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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河南西峡为研究区域,对山茱萸的生态习性与分布区域进行了详细调查。通过实地考

察、文献查阅和数据分析等方法,阐述了山茱萸的生长环境要求、形态特征以及在西峡地区的分布情况。

研究结果为山茱萸的保护、开发利用以及当地生态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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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ecological habits and distribution areas of dogwood were investigated in detail. The 

requirements of growth environment,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Xixia area are 

described. The results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prote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dogwood and 

the local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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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茱萸为植物,药用价值及观赏价值都很高。随着自然资源

越来越受到关注,山茱萸研究逐渐深入。河南西峡是我国山茱萸

主要产区之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为山茱萸提供了生

长适宜区。该研究目的是为了对河南西峡山茱萸生态习性及分

布区域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从而为山茱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

学支撑。 

1 山茱萸生态习性 

1.1对生长环境的要求 

河南西峡山茱萸生长对环境有一定要求。西峡位于伏牛

山北麓,温和湿润的气候条件为山茱萸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生

长环境。 

一是气温。山茱萸喜温暖环境,同时有一定耐寒性。西峡四

季分明,虽然冬季气温较低,但是山茱萸普遍没有受到严重冻

害。夏季气温适中且不太热,利于山茱萸生长发育。山茱萸在此

温度下可顺利完成一个生长周期。 

二是光照条件的重要性。山茱萸对日照要求较高,同时又不

可能长期处于强日照条件。西峡山区地形,使山茱萸在各种海拔

高度都能寻找到适宜的光照环境。低海拔地区可能被某些树挡

住,给山茱萸局部遮阴；而海拔比较高的地方阳光比较充足但并

不太强。 

三是,水分在山茱萸的生长过程中必不可少。西峡一带降水

较丰富,并有许多河、溪,给山茱萸以丰富的水分。山茱萸不仅

要求生长过程中水分供应充足,而且不应长时间处在积水条

件下,否则易造成根部腐烂。西峡山地地形利于排水和避免积

水问题。 

四是,从土壤上看,山茱萸宜于生长于肥沃、排水良好的砂

质壤土上。西峡山区土壤多为富含腐殖质的壤土,土壤疏松、透

气性强,利于山茱萸根系生长发育。同时该土壤还能维持一定水

分与营养,以适应山茱萸的生长需要[1]。 

1.2生长周期 

河南西峡山茱萸生长周期长。通常情况下,山茱萸种子发芽

至开花结果需3~5年。山茱萸的生长过程要经过几个时期。春天,

气温回升,雨水增加,山茱萸这时,山茱萸枝叶繁茂,光合作用旺

盛,给植株生长以足够的活力。与此同时山茱萸开始花芽分化以

迎接翌年开花。现阶段山茱萸对气温要求很高,光照需充足,但

是不能太热太旱[2]。 

金秋时节,山茱萸果实渐熟。果实由绿到红再到紫红,表明

山茱萸已进入采收季节。此阶段山茱萸需有足够阳光照射才能

促使果实成熟及糖分累积。与此同时,山茱萸叶片开始陆续枯黄

脱落,做好了入冬蛰伏准备。 

冬季山茱萸休眠。这时山茱萸生长活动几乎停止,植株休

眠。现阶段山茱萸对气温要求不高,水分供应需充足,才能确保

植株安全过冬。 

山茱萸生长周期各阶段要求环境条件适宜,管理需细致。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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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此才能够确保山茱萸正常生长发育,提高其产量与品质。河

南西峡当地农民及林业工作者经过长期实践与探索,对山茱萸

栽培与管理取得了不少经验,对山茱萸生长起到了很好的保障

作用。 

2 山茱萸在河南西峡的分布区域 

2.1总体分布 

河南西峡这片钟灵毓秀之地因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

而成为山茱萸理想的生长地。西峡山茱萸整体分布较多,以山区

各乡为主。 

西峡太平镇山茱萸栽培面积颇大。这里山高林密、土质肥

沃、气候宜人,给山茱萸生长带来独特条件。太平镇山茱萸林连

绵不断,每到春天花团锦簇之时,黄花团锦簇缀满山,俨然一幅

秀美图画。金秋时节,火红的山茱萸硕果满枝,成了当地农民重

要的经济来源[3]。 

二郎坪镇也是山茱萸主要分布区之一。此处山茱萸常生于

山谷、山坡地带。谷内山茱萸林因受周边山体庇佑,气候比较温

和、潮湿,利于山茱萸生长。山茱萸在山坡上又充分地享受了阳

光,长势更旺盛。二郎坪镇山茱萸不但数量多、质量好,很受市

场青睐。 

米坪镇也盛产山茱萸。此处山茱萸遍布各村寨四周高山。村

民自古有种山茱萸的习惯,把山茱萸当作宝贵财富来对待,细心

照料好每株山茱萸树。米坪镇山茱萸在给当地带来经济收益的

同时,也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吸引了很多游客来此观赏。 

除了前述的三个乡镇,西峡地区的其他山区乡镇也存在山

茱萸的生长。山茱萸在这几个地方种植面积虽比较少,但是对西

峡山茱萸产业也有一定促进作用。从整体上看,河南西峡山茱萸

广布,已成为地方特色名片。 

2.2不同海拔高度分布 

河南西峡不同海拔高度山茱萸分布表现出一定规律性。通

常,山茱萸的主要生长区域是海拔500米到1200米的山地。这一

海拔范围的气候条件是比较适宜的,气温适宜,既不太热又不太

冷。同时高海拔区域土壤较为肥沃、排水较好,给山茱萸生长打

下良好基础。 

在海拔较低的区域,例如海拔500米以下的地方,山茱萸的

分布是比较稀少的。其原因是低海拔地区气温高、湿度大、易

受病虫害危害。并且,在低海拔地区土壤通常比较瘠薄,排水性

差,对山茱萸生长不利。但在某些山谷地带及河流沿岸受特殊地

形及小气候等因素影响还可发现少量山茱萸。山茱萸分布随海

拔增加而变化。在海拔超过1200米的高海拔区域,山茱萸的数量

也在逐步下降。其原因是高海拔地区天气寒冷、土壤瘠薄、且

氧气含量少,对山茱萸生长不利。但在某些特殊高海拔山区还可

因当地小气候等因素而出现零星山茱萸。 

2.3与其他植物的共生关系 

山茱萸常和松树,柏树及其他乔木共生。这些乔木高大直立,

给山茱萸遮荫。夏季强日照可使山茱萸受害,松、柏树树冠能给

山茱萸挡住一部分阳光、降低气温、减少水分蒸发、利于其生

长。同时山茱萸落叶还能给松树、柏树等树木提供营养,促使其

生长。山茱萸和某些灌木植物也有共生关系。这些灌木植物围

绕着山茱萸生长,构成一个复杂生态系统。灌木植物能发挥保持

水土、防止水土流失、给山茱萸生长提供稳定土壤环境等功能。

另外山茱萸和某些草本植物也有共生关系。这些草本植物围绕

着山茱萸根部生长,能够从土壤里吸收水分与营养,对山茱萸生

长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同时草本植物也能改良土壤结构、提

高土壤肥力、促进山茱萸根系生长。 

山茱萸与其他植物共生不仅对山茱萸生长有利,而且对整

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都有好处。这种共生是自然界长期进

化的产物,表现为生物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在致力于保护山

茱萸的过程中,我们还需确保与山茱萸有共生关系的其他植物

得到妥善保护,以共同保障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定性。 

2.4在不同地形的分布 

河南西峡不同地形上山茱萸分布表现出鲜明的特征,处于

沟谷地带的山茱萸因地势低洼、水分比较充足、土壤比较肥沃

而长势更加旺盛。山茱萸在此常组成较稠密的群落,株型较高,

枝繁叶茂。沟谷内小溪纵横,空气湿润,给山茱萸生长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环境,让山茱萸能充分地吸收到水分与营养。并且,沟

谷地带一般都比较隐蔽,受风灾、旱灾影响比较小,利于山茱萸

稳定生长。 

山坡上山茱萸分布较零散。山茱萸生长情况随坡度不同而

异。缓坡地带土壤侵蚀比较轻微,山茱萸能很好地生根生长。此

地的山茱萸常与其他植物共同生长,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环

境。但陡坡地带土壤侵蚀较重,对山茱萸生长有一定制约。但有

些适应性较强的山茱萸植株仍能顽强地存活于陡坡,其根系也

常常较发达来适应动荡的土壤条件。山茱萸分布于山顶区域较

为少见。因山巅海拔高、气候条件差、风力大、土壤瘠薄、水

分缺乏等因素对山茱萸生长不利。但在某些山顶平坦地区或特

殊小气候条件下,还可发现少量山茱萸。这类山茱萸一般抗逆性

强,能适应较恶劣的环境条件。 

2.5今后的分布趋势 

河南西峡山茱萸一方面自然环境的改变及人类活动的持续

作用会极大地决定山茱萸的生存空间及分布格局；另一方面,

科技的进步和政策的引导也可能为山茱萸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和挑战。 

在自然环境方面,气候变化不容忽视。在全球气候变暖趋

势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西峡地区气候条件可能会随之改变。温

度上升,降水模式变化,极端天气事件增多等因素均有可能影

响山茱萸的生长与分布。但山茱萸这种适应性很强的植物可

能通过其调节机制对气候变化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比如

可能调节生长周期,改变形态特征或者调整分布范围来找到

更合适的环境。 

除气候变化外,地形地貌变化对山茱萸分布也会产生一定

影响。受自然侵蚀及人类活动影响,西峡地区地形地貌或将发生

变化。如山体滑坡,河流改道等自然现象都有可能对山茱萸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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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造成损害,从而改变了山茱萸的分布范围。与此同时,人类

进行的各种工程建设活动,如道路修建和矿产开采,也有可能对

地形和地貌产生影响,从而对山茱萸的生存空间造成不良影响。

但地形地貌上的改变并不完全消极。在某些条件下,新地形地貌

也许会给山茱萸生长带来新机遇。如山体滑坡之后形成的堆积

物有可能为山茱萸生长提供了新的基质,而河流改道之后形成

的新河滩则有可能是山茱萸新的分布区。 

山茱萸今后的分布趋势受人类活动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伴随着经济发展与人口增加,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要求越来越

高。西峡地区人类活动如农业开发,林业采伐和旅游开发可能持

续破坏山茱萸的生长环境。如农业开发对山茱萸生长土地的潜

在占用、林业采伐对山茱萸生存环境的潜在破坏、旅游开发对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等。但人类活动并不完全消极。若能采取

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及可持续发展模式,人类活动还能对山茱

萸的保护与开发产生积极作用。如通过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模

式可达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共赢。同时加强山茱萸的保护与

管理、制定科学、合理的保护政策与计划,还能切实保护山茱萸

的生存环境、推动山茱萸的可持续发展。 

3 山茱萸产业今后的发展 

山茱萸产业是集生态、经济、文化价值为一体的特色产业,

未来发展极具潜力和挑战性。随着健康养生及自然疗法越来越

受到重视,山茱萸的药用价值及营养保健功能已逐步得到普遍

认同,这为山茱萸产业发展打开了广阔市场。 

从栽培及生产上看,山茱萸产业需走规模化、标准化、智能

化之路。从优化种植结构、筛选适宜土壤、气候条件、普及科

学种植管理技术等方面入手,以提高山茱萸产量与质量。与此同

时,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合,构建完善的加工、贮藏及运输

体系以保证产品新鲜安全。另外,现代农业技术的引进,例如智

能灌溉、病虫害监测及防治等都会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

及产品质量,减少企业的生产成本并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产品研发创新上,山茱萸产业需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深挖山

茱萸药用价值及营养成分,研发更加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如

可利用山茱萸为原料开发保健功能食品、饮品和化妆品系列以

适应不同消费者需要。 

从品牌建设及市场拓展来看,山茱萸产业需重视品牌形象

塑造及提升。通过塑造富有地域特色、文化内涵丰富的品牌形

象来提高产品知名度、美誉度。与此同时,强化市场营销策略的

制定与执行,运用线上与线下各种渠道的宣传与推广来扩大市

场份额与影响。另外,还积极参加国内外展会及交流活动,彰显

产品特色与优势,以吸引更多的顾客及合作伙伴对我们的重视

与支持。 

4 结束语 

通过考察山茱萸的生态习性及分布区域,对河南西峡地区

山茱萸的生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山茱萸是重要的药用植

物与观赏植物,研究山茱萸的生态习性及分布区域对保护与开

发山茱萸资源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未来研究仍需进一步

强化山茱萸的生态保护并探讨可持续发展利用方式,以期为地

方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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