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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长得高意味着竞争
力强，而且一片森林中有较
多的高大的树和“树王”，就
证明环境生态系统的生产
力丰富。一个生态系统生
产力强，代表其富集碳的能
力高，有生产和维持大量生
物的潜能，这样才能孕育出
较多的高大的树。

2019年，巴西研究人员
在检查巴西国家太空研究
所的卫星影像时，发现在亚
马逊雨林里有一群70至80
米高的大树。这些大树大
部分位于河流边缘，多数树
高超过 70 米，属于亚马逊
豆（一种檀木）。后来科学
研究团队经过实地考察测
量，最高的一棵高达 88.5
米，这群大树的树龄为 400
至 600 年。这些树地处偏
远，并且避开了飓风穿越的
路线。

亚马逊雨林高大树木
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生产
力。亚马逊雨林和其他热
带 雨 林 储 存 了 900 亿 至
1400亿吨碳素，有助于稳定
世界气候。高大树木的巨
大身形可以累积巨量的生
物质和碳储存量。总体上，
每棵大树碳储存量相当于
数百棵一般树木，而“树王”
更是如此，一棵大树的碳储
存量就有 1 公顷森林之多
（约160吨）。

□冷知识

“树王”
碳储存量惊人

据刘团玺介绍，这棵树
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山谷，虽
然平时风不是很大，但是到
了树顶附近后，还是会感受
到微微的晃动。“那个时候
一瞬间本能地感到紧张，担
心树如果断了怎么办。后
来又想到，这棵树存在几百
年了，都没有被风吹断，而
且科学家也考察了，树本身
很健康，没有什么病虫害。
慢慢适应之后，就开始感受
树顶所能欣赏到的壮丽自
然景观。”

因为一根绳子上同一
时间只能有一个人操作，在
等待其他人操作的时候，刘
团玺玩了会儿自拍，还在树
顶睡了一小会儿。

探险家刘团玺是此次科考队的巨树攀
爬技术指导，和队友们一起爬到了树顶附近
进行了高度测量。10月9日，他告诉记者，当
时 3名成员协力爬树，从地面爬到树顶花了
七八个小时。

刘团玺说，这次攀爬除了确保人员安
全外，还要确保操作对树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整个过程都利用绳索来进行，最后也会带走
包括绳索在内的所有器材，确保不会对大自
然造成任何破坏。

这次攀爬的是一个包括刘团玺在内的3
人教练团队，爬树的第一步就是要把攀爬用
的绳子挂到树枝上。他们尝试了多种方式，
比如用无人机将绳子挂上去，但试了 9次都
不行，后来用一种专业的弹弓机，先后发射
了 18次，才把绳索投射到了 30多米高的位
置。这种专业绳索非常结实，几乎没有弹
性，可以承重200公斤。

挂好主绳之后，3个人一起把自己挂在
绳子上进行测试，确认安全之后，其中一个
人就利用类似攀岩的方法，沿着这根主绳抵
达 30多米的高度，随后通过甩绳子的方式，
每次上升3到4米，这样循环往复，最后抵达
了80米左右的高度。再往上，树干的直径就
只有15厘米到20厘米了。

三个人分别在树顶附近利用100米长的
金属直尺进行了高度测量，最后经过专家校
正，得到的就是此次发布的83.4米的树高。

为何要对这棵树重新进行测量？测量
结果比之前高0.2米有何意义？

参与此次科考的国家重要野生植物种
质资源库辰山中心负责人、上海辰山植物标
本馆馆员钟鑫表示，测量大树的方式有三
种，激光雷达、无人机挂绳和人工攀爬。

使用激光雷达遥感的方式，人不需要爬
树，可以快速获得很多棵树的树高基本值，
但也存在局限性。由于树顶端有很多分支，
在地面无法直接观测到树梢，无法确定哪个
树梢是最高的，所以需要用无人机飞到接近
它的水平高度去确定树梢位置，但无人机的
高度也存在一定偏差。

本次科考使用攀树直接测量法，得到了
最准确的数值，所以并不是树的高度差了
0.2米，而是测量方法不同。

目前，全世界最高树——生长于美国加
州的一棵 116米高的北美红杉，以及热带第
一高树——马来西亚 100.8 米高的黄娑罗
双，都是通过人工攀爬测量的。

此次科考队提到，今年 5月和 8月两次
调查间隔期的 87天里，顶芽生长长度在 10
厘米以上。这是否意味着这棵树以每年 30
厘米左右的速度在长高？

钟鑫表示，5月到 8月是春夏之间，温度
适宜，正是树生长旺盛的时期，所以不能以
这段时间的生长速度推测其全年的生长。
过了 9月以后，察隅天气转冷，冬天还会下
雪，这时树几乎处于生长停滞的状态。

当日，科考团队还发布了这
株巨树的等身照。记者从参与此
次科考工作的野性中国工作室了
解到，巨树等身照的拍摄由四位科
考队员精密协作完成，先用无人机
每隔几米拍上三张到六张一组照
片，然后再隔几米拍一组，一直拍
到树顶。这样得到 160多张不同
高度的照片，后期再拼接完成，整
体画幅超过3.5亿像素，可投屏于
百米巨幕以展现巨树细节。

野性中国工作室介绍，今年5
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郭柯
研究员团队对上察隅镇布宗村巨
树群落进行植被调查，连续发现
多棵高 75 米以上巨树。其中一
棵云南黄果冷杉经过无人机初步
测量达到了 83.2 米（海都报5月
23日A08版曾做相关报道）。

今年 8 月，科考队再次赴察
隅县对这株“中国第一高树”云南
黄果冷杉进行了人工攀树测量和
区域调查。本次科考使用了国际
测量巨树的“金标准”——攀树直
接测量法，即人工攀爬到巨树顶
端，确定最高树梢之后，将金属卷
尺从树梢放下至地面测量，最终
得出树干中心最低点到树梢高度
差为83.4米。

这棵巨树所在的察隅县，位
于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过渡
地带的藏东南高山峡谷区，平均
海拔2800米。

这棵云南黄果冷杉，矗立于
察隅河支流岗日嘎布曲边的河谷
漫滩森林之中。孟加拉湾暖湿气
流被察隅县东北部的伯舒拉岭和
西部的岗日嘎布阻挡，形成了充
沛降水。

这片针阔混交林以云南黄果
冷杉为建群种，其他主要树种还
有曼青冈、油麦吊云杉、华山松
等。巨树群落地形平缓，整体林
层在 70 米左右，森林完整度极
高。有成片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西藏红豆杉、地表生长的二级保
护植物云南黄连、虎头兰、西藏八
角莲等。

经攀树采集调查，目前这棵
中国最高树上共发现有高等植物
50 余种，包括攀缘植物、附生植
物、寄生植物等多种类型，显示了
独特的生物多样性。

10月9日，中国巨树科
考队发布了目前已知中国第
一高树云南黄果冷杉的高
度，经测定为83.4米，相当
于28层楼高。这棵树位于
西藏自治区察隅县，此次公
布的数据，比今年5月时公布
的测量数据高了0.2米。巨
树胸径达207厘米，树龄在
380岁上下，相当于青壮年。

据介绍，该高度系通过
人工攀树测量和区域调查，
并结合无人机辅助测量的方
式得出的。这是中国第一次
对80米高以上的巨树进行
攀测、摄影和种质资源采集
的综合科考。

160多张不同高度照片
拼接成巨树等身照

50余种高等植物
组成巨树“空中花园”

春夏之间的87天里
巨树长高了10厘米

全程利用绳索人工攀爬
爬到树顶花了七八小时

爬上83.4米树顶
他还睡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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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高树云南黄果冷杉等身照（图中3个红圈处为
3名科考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