牛山、大别山、罗霄山脉、皖
南山区及山东沿海山区等广大山区，其中以秦巴山

区的分布较为集中；具体海拔高度的记载较为笼统，
有记载的海拔高度在 ３００ ～ ２５００ ｍ 之间。

表 ３　 按山脉划分的川榛分布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 ｋｗｅｉ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Ｈｕ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ａｎｇｅ

山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ａｎｇｅ
行政区分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海拔（ｍ）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六盘山［９⁃３３］ 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跨固原、隆德、泾源 ３ 县

岷山［１］ 甘肃省西南、四川省北部 １１００ ～ ２５００［１］

麦积山［３５⁃３６］ 甘肃省天水市东南部，秦岭西段 １４５０ ～ ２１００［３６］

秦岭［１，１１⁃１２］ 西起甘肃南部，经陕西南部到湖北、河南西部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１，１１⁃１２］

太白山［３］ 陕西省秦岭山脉中段，宝鸡市太白县、眉县交界处 ８００ ～ １７００［３］

终南山［３］ 陕西省秦岭山脉一段，西起宝鸡市眉县、东至西安市蓝田县 ８００ ～ １７００［３］

伏牛山［１３⁃５１］ 秦岭东段支脉，河南省西南部

大木山［３９］ 重庆市涪陵区、丰都区、武隆县 ６００ ～ １９８０［３９］

梵净山［５２］ 贵州省铜仁市 １０００ ～ ２２００［５２］

鸡公山［１４，５３］ 河南省信阳市 ６００［１４］

大巴山［１］ 陕西、四川、湖北三省交界地区 １１００ ～ ２５００［１］

神农架［１］ 湖北省西部，由大巴山脉东延的余脉组成 ７００ ～ ２５００［１］

衡山［１，１８，５４⁃５５］ 湖南省湘南（衡阳、郴州、永州）境内 ８００ ～ １４００［１，１８］

紫云山［１９］ 湖南省新宁县境东部 ７００［１９］

天门山［４５］ 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 １５１８． ６［４５］

昆嵛山［８］ 山东省烟台市、威海市

牙山［８］ 山东省烟台市莱阳市

艾山［８］ 山东省烟台市的蓬莱和栖霞

鲁山［８］ 山东省淄博市

崂山［３］ 山东省青岛市东部

大别山［１３，１５⁃１６，４２，５６］ 安徽、湖北、河南三省交界处 ５００ ～ ８００［１６］

黄山［１］ 安徽省南部黄山市

皖南山区［１５⁃１６，５７］ 安徽省长江以南，东南与浙江相接，西南和江西相邻 ６００ ～ １６００［１５⁃１６］

云台山［１，５８⁃５９］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北部 ３００ ～ ６２５［５８⁃５９］

天目山［１，２３，６０⁃６１］ 浙江省西北部临安市 ７００［２３］

天台山［１］ 浙江省东部台州市天台县 ８００ ～ １５００［１］

罗霄山［１］ 湖南、江西两省边界

庐山［１，２４，６２］ 江西省九江市

太平山［２４］ 江西省武宁县

幕阜山［２４］ 江西省武宁县与湖北省通山边界

井冈山［５０］ 江西省吉安市

２． ３　 川榛遗传资源分布的生态条件和局域生境

作者根据上文检索到的川榛自然分布的具体位

置，在各省选取不同经纬度的代表样点，在《中国县

情大全》 ［２］中检索并记录各分布区的气象数据列于

表 ４ 中。 可以看出，川榛主要分布于中国 １０２°０６′ ～
１２１°２６′Ｅ、２６°２９′ ～ ３６°５８′Ｎ 之间的广大区域，年均

温、年均降雨量、年日照时数和无霜期等数据的阈值

均较梁维坚［３０］对川榛自然分布区的调查更为宽泛。
从各地的气候类型看，川榛自然分布区跨越温带、暖
温带和亚热带，受季风、海拔和地理位置的影响，又
存在山地、海洋、高原、湿润、半干旱等气候类型，说
明川榛在上述地区具有广泛的生态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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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川榛自然分布代表区县气象资料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ｌａｃｅｓ ｏｆ Ｃ． ｋｗｅｉ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Ｈｕ

数据点

Ｄａｔａ
ｐｏｉｎｔ

经度（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纬度（Ｎ）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温度（℃）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年均气温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１ 月

平均

Ｊａｎｕａｒｙ

极端

低温

Ｍｉｎｉｍｕｍ

７ 月

平均

Ｊｕｌｙ

极端

高温

Ｍａｘｉｍｕｍ

无霜期

（ｄ）
Ｆｒｏｓｔ⁃
ｆｒｅｅ
ｄａｙｓ

年均降水

（ｍｍ）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年均日照

（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气候类型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ｔｙｐｅ

宁夏固原 １０６°１４′ ３６°０２′ ６． １ － １４． ３ － ２８． １ ２４． ７ ３４． ６ １５２ ４９４． ２ ２５１８． １ 暖温带半干旱大陆性

甘肃康乐 １０３°３２′ ３５°１０′ ６． ３ － ８． ０ － ２７． ０ １７． ４ ３２． ４ １２７ ５４６． ０ ２４４０． ０ 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型

甘肃清水 １０６°０５′ ３４°４５′ ８． ８ － ４． ５ － ２４． ９ ２０． ７ ３６． ０ １６８ ５７５． ２ ２０１３． ７ 大陆性季风型

甘肃文县 １０４°５２′ ３２°５８′ １４． ４ ３． ６ － ８． ５ ２４． ８ ３７． ７ ２２４ ５７４． ７ １７１１． １ 北亚热带湿润大陆性

陕西富县 １０９°０５′ ３６°０４′ ９． ０ － ６． ５ － ２５． ７ ２２． ７ ３８． ７ １４９ ５５０． ０ — 南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型

陕西渭南 １０９°３４′ ３４°３０′ １３． ６ － ０． ６ － １５． ８ ２７． ３ ４２． ２ ２１０ ５７４． ０ ２２６４． ０ 温带半干旱

陕西眉县 １０７°５０′ ３４°０９′ １２． ９ － ０． ９ － １７． ２ ２５． ９ ４２． ０ ２２０ ５８９． ０ ２０８７． ９ 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型

陕西蓝田 １０９°２８′ ３３°４３′ １３． １ － １． ３ － １７． ４ ２６． ８ ４３． ３ ２１２ ７２４． ５ ２１４８． ８ 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型

四川万源 １０７°５９′ ３２°００′ １４． ７ ３． ０ － ９． ４ ２５． ３ ３９． ２ ２４０ １１６９． ３ — 北亚热带季风型

四川泸定 １０２°０６′ ２９°４８′ １５． ４ ６． ２ － ５． ０ ２２． ７ ３６． ４ ２７９ ６６４． ４ １１６１． １ 大陆性高原

四川美姑 １０３°０７′ ２８°２８′ １１． ４ ２． １ － １０． ７ １９． ５ ３２． ３ ２４０ ８１５． ０ １７９０． ７ 高原季风型

四川宁南 １０２°４１′ ２７°０４′ １９． ３ １０． ９ － ３． １ ２５． ２ ３９． ９ ３２０ ９７０． ０ ２２６３． ０ 南亚热带季风型

重庆城口 １０８°４５′ ３１°５５′ １３． ８ ２． ５ － １３． ２ ３８． ９ ３８． ９ ２３４ １２６１． ４ １５３４． １ 北亚热带山地

贵州习水 １０６°１３′ ２８°２８′ １３． １ ２． ４ － ８． ３ ２３． １ ３４． ４ ２５５ １１３７． ８ １１５７． ９ 亚热带湿润性季风型

贵州遵义 １０６°５３′ ２７°４３′ １５． ２ ４． ２ － ７． １ ２５． ３ ３８． ７ ２８１ １０９９． ０ １１５２． ０ 中亚热带湿润性季风型

贵州贵阳 １０６°４２′ ２６°３３′ １５． ３ － ７． ８ － ７． ８ ２５． １ ３５． １ ２６９ １１０７． ８ １２８５． ３ 亚热带湿润温和型

贵州水城 １０４°５５′ ２６°２９′ １２． ３ ２． ９ － １１． ７ １９． ８ ３２． ４ ２５０ １２２３． ６ １４００． ０ 北暖温带凉春干夏湿性

河南卢氏 １１０°５９′ ３３°５８′ １２． ５ － １． ４ － ２１． ６ ２５． ３ ４２． ３ １７５ ６４７． ８ ２１１８． ０ 暖温带和亚热带温润

河南信阳 １１３°０４′ ３２°１０′ １５． １ １． ６ － ２０． ０ ２７． ７ ４０． ９ ２２１ １１０９． １ ２１６８． ９ 北亚热带季风湿润

湖北竹溪 １０９°４９′ ３２°００′ １２． ０ － １． ９ － １２． ９ ２２． ４ ４０． ０ ２２６ １２３０． ０ １６５０． ０ 北亚热带季风型

湖北宜昌 １１１°１０′ ３１°０２′ １６． ６ ４． ５ － １２． ０ ２７． ９ ４０． ４ ３４０ １０９３． ９ — 北亚热带季风型

湖北罗田 １１５°２６′ ３０°５５′ １６． ４ ３． ６ － １４． ６ ２８． ５ ４１． ６ ２２８ １２９２． ６ ２０４７． ０ 北亚热带季风型

湖北利川 １０８°５０′ ３０°１０′ １６． ７ ２． ９ － １５． ４ ２３． ６ ３５． ４ ２５５ １３００． ９ １２９８． ９ 中温带至亚热带

湖南桑植 １１０°１３′ ２８°３２′ １３． ４ ４． ７ － １０． ０ ２７． ０ ４０． ７ ２３０ １５００． ０ １２９７． ０ 中亚热带山地季风湿润

湖南黔阳 １１０°０１′ ２７°１４′ １７． ０ ５． ３ － １１． １ ２７． ９ ３９． ７ ２９７ １３７８． ０ １３５０． ０ 亚热带季风型

湖南新宁 １１０°２３′ ２６°３５′ １７． ０ ５． ３ － ８． ８ ２７． ９ ３８． ９ ２９１ １３２６． ６ １４８６． ３ 亚热带中亚季风湿润

山东桓台 １１８°０２′ ３６°５８′ １２． ５ － ３． ７ － ２３． ２ ２６． ５ ４０． ９ １９７ ５８６． ４ ２８３２． ７ 北温带大陆性季风型

山东莱阳 １２０°４３′ ３６°５２′ １１． ２ － ４． １ － ２４． ０ ２５． ０ ３８． ９ １８３ ７３５． ９ ２６６９． ０ 大陆性季风型半湿润

安徽霍山 １１６°１２′ ３１°１８′ １５． ２ ２． ３ － １７． ４ ２７． ８ ４３． ３ ３２０ １３９１． ２ ２０８４． ３ 北亚热带湿润性季风型

安徽休宁 １１８°０３′ ２９°４３′ １６． ２ ３． ７ － １１． ６ ２７． ９ ４１． ３ ２３１ １６１３． ７ １９３１． ０ 北亚热带湿润性季风型

江苏东海 １１８°４７′ ３４°２８′ １３． ７ － ０． ６ － １８． ３ ２６． ４ ３９． ７ ２２５ ８８４． ８ ２３００． ０ 暖温带季风型

江苏江宁 １１８°４７′ ３１°５６′ １５． ５ ２． ３ － １３． ３ ２７． ９ ４０． ７ ２２４ １０１２． １ ２１４８． ３ 北亚热带季风型

江苏宜兴 １１９°４７′ ３１°２２′ １５． ６ ２． ８ － １３． １ ２８． ３ ３９． ６ ２３６ １１９５． ７ １９４６． １ 北亚热带海洋季风型

上海 １２１°２６′ ３１°２９′ １５． ５ ３． １ － １１． ０ ２７． ８ ３８． ５ ２３３ １１０７． ６ ２０４９． ３ 北亚热带海洋季风型

浙江临安 １１９°２２′ ３０°１２′ １５． ５ ３． ４ － １３． １ ２７． ７ ４１． ２ ２３５ １４２６． ４ １９２０． ０ 中亚热带季风型

浙江武义 １１９°４３′ ２８°４７′ １６． ９ ４． ７ － １２． ３ ２８． ８ ４０． ８ ２２８ １４４５． ７ １９６３． ７ 中亚热带海洋季风型

浙江泰顺 １１９°５６′ ２７°３３′ １６． １ ５． ７ － ９． ０ ２７． ５ ３７． ０ ２４２ １９８０． ６ １７５９． ２ 亚热带海洋季风型

江西九江 １１５°５６′ ２９°３６′ １７． ０ ４． ０ － ９． ７ ２９． ０ ４０． ２ ２６４ １４２０． ４ １８９１． ５ 中北亚热带湿润季风型

江西修水 １１４°２６′ ２９°０１′ １６． ５ ４． １ － １１． ６ ２８． ３ ４４． ９ ２４７ １６１７． ０ １６８０． ０ 亚热带湿润季风型

江西吉安 １１４°５８′ ２７°０８′ １８． ３ ６． ２ － ８． ０ ２９． ５ ４０． ２ ２７７ １４５７． ５ １８１４． ５ 亚热带湿润季风型

总体阈值 １０２°０６′ ～
１２１°２６′

２６°２９′ ～
３６°５８′

６． １ ～
１９． ３

－１４． ３ ～
１０． ９

－２８． １ ～
－３． １

１７． ４ ～
３８． ９

３２． ３ ～
４４． ９

１２７ ～
３４０

４９４． ２ ～
１９８０． ６

１１５２． ０ ～
２８３２． ７

８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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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榛为落叶大灌木［１］，多自然分布在山坡、山
谷、溪边的灌丛或山地的林缘、林荫等处，土壤类型

多为 红 壤 土、 黄 壤 土、 山 地 黄 壤、 山 地 黄 棕 壤

等［３６，３９，４７，５２，５４，５６，５８⁃５９，６１］，土壤中性至微酸性［１，３０，６３］。
主要的伴生树种有：乔木中的栎树、桦树、樟树、松
树、柳杉、甜储、紫楠、小叶白辛、苦木、青冈、交让木、
青榨槭、四照花、紫弹朴；小乔木或灌木中的薄叶山

矾、化香树、吴茱萸、山槐、香叶树、茅栗、微毛柃、木
姜子、山胡椒、铁仔、冻绿、卫矛、小构树、大叶胡枝

子、杜鹃、荚蒾等［２１，４５，６０，６１，６３⁃６６］。
２． ４　 川榛遗传资源的科研和开发利用现状

截止到目前直接针对川榛的科研论文仅检索到

２ 篇，主要是关于川榛分类地位的探讨［２７，２９］，其他文

献中的川榛只是作为试验材料中的一种，根据研究

内容主要包括：榛属植物的遗传关系研究［６７⁃７０］、生
态群落结构研究［６３⁃６６］ 和榛属植物开发利用分

析［３１，７１⁃７３］等方面。 以“Ｃ． ｋｗｅｉ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Ｈｕ”字段检

索到英文文献 ２ 篇［７４⁃７５］，内容均是对中国野生榛属

植物调查研究的引用［３０］， 以 Ｃ．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字段检索到英文文献 １ 篇，作者研究得

出川榛和欧洲榛的杂交后代 Ｅｓｔｒｅｌｌａ ＃１具有对东方

榛疫病的抗性［７６］。
在川榛的开发利用方面，“川榛”字段主要出现

在山区野生果树资源调查及其开发利用方面的文献

中，其用途主要是坚果直接食用［３７，４３，５２⁃５４，５６⁃５８，７２，７７⁃８１］，
榨油［３５，４４，４７，４９⁃５０，８０⁃８１］、制作糕点或饮料［４７，５０，８０⁃８２］、提
取淀粉［３６，５１，８２⁃８４］、入药［４１，６２，８０］等方面；川榛树体可作

景观树， 观赏叶片和果苞［３３，４５，５９，８５⁃８６］， 树干可材

用［４２，８１］，榛叶可作饲料［８７］，雄花序中可提取抑制金

黄色葡萄球菌化合物［８８］；在科研育种方面，川榛在

中国南方地区具有广泛的生态适应性，因此是培育

适合南方栽培的榛子新品种良好的亲本材料［７３，８９］。
遗憾的是，尽管文献中报道了川榛的多种用途，但其

至今尚未得到真正开发利用，在一些偏远山区，由于

人们没有采食习惯，川榛每年都果实累累，却无人问

津［３１，９０］，因此，这一宝贵的遗传资源亟待开发利用。

３　 讨论

自川榛首次发表之后，关于其分类学地位的问

题一直存在两种观点。 从植物分类学的概念上看，
种是生物分类的基本单元，是起源于共同的祖先，具
有极其相似且稳定的形态和生理特征，并有一定自

然分布区的生物群；变种则是种内发生比较稳定变

异的类群，与原变种有相同的分布区［９１］。 川榛主要

分布在中国西北、西南、华中、华东地区，喜温暖湿润

的气候，平榛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北、华北和西北地

区，喜冷凉气候且耐寒耐干［１，３０］，两者间的生态习性

存在明显差别，另外，在植物学性状［２７⁃２９］、孢粉学［６７］

和遗传关系［６８⁃７０］ 等方面也存在差别，因此，多位榛

子专家认为川榛应是独立的种，而不是平榛的变

种［２７⁃２９］。 一个分布广泛的植物种往往存在种内的

多样化，并与其特定的生境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种
群是其适应单位和种系变异单位，具有一定的分布

格局［９２］。 研究表明，受分布地区和繁殖方式的影

响，平榛种群内部具有复杂的遗传多样性，而且种群

间的遗传距离和地理距离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

系［６９］。 同理，广泛分布的川榛种群内部亦会存在复

杂的遗传多样性，尤其在与平榛有着共同分布的河

南、陕西、四川和甘肃四省［３０］，两类种质在种间和种

内变种群间有着怎样的遗传关系目前尚未有研究，
有待于通过现代遗传学和植物分类学的研究手段做

出明确判断。
中国是农业大国，对世界植物育种和粮食安全

发挥着较大的作用［９３⁃９５］，榛子是重要的木本粮油树

种，不仅可以榨油，还是重要的食品原料，随着榛子

产业的迅猛发展，其在国家粮油安全方面将起到越

来越大的作用。 生产上平欧杂种榛主要适应东北、
华北和西北地区的气候条件，在南方地区适应性较

差，而这一地区则是川榛等榛属植物广泛分布的地

区。 在文献检索和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川榛

主要分布于中国 １０２° ０６′ ～ １２１° ２６′ Ｅ、 ２６° ２９′ ～
３６°５８′Ｎ 之间，年均温 ６． １ ～ １９． ３℃的广大区域，跨
越温带、暖温带和亚热带，自然分布以山坡地为主，
从分布范围看，川榛在中国西北、西南、华中、华东地

区具有广泛的生态适应性。 本课题组受国家林业局

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重要榛属植物资源种质

创新培育与利用”项目的资助，已连续 ３ 年在秦岭、
皖南山区等地进行了野生川榛的资源调查工作，采
用 ＧＰＳ 记录仪全程记录调查路线，并针对川榛坚果

特性和丰产性进行了比较研究，筛选出了部分性状

优良的单株，展开了川榛的授粉亲和性和生殖特性

研究，为川榛的杂交利用奠定了工作基础。 借鉴平

榛在榛子育种创新中的成功经验［１］，以优良川榛为

母本、欧洲榛或平欧杂种榛为父本的新一代川欧杂

种榛，将在中国南方地区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可填补

中国南方暂无榛子栽培品种的空白。
中国榛属植物相关的科研进展相对缓慢，主要的

科研工作集中在平欧杂种榛的品种筛选、引种栽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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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多样性等方面［７３］，平榛是野生资源中唯一在生

产和科研中得到应用的种质，包括川榛在内的其他榛

属植物的相关科研工作基本上是空白。 从榛属植物

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角度，目前迫切需要

展开对榛属植物野生遗传资源的调查、甄别和保护工

作，构建完善的种质资源圃和数据平台［９６⁃９８］，尤其对

川榛等具有杂交利用价值的种质，需对其进行海拔和

经纬度分布的精确界定，集中分布区和次要分布区的

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展开选优评价和杂交利用等工

作，本研究对川榛分布范围的界定，生态环境参数的

整理，将为今后开展川榛遗传资源的调查、收集、评价

以及资源圃的建立等工作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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