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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于 2001年从泰国引种海巴戟至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文章介绍了该树种的植物学及生态学特性. 引种 3 a观

察, 其年均高生长 11 79 m, 胸径年生长 3175 cm,第二年现蕾结果. 介绍了引种栽培技术及病虫害防治. 海巴戟是一

种新型保健药品,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开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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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inad citrifolia w as introduced from Thailand to X ishuangbanna Trop ica lBo tan ic G arden o f

Chinese A cadem y o f Sc iences in 20011 The paper introduced botanical and b io log ica l features of th is k ind

of trees1 An observation on three-year introduced cult ivation show ed that annua l average height had been

1179 m eters and annual grow th of breast diam eter 3175 m eters, and it had blossom ed and bored fru its in

nex t year1 The paper introduced the techn iques for cultivat ion and controls for pests and d iseases1 Actua-l

lyMorinad citrifolia w as a new type o fm edic ine for health and care w ith broad m arket prospect and deve-l

opm enta l va lues1
Key words: Morinad citrifolia; bio log ical feature; introduced cu ltivation; X ishuangbanna Tropica l Bo-

tanic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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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巴戟 (Morinda citrifolia Linn)热带湿地植物,

是茜草科的一种灌木或小乔木,原产于热带亚洲、澳

洲及太平洋诸岛如泰国、缅甸、印度, 中国仅分布于

海南省及西沙群岛,台湾亦有分布.海巴戟的根与树

杆可提取黄色染料,果则可供食用,民间一般以根的

煎汁治疗赤痢,兼有解热之功效,而南太平洋的民俗

均利用海巴戟的果实、叶子及树皮的强大药效.海巴

戟果实中含有大量塞诺宁, 其是人体细胞生化反应

的重要物质,环境污染、年龄增长等都会造成人体细

胞所需的塞诺宁缺乏.塞诺宁对某些病症有所助益,

可提高抗御作用, 如对癌症、衰老、心脏病、中风、高

血压、关节炎、消化不良、糖尿病、免疫系统失调及体

重过重等.海巴戟可提供人体制造塞诺宁的原料,具

有再生人体细胞功效.研究及实验表明,海巴戟果实

内所含的成分能刺激免疫系统、正常细胞功能及细

胞的新陈代谢,而这也就是它能面对多种疾病都能

发挥效果的原因. 笔者报道 2001 ~ 2004年西双版

纳热带植物园引种栽培海巴戟的结果,并对该植物

在中国热区的发展前景进行了探讨.

1 海巴戟的植物学与生态学特性

111海巴戟的植物学特性
海巴戟为灌木至小乔木, 全部无毛, 小枝粗壮,

老时褐黄色,钝四棱形. 叶对生,纸质,长圆状椭圆形

或广椭圆形,长 10~ 25 cm,宽 5~ 10 cm, 顶端急尖,

基部阔楔形,侧脉每边 6~ 7条,在叶片腹面微凸起,

在背面凸起,脉腋内常有短束毛.叶柄长 5~ 12 mm,

托叶大, 膜质, 顶端钝. 头状花序单生, 常与叶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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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形, 长椭圆形, 小花, 长 115~ 215 cm, 萼管长约 3

~ 6 mm, 萼檐顶部截平;花冠白色,漏斗形, 冠管长 7

~ 12 mm,喉部被毛,顶部 5裂; 裂片长圆状披针形,

长 5~ 8 mm,花药半伸出于花冠,管外聚花果长卵形

或球形,长 215~ 4 cm,成熟时白色或黄色, 有时果

最下部的小核果的宿存萼檐扩大而成叶状的苞片.

种子尖卵形,扁平,长约 7 mm, 直径约 5 mm,上端有

一气室,花期 3~ 8月, 果期 4~ 11月.

112海巴戟的生态学特性
海巴戟性喜高温多雨的气候; 年均温度 21 ~

27e ,年降雨量 1 500~ 2 000 mm, 相对湿度 70%以

上的无霜区; 不耐低温, 当出现 5e 低温时叶片发
黄,若温度再低叶片会发黑.海巴戟可以生长在海边

泥滩, 也可生长在冲积壤土和砖红壤土上, pH 值

710,喜光,不耐干旱.

2原产地与引种地的自然条件比较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位于北纬 21b14c, 东经

101b25c, 海拔 579 m, 年均温 2118e , 绝对最低温

317e ,绝对最高温 4015e , 年降雨量 1 454 mm, 属

热带季风气候,土壤为砖红性土.种源地泰国曼谷位

于北纬 13b27c, 东经 100b18c, 海拔 8m, 年均温

2811e , 绝对最低温 1111e ,绝对最高温 4111e ,年

降雨量 1 492 mm, 属热带季风气候, 土壤为沙质、沙

砾红壤
[ 4]

(见表 1) .两地的生态条件比较,引种地比

种源地纬度高 8b14c, 海拔高 592 m,年均温、绝对最

低温和绝对最高温分别低 613e 、714e 和 016e ,年

降雨量 38 mm.可见, 海巴戟引种到植物园实际上是

由低纬度低海拔、高温区向高纬度高海拔、低温区移

植,存在着热量不足、冬季温度太低的问题. 但从海

巴戟的分布地来看,泰国北部、缅甸北部以及老挝北

表 1 海巴戟原产地与引种地的自然条件

项目
种源地

(泰国 )

引种地

(版纳植物园 )

纬度 ( N) 13b27c 21b14c

经度 ( E ) 100b18c 101b25c

海拔 /m 810 57910

年均温 /e 2811 2118

最冷月均温 /e 1814 1516

绝对最低温 /e 1111 317

绝对最高温 /e 4111 4015

年雨量 /mm 149210 145410

\ 10e 年积温 842010 756010

相对湿度 /% 8610 8410

土壤类型 砖红壤 砖红壤性红壤

pH 值 515~ 615 515~ 615

部的纬度与引种地西双版纳的纬度相差不大, 引种

地的纬度略高 1~ 2b, 其年均温、年雨量、最冷月以

及绝对最低温都比引种地略高, 并且引种地具有冬

季长期有雾且量大和无台风侵袭等优越条件.

3 研究方法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于 2001年从

泰国引入种子和苗木,采用常规播种育苗方法进行

育苗,半年后种植于该园的经济植物试验区.种植初

期适当给予遮荫,经常松土锄草, 干季勤浇水、施肥.

观测方法:自 2001年开始观测年生长量, 测定

方法为随机选择 15株植株, 固定每年观测树高、胸

径、季节生长量.当观察到首花时, 第二年即开始进

行物候观察,连续观察 5 a. 一般每周观察 1次,如遇

特殊气候 (低温寒害、冰雹、干旱、水涝等 ) , 增加观

察的次数,每周可观察 2~ 3次. 主要物候观察内容

有停长期、生长抽梢期、生长缓慢期、落叶期、现蕾

期、开花期、幼果期和果熟期等, 同时测定每株样株

的结果数量、产量、果实大小、种子数量等.

发芽率测试: 采用本园成熟的种子, 常温下盆

播,以粗沙为基质, 供试种子去翅, 每盆 100粒,重复

5次,以胚轴出现为发芽标志.

4 研究结果及分析

411生长特性
海巴戟在植物园试种,生长迅速, 3 a的定植苗

平均树高 3159 m, 胸径 7114 cm, 高年均生长 1179

m, 胸径年均生长 3157 cm (表 2). 海巴戟在一年中

各季节生长差异不大.

表 2 2年的生长量观测 /m; /cm

年份
1株 2株 3株 4株 5株 平 均

胸径 树高 胸径 树高 胸径 树高 胸径 树高 胸径 树高 胸径 树高

2003 4117 21 60 4117 2155 4184 2185 5111 3108 4179 3100 4161 2182

2004 6159 31 48 6187 3145 6179 3142 8126 3165 7120 3197 7114 3159

412果实形态与产量
通过对海巴戟 2 a挂果情况观测及资料统计,

果实较原产地大.经随机采样,分成大、中、小 3个类

型, 每个类型选 5个果实, 3个类型的平均果重分别

为 136174 g、106128 g、14104 g,种子数量为 381粒、

277粒、4618粒. (表 3)

5 栽培技术与病虫害防治

511栽培技术
海巴戟的栽培首先是要选择好种植地,在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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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南部应选择北纬 23b以南的湿热区, 海拔 800 m

以下, 冬季无霜冻期的坝区平地或丘陵.要求土层深

厚、肥沃、排水良好,在种植前用全垦或带状整地,带

宽 115 m, 清除杂草, 犁翻土地. 坡地上要挖水平梯

带,然后按 2 m @ 2 m的株行距挖穴, 穴深 50 cm @

50 cm @ 40 cm,每穴施放钙镁磷肥 100 g, 并施有机

肥 5~ 10 kg,与表土拌匀回穴.

表 3 海巴戟挂果情况观测结果 / cm; /g; /粒

种子类型     果实 1 果实 2 果实 3 果实 4 果实 5 平均数

大果 长度 9193 9126 10127 918 7171 9140

宽度 4177 5102 5119 5107 5115 5104

果实 中果
长度 7184 8115 7177 7172 714 7178

宽度 4175 4177 4184 4176 4154 4173

小果
长度 3166 3130 2173 3110 2160 3108

宽度 3137 3136 2161 2187 2179 3100

大果 156170 142160 144190 136150 103100 136174

单果重 中果 88160 101190 94130 146190 99170 106128

小果 22130 18160 10110 10180 8140 14104

大果 358100 359100 426100 368100 396100 381100
每果种

子粒数
中果 299100 244100 314100 280100 251100 277100

小果 64100 39100 72100 40100 18100 46180

种植海巴戟的季节以雨季初期最好, 这时气温

已升高,土壤湿润, 种植以后很快能恢复生长. 定植

时若苗木根系受伤, 可以将苗木上的大叶片剪去

1 /2,以利成活.海巴戟喜大水大肥,成活后在生长季

节每月施 1次复合肥, 施肥量视幼树大小控制在每

株 5~ 20 g.在生长良好的情况下, 海巴戟第二年春

即可现蕾结果.

512病虫害防治
51211海巴戟天蛾

形态:幼虫体绿色, 且随虫龄增加颜色逐渐加

深.背绿色, 亚背线以下呈黄白色,尾角黄褐色,尖端

黑色, 胸足 3对微红,腹足 4对黄褐色. 老熟幼虫体

长 50~ 80 mm, 体色由红褐色至灰褐色, 蛹褐色微

透明.

发生规律:每年发生 4代,以蛹在土下 10 cm处

越冬. 成虫白天隐藏在寄主或生长茂密的农作物及

杂草丛中,傍晚开始活动, 夜间交尾产卵, 有趋光性,

迁移性大,卵散产于叶背. 幼虫共 5龄, 白天躲藏在

叶背, 夜间取食, 阴天整日为害.高温少雨有利于其

发生, 冬天翻耕可降低虫口基数. 10月老熟幼虫陆

续下土化蛹越冬.

防治方法: ¹ 成虫发生期用黑光透杀,卵盛期人

工摘除虫卵,高龄幼虫时人工捕捉. º 为害严重时用

90%敌百虫晶体 1 000倍液、20%菊马乳油 2 000倍

液或 215%菊马油 4 000倍液喷雾, 每周 1次,连续 2

~ 3次. » 大面积栽培时, 注意保护天敌, 在天敌发

生盛期,用 B t可湿性粉剂 800倍液喷雾, 禁止喷洒

化学农药.

51212 海巴戟褐软蚧

形态:雌成虫体扁平, 卵形或长卵形背部隆起,

体前端较窄,后部稍膨大,左右不对称, 边缘薄,紧贴

植物体表面,体背颜色有淡黄至深褐色不等.卵长椭

圆形,淡黄色, 初孵若虫椭圆形,淡黄色.

发生规律: 每年发生 6代, 多世代重叠, 被害虫

植株上常同时长有成虫、卵及各部龄若虫 1卵期短,

若虫多聚集在茎及嫩枝叶茎部,排泄物粘稠,易诱发

煤污病,影响植物光合作用 1
防治方法: ¹注意保护利用天敌瓢虫等,剪除虫

枝或刷除虫体; º在卵孵化期用 40%乐果乳油1 000

倍液, 215%敌杀死 2 000倍液或 80%敌敌畏 1 000倍

液等喷雾,注意均匀喷洒在叶背面; »各代卵初孵时

和若虫期喷洒 40%乐果乳油 1 000倍液或 50%马拉

硫磷 800倍液 1~ 2次,间隔 7~ 10 d喷 1次.

51213 轮纹病

症状:为害叶片, 叶上病斑近圆形或椭圆形, 直

径 5~ 10 mm, 灰褐色至暗灰褐色, 具同心轮纹,常多

个病斑集于一起造成叶片穿孔,严重的枯萎脱落.

病原及发生规律: 病原为壳二孢属真菌 (A sco-

chy ta sp) ,属半知菌亚门.病菌以病叶组织内的菌丝

或分生孢子器在病斑内越冬,成为翌年的初侵染源.

生长期新病斑上产生分生孢子借风雨传播, 不断引

起再侵染,扩大危害, 8~ 9月发生严重.

防治方法: ¹ 冬季清洁田园, 烧掉病残体, 合理

密植,加强水肥管理. º 7月下旬开始喷 70%万霉灵

600倍液, 50%多菌灵 500倍液或 50%代森锰锌 600

~ 800倍液等药剂,每 10 d喷 1次,连续 2~ 3次.

6 发展前景

海巴戟是一种新型经济植物, 种植 2年就开花

结果. 1999年我国从美国夏威夷引进海巴戟种子培

育苗木,目前都已经挂果, 平均每株可挂果 40 ~ 50

个, 鲜果单量 50~ 90 g, 每 667 m
2
可种植 500~ 700

株, 产量 15 000~ 30 000 kg /hm
2
,证明海巴戟在我国

云南热带地区引种获得成功,产量也很高.目前繁殖

栽培技术已经成熟,已繁殖幼苗 2 000余株, 可以进

行推广种植 1海巴戟的果实药理作用大,是一种新

型保健药,在泰国、缅甸和美国都已开发出多种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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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朴反季节移植研究

杨志明,陈兴荣,晏月明
(云南昆钢后勤实业公司,云南 安宁 650302)

摘要: 对自然生长的植株大小不同的 99株滇朴在其生长发育旺盛的雨季进行反季节移植, 采取修枝疏叶、缩短中

途停滞时间以减少水分流失以及生根粉处理、消毒和精心养护等技术措施, 其移植成活率达 96167% , 达到了园林

绿化施工对苗木成活率的要求.

关键词: 滇朴;反季节移植; 成活率;园林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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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nt-i season Transplanting ofCeltis yunnanensis

YANG Zh-i m ing, CHEN X ing- rong, YAN Yue-m ing

( L og istics Industry of Y unnan K ISC, A nning Y unnan 650302, Ch ina)

Abstract: The natura l d ifferent 99C eltis yunnanensis indiv iduals had been transp lanted in ra iny season

w hen the plants ordinary grew very we ll1 Som e techn ique m easures taken including prun ing, shortening

stay to reduce w ater loss, treatm ent by roo ting powder, sterilizat ion and care fu l tend ing m ade 96167%

surv iva l rate ach ievable1 Th is index m et the requirem ent for the surv iva l rate of nursery stock in genera l

landscap ing pro ject o f gardens and parks1
Key words: C eltis yunnanensis; ant-i season transplant ing; surv ival rate; ornam ental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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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食品,经济价值很高, 在我国具有广阔的市场和

开发前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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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滇朴 ( C eltis yunnanensus Schneid1 )亦称四蕊朴

( C1tetrandra Roxb1 ), 属于榆科 ( U lm aceae )朴属

(C eltis).该科植物世界有 16属,约 230种.中国有 8

属, 46种, 10变种; 云南有 5属, 28种, 5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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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滇朴具有树型优美、成长迅速及文化内涵深厚等

特点, 在昆明、曲靖、楚雄等地作为乡土园林绿化树

种大量种植.但滇朴属于落叶植物,移植的最佳季节

是冬季落叶后至春季发芽前,而开展园林绿化施工

的高峰又在滇朴生长发育旺盛的夏秋雨季, 因而对

滇朴在夏秋雨季进行反季节移植研究具有一定的理

论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这方面的资料还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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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1移植地基本情况
移植地位于云南省安宁市的草铺镇, 将滇朴从

因建设需要拆迁的吉地铺村、上龙树村、下龙树村和

茅草房村移植到上古屯村旁的山地内,起挖地与种

植地间的距离 [ 4 km, 气候、土壤等差异较小, 土壤

为红色壤土.移植地地理坐标 102b22cE, 24b57cN,属

亚热带高原季风性气候,干湿季节分明,冷暖季节温

差小,昼夜温差大, 年平均气温 1417e , 极高气温

3313e ,极低气温 - 619e , 全年以 7月平均气温最

高, 达 19e .雨热同季,年平均降雨量 897 mm,相对湿

度 71%,年日照时间2 089 h,海拔1 820~ 1 9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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