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 1981 年统计：四川省的森林资

源总蓄积量为 11．33 亿立方米，占全

国第四位；森林覆盖率为 12 % ，居全

国第十六位。

四川林区主要树种有：冷杉、云

杉、云南松、栎类、桦木、樟树、杨树、柏

木、马尾松和杉木等。原始林区和一些

主要的树种基本上分布在高山和交通

困难的甘孜、阿坝和凉山 3 个少数民

族自治州。

四川森林资源多系原始老林，再

生产力差，年平均总生长量约为 1600

万立方米，每公顷年平均生长量只有

2．27 立方米。四川竹林资源较多，年

产竹量约占全国的 20 % ，成片竹林总

面积 14 万公顷，总株数 94．5 亿株。竹

子资源主要分布在盆地和盆缘山地，

以楠竹、慈竹为主。楠竹年产 130 万根

左右。杂竹年产 150000万千克。

四川的经济林木资源较为丰富，

主要有：广柑、红桔、甜橙、苹果、梨子、

桃子、李子、龙眼、荔枝、樱桃、香蕉、木

瓜、油桐、油茶、乌桕、核桃、板栗、花

椒、生漆、白蜡、棕榈、杜仲、五倍子、栓

皮栎、茶叶、蚕桑和紫胶寄主树等。

四川的珍贵树种也很多，属于国

家规定的一类珍贵树种有：银杉、秃

杉、水杉、珙桐、杳果树。二类珍贵树种

有：楠木、麦吊杉、黄杉、红杉、红豆树、

红椿、花榈木、古银杏树和白花泡桐

等。四川的贵重药用植物资源有虫草、

贝母、天麻、党参、川芎、羌活、杜仲、黄

芪、天冬、当归、白芷、大黄、白芍、半

夏、黄连、丹参、玉京和君米等。

四川还有闻名全国、渊源久远的

川北古驿道行道古树，分布里程 332

多千米，现存古柏1．2万余株。在剑阁

县境内的驿道古柏被誉为“翠云廊”。

四川的野生动物资源也很多，鸟、

兽、两栖和爬行类共有 1005 种。珍稀



动物有 135 种，占全国野生珍稀动物

的 52 %。其中属于国家一类保护的野

生珍稀动物有 28 种，主要有：大熊猫、

金丝猴、牛羚、白唇鹿、梅花鹿、野驴、

野毛牛、华南虎、黑颈鹤、白鹳和灰金

丝猴等。属于国家二类保护的野生动

物有 107 种，主要是：小熊猫、猕猴、短

毛猴、穿山甲、兔狲、猞猁、金猫、云豹、

雪豹、藏羚、豹、盘羊、马麝、林麝、毛冠

鹿、水鹿、白臀鹿、大天鹅、小天鹅、疣

鼻天鹅、鸳鸯、红腹角雉、藏马鸡、白尾

梢虹雉、绿尾虹雉、白冠长尾雉、大鲵

(娃娃鱼)等。



第一节 明代以前

古时四川人口稀少，森林密布，以

樟、栲、棕、桤为多。盆地内部一小部分

以樟、楠为主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开

始向农耕地及经济林转化，一般称这

一时期为森林的始变时期。

公元前 316 年秦灭巴蜀后，大兴

土木，在长江、嘉陵江两岸砍伐林木和

焚毁大面积常绿阔叶林为农耕地。使

巴蜀森林面积减少，巴人擅长造船，蜀

人从事冶炼，也使临邛(今邛崃)、台登

(今泸沽)一带和大宁河畔的一些森林

因重复樵采和烧炭而日趋枯竭，灌草

丛生。

秦汉时四川铁制的农具发展迅

速，人口增长，经济、文化繁荣，四川大

面积的森林地被开垦为农田。今日凉

山州一些地段，在汉时已开始了由森

林向农地转化的进程。后汉时，四川人

口约 500 万，大面积森林为农地所取

代。

唐宋时期，巴蜀经贞观之治，封建

经济持续繁荣，至南宋，四川全境人口

上千万；四川森林进入渐变时期，盆地

和丘陵的原始森林已基本消失。

唐代时，土地允许买卖，毁林开荒

不受限制。初唐武周时，涪江、渠江、嘉

陵江流域有很多逃户，刀耕火种开垦

林地为农地，使大面积丘陵山区的森

林演替形成梯田。自梓州(今三台)至

利州(今广元)以及四川盆地东部和北

部，几乎所有丘陵山区的森林都被垦

殖为农田或梯田。南宋诗人范成大(公

元 1126～1193 年)《石湖诗集》有“梯

田米贱如黄埃”的诗句，可见当时在四

川垦殖梯田之多。

中唐前后，经济繁荣，促使四川的

次生林区逐渐变为桑、茶、果、竹的经

济林及栽植桤、榆等树种的人工林。泸

州所辖 5 县多种茗茶，九陇(今彭县)

有大茶园；泸州、戎州(今宜宾)、涪州



(今涪陵)、合州(今合川)为荔枝主产

地；夔州(今奉节)、开州(今开县)、巴

州(今巴中)、梓州(今三台)为柑桔主

产地。人们在沟边溪畔成片营造桤树，

既是薪炭林又是防护林。

“安史之乱”使四川部分森林遭受

破坏；四川西部，吐蕃乘机夺取剑南西

川大片土地，使西部一些森林受损。

至宋代，四川又广泛种植楠、柏、

松、桔、棕榈并进行城镇绿化；如成都

广栽芙蓉，昌州(今大足)、荣昌自唐代

就素有“海棠”或“海棠香国”之美称。

四川眉州(今眉山)一带不少荒山营造

了马尾松林。

四川东南部山区盛产慈竹、斑竹

等十余种竹。至宋代，四川造纸业迅速

发展，砍伐了大片竹林。宋初，在成都

印《大藏经》5048 卷，计 13 万页，全用

蜀纸。时至北宋庆历、皇佑年间(公元

1042～1049 年)，在陵州(今仁寿)、涪

州(今涪陵)、荣州(今荣县)均用最大

楠竹作为汲筒取卤造盐。后至明清时

期，因积世煮盐而使森林日趋减少，以

致人们以牛粪饼为薪煮饭。

第 二节 明 清 时期 (1368～ 1911 年 )

四川森林的变迁已进入剧变时

期，川南广大山区的原始森林每况愈

下；川西地区的楠木、楠竹等常绿阔叶

林区被砍伐。楠竹销往自贡、五通盐

区。明王朝为了大修宫殿，也在林区不

断地选伐“皇木”。据《四川通志》卷六

〈木政〉称：“明王朝派人来此采办木材

始自永乐四年(公元 1406 年)”。在今

屏山选伐楠、桧、杉大木出三峡，经江

汉涉淮泗，输运北京营建宫殿。

明代中叶，四川的经济林又有显

著发展；阆中蚕桑、乐山白蜡及秀山的

油桐。

据清初《遵义府志》记载，川南叙

(府)、泸(州)、合(江)、有“闽、广、楚、

蜀之人，烧窑称靛，贸易其间”，也破坏

了这一地区的常绿阔叶林。

清乾隆末年(1795 年)修建承德

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俗称楠木殿)，

全部采用来自川黔山区的楠木。至清

末，在四川西部大金、小金和今甘孜州

一些藏族聚居地因其兵火所及，使大

面积森林再次沦为童山秃岭。在今康

定附近也因人口剧增，城镇修房造屋，

使距城 10 千米的大片森林被砍伐。



第三节 民国时期(1912～1949 年)

四川森林资源已有一些统计数

据，不少林学家曾分赴主要林区作森

林调查，一些文献也记载了四川森林

的情况。据前实业部 1935 年的修正数

字，四川森林面积为 20584．3 万亩(包

括灌木林，不含今甘孜州，合 1372．29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约为 34 % ，荒山、

荒地面积为 908．1 万亩(合 60．54 万

公顷)。

1937 年，四川省建设厅就四 川

105 个 县 的 统 计：森 林 面 积 约 为

9665．1 万亩(合 644．34 万公顷)，占

全省土地总面积 13 % 强。

1938 年，《农林新报》的《四川森

林植物》篇刊载，由国民政府实业部统

计：四川省森林面积为 14104．5 万亩

(合 940．3 万公顷)，占全省土地总面

积为 16 % (不包括原西康省)。1938 年

曲仲湘、1943 年柯病凡均指出：四川

大川木厂、中国木业公司等先后在天

全、宝兴大部分原始森林进行砍伐。在

峨边大约有 1000 平方千米的森林迅

速消失。又如程绍行所说：“在大渡河

上游、青衣江与岷江两流域砍伐林木

共约二十余万株，破坏森林面积 6．84

万公顷”。

据 1940 年郑万钧编著的《如何改

进四川伐木事业》载：“岷江流域天然

森林丰富之区，以松潘理番(今理县)

为主，茂县汶川次之。主要林木有冷

杉、云杉、紫果云杉、麦吊杉、铁杉、红

杉。该区森林面积约有 240 亩 (合

16．01 万公顷)，每亩材积以 200 立方

市尺计，可有木材 4．8 亿立方市尺。沿

沱江一带，森林面积有 440 余平里，良

好立木之数量约 140 余万株，为原始

针叶林，平均高约 8 丈，胸高直径约 2

尺”。

大渡河流域的林区，在四川境内

的有峨边、峨眉两县；峨边天然林区面

积约有 100 万亩(合 6．67 万公顷)，主

要林木有冷杉、麦吊杉、铁杉约占总面

积的 60 % ，丝栗、木荷等约占 40 % ，大

部生长在高山上，几乎全部为原始老

林。其垂直分布自海拔 1300 米起，最

高峰至 3100 米止。此区木材产量每市

亩以 200 立方市尺计，总计约有木材

2 亿立方市尺。大渡河上游的越西、汉

源、九龙、泸定等县的天然林以软木类

及冷杉、麦吊杉、铁杉为主，赤桦和其

他杂木次之。

青衣江流域的天然森林分布在天

全、宝兴境内，森林区域约有 75 万亩

(合 5 万公顷)；在天全境内约 2／3 的

面积计 50 万亩(合 3．34 万公顷)，以

冷杉、麦吊杉、铁杉为主，每亩以 200



立方市尺计算，可有木材 1 亿立方市

尺。荥经、洪雅所产的杉木多系栽培，

每年约产 10 万立方市尺。

又据 1947 年叶国和调查青衣江

森林区的林木蓄积量：

茶禾河材积 3896666．00 立方市

尺；昂州河材积 1889203．13 立方市

尺；蜂子河材积 2809176．62 立方市

尺；旋旋沟材积 3362212．76 立方市

尺；喇叭河材积 3163522．40 立方市

尺；桃子坪材积 904500．72 立方市尺；

黑旋沟材积 7382774．75 立方市尺；邋

遢河材积 550523．81 立方市尺；白沙

河材积 1247049．48 立方市尺；赶羊沟

材积 3437255．41 立方市尺；梅里川材

积 457125．23 立方市尺。

据叶国和调查天全县二郎山的森

林，估计有树木 67 万株，可采伐的林

木有 50 万株，其中冷杉占 30 % ，云杉

占 15 % ，铁杉占 15 % ，桦木、槭树及其

他杂木占 40 % 。该森林因修雅(安)康

(定)公路的筑路工人及居住的乡民用

作燃料，亦遭滥伐。所存云杉、铁杉及

冷杉约 30 万株，其他杂木凡沿公路两

旁者，已滥伐殆尽。

嘉陵江及渠江流域的南江、巴中、

通江、仪陇、达县、宣汉、万源等县均系

农家栽植的柏木。

赤水河流域的叙永、古蔺以杉木

为主，柏木次之，木材年产约 10 万立

方市尺。

黔江流域的彭水、黔江、酉阳也是

以杉木为主，柏木次之，年产木材约 5

万立方市尺。

根据 1936～1947 年期间零星调

查概略计算：四川省(包括金沙江以东

原西康省行政区域)森林面积为1 ．98

亿亩(合 1320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

22 % 。

在不少地方军阀以屯垦为名，毁

林开荒、毁林烧炭、毁林烧碱，乱砍滥

伐，自民国期间 30 几年时间，四川森

林覆盖率以每年递减 0．5 % 的速率急

剧缩小，四川森林遭受摧残之严重，森

林资源消失竟如此之快是空前的。

第四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建国初期，四川的森林覆盖率不

足 20 % ；60 年代初期为 9 %；80 年代

为 13．3 %。

60 年代森林覆盖率递降原因很

多，主要是 50 年代末期“大办钢铁”、

“大办公共食堂”和大刮“共产风”，使

森林遭受严重破坏；加之“文化大革

命”，森林的林政管理长期处于无政府

状态，木材乱收乱购，森林遭到乱砍滥

伐，破坏严重。



根据四川省农林厅林业局调查，

1955 年，四川省有活立木蓄积量 5 亿

立方米。

1976 年 根据全 省 森林资 源 清查

以后，经各地、州、市上报的森林资源

数 字 汇 总，四 川 省 有 林 地 面 积 为

792．57 万公顷；其中用材林 588．3 万

公 顷(天然林 544．87 万公顷、人工林

43．43 万 公 顷)，防护 林 164．97 万公

顷，经济林 17．53 万公顷，竹林 14．05

万公顷，特用林 7．72 万公 顷；疏林地

139．77 万公 顷；未成林造林 地 28．15

万公 顷；灌木林地 577．55 万公 顷；无

林地 505．76 万公 顷，其 中：荒山荒地

452．59 万公顷、采伐迹地 38．18 万公

顷、火烧迹地 13．49 万公顷；林业用地

共 2043．80 万公顷。

全省活立木总蓄积 173780．71 万

立方米，其中：幼龄林蓄积 4726．78 万

立方米，中龄林蓄积 21522．46 万立方

米，成熟林蓄积 136411．21 万立方米；

疏林蓄积 8114．88 万立方米，散生木

蓄积 1019．54 万立方米，枯立木蓄 积

984．70 万 立 方 米，倒 木 蓄 积 561．67

万立方米，“四旁”树为 14 亿多株，蓄

积有 1900 万立方米。

按 优 势 树 种组 进 行 资 源 统 计如

下：冷 杉 总 蓄 积 为 82332．68 万 立 方

米。 云杉总蓄积为 38254．25 万立方

米。柏木总蓄积为 3914．63 万立方米。

落叶松总蓄积为 2218．27 万立方米。

油松总蓄积为 4113．97 万立方米。马

尾松总蓄积为 4291．64 万立方米。云

南松总蓄积为 12244．09 万立方米。杉

木总蓄积为 14609．77 万立方米。桦木

总蓄积为 4548．14 万立方米。硬阔总

蓄积为 2810．62 万立方米。软阔总蓄

积为 3216．05 万立方米。

1977 年 根据 四川省 各地、州、市

上报的森林资源清查数据，经四川省

森林资源清查办公室组织专业技术力

量外业复查、内业修订和检查验证后

汇 总，四 川 省 的 活 立 木 总 蓄 积 从

17．37 亿 立 方 米 核 为 13．46 亿 立 方

米。有林地蓄积为 12．4 亿立方米，有

林地面积为 745．71 万公顷；其中：用

材 林 面 积 554．60 万 公 顷 (天 然 林

511．53 万 公 顷、人 工 林 43．07 万 公

顷)，防护林面积 152．46 万公顷，经济

林 面 积 17．53 万 公 顷，竹 林 面 积

14．05 万公顷，特用林面积 7．07 万公

顷；疏林地面积 152．19 万公 顷，未成

林造林地面积 27．53 万公顷，灌木林

地 面 积 592．65 万 公 顷，无林 地面 积

509．11 万 公 顷 (其 中：荒 山 荒 地

455．10 万公顷、采伐迹地 38．83 万公

顷、火烧迹地 13．68 万公顷)。林业用

地面积共 2027．18 万公顷。

四川省有林地总蓄积为 12．41 亿

万 立 方 米。 其 中：幼 龄 林 蓄 积 为

4380．02 万 立 方 米，中 龄 林 蓄 积 为

16818．48 万 立 方 米，成 熟 林 蓄 积 最

多，共有 10．29 亿立 方米；疏 林蓄 积

7515．13 万 立 方 米，散 生 木 1014．83



万立方米，枯立木 1027．60 万立方米，

倒 木 590．02 万 立 方米，“四 旁”树 共

14．9 亿 万 株，“四 旁 ”树 的 蓄 积 共

1982．1 万立方米。

从全省活立木蓄积量的组成树种

来看，冷杉占 5 成，云杉占 2 成，树类

占 1 成，云 南松 占 1 成，马 尾 松 占 1

成。

1980 年，四川省森林资源清查办

公室采用四川省森林勘察第一大队编

制的一元立木材积表，对全省森林资

源 进 行 统 计：全 省 有 林 地 面 积 为

669．56 万 公 顷，其 中：用 材 林 面 积

423．58 万 公 顷，防护 林 面 积 201．83

万公顷，新炭林面积 1．44 万公顷，经

济 林 面 积 23．76 万 公 顷，竹 林 面 积

14．40 万公顷，特用经济林面积 4．56

万公顷。疏林地面积 228．95 万公顷、

未成林造林地 17．76 万公顷、灌木林

面 积 573．81 万 公 顷。 无 林 地 面 积

412．78 万 公 顷；其 中：荒 山 荒 地

388．78 万公顷，采伐迹地 12．72 万公

顷、火烧迹地 11．28 万公顷。

全省活立 木总蓄积为 13．4 亿立

方米。其中：有林地蓄积 12．21 亿立方

米、疏林地蓄积 1．02 亿立方米、散生

木蓄积 1651．78 万立方米。

1981 年根据四川省 森林 资 源连

续清查的样地材料，改用四川省森林

资源清查办公室编制的一元立木材积

表进行统计的四川省森林资源活立木

总蓄积为 11．33 亿立方米。 有林地面

积 为 681．08 万 公 顷；其 中：用 材 林

433．89 万 公 顷，防护 林 203．03 万 公

顷，经济林 23．76 万公 顷，竹林 14．40

万公 顷，薪 炭 林 1．44 万公 顷，特用 林

4．56 万公 顷；疏林地 221．03 万公 顷，

未成 林 造林 地 17．28 万 公 顷，灌 木 林

地 574．29 万 公 顷；无 林 地 409．42 万

公顷；其中：荒山荒地 385．42 万公 顷，

采 伐 迹 地 12．72 万 公 顷、火 烧 迹 地

11．28 万 公 顷；非 林 地 3757．70 万 公

顷。 森林覆盖率为 20．2 % 。

全 省 有 林 地 蓄 积 10．49 亿 立 方

米。其中：幼龄林蓄积 2439．72 万立方

米，中龄 林蓄 积 1．99 亿立 方米，成 熟

林蓄 积 最多，共 8．26 亿立 方米；疏 林

蓄 积 7101．39 万 立 方 米，散 生 木

1328．93 万 立 方 米，枯 立 木 3403．52

万立方米。 按各优势树种的蓄积分述

如下：冷杉总蓄积为 48473．34 万立方

米。 云 杉 总蓄 积为 22547．98 万 立 方

米。柏木总蓄积为 2862．91 万立方米。

落 叶松 总蓄 积 为 1821．49 万立 方米。

油松总蓄积为 548．67 万立方米。马尾

松总蓄积为 2453．98 万立方米。 云南

松总蓄积为 12956．64 万立 方米。杉木

总蓄积为 1199．78 万立方米。 栎类总

蓄积为 8680．20 万立方米。 樟树总蓄

积为 3817．55 万立方米。 桦木总蓄积

为 4348．35 万立方米。 杨树总蓄积为

3599．84 万立方米。



第一节 资源面积

一、用材林

根据四川省森林资源清查办公室

1981 年统计，全省优势树种组的总面

积为 142 万公顷。其具体情况如表 1

－1。

1981 年四川省优势树种组面积统计表



二、经济林

四川经济林木主要品种有：龙眼、

甜橙、红桔、茶叶、苹果、雪梨、油桐、生

漆、核桃、花椒、桑树、白蜡、乌桕、耳

棒、黄柏、木香等。

龙眼林集中分布于热条件最优越

的长江河谷地区，主产县有泸州、合

川、江安等地，以泸州龙眼最负盛名。

荔枝林常与龙眼林在同一地段上

交错分布，盆地内部主要见于海拔

400 米以下的川南长江河谷，四川南

部山地则分布于海拔 1500 米以下的

河谷平坝上。主产县为合江、泸州，以

合江荔枝最著名。

甜橙林是典型的亚热带水果，主

要见于盆地内部海拔 600 米以下和川

西南山地海拔 1500 米以下的丘陵及

河谷地区，尤以长江沿岸丘陵分布最

为集中。主产县有江津、重庆、泸州、涪

陵、万县、南充、金堂等地，以江津甜橙

最为著名。

红桔是一种分布比较广泛的亚热

带水果，主要分布于海拔 300 米以下

的盆地内部平原、丘陵及盆边低山，特

别是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

乌江流域最多。川西南山地一般分布

在海拔 1700 米以下，主产县有合川、

江津、璧山、自贡、宜宾、金堂、渠县、万

县、云阳、会理等县、市。

油茶为亚热带常绿木本油料作

物，主要分布于盆地内部由东部经东

南及南部至盆地西南及西部，海拔

300～800 米的丘陵低山；川西南山地

海拔 2000 米以下的河谷地区，主产县

有秀山、酉阳、武隆、彭水、宜宾、叙永、

蒲江、邛崃、云阳、奉节及德昌、会理等

地。其中秀山产量占四川省油茶总产

量的 1／3。一般盆地内部海拔 800 米

以下丘陵旧坡上生长的油茶结实早，

出油率高；海拔 800 米以上虽能生长，

但植株低矮，果实小，籽实不饱满，出

油率低。

茶林(丛)茶树主要分布在盆地内

部丘陵低山及边缘山地，川北大巴山

南坡为海拔 1000 米以下，盆地西部及

南部在海拔 1500 米以下地区，及川西

南山地海拔 2000 米以下的地方，其范

围达 150 县之多，其中“蒙顶茶”、“峨

眉茶”、“青城茶”、“川红”等驰名于世。

苹果林主要分布于岷江河谷海拔

2500 米以下及大渡河河谷海拔 2800

米以下的地方。其次为川西南海拔

2500 米以下的山原地区；盆地内部海

拔 1200 米以下的丘陵也有一定面积

分布。另外，川西高原也有分布。著名

产区有茂汶、小金、巴塘、越西、冕宁、

西昌、射洪、遂宁等县、市；其中茂汶、

小金的“四川红苹”为“红星”、“红冠”、

“元帅”的总称，产量大、品质好。射洪

等地所产的“四川青苹”具有早熟的特

点，实为未成熟的“金冠”。

四川各地还有秋子梨、白梨、沙

梨、西洋梨等品种及品系；还有苍溪雪



梨、金川雪梨、汉源雪梨。分布地区也

较广泛，一般在海拔 2400 米以下的地

方。

乌桕在四川又称棬子。乌柏林主

要分布于盆地内部东南至西南一带海

拔 900 米以下的地区，川西南山地海

拔 1500～1800 米以下的地区，多以林

粮间作的形式出现，海拔越低，含油量

越高。以武隆为例：海拔 460 米，含油

量 为 35 % ；海 拔 390 米，含油 量 为

38 % ；海拔 200 米，含油量为 40 % ；在

屏山县海拔 840 米以上则不结实，有

的虽结实但不能成熟。

油桐也是一种工业用的木本油料

植物。油桐林主要分布于盆地内部海

拔 800 米以下的丘陵地区，集中于盆

地东南及东部，素有“桐子之乡”之称。

特别是秀山所产桐油称为“四川秀油”

畅销国内外。其次，川西南山地多分布

于海拔 1800 米以下的河谷地区。油桐

的结实率与含油量和海拔高度有密切

联系，在川东南与川南一带海拔 400

米以下，含油量为 35 % ；海拔 400～

800 米，含油量为 30 % ；海拔 800 米以

上，含油量仅为 26 % ；海拔 1000 米以

上，基本上不能正常结果。

核桃林主要分布于盆地北部及西

部边缘山地海拔 1500 米以下和川西

南山地海拔 3000 米以下的地区；甘孜

藏族自治州东南部与阿坝藏族自治州

东南部海拔 2500 米以下，及四川盆地

内部丘陵低山海拔 1000 米以下的地

方有零星分布。另外，四川还有引进的

薄壳山核桃。

桑是木本叶用植物。四川主要有

山桑、白桑、鲁桑。桑林广泛分布于盆

地海拔 1500 米以下的平原、丘陵、低

山地区，其范围达 150 余县，主产区有

南充、阆中、梓潼、邛崃、什邡、乐山、万

县、彭水、酉阳等县。四川蚕茧产量居

全国第一。

漆树林主要分布于盆地北缘及西

缘山地海拔 800～2500 米一带。其次

在川西南山地及乌江河谷有一定面

积。主产县有城口、万源、巫山、巫溪、

通江、南江、北川、平武、茂汶、灌县、彭

县、什邡等地，其中“城口大漆”最为著

名。

另外还有桃林、李子林等。在长江

河谷及安宁河下游谷地水热条件优越

的局部环境和金沙江河谷地区还有香

蕉林、番木瓜林。引种栽培的油橄榄林

广泛分布于盆地内部丘陵地区及川南

山地。

据 1977 年 8月统计，四川省经济

林总面积为 17．5 万公顷，占全省要业

用地总面积的 0．9 % 。按行政区划，分

布如下(表 1－2)：



1977 年四川省经济林面积分布表

四川省经济林树种地区分布表(1977 年统计)



另外，全省有木瓜面积 14 公顷，

分布在重庆市。全省有五倍子 4．54 万

株，分布在乐山地区。全省有茶叶林 4

公顷，分布在内江地区。全省有果树林

2532 公顷，共 1960 万余株，在省内多

数地区均有分布。

全省耳棒林面积 12．84 万公顷，

总株数为 177 万余株。分布在绵阳地

区 9．73 万公顷；达县地区 3．11 万公

顷。

全省有栓皮栎 1006 公顷，总株数

22 万余株。分布在绵阳地区 20 万余

株；达县地区 1．96 万株。

全省花椒林面积只有 100 公顷，

总株数为 100 多万株。分布在凉山彝

族自治州 1 万余株；西昌地区 30 万余

株；雅安地区 38 万余株；绵阳地区 35

万余株；江津地区 8000 余株；乐山地

区 1 万多株；温江地区 3000 余株。

全省有黄柏 66 公顷，总株数为 6

万余株。分布在江津地区 63 公顷；温

江地区 3 公顷。全省有山苍子 77 公

顷，2．7 万株集中分布在达县地区。全

省有木香 10 公顷，分布在宜宾地区；

黄杞 262 公顷，分布在西昌地区；药材

4 公顷，分布在宜宾地区。还有其他经

济林 297 公顷，分布在西昌、涪陵、万

县、达县、江津、宜宾、南充、乐山、内

江、重庆等地、市。

三、竹 林

四川是我国竹类主要分布区之

一。东起长江三峡，西迄金沙江上游，

南自赤水河，北至大巴山、米仓山均有

竹林。其属与种的数量均居全国之冠。

竹林面积为全国第六位，竹材蓄积量

达 95 亿株，竹材产量占全国竹材总产

量的 20 % ，竹器产品的品种已逾 1300

个。竹编器有各种席、篮、碗、盘、杯、

瓶、灯、盆、扇、盒、玩具以及箩、箕、簸、



筛、笼、笆等 20 余大类，800 多个花色

和 1000 多个规格品种，被誉为“东方

艺术之花”。

省内从事竹编的技术人才达 8．6

万人；其中著名竹编艺人有 100 余人，

仅 崇 庆县道明乡的竹编 人才就 达

1．11 万人。四川的瓷胎竹编、竹扇、竹

花瓶、竹簧宫灯都富有民族特色与独

特的地方风格。四川竹器除销售国内

21 个省(市、自治区)外，还远销 20 多

个国家和地区。

四川江安竹筷工艺厂利用毛竹

根、竹皮和竹壳(笋壳)创新了 50 多个

新品种，既保持了竹材原型奇特憨厚

的自然形态美，又体现了精工雕饰的

艺术加工美，工艺品千姿百态，独具一

格，曾荣获“楠竹综合利用优秀创新设

计”二等奖。

四川的一些竹制品工艺新产品，

如平面立体竹编壁画、竹皮、竹单板粘

贴壁画、全竹结构家具、日用工艺品、

竹筋水泥瓦、各种竹质胶合板等。

四川的百夹竹是刚竹属中的最优

者，为造纸的良好原料之一。慈竹是四

川盆地低山、丘陵、平原地区主要竹

种，成林快，母竹移栽当年还本，次年

得利，三四年成林成材。如果土质好，

集约经营，年亩产量可达 1000～3000

千克，最高可达 5000 千克。慈竹纤维

细长，也是优良的造纸原料。

四川竹浆产量 1982 年为 2312．1

万千克，1983 年为 2699．3 万千克，用

竹材制造的纸张品种全国有 47 种，而

四川就占 22 种，为全国之冠。

四川省竹林总面积为 210．7 万亩

(合 14 万多公顷)，占四川省土地总面

积 的 0．2 % ，占 全 省 有 林 地 面 积 的

1．9 % ，总株数为 94．5 亿株。

四川盆地有 5．91 万公顷竹林，占

全省竹林总面积的 42 % ，总株数为

46．9 亿株。主要分布在邻水、永川、铜

梁、大足、开江、宣汉、梁平等县。竹种

有毛竹、寿竹、斑竹、慈竹、苦竹、百夹

竹(也叫白夹竹)、水竹等。其中：成都

平原 5933．33 公顷，1．1 亿株；盆地山

区与丘陵 333．3 公顷，245．9 万株；盆

中丘陵 1．59 万公顷，11．1 亿株；盆东

平行岭谷 3．7 万公顷，34．6 亿株。

盆地边缘山地有 7．71 万公顷竹

林，占全省竹林总面积的 50 % 以上，

总株数为 46，7 亿株。其中毛竹、斑竹

为主的大径竹林 9533．33 公顷，占全

省大径竹的 78 % ，约有 2400 万株，是

四川省竹材生产的重要基地。其中：盆

地西缘山地 4．27 万公顷，28．8 亿株；

大巴山、米仓山 5400 公顷，2．7 亿株；

七曜山、巫山 800 公顷，5489 万株；盆

地南缘山地 2．83 万公顷，14．4 亿株，

其中有楠竹林面积约 8666．67 公顷，

占全省大径竹面积的 70 % ，年产量约

100 万根，占全省产量的 2／3，主要生

长和分布在长宁、合江、江安、兴文、叙

永等县。小径竹林约 2 万公顷，有慈

竹、硬头黄、水竹、百夹竹等。



川西南山地有 4200 公顷竹林，总

株数为 8453 万株。其中：凉山、锦屏山

3866．67 公顷，8420 万株；金沙江、安

宁河河谷 333．33 公顷，32．7 万株。

四川竹子的主要种类：

(一)楠 竹

楠竹又名毛竹。集中分布在长宁、

江安、兴文、珙县、高县、宜宾、纳溪、永

川、大足等县。此外，在南川、黔江、长

寿、重庆、筠连、叙永、古蔺、大竹、邻

水、宣汉、梁平、万县亦有零星分布。垂

直分布幅度是海拔 1000 米以下的低

山、丘陵地带，个别地区最高达海拔

1200 米。在阳坡或丘陵顶部楠竹纯

林，林冠郁闭度 0．5～0．9，竹秆高 14

～20 米，最高达 22 米。胸高直径多在

14～16 厘米，最大为 20 厘米；每公顷

株数为 1500～4000 株，每公顷蓄积量

为 40～85 立方米。

(二)斑 竹

斑竹又名刚竹，分布广。但多是小

块零星分布，凡楠竹产区都有其分布。

垂直分布幅度在海拔 1200 米以下的

低山、丘陵及河谷地带。林冠郁闭度为

0．6～0．9，竹高一般为 9～16 米，最高

达 20 米，胸高直径 7～16 厘米，最粗

达 18 厘米左右。

(三)寿 竹

寿竹是四川特产，竹茎粗大，外形

很像楠竹，但竹壁较楠竹薄，节间较楠

竹长，用途不亚于楠竹，是大径竹又一

优良用材竹种。寿竹分布在盆地东部

的邻水、大竹、梁平、大足、永川、壁山、

铜梁等县，多呈小面积纯林。长江流域

沿岸各县，多零星分布于村旁、宅旁呈

小块疏林状。垂直分布幅度为海拔

1000 米以下的丘陵、低山及河谷地

带。林冠郁闭度一般为 0．4～0．9，零

星小块的疏林郁闭度 0．2～0．3，竹高

一般为 10～16 米，最高达 18 米，胸高

直径多为 8～15 厘米，最粗为 18 厘

米。

(四)慈 竹

慈竹又名甜竹、酒米慈和钓鱼慈，

分布普遍，东部盆地长江、嘉陵江、沱

江、岷江中、下游及马边河流域较多。

达县、南充、万县、温江、乐山、重庆、涪

陵、西昌等地区内都有生长。垂直分布

幅度 在 四川 东部 地 区 主要 为海 拔

1000 米以下的平原、丘陵、低山地区；

在川西南山地和川西高山峡谷的大渡

河流域可达海拔 2000 米，竹秆高 5～

12 米，径粗 4～7 厘米。

(五)硬头黄竹

硬头黄竹又名撑篙竹，分布在宜

宾、江津、达县、温江、南充、乐山、涪陵

等地区海拔 800 米以下的低山、丘陵

地带，竹高 4～12 米，直径粗 4～7 厘

米。

(六)刺楠竹

刺楠竹又名车角竹，主要分布于

宜宾、江津、重庆等地、市海拔 700 米

以下的丘陵、平原、河岸两旁及村旁，

多为人工栽培。竹高 10～20 米，径粗



14～16 厘米，最大直径粗达 20 厘米。

(七)水 竹

主要分布于盆地边缘山地常绿阔

叶林地带；以宜宾、雅安、温江、乐山等

地区海拔 1500 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和

平原。野生水竹一般秆高只有 1～2

米，经人工经营或栽培后，其杆高达 5

～8 米，直径粗 2～4 厘米，竹林郁闭

度为 0．4～0．9。

(八)百夹竹

分布较普遍。在乐山、达县、万县、

南 充、涪 陵、温 江、雅 安等 地 区海拔

1500 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和平原广有

分布。野生百夹竹高 1～3 米，径粗 1

～2 厘米；经人工经营或栽培的高达 6

～13 米，径粗 3～4 厘米，竹林郁闭度

一般为 0．4～0．9。

(九)凤凰竹

凤凰竹又名西凤竹或观音竹。主

要分布于盆地南部的丘陵、平原和溪

旁。常与慈竹、硬头黄竹形成混交。

(十)方 竹

多为灌木状小径竹，主要分布在

盆地南部和西部边缘山地海拔 1800

米以下地区；金佛山方竹闻名全国，竹

高 2～8 米，直径粗 1～4 厘米。方竹林

常为常绿阔叶林破坏后形成，常有栲

树、木荷、杉木等树种残存。

(十一)拐棍竹

拐棍竹又名三月竹，主要分布于

盆地北缘大巴山地区和盆地西缘及西

南缘山地及川西高山谷峡的亚高山地

区。海 拔 1600 ～ 3300 米，竹 高 1 ～ 5

米，直径粗 0．5～2．0 厘米。

(十二)箭 竹

分布于盆地边缘山地及西部亚高

山海 拔 1600～ 3600 米 的 常绿与 落 叶

阔 叶混 交 林 或 亚 高 山 常 绿 针 叶 林 地

带。 竹高 2～4 米，直径粗 1～2 厘米。

(十三)大箭竹

主要分布于盆地西缘山地及川西

高山峡 谷的亚高山地 区，海拔 2500～

3800 米，最高可达 4000 米。 竹高 2～

3 米，直径粗 1～3 厘米。

(十四)麦秧子竹

主要分布于盆地边缘山地及川西

高山峡谷的亚高山地带，海拔 2400～

3400 米，高约 2 米以下。

四川竹林资源按行政地 区分布的

面积和 株数是：达 县地 区竹 林 面积 为

2．8 万 公 顷，19．3 亿 株；宜 宾 地 区

2．32 万 公 顷，13．4 亿 株；乐 山 地 区

2．79 万 公 顷，16．8 亿 株；雅 安 地 区

2．02 万 公 顷，14．8 亿 株；涪 陵 地 区

1．01 万 公 顷，13．4 亿 株；江 津 地 区

8418 公 顷，1．8 亿株；重 庆市 4372 公

顷，3．2 亿株；万县地 区 1．11 万 公 顷，

3．7 亿株；绵阳地区 3835 公 顷，3．4 亿

株；温江地 区 2870 公 顷，2．6 亿株；凉

山彝族自治州(包括以前的西昌地区)

3842 公 顷，8368 万 株；内 江 地 区 285

公 顷，436 万株；南 充地 区 1309 公 顷，

7361 万株；自贡市 206 公顷，730．3 万

株；成都市 15 公顷，18．6 万株。



毛竹、斑竹的面积在 100 公顷以

上的县有长宁(该县的毛竹、斑竹占全

省 的 28．7 % )、江 安 (占 全 省 的

10．7 % )、兴文(占全省的 6．5 % )、合

江(占全省的 16．6 % )、永川(占全省

的 8．9 % )。纳溪、珙县、万源、雷波、沐

川、乐山、夹江、彭县、安县、叙永、筠

连、广元、铜梁、璧山、大竹、巴县、梁

平、秀山、万县、通江等县均在 100 公

顷以上。

其他竹种的分布，达到 100 公顷

的县有盐边、盐源、德昌、西昌、峨边、

荥经、天全、宝兴、芦山、眉山、丹棱、洪

雅、夹江、雅安、邛崃、安县、广元、大

竹、梁平、忠县、石柱、万源、通江、丰

都、涪陵、长寿、垫江、渠县、广安、岳

池、江北、北碚区、璧山、铜梁、大足、永

川、荣昌、自贡、荣县、宜宾、屏山、沐

川、石棉、蒲江、彭县、雷波、纳溪、南

川、秀山等县。

其他竹以县为单位，面积在 1 万

公顷以上的有大竹和洪雅两个县。大

竹县占全省其他竹的 10．1 % ，洪雅县

占 8．3 % 。

在全省散生竹中，毛竹、斑竹有

88 % 分布绵阳地区的德阳县和三台

县。

四川的竹林资源按地理分布：盆

地南部和东部海拔 1200 米以下的低

山、丘陵地带是集中成片的分布区，有

楠竹、斑竹、寿竹、慈竹、苦竹、粉单竹。

盆地南部长江流域的宜宾、江津

地区是四川竹林的主要分布地区。其

中尤以长宁、江安、兴文、珙县、叙永等

县的大径竹林面积大而且成片分布，

有楠竹、斑竹、寿竹、慈竹、硬头黄竹

等。小径竹有凤凰竹、箬竹、胜利箬竹

和方竹 。

盆地东部平行岭谷地区的邻水、

大竹、开江、宣汉、梁平等县，是四川第

二个竹林集中成片分布的地区。主要

竹类有梁山慈竹、硬头黄竹、寿竹、斑

竹、百夹竹、水竹、苦竹；其中又以梁

平、大竹、邻水等县的竹林最为集中，

形成连绵 10 余千米的茫茫竹海。

盆地北部边缘山地的大巴山、米

仓山、巫山有箬竹属的木竹、川鄂箭

竹、拐棍竹。

川西边缘山地的龙门山、二郎山、

峨眉山等地区有方竹、箭竹、八月竹、

油竹、大箭竹、麦秧子竹，形成竹林或

竹丛。

川南及川西南边缘山地以金佛山

方竹、罗汉竹为主；川西南山地有慈

竹、梁山慈竹、刺楠竹。

中山、亚高山地区以箭竹、大箭竹

形成竹林。

盆地边缘山地及西部亚高山地区

海拔 1000～3500 米地带，分布有百夹

竹、水竹、方竹和箭竹属的小径竹林。

四川主要竹类产区的长宁、江安、

兴文、珙县、叙永一般的楠竹林每亩年

产竹 1000～1500 千克，最高年产量每

亩达 1500～2500 千克，超过速生树种



的生产量。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望江公园，在

1980 年调查已引种栽培 130 余种观

赏价值较大的品种如紫竹、斑竹、黄皮

刚竹、龟甲竹、人面竹、黄金间碧玉和

金镶玉竹。

第二节 资源蓄积

根据 1977 年 8 月 对全省森林资

源验证后的修正数，四川省活立木蓄

积量从 17．37 亿立方米核为 13．46 亿

立方米。

有林地面积包括竹林、经济林 从

760．99 万公 顷核至 745．71 万公 顷；

有林地 蓄 积从 16．26 亿立 方米 核至

12．41 亿立方米。1980 年全省活立木

蓄积为 13．3 亿立方米，有林地蓄积为

12．2 亿立方米。1981 年全省活立木总

蓄积为 11．3 亿立方米，有林地蓄积为

10．4 亿立方米。四川省森林资源蓄积

基本情况见以下各表：

1976 年四川省优势树种蓄积统计表



1977 年四川省优势树种蓄积统计表

1981 年四川省优势树种蓄积统计表



第一节 地理分布

一、按自然地理分布

四川的森林主要分布在邛崃山脉

以西的高山峡谷区及邛崃山脉以东盆

地四周的深丘区。森林分布很不均匀，

西部多，东部少；四周多，中部少；山区

多，盆地少；大致划分为 6 个区域即：

(一)川西北高原无林区，即高原

灌丛草甸带。无森林及乔木树种。

(二)川西北高原林区，即高原森

林草甸带。森林呈块状分布；主要树种

有冷杉、云杉、圆柏、落叶松及少量桦

类和其他阔叶林。

(三)川西高山峡谷林区，即亚高

山暗针叶林带。森林呈大面积连续分

布；主要树种有冷杉、云杉，其次为松、

栎、桦及落叶松、圆柏等。

(四)川西南山地林区，即常绿阔

叶林带(西部干性常绿栎类和云南松

林区)：以云南松为主，其次有冷杉、云

杉、栎类及其他阔叶林等及竹林。

(五)盆地边缘山地林区，即常绿

阔叶林带(东部湿性常绿樟栎林和马

尾松林区的山地部分)：森林主要树种

有冷杉、云杉、樟、马尾松、杉木、柏、柳

杉及其它阔叶林和竹林。

(六)盆地林区，即常绿阔叶林带

(东部湿性常绿樟栎林和马尾松林区

的低山丘陵部分)：主要树种有马尾

松、柏木、竹林及少量的阔叶林。

二、按水系分布

根据 1977 年统计，四川各州 (地

区)、市分布(表 1－7)。



1977 年四川省森林资源面积行政分布表

第二节 垂直分布

根据 1976 年四川省森林资源清

查：四川的乔木树种多生长在海拔

4200 米以下的森林地带，少数分布到

4300 米，如道孚的落叶松，大部分是

耐阴性树种，一般都分布在沿河支沟

的阴坡。3500～4200 米多为冷杉纯

林，林木尖削度大，绝大部分为成熟

林、过熟林，林木生长已近衰竭，在海

拔 3700 米以下地带林木生长较好。

云杉生长在海拔 2000～3500 米

之间，有少数甘孜云杉生长到 4200

米，常与冷杉、铁杉、桦木混交；其林分

的病腐情况较冷杉轻。桦木多生长在

高山河谷地带，多与云杉、铁杉混交在



阳坡呈小块分布。像以冷杉、云杉为主

的林区。每公顷蓄积量在 300 立方米

左右。最好的林斑每公顷蓄积量在

1000 立方米以上。如甘孜州新龙县

126 号调查每木检尺样地，平均每公

顷蓄积量为 1260 立方米。凉山州木里

县 322 调查每木检尺样地，平均每公

顷蓄积量为 1300 立方米。阿坝州小金

县 3005 调查每木检尺样地，平均每公

顷蓄积量为 1320 立方米。但三州的冷

杉、云杉林大都为成熟林、过熟林，占

有林地蓄积量的 90 % 以上，且多病腐

和风折，自然枯损较严重，出材率也

低。

西部靠南地区气候温和，降雨量

集中，干温季节明显，土壤多为潮湿的

山地黄壤和红壤，形成以云南松为主

的台地林区。林木分布在河流两侧，多

生长在 1500～3200 米之间，尤其在

2700 米以下生长较为良好，中龄林及

成熟林蓄积量比重较大，一般占有林

地蓄积量的 30 % 以上，每公顷平均蓄

积量在 100 立方米左右。在凉山林区

的阔叶林有散生的红豆树、银杏、樟、

楠等；特别是从 1958 年开始在该区大

面积的荒山荒地上进行飞机播种造

林，现已成林。在调节该区域气候和提

供林副产品方面已见成效。

东南深丘地区为马尾松分布的次

生林区，该地区海拔在 1800 米以上，

气温较低；分布树种有华山松、青杠；

海拔 1700 米以下的南部地带气温较

高，分布有亚热带树种为桉树、龙眼、

荔枝；在万县还生长有古代遗留的水

杉，多分布在河流两侧农林交错的山

地，林木分散，每公顷蓄积量一般在

50 立方米左右，幼龄林和中龄林蓄积

比重较大，一般占有林地蓄积量的

90 % 以上。这些地区也曾进行飞机播

种造林，已见成效。

盆地边缘浅丘地区为柏木、马尾

松、杉木分布的次生林区，该地区气候

温和，降水量丰富，植物生长期长，适

宜速生树种生长，林木多为幼龄林和

中龄林，每公顷蓄积量在 30 立方米左

右。此地区还分布有油桐、油茶等经济

林木。

中部盆地非林区人烟稠密，交通

便利，气候较温暖，为四川主要农作

区，无大片森林，只有零星或小块林木

分布，多为中龄林和幼龄林，每公顷蓄

积量仅有 20 立方米左右，四旁树也不

甚多。



四川省森林资源水系分布表



第三节 行政分布

根据 1977 年统计，四川各地、州、市的森林资源分布如表 1－9。

四川省森林资源垂直分布表





1977 年四川省森林资源蓄积行政分布表



第一节 珍稀动物

四川已经查明的野生兽类、爬行

类、两栖类 391 种，鸟类 614 种，四类

野生动物共为 1005 种，占全国野生动

物种类总数的 46．7 % 。四川的野生动

物中属国家定为重点保护的有 135

种，其中一类保护的有 28 种，二类保

护的有 107 种。这 135 种中，鸟类有

89 种，兽类有 42 种，爬行类有 1 种，

两栖类有 3 种。

四川的 28 种一类保护的野生动

物主要有：大熊猫、金丝猴、灰金丝猴

(黔金丝猴)、黑金丝猴(滇金丝猴)、牛

羚(羚牛、扭角羚)、白唇鹿、梅花鹿、野

驴、野牦牛、华南虎、黑颈鹤、白鹳等。

根据考证，早在 300 多万年以前

大熊猫就出现在我国。主要分布在四

川省岷山、邛崃山、夹金山、小相岭和

大小凉山的 35 个县。

1983 年 5月以来，四川大熊猫分

布区域的邛崃山系东南部的汶川县和

卧龙自然保护区，宝兴、芦山、天全、大

邑、崇庆、邛崃县的冷箭竹 95 % 开花

枯死；小相岭山系的冕宁、石棉县的冷

箭竹 60 % 以上开花枯死；凉山山系的

马边、美姑县的冷箭竹 10 % 左右开花

枯死；岷山山系的灌县冷箭竹 95 % 开

花枯死；南坪、松潘、平武、青川、北川

县部分地区的华桔竹、冷箭竹也在开

花。根据以上17个县和一个自然保护

区的调查统计，竹子开花面积总计达

8．67 万公顷。
四川的野生珍稀动物还有金丝

猴，它体态较大，面色天蓝，鼻孔上仰，

尾巴很长，毛色金黄如丝，故名“金丝

猴”。主要分布在四川省的岷山和邛崃

山系 23 个县，栖息于海拔 2200～

3800 米一带的高寒地区。

黑金丝猴仅见于巴塘、雷波二县；

灰金丝猴四川仅南川县曾发现，

数量极少。



牛羚是大型野生珍贵动物，又是

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的特产动物。

原种产印度，我国只有 3 个亚种；四川

仅产 1 个亚种，名叫川西亚种，主要分

布于四川西部的高山深谷地带，栖息

于海拔 1600～4000 米的山林，随着季

节和食物基地的变化，每年定期上山

下山作有规律的活动。

白唇鹿是古老的高原珍兽，也是

我国的野生稀有动物。分布于四川西

北青藏高原东南缘，栖息于海拔 3800

～5000 米的无林亚寒带草甸灌丛地

带。

梅花鹿为亚州东部季风区的一种

特产珍贵动物，又是名贵药用动物，过

去曾广泛分布于我国东部各省，现在

只有很少地区还可发现野生种的梅花

鹿。四川仅一亚种，名四川亚种，又名

四川梅花鹿，是 1964 年四川省中药研

究所在川西北调查药用动物资源时，

在若尔盖县发现和定名的。四川梅花

鹿主要分布在白龙江上游的若尔盖县

和红原县，以若尔盖县铁布区分布数

量最多、最集中，现有 500 多只栖息于

该地区海拔 2500～3100 米的林间草

地。

野驴为中亚特产动物，由于人为

地猎捕，在自然界中已濒于绝灭；四川

省仅一亚种——青藏亚种，主要分布

于川西北高原的若尔盖、红原、石渠等

县，栖息于海拔 3800～5000 米的高原

开阔草甸或荒漠地带。

野牦牛也是青藏高原的特产动

物，是家养牦牛的祖先，在自然界中野

牦牛数量稀少，已属濒危珍稀动物；四

川省产一亚种——青藏亚种，仅在川

西北高原石渠县偶有发现。

虎，四川省仅一亚种，名华南亚

种，通称华南虎，主要分布于四川盆地

周围的中、低山，川西北高原及其高山

深谷。

黑颈鹤是青藏高原的特产，也是

濒临绝灭的鸟类；春夏在青藏高原繁

殖，秋冬迁徙飞到四川省横断山脉一

带和嘉陵江中游越冬，分布区狭小，数

量稀少。

白鹳也是我国珍贵的稀有鸟类，

四川省见于阿坝藏族自治州的北部，

为旅鸟。

四川属于国家规定的二类保护动

物有小熊猫、猕猴、短毛猴、穿山甲、兔

狲、猞猁、金猫、云豹、豹、雪豹、藏羚、

盘羊、马麝、林麝、毛冠鹿、水鹿、白臀

鹿、大天鹅、小天鹅、疣鼻天鹅、鸳鸯、

红腹角雉、藏马鸡(白马鸡)、白尾梢虹

雉(雪鹅)、绿尾虹雉(贝母鸡)、白冠长

尾雉、大鲵(娃娃鱼)等。

小熊猫是喜马拉雅山、横断山脉

的特产珍贵动物，它的生活环境和食

性与大熊猫有些近似，但分布区域较

广，在四川西部和北部的 53 个县有分

布。

猕猴和短尾猴都是试验动物，国

内外每年需要量很大，但实际数量已



日趋减少。

穿山甲是我国重要的药用动物，

又是食蚁兽，四川主要分布在盆地西

缘山区的南边部分县，数量已逐渐减

少。

兔狲、猞猁、金猫为珍贵的毛皮

兽；雪豹、藏羚、盘羊是高原珍兽，仅在

四川西北高山才有分布，性耐寒，常生

活在雪地中；林麝和马麝均为我国特

产的珍贵药用动物，它们的麝香为名

贵中药和香料工业的贵重原料；马麝

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内的西北高山深谷

及高原，林麝则分布在四川盆地周缘

和川西山地、深丘，过去由于长期不断

地“猎麝取香”，滥捕滥杀，资源损失极

为严重，现已数量不多。毛冠鹿为我国

特有动物；水鹿主要分布在四川西部

山区，所产鹿茸称“春茸”，也是我国名

贵中药材。白臀鹿为川藏高原的特有

种，比较稀少甚为珍贵。大天鹅、小天

鹅、疣鼻天鹅主要分布于四川西北高

原的沼泽湖泊，都属稀有珍禽，尤其是

疣鼻天鹅在自然界中更为稀少，仅分

布在四川的德格、若尔盖县境内；大天

鹅分布在四川的色达、石渠、马尔康、

红原、若尔盖。鸳鸯在四川是旅鸟，偶

见于成都、南充、苍溪、资阳、隆昌等

县，数量也很少。藏马鸡、绿尾虹雉、白

尾梢虹雉均属青藏高原的珍禽，分布

在宝兴、木里、马尔康、茂汶、松潘、小

金、康定、甘孜、冕宁、理塘、巴塘、德

格、青川、绵竹、广元、安县、旺苍、北

川、平武、宣汉、万源、南江、通江、开

县、城口、巫山、巫溪、合川、酉阳、秀

山、彭水、武隆、黔江、乐山、峨眉、洪

雅、雷波、马边、雅安等县。

石貂分布在白玉、德格和巴塘等

5 县；伶鼠(银鼠)分布在康定、道孚和

德格等 8县；大灵猫、小灵猫分布在重

庆、中江、阆中、眉山和石棉等 65 个

市、县；鬣羚分布在江油、巫山、高县、

松潘、九龙和会东等 71 个县；青羊(斑

羚)分布在绵竹、北川、金阳、红原和宝

兴等 71 个县；金雕、金鸡、白鹇、铜鸡

和蓝马鸡等也分布很广。

第二节 古驿道行道古柏

一、古柏的现状

(一)分布情况

四川北部的川陕古驿道与米仓古

驿道上的“行道古柏”至今蓊郁青翠，

生长良好，成线成行。保护得好的地

段，驿道两旁各一行的古柏仍规律成

4～5 米的行距和株距。据 1827 年《南

江县志》记载：“去县城东榆铺古柏，疏

密相间，直百余里，高处凭眺，恍如青



龙掩映，高低蜿蜒⋯⋯犹如青龙在祥

云中翻舞”。整个驿道古柏总长度共为

332．95 千米，至 1985 年底尚存古柏

1．24 万株。分为三路：①西路从梓潼

起，沿古驿道北上经剑阁至昭化(现广

元辖) 止，长 为 143．1 千米，有 古柏

4254 株；②中路从剑阁起，东南而下

至阆中止，长为 124．85 千米，有古柏

4293 株；③东路从南江县以南的东榆

铺起，沿米仓古驿道南下柏杨坪止，约

为 65 千 米，至 1985 年底 尚存古柏

3808 株(附：古柏分布走向路线图)。

驿道古柏按行政区划分：①梓潼

县境内 43 千米，尚存古柏 496 株，平

均每千米有古柏 11 株多。②剑阁县境

内为 129．95 千米，有古柏 7890 株，平

均每千米有 61 株。③广元县境内约

26 干米，尚存古柏 144 株，平均每千

米有 5．5 株。④阆中县境内约 69 千

米。但破坏严重，古柏已所剩无几，到

1985 年底约为 17 株，平均每千米只

有 0．25 株。⑤南江县境内有 65 千米，

尚存古柏有 3808 株，平均每千米有

58．8 株。

(二)生长情况

古柏虽然历史久远，但至今仍生

长茂盛，基本上成线成行。树高一般为

二三十米，最高者 50 多米(在南江县

境内)，胸高直径一般为 1 米左右，最

大者胸高直径为 2．78 米。

据剑阁县政协古柏考查组在县境

内对 8 个地段的 1981 株古柏的测量：

古柏的胸高直径不到 1 米的有 669

株，占测量段内古柏总数的 33．67 % ，

直径在 1 米以上者有 1312 株，占测量

总株数的 66．23 % 。其中 1～1．7 米的

1217 株，占测 段总株数的 61．43 % ，

1．8～2．78 米的有 95 株，占测量总株

数的 4．8 % 。

梓潼县和南江县 1960～1985 年

在古驿道行道古柏线路上补植成活的

56700 多株柏树，也长得很好，幼树葱

茏，胸高直径已长到 5～20 厘米。

(三)现存古柏的年龄

根据现有资料，一般认为起源于

汉代后期，但经过长期演变，原有的树

木基本上已被后人所补植的以及飞籽

成树的树木所代替，原植的树木已成

为罕见。根据剑阁县档案局与县林业

局 1986 年合编印刷成书的《剑阁古柏

史料汇编》所载，经过几年对生长的古

柏和因枯死被砍伐的古柏，以及残存

的树桩进行观察、测定，从年轮上看：

150～200 年以上树龄的占 29 % ，450

～500 年以上树龄的占 70 % ，1600～

1700 年以上树龄的占 0．12 % ，初步认

定为“张飞柏”的现仅存 20 多株。

生长在梓潼县演武乡柏树湾的一

株古柏，树高 20 余米，胸高围径 4．9

米(合直径 1．55 米)，离地 2．5 米高处

围径竟达 6．4 米。据县政协考察组考

查并经省林科所测 定，确 认树龄在

1700 多年以上，为古驿道上的“张飞

柏”之一。1959 年，在剑阁县柳沟古驿



道上伐倒一株年轮清楚的古柏，锯取

圆盘送到成都全省农业展览会展览，

经过查数年轮，树龄为 498 年。南江县

沙河镇洛平村有一株已死的驿道古

柏，树高 32 米，胸高直径 1．2 米，切片

数年轮为 525 岁。

二、古柏的起源与变迁

据民间流传和对遗物与遗迹的考

查，古柏属张飞始栽，经过后人多次的

补植和飞籽生苗成树等更替延续至

今。群众称此柏为：“皇柏”、“张飞柏”、

“李公柏”等，并被誉为“翠云廊”。

(一)南江县的有关资料

据 1827 年《南江县志》记载：“去
县城东榆铺沿河古柏，⋯⋯，士人云明

杨令某植树以护山径，不使大水啮堤，

以保民地，亦甘棠之遗爱耶，惜无碑可

考”。又据 1922年《南江县志》载：“从

离城二十里的镇江庙起到下两河口

止，共一百四十里，其林疏密相间，老

干参天，大至数十围，多至四千余株，

陡高凭眺，恍如青龙，自秦汉以来已开

始重农桑，号植树，兴商业，劈道路，流

通商品，各州县间通大道，道路上有

‘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之设，两旁树

松柏，谓之林荫树，而贯穿皇柏林之古

道，自古以来就是川陕米仓驿道，沿途

有五里一店，十里一铺，这些地名仍沿

用至今，现存最完整地段道旁古柏，株

行距相等，人工栽培的痕迹相当明显，

其余为飞籽成林，群众广为流传的是

三国名将张飞所植，明杨令某植树，群

众中鲜为人知。据史实，张飞过南江。

取巴中，后镇守阆中为太守令(公元

214～221 年)，为了向诸葛亮禀报军

政事务，呈送公文，当时战事频繁，道

路崎岖不明，往往误事。为了便于往

来，整治道路，植树株道，以后经历代

补植而成。

另据《明产录》载：树木始分权属，

不论官树私树，凡乱伐者，均以盗窃论

罪。官树均系皇家所有，杨邑令在当时

动员群众补植，并呈案上峰，后有部令

永远保护，禁止砍伐，古名曰“皇柏”亦

曰“禁柏”。

(二)剑阁县的有关资料

该县的驿道古柏，始于秦汉，完备

于明清。

1．秦始皇伐蜀中之木，大修宫

殿。传说秦始皇曾诏令蜀中百姓，道旁

植树，以补其损。民间把这行道树称之

为“皇柏”。

2．东汉后期三国鼎立，蜀将张飞

镇守巴西(今阆中)，张冀镇守梓潼。巴

西、梓潼、成都三地之间的军政羽书往

来繁多，张飞在任阆中太守期间(214

～221 年)，率领军士“植柏表道”。后

人称为“张飞柏”。

3．西晋永嘉年间(307～312 年)，

成汉太守李离镇守梓潼时，为了追今

故叔，在七曲山(古驿道旁)修建“李特

读书台”和“公主行台”，广植柏树。尚

存一株古柏仍称为“晋柏”。



4．东晋元帝时(317～322 年)，武

功(今剑阁县的武连镇)地区的人民为

了培植“凤脉”，大量栽松柏。当时的尚

书郎郭璞写了《种松记》，文曰：“县路

翠，武功贵。县路青，武功荣。岷山阿，

榜兹地，勉忠孝，翌圣世”。此碑在唐代

昭宗年间(889～904 年)被镇守利州

(今广元)的守备吴国辅在西廊尘埃中

发现，敬识而竖之。到宋代，石碑风化

剥蚀，当地又请苏东坡重写碑文。此碑

现立于剑阁县武连觉苑寺。

5．唐玄宗天宝年间(742～ 755

年)，李隆基为了满足杨贵妃喜吃四川

的鲜荔枝的奢求，命百姓“植树表道，

以求快速传送。使驿道的行道古柏得

到一次续植补栽。

6．宋代 庆元年 间(1195～ 1200

年)，武功县(今剑阁县之武连镇)县令

何琰在此治路种松，并于庆元丁已年

(公元 1197 年)刻碑记之，名曰《种松

碑》。此碑尚完好。

7．明正德年间(1506～1521 年)，

剑州知州李璧在剑阁县内倡导以石砌

路，两旁植树 10 万株，人们称之为“李

公柏”。

8．清代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九年

(1775～1784 年)，邑人潘 浡同其子潘

子羽、潘子岱、孙潘永南先后在七曲山

植树两次，一次植柏 8520 株，二次植

柏 15500 株。

9．清道光年间(1821～1850 年)，

昭化县县令陈锡棋在通向剑阁古驿道

的牛头山雄关道旁，植柏千余株。

10．清咸丰七年(1857 年)，梓潼

知县张香海在重修险亭时，于亭左右

植树 52000 株，同时亦在七曲山(属古

驿道范围)植柏万株。

驿道古柏除官植与官令民植之

外，还有民间“行善捐栽”之树。据有记

载的有：清嘉庆三年(1798 年)龚学军

捐栽一千株；清同治十年(1871 年)王

□□(碑文不清)捐栽柏树一千株。

清朝人愈陛云有《翠云廊歌》一

首：

华阳有古柏 传自犹龙李

其旁汉晋物 历却剩无几

吴中有古柏 过客必称美

清奇与古怪 其数止四耳

今我来剑阁 深入翠云里

长廊接天来 绵亘三百里

巨者五六围 小亦如桐梓

高柯耸轮囷 低枝互牵倚

或焦讶中空 或结成连理

旁生荔偶似 倒出榕可拟

古盾坚如钢 清阴碧如绮

剑州有贤令 爱护戒损毁

屈指逾万木 一一木牌记

蜀汉传至今 消沉几年圯

爝火看兴亡 韶华委流水

后观见贞心 奇观叹止矣

四川北部的古驿道行道古柏，历

经沧桑，多次更替延续至今，尚能保存

完好，除人工补植外，还有大树落籽生

苗保护成树和历代政府重视保护的功



劳。

三、建国前对古柏的保护

历代政府都重视驿道古柏的保

护，早就建有保护管理制度，处治盗伐

的规定，县长任职离职时的交接制度。

剑阁与南江的情况如下：

(一)剑阁县的情况

据清同治《剑州志·官师》载：“官

民相禁剪伐，以志甘棠之爱”。又据清

·李榕《剑州志》载：从清代起对驿道

古柏采取挂牌编号，严禁砍伐，在各乡

各里设置专管人员称“乡树约”。

民国时期，在县、区、镇成立“古柏

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保护训令、指令、

条令，惩办盗伐古柏与破坏古迹的指

令与管理办法等更多。1936～1943 年

的 8 年间省、县、区署与镇就发布了四

十余道训令、条令。摘录 3 件于下：

四川省政府为保存古物严禁砍伐古柏的训令

民政、教育两厅会呈，为令饬保护

县内古柏，严禁砍伐，并依序编号，列

为专案，以重文化古迹一案由。

令剑阁县政府：

查该县位居川北，自汉魏以来，均

为川陕、川甘出入孔道，历朝遗留古迹

甚多，尤以境内古柏更为珍贵，近年以

来，因管理疏懈，多任居民随意砍伐，

殊失保存古物之意。除分令梓潼县政

府遵照外，合行令仰该政府就境内古

柏依序编号，饬令该管乡镇保甲人等，

切实保护，严禁砍伐，并列册备查，以

备县长交接。

中华民国 30年 4月 19日

剑阁县政府为严禁摧毁损折火焚古柏的训令

令第一区区署：

案据本县经征处主任易鸿浦报

称：

“窃职历次出差，几经过皇柏大

道，见古柏为火焚倒或焦枯者为数不

少。盖以往来之无知行旅商贩，辄就树

身凹入处，砌石为灶，用以做饭。偶因

火力猛烈，即被燃烧。尤以本年天旱过

久，树身水分已蒸化殆尽，更易引着，

由是燃烧亦多。似此树数百年有机古

物，为数不多，保护且不易，遑论损折，

职有见于此，报请钧座，俯恳分别令饬

各区署转饬保甲，切实保护、巡查。并

布告严禁树下生火煮饭，如有幸者，一

经查党，予以严惩。或科罚金，或罚以

劳力，是否有当，理合报请鉴核施行”。

等情。查本县各地古柏，不仅关系

古迹古物，且以郁郁葱葱，可以调节雨



量气候。本府既迭奉层峰命令，积极准

备造林，并对保护古柏，选经通令布告

在案。兹据前情，是仍有一般无知愚民

及行旅商贩摧毁损折。而该地保甲人

员，亦未切实保护，殊属不合! 应由该

区署严饬保甲人员，俟后务必认真保

护。如发现仍有故意损折或在树旁生

火，以至燃烧树林者，即予拿送惩办，

以做效尤。除指令并分令外，合函印发

布告，令仰该区署遵照派工张贴，并转

饬所属一体切实遵照!

此令

计发布告五十张

兼县长 田藩湘

中华民国 26 年 8 月

剑阁县政府为严禁擅伐古柏以作燃料的训令

令第一区署：

查本县各地皇柏，关系古物古迹，

迭经通令布告保护在案。乃近查无知

民夫，仍有擅自砍伐，作为燃料，殊属

不合，自应从严禁止，以资保护。除分

令外，令即印发条示，令仰该区署遵照

派工张贴各处，并严饬所属各保甲人

员一体查禁，如敢故违，即予拘送惩办

为要!

林维干

民国 27 年 1 月

(二)南江县的情况

历代政府均重视对古柏的保护与

管理，各界人士惜树护柏之情强烈，惩

治盗伐古柏者有规章，违者必究，某代

六月二十四日，由唐继松、张邦全承

文，“立禁令(残碑碑文不全)⋯⋯县属

蓄松柏数万⋯⋯系该铺司等任看守示

之⋯⋯严遵毋运⋯⋯。”1927 年县实

业局有文禁令：“遇有盗伐皇柏林壹株

者，罚洋一百元”。清县令孙菊人，见古

柏惨遭盗伐，便作《古柏行》：“柏今有

缘且勿悲，我适捧檄来斯土，平生爱树

如爱人，敢入林者以刑处”。民国学者

曲仲湘在《南江县皇柏林之过去现在

及将来》的报告中，建议国家把以前的

保护办法加以改善，不仅盗伐全株者

有处罚，即使剪枝剥皮者均当分别予

以处罚。民国时期任职最长的县长龙

德渊亲笔在二洞桥石岩上书写了管理

皇柏林的办法(修路时已毁)，其大意

是：每年大树要清根数，严禁砍树枝、

剥树皮和挖树根。只要有人违反上述

规定，先坐黑牢 1～3 个月再作处理，

并派县警察局两名警察常年在林中巡

逻守护。联保主任丁召南以架桥为名，

盗伐皇柏树四株，埋藏于河坝沙中，被



农民罗文华揭发控告到来南江视察工

作的曾专员处。曾定盗伐皇柏树之罪

此贪污军粮更重，外逃避罪，后由其父

丁习之替子入狱，代坐班房。

四、建国后对古柏的保护管理与

补植

(一)保护管理

党和国家与各级有关单位对驿道

古柏的保护管理工作都很重视。1963

年 3月 21 日，朱德委员长来剑门关视

察谈到古柏时嘱咐：要好好保护。此后

党的领导人邓小平、国家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先后来此视察古柏。1983 年国

防部长张爱萍来此时给古柏林题字

“翠云廊”。1984 年中共中央顾问委员

会常委江谓清为古柏题字“国之珍

宝”。

各有关县对古柏都进行了清理，

编号挂牌，对被冲刷、挖土酿成根部裸

露的古柏进行了砌石培土，并制定了

对古柏的保护办法。

1950 年剑阁县人民政府公布了

古柏保护管理办法，对各乡、村分布的

驿道古柏逐株登记，编号挂牌和指派

村乡农会专人包干管理。1951 年县政

府布告保护驿道古柏六条办法：不准

砍伐，不准锯枝、挖根、剥皮，不准树旁

取土或生火造饭。各乡农协会造清册

三份，自存和区、县各一份作证。1957

～1960 年县政府多次颁发布告责成

境内凡有古柏的公社、大队、生产队负

责保护，违者追究管理单位责任，对有

破坏行为的人，视其情节轻重严加处

理。对检举人给予奖励。1964 年以来，

每隔 2～4 年进行一次病虫害防治工

作。

1964 年剑阁县林业局对驿道古

柏从新登记编号，古柏为 8103 株(不

包括后在香沉的金魁垭新清理出的

27 株)全部更换成新牌，并制定了管

理规定。1979 年县林业局对全县古柏

再次进行清理，15 年间因枯死和其他

损失减少 155 株，对尚存的 7948 株全

部改换金属牌。

1981 年剑阁县第九届人大制订

了《关于加强剑阁驿道古柏的保护管

理决定》：1．古柏系国家重点名胜，应

严加保护。2．严禁剃枝刮皮、刻字、砍

根、火烧等任何损坏行为。3．国家单

位、集体和个人修路、架线、建房和其

他基建工程一律要为保护古柏让路。

4．古柏 10 米以内为保护地带，严禁

取土、开石、放炮等。5．严禁损坏古柏

的标志和其他保护设施。6．国家用于

维修古柏的经费要专款专用，由所在

地方各级政府制定和实施。7．古柏所

在地的区长、社主任在交接班时，办好

移交。8．对保护古柏有功者奖，违反

本规定者，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

评教育，处以罚款，赔偿损失，直至法

律制裁。9．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生

效，通告全县遵守。同年对将要垮塌、

倾倒的危险树进行了砌石、培土加固



的维护工作。截止 1985 年共投资

3．24 万元砌石培土保护 448 株。

1983 年 8 月 6 日四川省林业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剑阁驿道古柏保护管

理的意见中提出：1．由有关县林业局

负责，对本县境内驿道两旁的古柏，通

过清点、编号、挂牌、造册，落实管护责

任；2．对缺株断段进行补栽，对根系

裸露、可能倒毁的，应砌石填土，支撑

加固，对确难保住的，另栽植新柏苗顶

替，但不得采伐；3．严禁在古柏 10 米

范围内取土、取石，严禁剃枝、剥皮，更

不准砍伐，违者依照有关法规从重处

理。各县可制定具体规定，严格贯彻执

行；4．对已枯损或生长不良的树株，

及早在其就近定植柏树苗木，以便将

来接替自然枯倒的单株古柏。

党和政府对南江县皇柏林的保护

管理工作非常重视。1952 年修筑沙南

公路，要从皇柏林中穿过，设计方案需

要砍掉一批驿道古柏。川北人民行政

公署在批复的文件中强调要保护古

柏：“无法绕过而必须穿逾柏林者，计

沿线共需砍伐柏林 168 根，但能避免

及能保护者，均应尽可能保存，虽稍占

路基一二市尺亦应保存⋯⋯现工程处

对原设计路线的不少地方有可改移计

划，若将改线与施工时再尽可能避免

损失古柏，尚可能减少砍伐总数也”。

现在仍可见到占路基一二尺未伐的大

树。土地改革以后，县政府责成所在地

的村、组义务管护。此段时间内虽无盗

伐全株事件，但剥皮、剃枝、挖根行为

则较多。1972 年县农林部门组织皇柏

林清查组进行逐株清点，该年清查的

胸径 0．33 米以上的古柏树 2913 株，

并对剥皮、挖根、剃枝行为给予处罚。

同时，改变义务管护为订约付酬代管

的办法，与 26 户农民签定了代管合

同。规定了不准砍树干、树根、树尖，不

准烧树心，不准剥树皮，不准放牛羊，

不准挖土、采石的 8 不准。中共中央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驿道古柏的管

理保护更有加强。1979 年根据达县地

委指示，县委决定成立南江皇柏林管

理所，配备 3 名专管人员，采取代管与

专管相结合的管护办法。1980 年县人

民政府立石碑规定：“皇柏林为重点保

护的文物和风景林，从下两乡的柏杨

坪到小河乡为皇柏林保护区：1．严禁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皇柏林内采石、取

土、烧灰积肥、放牧割草；2．大小树木

不准剃枝、挖根、剥皮；3．违反以上规

定者，视其情节轻重，依法罚款直至追

究刑事责任；4．对护林有功的单位和

个人给予荣誉和物质奖励。”1981 年

县委和县政府再次强调皇柏林历代属

国有，现已划为地区文物古迹林，应重

点加以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到

林内采石、取土，剃枝、挖根，烧灰、积

肥，过去有的地方将皇柏林地和幼林

划给集体和社员作自留山、自留地的，

应纠正过来，仍归国有。

南江县人大常委会分别在 1982



年 2月和 1983 年 11 月的会议上通过

的《南江县对破坏森林资源的经济处

理办法》中规定：烂伐、盗伐皇柏林(包

括古树和小树)，除追回原物外，视其

大小每株赔偿损失 20～300 元；剃树

枝一枝赔偿 5～50 元；情节严重的应

追究刑事责任。

1981 年由地区林业局拨款 2 万

元，在驿道古柏茂密地段修建了皇柏

林管理所房屋 284 平方米。1980 年

省、县拨款将公路两侧将倒的古柏 58

株，砌石垒土抢救保护。同时中央、省、

地、县各级党政领导题字留墨，并建立

了“皇柏林碑”。1985 年县人民政府建

立了“皇柏林”石碑，以明重点保护。

(二)对古柏的补栽

驿道古柏历史久远，仍能葱翠蓊

郁，绵延五六百里，是四川的一大珍贵

历史名胜古迹。当地林业部门从 1960

年开始进行补植工作。当年梓潼县林

业部门在古驿道上补植柏树 7800 株。

现已长至胸高直径 8～20 厘米。1980

～1985 年补植 1．1 万株(包括大庙山

1000 株)，现已长至胸高直径 5～8 厘

米。

南江县十多年来补植驿道柏 3．8

万多株，由于保护和抚育得力，皇柏古

树已复苏，幼树生长葱茏，原部分驿道

已有夏不炎日，雨天不用伞的茂盛状，

县政府建立皇柏林公园，整治古驿道，

修建亭阁，修水电站，河中可行游船，

亦可辟为旅游场所，使驿道古柏林为

两个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概述
	第一篇　森林资源
	第一章  资源变迁
	第一节  明代以前
	第二节  明清时期(1368～1911年)
	第三节  民国时期(1912～1949年)
	第四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第二章  面积与蓄积
	第一节  资源面积
	第二节  资源蓄积

	第三章  资源分布
	第一节  地理分布
	第二节  垂直分布
	第三节  行政分布

	第四章  珍稀动物与古柏
	第一节  珍稀动物
	第二节  古驿道行道古柏


	第二篇　造林绿化
	第一章  育苗
	第一节  种源调查
	第二节  种子生产
	第三节  苗木培育

	第二章  造林
	第一节  群众造林
	第二节  国营造林
	第三节  飞机播种

	第三章  基地建设
	第一节  用材林基地
	第二节  经济林基地
	第三节  防护林工程

	第四章  林木培育
	第一节  封山育林
	第二节  人工林抚育间伐
	第三节  低产林改造


	第三篇　森林保护
	第一章  护林防火
	第一节  森林火灾
	第二节  防火机构
	第三节  防火的政策及管理
	第四节  制度与措施

	第二章  病虫害防治
	第一节  病虫害及防治
	第二节  病虫害普查
	第三节  病虫害天敌
	第四节  防治机构

	第三章  自然保护区
	第一节  大熊猫和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区
	第二节  珍稀动植物为主的保护区
	第三节  自然景观保护区


	第四篇　森林工业
	第一章  采伐
	第一节  林区开发
	第二节  木材生产
	第三节  木材运输
	第四节  贮木场
	第五节  木材检验
	第六节  小型采伐
	第七节  木材调拨

	第二章  更新
	第一节  营林更新的演变
	第二节  更新技术
	第三节  质量检验
	第四节  经费

	第三章  林产工业
	第一节  木材加工
	第二节  林产化学工业

	第四章  林业机械
	第一节  采运机械
	第二节  水运贮木场机械
	第三节  施工筑路与营林机械
	第四节  林业机械厂

	第五章  供应与运输
	第一节  物资供应
	第二节  物资运输


	第五篇　基本建设
	第一章  营造林建设
	第一节  国营营造林
	第二节  种苗基地
	第三节  造林基地

	第二章  森工生产建设
	第一节  大型森工项目
	第二节  木材加工
	第三节  林机修造
	第四节  林产化工

	第三章  基本建设队伍
	第一节  勘察
	第二节  设计
	第三节  施工


	第六篇　科技与教育
	第一章  科技机构
	第一节  科技管理机构
	第二节  科研机构
	第三节  科技情报机构

	第二章  科技研究
	第一节  林木分类和森林植被
	第二节  林木改良
	第三节  造林与森林经营
	第四节  森林保护
	第五节  林木净化大气的研究
	第六节  林产品加工工业研究
	第七节  采伐与运输
	第八节  其他

	第三章  林业教育
	第一节  高等教育
	第二节  中等教育
	第三节  技工教育
	第四节  干部教育


	第七篇　组织与管理
	第一章  管理机构
	第一节  林业与森工分设
	第二节  林业与森工合一

	第二章  职工队伍
	第一节  干部
	第二节  职工分布

	第三章  企业管理
	第一节  计划管理
	第二节  财务管理
	第三节  劳动管理
	第四节  工资管理
	第五节  劳动保护


	附录
	一、四川林木分类统计表
	二、四川省林业高级专家及全国劳动模范名录
	三、四川省林业厅(局)历任领导干部名录
	四、《四川省志·林业志》编纂机构人员名录

	编后语
	返回主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