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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杉是中国特有的孑遗植物，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是第

四纪冰期后残留下来的稀世珍宝，堪称“植物界的大熊猫”。银杉和

它的家族曾广布于亚洲、欧洲和北美洲，如今仅残存于中国重庆、广

西、湖南和贵州的部分山地。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重庆金佛山是银杉的重要分布地之一。1938 年，植物学家杨衔晋首

次采集到银杉标本，采集地正是金佛山。金佛山的 9个野生银杉群落

是全球分布最北的银杉群。

金佛山地区地层古老，长期以来环境相对稳定，几乎没有受第四纪冰川的直接侵袭，如“诺亚方舟”

般保留了众多植物古特有种，银杉便是其中之一。（汪新摄）

寻访野生银杉

“咻……”从左前方的灌丛处，传来重庆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工作人员周洪艳尖利的口哨声。



这天一大早，我们便从金佛山北坡半山腰的黄草坪出发，去寻访

野生银杉。沿采药人踩出的小径前行不久，小径便消失在茂密的植被

中，我们必须用砍刀开路才能艰难前行。周洪艳已记不清自己上过多

少次山，即使有她这样的“金佛山通”带路，要亲见银杉，也是很不

容易的。一路上，周洪艳在路线的选择上也犯了几次迷糊，需要重选

方向。距一大早出发已过去了大约 7小时，我们终于听到了本文开头

的那一声尖利的口哨声，这意味着我们的目标—银杉就在不远处。

顾不得茂密的竹枝与灌丛的阻碍，我们三步并作两步朝口哨声传

来的方向走去。突然间，障目的灌丛消失了，大家意识到自己站在一

道仅数米宽的山脊上，两侧都是不见底的深渊，让人腿脚发软。可就

在这狭窄的山脊上，清一色地生长着银杉。

金佛山的山顶较平缓，纵使山顶和山麓的海拔高差约 1900 米，整座山也没有异峰突起的现象，而是

如一张硕大的方桌摆放在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中国科学院院士袁道先和国际喀斯特权威

专家保罗·威廉姆斯将其定性为喀斯特桌山，这一地貌形态在全球范围内都极为少见。2014 年，金

佛山作为“中国南方喀斯特”二期项目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汪新摄）

凑近一看，只见树皮深褐色，开裂成不规则的薄片，较大的枝丫

横生，如同一级级阶梯。叶片在小枝上排列紧密，几乎呈簇生状。条

形的叶片长 5 厘米左右，先端较圆，叶片宽度两三毫米，用手一摸，

能感觉出叶片边缘略微向下反卷。叶片上面深绿色，被有稀疏的柔毛；

叶片下面的中脉两侧，各有一条粉白色的气孔带，极为醒目。山风吹

拂，一些枝丫翻动起来，气孔带在阳光下银光闪闪，这就是“银杉”

一名的由来。

此时银杉的球果尚未成熟，为绿色，成熟时则会变成暗褐色。球

果卵圆形、长卵圆形或长椭圆形，长 3-5 厘米，直径通常不超过 3厘



米。种翅膜质，黄褐色，呈不对称的长椭圆形或椭圆状倒卵形。虽然

乍看之下，银杉的模样并不出众，很难给人惊艳之感，但是在植物学

家眼中，银杉的形态特征不同于松科其他属的成员，可谓独具一格。

银杉为常绿乔木，高度可达 20 米，主干通直，通常不分叉。老树的树皮开裂成不规则的薄片，较大

的枝丫平展。（汪新摄）

从广布北半球到孑遗植物

如今，整个银杉属仅剩银杉这一个现生种，因此银杉属也是一个

单种属，仅残存于中国南方的重庆、湖南和贵州的少数山地。不过从

叶片、球果和花粉等化石证据推测，银杉家族在最繁盛时曾广布于北

半球的亚洲、欧洲和北美洲，古生物学家甚至在加拿大北极地区的始

新世地层（当时北极的气候远较现在温暖）中也发现了银杉属的花粉

化石。

古生物学家对银杉家族在白垩纪前的分布情况还不太清楚。在白

垩纪时，银杉属就已见于北美洲和东亚地区。在第三纪早期，海平面

较现在低一些，北美洲和欧洲间由北大西洋陆桥相连，银杉属可能就

是通过这一陆桥从北美洲扩散到欧洲。在新近纪时，银杉属的分布范

围已广布亚洲、欧洲和北美洲。

第三纪晚期的气候变冷和第四纪的活跃冰川作用可能是导致银

杉属大规模灭绝的原因。银杉首先在北美洲（最晚的化石记录在中新

世）绝迹，随后于更新世在欧洲灭绝，曾分布于亚洲较高纬度的银杉

种群也纷纷灭绝。随着气候变冷的脚步，部分银杉种群依靠种子的扩



散慢慢向我国南方迁徙，最后在少数纬度较低、地形复杂且受冰川活

动影响小的山地成功躲过环境剧变，并遗存至今，成为中国的特有植

物。像银杉这样在历史上曾分布广泛、如今仅小范围残留的特有种也

被称为古特有种。

银杉 A.球果枝；B.茎一段放大；C.种鳞背面及苞鳞；D.种鳞背面及苞鳞；E.种鳞背面及苞鳞；F.种

鳞背面及苞鳞；G.种鳞侧面；H.种鳞背面及苞鳞；I.种鳞正面；J.种子背面；K.种子背面；L.种子正

面；M.种子侧面；N.去翅后种子背面；O.去翅后种子正面；P.剥掉皮的种仁；Q.种子横切面，示胚芽；

R.胚芽银杉是一种高大的乔木。在新生长的枝条上面生长有比较密集的黄色短柔毛；叶呈螺旋状生长

并辐射伸展开，在枝节间的上端排列比较紧密，呈现出簇生的形状，下面沿着中脉的两侧具有极其显

著的粉白色气孔带；叶是条形，表面生长有稀疏的柔毛。雄球花盛开的时候是穗状圆柱形；球果卵圆

形或者长卵圆形，含有种鳞 13-16 枚；种子略扁一些，有不规则的浅色斑纹，种翅是膜质。银杉是我

国的特有植物，原产于广西、湖南、重庆、贵州。生长在山地针、阔混交林之中，海拔 900-1900 米。

（原墨线绘图：冯钟元 仿绘上色：孙英宝）



在生物地理学中，这样的山地因庇护物种度过冰期，也被形象地

称为“生物避难所”。在应对目前和未来气候变化时，生物避难所可

能会扮演保护濒危物种、生物种群及物种多样性的重要角色，因此成

为生物地理学的一大研究热点。金佛山地区地层古老，长期以来环境

相对稳定，加上纬度较低（不到北纬 30°），几乎没有受第四纪冰

川的直接侵袭，如“诺亚方舟”般保留了众多古特有种，正是一处生

物避难所。金佛山不仅有众多银杉，徜徉山中，银杏、水青树、珙桐、

红豆杉和鹅掌楸等古特有种琳琅满目，让人觉得走入了一座植物的

“侏罗纪公园”。

银杉所属的松科共有 11 个现生属、220-250 个现生种，是松柏

目中现生物种最多的科，广泛分布于北半球各地。银杉属在松科中的

系统地位一直以来存在争议，在《中国植物志》中，银杉属、云杉属

和黄杉属等被置于冷杉亚科中，而松属则是松亚科的独苗。一项发表

于2018年的研究梳理了松科11属的演化关系：根据分子生物学证据，

松科可分为两大支系，其中一个支系包括松属、银杉属、云杉属、黄

杉属和落叶松属 5属。其中银杉属和松属的亲缘关系最近，互为姊妹

群，异于《中国植物志》中的分类。

于1957年 10月 8日采自金佛山的“南川银杉”同地模式标本，现藏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标本馆。

“南川银杉”曾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后来被并入银杉。（图片来源：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



金佛山：首次采集到银杉标本之地

银杉的问世是一个比较曲折的故事，用一句话概括：中国植物学

家曾发表了分别产自金佛山和广西的两种银杉，后来这两种银杉被合

并为一个物种。植物学家杨衔晋首次采集到银杉标本的地方正是金佛

山。

1938 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人员杨衔晋前往四川南川

（现为重庆市南川区）的金佛山考察并采集树种标本。此行采集到的

一号松科植物标本（编号 Yang3163）颇为特别，形态上虽和黄杉属

植物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明显区别。受各方面条件所限，当时并未将

这一银杉标本发表为新种。后来这号标本被辗转送到北京，保存在中

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标本室里。

2020 年 11 月，金佛山挂牌野生银杉达 572 株，其中树高 1米以上的植株有 521 株，分属 9 个群落。

（瞿明斌摄）

时间辗转到 1955 年。这一年，在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钟济

新教授的建议下，一支植物考察队成立，前往如今的广西花坪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境内采集标本。调查队当年就采集到银杉标本，但缺乏雌

雄球花和种子。1956 年，雌雄球花和种子的标本也被成功采到。是

年夏天，钟济新将这批银杉标本寄给当时在北京的陈焕镛。陈焕镛和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匡可任详尽研究这些银杉标本后，认为这种植

物不仅是一个新种，还应该为它在松科下设立一个新属。

1958 年 4月，陈焕镛和匡可任在苏联《植物学杂志》第 43卷第

4期上用俄文和拉丁语发表了《中国西部南部松科新属—银杉属》一

文，正式建立了银杉这一新属，拉丁属名 Cathaya 意为“契丹”，对

应的英文为 Cathay，和“中国”同义，不过文中并未指定银杉属的

模式种。这篇论文中发表了两个现生种：根据在广西采集的标本发表

了银杉，种加词意为“银色的叶片”；根据杨衔晋在金佛山采集的标

本发表了南川银杉（C.nanchuanensis），种加词点明了产地。1959

年，郑万均与傅立国反复研究了采于金佛山的许多南川银杉标本后，

认为南川银杉与广西的银杉缺乏稳定的区别性状，提议将南川银杉并

入银杉。1961 年，陈焕镛和匡可任再次对比了南川银杉和广西的银

杉，同意归并一说。1962 年，陈焕镛和匡可任在《植物学报》第 10

卷第 3 期上发表了《银杉—我国特产的松柏类植物》一文，将南川银

杉归并，因此，南川银杉成为银杉的异名。这样一来，金佛山就是植

物学家首次采集到银杉标本的地方了。

愿银杉在金佛山长存

为保护以银杉等为代表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和其生

境，早在 1979 年，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建立金佛山省级自然保护

区。2000 年，这一保护区获批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和常见的山体不同，金佛山的山顶甚为平缓。纵使山顶和山麓的

海拔高差约 1900 米，整座山也没有异峰突起的形象，而是如一张硕

大的方桌摆放在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在金佛山申报世界

遗产时，为金佛山这一独特喀斯特地貌形态的定性，颇让申遗专家们

费了一番功夫。喀斯特方山、切割型高原喀斯特、岩溶台原、喀斯特

孤山……经过多次论证，最终中国科学院院士袁道先和国际喀斯特权

威专家保罗·威廉姆斯将其定性为喀斯特桌山。由于这一地貌形态在

全球范围内都极为少见，经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定，金佛山便成为喀斯

特桌山的世界典范。

金佛山的银杉主要分布在保护区中部和西侧的核心区中，生境多

为陡峭石灰岩山脊或孤峰，海拔在 1300 米到 1800 米之间。这样的生

境土壤瘠薄，不易保存水分，因此水肥条件较差，并不是上佳的生存

之地。可能正是因为其他木本植物并不喜爱这样的生境，为银杉留出

生态位，减少了银杉和其他树种的竞争，有助于银杉的繁衍生息。



金佛山银杉的遗传多样性也很突出。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人

员于 2006 年发表了一项研究，这项基于线粒体 DNA 和核 DNA 的研究

测量了来自中国 4个不同地区的野生银杉的遗传多样性。研究显示，

包括金佛山在内的大娄山地区的银杉具有最高的遗传多样性。一个物

种在起源地或生物避难所的种群往往具有最高的遗传多样性，因为从

这一地区扩散到别处的个体不可能带有原来大家族所有的遗传特性。

提到遗传多样性，就不得不提一提另一种中国的特有植物—银

杏。一直以来，植物学家认为世界上的野生银杏仅在浙江天目山有遗

存。浙江大学等研究机构对中国有可能是野生的银杏种群进行了研

究，发现头顶光环的天目山银杏的遗传多样性并不是最高的，遗传多

样性最高的银杏种群来自金佛山。这样看来，金佛山还是全球最有可

能的野生银杏分布地。银杉和银杏这两种典型孑遗植物在金佛山地区

具有独占鳌头的遗传多样性，从中不难看出金佛山地区极为突出的植

物地理学价值。

据 20 世纪 80 年代初相关资料显示，金佛山的银杉共有 1978 株

（含幼苗）。2020 年 11 月，金佛山挂牌野生银杉植株达 572 株，其

中 1米以上野生植株有 521 株，分属 9 个群落。金佛山不仅是全球纬

度最高的银杉分布地，也是野生银杉群落最多的分布地。

银杉在金佛山的生境多为陡峭石灰岩山脊或孤峰，海拔在 1300 米到 1800 米之间。这样的生境土壤瘠

薄，水肥条件较差。这可能减少了银杉和其他树种的竞争，有助于银杉的繁衍生息。图为生长在金佛

山西坡山脊脊线上的银杉群落，金秋时节，常绿的银杉和泛黄的落叶阔叶树交相辉映。（张钦伟摄）



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把银杉保护繁育作为重要课题之一。由

于银杉的自然更新较为困难，这一课题的目标不仅要对银杉开展原地

保护，促进自然更新，也着眼于开展人工繁育，并实现银杉野外回归，

力争提升银杉数量。经过多年研究和摸索，金佛山银杉的人工繁育已

基本成功。每年 10 月初左右，金佛山银杉球果便成熟，约 1 个月后

便会从母株上掉落。在这短短的 1个月中，护林员们不辞辛劳地采集

成熟球果。人们从球果中剥离出种子，栽种在苗圃中。如今，人工繁

育的金佛山银杉已有 3000 余株，其中最高的 4 株株高已超过 4米，

银杉在金佛山长存的希望也部分落在了它们身上。（金文驰 王霞 张

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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