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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介绍，研究巨树可
以研究决定它们生长极限
的因素，以及它们所代表的
生态系统。在国际上这算
是一个研究热点，有人专门
研究巨树为何能生长那么
高。还可以研究巨树生长
到极高高度后自身的水分
维持机制，有哪些不同于
其他树木的特殊功能，比

如说一些极高树有办法直
接 从 空 气 水 雾 中 吸 收 水
分。此外，像这种极高树，
碳储量也相当惊人，它们
组成森林的蓄积量和碳储
量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
的方向。

李成表示，找这棵巨树
不是终点。雅鲁藏布大峡
谷保护区非常大，而且整个

藏东南区域保存了我们中
国最好的原始森林，也是世
界级的生物多样性热点，还
有大量区域没被考察勘测
过，甚至有一些无法到达的
区域。理论上，这些区域也
存在超高树木分布的可能
性，所以说不能完全排除没
有比这次发现的西藏柏木
更高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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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6 日，记者从西藏自治区林
草局获悉：在位于雅鲁藏布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林芝市波密县通麦镇境
内，由北京大学牵头的联合调查队发
现了一棵高达 102.3 米的西藏柏木。
若按2.8米的层高计算，这棵树相当于
一栋 36 层的高楼。此次发现刷新了
按树种排名的世界最高树列表，成为
仅次于美国海岸红杉的世界第二高树
种，同时也刷新了中国与亚洲纪录，成
为目前已知的亚洲第一高树。

近日，参与联合调查的西子江生态保
育中心负责人李成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巨树调查？
李成：去年 5月，联合调查队在墨

脱确认了当时中国大陆地区已知的最
高树——76.8米的不丹松。当时还注
意到林芝波密县这边的西藏柏木也特
别高，西藏柏木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
是寿命比较长，比不丹松长，我就在想
会不会存在比不丹松更高的西藏柏木。

今年2月，带着这个疑问我又进了
墨脱，并预留了一段时间给波密，在波
密县通麦附近发现了一片西藏柏木巨
树聚生区域，并通过无人机初步测量
出一棵西藏柏木高达 86米，这一数据
若经核实，将刷新中国第一高树的纪
录。回来之后，我就跟北京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教授吕植说了这个消息，并
想邀请去年一起合作过的吕植老师团
队和郭庆华老师团队再去探一探。今
年 5月 7日，由北京大学牵头的联合调
查队在通麦镇碰头，加上我一行 6人，
开启了长达20天的野外工作。

记者：寻找巨树的过程是怎样的？
李成：联合调查的第一天就在当

时我测到86米高西藏柏木的区域进行
了精确测量。结果特别让人惊讶，因
为都特别高，旁边甚至有一棵底部被
遮盖的高达 97.1米高的树。当时大家
特别高兴，因为这大幅提高了中国高
树的纪录。

这次发现的许多高树都离 318国
道不远，或者在视线范围内，有种“大
隐隐于市”的感觉。为了严谨起见，在
找到那棵 97.1米高的树之后，我们又
在这片区域逐一进行排除。

最后在5月20日，郭庆华老师的无
人机机载激光雷达发挥了大作用，在巨
树群中找到了现在这棵 102.3米高、胸
径293厘米的西藏柏木，大家都特别激
动，因为这一数据将直接把中国最高树
从世界20名开外拉到世界第二的排行。

后来几天，我们对这棵树进行精确
测量，并用无人机拍摄等身照片、视频
等，同时也继续在附近逐一验证。值得
一提的是，这棵树从树干最低处起算高
度达 104.6米。为严谨起见，我们采用
国际测树学通用方法，取了树干与地面
接触最高处与最低处的平均值，以树干
为轴线，测量其到树尖的长度，最终确
认这棵高102.3米的树是目前我们所能
找到的这片区域最高的一棵。5月 27
日，联合调查队结束测量工作。

记者：在这片西藏柏木
巨树聚生区域，这棵树显眼
吗？

李成：其实这棵树在远
处看，它并不出众，因为它是
长在一堆巨树中间，那一堆
树都很高，平均都有八九十
米高，而且长在山坡上。生
长在它周围的巨树基本上也
是西藏柏木，还有少量的华
山松。

此次调查，除西藏柏木
最高树外，还发现了大量85
米以上的巨树，其中包含了
90米以上巨树25棵，大幅提
升了中国乃至亚洲的树高纪
录，是目前我国乃至亚洲经
过精准测量发现的巨树高度
和分布密度最高的区域。

当树太大太高了以后，从
树根处仰望，是看不全、看不
清这棵树的，这棵树的枝叶很

密，光凭肉眼，也看不清上面
藏了什么，基本上只能看到树
高的三分之一。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进了小人国，在壮观的
大自然面前，人类很渺小。

记者：基于已有的数据，
可以推算出这棵已知亚洲第
一高树迄今生长了多少年吗？

李成：目前还不能推算出
具体年份。唯一能确定的就
是这棵树生长了很多年，至少
远超于400年。我们不管做
任何工作，首先是从保护的角
度出发，因为测量树木的准确
年龄的话，可能需要对树木进
行钻芯，这其实对树体会产生
比较大的损坏。

西藏柏木是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植物，而这种高度级
别的树更是属于我们的国宝
级别。

后期可能会有计划，但

也会通过尽可能减少伤害或
者不伤害到树木生长的其他
方式来研究年龄。要考虑技
术应用的情况，还要符合国
家的相关要求。

记者：它还会继续长高
吗？

李成：这个目前不好确
定，从照片看它的树尖已经
没有树叶，但是其树尖木质
部是否已经干枯或是否还有
萌发新枝的能力还有待长期
观察才能确定。

记者：这棵西藏柏木和
去年发现的那棵不丹松间隔
有多远？两者之间的海拔差
距如何？

李成：直线距离大概100
公里。这次发现的西藏柏木
海拔在2000多米，去年发现
的那棵不丹松海拔略低一
些，但整体差距不明显。

记者：这次调查有无攀
树师的参与？

李成：没有。团队综合
评估考虑后，没有请攀树
师。第一是出于对树的保
护。第二是考虑到人员的
自身安全。因为这棵树有
不少枯枝容易坠落，且这种
级别的大树，树底下根系对
土壤密度和渗水率的要求
很高。如果爬树测量，需要
一个大团队，这会导致树底
的土壤被反复踩踏，进而造
成渗水率的改变，影响到树
木的水分吸收和生长环境。

出于对它保护的角度，
我们团队还达成一个共识，
没有公布这棵树的具体点
位，避免大量游客去打卡，反
复踩踏树下的土壤，这对树
木保护而言是非常不利的。

同时，也是出于安全方
面的考虑。这棵树虽说离公

路不远，但找到这棵树还是
需要往山上爬，山坡陡峭，毒
蛇较多，又容易迷路。因此
我们不公布它的确切位置。

记者：巨树的地理分布
有什么规律？

李成：就我们目前在藏
东南发现的几种特别高的
树来说，不丹松、西藏柏木
都有一个共同点，海拔都在
1700米到2400米，处于亚热
带针阔混交林里。

在这次调研过程当中，
我们在现场拍到了一些受
损的西藏柏木。当树长得
太高之后，特别容易被雷
击，雷击以后，一些树内部
发生燃烧，就形成一个空心
树。还有此地频繁发生的
泥石流、雪崩等，都可能对
树木造成伤害。这次找到
的这棵高达 102.3米的西藏
柏木，它能够生长到这样一

个高度，可以说还是有非常
大的偶然因素在里面。

记者：这次的发现除了
刷新中国、亚洲的巨树纪录
以外，还具有哪些意义？

李成：第一是我们首次
把藏东南作为一个生产高
树的区域展示给全世界，让
大家知道这个区域内具有
大量80米以上的高树，我们
的藏东南被证实为是全世
界四大极高树木产区之一，
同时验证了我在 2013 年提
出的观点：藏东南拥有中国
乃至全世界最高的树。

第二是刷新了大家对西
藏柏木这一珍稀树种的认
知，以前大家都不知道它属
于极高树，因为在此之前没
有关于它的高度超过 70米
的记载。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这次的发现也是可以改
变地理教科书的重大发现。

这棵102.3米的巨树
有“大隐隐于市”的感觉

树尖已无树叶 能否再长有待长期观察

避免游客去打卡 不公布最高树确切位置

研究巨树具有哪些科研价值？□科普

亚
洲
第
一
高
树
如
何
被
发
现

102.3米！ 云
雾
缭
绕
的
西
藏
柏
木
巨
树
群
落

亚
洲
第
一
高
树
等
身
照
，身
高
一
米
七

的
李
成
（
画
圈
处
）
站
在
树
下
作
为
参
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