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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彝族地区不同城镇化水平区域的古树遗留特征

郑梦菲１ꎬ２ꎬ 邓忠坚１ꎬ 刘倬志３ꎬ 古　 旭１∗

( １. 西南林业大学 云南生物多样性研究院ꎬ 昆明 ６５００３１ꎻ ２. 南京林业大学 风景园林学院ꎬ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０ꎻ ３. 西南林业大学 林学院ꎬ 昆明 ６５００３１ )

摘　 要: 古树是指树龄在 １００ 年以上ꎬ因受人类文化影响而保存下来的自然资源ꎬ被誉为“绿色文物”ꎬ是学

者研究区域植被和民族文化变迁的重要依据ꎮ 为探讨城镇化发展对区域古树遗留特征的影响ꎬ并探明城镇

化发展、民族文化与古树遗留三者之间的关系ꎬ以期建立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角度出发的古树保护方案ꎮ
该文以云南省彝族的主要聚居地楚雄市坝区为研究对象ꎬ对形成城镇化水平梯度的 ７ 个乡镇开展古树资源

调查ꎮ 结果表明:(１)楚雄市坝区有古树 １６ 科 ２２ 属 ２６ 种 ３０１ 株ꎬ其中黄连木、侧柏和云南山茶古树合计超

过总数的 ７５％ꎮ (２)城镇化率最高的鹿城镇、东瓜镇以及城镇化率最低的子午镇古树物种多样性在楚雄坝

区的 ７ 个镇中都较高ꎬ但聚集分布于寺庙、学校和公园ꎮ (３)鹿城镇和东瓜镇的物种组成和空间分布展现出

外来文化影响特征ꎬ子午镇则保留了更多的彝族“神树林”原生植被ꎮ (４)彝族人口占比高的乡镇并未拥有

更高的古树多样性或遗留更多的传统“神木”ꎮ 综上认为ꎬ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ꎬ少数民族文化面临逐步丢

失的困境ꎬ研究古树的组成和空间分布特征对于加强古树保护与提升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ꎮ
关键词: 城镇化率ꎬ 古树ꎬ 物种多样性ꎬ 分布特征ꎬ 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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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环境和生物资源是人类文化形成和发展

的“摇篮”ꎬ特定的生物多样性孕育了与之相适应

的文化ꎬ而文化的发展和改变也会对环境和生物

多样性的类型、组成和结构产生显著的影响和作

用(Ｍｃｎｅｅｌｙ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０ꎻ王娟等ꎬ２００４)ꎮ 古树是

指树龄在 １００ 年以上ꎬ因受人类文化影响而保存

下来的树木(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ꎬ２０００)ꎮ
云南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ꎬ许多少数民族在

长期与大自然的适应和利用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

特的植物崇拜理念ꎬ在“神树”和风水林信仰的影

响下ꎬ许多古树得以保留ꎬ成为学者研究区域植被

和民族文化变迁的重要依据 (田丽娟等ꎬ２０１８ꎻ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城镇化(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是指社会由一个传统落

后的乡村社会变为现代先进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

过程ꎬ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谢志峻等ꎬ２００６)ꎮ
用地类型改变、人口密度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

加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表现ꎬ并且在对一些中东

部城市的古树研究中已证明这些因素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遗留古树的数量和多样性( Ｌｉ ＆ Ｚｈａｎｇꎬ
２０２１ꎻ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ꎮ 但是ꎬ对于西南少数民

族地区来说ꎬ民族文化是城镇化作用的另一个显

著方面(焦开山ꎬ２０１４)ꎻ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改变

了传统文化的孕育环境ꎬ外来文化的输入也冲击

着原本封闭的民族文化(王娟等ꎬ２００４ꎻ谢志峻等ꎬ
２００６ꎻＷａｌｋ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ꎻ彭羽等ꎬ２０１２ꎻ徐丽曼ꎬ
２０１４)ꎮ 古树被誉为“绿色文物”ꎬ其组成及分布特

征不仅能反映区域的自然环境和植被特征ꎬ更是

传递当地民族风俗、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的重要

载体(Ｂｌｉｃｈａｒｓｋａ ＆ Ｍｉｋｕｓｉńｓｋｉꎬ ２０１４ꎻＬｉｎｄｅｎｍａｙｅｒ ＆
Ｌａｕｒａｎｃｅꎬ ２０１７)ꎮ 前人对我国部分少数民族聚集

地的古树资源及其生态文化意义的研究表明ꎬ虽
然区域内拥有丰富且具有独特象征性的古树资

源ꎬ但古树的遗留和价值却会随着社会发展和文

化变迁而发生改变(刘爱忠等ꎬ２０００ａꎻＴ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０１３ꎻ田丽娟ꎬ２０１８ꎻ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ꎻ杨
秀秀等ꎬ２０２１)ꎮ 当前正值我国城镇化高速发展阶

段ꎬ城镇化发展会对少数民族文化及孕育文化的

自然环境产生显著影响ꎮ 但是ꎬ城镇化发展水平

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否会在区域古树遗留特

征上得以体现ꎬ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研究ꎮ
彝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ꎬ楚

雄彝族自治州是云南省彝族的主要聚居区ꎮ 彝族

信仰万物有灵ꎬ认为树木给先民的生存与生活提

供了物质资源及庇护ꎬ奉为“神树”ꎬ成片“神树”
在彝语中也称为“密枝林”ꎬ每年农历十一月均要

举行“密枝节”祭祀活动(楚雄市林业志ꎬ１９９３ꎻ刘
爱忠等ꎬ２０００ｂ)ꎮ 本研究以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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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楚雄市坝区 ７ 个乡镇为研究对象ꎬ通过开展古

树资源调查ꎬ拟探讨:(１)云南彝族地区不同城镇

化水平区域的古树组成、多样性和分布特征ꎻ(２)
遗留古树特征反映出城镇化发展对少数民族文化

产生的影响ꎬ以及城镇化发展、民族文化与古树遗

留三者之间的关系ꎬ以期建立从少数民族文化传

承角度出发的古树保护方案ꎮ

１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楚雄市是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地级行政区首

府ꎬ拥有彝族人口 １１５ ５９７ 人ꎬ占户籍总人口的

２１.５７％ꎬ占少数民族人口的 ８４.７６％(楚雄市年鉴ꎬ
２０１９)ꎮ 楚雄市坝区是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中心ꎬ也是全州城镇化发展最早的区域ꎬ
以市政府驻地鹿城镇为核心向四周辐射ꎬ楚雄市

坝区各乡镇(鹿城镇、东瓜镇、吕合镇、紫溪镇、东
华镇、苍岭镇和子午镇)形成了明显的城镇化梯度

(表 １)ꎮ
目前ꎬ通常以人口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数 /人口

总数) 来表征区域城镇化的水平 (张耕田ꎬ１９９８ꎻ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楚雄坝区各乡镇的城镇化水平

和彝族人口比例如表 １ 所示(楚雄市年鉴ꎬ２０１９)ꎮ

表 １　 楚雄市坝区各乡镇城镇化率和彝族人口占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ｖｅｎ ｔｏｗｎｓ ｉｎ Ｃｈｕｘｉｏｎｇ

乡镇
Ｔｏｗｎ

辖区面积
Ａｒｅａ ｏｆ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ｋｍ２)

城镇人口数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总人口数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城镇化率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彝族人口数
Ｙ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彝族人口占
总人口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

鹿城镇
Ｌｕｃｈｅｎｇ Ｔｏｗｎ

３７２ １６６ ９７０ １７６ ４０１ ９４.６５ ２１ １１３ １１.９７

东瓜镇
Ｄｏｎｇｇｕａ Ｔｏｗｎ

２２９ ６ ０５４７ ７ ７１５３ ７８.４８ ８ ８９８ １１.５３

东华镇
Ｄｏｎｇｈｕａ Ｔｏｗｎ

４４８ ６ ８１５ ３０ １１７ ２２.６２ ６ ７４５ ２２.４０

吕合镇
Ｌüｈｅ Ｔｏｗｎ

１８６ ４ ９３７ ２５ １３８ １９.６４ ３ ４４７ １３.７１

紫溪镇
Ｚｉｘｉ Ｔｏｗｎ

２４３ ２ ７１６ １５ ４３２ １７.６０ ４ ５８４ ２９.７０

苍岭镇
Ｃａｎｇｌｉｎｇ Ｔｏｗｎ

３４４ ５ ６３８ ３２ ５９７ １７.３０ ５ ４７８ １６.８１

子午镇
Ｚｉｗｕ Ｔｏｗｎ

３６２ ４ ３５３ ３４ ４８８ １２.６２ ３ ２９８ ９.５６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古树调查方法及评价标准 　 依据«古树名木

鉴定规范(ＬＹ / Ｔ ２７３７—２０１６)»和«古树名木普查

技术规范( ＬＹ / Ｔ ２７３８—２０１６)»ꎬ对调查区域内古

树的树种、树龄、经纬度、海拔、胸径、树高、冠幅、
生长势、生长环境和生境进行全面调查ꎮ 古树依

据树龄分为三级ꎬ即一级为 ５００ 年以上ꎬ二级为

３００ ~ ４９９ 年ꎬ三级为 １００ ~ ２９９ 年ꎮ 生长势根据古

树叶片、枝条和树干的生长状况将其划分为正常、
衰弱、濒危、死亡四级ꎮ 树木生长环境依据立地条

件及人为干扰程度划分为好、中、差三级ꎮ 由于上

述调查规范并未对树木生长环境的分级进行明确

界定ꎬ因此本研究依据前人研究及调查区情况制

定了详细的评价标准(表 ２)ꎮ
１.２. ２ 分 析 方 法 　 利 用 冗 余 分 析 (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ＲＤＡ)研究乡镇古树特征值在解释变量梯

度上的分布格局ꎬ采用 Ｒ 语言“ ｖｅｇａｎ”软件包中的

“ ｒｄａ”函数完成ꎮ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６ 软件将 Ｅｘｃｅｌ
格式的古树记录转换为点状矢量数据ꎬ楚雄坝区

行政边界空间数据来源于“ＤａｔａＶ.ＧｅｏＡｔｌａｓ 数据可

２０６ 广　 西　 植　 物 ４４ 卷



视 化 平 台 ” (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ｖ. ａｌｉｙｕｎ. ｃｏｍ / ｐｏｒｔａｌ /
ｓｃｈｏｏｌ / ａｔｌａｓ / ａｒｅａ＿ｓｅｌｅｃｔｏｒ)ꎬ将所有空间数据统一

为 ＷＧＳ￣１９８４￣ＵＴＭ￣Ｚｏｎｅ￣４７Ｎ 投影ꎮ 运用最邻近点

指数ꎬ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 ６ 中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Ｔｏｏｌ 的
平均最近邻分析工具计算研究区域内古树分布点

状要素之间的相互邻近程度ꎮ

表 ２　 古树生长环境评价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２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ｒｅｅｓ

分级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特征
Ｆｅａｔｕｒｅ

好 Ｇｏｏｄ 树木生长于自然或半自然环境中(周围无或仅有少量人工设施和人为活动)ꎬ空间、光照、水气和土壤条件能满足植
物生长ꎬ植物生长势正常ꎻ或者生长于人工环境中ꎬ由于采用一定的保护措施ꎬ空间、光照、水气和土壤条件能满足植
物生长ꎬ植物生长势正常ꎮ
Ｔｒｅｅｓ ｇｒｏｗ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ｏｒ ｓｅｍ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ｗｉｔｈ ｎｏ ｏｒ ｏｎｌｙ ａ ｆｅｗ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ｏｒ ｉ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ｐａｃｅꎬ ｌｉｇｈｔꎬ ｗａｔｅｒꎬ ａｉｒ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ａｒｅ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ｒｅｅｓ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ｖｉｇｏｒ ｏｆ ｔｒｅｅｓ ｉｓ ｎｏｒｍａｌ.

中 Ｍｅｄｉｕｍ 树木生长于半自然环境中或人工环境中ꎬ空间、光照、水气和土壤条件基本能满足树木生长ꎬ但人工设施或人为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树木的进一步生长ꎬ植物生长势正常或衰弱ꎬ此环境条件下ꎬ不利于古树生长的环境因子比较
容易改善ꎮ
Ｔｒｅｅｓ ｇｒｏｗ ｉｎ ｓｅｍ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ｏ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ｐａｃｅꎬ ｌｉｇｈｔꎬ ｗａｔｅｒꎬ ａｉｒ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ａｒｅ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ｍｅｅｔ ｗｉｔｈ ｔｒｅｅｓ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ｂｕｔ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ｌｉｍｉｔ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ｒｅ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ｖｉｇｏｒ ｏｆ ｔｒｅｅｓ ｉｓ ｎｏｒｍａｌ ｏｒ ｗｅａｋꎻ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ｕｎ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ａｎ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ｅａｓｉｌｙ.

差 Ｂａｄ 树木生长于半自然环境中或者人工环境中ꎬ空间、光照、水气和土壤条件已不能满足树木生长ꎬ人工设施或人为活动
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树木的进一步生长ꎬ植物生长势濒危或死亡ꎬ此环境条件下ꎬ不利于古树生长的环境因子不易
得到改善ꎮ
Ｔｒｅｅｓ ｇｒｏｗ ｉｎ ｓｅｍ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ｏ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ｐａｃｅꎬ ｌｉｇｈｔꎬ ｗａｔｅｒꎬ ａｉｒ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ｃａｎ ｎｏｔ
ｍｅｅｔ ｗｉｔｈ ｔｒｅｅｓ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ｌｉｍｉｔ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ｒｅ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ｖｉｇｏｒ
ｏｆ ｔｒｅｅｓ ｉｓ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ｏｒ ｄｅａｄꎻ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ｕｎ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ａｎ ｎｏｔ ｔｏ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１.２.２.１ 相对多度及物种多样性指数计算　 以相对

多度作为冗余分析的植物特征值ꎮ 相对多度的计

算公式(张金屯ꎬ２００４):
Ａ ｉ ＝种 ｉ 的多度 /所有物种多度之和 × １００％ꎮ
以物种丰富度表征物种多样性 ( 马克平ꎬ

１９９４)ꎮ 物种丰富度(Ｇ)计算公式如下:Ｇ＝Ｓ / ｌｎ Ａꎮ
式中: Ｓ 为研究区物种数目ꎻＡ 为研究区面积ꎮ

１.２.２.２ 最邻近点指数 　 古树可抽象为点状要素ꎬ
理论上有随机、均匀和凝聚 ３ 种空间分布类型ꎬ通
常用最邻近点指数(Ｒ)进行鉴别(张超和杨秉赓ꎬ
１９９１)ꎮ 最邻近点指数计算公式:

Ｒ ＝ ｒ ｉ / ｒＥꎻ ｒＥ ＝
１

２ 　 ｍ / Ａ
＝ １
２ 　 Ｄ

ꎮ

式中: ｒ ｉ代表每个点与其最邻近点距离的平均

值ꎻ ｒＥ为点状要素随机分布时理论上的最邻近距

离ꎻｍ 代表点要素数量ꎻＡ 代表研究区面积ꎻＤ 代表

单位面积点要素数量ꎮ 当 Ｒ ＝ １ 时ꎬ点状要素趋于

随机分布ꎻＲ>１ 时ꎬ点状要素趋于均匀分布ꎻＲ<１
时ꎬ点状要素趋于凝聚分布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古树组成特征

２.１.１ 古树物种组成 　 本次调查区域内古树共计

３０１ 株ꎬ包括一级古树 ７ 株、二级古树 ８６ 株、三级

古树 ２０８ 株ꎬ隶属 １６ 科 ２２ 属 ２６ 种ꎮ 所含树种较

多的科为壳斗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ꎬ有古树 ４ 种ꎮ 树种数

量方面ꎬ黄连木(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株数最多ꎬ占总

数的 ５９. ２３％ꎬ其次为侧柏 ( 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 １０. ２３％) 和 云 南 山 茶 (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
(５.６５％)ꎬ其他树种株数较少(表 ３)ꎮ
２.１.２ 古树结构组成 　 对古树的树高、胸径及冠幅

进行分级统计ꎬ图 １ 结果显示ꎬ调查区古树树高主

要集中范围为 １２ ~ ２０ ｍ ꎬ株数合计占总数的

４９.１７％ꎻ胸径为 ６４ ~ １２７ ｃｍ 的古树最多ꎬ占比

５１.１６％ꎬ其次为 ６４ ｃｍ 以下的古树ꎬ占比 ３８.８９％ꎻ
冠幅主要集中范围为 ３ ~ ９ ｍꎬ占比 ６０.１３％ꎮ

调查区古树生长情况较好ꎬ生长势正常的有

２８３ 株ꎬ 占总数的 ９４.０２％ꎻ 生长势衰弱、濒危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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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楚雄市坝区各乡镇的古树物种及数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ｒｅｅｓ ｏｆ ｓｅｖｅｎ ｔｏｗｎｓ ｉｎ Ｃｈｕｘｉｏｎｇ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属名
Ｇｅｎｅｒａ

一级古树
Ｆｉｒｓｔ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ｒｅｅ

二级古树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ｒｅｅ

三级古树
Ｔｈｒｅ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ｒｅｅ

株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ｔｉｏｎ
(％)

黄连木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漆树科
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

黄连木属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４ ２６ １４８ １７８ ５９.２３

侧柏
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柏科
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

侧柏属
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

０ ２７ ４ ３１ １０.３０

云南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山茶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山茶属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０ ４ １３ １７ ５.６５

大青树
Ｆｉｃｕｓ ｈｏｏｋｅｒｉａｎａ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榕属
Ｆｉｃｕｓ

０ ７ ２ ９ ３.００

高山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锥属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０ ４ ４ ８ ２.６４

栓皮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栎属
Ｑｕｅｒｃｕｓ

０ １ ７ ８ ２.６４

紫薇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

千屈菜科
Ｌｙｔｈｒａｃｅａｅ

紫薇属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０ ５ １ ６ ２.００

铁冬青
Ｉｌｅｘ ｒｏｔｕｎｄａ

冬青科
Ａｑｕ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冬青属
Ｉｌｅｘ

０ ０ ５ ５ １.６６

白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ｄｅａｌｂａｔｕｓ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柯属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０ ２ ２ ４ １.３３

雀舌黄杨
Ｂｕｘｕｓ ｈａｒｌａｎｄｉｉ

黄杨科
Ｂｕｘａｃｅａｅ

黄杨属
Ｂｕｘｕｓ

０ ０ １ １ ０.３３

四蕊朴
Ｃｅｌｔｉｓ ｔｅｔｒａｎｄｒａ

榆科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朴属
Ｃｅｌｔｉｓ

０ １ ２ ３ ０.９９

滇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ｏｉｄｅｓ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青冈属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０ ２ １ ３ ０.９９

木樨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木樨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木樨属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０ １ ２ ３ ０.９９

木荚红豆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ｘｙｌｏｃａｒｐａ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红豆属
Ｏｒｍｏｓｉａ

２ ０ １ ３ ０.９９

清香木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ｗｅｉｎｍａｎｎｉｆｏｌｉａ

漆树科
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

黄连木属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０ ０ ３ ３ ０.９９

梅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 ｍｕｍｅ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杏属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

０ ０ ２ ２ ０.６６

云南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ｌａｎｄｕｌｉｆｅｒｕｍ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樟属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０ ２ ０ ２ ０.６６

滇皂荚
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ｖａｒ.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皂荚属
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

０ ０ ２ ２ ０.６６

楝树
Ｍｅｌｉａ 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

楝科
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楝属
Ｍｅｌｉａ

０ ０ ２ ２ ０.６６

云南木樨榄
Ｏｌｅａ ｙｕｅ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木樨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木樨榄属
Ｏｌｅａ

１ ０ １ ２ ０.６６

麻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栎属
Ｑｕｅｒｃｕｓ

０ ０ ２ ２ ０.６６

圆柏
Ｓａｂ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柏科
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

圆柏属
Ｓａｂｉｎａ

０ ２ ０ ２ ０.６６

毒药树
Ｓｌａｄｅｎｉａ ｃｅｌａｓｔｒｉｆｏｌｉａ

猕猴桃科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毒药树属
Ｓｌａｄｅｎｉａ

０ ０ ２ ２ ０.６６

华丽榕
Ｆｉｃｕｓ ｓｕｐｅｒｂａ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榕属
Ｆｉｃｕｓ

０ ０ １ １ ０.３３

云南油杉
Ｋｅｔｅｌｅｅｒｉａ ｅｖｅｌｙｎｉａｎａ

松科
Ｐｉｎａｃｅａｅ

油杉属
Ｋｅｔｅｌｅｅｒｉａ

０ １ ０ １ ０.３３

昆明柏
Ｓａｂｉｎａ ｇａｕｓｓｅｎｉｉ

柏科
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

圆柏属
Ｓａｂｉｎａ

０ １ ０ １ ０.３３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６ ２２ ７ ８６ ２０８ ３０１ １００

　 注: 本次调查不包括紫溪山自然保护区ꎮ
　 Ｎｏｔｅ: Ｚｉｘ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ｉｓ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ｕｒｖｅ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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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右树树高(Ａ)、胸径(Ｂ)、冠幅(Ｃ)级结构分布情况
Ｆｉｇ. １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ｚｅ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Ａ)ꎬ ＤＢＨ (Ｂ) ａｎｄ ｃｒｏｗｎ ｓｉｚｅ (Ｃ) ｆｏｒ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ｒｅｅｓ

亡的分别有 １６ 株、１ 株和 １ 株ꎬ占比 ５.３２％、０.３３％
和 ０.３３％ꎮ 生长环境被评价为好的有 ２３２ 株ꎬ占总

数的 ７７.０８％ꎻ生长环境为“中”和“差”的则分别有

６６ 株和 ３ 株ꎬ占比 ２１.９３％和 ０.９９％ꎮ
２.２ 各乡镇古树分布特征

２.２.１ 古树物种多样性　 对各乡镇古树数量进行统

计ꎬ图 ２ 结果显示ꎬ鹿城镇古树株数(１０２ 株)最多ꎬ
超过总数的 ３０％ꎻ其次为东华镇(５２ 株)、紫溪镇

(４２ 株)和苍岭镇(４１ 株)ꎬ占比为 １３％ ~ １７％ꎻ而子

午镇(２３ 株)、吕合镇(２２ 株)和东瓜镇(１９ 株)较

少ꎬ各占约 ７％ꎮ 从物种数和物种丰富度来看ꎬ鹿城

镇最高ꎬ其次为东瓜镇和子午镇ꎬ而苍岭镇最低ꎮ
对各乡镇不同树种的古树数量进行统计ꎬ图 ３ 结

果显示ꎬ子午镇与其他乡镇差异最为明显ꎬ其遗留古

树以壳斗科为主ꎬ高山锥(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白柯

(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ｄｅａｌｂａｔｕｓ ) 和 滇 青 冈 (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ｏｉｄｅｓ)株数合计约占总数的 ４８％ꎬ而其他 ６ 个

乡镇古树均以漆树科的黄连木占比最高( ３１％ ~
９８％)ꎮ 此外ꎬ云南山茶在除鹿城镇和吕合镇之外

的 ５ 个乡镇均有分布ꎬ侧柏在鹿城镇分布最多ꎮ
本次调查的 ７ 个乡镇ꎬ城镇化率最高的是鹿城

镇和东瓜镇大于 ７５％ꎬ其次为东华镇大于 ２０％ꎬ紫
溪镇、苍岭镇和吕合镇大于 １５％ꎬ而子午镇最低为

１２.６２％ꎮ 彝族人口占比ꎬ东华镇和紫溪镇大于

２０％ꎬ苍岭镇大于 １５％ꎬ吕合镇、鹿城镇和东瓜镇

大于 １０％ꎬ而子午镇最低为 ９.５６％ꎮ ＲＤＡ 排序结

果(图 ２)显示ꎬ第 １ 轴对乡镇古树分布格局的解释

度为 ２５.５９％ꎬ第 ２ 轴的解释度为 １５.５４％ꎬ２ 个轴

累积解释度为 ４１.１３％ꎬ排序结果显著(Ｐ ＝ ０.０５)ꎮ
城镇化率和彝族人口占比的箭头连线较长ꎬ表示

这 ２ 个变量有着较强解释能力ꎮ 古树物种数及物

种丰富度最高的 ３ 个乡镇分列在城镇化率的两

端ꎬ但城镇化率较低的子午镇与城镇化率较高的

鹿城镇和东瓜镇之间距离较远ꎬ表明子午镇的树

种组成与两者差异较大ꎻ而彝族人口占比较高的

紫溪镇、东华镇和苍岭镇并没有展现出较高的物

种数和物种丰富度ꎮ
２.２.２ 乡镇古树分布类型 　 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对各乡镇

古树分布进行制图ꎬ并利用最邻近点指数分析各乡

镇的古树分布特征ꎮ 表 ４ 和图 ４ 结果表明ꎬ鹿城镇、
东瓜镇、吕合镇和子午镇区域内古树趋于凝聚分

布ꎬ而东华镇、紫溪镇和苍岭镇趋于均匀分布ꎮ 图 ５
结果显示ꎬ从古树分布的生境来看ꎬ鹿城镇主要分

布于学校(３３.３３％)和公园(２７.４５％)内ꎬ东瓜镇主

要分布于寺庙(５７.８９％)中ꎬ而子午镇则集中分布于

寺庙及其后山的林地(７８.２６％)ꎬ这与最邻近指数计

算结果相吻合ꎮ 同时ꎬ鹿城镇的公园(８ 种)和学校

(４ 种)以及东瓜镇和子午镇的寺庙(６ 种和 ６ 种)也
是区域内古树物种丰富度最高的地方ꎬ上述生境内

共有古树 １８ 种ꎬ接近物种总数的 ６９.２３％ꎮ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城镇化发展对古树遗留及分布的影响

本研究在楚雄市坝区 ７ 个乡镇调查到古树

３０１ 株ꎬ隶属 ２６ 种ꎮ 其中ꎬ漆树科黄连木在数量上

占绝对优势(５８.７５％)ꎬ与柏科的侧柏和山茶科的

云南山茶三者合计超过古树总数的 ７５％ꎮ 各乡镇

的古树物种组成ꎬ除子午镇以壳斗科植物为主之

外ꎬ其余 ６ 个乡镇均以黄连木占比最高ꎬ而云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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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圈、＋、箭头分别表示乡镇、树种、解释因子ꎻ ｎ、Ｄ 分别表示物种数、物种丰富度ꎮ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ｃｉｒｃｌｅｓꎬ ＋ꎬ ａｒｒｏｗ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ｏｗｎｓꎬ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ꎻ ｎꎬ 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 ２　 楚雄坝区各乡镇古树 ＲＤＡ 排序分析
Ｆｉｇ. ２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ｒｅｅｓ ｏｆ ｓｅｖｅｎ ｔｏｗｎｓ ｉｎ Ｃｈｕｘｉｏｎｇ

茶在除鹿城镇和吕合镇之外的 ５ 个乡镇均有分

布ꎬ而 侧 柏 则 主 要 分 布 于 鹿 城 镇ꎮ 刘 爱 忠 等

(２０００ａ)曾对楚雄自治州境内未被人为破坏的“神
树林”开展过植被调查ꎬ调查到乔木 ２１ 种ꎬ以高山

锥、滇青冈等为代表的壳斗科植物为优势种ꎬ展现

了区域原生林的植被类型ꎮ 在本次调查中ꎬ楚雄

市坝区遗留的古树物种数虽高于“神树林”ꎬ但除

城镇化率最低的子午镇之外ꎬ其余 ６ 个乡镇古树

在物种组成上已不能反映出“神树林”的植被特

征ꎮ 通过文献查阅及当地居民访谈了解ꎬ彝族地

区森林资源在建国前至建国初期的多次文化改造

运动中曾遭到大规模砍伐ꎬ而城镇化发展进一步

加剧了对原始植被的破坏(楚雄市林业志ꎬ１９９３ꎻ
赖毅ꎬ２０１６)ꎮ 然而ꎬ黄连木、侧柏和云南山茶为何

能被大量遗留下来ꎬ是否与彝族的崇拜或习俗相

关ꎮ 根据前人的研究发现ꎬ黄连木并非彝族传统

神树崇拜的物种ꎬ也非火把节等节庆活动或民居

家具建造中使用的木材(刘爱忠等ꎬ２０００ｂꎻ山伟ꎬ
２０１５ꎻ董斌ꎬ２０１７ꎻ杨富全ꎬ２０２２)ꎬ推测黄连木应是

原生林被伐及区域用地类型改变后从次生裸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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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楚雄市坝区各乡镇不同物种古树的数量组成
Ｆｉｇ. ３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ｅｖｅｎ ｔｏｗｎｓ ｉｎ Ｃｈｕｘｉｏｎｇ

表 ４　 楚雄市坝区各乡镇古树最邻近指数及分布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４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ｒｅｅｓ ｏｆ ｓｅｖｅｎ ｔｏｗｎｓ ｉｎ Ｃｈｕｘｉｏｎｇ

乡镇
Ｔｏｗｎ

鹿城镇
Ｌｕｃｈｅｎｇ Ｔｏｗｎ

东瓜镇
Ｄｏｎｇｇｕａ Ｔｏｗｎ

东华镇
Ｄｏｎｇｈｕａ Ｔｏｗｎ

吕合镇
Ｌüｈｅ Ｔｏｗｎ

紫溪镇
Ｚｉｘｉ Ｔｏｗｎ

苍岭镇
Ｃａｎｇｌｉｎｇ Ｔｏｗｎ

子午镇
Ｚｉｗｕ Ｔｏｗｎ

Ｒ 值
Ｒ ｖａｌｕｅ

０.１５ ０.８８ １.３９ ０.５８ １.９５ １.４４ ０.１４

分布类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集聚分布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集聚分布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均匀分布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集聚分布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均匀分布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均匀分布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集聚分布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生长出的先锋种ꎬ之后随着汉族人口的不断迁入ꎬ
受儒家文化影响黄连木被更多地保留下来(高远

等ꎬ２０１５ꎻ黎云昆ꎬ２０２２)ꎮ 尽管侧柏和云南山茶在

彝族崇拜中象征着“吉祥”和“爱情” (刘爱忠等ꎬ
２０００ｂ)ꎬ但两者的遗留也同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

响ꎬ如作为儒家文化标识树种之一的侧柏ꎬ在本次

调查中有 １８ 株(占总数的 ５８％)ꎬ分布于鹿城小学

内的楚雄文庙殿前ꎮ 植物群落同质化是当前我国

城镇绿地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ꎬ究其原因是人为

偏好的改变(Ｑｉ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在传统生活中ꎬ
少数民族的衣食住行都直接取材于自然ꎬ各类树

木因具备不同的功能而得到居民保护ꎬ但随着城

镇化的发展ꎬ人们生产生活对植物的依赖性减弱ꎬ
美观或文化中对某一类树木的单一偏爱ꎬ致使少

数物种在空间分布上占据主导地位ꎬ久而久之降

低了区域乡土树木的多样性和独特性ꎮ
城镇化率最高的鹿城镇、东瓜镇以及城镇化

率最低的子午镇古树物种多样性在楚雄坝区的 ７
个镇中都较高ꎬ但都趋于凝聚分布ꎬ其中寺庙、学
校及公园的古树物种最丰富ꎬ寺庙及学校是区域

宗教和文化活动开展和传承的场所ꎬ更有利于古

树保护ꎬ 这 与 前 人 的 研 究 结 论 相 一 致 ( Ｊｉｍ ＆

７０６３ 期 郑梦菲等: 云南彝族地区不同城镇化水平区域的古树遗留特征



图 ４　 楚雄市坝区各乡镇古树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 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ｒｅｅｓ

ｏｆ ｓｅｖｅｎ ｔｏｗｎｓ ｉｎ Ｃｈｕｘｉ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ꎬ２０１３ꎻ邱族周等ꎬ２０２２)ꎮ 郑明铭(２０２０)对

全国 ５６１ 个区县的古树调查表明ꎬ在中等人口密

度区县古树多样性较高ꎬ而 Ｌｉ 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２１)对

江苏省的古树研究则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的

地区古树密度最大ꎬ但本次研究中人口密度中等

的吕合镇和苍岭镇(７ 个乡镇中排名第 ３ 位和第 ５
位)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紫溪镇和苍岭

镇(７ 个乡镇中排名第 １ 位和第 ２ 位)均与上述研

究结果不符ꎬ进而表明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

可能是影响古树遗留更重要的驱动因素(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０ꎻ黄力等ꎬ２０２１)ꎮ 调查发现鹿城镇古树物

种多样性较高的鹿城小学(院内有楚雄文庙)和楚

雄市第一中学(前身为龙泉书院)ꎬ其古树多为人

工种植ꎬ侧柏、圆柏和紫薇展现出明显的儒家文化

特征(赵越ꎬ２０２１)ꎮ 东瓜镇的朝阳寺和子午镇的

图 ５　 楚雄市坝区各乡镇古树生境分布及所占比例
Ｆｉｇ. ５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ｒｅｅｓ ｏｆ ｓｅｖｅｎ ｔｏｗｎｓ ｉｎ Ｃｈｕｘｉｏｎｇ

乌龙寺均是共同供奉彝族本土和佛教神祇的寺

庙ꎬ但朝阳寺内遗留的古树基本为人工种植ꎬ紫
薇、 木樨、 梅和侧柏更具佛教寓意 (陈曦和赵洋ꎬ
２０２１)ꎻ而子午镇的乌龙寺及后山则保留了一小片

较少人为干扰的林地ꎬ遗留古树以高山锥、滇青冈

和白柯为主更接近原生林特征ꎬ而据当地彝族老

人讲述这是附近区域仅剩的“神树林”ꎮ 可见ꎬ尽
管高城镇化率和低城镇化率乡镇均拥有更高古树

多样性ꎬ但其原因却并不相同ꎬ前者受外来文化影

响较强ꎬ许多古树为人工种植的非本土优势物种ꎬ
而后者则是因为外来文化输入及用地类型改变较

少进而更多地保留了“神木林”原生植被ꎮ 但需要

注意的是ꎬ清香木、大青树等在传统彝族文化中具

有象征意义的古树遗留较少ꎬ紫溪镇、东华镇和苍

岭镇虽然拥有更高的彝族人口比例ꎬ但区域内古

树并未展现出“神树林”特征ꎬ这从侧面反映出彝

族文化正面临着逐步丢失的困境ꎮ
３.２ 从文化传承角度开展古树保护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ꎬ少数民族文化与不同民

族文化及现代文明相互交流、融合ꎬ形成区域文化

的多元性ꎻ但同时ꎬ现代化生活方式和外来文化也

显著削弱了少数民族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且在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区域ꎬ这种文化弱化就

越明显(谢志峻等ꎬ２００６ꎻ徐丽曼ꎬ２０１４ꎻ胡延龙ꎬ
２０１７)ꎮ 本次调查也证明了上述观点ꎬ随着城镇化

水平提高ꎬ区域所遗留的古树展现出多元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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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ꎬ但彝族传统的“神树”文化却在逐步流失ꎬ如
何对传统文化进行有效保护已是亟待解决的

问题ꎮ
文化传承与古树保护是两个紧密连接又相辅

相成的主体ꎮ 传承百年的民族信仰及族规提高了

人们参与古树保护的自觉性ꎬ而加强古树保护也

是唤醒人们民族文化意识的媒介ꎮ 在实际工作

中ꎬ可以从景观优化、宣传活动等方面开展古树保

护及其文化内涵提升ꎮ 以本次研究为例ꎬ在改善

古树生境的同时加强周边景观修饰ꎬ融汇彝族文

化传统元素ꎮ 第一ꎬ可将“老虎”和“火”等文化元

素以图腾或雕塑的形式点缀于古树护栏等设施

中ꎬ营造古树景观的民族氛围感ꎻ第二ꎬ可在古树

旁设置宣传栏ꎬ以图文形式介绍彝族的“神树”传

说及与“神树”相关的风俗习惯及节庆活动ꎬ通过

回顾彝族祖先与植物的渊源ꎬ唤起人们对古树的

崇拜之意ꎻ第三ꎬ利用古树的象征意义开展文化活

动ꎬ如侧柏在彝族崇拜中代表着“吉祥”且多分布

于学校内ꎬ可在每年中考、高考前期举办祈福活

动ꎬ在人们与古树的互动中实现古今彝族文化的

衔接ꎮ
致谢　 感谢楚雄市林业和草原局林草有害生

物防治检疫站希从彪老师在本研究古树调查中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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