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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叶棕繁殖栽培技术研究初报

胡建湘 韩 华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 园 云南劲仓必曰仍)

摘要 本文报导了贝叶棕引种
、

繁殖
、

裁培研究概况
,

总结了贝叶棕引至西双版纳地区的生长

适应性
、

繁殖方法及裁培技术
.

贝 叶 棕 ( C o ryp h a u m b rac u life r a

Li n n
.

) 原产印度
、

马来西亚
、

斯里 兰卡

等地
,

系棕桐科大型观赏乔木
。

巨大的扇

形叶片和雄伟高大树干构成颇具魅力的热

带景观
。

其叶片用以刻制传统的贝叶经
,

是一种重要的宗教文化植物
.

自 1 9 5 9 年

以来
,

找国就对西双版纳热区 贝叶棕进行

了调查和 引种
,

19 94 年再次采收到种

子
,

进行繁殖试验
,

获得成功
。

木文就引

种栽培历史
、

生长适应性
、

种子繁殖方法

及栽培技术等方面分述如下 :

乔木
,

树高 18 一 2 0 米 ; 胸径 5() 一 60

厘米 ; 茎杆由老叶所包被 ; 脱落后形成叶

痕平行排列
.

叶片呈扇形 ; 先端分裂; 裂

片剑形 ; 多达 90 一 10 0 个
. ,

叶柄边缘具

刺 ; 花为大型顶生圆锥花序 ; 花序长 3一4

米 ; 花极多 ; 小 ; 一株约 6 000 万朵
,

两

性 ; 乳白色 ; 有臭味
.

花期 2一4 月
,

果

熟期翌年 5一6 月
。

三
、

生长及适应性

贝叶棕的栽培历史

据古书记载
,

从小乘佛教 500 个制度

制定开始就有对贝叶棕的引种记录
,

至今

已有 2 0 0 0 多年的历史一早在远古时期
,

人们没有纸张
,

就用贝叶棕的叶代纸来记

载事物
,

并延续了很多世纪
,

至今保存数

百年的贝叶经客还时常可见
。

在菲律宾、

人们用幼嫩 p
一

卜所含纤维编制帽子
.

在印度

贝叶是著名的经书制作材料
,

随着佛教由

印度传人我国西双版纳
,

贝叶在傣族村

寨
、

缅寺附近就开始零星栽培并扎 下了

根
。

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

而今贝叶

棕仍以其优美的风姿成为园林观赏和环境

绿化的重要树种为人们所利用和栽培
。

贝叶棕在西双版纳主要生长分布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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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均 温

2 0一2 2℃
,

年降雨量 1 2 0 0一 1 90 0m m 的热

带地区
.

与原产地相比
,

纬度升高 (见表

1 )
,

年均温下降
,

降雨量仅是原产地的一

半
.

在此气候条件下
,

贝叶棕能正常生

长
、

开花结果并繁殖后代
,

表现出其生态

适应力强
.

1
、

生长习性

贝叶棕在西双版纳的生长不同时期
,

其生长节律不同
.

根据年物候观察统计
,

贝叶棕成年树一年抽生 8一9 片新叶
,

湿

热季 (6一8 月 ) 叶片抽生很快
,

平均每月

抽生 1一 2 片 ; 冬季很少抽生新叶
.

从剑

叶一展开一稳定所需时间来看
,

6一8 月叶

片展开至稳定快
,

只需 10 天时间
.

植株

二
、

形态特征
一 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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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长速度
,

特别是在幼苗期
,

很大程度 上是受生态因子的影响 (见表 2)
。

表 了
、

贝叶棕原产地与西双版纳气候条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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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不同生长环境时贝叶棕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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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看 出
,

幼苗种植在阳光充

足
、

土层深厚
、

肥沃的沙质土壤上
,

三年

可长高 50 厘米
,

长叶 5一 7 片
,

; 叶掌

状 ; 基本定型 ; 可见基茎
.

若种植在树荫

下和瘦瘩的土壤上
,

幼苗高仅 23
.

9 厘

米 ; 叶片数 3一 5 片 ; 极少数掌状叶
,

且

未定型
.

而移植在营养袋中的
,

苗高仅

17
.

6 厘米
,

长叶 3 片 ; 带状 叶
一

椭 圆形

(见图 1)
.

因此
, .

贝叶棕是喜光的阳性树

种
,

其生长速度与环境是否适应
,

关系极

大
.

2
、

开花结果习性

贝叶棕对气温和降雨量要求较高
.

种

植在西双版纳
,

由于受年均温及降雨量不

足的影响
,

4 0 年左右才开花结果 (原产

地 20 年)
.

当植株生长减慢
、

叶片枯蔫脱

落之时
,

花序开始从树冠顶部抽生
,

呈塔

形圆锥体
,

花序轴上由多数佛焰苞被
,

起

初纺锤形
,

后裂开
,

分枝花序即从裂缝抽

出
,

3 0一 3 , 个分枝花序
,

上短
一

F长
,

从花

序抽生至果熟需一年左右
.

一般 2一4 月

开花
,

翌年 小6 月果熟
.

果球形
,

灰绿

色
,

直径 3一3
.

7ctn
,

鲜果重 25 .7 6 克 /

粒
。

贝叶棕一生只开一次花
,

整个植株开

花结果一次后即死亡
,

生命周期 40 一 60

年

一3 、

适应性

经多年调查及本园的引种种植观察来

看
,

贝叶棕在热带北缘西双版纳气候条件

下
,

无不良适应性反应
,

已适应本地气

候
,

能正常开花结果
,

繁殖后代
.

本园引

种 30 年的贝叶棕
,

现树高 12m ; 叶柄长

3一 3
.

sm ; 宽 4
.

5一 5
.

sm ; 小 裂 片 长

l一 1
.

Zm ; 宽 10一 1 l
.

3 e m ; 厚 l一 l
.

Zc m :

裂片数 9 0一 100 片
。

与原产地相 比
,

生长

减慢
,

树高
、

茎粗
、

叶柄长短
、

叶片大

小
、

叶裂片数量等都减少
,

而生命周期延

一 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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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

4
、

种子生命力

贝叶棕属典型的热带棕桐植物
,

种子

休眠极短
,

发芽率很快丧失
.

据
‘

世界棕

桐
”

《Pl a m s of T h e w o ri d》 一书记载
,

贝叶棕属植物鲜种超过三个月即完全丧失

发芽力
.

而贝叶棕种子生命力较长
,

从表

3 试验结果可看出
,

贝叶棕种子室内沙藏

及室外放置一年
,

可保持发芽率分别为

4 6
.

4 %
、

3 3
.

3 %
。

表 J
、

贝叶棕贮藏萌发试验结果

贮贮藏方法法 播种数 (粗))) 发芽数 (株))) 发芽率 (% )))

现现采现播播 IJd 777 夕J石石

{ “,4777

沙沙藏半年年 10 000 百000 胡胡

室室内放半年年 10 000 一
-

一
一

111

胡胡‘‘‘‘0

11111
沙沙藏一年年 2 888 1了了 4百

.

444

室室内放一年年 2 777 ppp 了了
.

了了

四
、

繁殖栽培

1
、

催芽 : 鲜种剥去外种皮
,

置于

32 一 35 ℃温棚内进行催芽
.

催芽基质为粗

沙
,

每天保持沙床湿润
,

10 天胚开始萌

动
,

2 5 天完全萌动
,

萌动率 90 %
,

发芽

率 68
.

87 %
.

贝叶棕为半出土
.

单子叶筒

状萌发
,

因此催芽时埋沙过厚不利于萌

发
.

2
、

移植 : 贝叶棕苗生长缓慢
,

经催

芽先生长胚根
,

胚根可长达 40 cm
.

起初

初生叶 (鳞叶 ) 包裹在子叶鞘内
,

培养

50 天左右初生叶 (鳞叶 ) 从子叶鞘内抽

出
,

9 0 天左右第二叶从鳞叶中抽出
,

形

成幼苗
。

因此从 种 子 催 芽 到胚 根 长

4-- scm 即可移植到置有混合营养土 (生

土十腐熟家畜粪) 的营养袋中
,

否则胚根

过 长不利于移植成活
。

由于 贝叶棕根系

长
,

须根少
,

苗期不易生长须根
,

故营养

袋长度必须在 4 0c m 以上
.

3
、

定植 : 贝叶棕幼苗生长缓慢
,

种

植三年的袋苗生长仅 2一4 个侧根
,

长出 3

片叶
.

因此定植穴深度不能少于 40 厘

米
.

贝叶棕也可采取沙床催芽
,

胚根伸出

8 厘米后
,

直播于大田
。

子叶露于地面并

在坑底部放置瓦片
,

抑制根向上生长而萌

发侧根
.

定植时不要伤根
,

定植后必须遮

荫
,

除去杂草
,

保持土质疏松
、

湿润
.

定

植地要求阳光充足
、

土层深厚
,

肥沃的沙

质壤土
,

切忌胶泥土
。

4
、

管理 : 贝叶棕幼苗期间需精心护

理
,

干旱季节勤浇水
,

幼苗用遮荫网或棕

搁科植物叶片遮盖
.

冬季注意防寒
,

用稻

草复盖基部
,

但需注意防止白蚁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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