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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小粒种咖啡 (Coff~a arabia L )喜 萌的生态特性，模扭 热带森林 多层 多种 的特征， 抽 于、波 萝 

蜜、芒果和荔枝等果为上层．咖啡为中层，波 萝、豆科作抽 和蔬菜等作为下层，组成 咖啡为主的复台栽培结 

构，由于增加 了层次和种窦，引起 了光、温和相对湿度等一 系列小 气候因于变化，从 而对咖啡的生长、抗逆性 

和产量都产生T-同程度的影响 根据多年来在滇南定位妍完结果，采文仅就对复合结构的生态效应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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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材料与方法 

供试验用的咖啡品种 (变种)是 由小粒种 

中粒种 (天然杂交)与 Kent杂交后的 $26 

再自交育成的 s288变种。 

研究方法：定性、定位研究。小气候变化 

采取短期多点同时连续观测．生长量采用定期 

删定，产量采用分片采收，实产统计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复合结构改善咖啡园小气候环境 (见表 

1) 

表 I 不同种植结构咖啡园温温度比较 

f思 茅太 开河 试驻地 I995 5 ) 

备 |王 ：州 《 时 为 晴 置 。 

从表 1可 见，在于热季节中，复台栽培结 

构的咖啡园，由于上层有了不同程度的荫蔽， 

平均潞降低 6—7℃，地面最高温降低 8—9℃， 

相对湿度除荔枝一咖啡结构，由于荫蔽度较小 

而差异 不明 显外，均 普 遍提 高 ls％～20％。 

这对咖啡的生长发育，具有重要作用。 

2．2 促进咖啡生长 

小粒种咖啡原生长于非洲埃塞俄比亚热带 

雨林之中，通过长期系统发育，逐步形成喜温 

凉 、湿润、静风、荫蔽及土壤肥沃的习性。复 

合栽培的咖啡所具有的上有荫蔽，下有覆盖， 

温、湿度相对稳定环境，正适合于小粒咖啡的 

生态特性要求，从各个结构 中的咖啡生长量的 

差异 (见表2)可见，与咖啡产量关系最为密 

切的复合结构中的咖啡冠幅、分枝数、结果枝 

对数普遍都高于单一种植的咖啡，为提高咖啡 

产量打下良好的基础。 

2．3 增强咖啡抗逆性 

2．3．1 降低咖啡天牛危害率 

滇南地区种植咖啡主要威胁的虫害是咖啡 

天牛 【包括咖啡旋 皮天牛 (Dihammus ri— 

) 和 咖 啡 灭 字 虎 天 牛 (Xylotrech“ 

quadripes))。由于复合栽培结构增加了荫蔽环 

境，不利于咖啡天牛产卵繁殖习性，其危害比 

例明显减 少 (见表 3)。 

2．3．2 减少咖啡枯枝干果病 

在湿热 区栽培咖啡，自然病害的种类也是 

比较多的，而滇南地区最为突出的是咖啡锈病 

(Hemiieia z~astatri：c)和枯枝干果病 (叉称黑 

果病 ) 因为采用试验材料是抗锈品种，尽管 

目前出珊一些退化现象，但仍未达到影响生产 

① 此 项 目系 针科 圣资助 ^h”』 Hz 参加部 f})上作的 还有 解继武 、李光 华 等同 志．谨此 并强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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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所以，枯枝干果病的危害是主要的。 

定位试验多年观测结果 (见表 4)表明，复台 

栽培结构，仍有减少咖啡枯枝干果病的作用。 

这除了与受咖啡天牛为害轻重和上年结实是否 

过量及水肥供给情况等有直接关系外，与其上 

层的荫蔽和下层覆盖，在干热季中，降低土壤 

温度和减少日灼有重要关系。 

衰 2 不同结构咖唪生长量比较 【思茅太开河 199l一1993年 

备童 ：品种夏 定植时 间一致 。 

裹 3 不同结构咖啡天牛为害比较c太开河 I993 H 

结 {匈 调查株翦 为害株数 危害率(％) 

备注：自于调查对建皮乏牛和虎乏牛为害不易守清 

垃两者 混台统 计 主资料 自畅 聿忠 、王建 明 、李 光蓝 等 

同志 普查提 供。 

表 4 不同结构咖啡枯桂干粟病 比较{太开河 1994年 

再 注 l 咖 啡 品 种 、苗 辨 一 致 ： 

2 宋丽萍 、丰光 华、华虹林 同志提 供调 查资料 

2．3．3 明显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就单位面积产量而言，包括生物 产量和经 

济产量两部份，从复合结构 中的咖啡生物学产 

量和经济产量(见表 5)看，除了荔枝一咖啡结构 

由于荔枝生长较慢，对小环境影响不明显和次 

生林小区固上层难于控制，是后淘汰了上层，而 

造成咖啡产量相对较低外，其他结构 比单 一种 

植的咖啡园的产量普遍都提高 1倍以上。这对 

于提高单位面积的产值有着重要的作用。 

3 小结与讨论 

综上所述，根据小粒种咖啡喜荫的生态学 

特性，以果树作为上层，咖啡作为中层，菠萝、豆 

科作物、蔬菜等作为下层，组成以咖啡为主的复 

合栽培结构。由于咖啡园中上有覆荫，下有覆 

盖，改善了咖啡种植基地的小环境，促进 r咖啡 

的生长，增强抗逆性 ，相应提 高了单位面积产 

量。不仅做到“以短养长，长短结合”而且提高 

基地效益，减少基地投资风险 这些模式，是我 

国热区开发中，维护 良好生态环境和提高经济 

效益相结合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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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主 品种、定 植上限 一韭 ，经 寿 量 为实际产 量 

LongmoBs．Creen and I LTD， 1960，590 

参考文献 31王剑文等 咖啡 黑果病痛日研步研 究 云南 

I ㈣ ieet s iolly，lrtd~an(k,ffee 1988；52： 生志学研完．P2． 

[4、 龙 乙明 等 ．小 粒 抻咖 啡 生 长 、 产量 与 栽培 环 

1，e Pelley R H． P t Of Coffee [~ndon， 境 关系 热 带植拍 研 究，94，41 

The Analysis on Ecological Benefits of Intereropping 

Combinations in Coffee Plantations 

Long Yiming W ang Jianwen 

(Kunming h-sr 。f Eco]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ming 650223) 

A艇t et O ffIe basis 0f sh liking character of co! e，the imergro'pp：mg∞nlb afmns were c∞  

scruc ed bv imitating multi[ayer of rainforest，who．'~e higher layer was made up of shaddock·jaekfruit， 

nlang0 and litch，e{c Coffee was in the middle layer．The components of lower layer were pineapple， 

iegiun1 aIJd ve etables Due t。the changes from nlonocu~[ul'e Io the agrotorestry mode[，which influ 

ence ∞mc c[imatc fac{ors suct as Eight， tenlperature and humidity TheSe ehanges stimulated the 

growth。f o。ffee．imI}roved the resistance of coffee to hardiness．and increased t yields of coffee Ac 

c。rding to the Ionger sitP—fixed researches，some ecological effects were studied in．southern Yunnan 

Key words intercropping combinations coI{ee p~．antation ecological bene{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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