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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棕桐科植物的栽培与园林应用

胡建湘 胡世晨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 云南 动腊 6663"习

摘 要: 棕搁科植物广泛分布于热带 ! 亚热带地 区, 是这些地区最重要的资源植物 , 自古广为人类栽培与利用 "

由于棕桐植物个性 突出, 形姿优美, 生命力顽强, 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 经济价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 而在世界园

艺界流行上百年"文章作者通过多年实践, 对棕桐植物的栽培技术及其在园林上的应用作总结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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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植物界中, 棕搁科植物(以下简称棕搁植物)是一个大

科 , 具有198 属和2600个物种川, 它们都为热带 ! 亚热带常

绿植物 , 其景观是典型的热带植物景观 "棕搁植物为人类

提供了包括油脂 ! 糖 ! 淀粉 ! 纤维 ! 果蔬 ! 药材 ! 棕蜡 !

建材及藤编 ! 叶编等工艺原料[z, .!" 一言以概之 , 它们是

人类最重要的资源植物 , 尤其在热带地区, 棕搁植物更是

当地人们衣食住行的基础和支柱 " 另一方面 , 棕搁植物以

其风姿独特 ! 花果奇异 ! 风格多样 ! 充满热带风情和顽强

生命力等优点而被广泛应用于园林造景 ! 城市绿化 ! 宾馆

会场装饰和家庭室内观赏等"

1 棕搁植物的栽培

1.1 棕桐植物的栽培历史

除南极洲外 , 欧洲是原生棕搁植物最少的大陆 , 但在

三百多年前 , 当葡 ! 西 ! 荷 ! 英等国向海外扩展殖民地的

时候 , 他们发现在热带地区有一类他们前所未见的 ! 极其

美丽的棕搁植物 , 便千方百计地把它们作为战利品引回欧

洲本国的皇家植物 园里 , 作为骄傲展品看待 "后来权贵富

豪也开始在庭园中栽培捺搁植物以示权力与地位"时至今

日 , 在欧美依然以拥有一个私人的棕搁 园为荣 , 上流社

会的 /派对0 和重要的音乐会都喜欢安排在棕搁花园里进

行 , 以示高雅 "此外 , 世界上还有很多棕搁迷 , 他们都以

认识和栽培棕搁植物而引以白豪 , 相互间交换普通种及炒

卖稀有种的种苗, 令棕搁种苗在国际上具有共同的造价[.] "

19 世纪 , 生活的需求与工业的需要推动了棕搁植物的

引种栽培 , 使其引种栽培得以较快的发展"国际上经济发

达中国家的城市普遍种植棕搁植物 , 美国最富庶的加利福

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就遍布棕搁 , 许多国际著名旅游城市

如美国洛杉矶 ! 法国尼斯 ! 日本的宫崎市都广泛采用棕搁

植物营造园林景观 , 一些国家如泰国 ! 马来西亚 ! 印尼 !

菲律宾也纷纷把其行道树改成棕搁 "

在我国 , 棕搁植物的引种栽培具有上千年历史 , 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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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园林绿化则始于20世纪50 年代 , 到了90 年代末 , 棕搁植

物的引种已相当多元化 , 种类与数量剧增[5] " 目前用于园林

绿化的最常见的外来棕搁植物有假槟榔(A rc h on t0Ph o~

日Iex an drae )! 大王椰(R o了ston ea reg Za )! 三 药槟榔

(A rec日 打妇刀功刁)! 加那利海枣(处 口已刀优 臼n刁r1 -, ,心占)!

狐尾椰子(W 口d 0 tia bjfu rca te )等 ; 用于室外盆栽的外来

棕搁植物主要是美丽针葵(Ph oenix roebelen ii)! 国王椰

沂刁veD 田 万F配翻石心); 用于室内盆栽观赏的最常见的外来棕

搁植物有袖珍椰(ch a刃ae1iorea ej 明习刀s) ! 散尾葵田 0 应s

lu te 义?e1 25)! 夏威夷椰子(ch am 日edbres se 沂盛滋)等 "特殊的

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使台湾在引种棕搁植物上比大陆先走

一步 , 那里湿暖热的气候条件及与各国的频繁交往为棕搁
植物的引种栽培提供了很大便利[8] "近年来棕搁植物逐渐成

为我国南方城市绿化的主要树种 , 而在北方棕搁植物主要

是以其幼树期玲珑秀丽的外貌 ! 千姿百态的叶形以及耐荫

性成为大型宾馆 ! 厅堂到百姓家居各种环境最常见的室内

植物 "如今 , 国内的植物园, 如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 华

南植物园 ! 厦门植物园等已成为国内收集和研究棕搁植物

的主要基地 "

1.2 棕搁植物的生长条件

棕搁植物分布于热带 ! 亚热带的多种生态环境 , 因此

各种棕搁植物对光照 ! 气温 ! 水分 ! 空气湿度 ! 土壤 ! 肥

料等环境因子各有不同的适应和需求 , 因而对其栽培及在

园林上的应用必须根据棕搁植物的个体生态 , 因地制宜 "

1.2.1 光照 分布于茂盛的热带森林环境的棕搁植物是

在热带与其伴生的植物一起发生 ! 发展起来的 , 因此 , 相

当一部分热带棕搁植物在强烈的直射光下生长表现不好 ,

叶片发黄 ! 无活力"乔木型棕搁植物常居森林中上层 , 喜

光 , 但在小苗和幼树期则需一定的耐荫度 "对一些原本就

是森林中下层的矮小乔木或灌木类型的棕搁植物 , 它们较

适应荫生的环境 , 种植在户外时最好有高大的乔木或建筑

物庇荫 , 或植于荫棚下 " 亚热带棕搁植物对光照的需求中

庸 , 喜光也能耐一定程度的荫蔽 " 但另有一类棕搁植物分

布在干热荒漠和石砾山地上 , 它们是强阳性植物 , 喜充足

的光照, 在荫蔽环境中生长不良"

1.2.2 温度 棕搁植物以其对温度的需求大略可分为热带

棕搁植物和亚热带棕搁植物两大类 , 其中也有一些中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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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性种类 " 绝大多数棕搁植物来源干热带地区 , 许多种类

在温度低于14 e 时, 生长就会受到影响l0]( 根据观察在西双

版纳受低温影响较重要 , 在10 e 以下持续时间较长)"通常

棕搁植物最佳生长发育温度在15 一35 e " 分布于亚热带的

棕搁植物能够耐受0 e 左右的低温 ; 有些种可耐一5一 巧 e

的低温; 若干特别耐寒的种类甚至可以耐受短期一20 e 的

低温 "热带棕搁植物在生长暂停的剑叶期对不利的环境具

有较强的耐受性 " 亚热带棕搁植物在休眠期对低温的耐受

性最强 " 几乎所有棕搁植物在旺盛的生长期和开花期都对

不利的环境因子, 特别是对低温和千风耐受性最弱"

1.2.3 水分 棕搁植物是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发展演化

过 来的 , 因此它们对水的需 求也 各不相同 " 水椰(J丫J p a

fr u ct jc日n s) 可以在海潮浸 泡的海岸边与红树林相伴为

生; 沼泽棕(A coej o 厂ra p h 已 w rZg 力ti i) ! 国王椰 ! 西谷椰

伍了e之r口X刃on sa .gu) ! 猩红槟榔(1少.盯tos ta ch ys ja k ka) 等可

以在淡水沼泽 ! 溪流边及低湿积水地区生长 ; 大多数棕搁

植物喜欢适度的湿润土壤 , 地 下水位过高 ! 土壤积水或根

浸泡在水中都不利于生长 " 对于原产干热荒漠地区或有季

节性干旱低温地区的棕搁植物 , 它们演化出一系列开源节

流的耐旱性生理结构 , 有深广强大的根系汲取地下水分;

叶片具有白粉或蜡质 , 叶色常呈银白色 ! 浅灰蓝色 , 或叶

片竖直与阳光形成很小的相交角度 , 这大大减轻 了阳光和

干热风对叶片的灼伤和蒸腾 ; 或有枯叶裙和丰厚的棕毛包

裹树干 , 既保水抗热又御寒"

1.2.4 空气湿度 生长 于热带雨林的种类需要较高的空气

湿度"而生长在季雨林和亚热带的种类也能忍!受一定程度

的季节性较低空气湿度 "最能耐干燥空气的是原产于干热

荒漠地带和沙漠绿洲的棕搁 "

一般棕搁植物都喜欢湿润空气 , 尤其是室内盆栽的棕
搁植物 " 往盆里浇水是无助于增加空气湿度的日" 若空气干

燥 , 叶片会失去光泽 , 缺少活力 " 在北方每年都有大量盆

栽棕搁在室内越冬后死于春末 " 北方有暖气或空调 , 室内

温度高而湿度低 , 冬季管护中人们既不注意浇水又不在叶

面 ! 地面喷水以增加空气湿度 , 造成棕搁长期干渴 , 即使

勉强越冬也是十分的虚弱 , 加之北方春末又多干风沙尘 ,

弱不禁风的棕搁最终脱水枯死 "

因此 , 引种外来棕搁 , 首先要了解该种棕搁原产地与

引种地的气候条件存在何种差异 , 然后再采取针对性的措

施尽量缩小这种差异 " 如能做到这一点 , 在任何地方都能

培育出令人赏心悦 FJ 的棕搁来 "

1.2.5 月巴料 棕搁植物对肥料没有特殊的要求 , 各种农

家肥 ! 土杂肥 , 及氮 ! 磷 ! 钾化学肥料 都可 以施 用 " 各种

棕搁植物对施肥的反应不同 " 有的棕搁植物对肥料反应敏

感 , 施肥能明显促进其快速生长; 有些棕搁植物对肥料反

应迟缓 , 施肥后看不到 明显的促进生长的作用 " 一般说

来 , 自然环境中的棕搁植物很多都能耐旱耐膺薄 , 不必人

I几补充水肥 " 但在苗圃生产中 , 要想快速培育出优质苗木

就要加强水肥管理 "通常 , 中小苗和速生种类需肥较 多;

处在旺盛生长期的苗木需水肥较多 "棕搁施肥也有三不

宜 : 休眠期不宜 ; 冈lJ移栽 ! 定植的小苗和大树不宜 ; 生 长

不 良的植株也不宜施肥 , 但如果是因缺少某种营养元素所

致 , 则可针对性地补充缺素 "

1.2.6 土壤 棕搁植物基本上不择土壤 , 粘土 ! 沙土 !

冲积土 ! 风化土等均无不可 , 作为苗圃的土壤最好是富

含腐殖质并有 良好的理化性能 "大部分棕搁植物最适宜

的土壤酸碱度在p H 6一6 .5之间 , p H 值过低会降低土壤中

磷和其它养分的有效性 ; 微酸性时 , 有害的微生物容易

被抑制 , 有利于苗木的生长 ; 在中性 土壤中 , 磷的有效

性较大 ; p H 过高也会降低很多元素的效能 , 而且有利于

有害微生物的生长繁殖 " 不过 , 有些棕搁植物能适应p H

值偏高或偏低的土壤 ; 有些棕搁植物耐盐 , 有些棕搁则

特别喜好钙质土壤 , 在以石灰岩为母质的土地上 , 棕树

(T r日ch y carP us fo rt un 百)! 棕竹(R hap招 ex celsa )! 鱼尾

椰(C ary o ta och ja n dra )! 董棕(Ca 乃飞,ta ure ns) ! 石山棕

(- ulh a勿 al及Fl.a ta )等棕搁都生长得特别好, 它们几乎可与

小粟科的南天竺一样被视为钙质土的指示植物 "

1.3 棕搁植物的繁殖[s]

1. 3.1 种子繁殖 绝大多数棕搁植物采用种子繁殖 " 不

同的棕搁种子催芽方法有所差异 " 多数种子在25 一32 e 的

温 度条件下催芽效果较好 "对于种皮非常坚硬厚实的种

子 , 需机械磨破种皮或采用激素处理"譬如香枕榔(A rel l罗,

巴,g leri )种子属硬实种子 , 萌发困难 , 在 自然条件下播种出

苗不整齐 , 前后需 1年半时间才能萌发完毕 "机械磨擦种皮

后用0 .5一lm g/ L的G A 3浸种能有效地促进萌发 , 发芽率达

90% 一93% , 出苗也较整齐 "

1. 3.2 吸芽繁殖 有的丛生型棕搁植物 , 尤其是开花不结

实的种类 , 可以采用吸芽繁殖 " 如桃棕引种到西双版纳热

带植物园 , 由于缺乏授粉昆虫 , 致使种植几年后只开花而

不结实 , 只能靠吸芽繁殖 "

1. 3.3 扦插繁殖 对一些能在茎节上出芽 ! 长根的棕搁植

物 , 如钩叶藤属的高地钩叶藤沪沁1to co ~ hlm aja 州 n司 ,

在雨季时可截取部份茎节扦插 , 繁殖新的植株 "

1. 3.4 生物技术繁殖 利用植株体的胚或茎尖采用组培或

离体胚培养的方法培养新个体 , 如月前世界上采用组织培

养方法育苗最多的是油棕(月日els g uln een sls )! 椰子(C oco s

n u cjfe ra )! 海枣(P h oen jx da ct了jjfe ra )! 桃棕(B a etri s

那 52口日es) ! 棕搁藤等; 采用离体胚培养技术育苗的主要种

类有酒瓶椰属伍儿2sca ~ a) ! 智利蜜椰属(Ju ba ea )等ls] "

1.4 整地 ! 移植

1.4.1 整地 无论是播种还是移栽用的土地都应该深耕细

作 " 土壤处理 , 主要是消灭土壤病菌及地下害虫 " 最简便

的方法是在清除土地杂草杂木后堆土焚烧 "此法既可杀虫

灭菌 , 又可增加土壤肥力 " 在翻土同时使用峡喃丹可毒杀

地下害虫 " 棕搁植物虽然常是浅根性的 , 但对土地深根细

作不仅能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能 , 也能抑制杂草和病虫害 "

1.4.2 幼苗移植 种子播种后 , 首先从萌发孔伸出胚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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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长出胚芽 , 当胚芽长2一4c m 时移栽于盆钵 ! 营养袋或

苗床上 "盆钵或营养袋口径最好在30c m 以上 , 深25 cm 以

上 , 这样有利于幼苗根系的生长 , 若容器太小会抑制根系

生长"移植到苗床上要保持株行距25c m x 25c m , 便于二次

移栽"如要培养园林绿化用的苗木 , 可在幼苗长至5片以上

真叶时移栽至大田"在大田培养3一5年便可用于绿化 "

对移植成活较困难的种类尤其是缺少须根的贝叶棕 !

糖棕等 , 必需采用容器育苗 , 可用竹子 ! 铁皮 ! 水泥块

制作容器 , 竹筒制作要较长 , 铁皮 ! 水泥块制作底部要强

硬 , 让根系不易穿出容器而盘在容器内 , 日后移植大田或

改换大容器时可将幼树土球完整地从容器脱出, 又不伤根

系 , 成活率几乎百分之百 "对移栽成活容易的种类 , 尤其

是一些丛生和须根多的种类可在田间苗床育苗 "移植可用

裸根苗 , 移栽地块远离育苗地时可先用黄泥浆护根 , 适 当

剪除部分叶片 , 再快运至栽培地及时栽植 "

1.4.3 移栽时间 习见树木的移栽多在休眠期进行"但棕

搁的移栽却应当在生长期进行 "一般在气温 回升稳定的春

末或夏初可开始进行 , 到气温转凉前1一2个月就应停止移

栽 "在长江流域也就是4月中旬一8月底为适宜的移栽期 "

在之后的9一H 月间, 气温尚高 , 可以给移栽后的棕搁留下

一段时间恢复 , 这对安全越冬至关重要 "在南亚热带适合
移栽的时间还可延长1一2个月"

移栽可尽量选择阴雨天气进行 "对于移栽较困难的种

类 , 如贝叶棕 ! 糖棕 , 也可剪去所有叶片 , 只留心叶 , 这

样可保证百分之百成活"长期置于阴处的袋栽或盆栽棕搁

植物 , 要移植于 田间, 移栽后应进行遮荫 , 待其适应较强

光照后可在雨季去除遮荫物 "

1.4.4 地苗移栽 棕搁植物 由于1支茎干只有1个生长

点 , 一般不能像移栽其他树木一样去除所有叶片而只留

下l支光秃秃的茎干 "单千型的种类至少应保留3一4叶 "

对于叶片本身就很少的种类 , 如棍棒椰子(对日sc a厂e刀a

vel.sCllal介It1.1. ), 可只保留2一3叶 , 或保留l片心 , 再将2片

成熟叶剪去一半 "留下来的叶片对心叶能起保护作用 , 对

水分等代谢也有调节作用 "在不利的天气下移栽时 , 如无

成活把握 , 可酌情只保留2一4片叶"如因土球破散裸根 ,

可先把苗木放进穴中 , 根部用低浓度生根剂处理 , 再向种

植穴灌稀泥浆以填满根系裸露留下的空隙 , 然后再培土 ,

这时可除去所有叶片只保留心叶 "此外 , 应争取在棕搁苗

木的中心叶正处在剑叶期时移栽 , 尽量避免在中心叶展开

期移栽棕搁"如因工期紧迫无法等到剑叶期 , 则可将已展

开的新叶横向剪去一半 , 并收拢外层叶片扎住 , 再用一块

遮荫网包裹一段时间 , 直至根系恢复到能向叶片供水 , 否

则因烈日高温不仅会使幼嫩的新叶灼伤 , 成熟叶也会因脱

水而致叶柄扭折下垂 , 从此挺立不起 "

棕搁植物与习见阔叶树木主要不同处是棕搁植物树干

只有顶端一个生长点 , 其树干没有形成层 , 无 /次生生

长 0 , 而阔叶树种有形成层 , 有次生生长 , 树干能萌发新

枝 , 部分受损能 自行修复 " 而棕搁树一旦伤了顶部生长点

会整株死亡 , 树干上留下伤 口也会成为永久性的疤痕 , 不

能自行修复" 另外 , 如果移栽中技术失误或移植后管理不

当 , 或是移栽地气候环境条件不良 , 都会造成棕搁缓苗期

延长 ! 生长呆滞或出现 /隘缩症 0 ) 因缺乏营养供应树

干变细 , 形成类似瓶颈 ! 葫芦那样的畸形树干 "

对待难移栽的种类 , 或是要求移栽后立即有效果的 ,

可采取 /提前断根法 0 , 即在移栽前1个月或更早的时间先

将苗木切断部分根 , 留在原地以促使新根生长 "以后再行

起苗移栽就能提高成活率 ! 缩短缓苗期 "这一方法对利用

棕搁植物造景很有帮助 "

1.4.5 移栽中的苗木处理 (l) 树干处理 : 对已脱干的种

类 , 应当用草绳包裹树干 , 以免在起苗 ! 吊装运输过程中

弄伤"对有茎冠的棕搁 , 因生长点在茎冠内 , 此段组织较

幼嫩 , 最易受损 , 所以要特别加以保护 "(2) 叶片的处理:

在移栽前可去除少量叶片 ! 剪短叶片 "为保护心叶和内层

成熟叶片不致破损 , 可暂时保留外层老叶 , 待全部移栽工

作完成后再剪除老叶 "对移栽后的棕搁苗木 , 为了减少水

分蒸发有必要对叶片再作修剪 "掌状叶形的可修剪成 圆

形 , 羽状叶形的可修剪成梭形 , 以保持整体叶形美观 " 如

工程不要求立即见效果 , 就可以直接从基部剪去整个叶片

以省工时 "

1.4.6 种植穴的处理 种植穴要挖大 , 施足底肥 , 但栽植

时根部与底肥间要用土隔离"栽植地段土质差的最好换客

土 "由于棕搁的根系主要分为三类: (l) 直根深长 ! 缺少须

根; (2) 近地面的根发达 ! 多须根; (3) 斜下侧根多 ! 须根发

达 "故属于(l) 类的根穴要深一些 , 而且这些种类的根多矿

质和质脆 , 要防止踩伤; 属于(2) 类和(3) 类的种类种植穴的

中心土要堆成一定高度的馒头状 , 使根系能与土壤有较好

接触 "种植穴处理得好 , 苗木恢复生长就快 "

1.4.7 种植后的处理 首先浇足 /定根水 0 "对于较大的

植株需做支撑架子 " 天气干热时要每天喷洒叶片和树干 ,

以提高空气湿度 "包裹树干的草绳因有保温保湿作用 , 尽

量延至次年雨季拆除 "

1.5 棕搁苗圃的日常管理

主要包括灌溉与排水 ! 中耕 ! 除草 ! 施肥 ! 冻害的防

御及病虫害防治"

1.5.1 灌水 无论苗木大小 , 苗圃都需保持土壤湿度 , 尤

其在旱季 , 浇水是不可忽视的 "冬季灌水则视墒情而定 "

1.5.2 排水 圃地排水是一项重要工作 , 积水容易导致棕

搁苗木烂根 , 叶片表现发黄早枯 , 整个树势(萎靡不振), 没

有生机 , 重则死亡 , 尤其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圃地更要注意

排水 "对那些叶片坚韧厚实的深根耐旱性棕搁种类 , 苗圃

更应选择在不易积水的高燥地段 "

1.5.3 施肥 棕搁植物的施肥要点前面已有表述"此处特

别提出注意磷的补充 , 因为缺磷不像缺氮表现得那样快 ,

一旦出现症状 , 就于事无补 "尤其对幼苗而言 , 缺磷使根
系受到抑制 , 容易患碎倒病 "秋季施用钾肥 , 可增强抗寒

性 "

1.5.4 中耕 ! 除草 棕搁植物大多为浅根性植物 , 除草松

土有利于根系生长 , 避免杂草与棕搁植物争夺水肥 , 但中

耕要注意不要损伤根系 "

1.5.5 冻害防御 对热带棕搁植物而言 , 那怕是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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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都会遭受到冻害 " 华南植物园 !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都曾经历过一0 .8 e 和2 e 的寒潮侵袭 , 持续时间虽短 , 但

造成的损失巨大 , 尤其对许多热带海洋性气候棕搁植物是

一场灭绝性的灾害 " 目前尚无应对冻害的积极措施"减轻
冻害的预防手段主要有茎杆包裹法 ! 石灰涂白法等"具茎

杆的棕搁可用稻草 ! 草绳等包裹茎杆; 也可在茎基部堆稻

草 ! 粉碎的枯枝落叶进行地面覆盖保温 " 对幼苗采用塑料

薄膜 ! 遮荫网四周包围法或地 面覆盖 " 茎杆涂白则有助于

冻害和病虫害的预防 "具红色 ! 黄色等暖色叶片的种类 ,

较不耐低温 , 应重点作好防寒工作 "

1.5.6 病虫害防治 棕搁植物易发生病虫害 "在西双版纳

仁要有黑斑病 ! 碳疽病 ! 叶枯病; 害虫主要是钻心虫 ! 椰

心蛛甲 ! 蛾类等"管理中勤检查 , 并有针对性地作定期防

治 " 发现病叶与枯叶应及时剪除 ! 集中焚烧 , 以减少病虫

害蔓延 "

2 棕搁植物在园林上的应用

棕搁植物以其树姿优美 , 俊逸高雅 , 充满浓郁的热带

风情而被著名的植物学家林奈誉为 /植物界的王子 0 "

在热带植物类群中 , 棕搁植物或雄伟高大 ! 叶阔干

壮 , 具有粗犷健美的阳刚气魄 ; 或亭亭玉立 ! 青翠欲滴 ,

而具有娇小纤巧的阴柔之美 " 棕搁植物以其独特的茎杆 !

独特的大型羽状叶 ! 掌状叶形描绘出了无与伦比的优美景

观 , 成为热带植物景观的象征l0, ."}"

2. 1 棕搁植物的观赏特点[l8]

棕搁植物 千姿百态 ! 种类繁多 " 它们不仅具有阳刚或

阴柔之 美 , 而且其花 ! 果 ! 叶 ! 刺 ! 种子 ! 棕毛都各有

其独特风姿 "这些特异性 不仅令我们为 自然造物神奇而感

叹 , 更能引发我们的奇思妙想 , 激活我们求新求异的创新

灵感 " 棕搁植物茎杆直立 , 热带狂风暴雨中坚忍不拔 , 它

可以在咫风中摇曳弯曲 , 但很少折断倒伏 " 我们细细品味

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就足以励志 " 风雨过后 , 簇生于树干

顶端的大型叶片向四方打开 ! 向上空伸展去接纳世界 ; 它

终年翠绿 , 并始终充满蓬勃向上的青春活力; 每一茎干有

一个生 长点 , 只有一颗心 , 它挺拔俊秀的身姿处处散发着
热情浪漫的南国风情 , 却极少旁生枝节 , 认识 了棕搁 , 就

难 以忘怀 "

独特的审美个性 ! 激活创新灵感 ! 坚强而有韧性的品

格 ! 开朗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 热情浪漫而又一心专注

的情怀 , 这就是棕搁植物的观赏特点和价值!

2 #2 造景功能 [l .>
棕搁植物分布在各种生态环境中 , 因此它们有的喜

阳 , 有的喜阴 ; 有的耐干旱 , 有的耐水湿; 有的耐膺薄 ,

有的好肥沃; 有的耐盐碱 , 有的耐酸; 有的耐高温 , 有的

耐霜雪 ; 大多数种类抗风性甚强 " 各种生境都有相应的棕

搁植物 " 从形态上看 , 棕搁植物 有大中小型的乔木 ! 灌

木 ! 藤本 - 羽状 ! 掌状 两大类叶形中又有千姿百态的变

化 , 树干上的叶痕及叶基残留 ! 叶色和整体质感都各有不

同 " 另外 , 棕搁植物的花序很有特点 , 如长穗棕(B ra h ea

arln ata )的腋生花序呈灰白色 ! sm 长 , 从树上倾斜垂挂下

来犹如飞瀑; 贝叶棕(-口"叨力口 uln l刀刁C口lij匕I.a )的顶生花序

高达7m , 蔚为奇观; 香枕榔的花具有浓郁的桂花香 , 给游

客以沁人心脾的嗅觉享受 "棕搁植物结果也奇美: 果实或

簇聚在叶丛间 , 或如葡萄成果穗 , 或如串串珠帘从树冠垂

挂长达数米 ; 果实小者如豆 , 仅 1一29重 , 大者如桂圆 !

桃 ! 梨 ! 抽子 ! 西瓜 , 最大者可重达20 k g左右的双椰籽 ,

为世界植物果实之最; 果实的色泽几乎包含了红黄绿蓝黑

白青橙紫等所有颜色 , 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 不少棕搁植

物果如椰子 ! 蛇皮果(sa ja cca ed 日115)! 海枣 ! 巴西桃果等

还是美味的果品 , 既饱眼福又饱口福 , 因此棕搁植物具有

不可多得的园林造景功能 "

2.2.1 构筑园林外貌 棕搁植物通常树冠较小 , 把大型单

干棕搁植物种植于地势较高处 , 既能增强地势的起伏 , 又

能衬托出棕搁的高大挺拔 " 如西双版纳热带植物 园的棕搁

园 , 由于整个地势较平坦 , 在园内堆积不同高度的土丘 ,

在土丘缓坡处种植大王椰 ! 酒瓶椰子 ! 国王椰子 ! 狐尾椰

子(W o方 e打a l万fb rca te )等 , 增强了整个地形的变化 , 突

出棕搁植物 自身秀丽 , 使整个园景不因地势平坦而显得呆

板 " 棕搁园与水体相连 , 再配以山石 , 使山 ! 水 ! 石 ! 棕

搁植物融为一体 , 岸边有棕搁 , 水中看倒影 , 更富诗情 画

意 " 又如福建省厦门植物园建在 /万石山 0 , 那里岩石重

叠 , 山连着山 " 从棕搁园地形上看有山坡地 ! 峡 谷狭地 !

坡顶开阔地 " 在不同的地段上种植各种与地形地貌相配的

棕搁植物 , 突出了各种棕搁植物之特征 , 构成了别具一格

的 园林外貌 " 此外 , 在低 凹之处栽植几株低矮的棕搁植

物 , 如无茎刺葵(Ph o印扮 aca uj ls ); 在坚硬的岩石一隅栽

上几丛姿态柔曼的羽状叶棕搁; 明镜似的水库边栽上一排

粗犷雄健的华盛顿棕(W 白sh 初g to n 功 万打z诊ra ), 不同的地

形地貌 , 采用形态 ! 习性不同的棕搁植物 , 既有适应与协

调 , 又有强烈的反差与对比 "

2.2.2 分隔空间 , 优化景观 在园林造景 ! 绿化隔离带或

上下行车道 ! 快慢车道的隔离带上 , 用大型单干棕搁植物

作为空间分隔 , 可优化景观 ; 尤其很适合狭窄的隔离带 "

因为它们本身所占的地面不大 , 且不需修剪 ! 落叶少且容

易清理 , 而且树冠高举 ! 根系不露面 , 对道路和行车不会

造成任何影响 "大型单干棕搁也很适宜景区的空间分隔及

观光旅游路线的引导 " 中型丛生型棕搁植物如散尾葵 ! 轴

搁 ! 短穗鱼尾葵 ! 三药槟榔 ! 穴穗约籽棕(Pt 厂 h口sP erm a

m aca 厂th urzl ), 小型丛生型棕搁植物 如棕竹 ! 坎棕 ! 小琼 棕

(C 力un io刀j2oen 挽 nan a) 等可用作树篱 ! 矮篱或群丛种植 ,

构筑闭合 ! 半闭合的园林空间 , 既丰富了景观层次 , 又增

添了景观内容 "

2.2.3 与景物相互衬托 一回羽状分裂或复羽状分裂的棕

搁植物的叶一般质感细软 , 丛植于水体边 , 则能映衬出水

体的柔美秀丽 "掌状叶形的棕搁植物质感通常粗硬 , 植 于

水体边 , 既能反衬出水体平湖似镜 ! 宁静安逸 , 又能体现

出棕搁的刚劲挺拔 " 山石配以棕搁植物是一种最佳的虚实

表现手法 , 两者能相映成趣 , 既表现了棕搁植物活泼的景

观 , 又平添 了山石的灵气 "

在建筑物前种植棕搁植物 , 可以使建筑物生硬的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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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和棱角得到柔化 , 尤其是种植质感软的棕搁植物 , 能

够增加景观层次 , 起到良好的过渡作用"质感硬的大型棕

搁植物 , 种植于高大的建筑物前则能增强建筑物宏伟的气

势 "在大会堂 ! 礼堂两侧列植树体高大但树冠不大的棕搁

植物 , 能使大会堂 ! 礼堂更加庄严肃穆 "

在泰 国中部的东芭植物 园(N on g N o oeh T rop ieal

G ar den) 引种了约1200 种棕搁植物 , 整个园景以棕搁植物为

主景 , 山石 ! 建筑 ! 水体与棕搁植物融为一体 , 房舍若隐

若现 , 可以说 /棕搁在家中 , 家在棕园中0 "满目葱绿的

棕搁景观 中再点缀些彩叶植物和花卉 , 形成万绿丛中一点

红的动人画面 "

2.2.4 表现时空变化 棕搁植物的花序通常大型或纤长 ,

果实鲜艳 , 惹人注 目, 能表现季相变化 "如西双版纳热带

植物园种植的皇后棕 , 能陆续开出一 ! 二十个花序 , 秋天

果实陆续成熟 , 金黄耀 眼 , 呈现出金秋收获的景象 "又

如糖棕(B O翔ss us fla b -11jfe r)! 贝叶棕 ! 大丝葵 ! 灰绿棕

(Sa 加了召妇u"尧粥ens) 等棕搁植物幼树期树干被叶片遮盖 , 历

经数十年才有高大挺拔的树干 , 观看残存的老叶基交错环

包于树干 , 犹如龙鳞盔甲, 向人们展示奇特的植物形态 ,

显现出岁月的变迁 "一次性开花结果的棕搁植物如砂糖椰

子(A rc l珍 夕胡nata )! 鱼尾葵成熟后 , 花序自顶部依次向下

开放 , 表现出生命周期的更迭交替" 贝叶棕一生只开一次

花 , 需40 一50 年 , 大型顶生花序高达7m , 从开花到果实

成熟需两年半时间 "象鼻棕 ! 董棕等腋生花序种类 , 从开

花到果实成熟也需数年 , 时间似乎被拉长了 , 给人欲获而

不得的久久期盼" 同是一次性开花的香枕榔 ! 短穗鱼尾葵

(Ca l.y口翻 m jtls ), 由于为丛生灌木型棕搁 , 开花结果后母

株死亡 , 而从母株基部萌粟出的植株仍继续旺盛生长 , 保

持整体生命的延续"

2.2.5 营造有地域 ! 民族文化特色的景观 早在纸张未

发明之前 , 印度佛教徒就利用刚脱落的贝叶棕叶片刻写佛

经 , 称为 /贝叶经 0 ll2] "随着佛教传入西双版纳 , 当地傣

族人民也开始把贝叶棕引入佛寺庭园"也用其叶片制作贝

叶经 "在佛寺规定的必须栽有 /五(种)树 0 中 , 除贝叶棕

外 , 还有槟榔 ! 糖棕或椰子 , 可见棕搁植物与佛教信仰有

重要的关系 "

在亚 ! 非 ! 欧三大洲交汇的中东地区 , 是伊斯兰教 !
基督教 ! 犹太教的发源地 " 在那个干热地带海枣是沙漠

绿洲的典型植物景观 , 其果实是那里的先民赖以为生的主

食"可见圣经中称 /海枣乃尔等之母 0 "犹太教奉海枣树

为神抵 , 而基督教则把复活节前一个礼拜日特定为 /棕搁

周日0 , 纪念当年耶苏基督返回耶路撒冷时民众曾以棕搁

叶铺道欢迎 " 现时复活节仍以棕搁海枣叶片作为装饰 , 象

征着胜利l8] "因此叶开叉成 /v 0 字形 , 正是胜利(vi ct or y )

的第一个字母"无此叶时则举手叉开食指 ! 中指代替棕搁

叶表示胜利之意 "这一手势已流行各国"

棕搁植物是有地域代表性的 " 如椰子树代表热带海

岛 , 海枣代表沙漠绿洲 , 棕搁属代表中国 , 大王椰代表古

巴 , 海椰子代表塞舌尔 , 丝葵属和碧棕属(Sa ba l) 分别代表

着美国的西南和东南部 , 狐尾椰 ! 尼卡椰(R h o夕alos tJ材js

胭Pi da )分别代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非洲搁(月) 刀h aen e

-口月刁cea )! 酒瓶椰 ! 红脉搁(L 刁ta n la 人刀卫ta 几万决-)代表非洲

内陆和毛里求斯岛国, 南美洲更是一个棕搁大陆 , 可以代

表不同地域 ! 民族文化和国家特征的棕搁实在不胜枚举 "

如果我们通晓棕搁的这一代表性 , 在气候条件允许的

地方利用棕搁植物去着意营造出有地域 ! 民族文化特色的

景观 , 那是很有意义的"

2.3 景观构成

2.3.1 景观特 色 棕搁植物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绝大多数种

类不分枝 , 具有简练的高度 ! 自然整形的树冠 , 尤其是单

干型棕搁更具此特征 ; 棕搁植物的大型叶片具有独立的观

赏价值并极富感染力"这些都是双子叶植物 ! 松柏类植物

所难以具备的园林特征"双子叶植物的整形多靠人工修剪

来维持 , 虽然体现个体的整形美以及群体的韵律美 , 但却

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美; 它们之中也有一些叶形奇特具观赏

价值的种类 , 但叶的大小与植株之比甚小 , 故叶片不具有

较强的感染力 "松柏类虽有一定程度的自然整形 , 但它们

的针叶 ! 鳞叶较细小 , 不具有独立的观赏价值 , 只能以单

调的塔形圆锥形树形来表现园林特色 , 常给人庄严肃穆之

感 , 与棕搁活泼向上的舒展感正好相反 "因而 , 在利用棕

搁植物造景时 , 如能合理规划 ! 巧妙设计与应用 , 则能达

到 自然美 ! 生态美及艺术美 /三美 0 的高度统一 , 让观赏

者感受 白然 , 超脱世俗"

2.3.2 景观主体 /棕搁景观 0 是指利用棕搁植物作为

园林的主体 , 构筑开敞的空间及开朗的风景 ; 以丰富的棕

搁植物来表现生态美 , 以对比等手法来表现其艺术美 , 既

体现其个体高度的自然整形美 , 又体现其群体鲜明的园林

韵律美 , 最大程度地给人以脱俗超凡的美好意境 ! 赏心悦

目的轻松感受 "至于园林中让人游憩的亭子 , 可以 /植物

化 0 "如可用大王椰 ! 鱼尾葵 ! 董棕 ! 贝叶棕 ! 糖棕的树

千做凉亭的立柱 , 也可把亭子的立柱和亭顶建成仿棕搁树

干和叶片的样式 , 或直接利用棕搁的叶片或棕蓑修葺成能

遮阳避雨的 /王棕亭 0 ! /贝叶亭 0 ! /董棕亭0 等 "

2.4 园林应用[,,一, .]

2.4.1 孤植 利用体形较大的棕搁植物 , 如贝叶棕 ! 象

鼻棕 ! 伸斯麦棕(B is m a rek i日 n os bjljs)! 渔通棕 ! 贝利

蜡棕(COI 2eI7ljcla 加1le.Fna)! 蓝脉葵(L 刁切n,.a jo 1i1]ig 邵汀)

等孤植 , 最能表现棕搁植物的个体美 "凡个体别具一格

的种类都可作孤植 : 如茎干特别粗壮的智利蜜椰(Ju baea

ch il ensi s) ! 加那利海枣等 ; 如茎干显著膨大的种类有酒

瓶椰 ! 大王椰 ! 刺瓶椰(G astrococos c月况pa) ! 酒樱桃椰

(Ps eudo助 oen ix vln j介I.a )! 糖棕 ! 瓶棕(C口加oth rln ax

w rlg h tii )等 ; 茎覆有枯叶裙或密布纤维的种类如丝葵 !
大丝葵(体白sh角g ron ja rob usta ) ! 裙蜡棕(C op ern j娜

用a crogl ossa ) ! 长发银棕(C occ o th ri nax crzn jta )等 ; 中

型丛生型以及能正 常分枝的种类如麦氏皱籽椰 ! 非洲海

枣(Ph oenix re clin刁ra)! 叉干棕(刀夕刀h aen e th ebaica )

等 ; 叶大型的种类如可亨油椰(A tta j朗 co h un e) ! 酒椰 !

孔雀椰(C a理 Ot a n o) ! 贝叶棕等 ; 叶形奇特的种类如圆

叶轴搁(Ljcuala 9 1花理n dj s)! 泰氏搁(Joh ann es teij s巾刁nn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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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tl j初 ns) ! 狐尾椰 ! 三角椰(D 即 51 5 de ca 理 l) 等 ; 叶色特

别的种类如红杆槟榔 ! 蓝棕搁 ! 海枣 ! 凤尾椰(助 oen jco 一

夕力orl u用 bo l.slg lan um )等 ; 花 ! 果大型或色彩艳丽的种类

如长穗棕 ! 糖椰 ! 巨籽棕(L口口口友)ea I77 习di F / .a )! 圣诞椰

(t全厅tc h la m ez了亩1111 )! 毛冻椰(B u t,a er1 0斗泥了tha) 等 , 因其

优美的株型 , 都特别适合孤植 , 如布置在构图重心上即成

为主景植物 " 它们与草坪的配置是一种最佳的造景方式 "

棕搁植物树冠的通透性好 , 对树冠下的草的生长无任何影

响 , 再者 , 棕搁植物 四季常青 , 每年的落叶甚 少且 易清

除 , 不易破坏 草坪的整洁 ! 优美 " 而草坪则能映衬出羽状

类型棕搁的婀娜多姿 , 衬托出掌状类型棕搁的冈lj健雄壮 ,

草坪与棕搁相得益彰 "

2.4.2 列植 树干端正 ! 直立生长的种类都可用于列植 ,

尤以树干显著膨大的种类为佳 , 如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利用董棕 ! 大王椰 ! 椰子 ! 象鼻棕 ! 槟榔成行种植 , 道

路两边以大蒲葵(肠vls to 刀a sa rl b us )! 中华蒲葵(Lj 佛 to na

chi n en se )! 人 王椰 ! 油棕做行道树 , 不仅能体现棕搁植

物群体韵律美 , 而且可以分隔空间 , 表达特定主题 , 凸显

均衡稳重的整体效果 "在较狭窄的园路两侧宜种植树干

较细的羽状叶形棕搁植物 , 如假槟榔 ! 槟榔 ! 白网籽棕

(D Ic t夕"s尸e月刀a aj bum )等 " 这样既可突出植物清奇秀丽 ,

义能给人以曲径通幽的感受 "在主干道等较宽的路段旁 ,

可在棕搁的外侧配植阔叶树种 , 既可求得沿途较大范围的

树阴 , 又可形成疏密 ! 明暗 ! 叶片质感粗细均有对比的景

观画面 "

2.4. 3 丛植 主要表现群体美 , 同时兼顾单株的个体美 "

利用棕搁植物不同的形体 ) 单杆与丛生型 ! 高大与矮生

型 ! 纤细与粗壮型 , 三五成丛 ! 高低错落 ! 疏密有致地栽

植于 草地上 , 是大 草坪上主景构成的重要方式 " 如在泰国

见到假槟榔 ! 狐尾椰 子! 圣诞椰 子, 在海南岛见到椰子三

株以 L 种植一起 , 形成丛生型植株 " 适合孤植的种类亦可

丛植 , 但以表现个体树干特高或叶特大的种类不宜丛植 "

此外 , 应避免掌状类型和羽状类型棕搁植物混合丛植 , 否

则会使植丛产生分离感 " 如丛植红椰或蓝棕搁于绿色的草

地上 , 对棕搁的色彩有加强作用 "不同高度的棕搁植于一

丛还能消除纵向的单调感 "高度不一 ! 树干有明显叶环痕

及有绿色冠茎的种类 , 还可表现岁月变迁 , 产生一定的动

势 , 自然形成景观的焦点 "至十椰子等在基干部位 自然弯

曲的种类 , 可在水体边形成生动活拨的画面 "

2.4.4 群植 采用大中型棕搁植物作为群植的主体 , 如大

蒲葵 ! 皇后葵(双F日g r /5 ro m al lzo j了抽na) 等 , 在其外围或内

部配植中小型的棕搁植物 , 如小琼棕 ! 香恍榔 ! 沼地棕 !

根刺棕忆 "勺, ,了功旅 wa l及若w l七z应.)! 轴搁等 , 用于大面积

场所的布置 , 亦可专门用于棕搁岛的构筑 "藤本类型可用

十林中种植 , 营造出特殊景观 , 表现群体美 "

2 . 4 . 5 植 篱 利 用 轴 搁 属 (L ic u al a ) ! 坎 棕 属

(C ha ln a -丫人,卿 )! 棕竹属(R h ap 1S)! 彩果棕属(詹uan u朋 )

等一些小型丛生型棕搁植物栽成树篱 ! 矮篱 , 分隔景区空

间 " 利用散尾葵 ! 三药槟榔 ! 短穗鱼尾葵 ! 红干槟榔等一

些中型种类 , 构成夹景以突出空间端部的景物 , 或构筑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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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以遮蔽一些不甚美观的物体 " 植篱不宜过多 ! 过长 , 否

贝]j空间会零散 ! 闭锁 , 不利于营造开朗的 /棕搁景观 0 "

2.4.6 坛植 以花坛方式种植酒瓶椰 ! 棍棒椰 子 ! 三角

棕等 , 突出株形的个体美 , 容易汇聚游人的视线 , 成为主

景"一些小型棕搁植物亦可和草花相配植于花坛中 , 形成

色彩对比鲜明的景观 " 这种方式尤其适合应用于建筑物

前 ! 公园入 口处 "

2.4.7 特别的配置方式 棕搁植物的树冠自然整形 ! 通透

性好 , 种于海滨 ! 水池 ! 游泳池边 , 能在水中形成秀美的

倒影 " 尤其是在有月光的夜晚或借助灯光的配置 , 棕搁植

物会呈现优美的轮廓 "在 日出日落无景物遮挡的高处种植

棕搁植物 , 我们就能通过旭 日或夕阳的逆光照射欣赏棕搁

在这一时段呈现的难以言表的特殊景观"

3 结论与讨论

棕搁是植物界中的一大家族 , 它们与人类关系十分密

切 , 提供了多种产品与工业原料 "然而 , 由 于它们在园林

植物中, 具有 自然整形性 ! 质感特有性和鲜明的个性等 ,

而在热带 ! 亚热带的城市 ! 乡村的街道 ! 路边 ! 公园 ! 庭

园等处被广泛栽培 , 构成了优美 ! 独特的热带景观 "即使

在温带地区 , 它们也在温室以及大型商场 ! 宾馆和私家室

内等较多地出现 " 如充分利用这 /三性 0 , 运用对比的

手法 , 顾及质感的差异 , 表现出羽状叶类型植株的柔美高

雅 , 掌状叶类型植株的雄浑刚健以及棕搁植物群体的韵律

美 " 其实质是把棕搁植物的 自然 美和人文美结合起来 , 营

造 /大人合一 0 的园林艺术景观 , 让观赏者结合各自的体

验去感悟 /棕搁景观 . 如诗似画的韵味 , 油然而神思飞越

地进入赏心悦 目 ! 超凡脱俗的审美意境 "

目前 , 虽然在我国应用于园林景观营造的棕搁绝大多

数来 自国外热带 ! 亚热带地区 , 但由于在世界入侵植物

/黑名单 0 中没有棕搁种类 "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 园 ! 华南

植物园 ! 厦门植物园等都建立了棕搁园 , 各引种 ! 保存了

数百种棕搁植物 , 它们将为我国热带 ! 亚热带的园林绿化

做出新的贡献 "然而 , 必须提出的是 , 我国分布的棕搁植

物有28 属 , 约100 种(含常见栽培属 ! 种)!.}, 它们中不乏适

宜于园林景观的营造 , 而且更适合各地区的生态环境 , 应

加强驯化 ! 选育与应用研究 , 使园林景观的营造更具地方

特色 "

必须提出的是 , 在目前棕搁植物较多应用于园林景观

的营造中 , 出现了一些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 , 有些地处中

亚热带的城市也跟着在园林景观营造中选用 一些原产湿热

带的棕搁种类 , 它们因冬天低温而受较严重的寒害 , 生长

不良 , 达不到美化的效果 , 或被冻死 ; 它们也因水湿条

件 , 尤其是 因空气湿 度严重不足而生长不 良或干枯 "所

以 , 在园林景观对包括棕搁植物在内的植物选择中 , 必须

根据其个体生态 , 即它们对光温 ! 水湿 ! 土壤等的要求 ,

/顺天时 , 量地利 0 , 否贝l]便会事倍功半 , 甚至劳而无

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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梢部 , 同时抹去剪口芽之下的3一5个侧芽 , 促使剪口芽萌

发向上生长 , 形成新的主梢培养较顺直的主干 "

4.3.1 适宜树种 生长速度较慢的树种 , 如国槐 ! 白蜡 !
皂英 , 对于平茬催干未达到干高要求的苗木 , 可用此法继

续接干培养 "

4.3.2 剪修要领 V l芽要饱满 , 芽尖向上 , 剪口以下树干

顺直 , 第二次剪V l芽要选与上次剪VI 芽反向的饱满芽做剪

口芽 , 这样有利于树干顺直生长 "

4.3.3 管理要点 斩梢苗木 , 同样也要加强肥水管理 , 注

意保护剪口芽及其形成的顶梢及时抹去侧芽 ! 侧枝 , 为主

干生长节约营养 , 干高达到要求后再剪去顶梢 , 促发侧枝

使主干加粗 "

4.4 长枝扦插

适宜易生根树种 , 结合修剪栽取1一Zm 成更长多年生

枝 , 作插穗(插穗在秋后截取冬藏后于第二年扦插)在春季或

雨季遮阳环境下扦插 , 春季扦插以20c m 左右为宜 , 扦插后

在插穗基部堆10 一15c m 的土堆 , 插穗生根前要抹去萌芽控

制上部生长 , 待生根后再让其萌芽生长 "

4 .5 分株养冠法

有些园林苗木能够萌生根羹 , 具有丛生的特性 , 利用

这一特性可以把根囊或丛生枝从母株上分割下来 , 进行栽

植 , 培育成新的植株 "如丁香 ! 石榴 ! 刺槐 ! 椿 ! 枣 "这

些树种 , 分株苗因带有根系 , 在通过修剪 ! 拉枝 ! 嫁接 !

补枝等方法很快就会培养成型"

4 .6 成苗改造

部分城市绿化苗木 , 树形和高度不适合园林绿化标

准 , 可进行摘心 ! 拉枝等方法 , 调节高度和分枝情况的不

平衡 , 一些丛生花木在一定时期未能出售且树形过大 , 生

长衰退 , 主枝已较为粗大时 , 可选留一主枝作为主干进行

更新和树形培养 , 很快可培育成较高价值的大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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