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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保护古树名木和提升兰州市城市文化，采用传统方法分析了兰州市１９９０年与２０１８年两次

古树名木调查数据，探究了兰州市古树名木资源特征及时空分布情况。结果表明：１９９０年兰州市共登

记造册古树名木２６５株，分属１１科１３属１８种，其中裸子植物３科３属５种，双子叶植物８科１０属１３

种；２０１８年有古树名木４４７株，分属１８科２５属３１种，其中裸子植物４科７属９种，双子叶植物１４科１８

属２２种；兰州市古树名木的分布表现出明显的温带性质和温带向亚热带、热带过渡的特点；１９９０年古

树名木资源仅在兰州市城关、安宁、七里河、西固、红古５区和皋兰县分布，而２０１８年在兰州市５区３县

均有分布，城关区分布最多，这是由于古树名木调查范围扩大和掌握古树名木信息增加。兰州市主要适

宜生长北温带型和北温带南北温带间断分布类型（全温型）的种子植物，且其乡土树种大部分来自这类

种子植物；兰州市古树名木在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聚集性，这与兰州历史风俗文化和自然地域气候有

关，并且兰州市古树名木资源主要分布在城关区和七里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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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树名木是森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活

化石”，见证着历史人文变迁和自然环境更替［１］，在文

物考古、物候探讨、林史资料和林业技术的科学研究等

方面均发挥重要的作用［２］。作为重要的城市生态资

源，古树名木和古桥、古城一样，都是前人留给我们的

重要遗产［３］，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继承。古树名木的资

源数量、种类、分布现状、动态变化情况能够为城市园

林生态建设提供重要的数据参考，对城市生态建设和

维护生物多样性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４］。随着生态文

明建设的推进，古树名木保护与研究也日益受到关

注［５］。目前国内古树名木研究主要集中在３个方面：

１）古树名木健康状况调查的生长状况与环境因子关系

［李程［６］、吴嘉琳［７］等］；２）对古树名木货币化、资产化

评估等经济价值的探索［杨娱［８］、林思平［９］等］；３）对

古树名木资源特征、保护措施和树龄估算的分析［张艳

丽［１０］、肖沙沙［１１］等］。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３方

面，然而对古树名木资源动态变化趋势及植物区系发

生发展规律分析研究较少。

兰州市地处我国西北，是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重

镇，具有悠久厚重的历史人文景观和较为丰富的古树

名木资源。近３０年来，随着兰州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市生态建设，特别是作为城市生态建设至关重要的

古树名木保护和利用也应不断推进，为现代城市生态

建设增添光彩。目前有关兰州市古树名木研究多集中

于某年古树名木调查资料并对当年古树名木资源特

征、保护现状、存在问题等方面，但是对于古树名木两

个年份调查资料的时空特征和植物区系特征对比较

少。为此，本文基于兰州市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１８年２次古

树名木普查资料，对２８年间古树名木的数量特征、空

间分布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以期为兰州市古树名木

和物种多样性保护、管理、规划提供理论依据。

７３第４１卷　第６期　　　　　　　　　　　草 原 与 草 坪２０２１年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甘肃省兰州市（Ｅ１０２°３６′～１０４°３４′，Ｎ３５°３４′～

３７°０７′）位于黄土高原的西北部边缘，属陇中北部黄土

丘陵、河谷盆地类型区［１２］，属中温带大陆性气候，温差

大，降水少，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温和，年均降水

量３９３．２ｍｍ，年均气温８．３℃，全年日照时数平均２

４４６ｈ，无霜期１８０ｄ以上。主要土壤类型为黄绵土、灰

钙土、栗钙土、灰褐土、草甸土［１２－１３］。现辖城关、七里

河、安宁、西固、红古５个区和榆中、皋兰、永登３个县，

城市绿地面积１０００３．６ｈｍ２，全市绿地率２９．１５％，公

共绿地 面积 ３６９３．２７ｈｍ２，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３３．１４％，人均拥有公共绿地面积１３．０６ｋｍ２
［１４］。

１．２　数据获取与处理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兰州市志·园林绿化

志》［１５］中１９９０年古树名木登记造册资料及兰州市园

林科学研究所２０１８年古树名木普查资料。资料显示，

２次调查中古树名木概念界定略有不同，其中１９９０年

普查标准为《兰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该《办

法》将树龄３００年以上和特别珍贵稀有、或具有重要历

史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古树名木定为一级古树，其余树

龄１００～２９９年的古树名木定为二级古树
［１５］；２０１８年

普查标准为《古树名木鉴定规范》［１６］，该《规范》将树龄

５００年以上的树木定为一级古树，树龄３００～４９９年的

树木定为二级古树，树龄１００～２９９年的树木定为三级

古树。本研究以《古树名木鉴定规范》为标准，对普查

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分析。

此外，本研究中种子植物科、属的分布区类型均按

《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系统》［１７］及《中国被子

植物３０９７属分布类型》划分。数据处理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软件，分布图绘制采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软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兰州市古树名木数量

１９９０年兰州市共登记造册古树名木２６５株，分属

１１科１３属１８种，主要为旱柳、国槐、侧柏、白榆、云

杉、臭椿、垂柳、银白杨、榆树、沙枣等１８种（表１）。其

中株数最多的为旱柳（１１９株），占总株数的４５．０８％、

其次为国槐（３４株）和侧柏（３４株），分别占总株数的

１２．８８％和１２．８８％。

表１　１９９０年兰州市部分古树名木资源

犜犪犫犾犲１　犔犻狊狋狅犳狊狅犿犲犪狀犮犻犲狀狋犪狀犱犳犪犿狅狌狊狋狉犲犲狊犻狀犔犪狀狕犺狅狌犻狀１９９０

植物名称 科 属
一级古树（株）

／占比（％）

二级古树（株）

／占比（％）

三级古树（株）

／占比（％）

名木（株）

／占比（％）

总数（株）

／占比（％）

旱柳

犛犪犾犻狓犿犪狋狊狌犱犪狀犪

杨柳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柳属

犛犪犾犻狓
０／０ ２６／９．８５ ９０／３４．０９ ３／１．１４ １１９／４５．０８

国槐

犛狅狆犺狅狉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

蝶形花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槐属

犛狅狆犺狅狉犪
７／２．６５ ２／０．７６ １８／６．８２ ７／２．６５ ３４／１２．８８

侧柏

犘犾犪狋狔犮犾犪犱狌狊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

柏科

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

侧柏属

犘犾犪狋狔犮犾犪犱狌ｓ
０／０ ０／０ ３４／１２．８８ ０／０ ３４／１２．８８

白榆

犝犾犿狌狊狆狌犿犻犾犪

榆科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榆属

犝犾犿狌狊
２／０．７６ ２／０．７６ １９／７．２０ ３／１．１４ ２６／９．８５

云杉

犘犻犮犲犪犪狊狆犲狉犪狋犪

松科

Ｐｉｎａｃｅａｅ

云杉属

犘犻犮犲犪
０／０ ２／０．７６ １１／４．１７ ０／０ １３／４．９２

臭椿

犃犻犾犪狀狋犺狌狊犪犾狋犻狊狊犻犿犪

苦木科

Ｓｉｍａｒｏｕｂａｃｅａｅ

臭椿属

犃犻犾犪狀狋犺狌狊
０／０ ０／０ ６／２．２７ １／０．３８ ７／２．６５

垂柳

犛犪犾犻狓犫犪犫狔犾狅狀犻犮犪

杨柳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柳属

犛犪犾犻狓
０／０ ０／０ ６／２．２７ ０／０ ６／２．２７

银白杨

犘狅狆狌犾狌狊犪犾犫犪

杨柳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杨属

犘狅狆狌犾狌狊
０／０ ０／０ １／０．３８ ４／１．５２ ５／１．８９

榆树

犝犾犿狌狊狆狌犿犻犾犪

榆科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榆属犝犾犿狌狊 ０／０ ０／０ ４／１．５２ ０／０ ４／１．５２

沙枣

犈犾犪犲犪犵狀狌狊犪狀犵狌狊狋犻犳狅犾犻犪

胡颓子科

Ｅｌａｅａｇｎａｃｅａｅ

胡颓子属

犈犾犪犲犪犵狀狌狊
０／０ ２／０．７６ ２／０．７６ ０／０ ４／１．５２

　　注：根据总表取总数占比前十种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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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调查资料显示，兰州市共有古树名木４４７

株，分属１８科２５属３１种，有旱柳、国槐、青"

、白榆、

侧柏、千头柏、云杉、软儿梨、冬果梨等３１种（表２）。

其中株数最多的为旱柳（１２５株），占总株数的２７．

９６％，其次为国槐（６９株）和青"

（４８株），分别占总株

数的１５．４４％和１０．７４％。

１９９０年兰州市古树名木调查发现裸子植物有３

科３属５种（表３），分别为侧柏、千头柏、云杉、青"

、

银杏（犌犻狀犽犵狅犫犻犾狅犫犪），占总科、属、种的百分比分别为

２７．２７％、２３．０８％、２７．７８％；双子叶植物有８科１０属

１３种，占总科、属、种的百分比分别为７２．７３％、７６．

９２％、７２．２２％。

２０１８年调查发现兰州市古树名木中裸子植物有４

科７属９种（表３），分别为侧柏、千头柏、圆柏（犛犪犫犻狀犪

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云杉、青"

、雪松（犆犲犱狉狌狊犱犲狅犱犪狉犪）、油松

（犘犻狀狌狊狋犪犫狌犾犻犳狅狉犿犻狊）、银杏，占总科、属、种的百分比

分别为２２．２２％、２８．００％、２９．０３％；双子叶植物有１４

科１８属２２种，占总科、属、种的百分比分别为７７．

７８％、７２．００％、７０．９７％。

表２　２０１８年兰州市部分古树名木资源

犜犪犫犾犲２　犔犻狊狋狅犳狊狅犿犲犪狀犮犻犲狀狋犪狀犱犳犪犿狅狌狊狋狉犲犲狊犻狀犔犪狀狕犺狅狌犻狀２０１８

植物名称 科 属
一级古树（株）

／占比（％）

二级古树（株）

／占比（％）

三级古树（株）

／占比（％）

名木（株）

／占比（％）

总数（株）

／占比（％）

旱柳

犛犪犾犻狓犿犪狋狊狌犱犪狀犪

杨柳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柳属

犛犪犾犻狓
１／０．２２ ０／０ １２４／２７．７４ ０／０ １２５／２７．９６

国槐

犛狅狆犺狅狉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

蝶形花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槐属

犛狅狆犺狅狉犪
１１／２．４６ ８／１．７９ ４９／１０．９６ １／０．２２ ６９／１５．４４

青
"

犘犻犮犲犪狑犻犾狊狅狀犻犻

松科

Ｐｉｎａｃｅａｅ

云杉属

犘犻犮犲犪
２／０．４５ １／０．２２ ４４／９．８４ １／０．２２ ４８／１０．７４

白榆

犝犾犿狌狊狆狌犿犻犾犪

榆科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榆属

犝犾犿狌狊
３／０．６７ ９／２．０１ １７／３．８０ ０／０ ２９／６．４９

侧柏

犘犾犪狋狔犮犾犪犱狌狊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

柏科

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

侧柏属

犘犾犪狋狔犮犾犪犱狌狊
０／０ ５／１．１２ ２４／５．３７ ０／０ ２９／６．４９

千头柏

犘．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ｃｖ．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

柏科

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

侧柏属

犘犾犪狋狔犮犾犪犱狌狊
３／０．６７ ２／０．４５ １６／３．５８ ０／０ ２１／４．７０

云杉

犘犻犮犲犪犪狊狆犲狉犪狋犪

松科

Ｐｉｎａｃｅａｅ

云杉属

犘犻犮犲犪
０／０ ０／０ １０／２．２４ ８／１．７９ １８／４．０３

软儿梨

犘犵狉狌狊狌狊狊狌狉犻犲狀狊犻狊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梨属

犘狔狉狌狊
０／０ １２／２．６８ ４／０．８９ ０／０ １６／３．５８

冬果梨

犘狔狉狌狊犫狉犲狋狊犮犺狀犲犻犱犲狉犻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梨属

犘狔狉狌狊
０／０ １０／２．２４ ２／０．４５ ０／０ １２／２．６８

刺槐

犚狅犫犻狀犻犪狆狊犲狌犱狅犪犮犪犮犻犪
蝶形花科

刺槐属

犚狅犫犻狀犻犪
０／０ ０／０ １１／２．４６ ０／０ １１／２．４６

　　注：根据总表取总数占比前十种植物

表３　兰州市古树名木的物种组成

犜犪犫犾犲３　犛狆犲犮犻犲狊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犪狀犮犻犲狀狋犪狀犱

犳犪犿狅狌狊狋狉犲犲狊犻狀犔犪狀狕犺狅狌

年份 植物类型 科 属 种

１９９０ 裸子植物 ３ ３ ５

双子叶植物 ８ １０ １３

２０１８ 裸子植物 ４ ７ ９

双子叶植物 １４ １８ ２２

２．２　兰州市古树名木区系分布情况分析

按照吴征镒等对种子植物科、属的分布区类型划

分标准，可将１９９０年、２０１８年兰州市古树名木科、属

的分布区类型分别划分８个类型（表４）。从植物科的

分布区类型看，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型科的数量

最多（７科），占总科数的３８．８９％，包括柏科、杉科

（Ｔａｘｏｄｉａｃｅａｅ）、壳斗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胡桃科（Ｊｕｇｌａｎ

ｄａｃｅａｅ）、杨柳科等；其次为世界广布型（６科），占总科

数的３３．３３％，包括榆科、桑科（Ｍｏｒａｃｅａｅ）、蔷薇科、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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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花科等；泛热带型有３科，为无患子科（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

ａｅ）、苦木科（Ｓｉｍａｒｏｕｂａｃｅａｅ）、楝科（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北温

带分布型和中国特有分布型各有１科，分别为松科和

银杏科（Ｇｉｎｋｇｏａｃｅａｅ）。从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看，北

温带分布型属的 数 量 最 多 （８ 属），占 总 属 数 的

３２．００％，包括侧柏属、榆属、雪松属（犆犲犱狉狌狊）、山楂属

（犆狉犪狋犪犲犵狌狊）等；其次为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型属

（６属），占总属数的２４．００％，包括胡颓子属（犈犾犪犲犪犵

狀狌狊）、柳属、胡桃属（犑狌犵犾犪狀狊）、杨属（犘狅狆狌犾狌狊）等；热带

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型属、东亚及北美间断分布型

属、旧世界温带分布属、中国特有分布型属各有２属，

分别占总属数的８．００％；世界广布型属和泛热带分布

型属各有１属，分别占总属数的４．００％。

表４　兰州市古树名木科、属、种数及分布区类型

犜犪犫犾犲４　犉犪犿犻犾狔，犵犲狀狌狊，狊狆犲犮犻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狋狔狆犲狊狅犳犪狀犮犻犲狀狋犪狀犱犳犪犿狅狌狊狋狉犲犲狊犻狀犔犪狀狕犺狅狌

分布区类型
科

数量 百分率／％

属

数量 百分率／％

１世界广布 ６ ３３．３３ １ ４．００

２泛热带 ３ １６．６７ １ ４．００

５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 － － ２ ８．００

８北温带 １ ５．５５ ９ ３６．００

８４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７ ３８．８９ ６ ２４．００

９东亚及北美间断 － － ２ ８．００

１０旧世界温带 － － ２ ８．００

１５中国特有 １ ５．５５ ２ １２．００

合计 １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３　兰州市古树名木资源分布情况分析

兰州市古树名木资源分布情况显示：１９９０年和

２０１８年城关区古树名木资源数量居首位，分别为

１４７株和２００株；其次为七里河区，分别为９２株和

８３株。１９９０年安宁区、西固区、红古区均有少量古

树名木分布，分别为１２株、７株和４株；皋兰县数量

最少，仅为１株。２０１８年榆中县和永登县古树名木

的数量居中，分别为５９株和４１株；皋兰县和西固区

有少量分布，分别为２１株和２０株；红古区数量最

少，为５株（表５）。

具体分布情况为１９９０年一级古树主要分布在城

关区（５株）；二级古树主要分布在七里河区（３１株）；三

级古树和名木主要分布在城关区，分别为１２９株和１４

株。２０１８年一级古树主要分布在永登县（１２株）；二级

古树主要分布在皋兰县（１７株）；三级古树和名木主要

分布在城关区，分别为１７７株和１８株（图１，图２）。

表５　１９９０年、２０１８年兰州市各区县古树名木资源分布

犜犪犫犾犲５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犪狀犮犻犲狀狋犪狀犱犳犪犿狅狌狊狋狉犲犲狊犻狀狋犺犲犱犻狊狋狉犻犮狋狊犪狀犱犮狅狌狀狋犻犲狊狅犳犔犪狀狕犺狅狌犮犻狋狔犻狀１９９０犪狀犱２０１８ 株

年份 城关区 七里河区 安宁区 西固区 红古区 皋兰县 榆中县 永登县

１９９０ １４７ ９２ １２ ７ ４ １ ０ ０

２０１８ ２００ ８３ １８ ２０ ５ ２１ ５９ ４１

２．４　兰州市古树名木对比分析

２．４．１　科属种对比分析　相比于１９９０年，２０１８年普

查显示兰州市古树名木数量和种类均有所增加，古树

名木总株数增加１８２株；新增植物科为鼠李科（Ｒｈａｍ

ｎａｃｅａｅ）、杉科、桑科、蔷薇科、槭树科（Ａｃｅｒａｃｅａｅ）、木犀

科（Ｏｌｅａｃｅａｅ）、壳斗科；新增植物属为水杉属（犕犲狋犪狊犲

狇狌狅犻犪）、丁香属（犛狔狉犻狀犵犪）、枣属（犣犻狕犻狆犺狌狊）、雪松属、

槭属（犃犮犲狉）、山楂属、栎属（犙狌犲狉犮狌狊）、梨属、苹果属

（犕犪犾狌狊）、桑属（犕狅狉狌狊）、圆柏属（犛犪犫犻狀犪）、松属（犘犻

狀狌狊）；新增树种为水杉 （犕犲狋犪狊犲狇狌狅犻犪犵犾狔狆狋狅狊狋狉狅犫狅

犻犱犲狊）、暴马丁香（犛狔狉犻狀犵犪狉犲狋犻犮狌犾犪狋犪）、枣树、雪松、五

角枫（犃犮犲狉犿狅狀狅）、野山楂（犆狉犪狋犪犲犵狌狊犮狌狀犲犪狋犪）、海棠

（犕犪犾狌狊狊狆犲犮狋犪犫犻犾犻狊）、辽东栎（犙狌犲狉犮狌狊犾犻犪狅狋狌狀犵犲狀狊犻狊）、

冬果梨、软儿梨、杜梨（犘狔狉狌狊犫犲狋狌犾犪犲犳狅犾犻犪）、山荆子

（犕犪犾狌狊犫犪犮犮犪狋犪）、桑树（犕狅狉狌狊犪犾犫犪）、圆柏、油松。两

次普查均为优势科的有杨柳科、蝶形花科、柏科、榆科、

松科；优势树种为旱柳、国槐、侧柏、白榆、千头柏

（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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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９０年兰州市各区县古树名木资源分布图

犉犻犵．１　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犪狀犮犻犲狀狋犪狀犱犳犪犿狅狌狊狋狉犲犲狊犻狀犔犪狀狕犺狅狌犻狀１９９０

２．４．２　等级变化分析　古树名木等级结果显示：１９９０

年和２０１８年兰州市古树名木中三级古树最多，分别占

７６．４３％和７６．６８％；二级古树次之，分别占１２．９３％和

１２．３３％。树龄结构等级结果显示：与１９９０年相比，

２０１８年兰州市古树名木树龄中，１００－２９９年的古树增

加了１４１株，３００－４９９年的古树增加了２１株，５００年

以上的古树增加了２２株。其中增长最快的是１００－

２９９年古树，增长最慢的是３００－４９９年古树；最高树

龄树种是１３００多年的金天观（现兰州市第一工人文

化宫）唐槐，大多数古树名木树龄在１００－２９９年；树龄

结构呈金字塔型，即随着树龄的增大，古树数量逐渐减

少，古树后续资源丰富（图４）。

２．４．３　区域变化分析　空间分布状况方面，兰州市古

树名木资源分布行政区划范围有所增加，其中１９９０年

仅在兰州市城关、安宁、七里河、西固、红古５区和皋兰

县分布，而２０１８年在兰州市５区３县均有分布（表

５）。数量方面，除七里河区古树名木资源数量减少

外，其余诸区县数量皆有所增加，其中榆中县增加最

多，其次是城关区。此外，超过４０％的兰州市古树名

木分布于主城区中明清寺观庙宇、衙署园林遗址等

古典园林，超过２５％存在于街道（图５）。兰州市古

典园林中古树名木数量上升最快，其次为街道，这与

兰州市城市街道绿化建设和古典园林中发现古树名

木数量增加有关。

３　讨论

３．１　古树名木植物区系特征

植物区系地理学（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是植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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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８年兰州市各县区古树名木资源分布

犉犻犵．２　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犪狀犮犻犲狀狋犪狀犱犳犪犿狅狌狊狋狉犲犲狊犻狀犮狅狌狀狋犻犲狊犪狀犱犱犻狊狋狉犻犮狋狊狅犳犔犪狀狕犺狅狌犻狀２０１８

理学或生物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是一门主要研究

全球或某一地区所有植物种类的组成、现代和过去分

布规律以及起源进化和演变历史的科学［１８］。植物区

系以种群方式存在，组成各地植被的实体，是自然地理

环境的反映及环境变迁的鉴证或依据［１９］。以吴征镒

为代表的植物学家对中国植物区系地理进行了系统分

类，用此可以研究兰州古树名木的原种起源、分布规

律、生态适应，也可以反映出兰州市的古树名木历史的

演变特点及其自然环境的特殊性。

本研究通过古树名木所属植物区系分析可以发

现，北温带型及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型（全温型）

的种子植物在兰州市古树名木遗存中占绝对优势，取

决于兰州市所处的地理位置的植物区系属性［２０］；热带

分布类型的种子植物引种到兰州市可以经过长期驯化

增加对兰州生态环境的适应性从而成为古树名木资

源。据此可以推测，随着历史的变迁该区域的气温有

所上升，使部分热带植物能够在此良好生长，可能是由

于兰州市早第三纪时期气候较为炎热导致的结果［２１］。

而且热带亚洲和热带大洋洲分布类型和东亚及北美间

断分布类型在兰州市均有少量分布，说明该地区的植物

区系与美洲和大洋洲有一定交流，且与美洲交流较

多［２２］。总体来讲兰州市古树名木的分布表现出明显的

温带性质和温带向亚热带、热带过渡的特点，此结果与

兰州市南北两山种子植物区系特征［２３］研究结果一致。

３．２　古树名木资源时空特征

空间分布类型分析可以反映兰州市各级古树之间

的空间分布相关性和空间集聚特征［２４］。兰州市古树

名木在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聚集性，这与兰州市的历

史风俗文化和自然地域气候有关，这与黄蓉［１３］等研究

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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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９９０年与２０１８年兰州市古树名木资源植物科、属、种对比图

犉犻犵．３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犳犪犿犻犾犻犲狊，犵犲狀犲狉犪犪狀犱狊狆犲犮犻犲狊狅犳犪狀犮犻犲狀狋犪狀犱犳犪犿狅狌狊狋狉犲犲狊犻狀犔犪狀狕犺狅狌

犻狀１９９０犪狀犱２０１８

图４　１９９０年与２０１８年兰州市古树名木资源树龄结构对比

犉犻犵．４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犪犵犲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狅犳犪狀犮犻犲狀狋

犪狀犱犳犪犿狅狌狊狋狉犲犲狊犻狀犔犪狀狕犺狅狌犻狀１９９０犪狀犱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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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区域分布空间分析可以发现，兰州市的古树

名木主要分布于城关区和七里河区，究其原因是城关

区在古代是兰州市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

在兰州市拥有超然的历史地位和丰富的历史人文景

观，而七里河区在明清时代位于兰州市城郊，拥有众多

的寺观园林和文物古迹，所以两区古树名木遗存较多。

２０１８年一级古树在永登县分布最多，这是由于主城区

一级古树因各种原因逐渐死亡、古树名木调查范围扩

大和掌握古树名木信息增加［２５］，永登县的鲁土司衙门

和海德寺中８株栽于明清时期的古树名木被发现，兰

州市一级古树资料能够得到补充和完善。在统计分析

中还可以发现，兰州市明清寺观庙宇、衙署园林等古典

园林遗址中有大量古树名木，这是由于兰州市现存的

古典园林中大多为明清时期修建且有一定的文化底

蕴，在如今有专门的文物管理机构给予古树名木专门

的管理保护致使古树名木保存良好；而街道、居民院内

也存有较多古树名木，但分布较为零散，且植物生长空

间较为狭窄，以主城区较多，这是由于在兰州市政府从

清末左宗棠时期开始对街道绿化建设给予重视［２６］，大

量植树造林，但是在近现代时期城市规划建设快速发

展，土地开发利用与古树名木保护未能得到较好协调，

导致街道和居民区古树名木遭到破坏，分布零散且生

长受限［２７］。

４　结论

本研究基于１９９０年、２０１８年兰州市古树名木调

查结果及传统分析方法（科属种分析、植物区系分析、

空间分布类型分析），对兰州市古树名木资源特征及其

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１）兰州市主要适宜生长北温带型及北温带和南温

带间断分布型（全温型）的种子植物，此由兰州市的地

理位置植物区系属性决定，兰州市的乡土树种大部分

来自于这类种子植物。

２）兰州市古树名木在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聚集

性，这与兰州历史风俗文化和自然地域气候有关，并且

兰州市古树名木资源主要分布在城关区和七里河区。

古树名木是优秀的物种生物基因库，是我们培育

新品种的重要来源［２８］。古树名木也是一部活的史书，

蕴含着千百年来兰州市进行城市园林建设和营造历史

人文景观的传统生态智慧。深入挖掘古树名木的价

值，有助于古树名木后续资源的评估与利用、旅游资源

的开发、园林城市的建设和历史景观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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