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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叶棕生物学特性及繁殖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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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贝叶棕的神秘佛教文化色彩、形态特征、生长及适应性, 总结了贝叶棕的繁殖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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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叶棕 (Corypha Um bracu lifea L inn) 是棕榈科贝叶棕

属的一种常绿乔木,原产亚洲热带的印度、斯里兰卡等地,

树高 18- 20m, 长得高大、雄伟,树干笔直、浑圆,没有枝

桠,树冠像一把巨伞, 叶片如手掌般散开,给人一种庄重、

充满活力的感觉,是热带地区绿化环境和极具佛教文化神

秘色彩的优良树种。

1 贝叶棕神秘的佛教文化色彩
贝叶棕曾是东南亚地区文化的传播者。很早以前,东

南亚人民就开创了用贝叶棕的巨大叶片来记录自己民族

的文字,因此东南亚文化在历史上有 /绿叶文化 0之称。

佛教上赫赫有名的 /贝叶经 0也就是用贝叶棕之叶片制作

而成的。有人认为贝叶棕是一种地理和民族文化的标记

树。只要是热带地区,哪里有佛教,哪里就有贝叶棕。西

双版纳的傣族信奉小乘佛教,佛寺院内种植的贝叶棕原产

印度、斯里兰卡等地, 据研究,它们是随着小乘佛教的传

播,由印度经缅甸而被引入的,至今已有 700多年的历史

了。西双版纳的傣族人民同东南亚地区人民一样,很早就

有用贝叶代 /纸 0记录自己民族文化的历史。他们把剑形

的贝叶叶片经过简单的加工:修整、压平、水煮、晒干,然后

装订成册,用特制 /铁笔 0就可在上面流利刻写文字了,刻

完后涂上植物油,叶面上就出现清晰的字迹。贝叶经久耐

用,使用次数的增加不但不会褪色反而能使字迹越来越清

楚,现存百年之久的贝叶经仍字字清晰可辨。傣族有着悠

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贝叶作为载体使之得以记载并流

传至今。据说其中仅经书就有 8万 4千部之多,内容涉及

佛教经典、医学理论、文学艺术等等。在中国,傣医药与中

医、藏医、蒙医并列被人们称为四大医药,就是因为傣医药

的理论、历史、临床经验等都是刻定在贝叶上,今天才得以

整理发掘,并在西双版纳建立了傣医药研究所、傣医院等。

傣族的文学作品丰富多彩,数量众多,在中国的 55个少数

民族中首屈一指,仅上千行的叙事长诗就有 500多部,如

5巴塔麻嘎捧尚罗 (创世史诗 ) 6、5葫芦信 6、5松帕敏和嘎

西娜 6、5召树屯 (孔雀公主 ) 6等,如若不是刻写在贝叶上,

这些优美动人的长诗就将被历史的长河所淹没,今天的人

们就再也欣赏不到这些珍品了。因为贝叶棕在文化上有

着重要价值,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人民视贝叶棕为自己文

化发展的象征,并常常以此引为自豪,甚至将贝叶棕加以

神化,认为只有心诚的佛爷才能种活它。但是,科学家已

经揭开了这个谜,能否种活贝叶树的关键是能否掌握它的

催芽和种植枝术。贝叶棕不仅是绿化环境的优良品种,而

且还有一大植物奇观,它大约 40 a开花 1次,一生只开 1

次花,然后结果, 果熟即整株死亡,留下 /儿孙满园 0。这
在植物学上叫做 /一次性花果植物 0。

2 形态特征
茎单生,高达 18- 20 m,最高可达到 23m,径粗 50 -

85cm,叶脱落后有叶痕及深沟。叶掌状,叶长 115 - 2 m,

宽 215- 315 m,深裂,有 80- 100枚裂片,裂片成剑形,长

60- 100cm,顶端 2裂 ,宽 7 - 9cm,两端的较窄,仅宽 4-

6 cm,革质,有光泽;叶柄长 215 - 3 m,宽 7 - 10cm,厚 5-

7 cm,上面有槽,两侧有短齿,延长的中肋明显粗,长达 70

- 90 cm。雌雄同株;花序顶生,尖塔形;佛焰花序初期为纺

锤形,开裂后抽出花序,有 30- 35个分枝,上短下长,上部

的约 1 m,而下部的长达 315 m,总花序穗长达 4 - 5 m;花

小,乳白色, 具臭味。果实圆球形, 径 312 - 315 cm, 淡绿

色,内有种子 1粒
[ 1]
。

3 生长发育及适应性
贝叶棕的原产地,处于北纬 6b- 10b, 海拔 500 - 600

m,年均温 25- 28e ,年降雨量 3000㎜。贝叶棕表现出一

定的生态适应能力,在云南省的西双版纳,能正常生长、开

花结果并繁殖后代。贝叶棕在西双版纳主要在北纬

21b10c- 22b40c,海拔 500- 600 m,年均温 20- 22e ,年降

雨量 1200- 1900㎜。处于广东省湛江市的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北纬 21b10c,海拔 28 m,年均

温 2217e ,年降雨量 1600㎜,种有 4株贝叶棕,生长良好,

树高约 10m,但至今未见开花结果,因而尚不能知道贝叶

棕在当地能否开花结果。以上表明,贝叶棕具一定的生态

适应能力。

311 生长习性  在西双版纳,贝叶棕不同时期生长节律

不同,根据年物候观察统计,贝叶棕成年树一年抽生 8- 9

片新叶,湿热季 ( 6- 8月 )叶片抽生很快,平均每月抽生

1 - 2片,冬季很少抽生新叶。早期适宜半荫蔽,生长期要

60 安徽农学通报, Anhu iAgr.i Sc.i Bu l.l 2006, 12( 8) : 60- 61



求阳光充足。每年抽叶 6- 9片,抽叶至展开需经 100 -

120d。

表 1 原产地与西双版纳、湛江气候条件比较

   项目

产地    
北纬 海拔 (m )

年均温

(e )

年降雨量

( mm )

西双版纳
21b10c

- 22b40c
500 - 600 20- 22 1200 - 1900

湛江

(南亚热作所 )
21b10c 28 2217 1600

原产地 6b- 10b 500 - 600 25- 28 3000-

  植株生长速度特别是幼苗期很大程度上受生态因子

的影响。据观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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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cm,发出 6- 8片叶。叶掌状,

基本定型,可见基茎。若种植在树荫下和瘦瘠土壤上,幼

苗高 2319cm,叶片数 3 - 5片, 极少数掌状而未定型。而

移植在营养袋中,苗高仅 1716 cm,发出 3片叶,带状长椭

圆形。贝叶棕是喜光的阳性植物。

312 开花结果习性  由于受年均温及降雨量不足的

影响,贝叶棕种植在西双版纳 40 a左右才开花结果 (原

产地 20 a)。当植株生长减慢、叶片枯蔫脱落,花序开始

从树冠顶抽生, 呈塔形圆锥体。花序轴由多数佛焰苞

包被,初为纺锤形,后裂开, 分枝花序即从裂缝抽出, 分

枝花序 30 - 35个,上短下长, 从花序抽生至果熟需一

年左右。一般 2 - 4月开花, 翌年 4 - 6月果熟。果球

形,灰绿色,直径 3 - 317 cm,鲜果重 25176g /粒, 贝叶棕

一生只开一次花,整个植株开花结果一次即死亡, 生命

周期 40 - 60 a。

313 适应性  经多年调查及引种观察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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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 30 a

的贝叶棕树高达 12 m,径粗 50- 80 cm,叶柄长 2 - 215

m, 宽 6 - 8 cm, ,小裂片长 60 - 90 cm,宽 6 - 8 cm,厚 1-

112 cm,裂片数 90 - 100。与原产地相比生长缓慢, 树

高、茎粗、叶柄长度、叶片大小,叶裂片数量减少,而生

命周期延长。

314 种子生命  贝叶棕属植物的大部分是典型的热带
棕榈科植物, 种子的休眠期极短, 发芽力很快丧失。据

5Palm s ofTHE w orld6一书记载,贝叶棕属植物的鲜种子超

过三个月即完全丧失发芽力,但贝叶棕种子生命较长,从

表 2试验结果可看出,贝叶棕室内沙藏及室内放置一年可

保持发芽率分别为 4614%, 3313%。

4 繁殖栽培
411 催芽  鲜种子剥去外种皮置于 32 - 35e 温棚内进

行催芽,催芽基质为粗沙。每天保持沙床湿润, 10d胚开

始萌动, 25d萌芽,萌动率 90% ,发芽率 6818%。贝叶棕

为半出土、单子叶筒状萌发类型,因此催芽时埋沙过厚不

利于萌发。

表 2 贝叶棕贮藏萌发试验结果

贮藏方法 播种数 (颗 ) 发芽数 (棵 ) 发芽率 (% )

现采现播 1367 936 64147

沙藏半年 100 60 60

室内放半年 100 60 60

沙藏一年 28 13 4614

室内放一年 27 9 33133

412 移植  贝叶棕苗生长缓慢,经催芽先长出胚根,胚根

长可达 40cm,起初初生叶 (鳞叶 )包裹在子叶鞘内, 培养

50d左右初生叶 (鳞叶 )从子叶鞘内抽出, 90d左右第 2叶

从鳞叶中抽出形成幼苗。因此从种子催芽到胚根长至 4

- 8cm时即可移植到有混合营养土 (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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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营养袋子长度必须有

40cm以上。

413 定植  贝叶棕幼苗生长缓慢,种植三年袋苗仅生长

2 - 4条侧根, 长出 3片叶, 因此定植穴坑深不能少于

40cm。也可采取沙床催芽,胚根伸出 8cm后直接播于大

田,子叶露于地面并在坑底放置瓦片,抑制根向下生长而

萌发侧根。定植时不要伤根,定期后必须遮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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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沙质壤土,切忌胶泥土。

414 管理  贝叶棕幼苗期间需精心护理,干季勤浇水,幼

苗用遮荫网或棕榈科植物叶片遮盖。冬季注意防寒,用稻

草覆盖基部,同时需注意白蚁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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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04页 ) 2. 4 同一播期不同密度对产量的影响
  表 3表明:播期与密度互和达到极显著水平,同一播

期内不同密度间存在着差异;播期 A1、A2、A3均以 B1密度

产量最低,说明在六安地区中等肥力田块,密度 9万 /hm
2

不适宜;播期 A2、A3均以 B4密度产量最高,但 A2播期 B4

密度产量最高,说明适当延迟播种,增加适当密度能够增

产。

3 结论
( 1)皖油 29产量受播期影响最大,同一条件下,随播

期推迟,产量随之下降, 当地最适播期为 9月 25日 - 30

日。

( 2)皖油 29不同播期应采用不同的密度组合。若遇

气候、土壤等条件影响,迟播应适当增加密度,皖油 29播

期与密度的最佳组合是 A1 B3,即 9月 25日, 密度 15万 /

hm
2
, 10月 5日前后播种的最佳密度为 18万 /h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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